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党建和思政工作 

（一）国家级成果

包括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

项目、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择优推广项目、

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项目（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

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一等奖及以上获得者、全国高校

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全国

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全国高校“双带

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高

校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全国高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全

国高校网络教育名师、全国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负责人、全

国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全国最美高校辅导

员、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最美大学生、中国大学生年度

人物、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最美

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师德

标兵、全国师德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

道德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手、最美

奋斗者、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五四青

年奖章获得者、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



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国五四红旗团组织等。 

（二）省部级成果 

包括江苏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江苏省党建工作标杆院系、

江苏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江苏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江苏

省最美高校辅导员、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江苏省最美

大学生、江苏省大学生年度人物等。 

二、优质资源建设 

（一）国家级平台 

包括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国家医学中心、国家重点实

验室（含国地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重组入围全国重点实验

室）、国家 2011 协同创新中心、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国家高端智库（含培育）、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国

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前沿科学中心、集成攻关大平台、

教育部文科实验室等。 

（二）省部级平台 

包括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国防重点学科实

验室、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教育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含培育）、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江苏省重点



实验室、江苏省工程研究中心、江苏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

苏省重点高端智库、江苏省社科研究基地等。 

三、创新团队建设 

（一）国家级 

1.院士 

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不含双聘院士）。 

2.国家级高端人才 

包括国家级重大人才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获得者、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全国杰出专业

技术人才、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得者、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

一批”人才等。 

3.国家级青年人才 

包括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入选者、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含海外）获得者、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等。 

4.国家级团队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科技部重点领域

创新团队、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等。 

（二）省部级 

1.省部级人才 

包括省登峰计划入选人才、省“333 工程”一、二层次培养

对象、江苏特聘教授、江苏省教学名师、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优

秀青年骨干教师、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江苏省杰青、江苏省优

青、江苏省社科英才、江苏省社科优青、江苏省十佳研究生导

师等。 



2.省部级团队 

包括省“登峰计划”入选团队、省双创团队、江苏高校青蓝

工程优秀教学团队、江苏省十佳研究生导师团队等、江苏省高

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 

四、人才培养 

（一）国家级 

1.国家级教学成果 

包括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全国教材建设奖。 

2.国家级教学平台 

包括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国家现代产业

学院、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

心、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

养计划 2.0 基地、教育部虚拟教研室、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和

课程、教育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等。 

3.国家级学生成果 

包括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挑战

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挑战杯”中国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 

（二）省部级 

1.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及以上 

包括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 

2.省部级教学成果 

包括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3.省部级教学平台 



包括省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省级重点产

业学院等。 

4.省部级学生成果 

包括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挑战

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挑战杯”中国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银奖、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江苏省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等。 

五、科技创新 

（一）国家级 

1.国家级科研成果 

包括国家科学技术奖、中国专利奖金奖和银奖、教育部高

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2.国家级科研重大重点项目 

包括牵头立项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含军口）、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上仅统

计重大重点项目，不含面上或一般、青年等项目）。 

（二）省部级 

1.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及以上 

包括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

国防科学技术奖、省科学技术奖、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江苏专利金奖和银奖等（以上仅统计国家部委、省人民政府颁

布的一等奖及以上成果）。 

2.省部级重要科研成果 

包括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国防科学技术



奖、省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以上仅统计国

家部委、省人民政府颁布的奖项，不含一等奖及以上）。 

3.省部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 

包括牵头立项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

金、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江苏省前沿引领技术基础研究重大

项目等（以上仅统计重大重点项目，不包含面上或一般、青年

等项目）。 

六、社会服务及贡献 

（一）成果转化 

实现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解决“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单

项科技成果转化获得收益累计到校经费达 500 万元及以上。 

（二）企业孵化 

通过投融资吸引社会实缴资本 3000 万元以上，或孵化学

科型公司在主板或科创板上市。 

（三）资政建言 

为国家和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相关咨询建

议获国家领导人或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且相关内容转化

为重要规划、文件和政策，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其他 

入选中国科技十大进展、国防科技十大进展、中国高等学

校科技十大进展等，以及发挥本学科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功能，

作出重大贡献，取得突出的实际应用效果和社会效益，获得中

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有关部门或省委省政府表彰，或者为人

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重要媒体公开报道等。 



 

有关说明： 

1.以上所列内容为通用性的预期标志性成果参考指引，各

学科可结合自身特点，填报其他国家和省部级预期标志性成果，

以及其他特色性的预期标志性成果。 

2.以上指标项填写均为新增项目，各学科填报四期预期标

志性成果的指标原则上不低于三期相应成果数量。  

3.同一成果和人员取得不同层次奖励或人才项目的，按就

高原则仅计算一次预期标志性成果。 

4.争先进位类 A 档学科所填预期标志性成果指标涉及国

家级成果指标项不少于 6 项；B 档学科所填预期标志性成果涉

及国家级成果指标项不少于 2 项，同时涉及省部级成果指标项

不少于 5 项；C 档学科结合实际情况填报相应预期标志性成果

指标。 

5.优先布局类学科结合本学科领域发展现状，填报相应的

预期标志性成果指标，至少涉及 2 项以上国家级成果指标项。 

6.应用转型类学科与共建方协商确定预期标志性成果指

标，应突出考虑社会服务及贡献相关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