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5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批准号 申请人 学校名称

1 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研究 24JD710007 耿仁杰 北京大学

2 公共数据市场化配置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机制和实现路径 24JD710020 王惠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3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逻辑与推进路径研究 24JD710024 王一 大连理工大学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研究 24JD710026 许金柜 福建江夏学院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思维方式研究 24JD710012 李江凌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6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升大学生历史自信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24JD710028 张可辉 海南大学

7 负责任创新视域下平台生态系统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研究 24JD710001 晁静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8 破解西方概念体系对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影响研究 24JD710025 邢彩丽 河西学院

9 生态产品价值视角下“两山”转化的共生系统与协同推进策略 24JD710011 巨英 湖北经济学院

10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研究 24JD710023 王湘云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11 资源配置视角下民营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路径与策略研究 24JD710008 郭韧 华侨大学

1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研究 24JD710002 陈大鹏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13 新中国75年中国共产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历程与经验研究 24JD710029 张立梅 临沂大学

14 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研究 24JD710009 胡振英 陇东学院

15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弘扬团结奋斗精神话语创新研究 24JD710010 蒋福明 南华大学

202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立项一览表

第 1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批准号 申请人 学校名称

16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24JD710017 孙景宇 南开大学

17 系统思维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要素、结构、层次、功能研究 24JD710014 刘光顺 南通大学

18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习近平总书记“亲诚”外交理念研究 24JD710015 刘兴成 宁夏师范学院

19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数字思政”高质量发展研究 24JD710021 王露 山东农业大学

2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研究 24JD710019 王国龙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1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 历史、成就与经验 24JD710018 王大广 首都师范大学

22 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与江苏实践研究 24JD710027 杨德兴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3 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研究 24JD710004 代贤萍 天津科技大学

24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艺术院校的实践路径研究 24JD710022 王铁柱 天津音乐学院

25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化理论创新规律性认识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
研究

24JD710013 李琨 武汉科技大学

2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
研究

24JD710031 张艳娥 西安财经大学

27 中国化教育学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24JD710016 刘旭东 西北师范大学

28 乡村振兴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培育研究 24JD710005 丁静 信阳师范大学

29 人工智能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机理与路
径研究

24JD710006 付瑞红 燕山大学

30 “第二个结合”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4JD710003 陈桂林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3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理论研究 24JD710030 张胜旺 中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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