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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科研情况简报

2、社科类基金的审核浅识

2、跨学科申报社科基金的前提

3、跨学科申报社科基金的难点

4、跨学科申报社科基金的优势

5、跨学科申报社科基金的重点



 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主持，1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主持完成：2项；第二参加人完成：2项；
省自然科学基金主持完成：1项

 2、软科学研究项目：国家住建部1项；江苏省2项

 3、社科基金类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完
成1项；国家社科重点基金子课题负责1项；省社
科基金重点和面上各主持1项；省社科研究主持1

项；省残联课题2项，南京市发改委重点研究1项
等

 4、各类地方城乡发展科研和城乡规划设计项目多
项



社科类基金的通讯评审，我本人的方法和关注点：

 1、选题与标题-亮丽&实在

 2、文献与对象-客观&具体

 3、背景与意义-高大上￥假大空

 4、问题与方法-新颖和科学

 5、预研与成果-扎实&明确



1、持续的跨学科研究的积累
 与经济学合作-集约型产业区规划方法，8年持续和经济管理学
院老师合作-完成多个规划设计项目，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励

 与人文社科合作-面向社会发展的城市规划，对残疾人、老年
人和公共服务的持续关注；马克思主义新型城镇化研究

 与土木交通科学合作-城市工程规划

2、坚实的跨学科知识的储备
 了解其他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可能在本学科的应用价值



3、超前的跨学科视野的开拓
 超前预见学科转型的趋势核心问题的方向-
工程技术、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与城市
规划结合的阶段性

4、广泛的跨学科人脉的拓展
 参加其他学科会议和交流



学术话语迥异-实验、模型还是逻辑、思辨

风土人情陌生-举目无亲，水土不服

问题认知不同-制度问题还是设施问题

队伍组织困难-队伍组织和共识凝聚，包容性

核心难题-问题辨识，方法设定，需要发现问题
的“慧眼”。

简化的能力和深化的能力



异中求新的效果
 从空间布局角度对残疾人、老年人的研究，与人文社科从政策、
理念、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形成对照

移花接木的效果
 一些其他学科的新概念，可以在新的学科中转用，赋予新的含义
-经济容积率

边缘杂交的效果
 不同学科视角、不同学术方法与理论，基于共同的研究对象的合
作研究-科学共同体



1、开放式的材料撰写：
多听其他专家意见

开门请教交流
单位组织把关



 2、关键问题的科学界定和阐述

 3、有一定深度的预判和预研、预设

 4、逻辑性、针对性、系统性强的技术路线

 5、理工类技术方法的转化应用



6、跨学科、跨部门、
跨地域队伍的组建-高
校与科研机构、文理工、
国际专家的加入，不同
代表性区域专家的参加



城乡规划学科没有学科边界，以实践为导向，综合
多学科技术与方法，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
社会发展与进步。

从学校层面，高度重视城乡规划专业的综合联动效
应和与地方决策层密切联系、超前影响和介入地方
发展决策的的特点，打破学科、学院边界予以特殊
扶持和鼓励。

从学科自身层面，避免封闭式、教条化发展模式，
主动走出来，在全校层面和更大层面整合资源、挖
掘新的学科增长点，促进学科创新，形成新优势，
适应国家新一轮城镇化发展的需要。



肤浅之谈，求教于各位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