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扬州市软科学研究课题指南

一、新质生产力领域研究

1、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扬州高质量发展研

究

2、统筹新旧动能转换、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研究

3、新兴产业（航空、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

信息技术等）、未来产业（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驱动

的扬州新质生产力培育路径研究

4、扬州市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研究

5、扬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

6、扬州市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及培训策略

研究

7、驱动的扬州新质生产力培育路径研究

二、扬州“613”产业体系发展研究

1、扬州 6 大产业集群（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新一

代信息技术、汽车及零部件、生命健康）发展研究

2、扬州 13 条新兴产业链（航空、工业母机及机器人、高

技术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电网、晶硅光伏、储能、氢能、高

性能合成材料、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

生物医药、新型食品）发展研究

3、扬州传统特色产业（建筑业、邗江毛绒玩具、服装鞋帽、

生态科技新城日化、高邮智慧照明、宝应教玩具等）转型升级

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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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扬州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数字

产业集群可行性研究

5、扬州市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政策支持研究

6、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与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研究

7、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8、扬州市低空产业经济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的研究

9、低空飞行气象观测网络与保障技术优化策略研究

10、光伏组件梯次回收与资源化利用检测技术的研究

11、高速公路建设标准化管理体系建设研究

12、扬州市高档数控机床产业链标准化提升工作的研究

13、人工智能驱动的医疗设备智能调配与资源协同平台研

究

14、双碳目标下扬州新能源产业集群生态圈构建路径研究

15、仪器仪表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及计量检测协同创新体

系研究

16、加快提升扬州新型电力装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路径研

究

三、实体经济、税源经济、区域经济领域研究

1、扬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2、扬州金融与产业互动发展的绩效评价研究

3、扬州交通和能源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4、扬州科技与金融结合机制和路径研究

5、扬州开发园区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

6、扬州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7、扬州外贸物流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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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扬州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

9、探索支持重点税源、培养后续税源、涵养潜在税源，为

企业增强造血功能的对策及建议

10、扬州市税源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研究

11、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扬州市税源经济的机遇与挑战研

究

12、税收优惠政策对扬州市新兴产业税源培育的影响研究

13、扬州市税源结构优化与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研究

14、扬州科技金融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效应研究

15、加速扬州平台经济、跨境电商发展的对策研究

16、落实宁镇扬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研究

17、高质量建设国家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研究

18、激发县域经济、镇域经济发展新动能研究

19、扬州中欧班列发展路径研究

四、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领域研究

1、关于我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促进文旅发展的对策研究

2、推进扬州“一城、两轴、三极”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构建

路径研究

3、扬州历史文化名城（整体风貌、重点街区）保护与强化

利用（投入经济元素）的研究与对策

4、探索扬州文旅商体农融合发展新路径研究

5、发展邮轮游艇、低空旅游、沉浸体验的文旅新业态研究

6、发挥扬州影视基地等作用，培育文旅新业态研究

7、推进扬州数字化文旅发展路径研究

8、智慧城市建设对扬州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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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提升世界美食之都品牌内涵研究

10、扬州特色非遗文化资源保护与活化利用研究

11、以扬州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研究

12、扬州“一山一策”保护利用研究

13、探索构建碳足迹管理、碳标识认证制度研究

14、大运河与老淮江 1 号公路历史文化价值挖掘及沿线整

体打造规划研究

15、关于加快推进扬州汽车客运站转型发展的研究

16、扬州古城更新项目地块历史文化要素价值评估机制研

究

17、数字孪生技术在扬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创新应用

研究

18、数字人文视角下扬州评话文化翻译研究

19、扬州文旅资源创新转化与设计赋能路径研究

五、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与企业友好型城市建设领域研究

1、扬州市营商环境特色品牌的构建与推广研究

2、扬州培育科技型上市企业路径研究

3、“信用扬州”建设中的失信修复机制与应用场景拓展研

究

4、失信行为信用修复机制与应用场景拓展研究——以信

用扬州建设为例

5、“免证扬州”推广中的电子证照应用与数据共享研究

6、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与“拿地即开工”模式优化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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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推动扬州民营企业在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更大作用对策

研究

8、推动扬州民营企业创新活力激发和能力提升对策研究

9、聚焦中小企业关键需求，提升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对

策研究

六、产业科创生态体系构建

1、扬州企业“卡脖子”技术现状分析与发展方向研究

2、扬州产业学院赋能地方特色主导产业创新发展现状与对

策研究

3、扬州在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创新发展中的路径研究

4、扬州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对策研究

5、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路径研

究

6、科技服务业企业发展的新路径研究（包括新落户科研机

构培育路径研究）

7、扬州科技产业综合体建设运营情况分析及对策建议

8、扬州科技型企业创新联合体建设研究

9、推进以企业技术中心为主体的企业创新能力建设研究

10、探索符合我市产业布局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的路径研

究

11、聚焦“613”产业体系，助推产业链主企业、重点企业

牵头建立重点实验室（共性关键技术平台）的研究

12、全链条视角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队伍（技术经理人）

建设机制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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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扬州省级以上园区与高校共建科创载体的模式与机制

研究

14、推进我市“双招双引”工作路线图的对策研究

15、扬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人才引培机制研

究

16、扬州现代制造业高技能人才需求与技工院校产教融合

路径研究

17、进一步强化联系服务扬州籍院士工作的研究

18、扬州融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的策略与路径研究

19、扬州深化国际科研合作的模式与机制研究

七、民生幸福工程领域研究

1、促进扬州高质量就业创业路径研究

2、推进我市社会保障网织密扎牢对策研究

3、扬州智慧康养产业发展现状与转型升级对策研究

4、扬州大健康产业科技战略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5、公共卫生安全和应急管理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现状与对策

研究

6、深化改革背景下公立医院医疗成本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7、探索扬州市社会急救体系建设助力院前急救高质量发展

研究

8、扬州市基层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研究

9、扬州市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规范体系构建及对策研究

10、大健康产业背景下，开展嵌入式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模

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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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医防融合模式下县域突发急性传染病处置能力体系建

设的研究

12、“体重管理年”对城市健康文化构建的影响与策略研究

13、基于价值感知的视角消费者对零碳食品的购买意愿与

影响因素研究

14、多维度视角下的中医药适宜技术应用现状与推广路径

研究

15、扬州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优化与完善研究

16、城乡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实施策略的研究

17、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研究

18、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研究

八、服务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1、扬州市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提升研究

2、扬州光伏农业产业发展状况调研及未来趋势研究

3、创新驱动扬州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型路径研究

4、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监管与长效管护机制研究

5、乡村产业综合效益提升与联农带农机制研究研究

6、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7、探索多元化模式，持续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8、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路径研究

9、农村智慧水利系统建设及实践思考研究

10、农村垃圾清运和环境保洁的模式研究

九、科协组织及学会平台建设

1、扬州科技智库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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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时代科普工作机制创新路径研究

3、发挥企业在科普工作中的作用对策研究

4、园区及乡镇科协组织建设与运行机制研究

5、市级学会在产业科创名城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创新机制研

究

6、高校科普资源及场馆助推“双减”工作的应用研究

7、科技工作者服务联络机制研究

8、科协组织服务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能力提升路径研

究

十、其他内容

围绕产业科创名城建设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扬州产业

升级中迫切需要研究的其他重大问题、“十四五”科协组织服务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研究、生态环境和社会民

生发展研究等自行选取具体方向申报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