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17 年度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

规划课题立项名单

一、重点课题

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ZMZD201701 浙江省都市区的行政区划调整优化研

究
范今朝 浙江大学

ZMZD201702 罕见病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研究 张跃华 浙江大学

ZMZD201703 夏热冬冷地区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绿色化改建研究
扈 军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ZMZD201704 浙江农村社区村民代表会议作用发挥

机制研究
董敬畏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ZMZD201705 浙江省避灾安置场所服务保障能力评

价指标体系设计与现状评估研究
余红剑 杭州师范大学

ZMZD201706
基于程序逻辑模式的公益项目服务绩

效评估研究——以宁波市公益服务项

目为例

马洪波

宁波市之江社会工

作服务评估与研究

中心

ZMZD201707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财政供给

研究
周晓斌

乐清市社会治理研

究中心

ZMZD201708 依法管理水库移民创新对策研究 翁 里 浙江大学

ZMZD201709 “村改居”社区建设难题及其治理研究

——基于浙江的实践
屈群苹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ZMZD201710 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行动网络研究：基

于杭州经验
徐 珣 浙江工商大学

ZMZD201711 社会力量参与城市低保人员就业援助

服务的路径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李贤祥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

ZMZD201712 浙江省城乡居民的婚恋观与婚姻质量

研究
陈 莉 温州医科大学



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ZMZD201713
协同式治理：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机

制研究——基于杭州和嘉兴的经验探

索

王学梦

杭州市上城区紫薇

原点社会工作发展

中心

ZMZD201714 基本养老服务项目研究——以宁波为

例
吴玉霞 宁波工程学院

ZMZD201715 浙江省农村生态养老服务模式及策略

研究——基于安吉的研究
任 宁 浙江科技学院

*ZMZD201716 长期照护服务研究——以杭州市主城

区康复医院老年病人为例
田 涛 浙江民政康复中心

*ZMZD201717 老年人助餐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

考——以杭州为例
徐小林 杭州市民政局

*ZMZD201718 民政救助在扶贫工作的定位与作用研

究
余海刚 舟山市民政局

*ZMZD201719 台州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创新实证研究 陈哲敏 台州市民政局

*ZMZD201720 丽水市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实践与思

考
熊佩飞 丽水市民政局

*为经费自筹课题。

二、一般课题

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ZMYB201701 城市社区互助养老服务能力建设研究

——以杭州市为例
邵鸯凤 杭州师范大学

ZMYB201702 基于分层教学理论的养老护理人员分

级培训模式研究
许 虹 杭州师范大学

ZMYB201703 老年痴呆症家庭照顾者社会支持利用

的阻碍因素的质性研究
泮昱钦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ZMYB201704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视域下浙江农村

现代社会组织发展机制研究
龚志伟 丽水学院

ZMYB201705 基于居家养老需求的家庭适老化改造

服务机制和对策研究
唐 燕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YB201706
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利用研

究——以浙江省首批千年古镇（古村

落）为例

伍 鹏 宁波大学



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ZMYB201707 浙江水库移民弱势群体创业的精准扶

持机制研究
蔡 伟 宁波工程学院

ZMYB201708 因病致贫重病患者的医疗救助策略研

究
张美丽 温州医科大学

ZMYB201709 新形势下革命烈士纪念馆的转型发展

与叙事建构研究
丁忠锋 浙江财经大学

ZMYB201710 乡贤的乡村治理地位及功能发挥机制

研究
韩宗生 浙江财经大学

ZMYB201711 浙江省现代社会组织发展机制构建 舒振宇 浙江财经大学

ZMYB201712
“慈善法时代”高校教育基金会治理能力

提升策略研究
王艳波 浙江传媒学院

ZMYB201713 成功老龄化评价体系的建立及其适用

性检验
陈树林 浙江大学

ZMYB201714 城市社区协同治理法治化的主体关系

建构与良性互动路径研究
蔡萍琴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ZMYB201715 养老护理员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研究 蒋满意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ZMYB201716 推广节地生态树葬的实践探索与路径

研究
何 祯

浙江省生态文化协

会

ZMYB201717 浙江省社会组织信用建立与维护机制

研究
王新云 浙江省团校

ZMYB201718 单亲留守儿童社会支持情况研究 卫甜甜 浙江省团校

ZMYB201719
地方高校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服务的模式及机制创新

研究

姜敏敏 浙江师范大学

ZMYB201720 基于公共性与私密性双重需求的失智

老人护理单元设计研究
周圆圆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

学院

ZMYB201721 公益创投模式中的供需对接及社会组

织自主性机制研究
郎晓波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

ZMYB201722 慈善信托监管机制研究 卢素丽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

学院

ZMYB201723 浙江农村社区的建设现状及发展对策

研究
彭绪山 宁波大红鹰学院



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ZMYB201724 浙江省社会创业组织可持续发展路径

与对策分析
童 莹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YB201725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复原力特征及其保

护因素研究
王显金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YB201726 老年友好城市导向下公共交通适老化

设施发展对策研究——以宁波为例
王艳艳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YB201727 新常态下浙江省支出型贫困救助策略

研究
应晓春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YB201728 生命教育视角下老年人临终关怀研究 周莹莹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YB201729 社会工作者胜任素质模型构建研究 沈立宏 宁波大学

ZMYB201730
地方政府促进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救助

的对策研究——基于浙江省 11市的调

查

唐 果 宁波大学

ZMYB201731 大数据助力浙江慈善组织信用体系建

设的路径研究
阎永哲 宁波大学

ZMYB201732 地方政府促进慈善组织发展机制创新

研究
贺 翔 宁波大学

ZMYB201733
机构养老服务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基于宁波市 18 家参与等级评估机

构的调研分析

刘效壮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ZMYB201734 养老机构医疗服务供给问题的政策研

究
朱晓卓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ZMYB201735 基于“军事人力资本”转换的退役士兵定

向就业岗位类型开发研究
伍红军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ZMYB201736 浙江公益慈善组织募捐活动监督问责

机制的建构研究
胡洪彬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ZMYB201737 浙江民政文化资源的系统挖掘和整合

创新研究
吴玲玲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ZMYB201738 农村社区建设进程中居民主体性缺失

与建构研究
李茂松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ZMYB201739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策略研究 杨英英 杭州市民政局

*ZMYB201740 杭州市支出型贫困救助的实践与思考

——以下城区为例
王新宇 杭州市民政局



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ZMYB201741 社区枢纽型、支持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

治理作用研究
钱慈祥

杭州市余杭区民政

局

*ZMYB201742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路径研究 涂小平 瑞安市民政局

*ZMYB201743 长期照护服务研究——以嘉善先行先

试为例
徐智华 嘉善县民政局

*ZMYB201744 创新“柴砖银行”模式参与社会工作本土

化研究
谈勤锋 海宁市民政局

*ZMYB201745 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均等化策略研究

——以海盐县为例
徐冬梅 海盐县民政局

*ZMYB201746 海盐县城乡居民家庭离婚现状调查与

分析
徐中华 海盐县民政局

*ZMYB201747 永康市节地生态葬法的剖析 汪 渭 永康市民政局

*ZMYB201748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居家养老服务的困

境及破解之道：永康例证
吕明勇 永康市民政局

*ZMYB201749
社会工作协同社区治理机制构建——
基于定海区基层典型社区的实践与反

思

何 斌
舟山市定海区民政

局

*ZMYB201750 社区建设新背景下温岭城市社区发展

策略
梁玲春 温岭市民政局

*ZMYB201751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策略研究 徐明福 丽水市民政局

*ZMYB201752 浙江省农村社区建设现状、发展趋势及

对策研究
留 洁 丽水市民政局

*ZMYB201753 探究政府各部门社会救助资源统筹机

制
蓝小明 丽水市民政局

*ZMYB201754 推广节地生态安葬相关问题探索与研

究
陈冬生 丽水市民政局

*为经费自筹课题。

三、经费自筹课题

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ZMZC201701 留守儿童成长的社会生态分析与良性介

入——基于社会生态学视角
陈继旭 杭州师范大学



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ZMZC201702 政府治理视阈下基层民政工作全面质量

管理研究
陈琼秋 杭州师范大学

ZMZC201703 老年人对虚拟娱乐与健身系统的参与意

愿研究
潘志康 杭州师范大学

ZMZC201704 基于需求导向的退役士兵定向岗位开发

体系研究
柳 春

杭州市工人业余大

学

ZMZC201705 “医养护”一体化背景下的养老社会支持

体系研究
林 男 杭州医学院

ZMZC201706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基本养老服务优化

研究——以湖州为例
史 平 湖州师范学院

ZMZC201707 “互联网+”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熊炳忠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ZMZC201708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高职资源支持老年教

育机制研究
傅拥军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ZMZC201709 浙江城乡 90 后居民婚恋状况调查与分

析
张志坚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ZMZC201710 浙江省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的现状、问题

及对策——以丽水为例
徐文永 丽水学院

ZMZC201711 外部审计对慈善基金会绩效影响的实证

研究
舒 岳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ZMZC201712 行业和院校合作办学联合开展慈善人才

培养研究
陈东华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713 “互联网+社区+物流”创新居家养老服务

链研究
段余君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714 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满意度测评及提升路

径研究
费江波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715 社会老龄化背景下浙江省流动老年人口

融入困境及对策研究
洪 磊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716 生命关怀融入农村留守儿童保护策略研

究
姜 帆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717 需求理论背景下浙江智慧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供给研究
李兴远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718 失独家庭“社区+”差异化服务模式研究 滕秋玲 宁波大红鹰学院



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ZMZC201719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及亲子关系研究

——基于城市外来务工父母端的调研
吴翠环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720 “医养结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多元协同

机制创新研究
张巧巧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721 积极老龄化理念下以老养老服务模式创

新研究——以宁波为例
赵京芳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722 “互联网+”背景下防灾减灾救灾协同机

制研究
赵 娜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723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城市

社区居家养老资源供给路径研究——以

宁波姚江社区为例

左玲玲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724 浙江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和谐社区建设

的质量评价与提升策略研究
徐建军 宁波大学

ZMZC201725 城市大龄青年婚恋压力研究——以宁波

市为例
邢 娟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726 《老年护理情景模拟综合技能实训》课

程构建研究
袁 葵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727 积极心理学视阈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策略研究
徐凡弟 瑞安城市学院

ZMZC201728 医养结合模式下老年护理服务需求现状

调查问卷——以绍兴地区为例
方 剑 绍兴文理学院

ZMZC201729
家校联动式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构

建及评估研究——基于留守儿童生命质

量的研究

徐凤娇 绍兴文理学院

ZMZC201730 浙江省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之言

语能力现状与对策研究
孙 靓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

学院

ZMZC201731
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的长效机

制的研究——基于绍职院“全国敬老文

明号”服务基地的实证调查

丁坚江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ZMZC201732 社会工作视角下浙江城市居民自治问题

研究——以绍兴市为例
丁叔芳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ZMZC201733 浙江省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财务透明度研

究
李益鸿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ZMZC201734 社会工作协同社区治理路径和策略研究

——以绍兴市 LM社区为例
卢子敏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ZMZC201735 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财

务监管研究
王 彩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ZMZC201736
“洋地名”治理及地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路径研究
朱叶丹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ZMZC201737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浙江城乡老年教育推

进策略
姜卓娅 温州城市大学

ZMZC201738 城市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合作问题研究

——基于对温州市 X社区调研
蒋典阳 温州广播电视大学

ZMZC201739 贫困山区社会救助与精准扶贫衔接机制

研究
刘益曦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ZMZC201740 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照护策略和模式研

究
李菊芳 温州医科大学

ZMZC201741 农村留守儿童社会保护的策略研究——
以武义县为例

郭玉飞 浙江财经大学

ZMZC201742 老年人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 梁美英 浙江财经大学

ZMZC201743 农地流转中贫困再生产的社会工作介入

模式研究
濮敏雅 浙江财经大学

ZMZC201744 社区纠纷化解机制研究——以杭州为例 王文婷 浙江财经大学

ZMZC201745 长期照护服务供给的社会融入研究 惠 文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

学院

ZMZC201746 浙江特困老人“双关爱”服务体系建设研

究
王红珠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747 绍兴地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可行性研究

——以塔山街道为例
严皎婕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748 政府与公民社会多元协同的城市社区治

理机制研究
张仕军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749 农村选举问题与政治生态建设研究 赵文博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750
孝文化视角下新农村“空巢老人”孤独感

及社会支持研究——基于绍兴嵊州市 T
村的调查

邹相煜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751 海岛特色养老服务模式创新研究——以

舟山“美丽群岛·幸福养老”为例
佘红艳 浙江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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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ZC201752 杭州市武警退役士兵定向岗位开发调查

研究
陈文芳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753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助力完善基本养老

服务的研究
梅 婷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754
浙江省婚姻家庭的新变化与新趋势——
基于 2015年浙江省 1%人口抽样调查数

据应用分析

王俊杰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755 杭州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执行情况调查

与研究
盖 博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756 共治视角下浙江农村社区服务满意度研

究——以杭州为例
刘 聃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757 青年志愿者组织参与共建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服务体系的成效及问题研究
刘建望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758 居民社区参与、收益感知与环境态度影

响机制研究
陈 蔚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ZMZC201759 慈善组织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马红梅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ZMZC201760 协商民主与“三社联动”机制融合研究 陈 麟 浙江农林大学

ZMZC201761 基于 COSO框架的现代社会组织内部控

制体系研究
李视磊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762 社会工作协同社区治理的机制和作用研

究
童素娟

浙江省海创科技交

流研究院

ZMZC201763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政策研究 胡 芬
浙江省生态与环境

修复技术协会

ZMZC201764 杭州市养老机构照护文化建设现状和对

策研究
方桂珍 浙江省中医院

ZMZC201765 公立中医医院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模式

“医养结合”项目的财务运营研究
唐杭琴 浙江省中医院

ZMZC201766 抗战时期中国妇女参与社会救助工作的

现代启示
张 玲 浙江树人大学

ZMZC201767 浙江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及其政策体系

完善途经研究
陈海生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

学院

ZMZC201768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社区老年教育多元合

作模式探索
李淑娟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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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ZC201769 亚运会背景下的志愿者社会责任感培养

研究
杨成青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770 老年人及家属对临终关怀认知与需求的

调查研究
沈翠珍 浙江中医药大学

ZMZC201771 中医护理服务参与老年人长期照护的理

论和实践
陈烨文 浙江中医药大学

ZMZC201772
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政府支持研

究——基于新昌县南明街道社区社会组

织联合会的调查

丁 丁 中共新昌县委党校

ZMZC201773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

研究——以“8890虚拟养老院”为例
梅鹏超 中共永康市委党校



附件 2

课题编号：

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规划课题协议书

课题名称：

课题类型： □重点 □一般 □经费自筹

课题负责人： 课题承担单位：

资助经费： 成果形式：

为确保本课题研究任务高质量地按期完成，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签订本协议。

一、课题负责人保证：

1、将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课题研究，并提交符合规定要求的

研究成果，不任意调整课题组成员、改变原定研究方向和研究计划。

2、经费按照预算使用范围专款专用。

3、研究成果不论公开发表或内部呈送，均注明“2017 年度浙江省民

政政策理论研究规划课题”标志。

二、浙江省民政研究中心保证：

1、按照规定及时拨给资助经费。

2、在职权允许范围内及时解决课题研究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3、及时组织对研究成果的论证、验收和必要的推荐、推广工作。

本协议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到课题研究任务完成时终止。

本协议书一式三份，课题负责人、课题承担单位、省民政厅各存一份。

课题负责人 课题承担单位 浙江省民政厅

（签章） （签章）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