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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
长社字〔2024〕7号

关于做好 2024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支持和鼓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服务大局、聚焦主题、潜

心研究、出好成果，推动我市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根据《长

沙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长社联字〔2023〕1号）等相

关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开展 2024年度长沙市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课题申报工作，现将《2024 年度长沙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课题指南》（以下简称《课题指南》，见附件）印发给你们，并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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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系

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对湖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汇智攻坚、聚力创新，着力推

出理论与实践指导性、针对性更强的优秀成果，为全面落实“三

高四新”美好蓝图、努力践行八个“走在前、作示范”，全力推

动长沙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二、课题分类

（一）基础理论研究。立足学术发展前沿，突出原创性、开

拓性和学术思想价值，服务我市优长学科、特色学科、新兴学科

建设以及社会科学普及等。

（二）应用对策研究。紧扣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助力新

型智库建设，突出战略前瞻性和现实针对性，服务党委政府科学

决策。

以上两类课题根据研究价值、难易程度和创新性、实用性，

分为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重点、一般等课题类别在申报时不予

明确，根据课题结项时达到的条件确定。

1.重点课题是指基础理论课题和关于经济社会重要领域重

要问题的研究课题，为资助课题，资助经费为 5万元。

2.一般课题是指关于全市各部门、各个工作领域具体问题的

研究课题。一般课题分为一般资助课题和一般自筹课题，一般资

助课题资助经费为 2万元。一般自筹课题除结题要求不同，经费

渠道为自筹以外，其他方面的管理和成果应用与一般资助课题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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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

在相关领域具有较好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实力；有科研管理职

能部门或相关部门，能够提供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和信誉保证。

以兼职人员身份从所在兼职单位申报课题的，申报单位须承担信

誉保证和课题管理相关职责。

（二）申报人

1.申报人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遵守国家和市

社科研究课题管理有关规定。

2.申报人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并担负科研组织指导职责。

3.申报人一次只申报 1个课题。

4.承担长沙市社科规划课题尚未结题的，不能申报本年度市

社科规划课题。

5.应用对策类课题研究团队应注重理论部门和实际部门、综

合管理部门和基层单位、老中青专家的结合。

四、申报方式及要求

（一）申报方式。课题申报包括网上申报和纸质材料申报。

1.网上申报（2024 年 3 月 28 日-4 月 10 日）。申报单位和申

报人（主持人）需登录“长沙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管理平台”

（网址：http://115.29.227.84:6088/login）进行网上注册，按规定

程序和有关要求进行申报。规划课题一般以单位进行申报，也可

以以课题组形式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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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纸质材料申报（2024 年 4 月 11 日-4 月 17 日）。为确保申

报材料的可靠性及存档需要，申报人需提交一式 2份与电子申报

材料一致的纸质材料（《课题申请书》和《课题论证活页》）。

纸质材料直接从课题管理平台中导出 PDF 版本打印，申报人签

字确认，申报单位审核盖章并汇总。

各市级申报单位、课题组将纸质材料报送至长沙市社科联科

研组织处。

各区县（市）、高校、党校申报单位的纸质材料经区县（市）、

高校、党校社科联汇总后，统一向长沙市社科联申报。申报材料

一律不退，请申报人自留底稿。

（二）申报要求。课题申报逾期不予受理。各申报单位要加

强对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

法性、合规性负责。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课题申报工作，科研

管理部门要广泛宣传、深入发动、精心组织、严格审核、择优申

报。其他未尽事宜请与长沙市社科联科研组织处联系。

（三）研究期限。规划课题的最终成果形式一般为专著、研

究报告、系列论文等，在“长沙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管理平

台”提交结题电子资料，同时直接从课题管理平台导出 PDF 版

本打印 2份盖章提交。专著成果的研究课题和基础理论研究课题

原则上完成期限一般为 1年，应用对策研究课题原则上完成期限

一般为 6个月，从立项通知下达之日计算。

（四）评审、立项与管理。长沙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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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类匿名评审。课题评审结果在长沙市社科联官网公示一周，

无异议后下达课题立项通知。立项的课题组在课题执行期间要遵

守《长沙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长社联字〔2023〕

1号）有关规定，履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究任务，提交高质

量的研究成果。

报送地点：长沙市岳麓大道 218号一办南 1205室

联系电话：0731-88667443

附件：2024年度长沙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指南

长沙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4年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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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 年度长沙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课 题 指 南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明根基、历史进程和基本经

验研究

2.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研究

4.岳麓书院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策源地发展研究

5.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化阐释”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6.传承与发展红色文化资源研究

7.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研究

8.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及应对机制研究

9.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现代化新长沙建设研究

10.中国式现代化与长沙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11.推动基层减负赋能研究

12.长沙市建设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研究

13.长沙市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研究

14.长沙市建设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研究

15.长沙市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研究

16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研究

17.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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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长沙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19.协同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研究

20.长沙市海外人才引进及作用发挥研究

21.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长沙实践研究

22.统筹发展和安全研究

23.推动长株潭都市圈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研究

24.长株潭一体化区域机关党建联盟建设研究

25.长沙市食品加工行业发展研究

26.长沙市建设全龄友好型城市研究

27.长沙市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研究

28.对接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助推长沙企业“走出去”

研究

29.深化中非经贸合作，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研究

30.长沙市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31.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的实践路径研究

32.长沙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33.长沙市构建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研究

34.长沙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研究

35.长沙市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现状分析及路径研究

36.乡村振兴中人才振兴的现实困境及解决路径研究

37.长沙市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与路径研究

38.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研究

39.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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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长沙市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

41.长沙市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运营管理研究

42.科技赋能长沙市文化产业创新研究

43.长沙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机制研究

44.长沙市新型智库建设研究

45.构建中国特色、长沙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研究

（课题申报以《课题指南》作为本年度重点研究领域和方

向，各课题组也可结合实际自主选题进行申报。）

长沙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4年 3月 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