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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文化研究提炼工程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温社科研〔2015〕25 号

关于公布 2015 年度温州市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立项课题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2015 年共收到温州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申报课题

66 项，经评审，共评出重点课题 8项，一般课题 27 项，现

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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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最终成果要求

课题最终成果是论文的，要求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或在

《温州学刊》刊发。成果是研究报告的，要求被政府有关部

门采纳使用（要有相关部门的采纳证明）。

2、资助经费及拨款方式

2015 年度温州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资助额度：

重点课题每项 3 万元;一般课题每项 1 万元。课题拨款采取



分期拨款的方式，第一期拨付总经费的 60%，其余 40%的经

费，待课题结题时，视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完成时间拨付。

3、课题管理

温州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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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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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成果”字样。

5、立项协议书

基地立项的课题可视为和市哲学社科规划课题同一级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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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立项协

议书》，表格由市社科联统一制作。特别注意：（1）立项

协议书用 A４纸双面打印。（2）课题负责人需手写签名，不

能打印。（3）本课题完成时间为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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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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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课题承担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课题负责人保管一份，科研管

理部门一份存档。逾期无故未签定协议者，视为放弃该课题

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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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88968557 联系人：陈超颖

通信地址：温州市绣山路市行政管理中心社科联科研管

理办公室（主楼 14 楼 1457 室）(邮编 325009)。

附件：1、2015 年温州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课

题名单

2、2015 年温州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般课题名单

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温州市文化研究提炼工程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2015 年 10 月 20 日



附件 1

2015 年温州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课题名单

序号 项目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基地名称 所在单位

1 15jd01 温州道教史 陈安金
温州历史文化

研究中心
温州大学

2 15jd02
温州特色生态文化

的传承与重构
丁丽燕

温州职业教育与

社会发展研究中

心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3 15jd03

众创时代高校创业

教育亟需转型的对

策建议

黄兆信

温州新生代创业

与社会发展研究

中心

温州医科大学

4 15jd04

南戏《琵琶记》在地

方戏中的流传与变

异

俞为民
温州中国南戏艺

术文化研究中心
温州大学

5 15jd05
媒体融合时代，大数

据的应用与探索
方立明

温州全媒体发展

研究中心

温州日报报业

集团

6 15jd06

台湾时尚产业发展

状况与其对温州时

尚化战略的建议研

究

王小明

温州市两岸社会

经济发展协同创

新研究中心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7 15jd07

集群迁移视角下温

商回归瓶颈与路径

研究

戴海东

温商文化与民营

企业发展研究中

心

浙江东方职业

技术学院

8 15jd08

温州民营小微企业

经营环境指数体系

研究

盛秋生
温州民营企业发

展环境研究中心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附件 2

2015 年温州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般课题名单

序号 项目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基地名称 所在单位

1 15jd09

温州参与性环保实

践经验与理论思考：

以“五水共治”为例

王勇
区域可持续发展

法制研究中心
温州大学

2 15jd10

温州高层次社会事

业人才流失治理研

究

朱家德
区域可持续发展

法制研究中心
温州大学

3 15jd11

医疗纠纷中患者的

心理、行为特点及干

预对策研究

林文诗
心理健康与公共

事务研究中心
温州医科大学

4 15jd12

团体辅导在大学生

就业心理健康教育

中的应用研究

梅思佳
心理健康与公共

事务研究中心
温州医科大学

5 15jd13

重大主题报道中地

方新闻资源的挖掘

与运用

杜宇
温州全媒体发展

研究中心

温州日报报业

集团

6 15jd14
媒体融合环境下的

群众办报策略探析
林宇

温州全媒体发展

研究中心

温州日报报业

集团

7 15jd15

外来者劣势，网络密

度与 OFDI 区位选择

微观机制——基于

海外温商网络的检

验

张士军

温州区域经济与

民营资本研究中

心

温州大学城市

学院

8 15jd16

温州“机器换人”实

施现状、问题及对策

研究

杨平宇

温州区域经济与

民营资本研究中

心

温州大学城市

学院

9 15jd17

温州市残疾人事业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及解决对策研究

汪德宁

温州职业教育与

社会发展研究中

心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10 15jd18
西方人眼中温州人

形象的变迁
郑春生

温州历史文化

研究中心
温州大学

11 15jd19 平阳木偶戏探究 周美琼
温州历史文化

研究中心
温州大学

12 15jd20

城市发展与社会“在

场”的实践理性：城

市大学社会教育影

响力提升研究

吕伟超
社区教育与温州

发展研究中心
温州城市大学



13 15jd21

社会治理理论视阀

下的社区教育工作

者队伍建设研究

吴思孝
社区教育与温州

发展研究中心
温州城市大学

14 15jd22
新温州人在温经商

环境研究
张纯芳

温州区域发展研

究中心
温州市委党校

15 15jd23

金融危机背景下为

什么唯独永嘉县能

独善其身？——对

永嘉县银行业低不

良率的原因研究

朱康对
温州区域发展研

究中心
温州市委党校

16 15jd24

新常态下外贸出口

企业利用互联网实

现创新发展的路径

选择及对策——以

温州五个优势产业

为例

李炎炎
温州市“三农”

研究中心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17 15jd25

保障和发挥农户宅

基地用益物权对策

研究

陈方丽
温州市“三农”

研究中心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18 15jd26

大学生自主创业社

会生态系统研究—

—以温州为例

夏春雨

温州新生代创业

与社会发展研究

中心

温州大学

19 15jd27
南戏《琵琶记》东瀛

传播研究
张真

温州中国南戏艺

术文化研究中心
温州大学

20 15jd28

温州城市转型发展

的人才支持战略研

究

周哲
温州卫生发展研

究中心
温州医科大学

21 15jd29

温州市社会资本举

办非营利医疗机构

策略研究

杨永梅
温州卫生发展研

究中心
温州医科大学

22 15jd30

温州市公立医院人

事代理制度实施现

状调查研究

张驰
温州卫生发展研

究中心
温州医科大学

23 15jd31

两岸文化产业合作

发展的路径选择—

—基于温州和台湾

的分析

郭伟展

温州市两岸社会

经济发展协同创

新研究中心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24 15jd32

温州高校智库参与

区域协同创新的发

展策略与路径优化

研究

—以浙江省温州人

经济研究中心为

贺文华

温商文化与民营

企业发展研究中

心

浙江东方职业

技术学院



25 15jd33

“两化融合”背景下

温州民营企业信息

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及对策研究

田启明

王志梅

温州民营企业发

展环境研究中心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26 15jd34

发掘农业文化遗产

魅力 为温州发展

注入新活力

沈佩琼

温州市现代农业

与职业教育研究

中心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27 15jd35

基于物联网的自动

调控农业生产模式

的研究

李世红

温州市现代农业

与职业教育研究

中心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