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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教材建设与出版补贴管理办法 

 

为加强学校教材建设，支持我校教师出版高质量的、能反映各专业最新教学

科研成果内容的教材，更好地为提高教学服务质量，学校决定对拟正式出版的教

材给予一定的补贴。 

一、 补贴条件 

1．凡我校现职人员及离退休人员在本校工作期间，作为第一作者（或主编）

所完成的教材，被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而建设或出版经费有困难的，可申请补贴。 

2．教材正式出版前（作为内部教材）应使用两遍以上，反映良好。本教材

及相关课题已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或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者优先给予补贴。 

3．未获得学校批准补贴的教材，若已出版，则不再受理补贴申请。 

4. 非新著（编）教材重新出版，根据教材的创新及价值可申请教材出版补

贴，但不再受理教材建设补贴申请。若原已获得汕头大学教材建设补贴或出版补

贴资助则不再受理。 

二、补贴办法及标准： 

（一）补贴办法 

1.教材经费补贴分为教材建设补贴和教材出版补贴。申请人根据实际需要申

请补贴，补贴总额最高为 2万元人民币。具体分配比例由申请人与教务处协议约

定。 

2. 获资助出版的教材，须在封面、扉页或“前言”中注明“此教材的出版

得到汕头大学教材补贴资助”字样，并且著作中标明汕头大学为第一作者（或主

编）工作单位。 

（二） 教材建设补贴 

1. 教材建设补贴旨在支持、鼓励我校教师出版优质的教材。 

2. 资助经费只能用于建设教材发生的费用，作者（或主编）落实出版计划

后，可向教务处提供教材出版计划及预算，申请此项补贴。资助范围包括光盘（软

件）的制作、教材打印费、教材的鉴定等费用，不用于差旅费、电脑设备、网络

平台的报销。若所需经费均不在此范围，由教务处审批。 

3.此项经费的最高额度为 5 千元人民币。  

（三）  教材出版补贴 

1.因教材出版经费困难，且在教材出版合同中体现了作者（或主编）须支付

出版社费用的，可申请此项补贴。 

2. 此项经费只用于支付出版社。 

3. 此项补贴级别分甲级和乙级两种。 

    甲级对象为：（1）国家课题、省部级重大课题； 

                （2）国家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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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国家各类基金联合资助出版。 

    乙级对象为：教材补贴评审小组认为有出版价值而未达到甲级要求者。 

4. 补贴标准：甲级每 10 万字不超过 5000 元，乙级每 10 万字不超过 3000

元。按此标准计算，若超过教材出版合同要求的金额，则按合同约定的额度进行

补贴；若不足支付教材出版合同要求的金额，不足部分由申请人自筹。 

（四）经费的使用 

1.教材建设补贴可在教材出版前使用，获得教材补贴的申请人凭票据或有效

的协议书到教务处登记审核办理。若有第三方参与教材的配套建设，经费直接支

付给第三方，不足部分由作者（或主编）自筹。 

2. 获得教材出版补贴的作者（或编者）协助教务处落实相关手续。教材出

版补贴金额分二次支付，作者（或主编）与教务处签订协议后即付补贴金额的

50％，余款等作者（或主编）给教务处送来样书后（作者或编者须送 6册样书给

教务处存档，由作者或主编负责落实），按该教材实际字数结算付清（超过批准

补贴金额部分由作者自筹，低于补贴金额的则退回多余部分）。 

3. 若有以下情形视为自动放弃补贴：1)无法提供有效的发票或凭证；2）不

与教务处签订协议； 

三、申请与审批程序 

  教材建设与出版补贴的申请与评审工作，每年进行两次， 4月份和 10 月

份接受申请。每年以教务处通知为准到教务处办理有关手续，逾期不补。 

（一）申请程序 

1．申请人事先与出版社联系，落实出版单位、出书计划及建设、出版所需

补贴经费； 

2．申请人（作者或主编）填写《汕头大学教材建设与出版补贴申请表》（教

务处印发），经所在学院审核推荐，主管领导签字盖章，连同下列材料报教务处： 

（1） 达到“齐、清、定”标准的书稿； 

（2） 两位同行教授（最少有一位外校教授）对本教材的鉴定书； 

（3） 出版社对书稿终审意见（责任编辑姓名、联系电话、传真、E-mail）； 

（4） 作者与出版社签订的合同复印件（若只申请教材建设补贴可暂不提供

合同，但须有与出版社约定的拟出版协议）。 

（二）审批程序 

1．教务处组织有关人员对申请补贴的教材的有关材料进行评审，提出补贴

意见。经主管校长批准后，发文公布补贴教材信息。 

2. 教材作者（编者）与教务处签订协议。保证教材保质按时出版，如降低

出版社级别和出版质量或拖延出版日期，将减少或取消补贴。 

四、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汕头大学教材出版

补贴办法》（汕大教字[2002]04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