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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创新理论山东实践研究重大招标选题

1.山东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研究

2.山东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研究

3.山东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

4.山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研究

5.山东深化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研究

6.山东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招商引资研究

7.山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高地研究

8.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研究

马列·科社选题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研究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理化研究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理性创新研究

4.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与原创性贡献研究

5.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研究

6.“色平 化.

华民民护思色色贡原义民 究

.

中式现代化山论大创系化研理化山究

.

中生产例研产的体 义 产力 论大创 先究

. 义 环 原的体 义思国式山代 研究

.

义 环原发创化思产系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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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

15.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1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契合性

研究

1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

融入日常生活的内在机理与路径研究

18.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研究

19.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研究

20.数字化时代诚信文化认同与培育研究

21.新中国成立以来优良家风代际传承研究

22.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七个着力”研究

2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唯物史观研究

24.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研究

党史·党建选题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研究

2.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经验研究

3.中国共产党文明观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4.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研究

5.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研究

6.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实践经验与能力建

设研究

7.党的文化领导权研究

8.沂蒙精神时代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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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理基础研究

10.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研究

11.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的成效与经验研究

12.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研究

13.促进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和容错机制研究

14.山东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研究

15.党的理论创新与群众路线研究

16.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

设研究

17.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建设和改革经验研究

18.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研究

19.党建引领城市治理的山东实践与经验研究

20.齐鲁红色文化研究

21.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研究

22.“第二个答案”的历史地位与原创性贡献研究

23.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研究

24.中国共产党山东历史研究

25.沂蒙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贯通研究

26.沂蒙精神与全环境立德树人研究

管理学选题

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2.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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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山东路径研究

4.数字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山东路径研究

5.山东创新驱动发展研究

6.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研究

7.山东农村闲置土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8.山东推动海洋强省建设研究

9.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新社会救助研究

10.山东传统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发展研究

11.山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12.山东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

13.工业互联网平台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

融合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14.山东完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支持体系研究

15.山东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增创新优势研究

16.大数据赋能山东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17.现代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模式及发展路径研究

18.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绿色生产合作模式研究

19.新质生产力的系统解析与动力机制研究

20.数智化转型助推中小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研究

21.山东“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22.异质性资源配置与山东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

23.山东企业债务风险精准识别与调控研究

24.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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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山东文化体验廊道建设研究

26.山东人才引育创新和人才生态优化研究

27.“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品牌提升研究

28.“山东手造”与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理论经济学选题

1.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2.新质生产力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

3.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对策研究

4.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论与对策研究

5.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研究

6.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税制度研究

7.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

8.数字财政研究

9.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经济学研究

10.扩大消费需求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11.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有效利用研究

12.新时代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13.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4.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研究

15.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研究

16.财政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17.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研究

18.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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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理论与对策研究

20.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支持科技创新研究

21.劳动力资源和充分就业研究

22.政府投资效率与风险研究

23.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研究

24.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的路径机制研究

应用经济学选题

1.山东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研究

2.山东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研究

3.山东加快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4.山东金融高质量发展研究

5.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研究

6.山东未来产业培育发展研究

7.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档升级研究

8.山东优化民营经济服务机制研究

9.山东陆海联动发展研究

10.高水平建设济南青岛两大都市圈研究

11.山东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研究

12.人工智能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对策研究

13.山东数字乡村建设技术模式和政策研究

14.“双碳”目标下山东能源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协同研究

15.财政金融协同联动赋能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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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制度型开放助力山东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17.山东优化营商环境研究

18.RCEP 打造现代产业集群的山东路径研究

19.山东跨境电商推动贸易新模式研究

20.“齐鲁粮仓”建设研究

21.内外贸一体化推动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22.制度型开放背景下山东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研究

23.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模式与实现路径研究

24.山东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策略研究

25.山东金融服务中小企业质量提升研究

26.山东地方融资平台转型发展研究

27.山东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统计学选题

1.统计现代化改革研究

2.健全数字经济监测体系研究

3.山东健康医疗大数据统计分析与应用研究

4.山东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测度与提升对策研究

5.山东文化软实力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

6.山东乡村振兴动态监测统计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估研究

7.山东就业与失业统计调查及监测研究

8.山东碳金融市场的标准制定与多场景应用研究

9.复杂结构大数据的统计分析与应用研究

10.山东节能环保清洁产业发展水平测度与提升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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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大数据分析中的算法研究

12.人力资本核算研究

13.生育政策效应的统计研究

14.基于大数据的突发事件下社会心理健康预警监测研究

15.工业智能化背景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

统计研究

16.山东县域活力助推共同富裕的计量研究

17.山东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18.山东数据资产统计核算与数据价值链测度研究

19.山东海洋碳汇效率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

20.山东农产品质量安全调查与提升对策研究

21.山东渔业数字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22.山东会计信息质量监测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文学选题

1.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国文学基本理论研究

2.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3.新时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

4.中西方文学比较研究

5.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研究

6.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研究

7.中国海洋文学研究

8.中国现代美学对儒家礼乐精神的传承发展研究

9.“齐诗”“鲁诗”诠释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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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域外传播及影响研究

11.山东传统戏曲剧本研究

12.山东当代文学影视改编研究

13.民间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研究

14.中国文学经典作品的经典化研究

15.文物古迹中的文学研究

16.齐鲁文化与山东文学流派研究

17.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发展研究

18.中国新文学的“延安书写”及其影响研究

19.山东现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

20.山东网络文学作家作品研究

外国文学选题

1.外国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价值研究

2.外国文学中的当代中国叙事研究

3.西方文艺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4.外国文学与中外交流互鉴研究

5.外国文学批评的中国视角与中国话语研究

6.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译介研究

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学研究

8.全球流行文化中的文学现象研究

9.外国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研究

10.抗战时期来华国际友人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

11.数字时代的外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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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外国文学跨文化跨媒介研究

13.山东文学资源语料库建设与对外传播研究

14.中国特色外国文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15.外国文学与区域国别研究

新闻学与传播学选题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研究

2.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体系建构研究

3.巩固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研究

4.山东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战略研究

5.齐鲁文化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6.融媒体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研究

7.“讲好中国故事”的数字叙事体系构建研究

8.全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体系研究

9.新时代山东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研究

10.新媒介环境下的舆论生态治理研究

11.文化“两创”视域下山东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

12.县级融媒体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机制研究

13.全球视域下海洋文化传播研究

14.民生新闻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15.山东农耕文明资源挖掘与全媒体传播研究

16.全媒体传播的话语创新与路径优化研究

17.重大事件网络圈层的情感传播与共识建构研究

18.山东题材的主题出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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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山东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数字化研究

20.新时代舆情应对与舆论引导研究

21.短视频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及引导研究

语言学选题

1.语言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2.出土文献与汉语语法史研究

3.汉语字词关系及其历史发展研究

4.汉语方言与共同语相互影响研究

5.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研究

6.语言类型差异及翻译研究

7.齐鲁文化与民俗词汇研究

8.现代山东方言词来源研究

9.面向国际中文教育的语言学研究

10.黄河流域语言文化调查与研究

11.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语言知识体系研究

12.新兴学科交叉领域的语言文字问题研究

13.网络语言与媒介文化建设研究

14.汉语修辞与齐鲁文化研究

15.山东特色文献语法与词汇研究

16.域外汉籍多版本对比研究

17.多语种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18.老年人语言蚀失特点及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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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选题

1.山东古籍资源数字化公共平台建设研究

2.《周礼》《仪礼》《礼记》文献全编整理与研究

3.域外汉语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4.支撑山东塑造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的科技情

报工作机制研究

5.智慧图书馆建设研究

6.山东古籍资源整合与保护利用研究

7.古籍著录研究

8.元宇宙在数字档案中的应用研究

9.数字背景下图书馆组织韧性提升策略研究

10.“书香山东”背景下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研究

11.齐鲁文化遗产多模态数据知识表示模型研究

12.社交媒体情境下用户信息困境形成机制及应对策略

研究

13.数智赋能消费者虚拟社区知识创新路径研究

14.清代山东金石学研究

法学选题

1.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2.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研究

3.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法治监督体系研究

4.新质生产力法治保障研究

5.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与法治文化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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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研究

7.数据跨境流动的国际法规制和中国方案研究

8.山东海洋碳汇交易机制法治环境的构建研究

9.算法、数据、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的法律规制与山东

实践研究

10.监刑管辖衔接制度研究

11.司法鉴定规范化研究

12.合规建设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13.双碳背景下促进山东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立法研究

14.优化山东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研究

15.人工智能应用的法律风险与应对研究

16.数字经济的法治保障研究

17.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法治保障研究

18.山东老龄社会治理政策与法律问题研究

19.依法应对网络空间治理新挑战研究

20.依法多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山东经验研究

哲学选题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研究

3.唯物史观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

4.儒家思想与中华文明的特性形成研究

5.“第二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研究

6.人工智能的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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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研究

8.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研究

9.当代西方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10.中国逻辑史的概念生成演变研究

11.实践理性的哲学研究与逻辑形式分析

12.认知科学视野下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研究

13.齐鲁文化与新时代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14.荀子与秦汉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15.欧陆现象学-诠释学与英美分析哲学比较研究

16.中西诠释学比较研究

17.21 世纪东亚儒学发展趋势研究

18.西方情感主义的伦理学与陆王心学比较研究

19.“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与新型人际关系研究

20.儒学与乡风文明研究

21.中国传统农政思想研究

社会学选题

1.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山东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研究

2.社会情绪引导与社会治理研究

3.志愿服务嵌入社区治理的机制与能力提升研究

4.精神文化养老支持系统构建与社会工作服务研究

5.新时代山东社会工作体系创新研究

6.山东基层社区文化建设研究

7.数字化建设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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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特殊群体心理健康研究

9.山东县城城镇化建设与乡村发展研究

10.山东基层社会治理经验与实践研究

11.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12.社会变迁中的青年价值认同研究

13.数字化时代青年择业意愿与职业迁移能力研究

14.城市社区数字治理的社会机制及效果研究

15.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伦理与法律边界问题研究

16.志愿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及信息化应用研究

17.山东新就业形态及其韧性治理研究

18.山东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研究

19.山东失能老人照护现状与政策支持研究

20.山东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优化路径研究

21.山东流动人口返乡研究

政治学选题

1.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研究

2.新型政商关系研究

3.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文明意蕴研究

4.县乡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架构与运行机制研究

5.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与实践研究

6.完善党的大统战工作格局研究

7.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

8.新时代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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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RCEP 经济结构升级与山东深化合作研究

13.“齐鲁号”升级与增进山东对外经贸发展研究

14.山东推进国际友城合作研究

15.山东拓展与东盟经贸关系研究

16.东北亚海洋环境污染新态势对山东海洋产业的影响

17.东盟在亚太的地位与中国—东盟关系研究

18.儒学国际传播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

19.“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20.山东与上合组织国家强化关键战略资源领域合作研究

21.亚太贸易格局与国际经济治理研究

民族学选题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

论述研究

2.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研究

3.齐鲁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贡献研究

4.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

5.新时代山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研究

6.各民族共享共有文化符号的挖掘与研究

7.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研究

8.齐鲁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与交流研究

9.山东民族村落史研究

10.山东城市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11.新时代山东民族工作典型案例和模式研究



18

12.山东援疆援藏援青促进共同富裕研究

13.国家治理视阈下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重大风险研究

14.山东少数民族居住区共同富裕研究

15.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研究

16.各民族生活方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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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选题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2.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基本原理研究

3.宗教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4.中国本土宗教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研究

5.宗教中国化的山东路径研究

6.“东亚文化圈”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

7.宗教中国化视域中的宗教文化心态与国家民族认同

研究

8.“一带一路”沿线宗教文化研究

9.宗教传播与管理研究

10.新兴宗教研究

11.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宗教比较研究

12.儒释道关系研究

13.宗教发展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14.齐鲁文化浸润宗教的历史经验与创新路径研究

15.山东基层宗教事务治理效能提升的优化路径研究

中国历史选题

1.齐鲁文化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贡献研究

2.山东地区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

3.山东海洋发展史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4.山东地方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

5.东夷文化与中华文明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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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山东出土简牍整理与研究

7.近代山东城市文化建构研究

8.古代山东所著兵书的整理与研究

9.东周时期山东古国研究

10.古代山东地方世家大族研究

11.黄河改道与山东社会变迁研究

12.明清时期山东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

13.孔府档案研究

14.山东红色革命人物事迹资料整理与研究

15.近代儒学研究

16.山东近代工业发展资料整理与研究

17.山东改革开放史研究

18.先秦齐鲁地区政治地理研究

19.山东古代石刻与地域社会研究

20.山东与“一带一路”国家交流交往史研究

21.明清以来山东地方社会变迁研究

世界历史选题

1.世界文明起源比较研究

2.海洋文明史研究

3.世界现代科技发展史研究

4.世界历史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5.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

6.太平洋岛国与全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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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西方国家税制与社会发展研究

8.古代东亚文明及世界意义研究

9.东南亚国家政治史与外交史研究

10.古代朝鲜史研究

11.东亚海洋文明交流史研究

12.中东史研究

13.非洲史研究

14.中亚国家与西方全球战略的演变研究

15.疫病防治与社会进步史研究

考古学选题

1.海岱地区与中华文明标识研究

2.山东地区在我国人类演化史中的地位与价值研究

3.海岱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和发展路径研究

4.从夷夏东西到夷夏融合：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研究

5.两汉时期齐鲁地区手工业考古研究

6.文物保护和利用机制研究

7.山东地区明清海防遗址考古研究

8.山东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研究

9.山东地区早期人类演化的环境背景重建研究

10.黄淮海史前古环境重建与生业考古研究

11.黄河碑志资料整理与研究

12.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

13.山东地区商周古国的考古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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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齐长城考古研究

15.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研究

16.大运河山东段的考古研究

17.山东地区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人地关系研究

18.山东地区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造像研究

19.山东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

20.海岱地区史前区域聚落演变考古研究

21.山东古代矿产资源利用研究

22.山东地区汉代诸候王墓研究

23.山东地区青铜时代生业考古研究

艺术学选题

1.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文艺发展研究

2.传统艺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

3.数字技术变革与中国当代艺术繁荣发展研究

4.文学艺术发展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研究

5.当代文艺批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6.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7.艺术与民俗研究

8.中外艺术（含各门类艺术）发展史研究

9.西方当代艺术学前沿理论研究

10.人工智能与当代艺术发展研究

11.中国现当代艺术理论发展研究

12.民间艺术的当代创新与转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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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设计艺术理论及思潮研究

14.山东戏曲与山东曲艺研究

15.山东传统艺术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

16.山东鲁陶技艺整理与创作研究

17.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研究

18.鲁剧创作与传播研究

19.山东网络视听节目研究

20.研学旅游创新发展研究

体育学选题

1.体育强国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2.新时代体育强省的创新发展研究

3.体育助力健康山东建设研究

4.齐鲁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创新研究

5.山东区域体育协调发展研究

6.人民群众多元化多层次体育需求研究

7.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体育发展研究

8.山东城市社区体育与居民生活质量研究

9.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10.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劳育的互动关系研究

11.山东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研究

12.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13.齐鲁体育文化影响力提升研究

14.齐鲁传统武术文化提升山东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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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山东体育品牌建设研究

教育学选题

1.山东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2.山东深化教育改革研究

3.家校社一体化视域下的学生价值观培育研究

4.新时代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5.山东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6.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研究

7.“双减”政策评估研究

8.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与实现路径研究

9.山东人口变化与教育发展研究

10.青少年网瘾干预研究

11.山东高等教育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研究

12.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就业研究

13.新时代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研究

14.基于基础教育发展需求的师范教育改革研究

15.中外家庭教育比较研究

16.学校劳动教育创新发展与实践研究

17.短视频热潮下学生思政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研究

交叉学科选题

1.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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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山东建筑遗产保护研究

26.电商直播营销话语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