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 年院招标课题选题指南

一、经济类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研究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论述研究

3. 应对疫情下经济重启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

4. 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研究

5. 推动我国制造业产业转移政策措施研究

6. 构建制造业发展生态体系研究

7.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政策措施研究

8.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9. 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研究

10.推动生产型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发展政策研究

11.构建国内市场驱动的制造业发展模式相关问题研究

12.企业家理论与民营经济发展研究

13.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和发展研究

14.网络化社会中的企业创新激励机制研究

15.新时代稳增长政策研究

16.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研究

17.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18.数字经济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



19.更好运用数字技术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

控协同机制研究

20.城镇贫困与扶贫研究

21.中小企业债券融资问题研究

22.完善中小企业融资制度问题研究

23.新时代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路径和支撑条件研究

24.新国际局势下双边经贸摩擦对我国中小企业影响及应对机制研究

25.新形势下工业绿色转型路径研究

26.区块链技术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27.建立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研究

二、国际类

1. 我国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上的制度优势和国际比较研究

2. 如何加快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推动对外传播能力优化升级

3. 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中欧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现状和改进建议

5. 日本对当前国际秩序和中国地位的战略认知及对日外交工作的建

议

6.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别传播研究（印度、德国、意大利）

7. 如何提高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的研究

8. 中美网络空间博弈研究

9. 美国 2020 年大选对美内政外交政策影响研究



10.英国脱欧对国际战略格局及大国关系影响研究

11.中美贸易摩擦前景、预判及应对研究

12.探索推进中国特色的共同体外交研究

13.两岸共同市场研究

14.关于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制度安排研究

三、文史哲类

（申报者可参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20 年度课题指南》）

1. 新时代史学思想研究

2. 新时代中国通史编纂的指导思想和学术体系研究

3. 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研究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民族史学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5. 我国历史上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经验与启示研究

6. 新中国对外人文交流史研究

7. 先秦古国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8. 历代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

9. 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研究

10.近代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文化互动研究

11.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

12.港澳台历史研究

13.台港社会历史教育研究

14.唯物史观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问题研究



15.20 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

16.海洋史研究

17.当代国际热点问题的历史考察

18.“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关系史料的翻译与研究

19.国际关系史专题研究

20.科技革命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

21.新工业革命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城市转型研究

2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新时期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2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视宗教及其文化交流的重要论述研究

24.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25.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及其基本问题研究

26.中国特色宗教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27.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理论与实践研究

28.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系列讲话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新实

践新气象新展望研究

29.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中重大理论问题研究

30.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31.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建构研究

32.中国传统文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33.外国文学中的命运共同体研究

34.经典作家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研究

35.现当代外国重要文艺理论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3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理论研究

3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研究

3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观研究

3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重要论述的哲学研究

4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哲学研究

4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群众路线重要论述的哲学基础研究

42.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哲学研究

43.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基础研究

44.新时代中国历史方位的哲学研究

4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哲学研究

46.当代中国与世界时代精神研究

47.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研究

4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理论研究

49.关于高质量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哲学研究

50.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

51.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方法研究

52.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研究

四、法政类

1. 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研究

2. 人工智能立法重大问题研究



3. 修改完善《企业破产法》研究

4. 如何构建指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5. 全球网络法治发展状况评估与比较研究

6. 完善对犯罪的恢复性处遇措施研究

7. 黑恶势力刑事案件财产处置制度研究

8. 完善国家赔偿制度研究

9.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

10.现代城市治理制度和政策体系研究

五、社会·信息类

1. 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社会矛盾防范与化解研究

2. 跨地区协同处置重大突发事件机制研究

3. 围绕成功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研究

4. 完善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推动长期资金入市

5. 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和终审教育模式研究

6. 境外主要社交平台传播规律研究

7. 日本、韩国数据管理政策及国际合作情况研究

8.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供应链安全风险研究

9. 数据生产要素理论框架与统计测度研究

10.国外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领域应用实验情况研究

11.乡村智慧物流体系建设研究

12.数字经济发展态势及热点分析



13.平台经济数据共谋的形成机制、效应与治理研究

14.国外公共信息资源开放进展情况研究

15.数据主权与全球数据治理模式研究

16.“机器换人”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冲击和创造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