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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贡献研究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唯物主

义蕴涵研究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研究

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研究

5.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研究

6.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与经验研究

7.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与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一 脉 相 承 关 系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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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

和影响研究

9.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研究

10.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态势基本趋势研究

11.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研究

12.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13.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格局变动研究

14.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义和世界影响研究

15. 我国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基本经验及其重大意义

研究

16.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研究

17. 新冠疫情防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研究

18.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

19. 河南建设 “四个强省、一个高地”的战略问题研究

20. 新时代爱国主义传承与弘扬研究

21. 新时代中原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

22. 新时代河南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

23. 新时代河南文化品牌做大做强研究

24. 新时代河南文旅融合发展研究

25. 新时代河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整合和效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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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6. 新时代省市县三级媒体融合与发展研究

27. 新时代省市县一体化全媒体传播体系研究

28.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

化观问题研究

29.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研究

30. 主流思想舆论的引导与壮大研究

31. 构建攻防并举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研究

32. 信息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管控研究

33. 信息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研究

34. 信息时代网络内容建设与管理研究

35. 加强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社团建设的对策研究

36. 新形势下基层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机制创新

研究

37. 新社会阶层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及其引导策略

38.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规律与引导机制研究

39.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传播规律研究

40.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41. 短视频对网络舆情的影响及应对研究

42. 网络文明建设实践路径研究

43. 科学应对网络舆情的方式方法研究

44. 精神文明创建常态化机制化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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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研究

46. 新时代 大 中 小 学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体 系 化 建 设 路 径

研究

47. 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研究

二、党史·党建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四史”重要论述研究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全面加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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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的百年流变与历史经验研究

16. 中国共产党百年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17.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18. 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英模人物精神风范研究

19. 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研究

20. 学习 “四史”与坚定 “四个自信”研究

21. 党史教育与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研究

22. 构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研究

23. 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24. 河南基层党建经典案例研究

25. 新时代河南党建高质量发展研究

26. 党的督查制度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研究

27. 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

28. 构 建 一 体 推 进 不 敢 腐、不 能 腐、不 想 腐 体 制 机 制

研究

29. 新时代防治 “四风”问题研究

30. 推进清风中原建设研究

31. 持续营造学的氛围、严的氛围、干的氛围研究

32. 新阶段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研究

33. 新阶段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研究

34. 新阶段高校党建工作研究

35. 新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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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新阶段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研究

37. 加强新领域新业态党建工作研究

38.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提高党组织战斗力机制研究

三、哲学

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的 哲 学 体 系

研究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观研究

3.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学研究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论述的哲

学研究

5.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意 识 形 态 工 作 重 要 论 述 的 哲 学

研究

6.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研究

7.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8.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时代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哲学研究

1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哲学研究

1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研究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哲学研究

13. 中国共产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本经

验研究

1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历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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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哲学研究

16.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研究

17. 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经验与治理智慧的哲学研究

18.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研究

19. 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

20. 西方哲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21. 外国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22. 新发展理念的哲学研究

23. 关于美好生活的哲学研究

2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哲学研究

2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

26. 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弘扬研究

2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研究

28.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路径研究

29. 弘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强省建设的哲学研究

30. 黄河文化与中原文明的哲学基础研究

31.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研究

32. 河南推进文化遗产连片整体性传承利用与保护展示

研究

33. 河南历史上的哲学人物、经典研究

34. 区块链技术的哲学问题研究

35. 当代科技前沿的哲学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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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人工智能发展与人文学科交叉的哲学研究

37. 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

38. 生态道德建设研究

39. 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的哲学研究

40. 美学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研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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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部崛起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路径研究

16.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河南经济增长潜力研究

17. “十四五”时期河南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研究

18. “十四五”时期河南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研究

19. “十四五”时期河南人口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

转化研究

20. “十四五”时期河南市场空间优势向内需体系优势

转化研究

21. “十四五”时期河南产业基础优势向有效供给优势

转化研究

22. “十四五”时期河南农业农村优势向乡村振兴优势

转化研究

23. “十四五”时期河南人文历史优势向文旅融合优势

转化研究

24. “十四五”时期河南 “四个强省”建设研究

25. “十四五”时期河南科技创新走在中西部前列的思

路举措和实现路径研究

26. “十四五”时期河南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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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十四五”时期河南培育新消费增长极的思路举措

研究

29. “十 四 五”时 期 河 南 省 现 代 口 岸 体 系 高 质 量 发 展

研究

30. 河南持续深化自贸区制度创新研究

31. 培育壮大 “幸福产业”研究

32. 黄河文化与河南高质量发展研究

33. “两个大局”下河南贡献研究

34. 河南打造先进制造业强省研究

35. 河南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研究

36. 枢纽经济发展研究

37. 河南金融风险防控研究

38. 金融科技与风险管理研究

39.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研究

40. 推进中原城市群建设研究

41. 加快推进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研究

42. 提升郑州国家中心城市能级和竞争力研究

43. 郑开同城化示范区建设研究

44. 推进郑开科创走廊建设研究

45. 推进国家超算郑州中心、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建

设研究

46. 提升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功能研究

—01—



47. 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研究

48. 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49. 完善农村流通体系研究

50. 河南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51. 河南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研究

52. 河南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

53. 打造黄 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核 心 示 范 区

研究

54. 打造黄河生态涵养带研究

55. 河南推进全国重要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研究

56. 以 “三 链 同 构”提 高 粮 食 产 业 综 合 效 益 和 竞 争 力

研究

57. 河南种子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58. 河南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研究

59. 河南省建设高标准农田、增加高品质农产品研究

60. 小麦、玉米等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研究

61. 农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研究

62.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63. 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64. 河南以市场为导向提升消费品产能研究

65. 河南以人才为先导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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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河南基础产业投资的效益评价研究

68. 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预警及应对机制研究

69.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机制研究

70.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机制设计研究

71. 数据要素对财富分配的影响研究

72. 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体系研究

73. 推进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创

新与产业应用研究

74.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75. 跨境电商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路径研究

76. 河南城市体系建设与人口布局研究

77. 河南城市市民人口素质提升研究

五、政治学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显著

优势的重要论述研究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效能及其实现途径的重

要论述研究

3.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

百年历程与经验研究

4.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反贫困斗争的百年历程及

经验启示研究

5.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保证高质量发展的途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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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巡视制度研究

7.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与优势研究

8.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

动力机制和实践路径研究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体

制机制研究

10.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政治发展模式研究

1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哲学基础和制

度路径研究

12.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家治理能力创新路径研究

13. 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

商机构研究

14. 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和运行机理

研究

15. 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路径探索

16. 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研究

17. 新时代河南海外统战工作研究

18. 新时代河南基层统战工作研究

19. 提升党员领导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的体制机制研究

20. 提高党员干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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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水平的途径研究

21.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途径和机

制研究

2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体制机制研究

2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国家治理能力问题研究

24. 提升我国城乡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机制研究

25.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26. 河南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研究

27. 河南乡村治理的实践经验与创新研究

28. 加强基层政府公信力建设路径研究

29.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机制研究

30. 大河大山大平原保护治理研究

31. 河南农村宗教治理长效机制研究

32. 新时代河南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33. 提升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治理能力研究

34. 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制度机制研究

35. 强化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制度机制研究

36.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县域营商环境优化路径研究

37. 志愿服务在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中的发展路径研究

六、法学

1.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研究

2.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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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基因及其演进研究

4.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法理依据研究

5.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研究

6. 新时代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问题研究

7. 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研究

8. 新时代法治政府标准与建设路径研究

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说理研究

10.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的司法体系研究

11. 法治河南建设中的乡村法治建设研究

12. 河南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保障研究

13. 河南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中 的 古 村 落 保 护 法 律 问 题

研究

14. 中国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法治体系研究

15. 河南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16.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转型研究

17. 黄河流 域 生 态 保 护 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法 治 保 障 问 题

研究

18. 防范金融风险法律问题研究

19. 人工智能发展中的风险防范法律问题研究

20. 志愿服务法律问题研究

21. 法治化营商环境下民营企业权益保障研究

22. 我国民法典中的传统法精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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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河南 “类案类判”制度研究

24. 河南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25. 司法体制改革的河南探索与经验研究

26. 科技金融风险防范的法律问题研究

七、社会学

1.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创 新 社 会 治 理 的 新 思 想 新 理 念

研究

2. 习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提 高 社 会 治 理 社 会 化、法 治 化、

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研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研究

4. 河南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5. 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

6.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途径研究

7. 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

化研究

8. 中华传统伦理与当代社会治理研究

9. 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

10.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组织体系建设研究

11.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研究

12.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研究

13. 乡村振兴视域下防控规模性返贫问题研究

14. 乡村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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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农村宅基地管理与改革研究

16. 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与运行机制研究

17.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实施乡村振兴的制度机制研究

18.2021-2035年河南社会现代化建设指标体系研究

19. 河南现代化进程中主要社会风险研究

20. “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变化趋势特点和河南面

临的机遇挑战研究

21. “十四五”时期河南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22. “十四五”时期河南网络基础设施提升研究

23. 河南资本下乡与乡村振兴政策供给研究

24. 河南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研究

25. 河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社会学研究

26. 河南农村互助养老发展路径研究

27. 河南高质量发展与就业新形态研究

28. 河南社 会 收 入 分 配 差 距 与 共 同 富 裕 战 略 的 社 会 学

研究

29. 河南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

索研究

30. 河 南 普 惠 性、基 础 性、兜 底 性 民 生 建 设 体 系 发 展

研究

31. 河南县域人口流动与再分布研究

32. 社会流动与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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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与运作

34. 新时代河南社会组织发展研究

35. 革命老区乡村振兴路径探索研究

36. 新时代社会风险治理和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

37. 信息时代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发展研究

38.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社会问题研究

39. 社区治理中业委会和物业服务的地位作用研究

40. 家庭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41. 农村 “三留守”问题与家庭建设研究

42. 新时代自媒体的社会影响与作用研究

43. 渐进延迟退休年龄的社会学研究

44.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学研究

45.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农民工精准就业研究

46. 重大疫情防控治理与大数据信息平台建设研究

47. 重大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中 的 网 络 舆 情 应 对 与 治 理

研究

48. 新时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

49. 中心城市人口聚集特征与发展趋势研究

50. 新时代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研究

51. 黄河流域生态社会的发展与演变

52. 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社会学研究

53. 推进公共卫生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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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后疫情时代”生活方式与消费需求变化研究

55. 新时代健全志愿服务体系研究

56. 志愿服务发展及参与社会治理研究

57. 网络圈群现象与舆情疏导机制研究

58. 新时代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 、 וֹ 、 、 、 ΅қ 、ӎ

、 、 、 ϡ · ΅

以上9个学科不设具体研究条目,申报者可结合自身的

研究优势和学术积累,自由选题申报,但选题要能够体现学

术前沿,体现理论创新,体现自身学术特色和学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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