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事务中心文件
豫社规 〔2023〕4号

关于做好2023年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

专题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院校、省委党校、省社科院、省直有关单位:

经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批准,2023年河南省社会科学

规划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河南实践、国家

战略的河南探索、红色基因的时代传承”专题项目开始申

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省社科规划专题项目总的要求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

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全省 “两会”精神,突出理论武

装、突出求实求效、突出结果导向、突出统筹谋划、突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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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机制,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围绕扎实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坚持以研究和解决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着力推出有理论说服力、

有实践指导意义、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全省工作

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二、2023年省社科规划专题项目共设有67项研究选题

(见附件),申请人需原题申报,每个选题原则上只确立1项

中标课题。

三、申请人要紧紧围绕选题,开展前瞻性研究,预期研

究成果应具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能够为省委省政府提供

有价值的决策参考。项目研究时间为6个月 (自立项通知书

下发之日算起)。

四、申请人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副

高级以上 (含)专业技术职称,或副处级以上 (含)行政职

务,或具有博士学位。申请人应对所申报课题具有一定的研

究基础和相关科研成果,可以根据研究需要,吸收实际工作

部门人员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申请。

五、为避免一题多报、交叉申请和重复立项,确保申请

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课题研究,作如下限定:申请人

本年度不得同时申报省社科规划其他项目;在研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申报截止日期前未报送结项材料)、省社科规划项

目负责人 (2023年5月31日前未获得结项证书),不能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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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被终止或撤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负

责人自终止或撤项之日起3年内不得申报;同一个选题每个

单位只能申报1项。

六、项目评审按照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

办法》的规定,进行资格审查、会议评审,最后报中共河南

省委宣传部审定。

七、项目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承诺,履行

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究任务。最终成果鉴定采取会议集中

鉴定的方式进行,成果等级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四个档次。成果等级为优秀的一次性资助资金5万元,发放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结项证书》;成果等级为良好

的一次性资助资金3万元,发放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项目结项证书》;成果等级为合格的发放 《河南省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项目结项证书》,但不予资助;成果等级为不合格

的,项目组对成果修改后报送二次鉴定,二次鉴定仍不合格

的,不予资助,不发结项证书。

八、申请人应按照 《河南省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河南省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金管

理办法>补充规定》和 《关于进一步完善河南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要求,编制经费预算。

九、申请人要按照 《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专题项目申请

书》的要求如实填写申请材料,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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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并查实后,取消申报资格。

十、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要对申报项目的政治方向、申

请人资格和填表技术严格把关,对申请书填写的内容,特别

是对选题论证的可行性、项目组的研究水平和能力等进行认

真审核,签署明确意见,承担信誉保证。

十一、项目申报所需各种材料 (《项目选题》《申请书》

《项 目 论 证 活 页》)可 从 河 南 社 科 规 划 网 (网 址:

www.hnpopss.gov.cn)下载。

十二、申报工作由申报单位统一组织,不受理个人申

报。各单位报送的纸质材料包括:

1. 《申请书》《项目论证活页》各一式5份,A3纸双面

印制,中缝装订。每个申请人的申报材料采用 “1夹9”方

式叠放,即将4份 《申请书》和5份 《项目论证活页》单独

叠放在一起,然后夹在另一份 《申请书》中缝装订处,以免

损坏封面页。

2. 《2023年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专题项目申报汇总

表》。

以上材料电子版发至邮箱aaaa9617@sina.com,文件夹

以 “单位+2023年省社科规划专题项目申报材料”命名。

十三、申报截止时间为2023年7月15日,逾期不予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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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河南实践、

国家战略的河南探索、红色基因的时代传承”专

题项目选题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事务中心

2023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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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河南实践、国家战略的河南探索、红色基因的

时代传承”专题项目选题

  说明:本年度专题项目设立67个选题,申请人需原题

申报。

1. “两个确立”的逻辑机理及决定性意义研究

2. “两个结合”的实践路径研究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研究

4.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河南实践研究

5.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河南实践研究

6.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河南实践研究

7.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重要思想的河南实

践研究

8.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的河南实

践研究

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重要论述

的河南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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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重要论述的河南实践研究

1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

要论述的河南实践研究

1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

思想的河南实践研究

1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河南实

践研究

1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的河南

实践研究

1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河南实践

研究

16.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阳重要讲话精神与历史意义

研究

17.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河南实践研究

18.中国式现代化的河南实践研究

19.国家战略的河南实践研究

20.现代化河南的指标体系研究

21.河南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

22.河南践行大食物观路径研究

23.河南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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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河南深入实施优势再造战略研究

25.河南深入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研究

26.河南深入实施换道领跑战略研究

27.河南深入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研究

28.河南深入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

29.河南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30.河南深入实施绿色低碳转型战略研究

31.河南深入实施制度型开放战略研究

32.河南深入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研究

33.标准河南建设路径研究

34.河南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研究

35.河南培育壮大枢纽经济研究

36.河南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研究

37.河南加快推进种业振兴研究

38.河南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产业研究

39.河南培育壮大数字经济研究

40.河南做强新材料产业路径研究

41.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河南模式和路径研究

42.黄河流域河南段生态产业发展研究

43.河南推进普惠化、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研究

44.河南推动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路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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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双循环背景下河南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

研究

46.河南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研究

47.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河

南实践研究

48.河南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研究

49.推进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塑造研究

50.河南红色基因传承研究

51.新时代传承和弘扬焦裕禄精神研究

52.新时代传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研究

53.新时代传承和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

54.新时代传承和弘扬愚公移山精神研究

55.黄河文化数字化传播研究

56.中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

57.河南优秀传统文化新媒体传播路径研究

58.郑州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的全国重地

研究

59.河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

60.数字化赋能全民国防教育研究

61.河南创新人才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62.河南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经验与提升策略研究

63.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河南探索研究

—9—



64.河南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研究

65.中国共产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历史实践和当代价

值研究

66.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的河南实践研究

67.河南健全能力作风建设常态长效机制研究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事务中心 2023年6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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