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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教办函„2019‟282 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9 年度 

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

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教育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

设推进计划》精神，根据《浙江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三五”发展规划》，决定启动 2019 年度浙江

省新型高校智库申报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坚持新发展理

念，以问题与需求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多学科融合为

手段，充分发挥高校学科齐全、人才密集、基础研究力量雄厚、

对外交流广泛的特色优势，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和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浙江“两个高水平”建设，服务浙江教育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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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建设和高教强省建设，为进一步提升我省高校在资政建言、

理论创新、人才培养、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方面的

引领和支撑作用提供智力支撑。 

二、申报原则 

（一）服务需求。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重点领域需求。 

（二）强化特色。立足学校办学定位与自身优势，结合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使智库研究方向更加集中，特色更加鲜明，优势

更加突出。 

（三）突出质量。强化智库建设的质量导向，突出提升理论

创新、咨政建言水平。 

三、鼓励申报的范围 

（一）鼓励申报服务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

一体化、自贸区、“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军民融合等重

大发展战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需求及与浙江重点发展领域

密切相关、社会需求较大的智库。 

（二）鼓励申报服务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

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

的智库。 

（三）鼓励申报服务浙江“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生命健康、

八大万亿产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海洋产业等领域的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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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励申报服务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

设，服务“最多跑一次”改革、高教强省和教育现代化建设等重

大举措密切相关的智库。 

四、申报数量和要求 

（一）2019 年度拟认定新型高校智库 5 个左右。 

（二）各普通本科院校（含通过规范设置省级验收的独立学

院）限额申报 1 个。 

（三）已认定为省级及以上智库、浙江省“2011协同创新中

心”的，不再申报认定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智库研究内容和主

要研究方向、智库负责人与省教育厅已认定的各类创新平台重复

的不得申报。 

五、申报材料 

请各高等院校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前将《浙江省新型高校

智库申报认定书》（见附件，A4 纸双面打印，正文不超过 1 万字）

一式 1 份、相关佐证材料 1 套送省教育厅高教处（电子版请一并

发送至电子邮箱 ky88008970@126.com），逾期和不符合要求的

不予受理。 

联系人：童振华，电话：0571–88008980，地址：杭州市文

晖路 321 号浙江省教育厅高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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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申报认定书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1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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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 

申报认定书 
 

 

 
智库名称： 

 

依托高校(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20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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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名称  

智库负责人 

姓    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依托学科 

一级学科（2 个以内） 
 

 

参与的其它学科 
 

 

一、工作基础 

1.1 原有研究机构历史沿革 

1.2 已有的工作力量和工作条件 

1.3 研究领域及已经形成的成果和影响，包括政产学研合作互动、咨政建言、理论

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贡献及代表性成果等。（同一类成果原则上列举不超过 20 个） 

二、下一步智库建设的主要考虑 

2.1 智库运行基础和组织模式 

2.2 智库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 

2.3 成果的影响力预期 

三、下一步智库运行保障条件 

3.1 设施保障 

3.2 人才保障 

3.3 政策保障 

3.4 投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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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研究人员与队伍信息 

专业技术职务 
合计
（人） 

35 岁以
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以上 

具有博士
学位（人） 

具有硕士学
位（人） 

具有正高职称的人员       

  具有副高职称的人员       

具有中级职称的人员       

专职行政人员信息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  职称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  职称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  职称  

专职研究人员详细信息 

研究领域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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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研究人员信息（包括党政机关人员、行业企业人员、社会团体等）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 专业技术职务 
所在单位 

（校内或校外具体单位） 

     

     

     

     

     

     

     

     

     

     

     

     

     

     

     

     

     

     

     

     

     

     

     

     

注：专兼职人员需提供聘用合同、聘书等相关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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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材料相关要求 
 

为落实各项申报“减材料”的要求，现就证明材料作说明如

下 

1.证明材料需汇编成册（电子稿以 PDF 或 WORD 格式提

供），总页数不超过 200 页。 

2.同一类证明原则上不超过 20 份。 

3.奖励等证明材料有“国徽章”的收录“国徽章”即可。 

4.论文、书稿等无需全篇或长篇提供，有封面（封底），目

录页、正文页第 1 页即可。 

5.聘书、奖励证书等可以多份拼页。 

6.标有密级的各类证明材料一律不收录，也不得遮挡密级标

识后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