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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关于成立社科处情况调研报告

一、学校人文社科发展状况

我校人文社科发展始终坚持“优化定位、重点突破，以

特见长”的发展思路，坚持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并举，依托

工科优势，力推理、工、经、管、文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形

成工科特色鲜明的我校人文社科发展新格局，为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高层次决策咨询服务，充分发挥“智囊

团”和“思想库”的作用，近 5 年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态势。

目前，我校人文社科共 805 名教师，其中正高职称 74

人，副高职称 206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214 人。教师队

伍中，有国家“千人计划”教授 1 人，广东省创新团队 1 个、

“青年长江学者”1 人、“珠江学者”讲座教授 1 人、“青年

珠江学者”1 人，入选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省级

培养对象 2 人。我校共有九个人文社科科研教学体系,拥有

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1 个，工业

企业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 1 个，工业设计与创意产品二级学

科博士点 1 个,获批 6 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3

年 11 月和 2016 年 11 月我校两度被选为中国新兴经济体研

究会副会长单位，时任党委书记苏一凡研究员当选副会长；

2017 年 1 月，我校当选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副理事

长单位，校长陈新教授当选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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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工大成立社科处的必要性

1.这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

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

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

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

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国哲学社会

科学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

2.这是我校人文社科高水平平台、智库建设的需要

人文社科领域最高级别的平台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

或智库，申报的基本条件为学校必须要有独立的人文社科处，

没有人文社科独立的部门，无法支撑我校高水平平台、智库

的建设与发展。我校现有 6 个省级人文社科平台，已有一定

基础，应紧紧围绕国家急需、我省及我校特色，培育 2-3 个

基础较好的团队，开展好基地建设及新一轮的申报组织工作，

冲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或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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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是我校建设高水平大学标杆学习高校湖南大学、浙

江工业大学科研体制机制设置改革的重要一步

湖南大学早在 2001 年就单独成立人文社科处，目前配

备在岗位人数为 7 人，文理工均衡发展，人文社科领域早已

是传统强校，省级以上平台达 19 个，近两届教育部优秀成

果奖达 12 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稳定在 23 项上下。

浙江工业大学 2009 年成立人文社科处，2012 年该校将

人文社科处改为社会科学研究院，配备在岗位人数为 7 人。

由于科研体制机制设置的改革，浙江工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自 2011 年开始迈入了发展的快车道。2001 年-2008 年国家

社科基金的总数仅 12 项，而 2009 年-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

的总数为 95 项，增长了 691.7%；国家社科基金的全国排位

也从 2013 年 78 位上升到 2014 年 56 位，再从 2015 年 32 位

上升到 2016 年 26 位，排名位于清华大学前，在全国理工科

高校中排名仅次于上海交通大学，连续三年位居浙江省属高

校榜首，工科学校实现省属三年冠实属不易。2012 年首次获

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2015 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1 项。

表 1：广工大与标杆学习高校人文社科科研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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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是广东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人文社科快速发展的必

经之路，也是我校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需要

省内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纷纷出台人文社会科学振兴计

划，通过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加大投入力度，大力引进高层

次人才和学科领军人物，人文社科实力逐步提升，人文社科

的竞争形势日益激烈。我校“广东高水平大学”建设和“双

一流”建设的宏伟蓝图为我校人文社科的发展提出了奋斗目

标和更高的要求，人文社科发展缓慢将会严重制约我校综合

实力的快速提升，人文社科的发展和壮大已经成为我校提高

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传统综合性大学如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均在 2005 年前单独成立社科处，配备在岗人数均在 6 人以

上，出台一系列人文社会科学相关政策与文件，人文社科综

合实力均稳居全国前列。理工科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在 2012

年单独成立社科处，配备在岗位人数为 8 人，也出台一系列

人文社会科学相关政策与文件，省级以上平台达 10 个，近

两届教育部优秀成果奖达 6 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近五年

逐年上升，人文社科发展进入快车道。华南农业大学也非常

重视人文社科的发展，2016 年初成立社科处后，在岗人数由

最初的 3 人迅速增加至 10 人，科研实力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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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广工大与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人文社科科研情况对比

5. 我校人文社科正处在“高层次人才引入遇瓶颈”及

“本校优秀人才流出频现”的尴尬局面

2011 年以来，学校通过实施“百人计划”引进了一批海

内外顶尖人才,但我校人文社科高层次人才引入遇瓶颈，缺

乏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具有一流水平的大师级核心领军人

物，人才引进力度有待加强，引进的考核评价方式亟待改进。

同时，我校培育的国家社科基金获得者、广东省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获得者频频流失。若继续沿用目前人文社科的

相关管理模式及政策，这种人才流失趋势将势不可挡，人才

流失现象将持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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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广工大近年来高层次人才引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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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工大成立社科处的可行性

1.我校人文社科师资力量及科研体量与独立成立社科处

的高校相差无几

目前，我校人文社科领域共 805 名教师，占全校教师的

38.6%，其中正高职称 74 人，副高职称 206 人,具有博士学

位的教师 214 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社科领域共 895 名教师，

占全校教师的 37.7%，其中正高职称 113 人，副高职称 295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316 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校

与浙江工业大学人文社科教师人数和职称比例差距不大。

表 4：学校师资分布情况

学校 广东工业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专任教师 2085 2375

正高级职称 379 515

副高级职称 705 1036

人文教师 805 895

占比 38.6% 37.7%

正高级职称

副高级职称

博士学位

74 113

206 295

214 316

表 5：广工大人文单位师资分布情况

学院 教工数 正高 副高 博士

管理学院 180 21 54 77

艺术学院 133 14 27 19

经贸学院 56 10 12 27

建筑学院 59 7 24 18

政法学院 89 5 20 35

外国语学院 148 3 30 22

通识中心 55 3 10 15

体育部 67 8 23 1

国际学院 18 3 6 0

合计 805 74 206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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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有管理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政

法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外国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体育部、通识教育中心等 9 个人文社科科研教学体系；浙江

工业大学有人文学院、艺术学院、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经贸管理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体育军训部等 9 个文科教学单位；华南理工大

学有工商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设计学院、艺术学院、外国语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体育学院等 10 个文科教学单位。通过比较

可以看出，三校人文单位构成相似。

表 6：学校人文单位构成情况

学校 1 2 3 4 5 6 7 8 9 10

广东

工业

大学

管理

学院

经济与

贸易学

院

艺术

设计

学院

政法

学院

建筑与

城市规

划学院

通识

教育

中心

国际教

育学院

外国

语学

院

体育

部
——

浙江

工业

大学

经贸

管理

学院

政治与

公共管

理学院

艺术

学院

法学

院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人文

学院

教育科

学与技

术学院

外国

语学

院

体育

军训

部

——

华南

理工

大学

工商

管理

学院

公共管

理学院

艺术

学院

法学

院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设计

学院

国际教

育学院

外国

语学

院

体育

学院

新闻

传播

学院

人文科研经费方面，近五年，我校和浙江工业大学差距

不大，与纯文科高校广东财经大学差距也很小，但超过了华

南农业大学的科研规模。

表 7：2012-2016 年人文社科科研经费情况（单位：万元）

年份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广东工业大学 3200 4100 4500 4900 5520

浙江工业大学 3600 4700 4900 5200 5750

华南农业大学 2924 4002 3480 4189 4266

广东财经大学 3278 3472 4706 5042 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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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校人文社科科研实力与独立成立社科处时的高校

基本相当

近五年，我校共获得 39 项国家社科基金，华南农业大学

共获得 43 项国家社科基金，两校科研实力基本相当。单独

成立社科处时，华南理工大学获得 8 项国家社科基金，华南

农业大学获得 7 项国家社科基金，浙江工业大学获得 3 项国

家社科基金，今年我校获得 8 项国家社科基金，近五年来我

校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已稳定在 6 项以上。

表 8：2013-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情况

年份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年 2017 年 合计

广东工业大学 6 6 12 7 8 39

华南农业大学 12 9 6 7 10 43

华南理工大学 8 16 13 12 19 68

浙江工业大学 12 18 21 25 23 99

表 9：广工大 2013-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分布情况

单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合计

政法学院 1 2 6 3 0 12

经贸学院 2 1 1 1 3 8

艺术学院 1 1 1 2 1 6

管理学院 1 0 3 0 1 5

通识中心 1 1 1 1 0 4

体育部 0 1 0 0 1 2

建筑学院 0 0 0 0 1 1

外国学院 0 0 0 0 0 0

其它 0 0 0 0 1 1

合计 6 6 12 7 8 39

近五年，我校共获得 57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超过

了华南农业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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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我校广东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立项数也得到快速增

长。

表 10：2013-2017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立项情况

年份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合计

广东工业大学 11 9 14 11 12 57

华南农业大学 9 14 6 14 7 50

华南理工大学 12 16 13 10 21 72

浙江工业大学 22 19 17 9 12 79

表 11：广工大 2012-2016 年广东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立项情况

年份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合计

广东工业大学 5 13 20 29 29 57

到目前为止，我校省级以上平台共有 6 个，超过了浙江

工业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我校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也获得了突破，获奖数与华南农业大学相当。

表 12：成果奖及省级以上平台情况

高校名称

社科处

成立时

间

在岗

人数

教育部优秀

成果奖

(近两届）

省级以上平

台

华南理工大学 2012 年 8 6 10

浙江工业大学 2009 年 6 6 4

华南农业大学 2016 年 10 2 3

广东工业大学 —— 3 1 6

3.我校人文社科目前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

近年来，我校人文科研规模从 2010 年 2100 多万上升到

2016 年的 5500 多万，相比增长 161%。2015 年首次获得教育

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首次获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一等奖。2011 年前我校仅 1 个省级人文平台，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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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我校新增 5 个省级人文平台。

2011 年前我校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一共仅 4 项，

2012-2017 年立项总数达到 42 项，相比增长 950%；2015 年

获得 12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全国排名第 108 名，是历

年来取得的最好成绩；2016 年首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我校连续两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数位居全省前

三名，2015 年立项 5 项（全省第 2），2016 年立项 4 项（全

省第 3）。

我校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立项数连续三年进入全国 60

强，2015 年全国 50 强，2016 年全国 30 强。艺术学科异军

突起，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获得 2 项，全国第 10；

2016 年、2017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艺术学项目立项数连续两

年全国第 1。

学校连续 5 年承办新兴经济体论坛和金砖国家智库圆桌

会议，编辑内部工作论文 400 多篇，智库专报 50 多份，部

分成果得到人民网、新华网、求是网、光明网等权威媒体转

载，并受到中央、省部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批示和采纳。

四、我校人文社科未来发展建议

基本原则：坚持激发科研活力的哲学社科体制机制。加

强与时代发展同步的宏观领导和顶层设计，全面深化哲学社

科机制体制改革，制定合理、科学、并与我校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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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完善评价体系和激励政策优化资源

配置，形成有利于创新、交叉融合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运

行体制。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通过在组织管理模式、

科研评价体系、激励机制等方面建立一套激发我校哲学社科

老师活力的规章制度的文件，全面深化我校哲学社会科学体

制机制改革，建立充满创新活力、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机制。

具体措施：加强哲学社科体制机制建设，形成灵活高效

的管理运行机制是推进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

保障。

1.注重顶层设计，建立哲学社科自身话语权

借鉴其它高校，增加专职管理人员数量，学校单独成立

人文社科处，专门为人文社科学科服务；学校分开成立自然

科学学术委员会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从哲学社科宏

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建设两方面加强顶层设计使之

自成体系，能独立表达哲学社科问题及思考路径，能独立探

索哲学社科发展规律及管理方式，实现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

体制机制创新。

2.建立适合哲学社科自身发展的管理模式

努力推进我校哲学社科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改变当前我校哲学社科管理规章制度依然按照自然科学管

理制度的模式来制定和执行的现状，实现我校哲学社科单独

的建章立制。力争出台《广东工业大学人文社科科研奖励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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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东工业大学平台建设项目（文科）资助计划》、《广

东工业大学学术活动（文科）资助计划》、《广东工业大学人

文社科重大项目、重大成果、重大平台培育孵化组织专项资

助计划》、《广东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管理办法》、

《广东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国际合作研究平台建设项目资助

计划”实施办法》等成体系的管理规章制度，从宏观制度的

制定和微观操作运行两个层面确保建立适合我校哲学社科

自身发展的管理机制。

3.建立适合我校哲学社科发展的引育机制

在引进人才方面，除了引进龙头传统学科的领军人才外，

还要加大新兴交叉学科和特色优势学科的扶持力度，体现我

校哲学社科的特色。同时，积极培育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本土

人才，在项目配套、参加国际会议、科研评价体系等方面加

强对中青年老师的扶持力度，改变我校哲学社科人才流失的

现象。此外，亟须改进我校哲学社科的人才考核评价方式，

破除束缚哲学社科类人才引进工作的困难与障碍。

4.制定独立的人文社科发展规划

考虑到人文社科的特殊性，借鉴兄弟院校经验，制定与

理工科学科不一样的成果评判标准体系和奖惩制度。

5.考虑设置四级人文社科研究机构

根据现有研究基础以及人文社科的特殊性，健全学校四

级人文社科研究机构即设置国家部委级、省级、校级和院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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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人文社科研究机构，除了院级科研机构，其他三级人文

社科研究机构应配置固定办公场所、科研人员和专门的经费

支持。

6.设置各级重点研究基地，按照规定落实配套

人文社科研究需要调研，需要研讨，需要现场采集数据，

需要购买数据及进行数据分析，需要出研究报告等等，急需

经费支持，建议学校借鉴兄弟院校经验，对校外各级重点研

究基地给予 1:1，或者以上配套经费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