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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
选题指南

一、专项课题

专题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定溯源研究”

本专题旨在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留下的

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研究。申请人可选择其

中 1 个选题，结合自己的学术专长和研究基础，从不同研究

角度、方法和侧重点进一步聚焦选题内容设计具体题目进行

申报。本专题列为重点课题。课题申请人一般要求具有副高

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且主持完成过

省级以上课题（项目）。课题结项要求有至少 2 项成果，其

中 1 项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获省领导肯定性批示的研究报

告；2.在国家级报纸或《河北日报》发表的理论文章；3.在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或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发表的论文；4.专著。

成果一般需注明“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字样，成

果为研究报告、理论文章、论文的研究周期一般为 1 年，专

著的研究周期一般 2-3 年。

1.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正定的孕育和实践研究

2.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正定的孕育和实践研究



2

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正定的孕育和实践研究

4.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正定的孕育和实践研究

5.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与实践研究

6.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关于作风建设的探索

与实践研究

7.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关于文化建设的探索

与实践研究

8.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关于人才队伍建设的

探索与实践研究

9.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

探索与实践研究

10.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关于“半城郊型”经

济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专题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

本专题旨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申请人可选择其中 1 个选题，结

合自己的学术专长和研究基础，从不同研究角度、方法和侧

重点进一步聚焦选题内容设计具体题目进行申报。本专题列

为重点课题。课题申请人一般要求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

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且主持完成过省级以上课题

（项目）。课题结项要求有至少 2 项成果，其中 1 项符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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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条件之一：1.获省领导肯定性批示的研究报告；2.在国家

级报纸或《河北日报》发表的理论文章；3.在“中文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或“中国人文社

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发表的论文；4.专著。成果一般需注

明“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字样，成果为研究报告、

理论文章、论文的研究周期一般为 1 年，专著的研究周期一

般 2-3 年。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指

示精神的河北实践研究

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

重要指示精神的河北实践研究

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指示

精神的河北实践研究

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要指

示精神的河北实践研究

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重要指示精神的河北实践研究

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重要指示精

神的河北实践研究

7.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重要指示精神的河北实践研究

8.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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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示精神的河北实践研究

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要指示精神

的河北实践研究

1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实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

同发展重要指示精神的河北实践研究

1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要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重要指示精神

的河北实践研究

专题三“应用对策研究”

本专题围绕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在河北落地落实，

同时聚焦事关河北改革发展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推出具有较

强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申请人可直接按照选题条目申

报，也可结合本人的学术专长和研究基础，从不同的研究角

度、方法和侧重点聚焦选题内容设计具体题目进行申报。专

题三成果形式原则上要求为研究报告或理论文章，研究报告

一般需获省领导肯定性批示。研究报告鼓励优先报送省社科

院主办《智库成果专报》。成果一般需注明“河北省社会科

学发展研究课题”字样及课题批准号，研究周期一般为 1 年。

1.深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研究

2.新阶段雄安新区承接疏解激励机制与支持政策体系

研究

3.河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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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北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路径研究

5.河北进一步提升算力保障和利用水平政策创新研究

6.数字化赋能河北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7.河北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

8.河北“专精特新”企业融资发展机制和路径研究

9.河北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路径和支持政策研究

10.河北培育壮大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研究

11.“双碳”目标下河北能源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研究

12.河北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研究

13.河北县域特色产业集聚提升路径与对策研究

14.河北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模式创新研究

15.河北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研究

16.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法治河北研究

17.河北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隐性障碍与破解对策研究

18.大数据赋能隐形腐败治理的机制与对策研究

19.河北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点思路与对策研究

20.河北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路径研究

21.河北激发有潜能消费的新场景研究

22.银发经济与河北养老服务消费潜力开发研究

23.河北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扩能提质研究

24.河北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研究

25.河北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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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河北路衍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27.“文化出海”背景下河北主流媒体叙事创新与国际

传播效能提升研究

28.提升河北省冰雪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路径与对策

研究

29.河北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新机制、新业态、新场景研

究

30.数智时代公共安全风险预警机制研究

31.人工智能应用伦理与法律规制研究

32.河北完善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研究

33.河北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研究

34.教育强国背景下河北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

的分类评价与支持政策研究

35.河北高校科研诚信管理体系研究

36.河北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数智化转型研究

37.河北深入推进全民阅读的实践路径研究

38.河北传统工艺美术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研究

39.进一步发挥河北行业协会商会作用研究

40.加强河北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

建工作有效路径研究

专题四“社科赋能市县高质量发展研究”

本专题旨在推动区域发展的典型经验做法做好理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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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提升和推广，为市县高质量发展提出有益对策建议。申

请人可直接按照选题条目申报，也可结合本人的学术专长和

研究基础，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方法和侧重点聚焦选题内容

设计具体题目进行申报。专题四成果形式原则上要求为研究

报告，一般需获省领导或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

成果一般需注明“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字样及课

题批准号，研究周期一般为 1 年。

1.推进石家庄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研究

2.石家庄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持续推进城市更新研

究

3.石家庄加快高职教育与产业集群集聚融合发展研究

4.唐山提升临港产业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思路对策研究

5.唐山提高“三率两化”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研究

6.秦皇岛打造全国滨海旅游目的地对策研究

7.秦皇岛建设京津冀地区重要节点城市对策研究

8.邯郸现代化钢铁产业发展思路与对策研究

9.邯郸太极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10.邢台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策略研究

11.邢台打造“太行泉城”特色旅游城市研究

12.保定全面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战略研究

13.保定建设国际医疗基地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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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家口构建大数据全产业链体系策略研究

15.张家口持续推动文旅产业“四型经济”（赛事、会

议会展、旅游、研学）实践研究

16.承德全面提升医养康养产业发展水平的思路与对策

研究

17.承德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18.黄骅港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实践路径

研究

19.沧州盐碱地特色产业发展研究

20.“通武廊”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研究

21.廊坊构建京津冀地区低空经济发展新高地策略研究

22.衡水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共享智造”模式实践研究

23.推动雄衡协作区高质量发展研究

24.优化完善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长效机制研究

25.雄安新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样板的媒介传播策略研

究

二、联合课题

“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联合课题

“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联合课题与河北省文

明办合作设立，旨在搭建社科专家与职能部门之间的桥梁，

服务中心，服务决策。申请人可直接按照选题条目申报，也

可进行适当调整，但不得大幅压缩或改变研究内容。本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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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列为重点课题，立项不超过 15 项，经费资助 1 万元/项。

课题申请人一般要求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

或具有博士学位且主持完成过省级以上课题（项目）。课题

结项要求有至少 2 项成果，其中 1 项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

获省领导肯定性批示的研究报告；2.在国家级报纸或《河北

日报》发表的理论文章；3.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或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要览”发表的论文；4.专著。成果一般需注明“河北省社会

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字样及课题批准号，成果为研究报告、

理论文章、论文的研究周期一般为 1 年，专著的研究周期一

般 2-3 年。

1.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成老百姓“第二个家”路

径策略研究

2.雄安新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研究

3.河北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对策研究

4.河北培育文明婚俗新风尚策略研究

5.河北农村传统道德体系传承与现代转型研究

6.河北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难点研究

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细落小落实的路径研

究

8.河北文明创建中服务群众工作质量提升研究

9.推进新时代河北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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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河北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及对策研究

11.涵养理性平和社会心态的实践策略研究

12.河北“双争”活动载体平台的创新策略研究

13.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提升

策略研究

14.数智赋能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研究

15.家风传承的叙事模式与现代转型研究

“教育考试研究”联合课题

“教育考试研究”联合课题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合作设

立，旨在搭建社科专家与职能部门之间的桥梁，服务中心，

服务决策。申请人可直接按照选题条目申报，也可进行适当

调整，但不得大幅压缩或改变研究内容。本联合课题列为重

点课题，立项不超过 15 项，经费资助 3 万元/项。课题申请

人一般要求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

士学位且主持完成过省级以上课题（项目）。课题结项要求

有至少 2 项成果，其中 1 项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获省领导

肯定性批示的研究报告；2.在国家级报纸或《河北日报》发

表的理论文章；3.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或“中文核

心期刊要目总览”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发

表的论文；4.专著。成果一般需注明“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

研究课题”字样及课题批准号，成果为研究报告、理论文章、

论文的研究周期一般为 1 年，专著的研究周期一般 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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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研究

2.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的关键因素分析研究

3.高考命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研究

4.基于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考综合评价体系

构建研究

5.产教融合背景下的职教高考改革研究

6.河北教育考试历史与文化研究

7.教育考试评价改革赋能教育强省建设的路径研究

8.人工智能在教育考试中的应用研究

9.考试安全与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研究

10.中外教育考试的比较、衔接研究

三、学科类选题

学科类选题不再设立具体选题条目，申请人可围绕河北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着眼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基础理

论、学科史、方法论、前沿问题等，聚焦省委省政府中心工

作和重大决策部署，面向围绕对于推进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

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问题、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具有

指导意义的应用问题，结合本人的学术专长和研究基础自行

设计选题名称进行申报。鼓励支持围绕挖掘地方文脉，推动

历史文化梳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开展研究。选

题表述要突出问题导向、学科视角，科学严谨、简明规范，

避免引起歧义或争议。结项成果一般需注明“河北省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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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展研究课题”字样及课题批准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