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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2023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指南》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五个更大”重要要求、

视察广西“4·27”重要讲话和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坚持以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为主攻方向，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推动广西哲学

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理论

支撑和智力支持。

《2023 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指南》用于指导

2023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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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列哲学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

哲学、宗教学）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意蕴研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

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论述研究

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论述研究

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研究

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研究

9.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沿问题研究

10.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11.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12.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

1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14.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研究

15.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重要史实和重大问题研究

16.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1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价值研究

18.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问题和前沿问题研究

19.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形态的思想研究

20.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1. 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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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发展历程与学

理阐释

23.
中国共产党党史上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的史料收集、整理与

研究

24. 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研究

2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

26.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27. 新时代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研究

28.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与经验研究

29.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研究

30. 以党建工作引领社区治理研究

31. 推动党建与业务“双融双促”的实践研究

32. 新时代党的干部制度研究

33. 广西机关党建研究

34. 广西企业党建研究

35. 加强和改进广西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36. 广西红色文化资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研究

37. 广西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的精神品质和时代价值研究

38. 广西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

39. 广西当代青年的价值选择及信仰塑造研究

40. 广西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契合性研究

41. 广西理论宣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42. 广西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研究

43. 广西贯彻落实“五个更大”重要要求的现实路径研究

44. 广西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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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广西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研究

46. 广西大中小学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模式理论与实践研究

47. 广西粮政史研究

48.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生态审美研究

49. 广西传统生态哲学思想研究

50. 桂林对外开放旅游的历程、经验及发展前景研究

51. 新时代广西特色文化的精神价值及培育机制研究

52. 新时代广西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性研究

53. 行动学习方式方法研究

54. 创新推进广西军民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55.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广西国防安全教育实践研究

56.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57. 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塑造研究

58.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哲学研究

59. 中国式现代化伦理学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研究

60. 王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研究

61. 生态文明建设与壮美广西的哲学研究

6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研究

63.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研究

64. 当代前沿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

65. 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研究

66. 新时代宗教中国化发展的方向、理论与实践研究

67. 健全宗教工作体制机制研究

68. 广西宗教领域新情况新问题研究

69. 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传承与社会和谐稳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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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民间宗教在广西发展的问题研究

71. 民间信仰与民俗传统关系研究

二、经济类（理论经济、应用经济、统计学）

1.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2. 平陆运河项目建设研究

3. 广西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研究

4. 加强广西高端智库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研究

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6. 制造业数字化和绿色化融合发展的机理和广西实现路径研究

7. 广西打造科技创新基金体系的思路与路径研究

8. 数字经济促进广西经济发展与转型研究

9. 广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

10.广西加快推进面向东盟金融开放门户建设研究

11.广西打造面向东盟国家级产业基地研究

12.广西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

13.广西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14.广西承接产业转移和吸引新兴产业布局研究

15. RCEP对广西经济发展的影响前沿问题研究

16.“生态银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交易体系构建研究

17.广西城乡融合发展问题研究

18.广西县域经济发展研究

19.广西向海经济发展研究

20.广西国储林建设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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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广西面向东盟林业产业国际化发展创新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22.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就业协同推进研究

23.
共同富裕视域下广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成效、问题及对策

研究

24.高质量打造广西农业区域性公共品牌研究

25.加快推进粤桂产业协作研究

26.广西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27.广西电子产业链供应链与东南亚南亚竞合关系研究

28.广西电子商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调查研究

29.广西林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30.广西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及科技创新支撑体系构建研究

31.广西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32.广西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培育研究

33.广西营商环境建设措施效果评估研究

34.广西对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产业转移研究

35.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税收制度创新研究

36.广西少数民族建筑艺术创新和推广研究

37.数字经济赋能中国—东盟产业链韧性提升的机制及路径研究

38.广西现代化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39.中国—东盟减贫合作的经验、挑战与前景研究

40.科技投入促进广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41.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区域碳减排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42.广西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对策研究

43.“双碳”目标下加快培育广西数据要素市场对策研究

44.提升广西丝绸品牌影响力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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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北部湾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和人才链合作对接的路

径研究

46.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群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研究

47.广西国有医药企业高质量建设医疗机构研究

48.平陆运河沿线经济带发展及优化布局研究

49.广西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50.广西文旅深度融合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51.高水平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研究

52.加快建设广西世界旅游目的地和文化旅游强区研究

53.广西传统产业加快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研究

54.广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研究

55.广西加快构建面向东盟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构建研究

56.广西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机制研究

57.广西农村相对贫困测度与治理研究

58.广西培育壮大龙头产业经济发展研究

59.广西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发展研究

60.基于统计监测分析视域下地方农村脱贫情况现状研究

61.东盟地区与中国经济关联度与融合度的量化分析研究

62.边疆民族地区重大疾病医疗服务能力建设研究

63.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绩效测度与评价研究

64.基于大数据的广西宏观经济监测、预测和预警研究

65.网络舆情信息挖掘方法与应用研究

66.广西营商环境评价方法与应用研究

67.广西民营企业生命周期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68.广西碳排放峰值预测与减排政策研究

69.广西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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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法类（政治学、法学、民族学、国际问题研究）

1.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2.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论述研究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

5. 广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研究

6. 新时代高校思政改革创新研究

7. 广西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

8. 新时代广西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9.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研究

10.广西加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研究

11.新时代健全人大监督制度研究

12.新时代群团组织建设研究

13.广西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研究

1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治理研究

15.领导干部能力的培育和评估体系研究

16.全面深化清廉广西建设研究

17.广西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研究

18.新时代广西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

19.民族地区乡村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

20.人工智能在广西公共法律服务的应用研究

21.健全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机制研究

22.数字化背景下广西版权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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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面向东盟的广西版权国际贸易体系及路径建构研究

24.新时代基层干部增强历史主动意识研究

25.留守儿童涉案法律制度研究

26.完善广西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研究

27.广西人力资源产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法治研究

28.广西乡村社会纠纷新动向新特征及多元防范化解机制研究

29.基层社会治理的地方立法研究

30.美丽广西建设中的土地资源利用法律制度研究

31.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地方立法优化问题研究

32.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我国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中的实践研究

33.新就业形态下劳动条件法律制度的构建研究

34.广西网络行政执法困境及能力提升研究

35.新时代网络法治教育与智库建设研究

36.地方网络立法的完善及与上位法的衔接研究

37.网络行政执法与司法双向衔接研究

38.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理论与实践研究

39.广西民生建设领域的法治保障问题研究

40.广西生物安全法治保障研究

41.广西优化营商环境法治研究

42.广西与东盟农业服务贸易研究

43.广西服务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研究

44.边海疆国家安全问题研究

45.东盟国别前沿问题研究

46.中国—东盟（广西）国际碳汇交易市场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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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提升面向东盟的广西民族文化软实力研究

48.广西与周边国家发展与安全合作机制研究

49.广西多民族聚居区民居建筑共铸文化共同体研究

50.南丹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设计策略研究

51.广西瑶族服饰传统纹样研究

52.广西非遗民俗节庆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53.广西传统民族纹饰资料挖掘、图像整理及数据库构建研究

54.广西民族古籍研究

55.广西民族史研究

56.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57.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

58.运用新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

59.广西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演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60.广西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61.广西风俗移易与乡村振兴研究

62.广西民族关系亲密融洽规律性价值研究

63.广西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64.广西各民族文化习俗交互影响研究

65.广西传统手工艺生产性保护研究

66.广西少数民族村寨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研究

67.基于民间外交的东盟国家人脉资源建设研究

68.深化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路径架构及其典范效应研究

69.广西与东盟交往交融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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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学类（社会学、人口学）

1. 广西乡村产业联农带农机制研究

2.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困境及路径研究

3. 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研究

4.
基于“医-护-社-康”四维联动的城区年轻脑卒中患者社会

工作服务研究

5. 广西籍高校毕业生返乡助力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研究

6.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产业化发展研究

7. 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研究

8. 建设宜居康寿广西的路径研究

9. 广西地名文化研究

10. 广西农村“双重留守”幼童生存状态研究

11.
广西家庭教育观念、家庭教育方式以及亲子关系的现状调查

及对策研究

12. 广西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制度机制研究

13. 广西城乡教育融合发展的现实问题与治理机制研究

14. 广西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研究

15. 三孩政策背景下广西生育支持体系构建研究

16. 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17. 优势视角下广西女性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研究

18. 广西青年就业问题研究

19. 广西水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与活化研究

20. 广西医务社工服务品牌探索与研究

21. 广西城市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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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广西农家书屋提质增效研究

23. 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培育路径和发展模式研究

24. 完善志愿服务制度与工作体系探索与研究

25. 广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服务体制转型发展研究

26. 广西县域城建与社会服务对人口变化影响研究

27. 失能老年人照护与家庭支持政策的优化研究

28. 广西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高质量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

29. 广西实施积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30. 当代青年婚姻家庭及生育观念研究

31. 广西跨境婚姻问题研究

32.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参与研究

33. 广西民族地区人口素质与教育事业发展问题研究

34. 广西人口转变进程及未来走向预判研究

35. 广西人才流失问题研究

五、历史考古类（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

1. 广西历史建筑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研究

2. 邕江流域古窑址保护传承调查与开发利用研究

3. 抗战时期广西的疫病防治与社会治理研究

4. 隋唐五代岭南官员石刻文献整理研究

5. 宋苏缄戍边思想及其对后世影响研究

6. 唐宋敦煌社邑问题研究

7.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与边界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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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广西民间历史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研究

9. 广西碑刻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

10. 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

11. 广西革命老区研究

12.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

1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研究

1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关系史料研究

15. 广西民族传统医药发展及其关系研究

16. 东南亚贸易格局演变研究

17. 东南亚国别史研究

18. 东南亚国家社会结构演变历史研究

19. 中国与东盟国家国际关系史研究

20.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西区域发展研究

21. 广西不可移动文物基础数据采集关键技术研究

22. 广西古人类的发现和研究

23. 广西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研究

24. 广西新石器时代各区域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

25. 广西花山岩画研究

26. 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发掘与研究

27. 广西重要考古遗址、墓葬及出土文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28. 考古资料所见边疆地区部族与中原王朝关系研究

29. 广西博物馆馆藏文化研究

30. 广西古代战争的考古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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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学新闻类（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

闻学与传播学）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2. 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研究

3.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研究

4. 广西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5. 广西红色文学研究

6. 广西民族文学研究

7. 广西网络文学研究

8. 广西民间口头文学研究

9. 少数民族影视文学研究

10. 广西当代文学研究

11. 广西籍作家群研究

12. 东南亚大学有关中国的课程设置研究

13. 广西古代戏曲创生发展研究

14. 古代经典典籍在新时代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15. 广西民族濒危典籍的抢救、整理与研究

16. 历代广西民族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

17. 广西地方志编撰工作研究

18. 中国生态批评的范式发展与理论体系建构研究

19. 外国文学思想史研究

20. 外国经典作家作品研究

21. 外国重要文学思潮研究

22. 外国重要文学理论家研究

23. 外国网络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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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国当代文学在周边国家的译介研究

25. 国外文学中的中国英雄人物研究

26. 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继承与创新发展研究

27. 域外汉语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28. 广西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研究

29. 广西方言研究

30. 广西普通话推广研究

31. 广西民族传统医药典籍外译研究

32. 广西外语人才教育研究

33. 广西二语习得理论创新研究

34. 人工智能的语言创新研究

35.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历史研究

36. 广西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建设研究

37. 广西边界地带壮语研究

38. 社会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建设研究

39. 出土文献整理与古文字传承研究

40. 广西口传语言中共同体意识与认同研究

41. 多方言对英语语音学习影响的调查与研究

42. 东盟来华留学生学术汉语写作能力研究

43. 南北朝诗文韵部研究

44. 面向东南亚的中华文化语料库研究

45. 人称系统的跨语言研究

46.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47. 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研究

48. 中国外宣媒体文本特征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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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新媒体语篇新闻标题的语言特点研究

50. 广西非遗美学影像传承研究

51. 广西传媒产业发展研究

52. 新媒体环境下广西传统文化转化与创新研究

53. 广西米粉符号建构与传播路径研究

54. 广西舆情监测、预警、风险评估与治理研究

55. 中国面向东盟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

56. 融媒体技术应用于农村现代化建设研究

57. 讲好广西故事树立广西形象对策研究

58. 中国影视作品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及影响研究

59. 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媒体外交研究

60. 广西融媒体数智与乡村治理研究

61. 广西电影创作生产研究

62. 出版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63. 广西民族节日文化跨境传播研究

64. 提升广西出版在东盟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

65. 微短视频的创作机制与营销策略研究

66. 新时代传媒监管体系构建研究

67. 科技传播服务乡村振兴创新路径研究

68. 健康中国建设与健康素养促进、健康传播研究

69. 广西影视人才培养途径研究

70. 广西提升边境外宣能力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71. 全媒体时代重特大突发事件和热点舆情新闻发布工作研究

72. 涉桂舆情动态监测及重大舆情复盘研究

73. 东盟涉华舆情收集整理与应对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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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理学类（管理学、图书馆·情报文献学）

1. 北部湾国际区域绿色物流发展研究

2. 公立医院对重大传染疾病医防融合研究

3. 人工智能在广西企业人力资源智慧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4. 广西医疗卫生体系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5. 公共部门编外人员有效管理研究

6. 广西深化产教科融合发展对企业创新的驱动机制研究

7. 中国式企业管理现代化研究

8. 广西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研究

9. 广西国有企业战略管理创新研究

10. 数字经济驱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模式研究

11. 基于品牌化路径的生态产品价值提升机制研究

12. 企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研究

13. 中国—东盟物流建设研究

14. 广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制度保障与发展路径研究

15. 社区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韧性治理研究

16.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创新及治理效率研究

17. 广西海洋资源战略研究

18. 广西自然灾害应急管理责任体系研究

19. 中国（广西）自贸区建设管理体系研究

20. 广西加快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研究

21. 广西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研究

22. 广西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调整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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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字化转型对广西上市公司碳绩效提升路径研究

24. 广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居民适应性研究

25.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城市一体化的困境与突破研究

26.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旅游者认同研究

27. 广西数字乡村发展评估与路径优化研究

28. 广西边境地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研究

29.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广西教育创新发展研究

30. 广西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研究

31. 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32. 情报态势感知技术及其应用研究

33. 突发事件快速响应研究

34. 智慧图书馆建设标准研究

35. 教育强国背景下中小学图书馆作用机制研究

36. 档案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37. 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实践策略研究

38. 互联网背景下广西民歌整理与开发研究

39.
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广西工程机械产业创新驱动升级路径

研究

40. 国家级“非遗”项目侗戏珍稀抄本整理与研究

八、文化艺体类（文化·艺术、体育学）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重要论述研究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3. 新时代广西精神文明建设研究

4.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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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媒体技术与广西民族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研究

6.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艺术审美的挖掘与传承研究

7. 广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研究

8. 广西民族优秀文化作品对外译介研究

9. 广西山歌宣讲的传承与发扬研究

10.广西传统文化人才培养研究

11.广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

12.中外民族音乐合作研究

13.广西民歌文化研究

14.广西民族特色舞蹈文化研究

15.广西民间传统年画研究

16.广西少数民族家风文化研究

17.广西傩文化研究

18.广西格木文化传承保护研究

19.漓江流域特色景观文化研究

20.广西水文化研究

21.广西侗族风雨桥文化研究

22.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究

23.广西环江毛南族文化艺术资源研究

24.广西稻作文化研究

25.广西苗族狮子戏研究

26.广西天琴文化研究

27.广西独玄琴文化研究

28.广西曲艺文化研究

29.广西木偶戏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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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广西筝乐文化研究

31.广西茶文化研究

32.广西乡土建筑文化研究

33.广西刘三姐文化艺术研究

34.广西民族文化资源绘本创作研究

35.广西古城镇体验式深度开发研究

36.广西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

37.广西建设体育强区研究

38.广西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校社协同治理研究

39.体育助力提升广西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研究

40.广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研究

41.广西竞技体育发展研究

42.广西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43.体育与美育相融共生研究

44.广西“文体旅”融合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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