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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要职能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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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社联是党和政府联系上海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纽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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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机构设置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本部以及下属2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本部门中，行政单位1
家,事业单位2家，具体包括（列示至基层预算单位）：
　　1．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本部
　　2．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3．上海市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月刊》杂志社）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
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支
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
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
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23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3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收入预算7,42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7,230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82万元；事业收入195万
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支出预算7,42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7,230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82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预算7,230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82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为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0。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
下：

    1. “科学技术支出”科目6,055万元，主要用于部门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学会管理与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重大社科理论研讨
活动”“社科场馆运营”等项目经费。

    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488万元，主要用于部门各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等支出。

    3. “卫生健康支出”科目213万元，主要用于在职职工缴纳基本医疗保险金等支出。

    4. “住房保障支出”科目474万元，主要用于在职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等支出。



2023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72,298,267 一、科学技术支出 62,498,936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72,298,267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881,366

2. 政府性基金 三、卫生健康支出 2,127,721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住房保障支出 4,740,244

二、事业收入 1,950,00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收入总计 74,248,267 支出总计 74,248,267



2023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6 科学技术支出 62,498,936 60,548,936 1,950,000

206 06 社会科学 62,498,936 60,548,936 1,950,000

206 06 01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32,037,110 31,787,110 250,000

206 06 99 其他社会科学支出 30,461,826 28,761,826 1,7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881,366 4,881,366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881,366 4,881,366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993,520 993,52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574,447 2,574,447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286,999 1,286,999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6,400 26,4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127,721 2,127,721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109,721 2,109,721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242,464 1,242,46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867,257 867,257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 18,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 18,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740,244 4,740,244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740,244 4,740,24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483,994 2,483,994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256,250 2,256,250

合计 74,248,267 72,298,267 1,950,000



2023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单位：元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6 科学技术支出 62,498,936 29,947,110 32,551,826

206 06 社会科学 62,498,936 29,947,110 32,551,826

206 06 01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32,037,110 29,947,110 2,090,000

206 06 99 其他社会科学支出 30,461,826 30,461,826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881,366 4,881,366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881,366 4,881,366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993,520 993,52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574,447 2,574,447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286,999 1,286,999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6,400 26,4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127,721 2,109,721 18,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109,721 2,109,721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242,464 1,242,46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867,257 867,257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 18,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 18,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740,244 4,740,244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740,244 4,740,24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483,994 2,483,994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256,250 2,256,250

合计 74,248,267 41,678,441 32,569,826



2023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72,298,267一、科学技术支出 60,548,936 60,548,936

二、政府性基金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881,366 4,881,366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卫生健康支出 2,127,721 2,127,721

四、住房保障支出 4,740,244 4,740,244

收入总计 72,298,267 支出总计 72,298,267 72,298,267



2023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6 科学技术支出 60,548,936 29,947,110 30,601,826

206 06 社会科学 60,548,936 29,947,110 30,601,826

206 06 01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31,787,110 29,947,110 1,840,000

206 06 99 其他社会科学支出 28,761,826 28,761,826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881,366 4,881,366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881,366 4,881,366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993,520 993,52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574,447 2,574,447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286,999 1,286,999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6,400 26,4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127,721 2,109,721 18,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109,721 2,109,721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242,464 1,242,464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867,257 867,257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 18,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 18,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740,244 4,740,244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740,244 4,740,24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483,994 2,483,994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256,250 2,256,250

合计 72,298,267 41,678,441 30,619,826



2023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单位：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3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单位：元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3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0,968,011 30,968,011

301 01 基本工资 4,446,986 4,446,986

301 02 津贴补贴 10,986,921 10,986,921

301 03 奖金 193,352 193,352

301 07 绩效工资 6,618,461 6,618,461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574,447 2,574,447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1,286,999 1,286,999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575,257 1,575,257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534,464 534,464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89,920 89,920

301 13 住房公积金 2,483,994 2,483,994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77,210 177,21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9,423,560 9,423,560



302 01 办公费 352,800 352,800

302 02 印刷费 5,000 5,000

302 03 咨询费 16,000 16,000

302 04 手续费 2,000 2,000

302 05 水费 15,000 15,000

302 06 电费 402,740 402,740

302 07 邮电费 317,000 317,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3,980,591 3,980,591

302 11 差旅费 5,000 5,0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597,000 597,000

302 13 维修(护)费 305,000 305,000

302 14 租赁费 383,336 383,336

302 15 会议费 80,000 80,000

302 16 培训费 15,000 15,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150,000 150,000

302 24 被装购置费 10,000 10,000

302 26 劳务费 130,000 130,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460,024 460,024

302 28 工会经费 444,783 444,783

302 29 福利费 630,720 630,72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96,200 196,2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000 505,0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20,366 420,366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60,000 660,000

303 01 离休费 660,000 660,000

310 资本性支出 626,870 626,87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626,870 626,870

合计 41,678,441 31,628,011 10,050,430



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单位:万元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2023年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102.32 59.70 23.00 19.62 19.62 549.12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02.32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33.80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59.7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9.62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33.80万元，主要原因是2023年无公车购置需求，2022年计划的一部公务
用车也未购置。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0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30.00万元，主要原因是2023年无公车购置需求；公务用车运行费
19.62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3.80万元，主要原因是2022年计划的一部公务用车也未购置所减少的运行费。
　　（三）公务接待费23.0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3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部门）下属1家机关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549.12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3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502.24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69.08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433.16万元。2023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9.98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4.18
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的全覆盖。其中，编报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4个；政策绩效目
标0个，涉及预算资金0万元；项目绩效目标10个，涉及预算资金3,145.08万元。



                           社科场馆运行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了进一步推进上海社会科学发展，提升公众的社会科学素养，上海市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月
刊》杂志社）通过社科场馆馆藏图书采购、社科成果展区维护与更新、读者活动宣传与展示等方式为公众提供
社科教育。
二、立项依据
中共中央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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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25日）
三、实施主体
实施主体为上海市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月刊》杂志社）宣教部
主要职责为切实推进各个项目平稳、有序、高效的运行，推动市民公众社会科学知识与人文素养提升。
四、实施方案
通过社科场馆的窗口对社科成果进行公益展览展示。社科主题场馆年更新书籍8000册（占藏书总量20%），包括
购书、征集、图书编目加工、审校整理、现场管理等；定期举行年度展览展示，并配有展陈区域讲解，更新维
护现场展陈设备设施；定期举办各类公众社科教育活动，并配有人文社会科学视听、宣传产品制作、期刊宣传
等内容。按照项目内容逐步推进，向市民读者展示最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预算602.77万元，其中财政资金572.77万元，非财政资金30万元，具体预算：
       1.社科馆馆藏图书采购与加工项目预计投入85万元。
       2.读者活动宣传与展示项目预计投入105万元。
       3.会议设备维护与保养项目预计投入60万元。
       4.志愿者基地运行项目预计投入70万元。
       5.现场管理费预计投入74万元。
       6.展陈区域讲解项目预计投入27万元。
       7.展陈维护与更新项目预计投入80万元。
       8.公众社科教育项目预计投入66.49万元。
       9.下拨会场运营支出预计投入35.28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社科场馆运行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了进一步推进上海社会科学发展，提升公众的社会科学素养，上海市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月
刊》杂志社）通过社科场馆馆藏图书采购、社科成果展区维护与更新、读者活动宣传与展示等方式为公众提供
社科教育。
二、立项依据
中共中央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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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25日）
三、实施主体
实施主体为上海市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月刊》杂志社）宣教部
主要职责为切实推进各个项目平稳、有序、高效的运行，推动市民公众社会科学知识与人文素养提升。
四、实施方案
通过社科场馆的窗口对社科成果进行公益展览展示。社科主题场馆年更新书籍8000册（占藏书总量20%），包括
购书、征集、图书编目加工、审校整理、现场管理等；定期举行年度展览展示，并配有展陈区域讲解，更新维
护现场展陈设备设施；定期举办各类公众社科教育活动，并配有人文社会科学视听、宣传产品制作、期刊宣传
等内容。按照项目内容逐步推进，向市民读者展示最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预算602.77万元，其中财政资金572.77万元，非财政资金30万元，具体预算：
       1.社科馆馆藏图书采购与加工项目预计投入85万元。
       2.读者活动宣传与展示项目预计投入105万元。
       3.会议设备维护与保养项目预计投入60万元。
       4.志愿者基地运行项目预计投入70万元。
       5.现场管理费预计投入74万元。
       6.展陈区域讲解项目预计投入27万元。
       7.展陈维护与更新项目预计投入80万元。
       8.公众社科教育项目预计投入66.49万元。
       9.下拨会场运营支出预计投入35.28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新的动荡变革期下中美关系研究（2023）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新的动荡变革期下中美关系研究”项目以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认真观察、分析和研究世界
百年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动态、2022年中期选举后的美国国会与国内政治对华影响、美国社会动态以及沪美交
流与合作等内容。具体包括四个重点：（1）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中美关系动态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政
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16项安全。（2）美国国会及国内政治生态对华影响研究。本项目将
追踪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动态变化，结合这些变化在国会层面的反映，评估其对华溢出效应。（3）美国社会动
态研究。本项目拟追踪美国社会动态，分析美国重大社会事件背后的思潮演变及对选举产生的影响，研判美国
自身政策对国际秩序的溢出效应。（4）沪美交流与合作研究。梳理中美自建交40多年来的成就和经验、分析中
美关系的现实变化、评估上海与美国地方交流的情况和特点，充分挖掘上海的人文资源，凝聚民间力量，进一
步加强沪美地方人文交流、经贸交流。
二、立项依据
本所成立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加强中美关系的研究，促进两国人员交流，为我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并接受中
外企事业单位的委托，提供咨询服务”。根据这一点以及最近国际形势的变化作为我所开展有关中美关系的系
列研究工作的依据。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的主体为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四、实施方案
（1）上半年侧重对相关课题的资料积累、开展调研，编辑印刷各类涉美动态、资料汇编，提交与以上四个研究
重点方面相关的专题报告。（2）上半年在上海与美国地方交流研究方面，围绕《建交公报》签署45周年进行相
关议题策划，推动上海助力中美关系发展，下半年完成1-2篇相关的内部专题报告。（3）上半年完成《上海与
美国地方交流年度大事记（2022）》编撰统稿工作；下半年完成该书的校审和出版工作。（4）上半年基本完成
《沪风美雨百年潮》之“体育卷”的定稿工作，下半年计划完成“法律卷”的出版工作。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实施周期为整个2023年度。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度本项目预算安排资金209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预期总目标：（1）实现对中美关系走向及发展的总体判断，掌握美国主流智库的涉华研究，及时编译美
国政府、智库涉华重要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2）围绕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关系热点及节点问题举办专题研讨
会，并撰写相关专题报告。（3）继续推动我所有关美国研究系列丛书和地方交流系列图书的出版。（4）及时
更新和印发我所各类刊物。（5）与本市科研机构联合举办大型研讨会。（6）围绕美国社会变迁编写《美国社
情观察》24期。（7）围绕国际热点、节点问题、围绕“上海与美国地方交流”等议题建言献策，并形成专报。



                           学会管理与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引导所属学术团体开展对重大理论问题、实践问题的研究和交流，推动理论创新和科学发展。继续组织所属学
术团体参与学会学术活动月。开展专题调研，加强学会规范化建设，培养学会组织高端学术活动的能力。积极
组织跨学科学术活动，开展研究成果交流会。鼓励学会培养青年骨干，推动“青年学者论坛”建设。将“大数
据”的方法论引入学会管理领域，以先进技术手段加强学会资料管理。创新社团管理机制，充分发挥社科类组
织的社会作用。
 2023年将继续开展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经常性社会科学普及项目、社科普及产品开发、新媒体专
项等项目。计划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科普及活动，普及社科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大力推动市民社会科学知识与人文素养提升。积极开展群众性、社会性和经常性的科普活动。利用公共交通人
流量大，全天候开放的优势，继续开设主题地铁专列。通过课程的策划与开发，邀请知名专家，产出文化精
品；通过媒体的宣传与推广，扩大普及和传播的范围与影响力。打造兼具科学性、文学性，又具通俗性、知识
性、趣味性的科普图书、科普音像制品和科普宣传品。继续做好社联新闻宣传及信息化工作。
二、立项依据
中共中央宣传部民政部文件《关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社团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宣发【2019】42号）、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办发【
2016】4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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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25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 、中
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中
办发【1996】2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工作规范》、《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评估标准》、《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创建与管理实施办法》、《“社科视窗”官方
微博、“东方讲坛”微信公众号管理规范》、《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出版管理办法》、
《上海市社联网络舆情处置办法》、《上海市社联系统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三、实施主体
1.学术团体管理，交流与学术功能培育
实施主体：市社联搭建平台并主办，社联下属学会社团参与
2.2023年学会学术活动月
实施主体：市社联搭建平台并主办，社联下属学会社团参与
3.社团负责人会议等
实施主体：市社联搭建平台并主办，社联下属学会社团负责人参与
4.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实施主体：市社联搭建平台并主办，全市具有社科普及职能和条件的单位共同参与
5.经常性社科普及项目
实施主体：市社联主办，与市级委办局、各区、各高校等有意向的单位进行合作开展项目
6.社科普及产品开发
实施主体：市社联主办，与具有书籍、视频、音频等出版制作资质的单位合作开发
7.社联新闻宣传及信息化工作
实施主体：市社联主办，与具有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单位合作开展
四、实施方案
履行学术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各项职责，促进上海社科学术团体管理和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不断加强学术团体
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推动学术团体自身建设，积极培育学术团体学术功能，通过开展2023年度所属学术团
体合作项目，办好第十七届学会学术活动月等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组织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
。适应新时代学术和社会发展需要，支持新兴领域学术团体发展，加强智库型学会建设。打造高端学术品牌，
办好会长论坛。
2023年拟举办第22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本届科普活动周将继续坚持“社联搭台、多方参与、寓教于
乐、让人文社会科学走向大众”的工作理念，举办学会特色科普活动、区域特色科普活动、社科普及基地科普
活动、媒体宣传活动等板块活动，计划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社科普及活动，普及社科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
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大力推动市民社会科学知识与人文素养提升。积极开展群众性、社会性和经常性的
科普活动，是市社联五大公共平台建设的内容之一。拟利用公共交通人流量大，全天候开放的优势，继续开设
主题地铁专列，不断辐射覆盖上海各条地铁线路及车厢，将社会科学知识送到市民身边。计划通过课程的策划
与开发，邀请知名专家，产出文化精品；通过媒体的宣传与推广，扩大普及和传播的范围与影响力。以满足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遴选精品学术讲座进行录制、剪辑，摘编专
家语录、精彩观点等，吸引和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普及作品的创作，打造兼具科学性、文
学性，又具通俗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科普图书、科普音像制品和科普宣传品。
 继续做好社联中英文网站运行维护、微信公众号发布。落实和推动社联宣传工作，全年面向社联机关、所属事
业单位、各学会安排意识形态、新闻宣传、舆情应对、网络安全等内容的培训；组织相关演练。负责新闻媒体
的约请和组织宣传工作研讨。
五、实施周期
1.学术团体管理，交流与学术功能培育
实施周期：2023年2-11月
2.2023年学会学术活动月
实施周期：2023年上半年策划，2023年10-11月举行
3.社团负责人会议等
实施周期：2023年2-3月负责人会议
4.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实施周期：2023年3月启动策划，5月底举办，8月底完成各参与项目评价
5.经常性社会科学普及项目
实施周期：2023年2-11月
6.社科普及产品开发
实施周期：2023年2-11月
7.社联新闻宣传及信息化工作
实施周期：2023年2-11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学术团体管理项目预计投入180万元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预计投入28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学会管理与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引导所属学术团体开展对重大理论问题、实践问题的研究和交流，推动理论创新和科学发展。继续组织所属学
术团体参与学会学术活动月。开展专题调研，加强学会规范化建设，培养学会组织高端学术活动的能力。积极
组织跨学科学术活动，开展研究成果交流会。鼓励学会培养青年骨干，推动“青年学者论坛”建设。将“大数
据”的方法论引入学会管理领域，以先进技术手段加强学会资料管理。创新社团管理机制，充分发挥社科类组
织的社会作用。
 2023年将继续开展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经常性社会科学普及项目、社科普及产品开发、新媒体专
项等项目。计划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科普及活动，普及社科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大力推动市民社会科学知识与人文素养提升。积极开展群众性、社会性和经常性的科普活动。利用公共交通人
流量大，全天候开放的优势，继续开设主题地铁专列。通过课程的策划与开发，邀请知名专家，产出文化精
品；通过媒体的宣传与推广，扩大普及和传播的范围与影响力。打造兼具科学性、文学性，又具通俗性、知识
性、趣味性的科普图书、科普音像制品和科普宣传品。继续做好社联新闻宣传及信息化工作。
二、立项依据
中共中央宣传部民政部文件《关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社团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宣发【2019】42号）、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办发【
2016】4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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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25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 、中
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中
办发【1996】2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工作规范》、《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评估标准》、《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创建与管理实施办法》、《“社科视窗”官方
微博、“东方讲坛”微信公众号管理规范》、《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出版管理办法》、
《上海市社联网络舆情处置办法》、《上海市社联系统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三、实施主体
1.学术团体管理，交流与学术功能培育
实施主体：市社联搭建平台并主办，社联下属学会社团参与
2.2023年学会学术活动月
实施主体：市社联搭建平台并主办，社联下属学会社团参与
3.社团负责人会议等
实施主体：市社联搭建平台并主办，社联下属学会社团负责人参与
4.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实施主体：市社联搭建平台并主办，全市具有社科普及职能和条件的单位共同参与
5.经常性社科普及项目
实施主体：市社联主办，与市级委办局、各区、各高校等有意向的单位进行合作开展项目
6.社科普及产品开发
实施主体：市社联主办，与具有书籍、视频、音频等出版制作资质的单位合作开发
7.社联新闻宣传及信息化工作
实施主体：市社联主办，与具有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单位合作开展
四、实施方案
履行学术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各项职责，促进上海社科学术团体管理和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不断加强学术团体
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推动学术团体自身建设，积极培育学术团体学术功能，通过开展2023年度所属学术团
体合作项目，办好第十七届学会学术活动月等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组织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
。适应新时代学术和社会发展需要，支持新兴领域学术团体发展，加强智库型学会建设。打造高端学术品牌，
办好会长论坛。
2023年拟举办第22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本届科普活动周将继续坚持“社联搭台、多方参与、寓教于
乐、让人文社会科学走向大众”的工作理念，举办学会特色科普活动、区域特色科普活动、社科普及基地科普
活动、媒体宣传活动等板块活动，计划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社科普及活动，普及社科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
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大力推动市民社会科学知识与人文素养提升。积极开展群众性、社会性和经常性的
科普活动，是市社联五大公共平台建设的内容之一。拟利用公共交通人流量大，全天候开放的优势，继续开设
主题地铁专列，不断辐射覆盖上海各条地铁线路及车厢，将社会科学知识送到市民身边。计划通过课程的策划
与开发，邀请知名专家，产出文化精品；通过媒体的宣传与推广，扩大普及和传播的范围与影响力。以满足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遴选精品学术讲座进行录制、剪辑，摘编专
家语录、精彩观点等，吸引和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普及作品的创作，打造兼具科学性、文
学性，又具通俗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科普图书、科普音像制品和科普宣传品。
 继续做好社联中英文网站运行维护、微信公众号发布。落实和推动社联宣传工作，全年面向社联机关、所属事
业单位、各学会安排意识形态、新闻宣传、舆情应对、网络安全等内容的培训；组织相关演练。负责新闻媒体
的约请和组织宣传工作研讨。
五、实施周期
1.学术团体管理，交流与学术功能培育
实施周期：2023年2-11月
2.2023年学会学术活动月
实施周期：2023年上半年策划，2023年10-11月举行
3.社团负责人会议等
实施周期：2023年2-3月负责人会议
4.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实施周期：2023年3月启动策划，5月底举办，8月底完成各参与项目评价
5.经常性社会科学普及项目
实施周期：2023年2-11月
6.社科普及产品开发
实施周期：2023年2-11月
7.社联新闻宣传及信息化工作
实施周期：2023年2-11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学术团体管理项目预计投入180万元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预计投入28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学会管理与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引导所属学术团体开展对重大理论问题、实践问题的研究和交流，推动理论创新和科学发展。继续组织所属学
术团体参与学会学术活动月。开展专题调研，加强学会规范化建设，培养学会组织高端学术活动的能力。积极
组织跨学科学术活动，开展研究成果交流会。鼓励学会培养青年骨干，推动“青年学者论坛”建设。将“大数
据”的方法论引入学会管理领域，以先进技术手段加强学会资料管理。创新社团管理机制，充分发挥社科类组
织的社会作用。
 2023年将继续开展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经常性社会科学普及项目、社科普及产品开发、新媒体专
项等项目。计划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科普及活动，普及社科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大力推动市民社会科学知识与人文素养提升。积极开展群众性、社会性和经常性的科普活动。利用公共交通人
流量大，全天候开放的优势，继续开设主题地铁专列。通过课程的策划与开发，邀请知名专家，产出文化精
品；通过媒体的宣传与推广，扩大普及和传播的范围与影响力。打造兼具科学性、文学性，又具通俗性、知识
性、趣味性的科普图书、科普音像制品和科普宣传品。继续做好社联新闻宣传及信息化工作。
二、立项依据
中共中央宣传部民政部文件《关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社团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宣发【2019】42号）、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办发【
2016】4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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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25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 、中
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中
办发【1996】2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工作规范》、《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评估标准》、《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创建与管理实施办法》、《“社科视窗”官方
微博、“东方讲坛”微信公众号管理规范》、《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出版管理办法》、
《上海市社联网络舆情处置办法》、《上海市社联系统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三、实施主体
1.学术团体管理，交流与学术功能培育
实施主体：市社联搭建平台并主办，社联下属学会社团参与
2.2023年学会学术活动月
实施主体：市社联搭建平台并主办，社联下属学会社团参与
3.社团负责人会议等
实施主体：市社联搭建平台并主办，社联下属学会社团负责人参与
4.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实施主体：市社联搭建平台并主办，全市具有社科普及职能和条件的单位共同参与
5.经常性社科普及项目
实施主体：市社联主办，与市级委办局、各区、各高校等有意向的单位进行合作开展项目
6.社科普及产品开发
实施主体：市社联主办，与具有书籍、视频、音频等出版制作资质的单位合作开发
7.社联新闻宣传及信息化工作
实施主体：市社联主办，与具有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单位合作开展
四、实施方案
履行学术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各项职责，促进上海社科学术团体管理和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不断加强学术团体
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推动学术团体自身建设，积极培育学术团体学术功能，通过开展2023年度所属学术团
体合作项目，办好第十七届学会学术活动月等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组织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
。适应新时代学术和社会发展需要，支持新兴领域学术团体发展，加强智库型学会建设。打造高端学术品牌，
办好会长论坛。
2023年拟举办第22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本届科普活动周将继续坚持“社联搭台、多方参与、寓教于
乐、让人文社会科学走向大众”的工作理念，举办学会特色科普活动、区域特色科普活动、社科普及基地科普
活动、媒体宣传活动等板块活动，计划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社科普及活动，普及社科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
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大力推动市民社会科学知识与人文素养提升。积极开展群众性、社会性和经常性的
科普活动，是市社联五大公共平台建设的内容之一。拟利用公共交通人流量大，全天候开放的优势，继续开设
主题地铁专列，不断辐射覆盖上海各条地铁线路及车厢，将社会科学知识送到市民身边。计划通过课程的策划
与开发，邀请知名专家，产出文化精品；通过媒体的宣传与推广，扩大普及和传播的范围与影响力。以满足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遴选精品学术讲座进行录制、剪辑，摘编专
家语录、精彩观点等，吸引和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普及作品的创作，打造兼具科学性、文
学性，又具通俗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科普图书、科普音像制品和科普宣传品。
 继续做好社联中英文网站运行维护、微信公众号发布。落实和推动社联宣传工作，全年面向社联机关、所属事
业单位、各学会安排意识形态、新闻宣传、舆情应对、网络安全等内容的培训；组织相关演练。负责新闻媒体
的约请和组织宣传工作研讨。
五、实施周期
1.学术团体管理，交流与学术功能培育
实施周期：2023年2-11月
2.2023年学会学术活动月
实施周期：2023年上半年策划，2023年10-11月举行
3.社团负责人会议等
实施周期：2023年2-3月负责人会议
4.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实施周期：2023年3月启动策划，5月底举办，8月底完成各参与项目评价
5.经常性社会科学普及项目
实施周期：2023年2-11月
6.社科普及产品开发
实施周期：2023年2-11月
7.社联新闻宣传及信息化工作
实施周期：2023年2-11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学术团体管理项目预计投入180万元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预计投入28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学会管理与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引导所属学术团体开展对重大理论问题、实践问题的研究和交流，推动理论创新和科学发展。继续组织所属学
术团体参与学会学术活动月。开展专题调研，加强学会规范化建设，培养学会组织高端学术活动的能力。积极
组织跨学科学术活动，开展研究成果交流会。鼓励学会培养青年骨干，推动“青年学者论坛”建设。将“大数
据”的方法论引入学会管理领域，以先进技术手段加强学会资料管理。创新社团管理机制，充分发挥社科类组
织的社会作用。
 2023年将继续开展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经常性社会科学普及项目、社科普及产品开发、新媒体专
项等项目。计划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科普及活动，普及社科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大力推动市民社会科学知识与人文素养提升。积极开展群众性、社会性和经常性的科普活动。利用公共交通人
流量大，全天候开放的优势，继续开设主题地铁专列。通过课程的策划与开发，邀请知名专家，产出文化精
品；通过媒体的宣传与推广，扩大普及和传播的范围与影响力。打造兼具科学性、文学性，又具通俗性、知识
性、趣味性的科普图书、科普音像制品和科普宣传品。继续做好社联新闻宣传及信息化工作。
二、立项依据
中共中央宣传部民政部文件《关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社团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宣发【2019】42号）、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办发【
2016】4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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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25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 、中
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中
办发【1996】2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工作规范》、《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评估标准》、《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创建与管理实施办法》、《“社科视窗”官方
微博、“东方讲坛”微信公众号管理规范》、《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出版管理办法》、
《上海市社联网络舆情处置办法》、《上海市社联系统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三、实施主体
1.学术团体管理，交流与学术功能培育
实施主体：市社联搭建平台并主办，社联下属学会社团参与
2.2023年学会学术活动月
实施主体：市社联搭建平台并主办，社联下属学会社团参与
3.社团负责人会议等
实施主体：市社联搭建平台并主办，社联下属学会社团负责人参与
4.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实施主体：市社联搭建平台并主办，全市具有社科普及职能和条件的单位共同参与
5.经常性社科普及项目
实施主体：市社联主办，与市级委办局、各区、各高校等有意向的单位进行合作开展项目
6.社科普及产品开发
实施主体：市社联主办，与具有书籍、视频、音频等出版制作资质的单位合作开发
7.社联新闻宣传及信息化工作
实施主体：市社联主办，与具有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单位合作开展
四、实施方案
履行学术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各项职责，促进上海社科学术团体管理和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不断加强学术团体
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推动学术团体自身建设，积极培育学术团体学术功能，通过开展2023年度所属学术团
体合作项目，办好第十七届学会学术活动月等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组织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
。适应新时代学术和社会发展需要，支持新兴领域学术团体发展，加强智库型学会建设。打造高端学术品牌，
办好会长论坛。
2023年拟举办第22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本届科普活动周将继续坚持“社联搭台、多方参与、寓教于
乐、让人文社会科学走向大众”的工作理念，举办学会特色科普活动、区域特色科普活动、社科普及基地科普
活动、媒体宣传活动等板块活动，计划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社科普及活动，普及社科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
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大力推动市民社会科学知识与人文素养提升。积极开展群众性、社会性和经常性的
科普活动，是市社联五大公共平台建设的内容之一。拟利用公共交通人流量大，全天候开放的优势，继续开设
主题地铁专列，不断辐射覆盖上海各条地铁线路及车厢，将社会科学知识送到市民身边。计划通过课程的策划
与开发，邀请知名专家，产出文化精品；通过媒体的宣传与推广，扩大普及和传播的范围与影响力。以满足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遴选精品学术讲座进行录制、剪辑，摘编专
家语录、精彩观点等，吸引和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普及作品的创作，打造兼具科学性、文
学性，又具通俗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科普图书、科普音像制品和科普宣传品。
 继续做好社联中英文网站运行维护、微信公众号发布。落实和推动社联宣传工作，全年面向社联机关、所属事
业单位、各学会安排意识形态、新闻宣传、舆情应对、网络安全等内容的培训；组织相关演练。负责新闻媒体
的约请和组织宣传工作研讨。
五、实施周期
1.学术团体管理，交流与学术功能培育
实施周期：2023年2-11月
2.2023年学会学术活动月
实施周期：2023年上半年策划，2023年10-11月举行
3.社团负责人会议等
实施周期：2023年2-3月负责人会议
4.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实施周期：2023年3月启动策划，5月底举办，8月底完成各参与项目评价
5.经常性社会科学普及项目
实施周期：2023年2-11月
6.社科普及产品开发
实施周期：2023年2-11月
7.社联新闻宣传及信息化工作
实施周期：2023年2-11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学术团体管理项目预计投入180万元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预计投入28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