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江苏省科协调研课题选题指南 

一、重大战略类课题 

1. 服务江苏重点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瞄准世界前沿科技领域和产业发展方向，聚焦我省重点发展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研究

产业转型升级及产业科技创新的重点、难点、疑点和盲点问题，分析如何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创新引领、产业提升、强企兴企等方面下功夫，不

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有效路径，加快建设江苏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 

2. 江苏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研究 

针对数字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正在塑造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变化，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研究数字科技发展前沿变化，预判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以省内调研为基础，精准刻画我省数

字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为江苏数字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数字治理机制提供战略思路；

聚焦数字经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热点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治理体系主导权、数据自由流动、

个人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提出数字经济治理策略建议。 

3. 长三角一体化机制创新研究 

主要围绕政府如何转变职能，在政策引导和氛围营造上下功夫，摈弃拼速度、急逐利

的行为，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发挥体制机制优势，把三省一市的创新企业整合起来在一些前

沿技术和卡脖子技术上实现突破;金融机构如何研究产业发展，发展产业金融、科技金融，

把金融支持渗透到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开发创新产品，支持科技创

新；产业界特别是企业如何立足科技创新、品牌打造、标准制定，着眼于增强国际竞争力；

大学和科研机构如何建立结构合理的科研人才队伍等方面展开研究，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

度融合，打造产业升级版和实体经济发展高地。 

4.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主要围绕生态安全监管、水土污染治理、湿地资源保护、土地资源红线划定等方面，

系统整合土地、矿产、森林、湿地、水、海洋等相关数据资料，总结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亟

需重视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解决之道，优选有关污染修复的实用技术，建立有机污染智能

监管体系，切实提升生态环境监控的全面性、及时性、精准性，以我省为例推动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的案例实践和制度完善，为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决

策支持。 



5. “十四五”科协事业发展战略研究 

集中梳理“十三五”科协事业发展成效、不足和经验，对“十四五”期间江苏科协事

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进行全面分析，研究科协事业发展的特征，对面临的机遇、挑

战、风险、困难做出综合判断，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和数模分析，立足江苏实际，提出“十

四五”时期江苏科协事业发展的总体战略、总体目标及实现路径。 

6. “十四五”科协组织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研究 

研究科协组织如何释放人才创新活力，动员凝聚科技工作者，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中精准发力的方法与途径；研究如何推进深化改革，强化学会治理结构和治

理体系建设，引导学会提升服务能力，积极承接政府职能，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中发挥作用，

提升服务水平；探索建设新型科技智库，打造第三方科技评估品牌，为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二、专题类研究 

7. 民营企业创新与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重点围绕民营企业创新制度环境、民营企业创新决定因素、民营企业创新影响高质量

发展的机制、如何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等方面，研究我省民营企业创新与江

苏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最终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有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8. 区块链技术与江苏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研究 

主要围绕深入研究区块链技术，分析区块链的技术发展趋势、专利布局、应用场景，

以及引发的商业重构和产业重构的逻辑，推动区块链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超前谋划发展布

局、深耕应用场景、夯实基础设施，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以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为支撑，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及政务服务相结合，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实体经济创新发展。 

9. 促进核心技术协同攻关机制研究 

重点研究如何紧扣我省重点发展的新型电力装备、工程机械、物联网等 13 个先进制

造业集群，围绕关键核心产品攻关清单，加强技术协同攻关，努力突破一批可能被“一剑封

喉”的关键点和“卡脖子”技术，全力破解制约产业升级的重大技术瓶颈问题，为提高产业

技术密度、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多做贡献。 

10. 乡村振兴背景下江苏特色农产品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通过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江苏特色农产品的产业融合态势的调研，分析不同乡村地

区的差异化资源禀赋和多元化发展需求，全面了解省内特色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现状、面临问

题、发展态势等，提出乡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策略路径，结合实际案例，强化发展路径的落

地与实操性，探索政府主导、村民集体主导和市场化运作等多种发展以及运营管理模式，针

对不同载体推选最优方案，提出江苏省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发展路径，为江苏更好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提供智力支持。 

11. 江苏自贸区建设的特色路径与对策研究 

重点围绕江苏自贸区建设主要任务和措施，对标国内外先进做法和经验，提出需求—

供给清单，加强制度创新的出台前调研、咨询与预判研究，不断增强制度创新的精准度和实

效性，对实施政策和制度进行过程跟踪，采用科学手段对制度进行绩效评价，按照类别开展

好投资贸易、创新驱动、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的制度清单和案例研究，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12. “十四五”科技智库发展规划研究 

借鉴国内外知名智库发展理论与实践，聚焦新时代科技智库的定位、职能和作用，围

绕我省“十四五”科技智库的发展目标、重大任务、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创新思路和制度

保障等内容展开研究，充分发挥科技社团以及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智库建设中的作用，为进一

步建立和完善江苏科技智库体系建设，构建江苏特色的科技智库发展之路提供支撑。 

13. 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机制研究 

重点研究如何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围绕企业创新需求，注重产学研一体化成效，针对

激励机制缺位、工作机制不完善、专业人才队伍缺乏等问题，建立有利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的体系和机制，完善成果转化法律法规，探索科技服务企业发展的新路径和科技成果转化与

创新创业相结合的新业态、新模式，合力推动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 

14.创新资源引进方式及优化配置研究 

重点围绕区域创新系统和创新资源组成要素的研究，针对创新资源总量不足、配置结

构不合理等问题，探讨如何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通过创新资源的跨区域流

动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构建科学合理的创新资源配置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用好国家级、

省级离岸创新创业基地，依托海外科技社团等组织渠道，灵活有效地引进海内外科技项目、

科技人才，最大限度使各类创新资源为我所用。 

15. 江苏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主要分析我省生物医药产业现状，找出生物医药产业及其发展存在的问题和瓶颈，为

生物医药行业的科技创新规划提供参考和依据。针对生物医药生产企业、医疗单位、科研实

验室有机三废资源深度净化治理难题，建立多相态污染物一体化综合治理智能化管控平台，

为有机污染物治理全过程绿色监管提供服务。 

16. 科技助力城市建设发展研究 

主要围绕加强城市宜居建设、城市有机更新实践探索与模式创新，从机场建设、都市

圈多层次轨道交通系统科学合理建设、都市圈市域快线建设实践、大数据背景下的城市交通

结构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办公建筑停车配建指标优化、重大基础设施安全状况与存在问题

等方面开展研究，为城市建设、交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