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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 

2020 年度研究课题及研究要点 

 

1. 国内大循环的突出堵点和应对举措研究。从畅通国内大循环、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角度出发，深入梳理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

的突出堵点，分析堵点存在的原因及深层次原因，提出打通堵点的

总体思路、实施路径和重大举措。 

2.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际国内产业链协同发展研究。分析外

部环境变化对国际国内产业链演进的影响，围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构建，针对我国产业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通过提升产业基础

能力、促进内外产业链协同发展，提高我国产业链竞争力和现代化

水平的具体战略路径与举措。 

3. “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内涵与发展趋势研究。借鉴

国际标准和国内实践，研究界定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概念内涵

和业态范畴，分析测算未来一段时期发展趋势，提出促进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加快发展的政策建议。 

4. 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及探索数据产权保护和利用新机制研

究。系统梳理现有地方数据市场实践经验，研究数据要素市场基础

设施体系和市场规则体系，探索数据产权保护和利用的新型体制机

制，围绕数据共享开放、价值管理、交易服务等方面提出加速数据

流通、实现数据增值的具体路径，以及通过数据要素资源配置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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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政策建议。 

5. 新型研发机构的组织机制和配套政策研究。梳理目前我国新

型研发机构现状、运作情况、体制机制创新，分析存在问题及深层

次体制机制约束因素，探讨运行组织机制，从人才使用、资金补助

方式、项目遴选和评价、绩效考核等方面提出更深程度破除体制机

制障碍、激发新型研发机构活力的政策建议。 

6. 新型研究型大学体制机制创新研究。梳理当前我国新型研究

型大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各种制约因素，结合未来我国

创新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从系统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管理体制

综合改革角度出发，提出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总体思路和投资方

式、组织模式、运行机制等重大改革举措。 

7. “十四五”时期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研究。梳理当前我国中

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现状、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对中小企业

提升创新能力的典型案例剖析分析，提出“十四五”时期提升中小企

业创新能力的主要路径和政策建议。 

8. 主要发达国家海外人才引进战略与政策研究。梳理总结英国、

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引进国际人才

的政策措施，提炼主要经验做法，结合我国发展现状和需要，剖析

我国在海外人才引进上的短板弱项，提出“十四五”时期引进利用海

外人才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及重大政策建议。 

9. 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人才环境条件研究。以粤港

澳大湾区人才引进利用为切入点，分析国际人才在出入境、就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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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研、生活等方面存在的困难与政策诉求，剖析深层次的体制

机制障碍，提出在粤港澳大湾区人才环境优化方面可以先行先试并

在全国逐步推广的突破性举措。 

10.“十四五”时期石化产业优化布局研究。分析我国石化产业结

构现状，系统梳理“十三五”期间石化产业发展和布局，综合运用定

量和定性方法研究总结石化产业空间布局特征，总结典型国家或地

区石化产业优化布局的经验借鉴，提出“十四五”时期石化产业结构

及空间布局优化的建议。 

11.“十四五”时期房地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与政策举措研究。总结

评估当前房地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研究提出“十四五”时期健全住房供给体系、推

动房地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总体思路、

方向路径和政策建议。 

12.近期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演化趋势及我国应对举措研究。深入

分析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及潜在威胁，研判当前和未来一段

时期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及发展趋势变化，分析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趋

势对我国金融领域开放发展影响，提出加大金融开放背景下防范金

融风险的重大举措。 

13.“十四五”时期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和实施路

径研究。研判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新形势，围绕当前国际形势变化

和我国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新要求，结合我国金融领域改革开放进程，

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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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 

14.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研究。研判我国

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趋势，分析我国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的现状和短

板，论证老龄事业和产业的差异性、关联性和协同发展的重要性，

从兜底线、保基本、促普惠、多层次等角度着眼，从制度保障、要

素供给、平台建设、机制创新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15.我国资源环境的人口承载力研究。评估我国资源能源和生态

环境现状，研判人口增长、生产方式转变、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对

资源环境的影响，测算不同情境下未来我国资源供需情况、生态环

境发展趋势，研究论证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人口承载能力。 

16.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研究。研判未来资源密集型产业和相关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趋势，预测未来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需求状况，

分析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供需的现状、未来形势和存在问题，提出

下一步提升供给保障能力的重大政策建议。 

17.基本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目标研究。立足到 2035 年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结合发达经济体相近发展阶段城镇

化的阶段特征分析，研究提出我国到 2035 年基本实现新型城镇化

的内涵、总体目标及各主要领域目标。 

18.到 2035 年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研究。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借鉴发达国家城镇化历程，

研究判断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分析测算 2035 年我国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等重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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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到 2035 年城乡融合发展趋势研究。从经济增长、人口分布、

产业发展等多角度，研究判断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分析测算

2035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

之比、户均耕地面积等重要数据。 

20.农业转移人口典型特征研究。分析判断当前及“十四五”时期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规模、结构、分布、特征，梳理农业转移人口

在城市工作生活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需求，研究提出“十四五”时期高

质量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思路、路径和重大政策举措。 

21.超大特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研究。立足城市发展规律，结合理

论研究，开展国内外实践经验梳理，分类提出在我国国情下科学合

理的城市人口和空间规模、人口密度、开发强度区间以及主要城市

的核心功能，剖析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发展方式的突出问

题，研究提出通过经济、规划、法律等手段分类引导城市形成合理

规模、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建议。 

22.“十四五”时期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的城市城区常住人口统

计研究。研究界定城市城区和常住人口的概念内涵，基于手机信令

大数据建立城市城区常住人口统计分析模型，通过聚合、外推等大

数据技术手段，逐一统计测算全国 684 个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数据。 

23.“十四五”时期基于位置服务大数据的城市城区常住人口统

计研究。研究界定城市城区和常住人口的概念内涵，基于位置服务

大数据建立人口统计分析模型，通过聚合、外推等大数据技术手段，

逐一统计测算全国 684 个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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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十四五”时期基于地理信息大数据的城市城区国土开发强

度测算研究。运用地理信息大数据技术手段，研究界定 684 个城市

的市域面积、城区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逐一测算全国 684 个城市

的城区国土开发强度。 

25.“十四五”时期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的城市规模结构优化研

究。以全国 684 个城市城区常住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我国城

市数量和规模结构的现状与问题，立足我国国情和城镇化发展趋势，

结合发达国家城市体系结构，提出优化我国城市规模结构的总体思

路和方向路径。 

26.“十四五”时期城市防洪排涝方向路径与政策举措研究。参考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着力解决城市内涝问题，研究健全城市防洪排

涝体系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提出完善城市排水设施、

科学建设海绵城市的政策建议。 

27.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社区建设治理的趋势和对策研究。总

结中国城市社区规划和发展的历程和建设现状的主要问题，结合国

内外社区建设治理的实践研究，以城市体检、完整社区建设、责任

规划师制度建设为切入点，从社区规划角度研究提出“十四五”时期

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