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组织申报 2023 年度山东省人文社会科
学课题合作专项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2023 年度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合作专项申报工作

即将开展。现将有关申报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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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五个面对”，不断推进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围

绕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部署，锚定“走在前、开新局”，

紧扣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东新实践，推动形成一批有价

值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省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二、项目级别

市厅级 A 类

三、课题设置

“研究方向”除特别说明外，所列条目主要规定的是研究

范围和方向，不是具体题目。申请人可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

和研究基础选择不同的研究角度、方法和侧重点，自行设计

具体题目。



（一）鲁台文化联结研究专项

省社科联与省委台港澳工作办公室合作设立，由省委台

港澳工作办公室负责设计研究方向、评审立项和支付研究经

费。

拟资助立项课题 7 项，不立项自筹经费课题。对符合结

项要求的课题，如能转化为符合省委台港澳工作办公室要求

的成果，或省领导给予肯定性批示，在原有课题经费支持基

础上，再给予一定后期资助奖励。

研究要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推动两岸共同弘扬

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重要指示，探析儒家文

化、齐文化、孙子文化、武术文化、水浒文化、饮食文化、

宗亲文化等与台湾的联结和对台湾的影响，增强齐鲁文化对

台宣传质效，增进台湾同胞的文化认同、根脉认同，在台湾

社会各界形成“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台湾文化是

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广泛共识。

研究方向：

1.儒家思想在台湾的传播发展

2.山东武术家对台湾武术发展的影响

3.水浒文化在台湾的影响

4.齐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发展

5.鲁台饮食文化联结探析

6.台湾民间信仰文化的山东渊源研究



7.台湾职业教育发展对山东的借鉴意义

研究期限：1—2 年。

（二）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项

省社科联与省社会主义学院合作设立，由省社会主义学

院负责设计研究方向、评审立项和支付研究经费。

拟资助立项课题 10 项，不立项自筹经费课题。对符合

课题结项要求的课题，如能转化为符合省社会主义学院要求

的咨政成果，在原有经费资助基础上，按照省社会主义学院

咨政管理办法规定，再给予一定后期资助奖励。

研究要点：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

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主线，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坚持理论政策研

究与对策研究并重，聚焦统一战线重大理论与实践研究、中

华文明继承与创新研究，深化对统战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推

进理论创新，助力全省统战工作“五大行动”，为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广泛凝心聚力。

研究方向：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

重要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

2.统一战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效能研究

3.统战领域风险隐患防范化解机制研究

4.中国式现代化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

在逻辑关系研究

6.党外代表人士廉洁建设研究

研究期限：1 年。

（三）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专项

省社科联与省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合作设立，由省疾病

预防与控制中心负责设计研究方向、评审立项和支付研究经

费。

拟资助立项课题 20 项，不立项自筹经费课题。

研究要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

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重要指示，贯彻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聚焦健康中国、

健康山东战略，坚持服务基层、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健康知

识、倡导健康行为，围绕健康促进政策与机制、健康文化及

健康传统文化建设、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实践深入研究

和探讨，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申请人自拟题目进行申报。

研究期限：1—2 年。

（四）孔繁森精神研究专项

省社科联与聊城市社科联合作设立，由聊城市社科联负

责设计研究方向、评审立项和支付研究经费。



拟资助立项课题 15 项，同时立项经费自筹课题 5 项。

申请人可根据个人情况自主选择资助方式。

研究要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孔繁森精神

的重要论述，挖掘孔繁森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研究

孔繁森在处理民族关系、党群关系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

更好地弘扬孔繁森精神，激励新时代党员干部以孔繁森为榜

样，不断增强党性修养，坚持人民至上，深化与人民群众的

情感共鸣，从而凝聚起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

新局面的强大力量。

研究方向：

1.孔繁森的自我革命品格研究方向

2.孔繁森的党性观研究方向

3.孔繁森的公仆观研究方向

4.孔繁森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研究方向

5.孔繁森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方向

6.孔繁森精神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

7.孔繁森精神与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研究方向

研究期限：1—2 年。

（五）高校德育教育研究专项

省社科联与省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合作设立，由省高校德

育研究中心负责设计研究方向、课题评审和支付研究经费。



拟资助立项课题 40 项，同时立项经费自筹课题 20 项。

申请人可根据个人情况自主选择资助方式。

研究要点：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新时代全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实践的高质量创新发展，进一步提升全省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水平，助推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育人格局。

研究方向：

1.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质量发展

2.高校思政课育人成效

3.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

4.新时代大学生思想现状

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山东高校实践

6.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提升

研究期限：2 年。

（六）文旅融合发展提档升级研究专项

省社科联与山东文旅集团数字未来发展有限公司合作

设立，由山东文旅集团数字未来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设计研究

方向、课题评审和支付研究经费。



拟资助立项课题 20 项，同时立项经费自筹课题 10 项。

申请人可根据个人情况自主选择资助方式。

研究要点：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山东省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规划（2020—2025 年）》和《山东省“十四五”

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智力优势，

探究“后疫情时代”文旅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新路径，深化

产教融合，奋力开创新时代文旅强省建设新局面。

研究方向：（申请人从下列选题中选一项进行申报，且

不能更改课题名称）

1.文旅人才梯队建设体系研究

2.数字赋能山东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文旅产品创新研

究

3.大数据视域下的山东文化体验廊道旅游景区营销模

式创新研究

4.“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山东省海洋旅游高质量

发展路径研究

5.研学旅行发展趋势与体系设计研究

6.省属国有文旅企业如何通过推进文旅融合践行高质

量发展

7.省属国有文旅企业通过文化和旅游资源赋能乡村振

兴的建议



8.省属国有文旅企业在提振文旅消费方面的现状和建

议

9.研学旅行赋能文化旅游和乡村振兴

10.校企协同机制下高校文旅专业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

与实施路径研究

11.产教融合背景下文旅专业的中国特色学徒制培养模

式研究

12.山东乡村旅游品牌提升策略研究

13.跨境数字贸易发展现状与趋势研究

14.数字时代文旅产品精准营销策略研究

15.景区数字化运营与管理体系研究

另外，申请人可根据上述研究方向结合自身研究优势，

自拟题目进行申报。

研究期限：1 年。

四、申报条件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

3.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注重诚

信、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无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



五、课题申报

（一）申报要求

1.对课题负责人的要求

（1）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 1 个课题，作为课题组成员

可参与申报 1 个课题。已承担省社科联课题尚未结项的，不

能作为课题负责人申报新的课题，但可作为成员参与申报 1

个课题；

（2）课题负责人原则上只能是 1 人，课题组成员原则上

不超过 5 人；

（3）课题负责人或课题组成员不能以内容相同或相近选

题多头申报，申报的课题已获得其他资助的不能申报。

（二）材料要求

1.《申请书》须 A3 纸双面印刷，封面纸质同内页纸质，

中间折页后骑马钉装订（不能采用胶装、线装或平装等装订

形式），页数不限，一式 4 份；《活页》须 A4 纸双面印刷，

共 1 页，一式 10 份；《汇总表》A4 纸双面印刷，页数、装

订形式不限，一式 1 份。

2.电子版为 WORD 文件格式，文档格式、填写内容须与

纸质版保持一致，报送纸质材料同时发送邮箱；

3.申请人要按照《申请书》和《活页》的填写说明和提示

要求规范填写，漏填、错填或填写不规范均视为无效材料；



《活页》须匿名，文字表述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申请人本

人或课题组成员相关信息。

（三）报送要求

有意申报者请于 6 月 1 日前将纸质版材料报送至科研

处，电子版发送至科研处邮箱，请按时报送，逾期不予受理。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付红，联系电话：8109017；办公室：学综楼 223；

电子邮箱：shanwaikyc@swut.edu.cn。

附件：1.申请书

2.申请活页

3.汇总表

科研处

2023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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