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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年度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课题选题指南

一、重点课题

（一）构建完善高质量充分就业体系研究

聚焦“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目标，围绕构建完善高质

量充分就业体系开展理论和对策研究。着眼未来一个时期我省劳

动力市场变动情况，从形成更多就业机会、更优就业结构、更强

就业能力、更好就业生态等维度，提出构建完善高质量充分就业

体系的思路举措。

（二）构建完善高品质共富社保体系研究

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直接体现省域治理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成色。基于当前社保体系

建设现状开展理论和对策研究，从体制、机制和制度层面挖掘存

在的问题，分析其成因，提出构建完善高品质共富社保体系的思

路举措。

（三）构建完善高素质人才服务体系研究

聚焦激发活力之源，围绕构建完善高素质人才服务体系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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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对策研究。从加大引才育才力度、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加

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产业等维度提出对策建议，为推动人才强省

建设主动塑造和加速释放人才红利。

（四）构建完善高质效人社治理体系研究

聚焦筑牢连心之桥，围绕构建完善高质效人社治理体系开展

理论和对策研究。从强化劳动关系源头治理、深化“浙江无欠薪”

行动、实现人社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维度提出对策建议，持续推进

人社治理现代化改革，以保障大民生来守护大平安、促进大治理。

（五）我省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机制研究

围绕我省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需求，

从建立健全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为重要

切入点开展理论和对策研究，为加快打造省域高质量发展所需的

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知识技能型和数字技能型领军人才队

伍提供决策参考。

（六）我省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研究

全面分析我省养老保险体系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

加快发展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等实施路径和方法举措，重点研

究在省域权限内运用可行的政策撬动商业保险，充分发挥商业保

险作为第三支柱作用的思路举措。

（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研究

以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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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剖析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中存在的问题，就

如何合理确定保障范围、保障项目和保障水平等提出应对思路，

为建立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提供决策参考。

（八）数字化背景下人力资源大市场构建路径研究

在数字化打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壁垒的背景下，深入剖析

当前我省人力资源大市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关键堵点，从制

度、管理、服务标准、信息系统等层面，提出推进高效规范、充

分开放的省域人力资源大市场建设的对策建议。

（九）我省技工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及就业趋势研究

以技工院校毕业生为调查研究对象，要求样本数量充足、调

查指标设计科学，客观反映近年来我省技工院校毕业生就业的质

量状况及存在问题，对未来几年我省技工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

作出趋势研判分析，为制定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十）推进人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策研究

客观分析我省城乡、区域、群体间存在的人社基本公共服务

差距，在深入挖掘其产生根源的基础上，提出缩小城乡、区域、

群体间人社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制度机制，为实现更加普惠、均

等、可及的人社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十一）人社事业发展指数研究

从就业创业、社会保险、人才人事、劳动关系等业务领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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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研究建立科学有效的指数，用于跟踪、评价各市人社事业发

展状况。评价体系体现对人社事业内涵的准确把握，具体指标依

据可获得、可测量、可比较进行选取。

（十二）高校科研院所薪酬制度改革研究

聚焦高校、科研院所薪酬制度，深入剖析当前制度存在的问

题，围绕完善薪酬制度体系、优化内部分配制度、加强薪酬管理

监督等提出建议意见，为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

设提供有力支撑。

二、一般课题

（一）就业创业

1.我省高质量充分就业体系研究

2.新质生产力与打造高素养劳动者队伍研究

3.人口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

4.零工市场服务提质增效对策研究

5.灵活就业统计监测路径研究

6.我省青年群体失业风险分析研究

7.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机制研究

8.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机制研究

9.探索多方合作的创业融资机制研究

10.省外劳动力在浙稳定就业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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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省劳务品牌建设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

12.我省就业援藏基地建设相关问题研究

13.公共就业服务均衡性调查与研究

14.社会组织促进就业相关问题研究

15.就业歧视相关问题研究

16.就业创业政策的国际比较和研究

（二）社会保障

1.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扩面机制优化研究

2.共富背景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提质路径研究

3.我省企业年金发展现状及优化路径研究

4.加快推进我省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研究

5.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研究

6.工伤保险制度省级统筹实施面临的相关问题研究

7.失业保险制度省级统筹实施面临的相关问题研究

8.提升我省社会保险基金风险防控能力的对策研究

9.商业保险对社会保险补充作用及协同发展研究

10.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体系优化研究

11.社会保障数字治理研究

12.外籍人士在华养老保险政策研究——以义乌市为例

13.社会保险政策国际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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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事人才

1.省域技能型社会建设路径研究

2.省域人力资源大市场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3.我省“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技能人才支撑研究

4.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双高”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5.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保障研究

6.我省数字经济技术人才需求与对策研究

7.高水平人才高地和集聚平台作用与机理研究

8.技能人才培养“一试双证”制度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

9.提升一流技师学院关键办学能力路径研究

10.职业技能培训差异化补贴制度探索研究

11.新型研发机构人才激励政策创新研究

12.我省培育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实证研究

13.用人主体培育技能人才有关配套制度研究

14.外国专家引进使用和服务保障机制研究

15.山区海岛县人才引育留用现状及对策研究

16.事业单位分类分行业工资收入情况统计分析研究

17.事业单位社会化服务薪酬激励现状及问题研究

（四）劳动关系

1.数字经济下共享型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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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利于促进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研究

3.劳动关系风险预警系统机制研究

4.企业共享用工问题研究

5.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6.共富背景下我省工资指导线相关问题研究

7.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评估机制研究

8.农民工工资支付兜底保障机制研究

9.完善根治欠薪治理体系研究

10.集体协商框架下企业职工工资共同决定机制研究

11.我省企业工资分配的市场化程度问题及对策研究

12.劳动关系领域相关政策国际比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