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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

温社科〔2021〕27 号

★
关于公布 2021 年度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立项资助课题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2021 年度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经专家评审、市社

科联主席会议讨论通过并公示，共评出立项资助课题 101 项（名

单见附件）。为了更好地做好立项课题的管理服务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最终成果要求

课题成果应以协议书承诺的预期成果形式及成果去向为

准。

二、课题管理

市社科规划课题执行过程中实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如有

课题名称、成果形式改变，研究内容重大调整，变更负责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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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单位，延长完成时间和其他重要事项变更的，须由负责人

提交书面申请，经所在单位管理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市社

科联审批，变更审批表请从市社科联索取。如有课题负责人自

愿放弃承担课题研究，由承担单位管理部门统一报市社科联。

三、成果转化

在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出版或向有关部门报送时，须标注

“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含课题编号）”字样。

四、立项协议书

各课题承担单位接到通知后，请通知课题负责人认真阅读

协议书，填写《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协议书》，

表格由市社科联统一制作。特别注意：（一）立项协议书用 A

４纸双面打印。（二）课题负责人需手写签名，不能打印。课

题负责人将填好的协议书一式三份报送本单位科研管理部门，

由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核对课题负责人所填写的内容，确认无

误后在课题承担单位处加盖公章。协议书一式三份于 8 月 20 日

前报送到市社科联，经市社科联审核、盖章后将两份协议书寄

回课题承担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由课题负责人保管一份，科研

管理部门存档一份。逾期无故未签定协议者，视为放弃该课题

立项。协议书内容如与申报表中的相关内容有出入，则以协议

书和本通知为准。

课题承担单位要加强管理，为课题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

督促课题负责人按时高质量地完成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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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88968560，88968567

联系人：黄希丹，叶孝华

Email：wzsklky@126.com

通信地址：温州市绣山路市 299 号市行政管理中心 16 号楼

516 室(邮编 325009)。

附件：1、2021 度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资助课题名单

2、《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协议书》

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1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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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度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资助课题名单
序

号
项目号

课题

类型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职称 所在单位

预期

成果形式

1 21wsk043 重点

“三位一体”农合联促进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温州

经验研究

戴菊贵 副教授 温州大学 论文

2 21wsk138 重点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质量提升的长效机制研究

—以温州为例

张鹏 讲师 温州大学 论文

3 21wsk306 重点

温州“侨研究”的历史脉络和

未来发展——从温州学的角度

审视

陈翊 副教授 温州大学 论文

4 21wsk001 重点
温州传统制造型企业数字化转

型中能力重构机制与路径研究
任宗强 副教授 温州大学 论文

5 21wsk089 重点
新型城镇社区治理体系“扁平

化”的龙港路径研究
谢安民 副教授 温州大学 论文

6 21wsk015 重点
共同富裕目标下劳动评价机制

建构与转型研究
刘旭 讲师 温州大学 论文

7 21wsk033 重点
温州地区科技创新政策测量及

演变
项康丽 讲师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8 21wsk005 重点

“两个健康”背景下温州创新

生态系统构建研究：基于复杂

网络视角

王大将 副教授 温州理工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9 21wsk004 重点
全球价值链上的温州制造业服

务化发展研究
罗军 副教授 温州大学 论文

10 21wsk039 重点

温州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路径研究——基于产城人

融合视角

陈秀秀 讲师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11 21wsk059 重点
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温州小微园

数字化赋能的对策研究
施郁文 副教授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12 21wsk232 重点
运动健康城市建设：国际经验

与温州推进路径研究
王占坤 教授

浙江安防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13 21wsk184 重点

“两个健康”视域下温州非公

企业党组织发挥实质作用的机

制研究

夏春雨 副教授 温州大学
论文

研究报告

14 21wsk162 重点
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

的机制研究
尉郁 讲师 温州商学院 论文

15 21wsk169 重点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动态演

进机理及地方政府应对的能力

研究

陈敏 讲师 温州大学 论文

16 21wsk204 重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地方实践——以温州

为例

杨效泉 讲师 温州大学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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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号

课题

类型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职称 所在单位

预期

成果形式

17 21wsk147 重点

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集成打

造温州未来康养智城的研究

——基于龙湾未来康养智城的

调研

陈春柳 副教授
中共温州市委

党校

论文

研究报告

18 21wsk178 重点
温州的城市品牌化：彰显国内

及国际城市吸引力

Dr.

Salman

Yousaf

助理教授 温州肯恩大学 论文

19 21wsk173 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

关于温州发展重要论述研究
李洁 助教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20 21wsk264 重点
近代瑞安文化家族与地方社会

转型研究
徐欢 助教 温州大学 论文

21 21wsk349 重点
永嘉事功学与阳明心学比较研

究——基于宋明兵儒融合视域
王密密 讲师

浙江安防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22 21wsk370 重点
温州古城历史演进和当代更新

范式研究
邵钶钧 讲师 温州大学

论文

研究报告

23 21wsk323 重点
晚清民国时期温州乡邦文献整

理研究
田明伟

副研究馆

员
温州大学 论文

24 21wsk360 重点
温州童谣民俗文化的数字艺术

转化与传播研究
潘晶晶 副教授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25 21wsk243 重点
本土文化视野下永嘉四灵诗派

形成研究
刘建芳 公务员

中共永嘉县委

党校
论文

26 21wsk283 重点 孙希旦礼学思想研究 孙邦金 教授 温州大学 论文

27 21wsk368 重点
陈傅良民生思想及当代价值研

究
王兴文 教授

温州市国学文

化研究会

论文

研究报告

28 21wsk031 一般
“两个健康”先行区政策效应

评估
张琼心 助教 温州商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29 21wsk048 一般
“碳中和、碳达峰”目标下企

业碳绩效评价研究
林松池 教授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30 21wsk094 一般
基于美学经济视角的瓯江山水

诗路建设研究
叶琦琪 讲师 温州理工学院 论文

31 21wsk102 一般
人才强市战略下温州高校继续

教育与企业教育融合路径研究
张艳超 教授 温州理工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32 21wsk006 一般
基于长三角城市比较的温州现

代金融业发展研究
郑秀 副教授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33 21wsk035 一般
“两个健康”先行区的要素集

聚效应与提升路径研究
李永盛 讲师 温州大学 论文

34 21wsk007 一般
温州跨境电商发展对外贸的影

响研究-基于后疫情时期
何守超 副教授 温州理工学院 论文

35 21wsk011 一般
保稳定促升级目标下的温州制

造业产业链协同机制研究
桑大鹏 讲师 温州理工学院 论文

36 21wsk046 一般
温州和RCEP国家的贸易潜力及

对策研究
叶春霜 副教授 温州商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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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号

课题

类型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职称 所在单位

预期

成果形式

37 21wsk050 一般

温州市智能制造中小企业成本

管理探究——基于模糊集定性

比较分析（fsQCA）方法

辛宇 中级 温州商学院 研究报告

38 21wsk055 一般

“一带一路”背景下温州境外

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嵌入发展及

对策研究

郭妙梅 助教 温州商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39 21wsk077 一般

基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探

究温州创建“两个健康”先行

区的内在理论逻辑

赵敏 助教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40 21wsk087 一般
“两个健康”背景下推进温州

清廉民企建设研究
付翠莲 教授 温州大学 论文

41 21wsk008 一般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温州模式与

温州文化基因互动研究
王全义 教师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42 21wsk024 一般

“两山理论”指引下“两个健

康”先行区创建赋能温州绿色

发展的机制与对策研究

李健 教授 温州商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43 21wsk018 一般

低生育率与三胎政策背景下完

善温州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机制

研究

张添绮
助理研究

员
温州商学院 研究报告

44 21wsk019 一般

乡村振兴背景下温州市城乡高

质量融合的机制与实现路径研

究

廖耀华 副教授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45 21wsk078 一般

基于实证分析的温州典型乡村

致富机制与对策研究——以陈

岙村为例

吴妮妮 助教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46 21wsk112 一般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记忆与

民俗发展研究——温州乡村文

旅产业视角

陈秋 副教授 温州大学 论文

47 21wsk037 一般
“双循环”背景下温州粮食供

应链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白延虎 中级 温州大学 论文

48 21wsk028 一般
以产业创新驱动温州产业链现

代化问题研究
沈群 讲师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49 21wsk084 一般

多元解纷机制下的法治化营商

环境提升——以小微金融多元

化解为视角

张立雄 公务员
乐清市人民法

院
研究报告

50 21wsk086 一般

数字经济推动温州体育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及实施

路径研究

张豫 讲师
浙江安防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51 21wsk099 一般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与区域

经济互动整合研究
纪欣农 副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研究报告

52 21wsk125 一般
空间生产视野下的温州“宗教

综合体”建设问题研究
徐声响 副教授

中共温州市委

党校
研究报告

53 21wsk185 一般
温州区域医疗康养中心城市建

设对策与路径研究
邵凯隽

助理研究

员
温州医科大学 研究报告



7

序

号
项目号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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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形式

54 21wsk141 一般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侨的

中华文化认同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温州新侨为例

王素娟 副教授 温州大学 论文

55 21wsk144 一般
温州公众新冠疫苗犹豫现状与

干预研究
娄贝贝

硕士研究

生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研究报告

56 21wsk236 一般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网络意识形

态安全治理机制研究
潘从义 副研究员 温州大学 研究报告

57 21wsk131 一般
协同治理视角下“村转居”居

民的社区归属感重塑研究
江赟赟 讲师

中共乐清市委

党校

论文

研究报告

58 21wsk134 一般

基于“重要窗口”新目标新定

位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 养老

照护模式研究——温州样本

邹非 教授
浙江东方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59 21wsk136 一般
塘河、侨村与家族：近代温瑞

平原的海外移民
祁刚 讲师 温州大学 论文

60 21wsk149 一般
温州市老年人体育公共服务治

理优化研究
刘涛 讲师 温州大学 论文

61 21wsk152 一般
乡村振兴背景下温州海洋文化

景观优化路径研究
曾丝苇 助教 温州理工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62 21wsk186 一般 浙南革命版画精神研究 廖笑焱 教授 温州商学院 论文

63 21wsk202 一般 姜立夫年谱 叶帆 副教授 温州商学院 研究报告

64 21wsk208 一般
体育运动对青少年近视环境依

附的干预路径研究
王永华 副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65 21wsk214 一般
温州乡村教师专业能力发展困

境及内生机制研究
夏肖蓉 讲师 温州城市大学 研究报告

66 21wsk216 一般
多元理论视角的高职院校混合

所有制产业学院建设研究
伍红军 副研究员

浙江安防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67 21wsk224 一般
从被动无奈到科学防治：明至

民国温州疫病应对衍变研究
王春红 副教授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68 21wsk163 一般
温州市外宣文本外宣效果与受

众接受度研究
金繁繁 助教 温州医科大学 研究报告

69 21wsk181 一般
数字智慧文旅与温州未来乡村

建设耦合关系研究
翁涨焕 助教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70 21wsk182 一般
温州蛮话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

究
叶崇凉

助理研究

员

浙江安防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71 21wsk193 一般
“八八战略”下温州山地型旅

游用地流转法律问题研究
李雨人 讲师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72 21wsk221 一般
高等院校农业科技创新型人才

乡村融合机制研究
曲小远 讲师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73 21wsk176 一般
温州市“瓯江红”基层党建品

牌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谷笑蓉 中级 温州医科大学 研究报告

74 21wsk197 一般
网络空间温州文化走出去模式

研究
洪怡

副教授主

任记者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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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21wsk126 一般
创新高技能人才培育模式 助

力温州“五城五高地”建设
徐顺聪 公务员

温州市高技能

人才联谊会
研究报告

76 21wsk205 一般
“两个健康”背景下民营企业

吸纳研究生就业的路径研究
高红星 讲师 温州大学

论文

研究报告

77 21wsk213 一般
构建高质量“知事识人”体系

促进高校干部敢担当善作为
宋羽雅

助理研究

员
温州医科大学 研究报告

78 21wsk322 一般 温州方言处置结构研究 朱赛萍 讲师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79 21wsk273 一般
全民大健康语境下叙事医学教

育实践路径探究
李文 讲师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80 21wsk309 一般
浙江省地方志戏曲文献整理与

研究
柏互玖 教授 温州大学 论文

81 21wsk258 一般

孙诒让教育思想对当代温州办

学理念影响研究——以温州中

学、瑞安中学为例

施晓武 中学高级
温州市国学文

化研究会

论文

研究报告

82 21wsk262 一般 温州堆漆工艺的传承与变迁 陈铿 副教授 温州大学 论文

83 21wsk263 一般
信息技术促进高校课堂深度学

习路径的实证研究
姜丽希 实验师

浙江安防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84 21wsk271 一般
温州农业典籍对外翻译与传播

研究——以《橘录》为例
余瑞雪 讲师 温州商学院 论文

85 21wsk289 一般
瓯江山水诗路名人文化主题研

究
徐亮

社会工作

师

温州市瓯礼文

化研究中心
论文

86 21wsk304 一般
千年古城复兴下的温州民俗文

化创新机制研究
孙非寒 讲师

浙江安防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87 21wsk255 一般
1921 年-1932 年弘一大师的行

踪及思想研究
温巧燕

副研究馆

员
温州博物馆 论文

88 21wsk355 一般 王开祖思想研究 王曼曼
研究实习

员

浙江东方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89 21wsk367 一般
为生民立命---浅析叶适的哲

学思维
郑晓錀

社会工作

师

温州市国学文

化研究会
论文

90 21wsk246 一般 古琴在温州的传播与发展 张潇潇 副教授 温州大学 论文

91 21wsk277 一般
“一带一路”背景下温州民俗

文化外宣翻译研究
杨俊亭 讲师 温州理工学院 论文

92 21wsk252 一般
八百里瓯江流域城置研究——

以斗城文化观成型为例

麦砢项

宇
研究员 鹿城区社科联

专著

论文

研究报告

93 21wsk256 一般
中国事功学说的内涵再勘与价

值重估
邵定美 公务员 瑞安市社科联 论文

94 21wsk298 一般
数字赋能温州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研究
陈凌云 助教

浙江安防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95 21wsk303 一般
“主辅多言制”对温州城市文

化风韵的塑造作用
雷振龙 讲师

浙江安防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96 21wsk313 一般

从古镇地标重构到文化符号重

塑：枫林镇千年古城复兴试点

建设路径研究

徐颢璞 讲师
浙江安防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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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21wsk317 一般

成人依恋视角下原生家庭与高

职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及干预

研究

陈琦 讲师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98 21wsk272 一般
亚洲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永嘉

学派复兴与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蔡建娜 副教授 温州大学

论文

研究报告

99 21wsk311 一般
温州传统武术文化传承发展研

究
张华 讲师 温州大学 研究报告

100 21wsk338 一般
成人学生政治认同培育:历史

虚无主义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曹一宁 副教授 温州城市大学 论文

101 21wsk353 一般
融媒体时代大学生党员志愿者

内需动力培育探析
魏一

助理研究

员
温州大学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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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温 州 市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课 题

立 项 协 议 书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类型（重点、一般或自筹）：

负责人：

承担单位：

成果形式：

立项时间：2021 年 8 月

完成时间：2022 年 6 月

经专家评审，市社科联审批，本课题列为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为确保本课题的研

究任务能高质量地按时完成，课题负责人、课题承担单位和市社科联共同签订协议书如下：

一、课题负责人承诺：

1．以本课题组填写的《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申报表》为有效约束，按课题设计论

证的内容认真组织课题组全体成员，按计划进度和质量要求完成研究任务。

2．不以资助经费不足等为由，擅自变更原课题设计中的研究内容和最终成果形式。

3．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如遇课题负责人变更、完成期限延长、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课题

管理单位变更等事项，主动填写《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要事项变更审批表》，报课题承担

单位的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上报市社科联，不经批准不得变更。

4．按照本课题承诺的预期成果形式完成课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免于评审。

①成果形式为专著的，已正式公开出版；

②成果形式为论文的，在 2A 以上期刊发表一篇(参考最新版《温州大学学术期刊(著作)定级

标准》)或市社科联刊物《温州学刊》发表一篇；

③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被温州市社科联刊物《温州社科成果要报》等录用刊发，或被省、

市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主要领导批示，或被省、市党委、政府重要文件采纳（相关部

门出具证明）。

④其他市社科联认定可以直接结题的课题。

5.课题完成后，及时按有关规定向课题承担单位的科研管理部门报送完整的结题材料，提出

结题申请。结题材料包括：

① 研究成果 1 套及电子文档（成果形式为专著并已出版的，提供出版后的书 1 套；成果形

式为论文并已发表的，提供发表刊物原件 1 份；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的，提供研究报告

全文打印稿 1 份，如有领导批复的请附领导批示、采纳证明、领导批阅等佐证材料原件

1份。）

②《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鉴定结题审批书》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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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成果要报 1 份及电子文档（《成果要报》应简要叙述该成果最有价值、最能引起学界或

领导关注的主要观点及其论证、社会评价，字数 3000 字左右）。

6．市社科规划课题成果出版、发表或向有关领导、决策部门呈送时，在封面醒目位置注明

“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含课题编号）”字样。无此字样，市社科联不承认其为市

社科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7．按照《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中有关课题管理

的规定，接受市社科联的管理。若违反协议，愿按《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接受处理，并接受市社

科联通报批评、撤项、追回经费等处理。

8. 市社科联对研究成果有优先使用权。

二、课题承担单位承诺：

1．将本课题列为单位的科研重点，加强对课题研究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及时解决课题研究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本课题的按时高质量完成提供信誉保证。

2．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立项课题给予支持。

3．认真审核课题负责人报送的结题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审核合格后及时将结题材料报

送市社科联。

4．按照《管理办法》做好本单位课题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工作，并及时上报成果转化的情

况（如：实际部门采纳、领导批示、论文转载、收录、引用情况等）。

三、市社科联承诺：

1．立项资助课题按照《管理办法》，及时拨付市社科规划资助课题研究经费。研究经费分

二期拨付，第一期拨付研究经费的 50%，成果通过验收结题后，根据成果质量和完成时间情况拨

付预留经费。

2．按照《管理办法》，做好成果的奖励、宣传推广工作，并对成果转化工作成绩突出的科

研单位给予适当奖励。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课题负责人（签字）

课题承担单位（盖章）

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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