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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 
 
 
 

连社联发〔2021〕22 号 
 

 

关于申报全市应用研究重大课题等 

资助项目的通知 

 

市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精

神，积极引导和充分调动全市社科界专家学者深度聚焦我市“加

快后发先至、全面开创新局”生动实践，为建设人民期待的现代

化新港城提供思想和智力支持，经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圈题、市

委常委和市重点部门主要领导命题，市社科联从即日起启动全市

应用研究重大课题等资助项目（以下简称“资助项目”）申报工作，

有关事宜和要求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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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省委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以服务和

助推连云港“加快后发先至、全面开创新局”为主题，以全市改革

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为重点，以书记市长圈题、市委常委命题、

部门领导出题等形式，通过公开招标和专家评审确定资助项目，

着力推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充分发挥

全市社科界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为我市建设人民期待的现代化

新港城提供思想智力支持。 

二、项目申报 

1.申报时间：2021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8 日。 

2.申报对象：本次资助项目面向全市发布，主要以课题组为对

象进行申报；申报青年项目的课题组负责人年龄需为 45 周岁（含）

以下（1975 年 12 月 8 日以后出生）；承担市社科联 2020 年度项

目未结项的不得申报。 

3. 申报选题：全市应用研究重大课题等资助项目选题（见

附件 1）类别分为重大、重点、一般、青年、自筹经费课题 5 类。

申报重大、重点、一般、青年课题须严格按照发布的选题进行设

计论证，申报人调整、更改课题题目，偏离圈题命题领导出题意

愿的，一律纳入自筹经费项目进行评审。 

4.申报方式：申报者按要求填写项目《申报表》（从连云港

社科网公告通知栏中下载），并提交电子版和纸质版一式三份报

送市社科联学会部（科研中心）。 

三、项目立项 

资助项目立项采取“公开招标为主、委托立项为辅”的方式进



 — 3 — 

行。市社科联将从全市社科专家库中随机抽签或聘请外市专家组

成立项评审委员会，根据每个项目的申报情况和参与申报课题组

的资质、学术水平、科研组织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择优确

定承担项目的课题组，并在连云港社科网上公示五个工作日后予

以立项。未能确定项目承担人的项目，采取委托立项的办法确定

项目承担人。 

项目立项后，各项目承担人要到基层工作一线、生产生活现

场、实际工作部门等广泛开展调研。一般、青年项目，要主动对

接出题部门，了解课题需求、搜集相关数据、把准最新动态，增

强研究的针对性、实效性。 

四、项目资助 

重大项目为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圈题，每个立项课题组资助

20000 元；重点项目由市委常委命题，每个立项课题组资助 10000

元；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自筹经费项目由有关部门（单位）主

要负责人和专家命题，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每个立项课题组资助

5000 元，自筹经费项目为立项不资助项目。资助经费分两次拨

付，按《连云港市应用研究资助项目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

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成果报送与结项 

1.报送决策咨询文稿。资助项目立项后，项目承担人须于

2022 年 2 月 20 日前提交决策咨询文稿一份（电子版报送），鼓

励提前报送。提交的决策咨询文稿格式参照市社科联主办的社科

研究成果专报平台《决策内参》的用稿要求，文稿字数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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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字左右。报送的决策咨询文稿坚持质量第一，突出应用性，

市社科联将择优以《决策内参》形式报送市委市政府领导和有关

部门决策参考。承担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自筹经费项目的课题

组报送的决策咨询文稿被《决策内参》采用的，即可确定为合格

项目。 

2.提交电子版研究报告。2022 年 5 月 20 日前，各项目承担人

须将研究报告电子文稿（word 格式）发送至指定邮箱，鼓励提前

报送。（1）格式要求。研究报告文前要有摘要和关键词，文尾要

有参考文献。重大、重点项目的研究报告原则上不少于 1.2 万字，

一般、青年、自筹经费项目原则上不少于 8 千字。（2）内容要求。

各项目承担人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认真撰写、反复校对报告内

容，问题分析要实事求是、论证有力，对策建议要有针对性、可行

性和创新性，要对研究报告中所涉数据的严肃性、真实性负责。（3）

质量要求。市社科联建立课题成果专报制度，将对完整版研究报告

逐一审核整理，并分别专题报送给圈题命题和出题领导进行审阅或

评价。重大、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质量不能达到专题报送要求的，

要认真修改完善，直至符合报送质量要求；结项评审时仍达不到要

求的，不予结项。建立一般、青年项目研究成果部门评价制度，评

价达不到出题部门要求的要进行修改完善；部门评价意见作为结项

评审的重要依据。专题报送的研究成果获得领导肯定性批示的，结

项时可定为优秀等次。 

3.提交结项材料。2022 年 6 月 10 日前，各项目承担人需提

交以下结项材料：（1）《鉴定结项审批书》。从连云港社科网“公



 — 5 — 

告通知”栏，或加入全市应用研究课题 qq 群（群号：616573534）

下载并填写；（2）研究成果。即纸质版研究报告。上述材料须

一式 3 套报送，报送时配用档案袋，档案袋上请注明项目的类别

（重大、重点、一般、青年、自筹经费项目）、项目名称、项目

号、项目负责人姓名等信息。 

4.项目结项鉴定。项目结项采用集中评审方式，评审结论分

为三类：优秀、合格、不合格。其中：优秀项目原则上控制在项

目总数的 15%以内。优秀、合格项目为同意结项项目；不合格项

目为不予结项项目；以《决策内参》或专题形式报送的研究成果，

获领导肯定性批示的，定为优秀等次。 

联系人：汪海波、陈宾宾，办公电话：85825135，手机：

15062980868、15896134643，邮箱：281154813@qq.com，地址：

海州区朝阳东路 69 号市行政中心 338 室。 

 

附件：全市应用研究重大课题等资助项目选题 

          

 

                                    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1 年 11 月 22 日 

 

 

 

 

mailto:275183522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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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市应用研究重大课题等资助项目选题 

 

一、重大项目 

1. 基于我市构建绿色安全引领支撑战略视阈下全力打造世

界级石化产业基地的对策研究（本项目设 A、B 课题组） 

2. 我市加快崛起“中华药港”的思考及建议 

3. 我市建设国内领先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基地路径选择 

4. 我市加快构建“一带一路”东方大港的思考及建议 

5. 大力推进我市乡村振兴的思考及建议 

6. 我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二、重点项目 

1. 推进连云港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 我市高水平构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路径研究 

3. （我市）推动产业链、人才链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4. 提升（我市）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创新落实能力思考及建议 

5. 我市深入推进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工作的现状与思考 

6. 我市法律服务资源配置的问题及优化路径研究 

7. 我市建设长三角地区能源基地的思考及建议 

8. 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的调查与思考 

9. 连云港大力弘扬西游文化的对策研究 

10.大手笔打造新港城几何中心的路径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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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项目 

1. 连云港市涉台营商环境建设研究（市委台办出题） 

2. 互联网时代做好我市离退休干部“云”服务信息化平台建设与应用研究（市委老干部局出题） 

3. 提升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开放合作能级的思考及建议（市发改委出题） 

4. 我市高水平构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路径研究（市工信局、市自规局出题） 

5. 我市推进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市民政局出题）

6. 我市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问题研究（市生态环境局出题） 

7. （我市）深化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改革，提升行业现代化治理能力对策研究（市交通局出题） 

8. 推进我市跨境电商集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市商务局、市国资委出题） 

9. 海州盐河与大运河研究（市文广旅局出题） 

10.我市深入建设健康连云港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市卫健委出题） 

11.实施“惠兵兴业”工程，创新促进（我市）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研究（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出题） 

12.关于提升全市安全生产执法质效的思考建议（市应急局出题） 

13.家教社协调育人机制研究（市妇联出题） 

14.持续优化我市宣传系统政治生态的路径研究（市派驻纪检监察组出题） 

四、青年项目（申报人年龄需为 45 周岁以下） 

1. 进一步提升我市网络综合治理能力的思考与建议（市委网信办出题） 

2. 聚焦连云港“人才强市”战略，大力引进台湾高层次人才的路径分析（市委台办出题） 

3. 推进我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考及建议（市发改委出题） 

4. 我市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思考及建议（市教育局出题） 

5. 新时代“后发先至”构建重大产业引领支撑的战略思考及建议（市工信局出题） 

6. 我市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市民政局出题） 

7. 建立健全我市现代财税制度的思路举措及经验借鉴研究（市财政局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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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息化背景下（我市）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量化关系研究（市人社局出题） 

9. 推进连云港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的现实基础及优化路径研究（市生态环境局出题） 

10.新形势下我市交通运输发展存在的瓶颈制约以及破解难题的思路研究（市交通局出题） 

11.连云港深度嵌入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研究路径（市商务局出题） 

12.完善我市“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治理模式的问题及建议（市卫健委出题） 

13.关于全面提升全市应急管理水平的思考（市应急局出题） 

14.（我市构建）党建带妇建、妇建服务党建机制研究（市妇联出题） 

五、自筹经费项目（此类项目可围绕以下选题范围，自行拟定） 

（一）构建五大引领支撑 

1.新时代“后发先至”构建重大产业引领支撑的战略思考及建议 

2.新时代“后发先至”构建双向开放引领支撑的战略思考及建议 

3.新时代“后发先至”构建创新驱动引领支撑的战略思考及建议 

4.新时代“后发先至”构建绿色安全引领支撑的战略思考及建议 

5.新时代“后发先至”构建民生幸福引领支撑的战略思考及建议 

（二）加快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跨越 

6.我市全力构建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的对策研究 

7.我市加快崛起“中华药港”的思考及建议 

8.我市建设国内领先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基地路径选择 

9.推动我市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0.我市构建现代商贸物流中心的思考及建议 

11.持续壮大我市互联网经济的调查与思考 

12.连云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路径研究 

13.我市建设长三角地区能源基地的思考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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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推进我市跨境电商集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5.推进花果山机场“港产城”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三）加快开放发展的现代化跨越研究 

16.我市加快构建“一带一路”东方大港的思考及建议 

17.我市展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标杆示范新高度的路径研究 

18.推动我市枢纽经济迈向更高能级的思考及建议 

19.我市建设“一带一路”综合改革开放试验区的路径研究 

20.连云港深度嵌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路径研究 

21.连云港密切与粤港澳大湾区联系的思考及建议 

22.中哈物流合作基地与上合组织国际物流园提档升级路径研究 

23.提升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开放合作能级的思考及建议 

24.连云港推进全域自贸的思考及建议 

25.拓展连云港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领域的思考及建议 

26.我市深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国际借鉴与思考 

27.深化我市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路径研究 

（四）加快海洋强市的现代化跨越 

28.我市高水平构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路径研究 

29.我市优化海滨城市功能布局的思考及建议 

30.我市推动彰显现代港城海洋风貌的思路举措研究 

31.我市奋进海洋经济蔚蓝航程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32.连云港打造现代海洋城市的思路举措研究 

33.以江苏海洋大学等高校为依托成立涉海产学研合作联盟的思考及建议 

34.推动连云港海洋一二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 10 — 

（五）加快县域经济的现代化跨越 

35.我市县域经济的发展短板及壮大策略研究 

36.完善我市各县域城镇体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37.夯实我市各县域产业基础的思考及建议 

38.大力推进我市乡村振兴的思考及建议 

39.推进连云港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40.推进我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考及建议 

（六）加快生态文明的现代化跨越 

41.我市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问题研究 

42.我市持续加大生态环保力度的现实困境与思路举措研究 

43.我市全面构建新时代公园城市的调查与思考 

44.推进连云港生态环境保护能力现代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45.推进连云港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的现实基础及优化路径研究 

（七）加快民生事业的现代化跨越 

46.我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47.我市用心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48.我市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思考及建议 

49.江恒源职业教育思想研究 

50.我市努力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51.建立完善促进我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 

52.我市深入建设健康连云港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53.推进我市体育强市建设的思路举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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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快文化建设的现代化跨越 

54.连云港地区精神谱系挖掘与传承研究 

55.我市持续弘扬新时代“雷锋车精神”思考及建议 

56.大力提升我市文化实力的调查与思考 

57.我市进一步培育城市文明的思考及建议 

58.推进我市全域化高水平文明城市建设的思路举措研究 

59.我市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重点路径研究 

60.连云港大力弘扬西游文化的对策研究 

61.海州盐河与大运河研究 

62.连云港推进南城古街修复开发的思路举措研究 

63.连云港全面推进海州古城复兴路径研究 

64.我市弘扬践行沈云沛式企业家精神的路径研究 

65.许鼎霖历史功绩对我市培育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思考及建议 

（九）加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跨越 

66.我市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举措研究 

67.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的调查与思考 

68.健全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工作常态化考核评价机制研究 

69.建立健全我市现代财税制度的思路举措及经验借鉴研究 

70.完善我市“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治理模式的问题及建议 

71.我市筑牢常态化疫情防控屏障问题研究 

72.推动我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研究 

73.我市党内监督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74.以高质量地方立法引领和推动连云港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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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我市法律服务资源配置的问题及优化路径研究 

76.进一步提高我市司法公信力的思路举措研究 

77.连云港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分析及对策研究 

78.大数据背景下我市涉众型网络犯罪研究 

79.连云港创建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示范城市的思路举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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