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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学 院  专 业  

姓 名  学 号  报告日期  

论文（设计）题目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创新 

指导教师  

论文（设计）起止时

间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变革与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创新成为一个迫切需要探讨的议题。面对全球化、数字化和信息化快

速发展的新形势，传统治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变化

和推动现代化建设，中国政府迫切需要进行治理逻辑的创新与变革。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创新，研究其内在

规律、机理和特点，以期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通过分析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创新实践与经验，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演变过程，

并寻求现代社会治理的新路径和新模式。 

所以，本研究将从政治专业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创新进行深入研

究，以期探寻中国现代化治理的规律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现代化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

经验。愿借此机会，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创新，分析其中的关键因素和特点，

以期能够深入理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展现出的独特治理模式。通过对这一话题的研

究，旨在揭示中国政府在实现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探讨其中的优势和

挑战，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路径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同时，本研究也将对国

际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启示，促进国际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进行深入探讨，探究其中存在的创新要素。通

过梳理相关文献和资料，分析当前中国治理模式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探讨其与传统现代化

理论的关系。同时，将通过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的方式，结合政策文件和政策实践，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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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治理逻辑创新的实践路径和经验，以期为中国特色现代化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和政策建议。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创新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在国内，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创新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上；而在国

外，一些学者则将重点放在中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调控和发展模式上。一些学者也关

注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和独特性，认为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总体来

看，国内外研究现状呈现出多元化和全面化的特点，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

实证基础。 

五、预期结果和意义 

本论文的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创新，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理论

分析，预计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式现代化在治理逻辑上存在着独特之处，不同于西方

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创新对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作

用；研究结果将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支持和政

策建议。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创新，可以更好地理解并

评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独特优势和创新特点，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断提

升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同时，本研究还有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和影响力扩

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本研究的预期结果和意义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现

代化道路的实现，为构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努力奋斗。 

完成措施及进度安排 

20xx.12.18-20xx.12.27 确定选题; 

20xx.12.27-20xx.2.28 根据任务书，查阅文献资料，学习理论知识; 

20xx.3.1-20xx.3.4 完成开题报告; 

20xx.3.4-20xx.4.4 完成完成开发平台的搭建，初步开发; 

20xx.4.5-20xx.4.9 完成中期检查; 

20xx.4.9-20xx.4.24 完成整个系统设计; 

20xx.4.25-20xx.5.3 撰写论文; 

20xx.5.4-20xx.5.11 完成论文，提交指导老师、评阅老师审阅; 

20xx.5.17-20xx.5.23 完成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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