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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乡市社科联 2025 年度调研课题指南
参考选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项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可

分领域研究）

2．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与精神实质研究

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关系”与实践价值研究

4．“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

5．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质量发展研究

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研究（整体性阐

释、分领域论述均可）

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研究

8．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阐释

9．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原创性贡献研究

1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

度的重要论述研究

11．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研究

1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乡实践研究

13．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乡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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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新乡实践研究

15．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新乡实践研究

16．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新乡实践研究

17．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研究

18．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思维方法研究

新乡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可分专题、分领域）

19．中原农谷与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建设研究

20．中原农谷环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创新生态研究

21．新乡市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路径研究

22．新时代新乡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研究

23．新乡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路径研究

24．新乡市科技教育人才三位一体推进路径研究

25．新质生产力下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研究

26．新乡市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机制研究

27．新乡市企业创新动力与机制研究

28．新乡市数字政府建设与营商环境优化联动机制研究

29．数字经济视域下新乡市乡村治理体系完善的路径研究

30．新乡市首发经济研究

31．新乡市银发经济研究

32．新乡市新就业形态研究

33．新乡市嵌入式托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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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全媒体传播格局下深化新乡媒体融合转型研究

35．全面提升新乡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研究

36．新乡市地域文明历史和乡村文化肌理研究

37．新乡市城市文化空间的优化布局研究

38．新乡市就业困难群体就业服务研究与实践

39．新乡市中草药种植业发展问题研究

40．提升新乡市文体旅消费场景品质的路径研究

41．新乡市大运河文化核心遗产梳理、保护及开发对策建议

42．新乡市发展生态休闲和度假旅居产业的对策研究

43．推动在新高校融入地方发展工作机制研究

44．新乡市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研究

45．新乡市人才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46．新乡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路径研究

47．建立“全市房产超市”探索与研究

48．新乡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对策研究

党史·党建

49．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研究

50．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51．中国共产党推进“两个结合”的历程与经验研究

52．以纪律建设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践研究

53．以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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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演进与历史经验研究

55．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的实践路径研究

56．全面从严治党与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契合发展研究

57．新时代坚持和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着力点研究

58．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普及通俗化大众化研究

59．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路径研究

60．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及应对机制研究

61．新乡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路径研究

62．新乡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63．新乡提高党员队伍建设质量研究

64．新时代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研究

65．关于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研究

66．提高全民国家安全观的对策研究

67．普通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建设的现状与对策实证研究

68．大学生服兵役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69．加强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对策研究

70．国家安全教育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哲学

71．“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实现路径研究

72．“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创新研究

73．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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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推进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高质量实施研究

75．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

76．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阐释

77．中华文明特质与形态的哲学基础研究

78．中华传统哲学标识性概念的当下激活与重释研究

79．人工智能在哲学领域的应用与挑战

政治学

80．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研究

81．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路径研究

82．新乡市民主党派成员思想态势与思想政治工作机制研究

83．一体推进“三不腐”系统施治净化政治生态的新乡实践研究

84．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研究

85．“网红城市”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86．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研究

87．人口流失县城的治理困难及其策略研究

88．基层负担生成与基层减负路径研究

89．提升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研究

90．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91．新乡数字乡村“智慧治理”的实践模式与优化路径研究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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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河南、法治新乡研究

93．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

94．《民法典》实施中的重大理论和前沿问题研究

95．新兴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

96．数字时代算法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

97．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与治理研究

98．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知识产权理论与法治创新研究

99．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网络空间数据主权的法律治理研究

100．医改背景下医师职业权益的法治保障体系构建

101．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法治保障研究

102．区域法治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

103．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河南模式与实践研究

社会学·管理学

104．人工智能时代结构性失业的风险演化与治理研究

105．数智时代青年群体新就业形态的结构变迁研究

106．“内卷”状态下青年群体心理健康问题及干预研究

107．青少年短视频成瘾发展机制及干预研究

108．Z 世代青年婚姻意愿的传承与变化研究

109．新乡市青年创业发展现状和政策支持研究

110．新乡完善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111．新乡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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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新乡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体制机制研究

113．基于大数据的新乡市社会救助对象精准识别与动态管理研究

114．数智化背景下新乡医疗卫生监管体系研究

115．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新乡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116．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居业共同体”的实现机制研究

117．新乡市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研究

118．新乡市土地利用时空演变及趋势预测研究

119．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120．新乡市沿黄地区生态规划与保护调查研究

121．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新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研究

教育学

122．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研究

123．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124．中原文化、红色文化、牧野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125．短视频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126．人工智能重塑教育格局的机遇、挑战与展望

127．人工智能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创新发展研究

128．新高考改革、评价制度对素质教育的影响研究

129．新乡市人口变动趋势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

130．新乡市托幼一体化师资队伍的现状、问题与策略研究

131．新乡高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需求匹配度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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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新乡市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研究

133．企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服务需求调研

134．新乡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调研及对策分析

135．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

文学·语言学

136．“文明冲突论”与世界文学共同体关系研究

137．学科交叉背景下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挑战及实现路径研究

138．新时代文学的河南经验与河南形象研究

139．新时期以来河南作家的地域书写研究

140．河南文学经典的再发现与新阐释研究

141．经典文学作品影视化的路径探析

142．人工智能时代语言学的挑战与机遇研究

143．中国网络流行语演化的规律与转向研究

144．中国视听作品中的东方美学研究

145．基于观众体验的博物馆教育功能优化研究

新闻传播学·图书馆学

146．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建构及跨文化传播研究

147．数字视听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研究

148．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构建和提升研究

149．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融合宣传矩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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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与国际传播研究

151．网络舆论热点的形成、传播机制和引导策略研究

152．全媒体时代公共议题传播治理创新研究

153．中原特色文化的国际传播路径研究

154．短视频助力文旅融合发展研究

155．多元活化视域下数字民俗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156．数智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研究

157．AIGC 参与新闻生产的伦理挑战及应对研究

158．图书馆资源共享机制创新与公共服务效能提升研究

159．DeepSeek 在图书馆的应用场景构架研究

新乡兴文化工程专项研究

160．牧野文化的起源、发展及变迁研究

161．《诗经》文化资源系统挖掘与开发利用研究

162．大运河文化核心遗产梳理、保护及开发对策研究

163．中原学的理论基础、基本范畴与学科体系研究（可分专题

分领域，如中原经济学、中原伦理学等）

164．中原红色文化、红色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

别山精神等）的传承弘扬研究

165．提升“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影响力研究

166．河南省入境旅游发展现状、瓶颈制约与政策支持研究

167．新乡当代文化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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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新乡先进群体精神研究

169．新乡重要历史文化遗存研究

170．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文化发展研究

171．大运河文化内涵和蕴含的时代价值研究

172．新时代黄河学研究

173．黄河文化“根”与“魂”的新乡体现研究

174．打造中华文明新乡标识研究

175．新时代新乡文化强市建设路径与对策研究

176．新乡文化品牌发展现状、思路与对策研究

177．新乡城市宣传语研究

178．新乡文旅融合发展格局构建路径研究

179．新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研究

180．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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