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转发《关于开展 2021 年度

山西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现将《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山西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申

报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按照通知要求，积极组织申报。

各校请于 2021 年 5月 15 日前，将申报课题报送至山西省

法学会邮箱 sxsfxh@sina.com，同时抄送 zgc@sxedc.com，邮

件命名为：申请人+学科+课题名称。

山西省法学会联系人：王馨雁，联系电话：0351-5228830。

附件：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山西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申

报工作的通知

山西省教育厅

2021 年 4 月 14日



山西省法学会 

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山西省法学会 

法学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吝市法学会、各所属研究会、各有关单位： 

根据《山西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的规定， 

2021 年度山西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申报公告已发布。请

各市法学会、各所属研究会及有关单位按照公告要求积极组

织课题申报，并对课题的申报工作进行指导和支持。现将课

题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题申请和立项原则 

立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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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省委政法工作会议精

神，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工作大局，以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山西、法治山西，为我省转型出雏形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为切入

点，进一步推进法学理论创新和法治实践创新，为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理论支持。 

二、申报课题类型、研究内容及资助经费 

（申报课题分类：2021 年度山西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

题分为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 

（课题研究内容：申报课题的题目从《2021 年度山西

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申报指南》中选定。 

（课题资助经费：重点课题每项资助经费 8000 元，一

般课题每项资助经费 5000 元。课题按期结项后，拨付经费到

单位账户。 

三、申请条件 

（申请人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良好的政治

素养和较强的法学研究能力，对申请课题具有一定的研究基

础，并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任务。 

（申请重点课题，申请人原则上须具有副高以上职称

或法律实务部门副处级以上职务；申请一般课题，申请人原则

上须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法律实务部门副处级以上职务。 

（申请人作为主持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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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期限 

自立项之日起一年内完成。申请人自行填写完成时间为

一年以上的，按不合格申请处理。 

五、申请注意事项 

（申请者应遵守《山西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管理办

法》及相关规定。 

（申请人应如实填写申请材料，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

争议。在申请中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并查实后，取消申报资

格，如获准立项则撤销立项。 

（不得以已发表或出版的内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申

报课题。 

六、申请办法 

（课题申请人下载并填写《2021 年度山西省法学会法

学研究课题申请书》和《内容评审活页》，以 Word 文档的形式

发至 sxsfxh@sina. corn，邮件名称为：申请人十学科十课题名

称。只需邮件发送电子版申请书，无需寄纸质版。 

（课题申请人仔细阅读申请书中的填表说明，按照 

((2021 年度山西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指南》和《山西省法学

会法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的要求，填写《2021 年度山西省法

学会法学研究课题申请书》和《内容评审活页》。 

（请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积极组织动员申报，对课题

申报工作进行指导。我会将在课题立项公告后，及时通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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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持人所在单位的科研管理部门。 

（为了方便申请人申报，申请时暂不需要所在单位、所

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盖章。经评审确定立项后，由立项

课题的申请人按照我会的要求，提供资格证明和所在单位及

科研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本年度课题申报截至 2021 年 5 月 15 日。 

联系人：王馨雁 

联系电话：0351-5228830 

Email:sxsfxh@sina.  corn 

附件：（请登录山西省法学会网站 

http : //www. shanxilawsociety. org. cn/) 

1、2021 年度山西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申报指南 

2、山西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 

3、2021 年度山西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申请书 

4、内容评审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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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山西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 

申报指南 

重点课题（共 7 个） 

1、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研究 

2、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百年历史与实践 

3、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法律保障研究 

4、民法典实施问题研究 

5、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研究 

6、山西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三零”单位创建 

理论与实践研究） 

7、山西转型发展综合性法规创制研究 

一般课题（共 17 个） 

1、碳达峰、碳中和山西行动法治保障研究 

2、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法治乡村建设问题研究 

3、基层法治社会示范创建研究 

4、公益诉讼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探讨 

5、政法机关助力“六最”营商环境法律问题研究 

6、民营企业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界限司法认定研究 

7、内陆地区企业涉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8、“一带一路”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问题研究 



9、企业合规管理及法律风险防控问题研究 

10、山西产融合作金融法治保障研究 

11、经济转型背景下山西知识产权创新研究 

12、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司法适用 

13、民开ii 交叉问题研究 

14、城乡社会风险评估体系建设及其预防策略研究 

15、统筹城乡发展中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立法改革思路研究 

16、互联网平台治理与数据市场法律规制研究 

17、山西传统法治文化研究 

报送：中国法学会，省委政法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社科联。 

主送：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有关部门。 

山西省法学会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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