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研究专项课题
（2021年研究基地第二批课题）立项通知书

各研究基地：

经组织申报、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和省社科联党组研究，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研究专项课题（2021 年研究基地第二

批课题）已经确定，共 56项立项资助课题，2 项立项不资助

课题（名单附后）。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总体要求。根据《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管理办法》

要求开展研究，加强与实际工作部门的合作。研究过程坚持

问题导向，注重调查调研，加强案例、数据支撑，对策建议

要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实用性。

2.中期成果。中期成果为 5000 字左右的电子稿，形成后

请及时报送，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3 月底。为增强研究成果

的时效性和针对性，省社科联研究室将从中期成果中筛选编

辑报送《决策参阅》。

3.结项成果。2022 年 5 月 30 日前完成课题研究，上报

10000 字左右、有情况分析、有数据支撑、有对策建议的研

究报告（正文前附 500字左右内容提要），以及结项申请书，

包括纸质稿 3 份和电子稿。凡课题研究成果公开发表，需标

注课题信息。成果上报前，请各课题负责人自行查重。省社

科联收到课题成果后组织查重，重复率一般不超过 20%，超

过 30%不予受理结项评审。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成果已经

转化为公开发表的政策文件，请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4.经费资助。为加强课题研究过程管理，进一步强化成

果导向，实行差别化经费资助方式。对于立项资助课题，每

项前期资助 3 万元，随课题立项通知书拨付。所有课题（含

立项不资助课题）在结项评审中评为优秀、良好等级的，分

别拨付经费 2 万元、1 万元，其余不再发放经费。结项评审

评为不合格等级的需限期整改，整改仍不合格的收回前期资

助经费。

5.成果运用。省社科联将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重

大战略部署、重要会议，从课题成果中择优编辑报送《决策

参阅》。项目研究期间，如课题研究成果被编报《决策参阅》，

按照不低于良好等级参加课题结项评审；如课题研究成果获

得副省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原则上推荐为优秀等级。

通联方式：

南京市建邺路 168号省社科联研究室 521室 210004
李启旺 025-83337193 18112990335
秦丹丹 025-83304673 18112993092
Email：jssskl@vip.163.com

附：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研究专项课题（2021 年研究

基地第二批课题）立项课题目录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1年 12月 28日

抄送：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

mailto:jssskl@163.com


关于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研究专项课题
（2021年研究基地第二批课题）立项课题目录

课题编号 基地名称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21SSL065 江苏基本现代化研究基地 进一步优化江苏省沿江沿海产业布局路径研究 路瑶

21SSL066 江苏创新驱动研究基地
江苏起重机产业创新驱动案例与新时期创新机制
研究

梅姝娥

21SSL067 江苏转型升级研究基地
深度老龄化背景下“医养康养”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研究

张春龙

21SSL068 江苏转型升级研究基地 以全面数字化引领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研究 李扬
21SSL069 现代服务业研究基地 加快建设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路径研究 宣烨

21SSL070 江苏民营经济研究基地
民营经济在江苏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作用、
问题及对策研究

李健

21SSL071 江苏产业集群研究基地
江苏“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创新
路径研究

朱英明

21SSL072 江苏经济国际化研究基地 江苏继续担当国际合作先锋路径研究 冯帆

21SSL073 江苏企业国际化发展研究
基地

江苏继续担当国际合作先锋路径研究 张阳

21SSL074 江苏城乡一体化研究基地 党建引领城乡基层治理的探索与江苏实践 邹农俭



21SSL075 江苏城乡一体化研究基地 苏南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服务创新路径研究 李浩昇

21SSL076 江苏沿海发展研究基地
江苏沿海可再生能源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创新路径
研究

吕贤旺

21SSL077 江苏农业现代化研究基地
加快构建江苏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研究

应瑞瑶

21SSL078 江苏现代信息社会研究基
地

加快完善数字治理体系促进江苏经济社会转型升
级研究

张志华

21SSL079 江苏农业科技创新研究基
地

江苏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的创
新路径研究

沈贵银

21SSL080 江苏文化强省建设研究基
地

江苏文化强省的建设目标与路径研究 叶南客

21SSL081 江苏历史文化研究基地 江苏“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行区”建设的创新研究 贺云翱

21SSL082 江苏社会治理创新研究基
地

探索党建引领城乡基层治理研究 陈友华

21SSL083 江苏法治建设研究基地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研究 刘小冰
21SSL084 江苏绿色发展研究基地 沿海地区打造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经济带研究 张振克

21SSL085 江苏绿色发展研究基地
江苏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建
设的创新路径研究

孔繁花

21SSL086 江苏人才强省建设研究基
地

江苏“人才强省”的建设目标与路径研究 蒋莹



21SSL087 江苏职业教育研究基地 江苏新职师教育体系的建设目标与路径研究 崔景贵
21SSL088 江苏职业教育研究基地 推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课堂生态优化研究 李德方

21SSL089 江苏现代信息服务业研究
基地

以全面数字化引领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研究 黄卫东

21SSL090 江苏现代金融研究基地 融合多源异构大数据的产业供应链风险监测研究 孙航

21SSL091 江苏党风廉政建设研究基
地

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宗教文化资源与文化公园建
设

张若雨

21SSL092 江苏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基
地

苏南、苏中、苏北共同富裕的途径研究 范文国

21SSL093 江苏城乡统筹规划研究基
地

长江文化、大运河文化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研究 梅耀林

21SSL094 江苏民生幸福研究基地 苏南、苏中、苏北共同富裕的途径研究
刘修岩
李昊

21SSL095 江苏教育强省建设研究基
地

江苏现代化教育强省建设的战略目标与实现路径
研究

彭华安

21SSL096 江苏党的建设研究基地 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研究 谌玉洁
21SSL097 江苏党的建设研究基地 “两个确立”伟大意义和实践要求研究 郭倩倩

21SSL098 江苏基层组织建设研究基
地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与机制研究 朱国云

21SSL099 江苏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
基地

新时期江苏创新驱动发展机制研究——基于创新
生态系统视角

马蕾



21SSL100 江苏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
江苏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卡脖子堵点及破解路径
研究

马小强

21SSL101 江苏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
数字生产方式变革下江苏制造强省建设的路径研
究

李策划

21SSL102 江苏能源战略研究基地 江苏率先碳达峰路径与能源结构转型对策研究 姜国刚

21SSL103 江苏群众工作研究基地
江苏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验及其对江苏
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启示研究

苏胜利

21SSL104 江苏社会文明建设研究基
地

江苏率先碳达峰的生态道德治理路径研究 杨煜

21SSL105 江苏创意文化研究基地
加快构建满足江苏现代化建设需求的高校人才发
展体系研究

缪建东

21SSL106 苏中发展研究基地 江苏高水平区域公用品牌发展模式和经验研究 范庆基

21SSL107 苏中发展研究基地
党组织参与治理对江苏省制造业国企去僵尸化效
果研究

李康宏

21SSL108 江苏文化产业研究基地 长江文化、大运河文化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研究 顾 江

21SSL109 江苏区域合作研究基地
江苏沿海地区打造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经济带研
究

吴价宝

21SSL110 江苏苏南治理现代化研究
基地

江苏城乡基层数字治理一体化建设研究 吴新星

21SSL111 江苏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估
研究基地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健全普惠安全的托育服务体系
研究

陈芳



21SSL112 江苏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估
研究基地

“需求响应”视角下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
展研究

杨琪

21SSL113 江苏现代物流研究基地
新发展格局下基于供销合作社的江苏农产品物流
一体化协同发展研究

方玲

21SSL114 江苏现代物流研究基地 协同推进江苏交通强省建设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戴盼倩

21SSL115 江苏文旅融合与全域旅游
研究基地

艺术创作高处再攀登的目标与举措研究 方标军

21SSL116 江苏智慧城市研究基地 江苏省域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席广亮

21SSL117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基
地

长三角一体化下数字经济引领江苏高质量发展的
机制和路径研究

赵霞

21SSL118 江苏老龄化社会研究基地 健全普惠安全的托育服务体系研究 朱亚

21SSL119 江苏长江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研究基地

绿色发展视角下的洪泽湖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 史安娜

21SSL120 江苏军民融合发展研究基
地

军民产业发展一体化——江苏探索 谭清美

以下为立项不资助课题

21SSL121 江苏沿海发展研究基地 江苏沿海地区率先打造“双碳”先导区的对策研究 邹永红

21SSL122 江苏法治建设研究基地
江苏“人才强省”背景下高校少数民族学生 “五育
并举”培养机制研究

杨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