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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招标公告

经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部务会批准，2021 年度南京市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面向全市公开招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围绕中央和省、市委重

大决策部署，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深入研究阐释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着力推出有理论说服力、有实践指

导意义、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成果，以“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

前列”的首位担当，为高质量建设“强富美高”新南京、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提供智力支持。

二、项目类别和资助额度

本次招标项目包括专项项目、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青

年）项目，每个研究方向原则上确立 1项中标项目。

1、专项项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结合南京实际开展研究。

选题方向 4个，每项资助研究经费 8万元。

2、重大项目。侧重南京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研究。选题方向

3个，每项资助研究经费 15万元。

3、重点项目。侧重南京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亟需解决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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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问题研究，研究成果立足转化应用，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

选题方向 4个，每项资助研究经费 8万元。

4、一般（青年）项目。兼顾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

应用对策研究类项目的成果要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基础理论研究

类项目的成果要有深度、有新意。选题方向 22个，每项资助研究

经费 5万元。

三、申报要求

1、本次招标有 33个选题方向，不受理自选选题，但申请人可

以根据选题方向微调具体申报题目，课题名称的表述应科学、严谨、

规范、简明，一般不加副标题。

2、申请人在“南京市社科基金和新型智库管理平台”进行申

报（网址： http://njskpt.025nj.com/），申报系统使用方法详见《南

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使用手册》。申报时间为公布之日

起至 6月 28日 24时，单位审核截至 2021年 7月 1日 18时，逾期

申报平台自动关闭。

3、申请人在线注册后，下载《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书》（以下简称《申请书》）《设计论证（活页）》模板，离线填

写内容保存后上传至系统，完成申报后提交审核。审核通过后，申

请人即可以打印《申请书》《设计论证（活页）》。

4、申请人要按照《申请书》的要求如实填写申请材料，并保

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在填写《设计论证（活页）》时不得出现申

请人姓名和所在单位等直接或间接透露申报者信息的资料，否则不

http://skghb.025n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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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评审。凡在申请中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并查实后，取消 3年申

报资格；如获准立项即作撤项处理并通报相关单位。

5、各单位组织和指导申请者进行申报，并对申报材料认真审

核，提出审核意见并盖章后，须于 2021年 7月 7日前统一报送至

玄武区成贤街 43号 1号楼 406室，邮政编码：210018，逾期不予

受理，不受理个人申报。报送材料包括：（1）《申请书》及《设

计论证（活页）》纸质版一式三份（含 1份原件）。（2）投标材

料汇总表纸质版和电子版，电子版发送至 njskky@126.com。

6、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申请人不具备申报条件

的；选题不符合《选题方向》；项目论证简单草率，填写内容有明

显缺项；无相关前期研究成果或前期研究成果与所申报项目无关；

申请书填写内容不实、弄虚作假，或相关成果存在署名等知识产权

争议等。

具体的申报条件、研究时限和成果要求等，详见《南京市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联系人：朱老师，联系电话：83610178。
附件：选题方向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

2021年 5月 28日

mailto:njskk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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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选题方向

专项项目：

1、南京各个历史时期革命遗址、革命文物和教育基地保护和利用

研究

2、中共南京地下党员户籍档案整理研究

3、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本经验对南京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4、南京开展“四史”教育的路径研究

重大项目：

1、南京支撑长三角科创圈建设路径研究

2、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路径研究

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南京增长点研究

重点项目：

1、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建设研究

2、南京市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实践路径研究

3、宁杭生态经济带溧水先行示范作用发挥路径研究

4、特大城市智慧治理路径研究

一般（青年）项目：

1、特大城市郊区新城发展研究——以南京为例

2、南京都市圈协同创新发展机制研究

3、南京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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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发展格局下南京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5、南京市主城区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6、南京加快推动区块链赋能科创金融发展对策研究

7、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南京的实践研究

8、培养新时代大学生家国情怀的路径与方法研究

9、南京地区高校与属地意识形态工作联动机制研究

10、南京理论宣讲的实践探索与创新路径研究

11、南京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研究

12、南京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治理策略研究

13、南京乡村振兴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14、南京红色文化资源挖掘和革命精神弘扬研究

15、南京市打造全国一流数字文化名城对策研究

16、以文旅融合的短视频传播推动长江旅游带繁荣发展研究

17、南京传承与弘扬长江文化的创新机制研究

18、理论宣讲节目《思想的力量》大众化创新路径研究

19、新国际格局下以南京为试点的中国国际志愿服务发展研究

20、南京大屠杀档案文献收集整理与利用研究

21、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服务南京经济发展研究

22、南京青少年道德认同的现状与培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