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3 年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课题指南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专项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精髓

要义研究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化阐释研究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研究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

创性贡献研究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当代

价值研究

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穿透力、价

值感召力、实践引领力、文化自信力研究

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研究

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众化普及化研究

9.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10.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1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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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1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研究

1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1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各领域重要论述研究

1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共产党执政规

律的新认识研究

1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宁夏实践研究

18.增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研究

19.“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研究

2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明根基、历史进程和基本

经验研究

21.“两个结合”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

22.“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

23.“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建构与制度路径研究

24.“大党独有难题”的内涵、成因与破解之道研究

25.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程、成就和

经验研究

26.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研究

27.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和世界意义研究

28.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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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

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研究

30.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比较研究

31.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32.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

33.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意蕴、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

34.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研究

3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沿问题研究

36.数字智能时代国家治理的前沿问题研究

37.中华文明的精神物质和发展形态研究

3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研究

39.“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基础与理论建构

40.“大一统”观念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塑造

41.跨语际交流与跨文明互鉴研究

4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基础研究

43.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

44.“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前沿问题研究

45.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46.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47.党的百年奋斗实践与“五个必由之路”的规律性认识研究

48.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科学内涵与时代意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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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

要制度研究

50.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研究

二、自治区社科规划年度项目

（一）基础研究

1.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里程碑意义研究

2.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形态的思想研究

3.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内在机理研究

4.“两大奇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研究

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契合性研究

6.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精神研究

7.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

8.百年变局与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研究

9.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需防范化解的重大

风险研究

10.“三个务必”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研究

11.“五个必由”之路规律性认识研究

12.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研究

13.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制度研究

14.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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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研究

16.完善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研究

17.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研究

18.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研究

19.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及应对机制研究

20.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理论内涵与

实践要求研究

21.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历史意义

研究

22.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研究

23.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人民观和民主观研究

24.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史脉络、鲜明特质和赓续传

承研究

25.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26.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重大问题研究

2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研究

28.中国哲学思想的世界意义研究

29.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

30.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

31.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

32.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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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扩大内需战略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研究

34.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研究

35.新发展阶段中国居民消费理论研究

36.经济结构变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37.新时代伟大变革的政治学研究

38.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演化与发展研究

39.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研究

40.宁夏黄河文化研究

41.宁夏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研究；

42.宁夏地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43.宁夏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和地位研究

44.宁夏红色文化研究

45.在法治轨道上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46.法治政府建设研究

47.党内法规理论研究

48.中华法制文明探源研究

49.法律与公共政策前沿问题研究

50.法治社会的多元纠纷解决新格局研究

51.科技发展与法律前沿问题研究

52.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法理论和制度研究

53.中国特色法治宣传教育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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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

55.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变迁研究

56.城乡不同背景下的家庭家教家风研究

5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治理能力研究

58.全球重点区域国家的中国观研究

59.中华文明形态的历史演变研究

60.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演进、分期及特质研究

61.“中华民族”的概念、话语与历史叙事研究

62.基于考古资料的中华文明标识研究

63.新时代国家形象的建构与国际传播研究

64.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研究

（二）综合研究

1.现代化进程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研究

2.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

入日常生活的内在机理与路径研究

4.新时代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路径研究

5.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研究

6.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与经验研究

7.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

8.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成就与基本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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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时代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实践经验与能力建设研究

10.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的实践与经验研究

11.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经验和规律研究

12.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特点、规律及惩治策略研究

13.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升研究

1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

15.中国共产党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研究

16.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能力建设研究

17.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18.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研究

19.新时代新征程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研究

20.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21.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及其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建设

研究

22.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3.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的金融稳定研究

24.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理论与实现路径研究

25.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产业选择研究

26.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内涵、实现形式与运行机制研究

27.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8.法治中国的基础理论与实践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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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研究

30.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的法治保障研究

31.宁夏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标准与指标体系研究

32.中国式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33.智能社会的社会学研究

34.宁夏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35.宁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研究

36.城市社区协同治理创新研究

37.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融合发展研究

38.新就业形态规范有序发展研究

39.网络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机制创新与实践路径研究

40.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指标体系研究

41.城市社区治理与社区共同体建设研究

42.土地制度改革创新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

43.新时代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44.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高质量发展研究

45.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46.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研究

47.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经验研究

4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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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研究

49.边疆民族地区村落建设与稳边固边兴边调查研究

50.历史时期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51.中国近代以来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与实践研究

52.文明探源研究成果的展示与传播研究

53.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研究

54.宁夏与周边地区考古文化互动研究

55.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文化根

脉研究

56.新时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

57.新时代网络文学研究

58.宁夏文学讲好中国故事、宁夏故事研究

59.语言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60.新兴学科、交叉领域的语言文字问题研究

61.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创新研究

62.数字时代新闻理论的转型发展研究

63.构建新闻业发展新格局的体制机制研究

64.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阵地研究

65.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升研究

66.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创新研究

67.全媒体时代正能量与大流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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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融媒体创新发展研究

69.体育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研究

70.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71.体育公共服务政策制定与服务体系升级研究

72.体育改革重大问题研究

（三）应用研究

1.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的方向目标研究

2.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的战略任务研究

3.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的实践要求研究

4.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的形势机遇研究

5.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研究

6.关于宁夏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路径研究

7.关于宁夏加快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路径研究

8.关于宁夏加快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路径

研究

9.关于宁夏开创经济繁荣新局面路径研究

10.关于宁夏续写民族团结新篇章路径研究

11.关于宁夏绘就环境优美新画卷路径研究

12.关于宁夏创造人民富裕新生活路径研究

13.关于宁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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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宁夏实施产业振兴战略路径研究

15.关于宁夏实施生态优先战略路径研究

16.关于宁夏实施依法治区战略路径研究

17.关于宁夏实施共同富裕战略路径研究

18.关于宁夏打造科技创新高地路径研究

19.关于宁夏实施企业科技创新后补助政策研究

20.关于宁夏开展企业家创新精神培育行动研究

21.关于宁夏高水平建设全国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研究

22.关于宁夏构建以创新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科技创

新评价体系路径研究

23.关于宁夏打造现代产业基地路径研究

24.关于宁夏实施新型工业强区计划路径研究

25.关于宁夏实施特色农业提质计划路径研究

26.关于宁夏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路径研究

27.关于宁夏实施现代服务业扩容计划路径研究

28.关于宁夏实施数字赋能计划路径研究

29.关于宁夏打造绿色生态宝地路径研究

30.关于宁夏打造投资消费旺地路径研究

31.关于宁夏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路径研究

32.关于宁夏打造改革开放热土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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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关于宁夏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路径研究

34.关于争取设立中国（宁夏）自由贸易试验区路径研究

35.关于宁夏打造塞上乡村乐园路径研究

36.关于宁夏实施现代种业振兴行动路径研究

37.关于宁夏创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路径研究

38.关于宁夏打造宜居宜业城镇路径研究

39.关于宁夏构建“一主一带一副”城镇发展新格局路径研究

40.关于宁夏推动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加速转型路径研究

41.关于宁夏打造文化兴盛沃土路径研究

42.关于宁夏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区路径研究

43.关于宁夏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路径研究

44.关于宁夏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45.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46.关于宁夏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路径研究

47.关于宁夏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研究

48.关于宁夏激发“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奋斗精神研究

49.关于宁夏弘扬“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实干精神研究

50.关于宁夏打造人民生活福地路径研究

51.关于宁夏深入推进“互联网+教育”路径研究

52.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宁夏建设路径研究

53.关于宁夏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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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关于宁夏进一步提升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水平路径研究

55.关于宁夏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路径研究

56.关于宁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路径研究

57.关于宁夏进一步促进宗教和顺路径研究

58.关于宁夏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59.关于宁夏在全国率先推进全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

60.关于宁夏推进全周期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61.关于宁夏进一步筑牢疫情防控屏障路径研究

62.关于宁夏坚定不移加强政治建设研究

63.关于宁夏坚持不懈深化思想建设研究

64.关于宁夏持之以恒推动组织建设研究

65.关于宁夏凝心聚力抓好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66.关于宁夏驰而不息强化作风建设研究

67.关于宁夏一以贯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研究

68.统一战线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凝心铸魂的实践与创新研究

69.提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民主

监督实效研究

70.宁夏统一战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建设研究

71.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影响研究

72.体系化项目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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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有感有效研究

73.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实践创新成果研究

74.民主党派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优势作用研究

75.宁夏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经验启示研究

76.坚持第一要务，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77.宁夏实施扩大内需提质升级行动路径研究

78.宁夏实施产业体系提质升级行动路径研究

79.宁夏实施市场主体提质升级行动路径研究

80.宁夏实施能源保障提质升级行动路径研究

81.宁夏实施数字宁夏提质升级行动路径研究

82.宁夏实施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行动路径研究

83.坚持改革先导，着力推动高水平开放体系建设研究

84.宁夏坚持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积极主动融入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

85.坚持创新驱动，着力推动教育科技高质量发展研究

86.宁夏建设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实践路径研究

87.健全民族政策和地方法规体系研究

88.宁夏推进创新型政府和创新型城市实践路径研究

89.宁夏着力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研究

90.全面促进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研究

91.宁夏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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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宁夏革命文化研究

93.宁夏当代文化研究

94.宁夏文化赋能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95.宁夏实施文化数字化发展战略研究

96.宁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研究

97.宁夏完善共建共享共治社会治理机制研究

98.新时代宁夏在思想建党方面的经验与启示研究

99.新时代宁夏在理论强党方面的经验与启示研究

100.新时代宁夏在制度治党方面的经验与启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