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2019 修订) 

（2004年制定，2005年第一次修订，2010年第二次修订，2019年第三次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以下简

称“课题”）的管理，充分发挥课题制对检察理论研究的引导

和推动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理论研究的

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理论研究的工作方案》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察理论研究的意见》，

结合实行课题制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课题的选题、组织实施和验收，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鼓励

理论创新，着力研究检察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检察工

作、检察改革和检察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条 课题每年面向全国发布，分为重大课题、重点课

题、一般课题和自筹经费课题。 

  课题实行公开竞争，坚持公平、公正原则，择优立项。 



  第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以下简

称“领导小组”）领导和管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

题。 

  课题管理的日常工作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以下简称“理论所”）具体负责，其职责如下： 

  （一）拟定课题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 

  （二）拟定课题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课题选题方向； 

  （三）办理课题的申报、评审、检查及成果验收，编辑出

版课题研究成果，协调解决课题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四）组织和协调与课题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 

  （五）其他相关事宜。 

  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和审查理论所的课题管理工作，包括选

题的拟定、课题的立项、经费的分配、结题的审查等。 

第二章 课题申请、受理与审批 

  第五条 理论所在向检察实务界和法学界征求意见后提出

课题选题建议，经领导小组审批，向社会发布课题申报公告。 

  第六条 课题申报条件： 

  （一）课题申请人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独立开展及组

织研究工作的能力，能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 



  （二）重大课题负责人须具有正高级职称或厅级以上行政

职务；其他课题负责人须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法律相关职业经

历或法学博士学位； 

  （三）申请人可以单独申报，也可以组成课题组联合申

报； 

  （四）课题申请须经申请人所在单位同意，申请人所在单

位承诺为课题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负责经费的管理； 

  （五）申请课题的题目原则上须属于公布的选题范围，也

可以有一定比例的自选题目； 

  （六）承担课题未结项的，不得再次申请； 

  （七）承担过或正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国家检察官学院年度科研基金资助项

目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教育部、中国法学会等相近内容

课题的，不得申请。 

  第七条 课题申请人提出申请时，须填写并提交《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加盖单位公章，同

时提交电子版申请书。 

  第八条 课题评审的基本标准： 

  （一）课题组具有完成该课题的能力，有一定的研究基础

和研究条件； 



  （二）课题研究方向正确，论证充分，研究重点明确、思

路清晰、方法可行； 

  （三）研究具有前瞻性，能够产生具有创新性、实效性或

应用性的研究成果，对实践具有指导和参考价值。 

  第九条 理论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步意见，报

经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后，向社会发布立项公告，并书面通知课

题承担人。 

第三章 课题中期检查 

  第十条 课题中期检查的目的是指导和督促各课题组的研

究工作，保证课题研究工作实现课题设置的预期目标。 

  第十一条 课题中期检查应当采取以下方式之一： 

  （一）各课题组组织课题研究中期成果的论证座谈会，可

以邀请理论所派员参加； 

  （二）理论所召开中期推进会，通知课题组负责人汇报和

座谈，组织专家评议、提出改进意见； 

  （三）课题组向理论所提交研究中期成果，以书面方式征

求意见或建议。 

  第十二条 中期检查的时间一般应安排在课题发布后半年

内。 



  第十三条 课题组不能按时完成研究工作或课题组负责人

工作发生变动致使课题研究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理论所可决

定中止该课题。 

  第十四条 理论所选派重点课题组代表在全国检察理论研

究年会上汇报研究进度及主要成果。 

第四章 课题结项及成果推广 

  第十五条 课题的研究期限从书面通知立项之日起算。重

大课题完成期限一般为 1－2年，特殊情况下，可延长 1年；其

他课题完成期限一般为 1 年，特殊情况下，可延长半年。 

  各课题组应于预定完成期限以前向理论所提交结题申请

书、结题报告、课题研究成果（重大课题的著作不少于 10万

字，重点课题的论文不少于 2 万字，一般课题的论文或调研报

告不少于 1万字）和课题成果要报（2000 字左右）。 

  第十六条 理论所对各课题组的结题报告进行审查，根据

结题报告的具体情况，提出准予结项或者修改的意见。 

  第十七条 课题验收的基本标准是理论上有创新和较高的

学术价值，实践中有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符合学术规范。 

  重大课题的结题要求是，课题研究报告通过验收，并有专

著出版或者有研究成果在权威报刊上发表； 



  重点课题的结题要求是，课题研究报告通过验收，并有研

究成果在法学知名期刊上发表； 

  一般课题的结题要求是，课题研究报告通过验收，并有研

究成果在综合知名期刊或“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 

  自筹经费课题的结题要求是，课题研究报告通过验收，并

有研究成果在公开发行的报刊或论文集上发表。 

  上述“权威报刊”、“知名期刊”的范围，按《检察系统

权威、知名报刊名录》（请见附件）的有关规定确定。 

  理论所建立课题成果要报制度，积极组织和协调课题成果

的推广和应用。每个课题结项之前都应当提交一份不少于 2000

字的成果要报，理论所择优刊载《检察理论参考》（内刊），

或者通过其它途径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和相关部门报送参

阅。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阶段性成果可以随时提交要报。课题

成果得到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机关采纳的，重点推荐。 

  第十八条 课题研究成果达到结题要求的，以最高人民检

察院名义给课题组发结题证书。 

  第十九条 课题报告未达到结题要求的，课题组应当对课

题成果进行修改。对于不能按照修改意见完成修改工作的，根

据具体情况，理论所可以作出延长一年结题或者结题报告不能

通过验收的决定。 



  第二十条 理论所择优编辑出版当年结题的课题研究报

告。 

  第二十一条 课题成果发表或出版时，应注明“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成果”字样。 

第五章 课题经费管理 

  第二十二条 课题经费的筹集、安排和拨付由理论所负

责。 

  课题经费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从检察理论课题研究、评

估及奖励费中拨款。国家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委托研究，课

题选题具有较大价值，且提供一定经费支持的，可作为特别委

托课题立项。 

  第二十三条 各类课题的设置及各个课题的经费数额视当

年经费筹集情况具体安排。 

  重大课题的资助经费为 10 万元； 

  重点课题的资助经费为 5 万元； 

  一般课题的资助经费为 2 万元。 

  提倡课题申报人所在单位给予配套科研资金。 

  第二十四条 课题经费一次核定，分期拨付，包干使用，

超支不补。 



  课题立项后，拨付课题启动经费，即课题经费总额的 50

％； 

  课题经验收合格准予结项的，拨付剩余经费，即课题经费

总额的 50％。 

  第二十五条 课题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必须符合国家有关

财政、财务制度和本办法的规定，同时要有利于促进科研人员

开展课题研究工作。 

  课题经费要专款专用，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和个人不得以

任何理由和方式截留、挤占和挪用。 

  项目承担者应充分利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现有的科

研和工作条件，以较少的投入取得较大的研究成效。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理论所解释，自颁布之日起实行。 

 

  附： 

检察系统权威、知名报刊名录（2019年版） 

 

  一、权威报刊（5 种）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求是、人民日报（理论

版） 

 



  二、法学知名期刊（27种） 

  中外法学、清华法学、法学家、法学评论、当代法学、政法论

坛、法商研究、法学、现代法学、法律科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法

制与社会发展、环球法律评论、比较法研究、法学论坛、政治与法

律、行政法学研究、法学杂志、中国刑事法杂志、人民检察（地方版

除外）、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东方法学、北方法学、政法论丛、河北

法学、法律适用、知识产权 

 

  三、综合知名期刊（50种）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中国司法、人民司法、证据科学、甘肃政法

学院学报、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法治研究、法治现代化研究、检

察工作（原“检察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官、检察论丛、

黑龙江社会科学、天津社会科学、内蒙古社会科学、河南社会科学、

宁夏社会科学、新疆社会科学、青海社会科学、浙江社会科学、贵州

社会科学、湖南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北

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南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陕西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文史哲、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复旦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海交通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

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华

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