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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推动‘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创新工程”项目摘要 

概述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下称“市社联”），是中共上海市委领导

下的以推动、协调全市社会科学研究和普及为主要任务的学术性群众

团体，是上海社会科学界的联合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上海广大社会

科学工作者的桥梁纽带。市社联成立于 1958 年 3 月 9 日，文革期间停

止活动，1978 年重新恢复。主要职能是：授权对上海市社会科学的学

术社团和民间研究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和管理；组织协调学术研究活动，

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开展决策咨询工作，促进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

果转化；编辑出版学术书刊；评选、表彰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宣传

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和科研成果；反映社会科学界的愿望与要求，维护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正当权益。 

市社联着力建设社会化宣传教育和社科知识普及公共平台，通过

各种形式的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提高广大上海市民的综合素质，推

动理论创新，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市社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中发〔2004〕3 号）、《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等文件要求，为满足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确立了 2018 年的“理论探索与学

术争鸣”预算项目。 

市社联 2018 年“推动‘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创新工程”项目，申报金

额为 1,400,000.00 元,经上海市财政局批准的预算额为 1,400,000.00 元，

实际支付为 1,393,033.64 元，预算执行率为 99.5%。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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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在对市社联2018年“推动‘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创新工程”项目财政

支出绩效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项目总得分为 90 分。根据上海市财

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绩

〔2014〕22 号）评分定级标准，本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级为“优”。 

表 1  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评分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及以上）指标 

权

重 

得分率 

绩效

分值 

A 项

目决

策 10 

A1 项目

立项 6 

A11 项目立项与市社联相关战略定位

的适应性 

3 100% 3 

A12 项目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3 100% 3 

A2 项目

目标 4 

A21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2 100% 2 

A22 绩效指标的明确性 2 50% 1 

B 项

目管

理 24 

B1 投入

管理 6 

B11 预算执行率 6 100% 6 

B2 财务 

管理 10 

B21 资金使用合规性 3 100% 3 

B22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4 100% 3.5 

B23 财务监控有效性 3 100% 3 

B3 实施

管理 8 

B31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4 50% 2 

B32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4 50% 2 

C 项

目绩

C1 项目

产出 36 

C11 项目计

划完成情况 

C111 期刊建设工作完

成率 

6 100% 6 



4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及以上）指标 

权

重 

得分率 

绩效

分值 

效 66 C112 开展学术活动工

作完成率 

6 100% 6 

C12 项目完

成及时性 

C121 期刊建设工作完

成及时性 

6 100% 6 

C122 开展学术活动工

作完成及时性 

6 100% 6 

C13 项目完

成质量情况 

C131 期刊质量完成情

况 

6 66.7% 4 

C132 学术活动参与情

况 

6 100% 6 

C2 项目

效益 30 

C21 满意度

情况 

C211 项目管理者满意

度 

5 100% 5 

C212 项目参与者满意

度 

5 100% 5 

C22 项目社

会效益 

C221 期刊微信订阅率

情况 

5 100% 5 

C222 期刊推动学术争

鸣情况 

5 100% 5 

C23 项目可

持续性 

C231 部门长效机制建

设情况 

10 7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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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及以上）指标 

权

重 

得分率 

绩效

分值 

合计 100  90 

（二）项目实施情况 

市社联2018年“推动‘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创新工程”项目是主要工

作是《探索与争鸣》期刊建设工作和学术活动开展工作。 

1、《探索与争鸣》期刊建设工作 

《探索与争鸣》期刊建设包括专题专栏的建设工作、《探索与争鸣》

系列丛书工作、微信公众号的建设工作三项内容。 

（1）专题专栏建设工作是《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为响应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2018 年《探索与争鸣》

编辑部设立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栏，刊发了余南平《中国自

由贸易港建设：定位与路径》（2018 年第 3 期）等文章，从具体领域、

具体问题出发，阐释了党的十九大精神。 

（2）2018 年《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推出《探索与争鸣》系列文库，

从技术、社会、政治、城市、思想和青年六个角度出发，在 2018 年度

着手编辑“思想与文明”和“技术与文明”系列。 

（3）微信公众号的建设工作是《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利用微信等

多媒体工具，发表文章、期刊，并建立起《探索与争鸣》官方网站，

图文并茂展现《探索与争鸣》的办刊风格和发展理念，从而提升学术

和思想的传播力，满足微信目标读者的阅读需求。 

2、《探索与争鸣》学术活动开展工作 

《探索与争鸣》学术活动开展工作包括选题策划工作、专题论坛

工作以及青年学者支持计划工作三项内容。 

（1）《探索与争鸣》选题策划工作，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介入

重大理论进行的学术问题探讨。2018 年《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对逆全

球化、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房地产税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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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此和高校教授、研究院合作，邀请著名学者开展圆桌会议，发表

相关文章。 

（2）专题论坛工作是《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围绕当代中国与世界

发展中的社会热点问题，举办的高端论坛活动，2018 年《探索与争鸣》

编辑部开展了十九大精神学习论坛、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论坛、中国

城市问题研究上海论坛、中国教育问题前沿论坛、中国文化三十人论

坛、社会结构与社会心态重估论坛、中国改革前沿问题论坛等论坛活

动。 

（3）2018 年《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推出的青年学者支持计划，通

过举行“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征文”、“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和“青年学

人优秀论文支持计划”三大举措支持青年学人，优化作者队伍。 

（三）项目绩效 

1、项目决策 

2018 年“推动‘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创新工程”项目与市社联职能目

标要求相适应，且项目的立项依据充分，项目的立项目的与《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2004〕3 号）文

件规定的“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

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的要求相一致，项目依据文件做出的战略决策

和立项依据符合国家的相关要求。 

2、项目管理 

市社联在财务管理方面目前已制定有《财务管理的规定》、《内部

审计工作制度》、《会计工作制度》、《预算管理制度》等制度文件，对

相关人员的职责、经费报销核算、内部稽查等方面均已做了详细的规

划。在项目的实施管理方面，项目按照《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章

程》、《上海市社联机关和刊业中心考核办法》等要求落实各项工作，

现有的业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3、项目产出 

2018 年“推动‘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创新工程”项目如期刊发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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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探索与争鸣》杂志；编辑“思想与文明”和“技术与文明”的《探索与

争鸣》系列丛书；做好“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公众号建设并建立起《探

索与争鸣》官方网站；开展多场选题策划圆桌会议及专题论坛活动，

邀请全国各地的 100 余名高校教授、著名学者专家共同参与；开展“全

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征文”、“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和“青年学人优秀论

文支持计划”，择优刊发论文，并邀请国内外专家对青年学者的申报文

章进行交流评议，支持青年学者发展。 

4、项目效益 

《探索与争鸣》杂志订阅率可观，截止 2018 年底，微信公众号累

积关注人数达 10.1 万左右，每日净增关注人数约 155 人，增长趋势明

显。 

《探索与争鸣》起到了推动重大理论讨论与学术争鸣的作用，刊

发了景海峰《走向批判的传统主义——当代儒学发展的形态及趋向》

（2018 年第 1 期）、吴根友《儒学对未来世界提供什么样的精神价值

——兼与景海峰教授商榷》（2018 年第 4 期）等学术性文章，对智慧城

市与精细化治理、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发展、民粹主义、“中国”概念的

形成等问题也组织学者进行了讨论争鸣，推动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进展。 

二、项目的问题和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项目绩效指标编制不够明确。 

市社联2018年“推动‘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创新工程”项目虽然编制

了项目的绩效目标表，但未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将绩效指标明确，无法

用客观数据反映项目的产出效果和社会效果，对项目整体运行效益造

成影响。 

2、项目在人员保障和质量控制方面的制度建设不够完善。 

市社联2018年“推动‘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创新工程”项目在管理制

度方面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章程》、《上海市社联机关和刊业

中心考核办法》，但由于编辑部人员配备不足，对《探索与争鸣》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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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质量控制方面造成一定影响，项目可持续性保障有待完善。 

（二）建议 

1、加强项目的绩效指标的编制 

建议市社联严格按照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

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绩〔2014〕22 号）的要求，细化项目的绩

效指标。按照项目的实施计划对项目进行梳理，细化项目的预期产出

和效果指标，以便为后续实际开展工作提供较好地参照和评判依据。 

2、建设完善人员保障和质量控制制度，保障项目的长效运行 

市社联2018年“推动‘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创新工程”项目是一个长

期性项目，只有将项目的管理制度完善落实，才能保障后续工作的顺

利开展。建议市社联加强编辑团队和质量控制制度的建设，强化编辑

团队业务培训能力，明确稿件审核及回复工作的质量控制要素，加强

人员绩效考核，保障审稿质量。同时根据编辑部实际需要落实相关编

辑人才的选聘工作，完善编辑团队，提高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期刊质量，

为项目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保障，保证项目的长效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