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
晋社联字〔2020〕6号

山西省社科联二○二○年度

课题指南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之年。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

展，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课题指南。

一、指导思想

2020年度省社科联课题研究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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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献”精神，坚持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

主攻方向，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大力推动我省学科建设和新型智

库建设，着力推出有实践指导意义、有决策参考价值的重大成果，

为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山西篇章新征程贡献力量。

二、课题项目

（（一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研究

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牢记初心使命重要论述研究

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开展伟大斗争重要论述研究

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重要论述研究

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重要论述研究

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重要

论述研究

7、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8、习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献”在山西实践研究

（（二二））经济建设经济建设

9、坚持“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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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山西决战脱贫攻坚及巩固脱贫成果研究

11、山西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战略思路研究

12、山西精准扶贫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研究

13、山西在全力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如何

率先发展研究

14、山西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研究

15、山西持续深化能源革命体制机制研究

16、山西推动农业加快“五个转变”研究

17、山西文化旅游业融合化、品牌化发展研究

18、山西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

19、山西打造“六最”营商环境研究

20、山西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构建研究

21、山西创新党对经济工作领导机制、方式方法研究

（（三三））政治建设政治建设

22、宪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

23、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推进路径研究

2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25、大数据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26、完善对于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研究

27、宗教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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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山西创新政府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研究

29、提升宣传思想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研究

30、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研究

（（四四））文化建设文化建设

31、山西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国家治理与制度建设的思想研究

32、山西增强文化软实力研究

33、山西统筹文化事业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3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与创新研究

35、山西激活文旅资源途径研究

36、山西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研究

37、新时代中国革命文化的弘扬与发展研究

38、山西优秀特色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整理、利用研究

39、山西优秀家风家训研究

40、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研究

41、“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研究

（（五五））社会建设社会建设

42、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研究

43、加强群团组织建设、激发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活力研究

44、实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45、新时代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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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智媒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研究

47、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研究

48、山西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

49、山西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50、山西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研究

51、山西优化和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研究

52、山西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法律追究工作机制建设研究

（（六六））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53、山西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研究

54、推动山西绿色发展的公共政策体系研究

55、山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形成途径研究

56、山西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研究

57、山西推进园区提质升级研究

（（七七））党的建设党的建设

58、“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经验和长效机制研究

59、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研究

60、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

61、新时代基层党建问题研究

62、强化党的基层组织政治功能研究

63、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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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研究

（（八八））抗击疫情抗击疫情

65、抗击疫情的中国经验、制度、优势研究

66、志愿服务在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中的发展路径研究

67、山西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研究

68、山西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研究

69、山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九九））综合综合

70、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

三、组织实施及其要求

（（一一））课题研究要求课题研究要求

本指南所列课题为重点研究领域和方向，专家学者可据此自

行设定具体题目。要突出问题意识，强化问题导向，把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作为选题的着眼点和立足点；突出实践意识，

着力为山西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学理支持，为党委

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突出时代意识，紧跟时代潮流，彰显时

代特点，力求站在学术发展前沿；突出创新意识，强化创新思维，

力求主题鲜明、角度新颖、表述准确。总之，基础研究要力求具有

原创性、开拓性和较高的学术思想价值，应用研究要具有现实性、

针对性、可操作性和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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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课题负责人要求课题负责人要求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

2、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3、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否则，须经两名同专业的具

有正高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书面推荐；

4、必须承担课题的实质性研究任务，真正组织和指导课题按

期完成；

5、每年只能申请一个项目，在已申请项目未结题前不得申请

新项目。

6、课题力求在年内完成，如有课题负责人变更、课题组成员

变更、课题管理单位变更、课题延期完成甚至终止课题研究等情

况，均须由课题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经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科

研管理部门同意，报省社科联审批备案。

（（三三））课题申报流程课题申报流程

课题申请者需于 5月 31日前登录《山西社科网》（http://www.

sxskw.org.cn）项目申报系统（山西社科网首页→项目申报系统→
课题申报→申报填写）进行申报，并在线打印《山西省社科联重点

课题申请书》2份及《课题设计论证活页》5份，交所在单位科研管

理部门核准后统一在6月15日前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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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课题结项流程课题结项流程

课题完成后，课题组登录《山西社科网》（http://www.sxskw.

org.cn）项目申报系统（山西社科网首页→项目申报系统→课题申

报→我的申报）提交结题申请，并在线打印《山西省社科联重点课

题研究项目评审（验收）申请表》，经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审核盖

章，交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于 6月 15日前统一报送至省社科联

科研部申请结题。

报送要求报送要求：：《山西省社科联重点课题研究项目评审（验收）申

请表》3份、课题研究报告 5份。课题研究报告要有封面，需要有：

学科类别、课题编号（与立项文件统一）、成果名称。

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0年3月18日

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0年3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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