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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三类教材的具体申报条件

一、直接编写类

（一）申报条件

1.高校。申报“中国法学”教材和其他教材，教材对应学

科须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或在全国第四轮高校学科评估以

来排名为 B+及以上。具备组织教材编写、审读、修订等能力

和相应工作基础。

2.主编。须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在本学科领域享有

较高威望和声誉，曾主编或参编相应学科领域高水平教材，有

很强的统稿能力和较强的团队管理能力，身体健康，能投入充

足的时间和精力。原则上在申报时年龄不超过 65周岁。已主

编但未完成马工程重点教材的，此次不得担任主编。

3.编写组。成员须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具有一定的

教学经验和教材编写能力，有较强的团队意识，能投入充足的

时间和精力，能很好地完成所承担的教材编写任务。原则上须

有高级职称。

团队应汇聚全国范围内本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老中青相

结合，团队凝聚力强。总人数不超过 10人。

（二）建设方式

1.择优遴选。教育部根据高校、主编和编写团队、教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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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编写计划等情况遴选编写组，并商主编、主编所在高校对

编写组作必要调整。每种教材确定 1个编写组，编写 1个版本，

纳入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

2.试教试用。初稿完成后，由主编所在高校组织审读，开

展试教试用并征求师生意见，根据审读意见、试教试用情况和

师生意见进行修改完善，成熟后正式报送，按程序审核。原则

上应于大纲审核通过后 18个月内提交书稿并出具审读意见及

试教试用情况报告。

3.审核使用。审核通过的，作为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统

一使用。审核未通过的，修改后再行送审；两次审核仍不通过

的，项目终止，成果归教育部所有，不再出版。

二、申报编写类

（一）申报条件

1.高校。具备组织教材编写、审读、修订等能力和相应工

作基础。同时，根据建设教材的品种设置不同的申报条件：

（1）申报“中国经济学”教材，教材对应学科须入选“双

一流”建设学科或在全国第四轮高校学科评估以来排名为 A-

及以上；

（2）申报“中国新闻学”教材，以及“中国系列”以外

的其他教材，教材对应学科须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或在全

国第四轮高校学科评估以来排名为 B+及以上。

2.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直接组建团队，

整合本地高校的知名专家和资深教授，申报“中国系列”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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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报编写类教材。

3.主编。须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是本校相关学科领

域的学科带头人或知名专家，有丰富的教材编写经验，有很强

的统筹统稿能力。已主编但未完成马工程重点教材的，此次不

得担任主编。

4.编写组。成员须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能很好地完

成所承担的教材编写任务，原则上须有高级职称。

团队应汇聚全国范围内本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老中青相

结合，团队凝聚力强。总人数不超过 10人。

（二）建设方式

1.择优遴选。根据高校、主编和编写团队、教材大纲、编

写计划等情况进行遴选。每种教材确定 1—3个编写组，编写

1—3个版本。

2.高校编写。适应不同类型高校人才培养要求，鼓励探索

创新、体现特色，由主编所在高校具体组织编写组撰写书稿。

3.试教试用。书稿完成后，由主编所在高校组织审读，开

展试教试用并征求师生意见，根据审读意见、试教试用情况和

师生意见进行修改完善，成熟后正式报送，按程序审核。原则

上应于立项后 18个月内提交书稿并出具审读意见及试教试用

情况报告。

4.审核确定。同一种教材同时启动，先编先审，先审先试，

先试先用，成熟一种，使用一种。审核通过的，纳入教育部马

工程重点教材。审核未通过的，修改后再行送审；两次审核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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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过的，项目终止，成果归教育部所有，不再出版。

三、组织修订类

（一）申报条件

1.高校。重视教材工作，具备组织教材修订、审读等能力

和相应工作基础。

2.教材。教材主要内容须符合拟申报教材名称。主要要求：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反映相关领域最新实践成就和研

究进展；

（2）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教材编写规律，逻辑严谨、结

构清晰、编排合理、表述简明；

（3）应为 2018年及以来出版、再版（以版权页出版日期

为准），且在高校教学活动中正在使用、具有国际标准书号的

纸质教材，不含学术专著、教学参考书、培训图书、引进版教

材、与教材配套的图册和活动手册等；

（4）使用范围广、已经过 2年及以上教学实践检验（同

一种教材不同版次的使用时间可累计计算），具有良好的教学

成效和社会评价，未出现质量检查不合格情况。

3.出版单位。所申报教材对应学科编辑力量充足，具备组

织教材编校、修改、审读和政治把关能力。在教育行政部门、

宣传部门、新闻出版部门等近 3年开展的排查抽查中，不存在

相关学科领域教材的不合格记录。

（二）建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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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择优遴选。根据教材质量和修订基础等情况进行遴选，

对基本合格的反馈修改意见。每种教材遴选 1—3个版本。

2.组织修订。由主编所在高校会同出版单位根据反馈意见

进行修订。

3.试教试用。书稿修订完成后，由主编所在高校组织审读，

会同出版单位组织试教试用并征求师生意见，根据审读意见、

试教试用情况和师生意见进行修改完善，成熟后正式报送，按

程序审核。原则上应于立项后 1年内提交修订稿并出具审读意

见及试教试用情况报告。

4.审核确定。审核通过的，纳入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

审核未通过的，修改后再行送审。两次审核仍不通过的，项目

终止，不予纳入，所申报教材视情况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