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首席专家 责任单位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研究 吴家庆 湘潭大学

2 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研究 王浦劬 北京大学

3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研究 赵凌云 华中师范大学

4 以改革开放作为重要法宝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韩振峰 北京交通大学

5 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复杂环境和风险挑战研究 钟开斌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6 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与协同推进其他各领域改革研究 王廷惠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7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涵、标准体系和实践路径研究 宋宪萍 北京理工大学

8 “两个毫不动摇”与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研究 张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9 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重要理论问题研究 张红 武汉大学

10 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机制创新与实现路径研究 徐莉萍 中山大学

11 推动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的体制机制研究 温军 西安交通大学

12 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研究 潘越 厦门大学

13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严若森 武汉大学

14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研究 李帮喜 清华大学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立项名单



15 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效应评估与政策优化研究 马草原 西安交通大学

16 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研究 戴魁早 湖南科技大学

17 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的运行机理与完善路径研究 毛中根 西南财经大学

18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的法治保障研究 冉克平 武汉大学

19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研究 王蕴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20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研究 余东华 山东大学

21 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问题研究 张占斌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22 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理论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 蒋为 西南财经大学

23 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理论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 李海舰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24 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与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问题研究 宋亚辉 南京大学

25 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 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四位一体的制度构建研究 张素华 武汉大学

26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提升机制与路径研究 蒋传海 华东理工大学

27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 许正中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28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 梅红 西安交通大学

29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提升的理论建构和管理创新研究 常旭华 同济大学

30 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邬志辉 东北师范大学



31 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研究 樊霞 华南理工大学

32 数字经济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 龚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33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运行机制、激励保障研究 张璐 内蒙古工业大学

34 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研究 潘云涛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35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刘冲 上海财经大学

36 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导向作用研究 陈升 重庆大学

37 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的重要意义、难点问题和机制创新研究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38 健全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研究 马蔡琛 南开大学

39 健全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的理论和政策创新研究 汪昊 中央财经大学

40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理论建构、历史经验和协调机制研究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41 政府债务管理的长效机制和风险防范研究 缪小林 云南财经大学

42 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与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 林建浩 中山大学

43 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的金融机构治理和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余明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44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意义、发展路径和制度举措研究 王博 南开大学

45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意义、发展路径和制度举措研究 莫万贵 中国人民银行

46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框架与实现路径研究 孙圣民 中国人民大学



47 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机制研究 彭翀 华中科技大学

48 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机制研究 陈明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49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困境与解决思路研究 张吉鹏 山东大学

50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困境与解决思路研究 吴业苗 南京师范大学

51 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的理论内涵、实践路径和机制保障研究 陈文 深圳大学

52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高鸣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53 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研究 林万龙 中国农业大学

54 健全脱贫攻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的长效管理机制研究 任金政 中国农业大学

55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和政策优化研究 胡向东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56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式与途径研究 邱斌 东南大学

57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式与途径研究 胡翠 中央财经大学

58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综合研究 黄玖立 南开大学

59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理论建构与风险治理研究 周茂 西南财经大学

60 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保障研究 杨汝岱 北京大学

61 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与制度创新研究 葛顺奇 南开大学

62 自由贸易试验区首创性、集成式探索的理论创新和发展路径 符正平 中山大学



63 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研究 张辉 北京大学

64 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理论深化 与实践创新研究 宋雄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65 新时代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肖存良 复旦大学

66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制保障研究 周洪波 西南民族大学

67 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和标准跨区域衔接研究 熊樟林 东南大学

68 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和法治实施体系建设研究 黄进 武汉大学

69 构建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的文化体制机制研究 高宏存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70 健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文化体制机制研究 徐家林 同济大学

71 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研究 张志安 复旦大学

72 推进文明乡风建设的时代使命和实施路径研究 王维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73 推进文明乡风建设的时代使命和实施路径研究 刘建荣 湖南师范大学

74 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构建与实践创新研究 陈继红 南京大学

75 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研究 曾令辉 南宁师范大学

76 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研究 姜照君 上海交通大学

77 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创新研究 聂伟 上海戏剧学院

78 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及业态创新研究 向勇 北京大学



79 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的实现路径和政策支持研究 高丙中 北京师范大学

80 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的实现路径和政策支持研究 王玉珏 武汉大学

81 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与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 李欣 浙江传媒学院

82 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与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 殷琦 厦门大学

83 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研究 陈刚 华南理工大学

84 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研究 郭小安 重庆大学

85 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和管理机制研究 张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86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现路径研究 陈振明 厦门大学

87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论建构和制度优化研究 鲁元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88 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研究 赵忠 中国人民大学

89 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制度供给研究 封进 复旦大学

90 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的政策创新研究 梁万年 清华大学

91 生育友好型社会背景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研究 黄炜 北京大学

92 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机制研究 刘晓婷 浙江大学

93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毛显强 北京师范大学

94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徐盈之 东南大学



95 生态环境法典化的中国实践和理论创新研究 吕忠梅 中国政法大学

96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制度设计研究 张炳 南京财经大学

97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研究 张成 南京财经大学

98 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意义与政策优化研究 宋枫 中国人民大学

99 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研究 张强 北京师范大学

100 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研究 尹德挺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101 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理论体系与制度保障研究 肖永平 武汉大学

102 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理论体系与制度保障研究 戚凯 山东大学

103 中国共产党创新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深刻内涵与体制机制研究 吴阳松 广州大学

104 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研究 郑琦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105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特点、规律及防治策略研究 倪星 中国人民大学

106 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的理论创新和机制建设研究 颜杰峰 南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