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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部署，

围绕用发展新理念引领农业现代化、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目标，坚持为

党中央、国务院和农业部领导决策服务的宗旨，设置 2016 年

度研究课题。 

二、课题研究的基本定位是政策性研究，既要突出战略性、

前瞻性和创新性，又要注重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充

分体现改革创新思维，着力推动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三农”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强化问题意识，紧跟

农村改革发展的新进展，抓住关键问题深入研究思考，充分吸

收和利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综合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强

化实地调研、案例研究和统计分析，避免从概念到概念，避免

面面俱到，力争形成具有较高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今年的指南课题共设置 7 类开放式命题（详见目录），

每类命题下设置若干重点问题。请申请人围绕指南确定的重点

问题，结合自身工作基础和研究积累，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进

行申报。选题要尽量聚焦，既体现前瞻性，更注重实践性和可

操作性，如果申请选题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指向，则不

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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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对课题申请书进

行评审后，确定承担课题研究任务的人选。初审采取同行专家

匿名评审的方式，从研究内容的必要性、创新性、研究方案可

行性、预期成果与前景等方面进行打分，终审采取会议评审。 

五、课题申请人应符合以下条件：具备高级职称，或者大

学毕业工作满 10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5 年、博士研究

生毕业工作满 2 年的研究、教学、行政单位工作人员；具备

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在申报课题研究领域有较好的工

作基础；具备按时完成课题研究的物质技术条件、手段和时间

保证。 

六、课题申请单位应符合以下条件：能够提供开展研究的

必要条件；对课题申报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核；承担课题项目管

理和经费管理职责并承诺信誉保证。 

七、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的不同，本年度每项课题资

助经费拟安排 5 万元至 10 万元。申请人应严格按照财政预算

资金管理的要求，根据实际需要编制科学合理的经费预算，并

在课题立项后认真执行。 

八、农业部软科学研究为年度课题，完成课题研究的时间，

要求 2016 年 9 月初提交中期研究成果，12 月提交最终研究成

果（包括课题报告和 3000 字摘要稿）。研究成果的著作权归

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所有，包括但不限于作品的发表权、署名

权、修改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汇编权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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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权利。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于次年组织开展成果结题

验收，验收结论将作为主持人今后申请农业部软科学课题的重

要参考。 

九、为避免一题多报、交叉申请和重复立项，确保申请人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课题研究，凡以在研或已结题的各级

各类项目、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等为基础申请农业

部软科学研究课题，须在课题申请书中注明所申请课题与已承

担项目的联系和区别，且不得以内容基本相同的同一成果申请

结题。申报课题须如实填写申请材料，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

议。凡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的，一经查实取消今后

五年内申请农业部软科学研究课题的资格。 

十、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从发布课题指南之日起受

理申请。申请者请直接从农业部网站下载课题指南和课题申请

书。申请截止日期：2016 年 3 月 1 日（以中国邮政寄出邮戳

日期为准）。 

申请材料请寄：100125，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1 号，

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政法司调研管理处）。 

联系人：白永刚 吴天龙 刘建水 

电  话：（010）59193277 

传  真：（010）59192777 

电子邮件：rkxmoa@agri.gov.cn 

mailto:rkxmoa@agr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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