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
闽委研 〔２０２５〕５号

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

关于组织省新型智库２０２５年

研究课题申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我省新型智库服务省委决策的质效,拟组

织专业研究力量申报省新型智库２０２５年重大重点研究课题.

一、申报条件

１具有专业研究基础和能力的研究专家.

２为避免一题多报和重复立项,研究内容已获得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省自然科学

基金、省社科基金项目的负责人以及课题组成员不能以内容

—１—



相同或相近选题来申报.

二、申报方向

１根据专业优势,从研究课题方向 (附件１)中选择一个

方向,并结合自身研究条件、专长,进一步细化选题 (在多个

方面具有优势研究能力的研究机构可酌情申报多个项目).

２在研究课题方向外自行选题的,需在申报表中提供

５００字以内必要性、可行性论证.

三、课题经费

立项课题支持经费参照往年同类省新型智库研究课题标

准,并根据课题研究分量和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四、课题结项

１课题认定:根据 «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　福建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入推进福建重点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

实施意见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的通知» (闽委办发 〔２０２０〕１２
号)精神,立项的重大和重点课题为省级重大和重点课题.

２结项条件:重大研究课题提交４万字总报告,并形

成２篇以上３０００字左右阶段性成果在 «智库专报»刊发,

或经评审认定达到研究预期.重点研究课题提交３万字总报

告,并形成１篇以上３０００字左右阶段性成果在 «智库专报»

刊发,或经评审认定达到研究预期.

３免鉴定结项条件:参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做法,

１篇课题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的,可免

评审鉴定并阶段性分批次办理结项,但仍须提交与立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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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最终成果报告.

４结项时间:２０２５年９月３０日.部分课题研究成果专

报根据省委决策需要提前报送、提前刊发.

５研究成果存在弄虚作假,与批准立项研究设计明显

不符,或以其他单位立项的课题成果来应付结项,首次评审

鉴定为不合格、经修改后二次评审鉴定仍不合格的,立项项

目将予以撤销,情节严重者进行通报,预留经费不予拨付,

已拨付未使用的项目经费通过原渠道退回.

五、报送要求

１申报截止日期为２０２５年３月３日.

２提供 «申报表»(附件２)５份、«评审意见表»(附件３)

１５份打印纸质版装订好并刻盘电子版,通过中国邮政EMS邮

寄至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８０号省委大院７５号楼２１４室.

附件:１福建省新型智库２０２５年研究课题选题方向

２福建省新型智库２０２５年研究课题申报表

３福建省新型智库２０２５年研究课题评审意见表

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

２０２５年２月１６日

(联系人:林欢,０５９１—８５０２１７３９,１３８０９５０８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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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福建省新型智库２０２５年研究课题选题方向

一、重大课题

重点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紧扣 “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

建宏伟蓝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

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１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方

面,重点聚焦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

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强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

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和机制、牢牢守住实体经济、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可进一步

细化研究 “十五五”时期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十五五”

时期关键产业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人工智能＋”

发展、中试创新服务平台体系建设、原始性引领性科技攻

关、高科技企业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梯度培育和全球全国

重点科技热点跟踪等.

２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上奋勇争先方面,

重点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创新发展 “晋江经验”、

充分激发全社会投资创业活力、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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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战略、主动对接区域重大战略、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 “一

带一路”、建设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可进一步细化研

究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优化、数据要素市

场化改革、用好 “全球南方”国家市场蕴藏潜力、拓展外贸

外资增长新空间、打好福建 “侨牌”优势、民间资本对外投

资重点国别行业、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服务供

给、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等.

３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上作出示范方

面,重点聚焦健全深化山海协作机制、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强化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壮大

县域经济、加快老区苏区振兴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做大

做强海洋经济、加强自然灾害防范等,可进一步细化研究健

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福建特色的共同富裕路径、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海洋能资源开发

利用、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构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产业和科创飞地建设、城市更新推进等.

４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久久为功方

面,重点聚焦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广泛凝

聚侨心等,可进一步细化研究打造祖地文化品牌体系、发展

福建文化旅游支柱产业、守护好利用好世界文化遗产、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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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等民间技艺保护传承、考古资源文旅融合、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建设等.

二、重点课题方向参考

１我省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经济工作建议研究

２发展壮大我省县域经济研究

３培育壮大我省县域重点产业链研究

４推动我省共同富裕集成式改革创新研究

５我省设区市高质量发展研究

６我省加强同大型国企合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研究

７我省与邻省边界地区合作发展和治理研究

８我省十亿强镇亿元强村发展能级提升研究

９我省重大生产资源供应链安全与战略储备研究

１０我省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研究

１１我省与大院大所大企大平台协作机制研究

１２我省科学城深化发展研究

１３引进国内外科技成果到福建孵化转化研究

１４我省提升跨江跨海通道建设研究

１５我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研究

１６加强我省重点领域重点流域重点海域环境综合治理

研究

１７我省农村环境建设提升研究

１８促进闽非合作提能升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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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提升我省绿色贸易占比研究

２０我省全域推进建设 “无废城市”研究

２１林则徐遗迹保护和活化利用研究

２２我省特色年俗传承发展研究

２３我省邮轮、游船、游艇消费新增长点培育研究

２４我省新型融合消费业态培育发展研究

２５我省加强国内国际品牌赛事引育研究

２６我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研究

２７我省高等教育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２８改善我省医院布局促进医疗高质量发展研究

２９深化拓展新时代机关效能建设研究

３０社会热点问题特征动向与应对措施研究

３１我省基层联合党委建设研究

３２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研究

３３基层、企业相关舆情应对引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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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福建省新型智库２０２５年研究课题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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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福建省新型智库２０２５年研究课题评审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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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秘书处 ２０２５年２月１７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