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

大社科发 匚zO24)4号

关于组织申报大连市社科联

2O24年度研究课题的通知

各高校科研 (科 技)处 、党校科研处、社科研究机构 (基

地)、 社科类社会组织及相关单位 :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全

国及省、市两会精神,聚焦新时代辽宁
“
六地

”
使命定位和

大连
“
六个建设

”
目标任务,积极助力大连 f两先区”

高质

量发展,现发布 《大连市社科联 zO24年 度研究课题指南》

(见 附件 1,以 下简称 《指南》)。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

践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

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当前我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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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认识,深入研

究,着力推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为 大连率先实现全面振

兴新突破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二、申报说明

1.市社科联组织的研究课题为副省级课题,凡 大连市

社会科学工作者均可申报 (脱产学习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等

不得作为课题负责人申报)。

2。 课题研究坚持结果导向,经 费资助以后期资助为主。

3。 申报人要围绕 《指南》设定的 77个研究方向,紧 密

结合大连实际,立足 自身研究专长,直接选题申报,也可以

围绕 《指南》方向,自 拟题 目申报。

三、申报要求

(一 )申报人要求

1。 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大连经济社

会建设发展的方向、目标、要求有较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具

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强的研究能力,能 够确保按时高质量

完成课题研究任务。

2。 作为课题负责人,每人限申报 1项课题。

3。 一人不能同时主持多个市社科联在研课题 (在 研课

题已申报结项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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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要求

1。 课题立项后,一般应在一年 内完成;对应用性、时

效性要求较强的课题,鼓励尽早完成研究工作或形成阶段性

研究成果,并及时报送市社科联,市社科联将择优采用。

2。 课题负责人要对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原创性负责 ,

保证无知识产权争议。对引用的观点和数据要注明参考文献

和出处。

3.课题组在研期间公开发表的与所研课题相关联成果

须注明大连市社科联在研课题,同 时作为结项佐证材料。

4。 凡在 申报过程 中弄虚作假者,一 经发现并查实后 ,

对其获批的立项课题作撤项处理,取消两年申报资格。

四、材料报送

1。 《大连市社科联 zO24年度研究课题立项申报表》(见

附件 2)电 子版实名、匿名各一式 1份。

2。 课题研究佐证材料 (包 括与申报课题相关的公开发

表、出版以及获采用、领导批示的成果)电 子版实名、匿名

各一式 1份 。

3.所在单位科研部门在对课题~申 报材料审核把关基础

上填写 《大连市社科联 ⒛24年度研究课题立项申报汇总表》

(见 附件 3),电 子版、盖章扫描件各一式 1份。

匿名材料要隐去相关人员姓名、单位、职务、职称、电

话等个人信息。对涉及保密要求的申报材料切勿通过网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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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课题申报受理截止时间:⒛24年 4月 30日 ,逾期不再

受理。

联 系 人:纪 旭

联系电话:82758802 82758663(传 真)

联系地址:大连市中山区育才街 39号 市委 802室

电子邮箱:dlsk603@蚯 na。 ∞m

附件 :1。 大连市社科联

2.大连市社科联

3。 大连市社科联

总表

zO24年度研究课题指南

⒛24年度研究课题立项申报表

⒛24年度研究课题立项申报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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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连市社科联 ⒛24年度研究课题指南

-、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

1.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研究

2.以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研究

3.准确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研究

吐。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研究

5.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6.高 质高效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7.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8.不 断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研究

9.加强大连城市形象宣传推介研究

10.深 化大连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研究

11.深入挖掘大连特色文化资源研究

12.大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

13.文 化艺术资源服务大连文旅产业发展的路径研究

14.以 办好中国夏季达沃斯论坛为契机讲好大连故事的策略

与路径研究

15.推 动高品质文化资源和服务进基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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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推 动更多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走出去研究

17.大连网络舆情监测处置与引导平台及机制建设研究

二、围绕新时代辽宁
“
六地

”
使命定位 ,聚焦大连

“
六个建

设
”

目标任务专题

(一 )建设实体经济发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

18.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基本特点、形成逻辑和深刻影

响研究

19.为 新质生产力发展蓄势赋能研究

⒛。推动大连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高端化发展研究

21。 大连加快生命安全产业发展研究

22.大连大力发展洁净能源产业研究

23.加 快大连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24。 促进太连区域性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研究

25.大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研究

26.大连发展现代化特色农业研究

(二)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研究

27。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研究

28.营造良好科技创新生态研究

29.加 快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研究

(三 )建设内畅外联的高水平开放门户枢纽研究

30.太连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研究

31.大连拓展对俄经贸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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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大连加快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研究

33.创 新招商模式、拓展进资路径研究

(四 )建设陆海统筹发展的现代海洋城市研究

34.大连加快发展特色现代海洋产业研究

35.大连提升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功能研究

36.大连提升东北亚国际物流中心功能研究

37.大连做大做强现代海洋服务业研究

(五 )建设近悦远来的营商环境标杆城市研究

38.提 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研究

39.加 强诚信政府和诚信社会建设研究

40.关 于降本增效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研究

41.关 于经营主体满意度调查指标体系研究

42.大连加强央地合作研究

43.发 展壮大民营经济研究

44.加 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研究

(六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滨海旅游 目的地研究

45.提升大连城市功能和文化软实力研究

46.大连加快发展新兴文化产业研究

47.促进文旅商体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48.促进大连冰雪文旅消费研究

三、党内法规专题

49.中 国式现代化场景下的党内法规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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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党 内规范性文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51.高校在建设党内法规研究机构中的作用研究

52.实 务部门与高校联合培养党内法规后各人才机制研究

53.党 内法规人才培养制度与机制研究

54.党 内法规执行力提升路径研究

55.基层党组织党内法规执行机制创新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四、教育专题

56.大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研究

57.大 学生就业心理和就业意愿研究

58.支持大学生就业创业的路径和政策研究

59.依托城市优势发挥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研究

60.深入落实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研究

61.新 时代高校党建
“
对标联创

”
创新路径研究

62.大连高等教育与同类城市比较研究

五、青年发展专题

63.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社会环境研究

64.大连市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65.城 市青年发展政策比较研究

66.城 市青年吸引力研究—— 以大连市为例

67.青年和城市
“
双向奔赴

”
研究

68.大连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空间布局结构及优化路径研究

69.数智赋能大连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实践策略与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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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大连市青年技能人才培养的对策研究

71.大连职业青年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建功立业研究

72.大连青年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73.大连青年创业现状及对策研究

74.学联学生会组织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发挥作用研究

75.促进大连青少年身心健康路径分析研究

76.新媒体环境下青年发展型城市氛围营造路径研究

77.互联网传播新趋势与共青团网络新媒体引领力研究

(以 上课题涉及的
“
青年

”
概念,年龄范围是 14-35周 岁。

涉及婚姻、就业、未成年人保护及其他特定领域时,年龄界

限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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