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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课题指南》指导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统战理论研究课

题研究方向。申请人可遵循本《课题指南》的指导思想，进一

步深化细化研究课题，确定最终申报题目。 

二、申报细则 

1.成果形式与完成时限：本年度课题规划项目的成果形式

为提交一篇论文，论文正文文字不少于一万字。9月底前上报研

究成果，一般不予延期。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不能按期完成，

应及时与市社会主义学院沟通，经市委统战部研究后，可视实

际情况进行撤项。 

2.申报资格与限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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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且不能作为

课题组成员参加其他项目的申请。课题组成员不能同时参与两

个以上项目的申请。（2）本年度课题规划项目不能与天津市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2 年度项目同时申报。（3）凡有在研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

或在研市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委托项目、市艺术规划项目

的负责人一概不得申报。凡申报了 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全国艺

术科学规划项目的申报人,不得申报。评审立项设查重程序，如

有违规，一经核实，即取消申报和评审资格，记入不良科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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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档案。（4）有不良科研信誉者，亦属限报人员。（5）课题

组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违规申报。申请

人可以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吸收境外研究人员作为课题组成

员参与申请。（6）全日制在读研究生不能申请。在站博士后人

员均可申请，其中在职博士后可以从所在工作单位或博士后工

作站申请，全脱产博士后从所在博士后工作站申请。 

3.申报文本：课题申报材料可从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网站

（www.tjsy.org.cn）科研工作栏目中查阅和下载，包括《天津

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专项）2022 年度申报

通知》《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专项）

2022年度课题指南》《项目申请书》《课题设计论证》（活页）。

《课题设计论证》（活页）要求一律机打，A4 纸版面，左侧装

订，一式 4 份，字数不超过 5000字。申请书要求一律机打，A4

纸版面，左侧装订，一式 2 份（含原件 1 份），经申请人所在

单位统战部门、科研管理部门审核签章后统一报送。 

申报人须在申报期内如实认真填写申报信息，并保证学术

诚信，凡在项目申请中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当事人 3

年申报资格，获准立项的一律按撤项处理并向有关单位通报。 

4.课题申请单位须符合以下条件：在相关领域具有较雄厚

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实力；设有科研管理职能部门；能够提供开

展研究的必要条件并承诺信誉保证。以兼职人员身份从所兼职

单位申报的，兼职单位须审核兼职人员正式聘用关系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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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项目管理职责并承诺信誉保证。 

三、申报时间及方式 

请各相关单位科研部门将本单位申报材料汇总后填写

《2022 年度统战理论专项申报课题统计表》，统一报送。请于

4 月 29 日前将纸质版报送至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 1 号楼 1414

室，《2022年度统战理论专项申报课题统计表》《项目申请书》

《课题设计论证》（活页）电子版发送到 ssykyc@tj.gov.cn，

逾期不再受理。电子版请按照以下格式统一文件名：（1）作者

申报材料文件夹命名为“单位名称+作者名：课题名称”。例：

“XXX大学 XXX：XXXXXXX”。（2）附件 2申请书命名为“课题

名称+申报书”。例：“XXXXXXX 申报书”。（3）附件 3 设计论

证命名为“课题名称+设计论证”。例：“XXXXXXX设计论证”。

立项课题将于 5 月中下旬在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网站

（www.tjsy.org.cn）公示。 

联系人： 

市委统战部  窦泽浩  83609447  13682109846 

市社会主义学院  李彦博  15122695474 

 

                            天津市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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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智库项目 

（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专项）2022 年度课题指南 

 

一、基础理论研究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重要论述研究 

研究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

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精神

实质、实践要求，不断巩固统一战线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

基础。 

2.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统一战线作用发挥的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分析统战工作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地位、作

用，以及今后工作重点。 

3.统战工作在国家重大战略或重大事件中作用发挥研究 

研究方向：分析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一带一路、区域协

同发展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中统战工作应发挥作用；分析疫

情防控、冬奥会等重大国家事件中统战工作作用发挥情况，以

及工作着力点、切入点、结合点。 

4.建立健全城市统战工作体制机制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立足城市统战工作实际，分析城市统战的特点、

难点，提出可行性对策建议。 

5.统战工作新领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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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立足社会阶层变化，对统战工作应覆盖的新领

域进行研究，分析开展统战工作必要性及现有特点。 

6.统一战线各领域成员分众研究 

研究方向：对某个领域统战成员进行同质性与差异性研究，

将统战成员进一步细分，或针对具有某一特点的不同领域的统

战成员进行深入研究。 

7.统一战线扩大覆盖面、增强包容性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开展前瞻性研究，对可纳入统战成员的群体开

展研究，突出目标群体纳入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提

出开展统战工作的对策建议。 

8.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统一战线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研究 

研究方向：深刻把握“坚持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智慧结晶，重在总结规律，提炼对当前统战

工作具有实践意义的宝贵经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理论研究 

9.增强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坚持制度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话

语体系和适当应用现代政党政治的概念紧密结合，对提升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效能进行描述与分析，让世界理解

和接受中国的政党理论。 

10.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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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结合各民主党派实际情况，重点就提升新型政

党制度效能开展研究。 

三、民族、宗教统战理论研究 

1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研究 

研究方向：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的重要思想，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

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路径方法、

现代化大都市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完善等方面找到切入点进行研

究。 

12.民族、宗教领域风险隐患统筹调处机制研究 

研究方向：对当前民族、宗教领域风险隐患进行前瞻性研

究，全面阐释呈现特点，深入剖析原因，对下一步做好统战工

作提出对策建议。 

13.宗教工作队伍建设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总结分析当前宗教工作队伍现状、特点以及存

在问题，找准统战工作着力点。 

14.宗教中国化的实践与阐释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结合不同宗教特点，研究分析宗教经典中国化

阐释、宗教礼仪中国化路径等问题，积极引导我国宗教与社会

主义社会相适应。 

四、港澳台侨海外统战理论研究 

15.港澳台统战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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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根据当前香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安法实施

等实际情况，提出对开展统战工作具有指导性的对策建议；根

据澳门实际情况，进一步总结澳门统战工作的经验与启示；结

合当前国际形势以及岛内民众反映，对岛内群众思想动态分析，

为“反独促统”提供智力支撑。 

16.华侨新特点新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对某一地区华侨进行分析研究；对某一领域华

侨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对开展统战工作具有指导性的对策建议。 

17.海外统战工作研究 

研究方向：从海外统战思想政治基础、海外统战主要工作

任务等角度进行研究，总结现状、分析问题，提出可行性对策

建议。 

五、民营经济统战理论研究 

18.民营企业统战工作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总结当前民营企业统战工作存在问题，就统战

工作发展方向进行分析研究。 

19.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研究 

研究方向：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阐释

企业社会责任的深刻内涵，分析当前问题及深层次原因，在新

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探索有效的体制机制和实践载体。 

20.增强民营企业家信心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历史、辨证、全面总结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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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进步，对标民营经济发达省市的先进经验，分析研究不断

增强民营企业家信心的工作抓手、方式途径和着力重点。 

21.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研究 

研究方向：分析当前政商关系现状，找到推进构建亲清政

商关系的制约因素；从非公经济人士进行分众研究，从不同角

度对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进行分析研究，促进民营经济两个健康

发展。 

六、党外知识分子统战理论研究 

22.新时代无党派代表人士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就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发挥作用，加强无党派人

士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研究。 

23.党外知识分子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对某一行业、某一领域、某一群体党外知识分

子进行深入分析，或提炼总结党外知识分子群体呈现的新特点、

新问题，研究分析加强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着

力点。 

24.出国归国留学人员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对某一行业、某一领域、某一群体出国归国留

学人员进行深入分析，或提炼总结当前出国归国留学人员群体

呈现的新特点、新问题，深入分析出国归国留学人员需求，从

增强政治认同角度分析统战工作的着力点，为做好统战工作提

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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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加强知联会、留联会组织建设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分析当前知联会开展工作现状与存在问题，从

扩大组织覆盖面，提升组织活力角度对加强知联会工作进行研

究；分析当前留联会开展工作现状与存在问题，研究留联会的

工作特色与工作着力点。 

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理论研究 

26.自由职业人员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通过一手材料对某一行业、某一领域自由职业

人员进行深入分析，总结群体诉求，找到统战工作的着力点和

工作抓手。 

27.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总结分析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统战工作

的特点与难点，为做好统战工作提出对策建议。 

28.网络人士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通过一手材料对某一行业、某一领域网络人士

进行深入分析，总结群体诉求，研究分析网络人士的思想状况，

找到统战工作的着力点和工作抓手。 

八、基层统战理论研究 

29.村居、社区、街镇、园区、楼宇等基层统战工作问题研

究 

研究方向：对村居、社区、街镇、园区、楼宇等基层单位

落实《条例》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提出统战工作在基层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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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作用及方法路径问题研究，总结特点与难点，提出对策

建议。 

30.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统战工作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立足目前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现状，分析研究

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发挥统战作用实现路径与理论支撑。 

31.大统战工作促进基层统战工作问题研究 

研究方向：立足当前统战工作存在问题，研究分析大统战

工作在基层统战工作中的着力点；分析基层党组织、群团组织

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作用发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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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30 日印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