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第七届“学术新苗”课题申报指南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省委十

二届二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

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培养具有研究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

才，深化我院“成人、成长、成材”的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

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培养后备军，经研究决定，现发布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第七届（2023—2024 年度）“学术新苗”

课题，申报要求如下：

一、课题申请人须具备下列条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

读硕士研究生。

二、课题组须具备以下条件：每个课题组须邀请一位具

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家作为导师参与指导。每个课题组

至少包括 4 名在读硕士研究生，且每名同学最多参加 2 个项

目；鼓励跨专业跨年级组建课题组。

三、课题组在老师指导下自行设计题目，鼓励围绕毕业

论文方向选题。课题名称的表述要科学、严谨、规范、简明。

四、本次课题拟立项重点项目 15 个左右，一般项目 35

个左右。申报课题的资助额度为：重点项目 1 万元，一般项

目 0.6万元。申请人根据实际需要编制科学合理的经费预算。



经费使用按照 4:6 下拨，立项即拨付 40%，结项后拨付余下

的 60%。

五、申报课题须按照申报书要求，如实填写材料，并保

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凡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的，

一经发现查实，将中止资助并取消在读期间申报和参与课题

资格。课题评审将严格采用双向匿名评审，择优立项。

六、项目的完成时限为 2024 年 5 月底。重点项目结项

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 5000 字以上论文一篇；一般项目结项

须公开发表 5000 字以上的学术论文一篇或一篇论文入选省

外高水平学术会议，或一份参与撰写的政策建议获副省级以

上领导批示。课题负责人须以第一作者名义署名发表，且署

名单位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七、鼓励高质量学术论文发表，在我院划定的三类期刊

及以上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每篇追加奖励 0.5 万元。

八、课题申报时间从即日起，截止为 2023 年 5 月 30 日

17：00。各课题申请人须将《申请书》和《活页》（各 5 份）

纸质版报送至研究生学院学生办（斑竹园校区知行楼 302），

同时将《申请书》电子版发至邮箱 scsshkxyxmkt@126.com，

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廖梓吟，13458158181

郭佳兴，13708019330



推荐选题

1 长江流域三大城市群产业链现代化的测度研究

2
成渝地区高技术产业“三链”协同研究

（三链指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

3 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4 金融产业集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5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6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发展模式的投行化研究

7 老龄社会的健康红利研究

8 民族地区的人口、健康与生计问题研究

9 青年人群生育焦虑现状与影响研究

10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11 代际支持模式及影响研究

12 性别平等对人口发展的影响研究

13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县域治理研究

14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城乡基层治理创新研究

15 当代中国青年社会问题研究

16 青年婚姻观和生育观的社会学研究

17 城市社区治理与社区共同体建设研究

18 网络化时代的人际信任与合作研究

19 民法典实施法律问题研究

20 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新型经济法问题研究

21 金融交易保底条款的法律问题研究

22 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23 证券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研究

24 生态法治前沿问题研究

25 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研究

26 乡村公共交通服务的可及性研究

27 成都市老旧小区数字公共服务可及性问题研究

28 四川省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协同模式研究

29 村民参与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30 四川省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研究

31 我国民族地区数字贫困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32 保险科技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及路径

33 保险科技对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34 双支柱调控框架下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研究

35 RCEP 背景下区域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研究

36 数字金融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37 ESG 表现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机制研究

38 金融科技对财险公司经营绩效影响研究



39 金融科技对保险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影响研究

40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

41 零工经济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研究

42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43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我国科技创新的影响

44 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

45 性别隔离对女性参与零工经济的影响

4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研究

47 抗战时期报刊的政治动员作用研究

48 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女性婚姻观念研究

49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发展道路及实践研究

5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技创新的关系研究

51 成渝城市群融合发展的历史与现实逻辑

52 人民政协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功能作用研究

53 中国共产党的网络群众路线研究

54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55 延安十三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研究

56 新时代基层党组织领导力的提升研究

57 长征主题精品展陈实践研究

58 羌族移民新村的村落文化重构或文化符号的再创造研究

59 旅游参与对牧民村落社区变迁的影响研究

60 人类学视野下的牦牛价值演变研究

61 女性视角下的凉山彝族高价彩礼研究

62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陶西格民族志书写范式研究

63 云南巍山多民族社区的居家养老模式的人类学研究

64 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研究

65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

66 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实施路径研究

67 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68 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69 确保粮食安全与构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多元化粮食供给体系研究

70 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

71 神话与民族精神研究

72 郭沫若创作中的神话叙事与形象谱系研究

73 网络文学的人民性及其表现研究

74 《升庵诗话》对李贺和王维的评点研究

75 新世纪生态文学研究

76 数字新闻生产的视觉化趋势研究

77 青年在算法社会中面临的权益保障问题和对策研究

78 z 世代新消费景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79 新媒体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



80 数字化时代用户信息选择行为研究

81 平台型媒体内容生态问题及治理研究

82 长江经济带碳强度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83 数字经济时代提升都市圈城市群协同发展水平的路径研究

84 数字经济下的区域产业布局优化研究

85 以城市群为依托高质量推进县域城镇化研究

86 后人工智能时代的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

87 以 TOD 为引领推进城市更新发展

88 长江流域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联系网络研究

89 人口流动背景下区域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研究

90 数字化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机制及效应提升研究

91 基于三阶段 DEA 模型的四川省创新效率评价研究

92 都市圈深入发展下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研究

93 《敬灶全书》劝善思想研究

94 道家视野下的荒野意象

95 川西地区红色旅游商品开发对策研究

96 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四川县域党校高质量发展研究

97 《颜氏家训》的思想内容与当代价值研究

98 四川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调查研究

99 川陕革命老区智慧红色文化示范项目建立对策研究

100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类本质思想研究

101 四川电子竞技产业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研究

102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应用及其意义

104 ChatGPT 可能带来的哲学变革研究

105 人工智能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系探究

106 村级巡察工作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107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中的府际合作研究

108 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机制和实践路径研究

109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对南海地缘政治的影响

110 乡村治理单向化的困境和破解基层形式主义成因及治理策略研究

注：以上选题由各研究所推荐，此外，鼓励根据研究兴趣与学术积累申报

自选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