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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中心函〔2022〕11 号 

各有关单位： 

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

指出，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

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扎根中

国大地，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进

一步挖掘能够滋养现有理论、发展现有理论、催生新理论的

经典案例，更好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探索和发展之路，

推动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提升高质量实践创

新人才培养质量，意义深远，责任重大。 

2020 年和 2021 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简称学位中心）连续两年聚焦时代热点开展主题案例征集，

得到战线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首次主题案例征集工作被列

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 2020 年工作要点》，

首批 362 个主题案例成果已收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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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性、学理性的高质量案例，经中国专业学位案例建设专

家咨询委员会（简称案例专家委）主任办公会审定，学位中

心继续开展 2022 年主题案例征集工作。具体事宜如下： 

一、征集主题 

1.美丽中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社会共识基本形成，建设美丽中国日

益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现以“美丽中国”为主题，征集有关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环

境污染防治、生态系统保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稳妥推进

“双碳”目标等方面的案例。 

2.大国智造。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航空

航天、深海探测等大型中国智造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

向，抢占先机迎难而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在关键领域、

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

要“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

强调，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

现以“大国智造”为主题，征集有关强国制造、中国建造，

以及大国重器、大国重工、大国工匠等方面的案例。 

3.中国科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

技创新工作，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

国家、吹响了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二十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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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强调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

地位”“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现以“中国科创”为主题，征集有关完善科技创新

体系、着力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等

方面的案例。 

4.中华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

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

主义文化新辉煌”。现以“中华传承”为主题，征集有关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加强文物保护及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传承、

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繁荣发展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发展自主品牌或传统行业等方面的案例。 

二、征集方式 

1.征集对象 

本次主题案例征集，面向全国研究生培养单位开展。采

用“首席专家负责制”，由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具有较丰富

案例开发与教学经验的专家作为首席专家，牵头组建工作团

队进行项目申报，工作团队成员建议 3-5 人。同一位首席专

家参与申报的项目原则上不超过 2 项。 

2.征集类型 

征集的案例类型分为“教学型案例”和“研究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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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型案例”需突出文字可读性、教学适用性、构思巧妙

性、思考启发性，并配套教学指导说明书，明确教学目标，

设计启发性问题，给出案例分析的逻辑路径，合理引导学生

进行案例分析，成果形式包括“文字案例”“小微案例”“视

频案例”，以“文字案例”为主。“研究型案例”需突出学

理价值，重视实践总结，强调理论凝练与创新，鼓励创新研

究范式，探索编写“案例研究论文”等，以实现同一主题案例

的深度开发和研究。 

3.征集数量 

原则上，每个单位推荐的申报项目不超过 6 个，同一主

题推荐的申报项目不超过 3 个，每个项目应包括 2-3 个不同

形式的案例成果。请各单位统筹安排、择优推荐，严把质量。 

三、申报流程 

本次主题案例征集实行全程网上申报，无需提交纸质材

料。具体安排如下： 

1. 2023 年 1 月 5 日 08:00 至 2023 年 2 月 20 日 18:00 期

间，申报团队登录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网站  （网址：

https://case.cdgdc.edu.cn），以首席专家实名信息注册成为教

师会员（已注册为教师会员的首席专家可使用已有账号密码

登陆，无需重新注册），按要求填写《2022 年主题案例征集

项目申报表》（见附件 1）。 

2. 2023 年 1 月 10 日 08:00 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 18:00

期间，申报单位登录上述网站注册成为单位会员（已注册为

单位会员的申报单位可使用已有账号密码登陆，无需重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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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对本单位所有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确认推荐名单，并

将生成的《2022 年主题案例征集项目汇总表》（见附件 2）

盖章上传至网站。 

四、评审验收 

1.材料初审 

各申报项目的首席专家作为评审专家，共同参与本次主

题案例征集的评审工作。学位中心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汇总形

成建议名单，报案例专家委审议后确定入选名单，并进行公

示。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向申报单位及申报团队发送立项通

知，申报团队按计划开展案例开发工作。 

2.中期检查 

拟于 2023 年 7 月开展项目中期检查或经验交流工作（具

体安排另行通知），届时请相关单位按要求准备好进展材料。 

3.结项验收 

拟于 2023 年 10 月启动验收工作（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学位中心将组织评审专家对验收材料及案例成果进行评审。

评审结果报案例专家委审定后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对

通过验收的项目颁发结项证书、对通过评审的案例成果收录

入库，并视情况对优秀成果进行资助奖励。 

五、有关说明 

1.首席专家须对申报材料及成果的真实性、原创性和完

整性负责，确保为原创成果，无知识产权争议。 

2.学位中心将在“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网站“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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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成果专栏”集中收录和展示主题案例项目成果，并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