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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年度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 

（二十届三中全会专项）公开招标选题一览表 

序号 选题名称 研究任务目标 

24301 
“十五五”期间黑龙江省现代化大农

业发展思路研究 

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二十届三中全

会“切实搞好‘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工作”要求，重点研究“十五五”期间我

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主要任务、改革攻坚重点难点，加快建成农业强省的对策建

议。 

24302 
“十五五”期间黑龙江省制造业发展

重点研究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黑龙江省聚焦“4567”

现代产业体系，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打造“国之重器”夯实基建底座。落

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切实搞好‘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工作”要求，深入剖析黑

龙江省制造业发展状况，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深度挖掘可以形成新质生

产力的重点领域，为“十五五”期间促进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龙江实践。 

24303 
黑龙江省创新央地合作模式 推动高

水平合作发展研究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眼推动央地合作高质

量发展，深入分析龙江央地合作的基本情况、潜力优势、短板不足，从制度机制

角度，探索研究央地合作的类型模式，更好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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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选题名称 研究任务目标 

24304 
黑龙江省数字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机制与政策研究 

首先，识别当前黑龙江省生态产品在价值实现过程中遇到的核心问题，如市场接

入难度、信息透明度不足以及品牌价值未能充分挖掘等。其次，深入分析这些问

题背后的原因，尤其是在生态产品的生产、分销和营销环节中数字技术的运用不

足。再次，根据二十届三中全会推动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发展的精神，设计整合数

字技术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最后，提出具体政策建议，支持生态产品的数

字化转型。 

24305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黑龙江省

特色招商引资政策措施探索研究 

各地都高度重视招商引资这一加快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争相出台优惠政策，围

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决定提出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

予政策优惠行为等要求，如何既能有效吸引投资，又能做到符合法规制度和经济

秩序，提出有针对性的招商引资政策措施。 

24306 
黑龙江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

度融合的途径研究 

推动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是坚实支撑，数字经济是重要驱动力量。决定明确“健

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立保持制

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等一系列要求，

如何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实现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迫切

需要在体制机制建立、政策措施制定和发展路径选择上进行深度研究。 

24307 
黑龙江省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实现共同

富裕路径研究 

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以及“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

高质量为特色的生产力”要求，重点研究如何培育县域新质生产力，如何持续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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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选题名称 研究任务目标 

大县域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加快县域工业化进程，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何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24308 
黑龙江省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

研究 

党的二十大提出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视察期间要求发展新质

生产力，聚焦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认

真研究推动新领域新赛道发展的制度性机制，形成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市场、

要素、政策、人才、组织推进等制度机制，加快建立有利于新领域新赛道发展的

制度环境，更好地支持和推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 

24309 
黑龙江省落实国家教育科技人才一体

化战略的路径研究 

围绕二十届三中全会“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

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求，重点研究：1.如何优化教育体系，培

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2.如何强化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3.制

定更加开放、灵活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国内外高层次人才。4.推动教育、科技、

人才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建立产学研合作联盟，加强区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充分发挥本省优势和特色，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4310 黑龙江省城市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研究 

围绕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城

市发展方式”要求，重点研究：1.我省城市治理体制机制的现状。2.探讨我省城

市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与原则。3.改革的重点领域以及提升治理水平的具体

措施。4.改革的预期效果与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