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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 2023 年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指南

市级党政机关各部门，各县（市）区党政机关各部门，市属各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党校，市级社科学会、协会、研究

会及社科工作者：

昆明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面向市级党政机关各部门，

各县（市）区党政机关各部门，市属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

党校，市级社科学会、协会、研究会及社科工作者广泛征集选

题的基础上，形成昆明市 2023 年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指南，现

予发布。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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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市委十二届四次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

紧紧围绕“当好排头兵、实现大发展、率先现代化”的奋斗目

标，加快打造“六个春城”，奋力推进昆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扎实开展社科研究，发挥社会科学的新型智库作用，为服

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二、课题选题

指南源于社科规划课题的征集选题，指南选题只提供研究

的范围、方向，正式申报的题目可在此基础上自行拟定，申报

的选题可选择不同的研究视角、方法和重点，课题名称的表述

应科学、严谨、规范、简明。基础研究要求具有一定的原创性、

开拓性和学术价值；应用研究要求具有现实针对性、一定的创

新性和决策参考价值，同时避免与政府决策咨询课题交叉申报

及重复研究。为维护指南的权威性，保护选题应征单位及个人

的积极性，指南以外的课题申报将不予受理。

参考选题如下：

（一）推动昆明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二）昆明市加快推进公园城市建设对策研究

（三）发挥边境口岸优势，大力发展口岸经济对策研究

（四）加快科技创新， 做强昆明资源经济对策研究

（五）粮食安全背景下推动昆明种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六）“强省会”背景下昆明市推动绿色能源产业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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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对策研究

（七）昆明市乡村旅居与乡村治理协同发展研究

（八）党建引领昆明城市社区治理对策研究

（九）昆明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标准研究

（十）推动昆明便民惠民利民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十一）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司法协作机制研究

（十二）昆明市高质量推进城镇化建设研究

（十三）昆明市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护航高质

量发展的对策研究

（十四）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昆明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研究

（十五）昆明市属高校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对策研究

（十六）轻罪时代背景下审理危险驾驶案件研究

(十七) 新媒体时代昆明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及形象设计研究

三、课题申报

自本指南发布之日起，申报人可登录“昆明市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网站(skl.km.gov.cn)“社科研究”栏目或附件下载《昆

明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申报书》填写并以 A4 纸双面打印，左侧

装订，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 17：00 以前一式三份（含 Word 格

式电子版，申报书和活页分开）报市社科规划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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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课题组成员最多参加

两个课题的申请，参与课题研究的省属社科研究者不得超过课

题组成员（含课题负责人）的三分之一。

各申报课题立项评审采用活页匿名方式（活页论证字数为

1500—2000 字，且不得透露申报人及申报单位信息），经省、

市有关专家、学者、领导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评审通过后，由昆

明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

昆明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资助额度为 3 万元左右，完成

时限原则上不超过 1年。

承担有往年度课题尚未结题的负责人不得申报本年度课

题，且不得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其他课题研究；承担有 2022 年

度课题未提交初步研究成果的负责人及其所在单位，所申报课

题立项的，不得支取研究经费，超过 2023 财政年度的，获准立

项的 2023 年度课题按撤项处理。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昆明市呈贡新区锦绣大街 1号（或春融街 1号）

市级行政中心 7号楼北楼 250 室，650500。

联系人：马颂梅

联系电话：63196260

电子邮箱：kmsklky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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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昆明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申报书》及活页

昆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3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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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3 年 3 月 13 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