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立项课题 首席专家 责任单位

1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深刻内涵和里程碑意义研究 沈传亮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2 中国共产党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研究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

3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林进平 中山大学

4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基本原则和路径方法研究 林志友 河南大学

5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研究 肖贵清 清华大学

6 以“两个结合”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 刘志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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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卓红 广西师范大学

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研究

陆卫明 西安交通大学

9 陈红娟 华东师范大学

10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研究 周利生 江西师范大学

11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的哲学研究 周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12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研究 沈江平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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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与推进路径研究

周建超 扬州大学

14 黄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15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和评价指标研究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

16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 刘余莉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17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传承中华文明的内涵与价值研究 王泽应 湖南师范大学

18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改革开放的目标、重要任务及实现路径研究 杜玉华 上海交通大学

19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时空特征、机遇挑战与路径机制研究 杨菊华 中央民族大学

20 我国促进共同富裕的税收制度改革研究 方红生 浙江大学

2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研究 韩雷 湘潭大学

22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扬斗争精神的实践机制研究 顾红亮 华东师范大学

23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刘世强 西南财经大学

24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需防范的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研究 邓国营 四川大学

25 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的基本要求和重大意义研究 郭忠华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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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重要指标研究 王昌林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27 以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求与制度保障研究 詹新宇 北京工商大学

28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科学内涵、监测机制及政策体系研究 张凌翔 北京理工大学

29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重大举措研究 龚刚 云南财经大学

30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与重点任务研究 周文 复旦大学

31 我国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及其深化路径研究 冯淑怡 南京农业大学

32 中国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评估与对策研究 沈国兵 复旦大学

33 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评估与对策研究 裴建锁 中国人民大学

34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程名望 同济大学

35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茅锐 浙江大学

36 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使命和任务研究 黄速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37 促进各种类型企业平等发展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研究 罗知 武汉大学

38 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并重的金融体制改革路径与机制研究 马亚明 天津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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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研究 冯芸 上海交通大学

40

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研究

徐龙炳 上海财经大学

41 张兵 南京大学

42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评估指标、发展规律与路径选择研究 宋旭光 北京师范大学

43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杨虎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44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研究 孙永强 武汉大学

45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与对策研究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46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与对策研究 金文成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47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基本内涵和重点任务研究 王亚华 清华大学

48

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研究

魏守华 南京大学

49 孙斌栋 华东师范大学

50 积极扩大进口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魏浩 北京师范大学

51 新时期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内涵、目标和重点任务研究 王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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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新时期开放中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问题研究 李志远 复旦大学

53
新时期开放中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实现路径研
究

彭水军 厦门大学

54 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与国内外市场联动的理论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包群 南开大学

55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研究 李志军 《管理世界》杂志社

56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研究 石佑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57 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研究 严兵 南开大学

58 新时代高等教育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路径与贡献评价研究 朱军文 华东师范大学

59 促进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更好结合研究 卢晓中 华南师范大学

60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系统分析、生成机制与提升路径研究 陈凯华 中国科学院大学

61 新时代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研究 李纪珍 清华大学

62 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目标、主攻方向与对策研究 陈劲 清华大学

63 加快建设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研究 章熙春 华南理工大学

64 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实现路径与对策研究 苏中兴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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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我国强化产业现代化人才支撑的实现路径与对策研究 高中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66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能与实现路径研究 刘伟 武汉大学

67 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理论体系与优化路径研究 吕普生 武汉大学

68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健全和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研究 杨弘 东北师范大学

69 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研究 唐鸣 华中师范大学

70 题目略 潘启亮 暨南大学

71 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研究 崔榕 中南民族大学

7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研究 江必新 湖南大学

73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实施方案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74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制度体系研究 张翔 北京大学

75 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研究 郑少华 上海政法学院

76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强新兴领域立法研究 郭春镇 厦门大学

77 深化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研究 熊文钊 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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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进展与成效研究 周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79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周东平 厦门大学

80 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研究 周尚君 西南政法大学

81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途径研究

李凤亮 南方科技大学

82 孙绍勇 西北工业大学

83 新时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黄建军 北京师范大学

84 我国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现路径研究 张志丹 上海师范大学

85 健全网络智能综合治理体系研究 王竹 四川大学

86 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 曾润喜 重庆大学

87 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 吴潜涛 清华大学

88 新时代新征程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张毅翔 北京理工大学

89 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研究 季中扬 东南大学

90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战略与实施路径研究 杨乘虎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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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江金波 华南理工大学

92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宋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93 以融合传播创新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研究 高晓虹 中国传媒大学

94 增强中华文明海外网络传播力影响力研究 张洪忠 北京师范大学

95 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研究 王佃利 山东大学

96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关键问题研究 黄燕芬 中国人民大学

97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研究 张克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98 新征程上就业面临的突出难题与对策研究 董志强 华南师范大学

99 基于系统观念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创新与政策协同研究 林义 西南财经大学

100 2035年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目标与现实路径研究 郑秉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101 以中国特色时间银行理论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 陈功 北京大学

102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 胡湛 复旦大学

103 深化医改背景下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研究 吴明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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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下美丽中国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和协同推进路径研究 万军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105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研究 孔凡斌 浙江农林大学

106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体制机制研究 郑林昌 河北大学

107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机制创新和政策优化研究 王科 北京理工大学

108 基于“制度—效能”转化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研究 余敏江 同济大学

109 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 李江龙 西安交通大学

110 统筹推进“双碳”目标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究 郑新业 中国人民大学

11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思路与对策研究 查冬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12 “双碳”目标下中国提升全球气候治理影响力的战略研究 李慧明 山东大学

113 题目略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114 题目略 傅小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115 题目略 徐源 北京理工大学

116 题目略 李建军 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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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新时代公共安全应急框架体系研究 王义保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

118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研究 熊易寒 复旦大学

119 题目略 吕彬 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信息研究中心

120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研究 季烨 厦门大学

121 完善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研究 杨晓楠 中山大学

122 题目略 葛腾飞 国防科技大学

123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研究 姚枝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124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和中国方案研究 丛立先 华东政法大学

125 协调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路径研究 张春 云南大学

126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理论创新与国际传播研究 孙吉胜 外交学院

127 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研究 张国清 浙江大学

128 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及应对策略研究 洪向华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129 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 过勇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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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新时代建立和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研究 王春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31 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研究 王立峰 吉林大学

132 数字技术驱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研究 董石桃 广州大学

133 “三不腐”一体促进的能力建设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郭剑鸣 浙江财经大学

134 中国式反腐败国家立法研究 郝银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35 深化对“五个必由之路”规律性认识研究 陈洪玲 北京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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