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专项课题指南

*1. 党的二十大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研究

*2. 党的二十大主题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意蕴研究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及其里程碑意义研究

*4.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研究

*5.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历史责任研究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内在机理研究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

论体系研究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贡献研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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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内在

契合性研究

*11.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研究

*12. 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研究

*13.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

务研究



*14.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研究

*15.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究

*16. 以文化自信自强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

量研究

*1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研究

*18. 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大党独有难题研究

*19. 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研究

*20. 发扬斗争精神应对风险挑战研究

21. “三个务必”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研究

22. 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研究

23. 中国共产党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研

究

24.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研究

25.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世界贡献研究

26. 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的历史特点和战略特征研究

27. 2035 年和本世纪中叶发展目标研究

28. 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研究

29.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

30.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研究



31. 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研究

3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研究

33.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研究

34.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研究

35. 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研究

36. 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全局观研究

37. 走首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研究

38. 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研究

39.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研究

40. 建设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研究

41.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

42. 北京打造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研究

43. 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研究

44. 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研究

45. 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研究

46.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研究

47. 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研究

48.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研究

49.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

5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51. 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研究

52. 提升首都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研究



53. 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

作体系研究

54.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研究

55. 以全媒体传播体系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研究

56. 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研究

57. 繁荣文化文艺创作生产研究

58.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研究

59. 增强大国首都文化软实力研究

60.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

系研究

61.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研究

62.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研究

63.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研究

64.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研究

65.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研究

66. 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研究

67.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研究

68. 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研究

69. 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研究

70.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研究

71. 深化海峡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研究



72.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研究

73.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

74.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研究

75.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研究

76.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研究

77. 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研究

78. 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研究

79. 坚持走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研究

80. “五个必由之路”规律性认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