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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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立项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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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市社

科联主席会议讨论通过，共评出立项不资助课题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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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资助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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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资助课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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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wsk002 自筹 数字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研究 陈振宇 高级讲师
中共乐清市委

党校
论文

2 21wsk003 自筹
健康老龄化目标下的农村医养

结合模式重构和优化
郑晓丹 讲师

中共乐清市委

党校
论文

3 21wsk009 自筹
碳中和视角下金融创新对碳排

放影响研究——以温州为例
陈艳 助教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4 21wsk029 自筹
普惠金融支持温州未来乡村建

设的影响效益及路径研究
张玲萍 讲师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论文

5 21wsk034 自筹

“两个健康”先行区党建引领

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的机制和

对策研究

孙丽鹏 讲师 温州商学院 论文

6 21wsk038 自筹
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下温州传

统产业转型发展对策研究
朱呈访 讲师

中共温州市委

党校
研究报告

7 21wsk041 自筹

智能制造视域下温州企业数字

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与提升策

略分析

陈思齐 助教 温州商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8 21wsk047 自筹

乡村振兴战略下直播电商赋能

农产品上行影响因素与发展路

径研究

夏守慧 副教授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专著

9 21wsk052 自筹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可持续创

业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研究

——以创业型城市温州为例

温长秋 助教 温州理工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10 21wsk054 自筹
“非遗”体验视角下温州畲族

乡村民宿旅游开发研究
陈梅花 讲师

浙江东方职业

技术学院
研究报告

11 21wsk065 自筹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金融有机衔

接研究：瑞安案例
张文律 副教授

中共温州市委

党校
研究报告

12 21wsk067 自筹

温州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国际

化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以

社会情感财富视角

魏晋童 专业主任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13 21wsk068 自筹

温州乡镇创业者创业力提升策

略研究—以温州高职创业导师

“下乡”为视角

康达 副研究员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14 21wsk069 自筹

温州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支出

责任及其测算

吴明明 讲师
中共平阳县委

党校
论文

15 21wsk070 自筹

数字化与温州民营企业成长创

新绩效赋能--基于资源观与二

元组织理论视角

孙逸昊 会计师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16 21wsk072 自筹
温州政务抖音号传播力及影响

因素研究
张琼琼

中级经济

师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17 21wsk088 自筹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视角下温州市乡村
蔡翔俊 助教

浙江安防职业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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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发展情况与对策研究——

基于运营商及实地调研数据

18 21wsk106 自筹
基于温商精神的高校创业型人

才培养模式实施路径研究
王安悦 助教 温州商学院 研究报告

19 21wsk118 自筹

习近平“两个分量”重要批示

内涵探析及实践路径 ——以

加强新时代基层干群关系为视

角

林白茹 高级讲师
中共永嘉县委

党校

论文

研究报告

20 21wsk119 自筹
温州市探索融入长三角区域养

老一体化发展路径研究
秦利 讲师

浙江东方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21 21wsk121 自筹
基于扎根理论的新乡贤助推乡

村振兴驱动因素研究
王亦凡

中级会计

师

中共乐清市委

党校

论文

研究报告

22 21wsk129 自筹
生态文明背景下温州城市竞争

力模糊评价研究
王克床 副教授

浙江东方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23 21wsk135 自筹
温州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评价

指标体系研究
潘芒芒

助理研究

员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24 21wsk142 自筹
共同体构建：温州社区治理下

思政工作的实践路向
陈艳 副教授 温州城市大学 论文

25 21wsk145 自筹

人才生态视角下温州高校大学

生留温就业的对策研究——以

温州理工学院为例

温卡特
助理研究

员
温州理工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26 21wsk151 自筹

空间的转向——乡村振兴背景

下的温州乡村文创发展与对策

研究

叶芳 副教授 温州理工学院 论文

27 21wsk158 自筹

基于健康城市背景下历史文化

街区公共空间更新策略研究—

—以温州市朔门街历史文化街

区为例

吴依婉 助教 温州商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28 21wsk161 自筹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温州农村空

巢老人互助养老意愿研究
林丽卿 副教授

浙江东方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29 21wsk165 自筹

“五城五高地”视域下城市人

才生态评价研究——以温州市

为例

刘程灿
助理研究

员

浙江安防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30 21wsk166 自筹
政府生态责任的落实对提升温

州城市环境竞争力研究
敖祖辉 副教授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31 21wsk170 自筹

海外华侨华人弘扬新时代温州

人精神研究——以西班牙温州

籍华侨华人的公共外交实践为

例

赵璧 讲师 温州商学院 论文

32 21wsk179 自筹

大学生创业模式评价及实证研

究—以在温高校创业大学生为

例

廖文献 副教授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33 21wsk194 自筹
数字赋能下的温州古建筑安全

现代化治理研究
蓝美娟 讲师

浙江安防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34 21wsk195 自筹
智慧城市背景下未来社区嵌入

式养老服务设施研究
周孟洋

高级工程

师
温州商学院 论文

35 21wsk212 自筹
数字赋能：老年智能教育体系

构建研究
许翯翯 副教授 温州城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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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21wsk222 自筹
多模态视域下温州城市形象广

告的现状和提升路径
陈小仙 讲师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37 21wsk240 自筹
高职扩招背景下温州高校学生

学业评价改革研究
陈礼管

助理研究

员

浙江安防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38 21wsk242 自筹 张烈剧作研究 陈峰
主任舞台

技师

温州市书画戏

曲艺术研究院
研究报告

39 21wsk250 自筹
1946—1955 年中共浙南革命音

乐史研究
赵菁源 无

温州市书画戏

曲艺术研究院
论文

40 21wsk257 自筹
文化自信视野下梅溪精神的传

承与创新研究
周培珍 中级讲师

中共乐清市委

党校
论文

41 21wsk259 自筹
新时代温州人精神与高校课程

思政耦合机理及路径研究
叶芒芒 助教

浙江安防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42 21wsk267 自筹 意大利华人社区温州方言研究 王莉 讲师 温州大学 专著

43 21wsk268 自筹

温州本土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

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研究——

以国旗文化为例

谢亭立 助教 温州大学 论文

44 21wsk275 自筹
基于正当与善的当前我国社会

道德冲突问题研究
孙长虹 教授 温州大学 论文

45 21wsk276 自筹

新旧碰撞的空间想象——泛美

学时代温州艺术文化的发展契

机

赵贝琦 助教 温州理工学院 论文

46 21wsk286 自筹
“互联网+”背景下的传统中医

药数据挖掘研究
王萍 副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47 21wsk295 自筹

“红动浙南”品牌建设研究—

—以浙江省一大旧址红都示范

带为例

陈富贵
助力研究

员
温州理工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48 21wsk296 自筹 刘基由元入明过程再研究 何怡 讲师 温州商学院 论文

49 21wsk297 自筹
文旅融合视域下温州古戏台壁

画的传承发展研究
喻厅 助教

浙江安防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50 21wsk299 自筹

跨文化交际背景下课程思政推

进路径探究——以温州商学院

中外合作项目为例

谢之悠 助教 温州商学院 论文

51 21wsk310 自筹
当代永嘉昆曲服饰的传承与创

新研究
王业宏 副教授 温州大学 论文

52 21wsk314 自筹 传统瓯作家具装饰纹样研究 许学民 讲师 温州理工学院 论文

53 21wsk318 自筹
温籍罗马尼亚华裔子女“边缘

性”的教育应对研究
杨志玲 讲师 温州大学 论文

54 21wsk331 自筹
社会翻译学视域下的温州山水

诗英译及传播研究
黄璐 讲师 温州大学 论文

55 21wsk335 自筹

温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永

嘉昆曲”的传承及英文推广—

—以《张协状元》为例

苏鸯 副教授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研究报告

56 21wsk345 自筹
基于用户信息行为的高校档案

馆微信公众平台建设研究
姚红叶 馆员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57 21wsk346 自筹
红色文化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

价值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叶晓丽 讲师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58 21wsk354 自筹 学术期刊科技伦理学规范研究 鲁翠涛 副编审 温州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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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21wsk365 自筹 宋代温州漆器纹饰研究 伍显军
文博正研

究员
温州博物馆 论文

60 21wsk369 自筹

关于鹿城地域文化的挖掘与研

究——深挖“南戏故里”文化

资源

周淑华 中级社工 鹿城区社科联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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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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