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5 年上海青年工作研究课题选题指南

1.“两个结合”视域下共青团培育时代新人研究

共青团立足“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要精准把握时代新人成长规律与价值需

求，更要顺应青年思想动态变化与社会发展新趋势，不断创新培养理念、

优化培养模式，构建契合时代需求的共青团育人体系。

2.智媒时代提升青年思想政治引领针对性和有效性研究

智媒时代的信息传播格局将深刻影响青年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观念，提

升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需要主动顺应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新技术发展趋势，创新话语表达与传播载体，探索契合智媒时代特点和

青年特征的思想政治引领新范式。

3.共青团组织动员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争当排头兵、生力军研

究

共青团组织动员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争当排头兵、生力军，要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乡

村振兴、社会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构建新时代青年建功立业的实践路

径与创新方案，助力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

的同频共振。

4.党的青年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路径方法研究



青年统战工作事关凝聚青年人心和力量，构建青年统战工作方法体系

和行动路径，不仅要善于把握青年群体的结构特征，更要适应社会发展和

科技进步新趋向，不断探索青年统战工作新模式。

5.青少年生存状态与服务青年高质量发展研究

当前青少年的生存状态呈现复杂态势，深刻影响着青年群体的长远发

展，需要聚焦就业、婚育、居住、身心健康、未成年人保护等青少年急难

愁盼问题，分析不同青少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探索构建多元的青少年发

展支持机制，为青少年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和实践路径。

6.“城市年轻力”指数建构及主要城市比较研究

“城市年轻力”是衡量城市发展潜力与吸引力的关键指标，建构“城

市年轻力”指数并开展主要城市比较研究，需要构建科学量化的评估模型，

通过跨城市的深度比较分析，揭示不同城市在吸引青年、激发青年活力方

面的优势与不足，为城市优化发展战略、提升青年友好度、增强可持续发

展能力提供数据支撑与实践指引。

7.深化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和实践创新研究

党建带团建是党领导共青团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结合数字化

转型、社会治理创新等场景，探索新时代背景下深化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

的优化路径与创新实践模式，为提升新时代共青团建设成效和改革提供理

论支撑和实践样本。

8.面向新兴领域青年扩大团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研究

研究面向新兴领域青年扩大团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要精准把握其

从业特点、思想动态与成长需求，探索适应新兴领域青年特点的团建新模



式，着力破解组织覆盖空白点和工作覆盖薄弱环节，为新时代共青团改革

攻坚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方案。

9.深化共青团青年工作品牌及典型案例研究

青年工作品牌是共青团组织引领凝聚服务青年的重要载体。深化典型

案例研究，既要分析具有示范效应的品牌项目的运作模式、实施成效及社

会反响，也要立足时代发展需求，探索品牌创新升级路径，挖掘案例背后

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各级团组织提升工作效能、打造具有时代特

色的共青团工作品牌提供指导。

10.新质生产力赋能青年工作创新研究

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为青年工作带来新的机

遇与挑战，需要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青年工作创新体系，探索共青团组织

运用新技术、新平台、新方法提升引领服务青年效能的工作机制，将新质

生产力融入青年工作的具体路径，推动青年工作智能化转型。

11.“十五五”期间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及行为趋势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及国际环境变化，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趋势

将呈现新特点，需前瞻性地预判未来五年社会变革对其产生的影响，为“十

五五”期间青年发展政策制定和思想政治创新引领提供参考。

12.青少年消费行为与观念研究

青少年的消费行为与观念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研究青少年消费行

为与观念，既需要系统考察新时代青少年消费行为特征，挖掘背后的价值

取向与心理动因，也需要探究提振青年消费活力的内在机制，探索释放青

年消费潜力的有效路径，为打造青年友好型消费环境提供政策参考和实践



方案。

13.创新创业人才成长发展情况跟踪研究

探索新时代创新创业人才的成长轨迹与发展规律，需要系统跟踪不同

领域、不同阶段创新创业青年的成长历程，揭示创新创业人才成长的关键

节点和瓶颈障碍，为优化创新创业支持政策、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提供实证

依据和决策参考。

14.人工智能时代青年核心素养的内涵重构与培养路径研究

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社会各领域的背景下，青年核心素养的内涵

与培养模式亟待革新，需要聚焦青年群体在思维认知、价值观念和职业发

展上面临的挑战，构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需求的青年核心素养培育体系，

为青年成长成才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引。

15.青年网络热词折射出的青年社会心态研究

青年网络热词是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晴雨表”。研究青年热词背后

折射的青年社会心态与价值取向，需要系统把握网络热词的传播路径与使

用场景，深入剖析热词流行背后青年面临的压力、困惑与期待，深度挖掘

青年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与演变规律，为理解青年群体、优化青年思想引

领策略、构建更具亲和力的青年话语体系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方向。

16.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衔接贯通研究

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是新时代我们党聚焦培养共产主义接

班人、聚焦传承红色基因、聚焦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的组织化育人模式。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履行好共青团

全团带队的政治责任，研究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的政策、机



制、路径等，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为

构建“全链条”政治育人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17.上海青年思想动态特征及趋势研究

青年群体作为城市创新发展的生力军，其思想动态与行为特征深刻影

响着城市活力与社会稳定。面对多元文化思潮和复杂社会环境，剖析上海

青年群体的思想动态特征，精准把握其价值取向与社会心态演变趋势，挖

掘其核心关切与发展需求，为深化青年思想引领、优化成长服务提供数据

支撑与决策参考

18.青年科技工作者发展现状、需求及共青团赋能路径研究

在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纵深推进与全球创新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聚焦青

年科技工作者的发展现状与需求，探索共青团在思想引领、资源整合、平

台搭建等方面的服务创新路径，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提供共青团的赋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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