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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镇 江 市 委 统 战 部 

镇 江 市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界 联 合 会 
 
 

镇社科字〔2021〕23 号 

 

 

关于申报 2021 年度市社科应用研究 

统一战线专项课题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

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精

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统战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

丰富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强化基础性、理论性、前瞻性

问题研究，推进我市统一战线工作，以统战理论研究的优秀成

果助力“镇江很有前途”跑进现实，自 2021 年起，市委统战部和

市社科联（院）联合设立社科应用研究统一战线专项课题。现

就今年社科应用研究统一战线专项课题申报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 2 — 

研究新发展阶段对统战工作带来的新变化、提出的新要求，科

学谋划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发展，推动破解统一战线领域重点

难点问题，形成一批问题导向鲜明、现实操作性强的统战理论

政策创新成果，为推进“镇江很有前途”加速跑进现实作出积极

贡献。 

二、申报条件 

2021 年度镇江市统一战线专项课题由市社科联、市委统战

部联合组织，主要面向在镇高校、党校以及从事统一战线实际

工作和研究的人员。 

课题申请人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独立组织开展研究工

作的能力，能作为课题实际主持者并担负实质性研究任务，课

题组其他成员须具有相应的研究能力并承担具体研究任务，申

请人所在单位需对研究工作积极支持，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 

市委统战部对结项课题择优向中央统战部、省委统战部推

荐，获得相应奖次的，分别予以适当资助。未结项课题阶段性

成果不得以立项课题名义公开发表，获资助课题使用权和所有

权归组织单位和课题组共同所有，在公开发表、出版或内部呈

送时，均应当在注明“2021 年度镇江市社科应用研究统一战线专

项课题研究成果”标注。 

三、注意事项 

1．课题申请人不得同时申请两个或两个以上课题。 

2．已经承担市社科联 2021 年度一般课题和其他专项课题

的负责人不得申报；承担过或者正在承担市级以上相同研究内



 

— 3 — 

容课题的不得申报。 

3．课题申请人要树立实践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着

眼于取得务实管用的成果，积极为提供决策参考依据和完善、

创新政策服务，在框架设计、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基本观点、

研究方法等方面，体现创新思想、独到见解。研究成果应确保

质量和学术水准，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有利于国家统一、经

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和社会稳定。 

4．课题完成时间根据实际需要，原则上为 2-3 个月（10 月

底前）。预期研究成果原则上应为研究报告（8000-12000 字）。

结项时，课题负责人应填写《结项鉴定报告书》，经所在单位审

核合格后，连同最终研究成果、不少于 800 字的内容摘要、查

重说明和电子文本报送市委统战部，并发指定电子邮箱，评审

合格后予以结项。 

四、申报方法 

1．课题申请人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填写《镇江市社科应

用研究课题（统一战线研究专项）申报表》（在镇江社科网站

http://skl.zhenjiang.cn“通知公告 ”栏、镇江市委统战部网站

http://www.zjtzb.cn/“公告公示”栏下载）。 

2．课题申请人所在单位对申请人资格及申报材料进行审

核，在《申报表》上签署审核意见，加盖单位公章。 

3．《申报表》一律采用 A4 纸打印，一式 3 份报送镇江市委

统战部，并发电子邮箱：zjtzbyjs@126.com。 

4．通过专家评审后立项的，向课题负责人发放《立项通知

mailto:zjtzbyj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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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五、申报时间 

自即日起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截止。 

六、通讯地址 

镇江市南徐大道 68 号 6 号楼 316 室，中共镇江市委统战部

研究室，邮编：212000。联系电话：（0511）84439487。   

 

附件：2021 年镇江市统一战线专项课题选题指南 

 

 

 

中共镇江市委统战部       镇江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1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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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镇江市统一战线专项课题选题指南 

 

 

1．新发展阶段统一战线工作新变化新趋势新布局研究 

2．统一战线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江苏实践/镇江实践）研究 

3．统一战线助推产业强市战略研究 

4．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问题研究 

5．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培育研究 

6．网络作家队伍建设与海外中华文化传播新载体研究 

7．社会治理视域下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统战工作研究 

8．高等院校党外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工作研究 

9．统一战线助推港澳台青年人心回归路径研究 

10．我国基层宗教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