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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镇 江 市 社 会 科 学 院 

镇社科字〔2022〕4 号 

关于申报 2022 年度 
市社科应用研究课题的通知 

各辖市（区）委宣传部、镇江新区党工委宣传部、镇江高新区

党群工作局，市委党校、在镇高校，市各学会（协会、研究会）、

各社科普及基地，市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省、市党代会精

神，高质量推进全市社科应用研究工作，推动全市社科界自觉

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光荣使命，为建设现代

化新镇江作出应有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市社科联（院）决定开展 2022 年度社科应用研究课题申报工作。

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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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要求 

根据省、市党代会精神和镇江“十四五”发展规划要求，经

广泛征集筛选，市社科联（院）确定了 2022 年社科应用研究课

题指南（见附件）。指南涉及镇江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发展、高

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等 4 大类 79 个选题，申报人可以根据指

南建议的选题方向确定申报课题，也可以根据地区、部门、个

人专业实际自拟题目进行研究和申报。 

二、课题申报 

本次申报的课题为一般应用研究课题。有关人才、法学、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赛珍珠研究、教育、旅游、青年发展、统

一战线等方向，另设专项课题。各专项课题申报通知、指南另

行印发。 

申报时间从 2 月 15 日起，截止 3 月 31 日。申报时需提交

申报表一式 2 份及电子文档。申报表在镇江社科网

http://skl.zhenjiang.cn/通知公告栏下载，填写后用 A4 纸双面打

印，课题负责人签字，经所在单位审查确认并盖章，报送市社

科联（院）。同时请将电子文档发送至邮箱 zjsklkt@163.com。

请在申报表上注明内容所属类别（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纸质申报材料可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地址：镇江市南徐大

道 68 号，新行政中心 1 号楼 519 室。邮政编码：212004。 

各辖市区委宣传部负责本地区的申报工作，市委党校和各

高校社科处（科研处）负责本校申报，集中报送；市属各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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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普及基地及市区其他单位和个人直接向市社科联（院）申

报。 

三、课题立项 

经专家评审，确定立项课题，于 4 月下旬向课题负责人发

放立项通知书。凡立项的课题，建议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给予

一定的经费支持。 

市社科联（院）将结合全市发展实际和申报课题情况，有

针对性地选择部分一般立项课题作为年度重点课题。 

四、成果结项 

2022 年 8 月 30 日前完成并提交结项材料。成果形式为 1 万

字左右的论文或调研报告。结项材料包括结项申请表、研究成

果及 3000 字摘要各一式 2 份。 

五、成果应用 

市社科联（院）组织相关学科专家，对所有结项课题进行

评审，优秀成果给予不同等次的奖励（资助），择优报市委市政

府作为决策参考，并汇编出版。 

联系人：刘竞择；联系电话：16605110365，80826101。. 

 

附件：2022 年镇江市社科应用研究课题指南 

 

 

镇江市社科联       镇江市社科院 

2022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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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镇江市社科应用研究课题指南 

一、一体化发展类

1．镇江精准对接重大战略（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

宁镇扬一体化、南京都市圈、江苏自贸区等）对策研究

2．镇江深化制度型开放路径研究 

3．G312 产业创新走廊建设路径研究 

4．镇江中部城市协同发展区建设研究 

5．推进镇（江）丹（阳）一体化研究 

6．镇江西翼创新协同发展区建设研究 

7．镇江东翼产业协同发展区建设研究 

8．重点片区科学有序发展研究 

9．镇江港产城融合发展研究 

10．镇江东站片区规划建设研究 

11．构建镇江现代物流体系研究 

二、高质量发展类

1．镇江现代化建设路径研究 

2．镇江“四群八链”发展路径研究 

3．镇江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融合路径研究 

4．“双碳”背景下镇江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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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升镇江产业能级研究 

6．创建“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研究 

7．增强城市软实力对策研究 

8．深度推动军民融合研究 

9．镇江打造长三角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基地对策研究 

10．镇江自贸联创区建设路径研究 

11．园区整合发展体制机制研究 

12．优化园区创新生态对策研究 

13．镇江推进“双控”路径研究 

14．企业“智改数转”路径研究 

15．校地融合路径研究 

16．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研究 

17．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研究 

18．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研究 

19．农村数字化建设研究 

20．发展资本市场路径研究 

三、高品质生活类

1．镇江实现共同富裕路径研究 

2．共同富裕县域示范区建设研究 

3．富民强村路径研究 

4．镇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5．镇江城市更新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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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时代镇江城市精神品格研究 

7．镇江教育现代化路径与对策研究 

8．构建产教融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 

9．“健康镇江”、“美丽镇江”、“美丽乡村”建设研究 

10．提升镇江城市品位、城市功能品质对策研究 

11．镇江人口导入对策研究 

12．镇江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13．镇江人口老龄化应对路径研究 

14．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路径研究 

15．建设新时代网络文明实践中心研究 

16．镇江市域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17．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研究 

18．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 

19．镇江“长江文化”研究 

20．镇江历史文化“活化”研究 

21．讲好镇江故事对策研究 

22．优化消费环境研究 

23．农村消费业态模式研究 

四、高效能治理类 

1．镇江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研究 

2．镇江营商环境优化系统推进研究 

3．镇江营商环境存在问题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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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深层次推进重点领域（农业农村、国有企企业等）改

革研究 

5．重点领域政策实施评价研究 

6．作风效能建设研究 

7．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实践研究 

8．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实践研究 

9．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研究 

10．三项机制作用发挥研究 

11．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12．镇江新型智库建设研究 

13．镇江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研究 

14．加强和促进凝聚共识机制研究 

15．数字化赋能政府效能建设研究 

16．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研究 

17．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对策研究 

18．镇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 

19．应急管理综合执法改革研究 

20．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试点市建设研究 

21．优化金融生态对策研究 

22．疫情防控常态化路径研究 

23．网络空间治理研究 

24．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研究 

25．弘扬企业家精神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