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申报 2023 年度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课题
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强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创新，树立鲜明资政导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共

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依托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已经开启

2023 年度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有关申报事

宜通知如下。

一、课题级别

省部级。

二、课题类别

2023 年度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课题分为重点课题、入选课

题和立项课题三个类别，每类课题研究周期均为 1 年（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9 月）。

（一）重点课题

选题需要严格按照《2023 年度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课题选

题指南》（以下简称选题指南，见附件 1），申报者不得更改题目。

此类课题应当突出工作理念、工作制度、运行机制、工作模式、

路径方法、应用实效等研究创新，成果应具有前瞻性、理论性、

创新性、指导性，对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的决策优化、政策制



定和实践创新发挥智力支持作用。结题成果至少包括一篇结题

报告（不少于 2 万字）和一篇资政报告（5000 字左右，须包括

数据分析、趋势判断、政策建议等内容）。该类课题拟设 14 项，

每项资助经费 1 万元。

（二）入选课题

选题可以按照选题指南，也可以从选题指南规定选题的某

一方面或某一角度进行研究并确定题目，与选题指南无关的题

目不能进入立项评审程序。此类课题应对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

存在的突出问题尤其是路径机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针

对性的对策和建议，成果应具有服务决策、指导实践等价值。

结题成果至少包括一篇结题报告（不少于 1 万字）和一篇资政

报告（5000 字左右，必须包括数据分析、趋势判断、政策建议

等内容）。该类课题拟设 20 项，每项资助经费 0.5 万元。

（三）立项课题

选题范围同入选课题。此类课题研究成果应具有较强的决

策咨询和实践指导价值。结题成果至少包括一篇结题报告（不

少于 8000 字）和一篇资政报告（3000 字左右，必须包括数据分

析、趋势判断、政策建议等内容）。该类课题拟设 50 项，不资

助经费。

同时，将根据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的需要设置专项课题若

干，另行组织立项申报或委托相关单位研究。

三、申报对象



（一）我校的团组织和团干部及有关研究机构的理论与实

践工作者均可申报。

（二）课题申报应组建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研究团

队，可依托科研机构，邀请长期关注研究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

的有关专家、学者牵头或参与。重点课题负责人原则上应具有

副高级以上职称。

（三）申报课题须征得科研处同意。

四、申报方式

（一）课题申请人登录“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管理系

统”（http://ktsb.ustb.edu.cn/），首页阅读系统使用指南、

完善个人信息后，点击右侧“课题申报”选项卡，在线填写《2023

年度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课题申请书》，点击“提交”后导出，

打印成纸质申报材料（一式 4 份），在 2023 年 7 月 9 日下午 6

点前报送至科研处，科研处将统一审核和加盖科研处公章，于 7

月 10 日下午 5 点前向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

究中心”）发出申报材料。逾期将不再受理。

（二）课题申报系统关闭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10 日中午

12:00。

五、课题评审

各类课题拟于 8 月分别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在微信公众号

“创青春”“团学小研”以及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网站、“全

国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管理系统”等平台公布。



六、课题管理

（一）课题经费从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经费中列支。

（二）课题一旦立项，必须严格按照《共青团实践育人工

作课题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附件 2）执行，全国学校共

青团研究中心将在团中央青年发展部指导下切实履行管理监督

责任。

（三）课题立项后，如需调研，应以课题负责人个人名义，

就某项具体问题开展，不能以团中央、团中央青年发展部、全

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课题等名义开展。

确有必要使用课题名义开展调研，或调动基层组织资源的，必

须经研究中心报团中央青年发展部批准。

（四）课题立项后无法继续开展或被撤销，课题负责人三

年内不得申请或参与由研究中心管理的任何课题。

（五）联系人：惠建国、付红；电话：8109314；办公室：

学综楼 223；邮箱：shanwaikyc@swut.edu.cn。

附件：1.2023 年度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课题选题指南

2.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课题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

科研处

2023 年 6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