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评审结果公示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学校名称

1 视听媒体舆情动态有关研究 曲茹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研究 戴秀丽 北京林业大学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对形式主义长效机制研究 王培 滨州学院

4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践研究 林泰 重庆工商大学

5 提升微空间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 帅建强 重庆科技学院

6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活方式构建研究 罗川 重庆邮电大学

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的重要论述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研究 王彦龙 东北师范大学

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好生活的重要论述研究 付海莲 东华理工大学

9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路径研究 黄华 广东财经大学

10 高校校史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石琳琳 广西师范大学

11 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挑战及应对研究 曾庆娣 广州中医药大学

12 老少边穷地区高职院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 杨通智 贵州工贸职业学院

13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与文化自信研究 刘维民 贵州中医药大学

14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 陈发祥 合肥工业大学

15 高校抵御宗教渗透问题研究 杨宏志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16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史研究 赵东喜 河南科技学院

17 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莫江平 湖南科技大学

18 马克思美好生活观及其启示研究 肖冬梅 湖南科技大学

19 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的中国国家安全实践研究 党东升 华东政法大学

20 “红色甲工”革命文化研究 吕晓芹 华南理工大学

2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研究 韩淑梅 华南农业大学

2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西对话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 陈巧玲 集美大学

2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与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研究 邓亦林 江西理工大学

2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 苗耀辉 辽宁大学

2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研究 孙景宇 南开大学

26 中国特色合宪性审查的逻辑机理与制度创新研究 吴延溢 南通大学

27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研究 张厚军 南通大学

28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曲慧敏 青岛科技大学

29 全媒体时代增强澳门青年国家认同感研究 牛凤燕 山东理工大学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学校名称

3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研究 王刚 陕西师范大学

31 “中国精神”引导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实践路径研究 陈兰芝 上海电机学院

32 基于《资本论》内在逻辑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石建水 上海电机学院

33 城市基层党建视域下上海高校党组织融合参与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顾荣 上海海关学院

34 新时代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研究 闫娟 上海理工大学

35 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张士引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36 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建构新途径——遗产旅游教育研究 汤宁滔 韶关学院

37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全球生态治理路径研究 张建英 苏州大学

3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责任担当的重要论述研究 崔永江 台州学院

39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好生活的重要论述研究 李磊 天津商业大学

40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及其经验研究 吴光会 西南大学

4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 邹绍清 西南大学

42 民族地区反贫困实践的现代化价值研究:以凉山彝区为例 浦仕勋 西南交通大学

4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研究 张晶晶 新乡医学院

4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研究 董晔 烟台大学

4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文明交流互鉴实践路径研究 付瑞红 燕山大学

46 发挥新乡贤作用参与社会治理研究 洪棋文 浙江传媒学院

47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研究 桑建泉 浙江大学

48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推进弱有所扶研究 韩世强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49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 章剑锋 浙江师范大学

50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百年传承及其基本经验研究 颜玫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历史观”研究 康建伟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