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社科联发 (⒛⒛ )⒊ 号

关于公布⒛Ⅱ年度省社科联研究课题和
“
三服务

”
调研专项课题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课题组负责人:

经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省社科联党组研究确定, 《新媒体时

代浙江红色文化的视觉表达方式研究》等 171项课题 (其 中年度课

题 143项 ,立项不资助课题 28项 )立为 2021年度浙江省社科联

研究课题, 《数字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等18项课题立为浙

江省社科联
“三服务

”
调研专项课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签订协议

年度 课 题组 负责人接 此通 知后 ,请 在 浙江社科 网

(-。 zjskw.gov。 cn)登录
“
研究课题申报管理系统

”,在 “
中期

管理
”
栏目中下载填写《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立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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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书》 (“三服务
”
调研专项课题不必签),本人和科研管理部门

签字盖章(电子签名和公章有效)后 ,做成一份PDF文件并于⒛20

年 9月 30日 前在此栏目公共附件处上传。逾期未签订协议者,视

为自动放弃该课题立项。          ˇ

二、结项要求

课题成果满足结项条件后,须经浙江社科网
“
研究课题申报

管理系统
”

申请办理结项。研究课题达到下列条件之一者即可申

请办理结项:0成果形式为论文的,须在公开刊物上发表;②成果

形式为专著的,须正式公开出版;③成果形式为研究 (调研 )报告

的须被市级(不含县级市)及 以上党委政府或厅局级相关实际工作

部门肯定并采纳吸收;或获得厅局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或在媒体

上发表产生较大的、良好的社会反响;或被浙江省社科联采用。④

预期成果形式为两种的,以最能体现课题设计内容的成果为主。

研究课题成果在公开发表、出版或内部呈送时,均应在显著位

置注明
“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

”
字样及该课题编

号。未注明者,一律不作为课题研究成果,不予结题。

“三服务
”
调研专项课题成果需在 9月 30日 前进一步修改完

善,修改好后以WORD格式发到社团处电子邮箱,主题栏中标明
“
三

服务
”
字样。

联 系 人:杨希平、郁兴超

诖L    亩占: 0571-81050867、  8705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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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杭州市环城北路 318号省行政中心2号院622室
;

电 子 邮 箱 :zjss1xhcavip.163。 com

附件:1。 ⒛21年度省社科联研究课题立项名草

2.“三服务
”
调研专项课题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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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⒛犭年度省社科联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一、年度课题 (143项 )

课题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成杲形式

2021N01
新媒体时代浙江红色文化的视

觉表达方式研究
李海艳 中国美术学院 沦文

2021N02
魏晋南北朝江南地区湿刻陶文

研究  :   ∷ 冯  立 中国美术学院 沦文

2021N03

重大疫情背景下浙江省医疗卫

生资源配置模式与治理路径研

宄       ⋯∷
刘金华 中国计量大学 沦文

2021N04
公共性危机下的韧性社区建设

研究      - 陆媛媛 中国计量大学 论文

2021N05
浙江青田跨国留守儿童语言生

活研究
彭  飞 中国计量大学 论文

2021N06
“
互联网+” 环境下科研人员

的学术交流及协同优化探究
华小琴 中国计量大学 论文

2021N07

精英吸纳、融入性协同治理与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
“
乡贤回归

”
的逻辑与绩效提

升研究

陈 勋 中共温州市委党校 论文

2021N08
基于浙江省 sAM的疫情冲击

波及效应与应对政策精准性研

究

田海燕 中共绍兴市委党校 论文

2021N09
后疫情时代互联网超级平台的

关键特征及对国家治理的挑战

研究

沈丽丽
中共绍兴市柯桥区

委党校
论文

2021N10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跨市域公

共服务共享路径研究:以浙江

K区公共服务融杭接沪为例

胡斌钦
中共绍兴市柯桥区

委党校
论文

2021N11
民间媒介在社区防疫治理中的

实践与价值研究
周莲君 中共江山市委党校 论文

2021N12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 黄丽萍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 论文

2021N13
冲突与整合: “二元社区

”
结

构下流动人口治理路径研究
岳红远 诸暨市社科联 论文

2021N14
提升

“一带一路
”
沿线孔子学

院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研

究

袁慧玲 浙江中医药大学 论文

2021N15
罗希文 《伤寒论》英译本中的

中医文化语境分析研究
唐 路 浙江中医药大学 论文

2021N16
中国共产党民族地区生态文明

建设的百年历程与经验研究
许才明 浙江中医药大学 论文

2021N17
浙江省数字产业化的模式与路

径研究
平 萍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2021N18
新时代

“
五育融合

”
视域下高

校劳动教育融合推进机制研究
高 楠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

院
论文

2021N19
浙江省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与

对策研究
田剑英 浙江万里学院 论文

2021N20
政策共振期浙江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特征及靶向聚力研究
吴 瑛 浙江万里学院 论文

2021N21
传统媒体短视频新闻的发展现

状及传播策略研究
黄 峥 浙江万里学院 论文

2021N22
新冠疫情下西方主流媒体中国

形象研究
章 吟 浙江外国语学院 论文

2021N23
长三角金融一体化视角下金融

创新驱动与增长效应研究
蒋瑞波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论文

2021N24
移动互联时代大学生运动社交

优化策略研究
冯 伟 浙江树人大学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N25
新就业形态和谐劳动关系的形

成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李长江 浙江师范大学 论文

2021N26
以儿童歌舞为载体的艺术教育

研究
孟文果 浙江师范大学 论文

2021N27 网络空间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陈 钢 浙江师范大学 论文

2021N28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基于

“
三位

一体
”
模式的钩虫病高疫情地

区防治试点研究

阮 卫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

芾刂中心
论文

2021N29
后疫情时代背景下浙江省数字

展会商业模式及实践路径研究
费圆苑

浙江省东方会展产

业研究所
论文

2021N30
来华留学生双文化认同整合与

跨文化适应研究——社会支持

的中介作用

韩 玲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2021N31
高职扩招背景国家高水平专业

群差异化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以电子商务专业群为例

孔风琴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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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N32
五四第一代女作家小说叙事研

究
史 伟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专著

2021N33
阳明文化对绍兴城市文化影响

力提升策略研究
李 辉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

学院
论文

2021N34
财税政策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

路径研究
陆施予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

学院
论文

2021N35
浙江省典型性数字创业生态系

统构建、演化及治理机制研究
陈稼瑜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

学院
论文

2021N36
浙江省乡村运营的模式选择、

实现机制与政策响应研究
蔡碧凡 浙江农林大学 论文

2021N37
基于 SICAS模型的浙江古道文

化形象建构与影像传播研究
郭 冰 浙江农林大学 调研报告

2021N38

“
两山

”
理念驱动乡村文化旅

游发展的路径变迁与浙江实证

研究

巫程成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论文

2021N39
基于 V田o模型的网络文学 IP

与旅游业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李卓君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论文

2021N40
基于

“
诗画浙江、百县千碗

”

的饮食类非遗传承与推广研究
王玉宝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论文

2021N41

“
文体旅

”
融合背景下运动休

闲小镇高质量发展的模式、路

径与政策研究

刘晓虎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论文

2021N42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责任论的

法律问题研究
郭 薇 浙江理工大学 论文

2021N43
品牌

“
漂绿

”
情境下的消费者

回避行为研究
肖增瑞 浙江理工大学 论文

2021N44

基于园艺疗法的疫情后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有效性评价及应

用研究

李清莹 浙江理工大学 论文

2021N45
城市社区交互式安全教育设计

研究
易敏哲 浙江理工大学 论文

2021N46
后疫情时期高校外语在线教育

常态化趋势的捌‘战与对策
陈亚轩 浙江科技学院 专著

2021N47
跨文化传播信息媒介的设计—

一以法国摄影师的中国故事为

例

方沁玮 浙江科技学院 论文

2021N48
浙江省新业态用工纠纷法律问

题研究——以地区审理概况为

样本

范南强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论文

2021N49
大数据视域下浙江省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中经济犯罪防控对

策研究

徐 鹏 浙江警察学院 论文

2021N50
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者隐私保

护机制研究
汪露娜

浙江经济职亚技术

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N51
海洋渔业捕捞权

“
获量配额

”

改革研究——以浙江舟山试点

为例

王晓梅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2021N52
电商减贫扶智效能解耦:新型

职业农民返乡创业教育转化研

究

王军海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2021N53
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助力金融

精准扶贫的研究
朱书琦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论文

2021N54

“
招生—培养一就业

”
闭环式

管理体系下的高职毕业生就业

研究

陈小腊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论文

2021N55
浙江地方企业使命宣言中外宣

形象建构的问题与策略研究
卓佳妮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论文

2021N56
浙江民营企业参与全球航空高

端装备制造转型发展之路研究
章正伟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2021N57

“一带一路
”
背景下浙江省跨

境电商企业人才需求调研与培

养路径研究

陈丝岸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N58
“gO后”

作家小说的文化叙

事研究
周爱华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2021N59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宁绍平原水

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研究
房 利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2021N60
高职产教融合与毕业生就业力

的互动机制研究
黄 翔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N61

“
双高建设

”
背景下基于 lEE

的本科层次高职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

张冬冬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2021N62
新时代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基于

BOPPPS模式的网络教学研究
江一行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2021N63
中国特色社会组织话语权建构

研究
陈姝娅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2021N64
浙江吴语方言韵律节奏类型学

研究
李 桠 浙江海洋大学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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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N65
八婺区域文化与民俗传统体育

发展研究
俞 磊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2021N66
sPOC教学在高校体育课程教

学改革中的实证研究
谭海波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2021N67
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教育应用

研究
张枝实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论文

2021N68
基于学分银行视角的学习成果

认证与学分互认机制研究
周美秀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调研报告

2021N69
浙江制造业产业链协同创新机

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金 强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2021N70
民营企业战略创业的转型路径

研究
陈铁军 浙江工业大学 论文

2021N71

“
大运河文化带

”
建设下沿运

聚落文化景观特色挖掘及有机

更新研究

王 涛 浙江工业大学 论文

2021N72
地方高校深入产业集聚区举办

产业学院的发展模式研究
王洪飞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N73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我省数字经济
“一号

”
工程

助推慈善信托提升运作效率研

究

王 锐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N74
博物馆展品说明中的传统文化

英译问题研究
杨 倩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

2021N75
新冠疫情下高职院校图书馆
“
第三空间

”
再造及服务策略

创新研究

谢眉眉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论文

2021N76
新时代背景下未来社区建设趋

势与路径研究
陈汉新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

学院
调研报告

2021N77
健康老龄化视角下的多病共存

整合照护模式构建研究
叶志弘 浙江大学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N78
合作对情景记忆潜能的促进和

抑制研究
聂爱

J清
浙江大学 论文

2021N79
泽基神经美学对当代美学的启

示研究
孟凡君 浙江大学 论文

2021N80
侨务公共外交视角下浙江在美

华侨华人认同建构研究
俞雅芸 浙江传媒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N81
海洋特色小镇文旅生态培育及

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丘 萍 浙江传媒学院 论文

2021N82
中国早期电影音乐叙事功能发

展 研 究

(1g31-1g鹎

)

聂 佳 浙江传媒学院 论文

冫

》

ˉ

2021N83
文化认同视域下 zO世纪上半

叶留学作曲家艺术歌曲创作研

究

张铁译 浙江传媒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N84 国产耽改影视剧发展研究 高雨洁 浙江传媒学院 论文

2021N85 清末民初上海戏剧生态研究 周淑红 浙江传媒学院 专著

2021N86
5G时代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的理论与实施路径研究
陈维龙 浙江传媒学院 论文

2021N87
批评性话语视角下大学生网络

爱国话语的特征与引导研究
施卫强 浙江传媒学院 论文

2021N88
人口高龄化背景下居民家庭资

产配置的演化机理与影响机制

研究

杨芊芊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

2021N89
交叉持股企业信息披露违规风

险传染机制研究
张文珂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

2021N90
目标企业信息风险影响企业并

购的机制及路径研究
张芳芳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

2021N91

基于多源数据精细化定量分析

的杭州商业街道公共空间形态

及品质对城市活力影响研究

熊倬锐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

2021N92 战后日本乡村振兴政策史研究 汤 武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

2021N93
长三角

—
体化背景下浙江省大

都市区创业环境的测评及优化

研究

葛佳佳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2021N94
后疫情时期义乌民营外贸企业

困境及
“
四三模型

”
应对机制

研究

龚紫娟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2021N95

“一带一路
”
背景下浙江与西

班牙文化融合的机理与机制研

究

李 炜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N96
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

“
教

师——学生
”
主体权益保护研

究

芦丹丹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2021N97
疫情背景下复学中小学生常见

心理问题及其绘画心理干预
严 虎 温丿、H医科大学 专著

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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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N98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权部门

话语得体性研究
林甜甜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2021N99
中外学者学术写作立场标记对

比研究
吕 颖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2021N100
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与亲

子关系研究
梅思佳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2021N101
大湾区城市群生态经济化与经

济生态化耦合发展对策研究
黄伟伦 温州商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N102
后疫情时代 BoPPPs模式嵌入

会计智慧课堂新样态研究与有

效性调查

周海燕 温州商学院 论文

2021N103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维护国家意

识形态安全研究
吴志敏 温州大学 论文

2021N104

地域文化影响下的浙江中小城

市品牌设计研究——以德清为

侈刂

炱罴  E冒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论文

2021N105
地方本科院校与所在城市共生

关系研究
周 良奎 台州学院 论文

2021N106
跨境电商行业发展现状、影响

因素与扶持政策研究——以绍

兴市为例

郑明莉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2021N107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家庭农场核

心竞争能力培育机制、提升路

径与对策研究

郑晓云 衢州学院 论文

2021N108
依托地域文化推进地方特产外

宣策略研究——以衢州特产外

宣为例

李秀琴 衢州学院 论文

2021N109
浙江大湾区文化科技融合发展

水平的综合评价及其关键影响

因素研究

杨晓伟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2021N110
大中小学网络素养教育一体化

建构及实施路径
邬静波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N111
后疫情时代

“
疑欧主义

”
对

“一带一路
”
倡议的影响及对

策研究

李 科 宁波财经学院 论文

2021N112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金融

创新促进产业创新发展的协同

机制研究

吴燕燕 宁波财经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N113
疫情后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对

浙江产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

究

励 利 宁波财经学院 论文

2021N114
后疫情时代基于多元供给的浙

江省旅游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研

究

叶 静 宁波财经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N115
浙江优秀地方文化融入高校立

德树人的路径研究
吕艳艳 丽水学院 论文

2021N116
政府主导型科技企业孵化器孵

化力提升策略研究:浙江实证
徐腾飞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2021N117
新冠疫情之下跨境电商境内外

资源协同机制研究
李浩波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2021N118
后疫情时代跨境电商人才供给

质量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
李 颖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2021N119
适应性更新视角下乡村空间与

活力营造的策略研究
楼森宇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2021N120
浙江省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网

络参与机制创新研究
张王晓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2021N121
长三角一体化

“
5G+” 驱动的

物流创新发展模式研究
孙晓波 嘉兴学院 论文

2021N122
基于

“
两山

”
理论的美丽乡村

发展路径及模式研究
苏海林 嘉兴学院 论文

2021N123
温州民间发绣艺术的传承创新

研究
陈淑聪 嘉兴学院 论文

2021N124
基于游戏性的学龄前儿童家具

设计研究
杨亚萍 嘉兴学院 论文

2021N125

“
重要窗口”

使命背景下嘉兴

中心城区综合承载能力提升的

路径研究

朱 彦
嘉兴市南湖区委政

研室
论文

2021N126
基于心理资本的高职生就业绩

效提升机制研究
黄晓霞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2021N127
明清时期杭嘉湖平原民间水神

信俗研究
施敏锋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专著

2021N128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

用的研究——以南浔古镇为例
杨长海 湖州市南浔区委 调研报告

2021N129
疫情后浙江省大学生就业焦虑

心理引导及干预对策研究
方 兴 湖州师范学院 论 文

2021N130
认知、移情与行为 :网络欺凌

防治的非正式群体角色再造机

制研究

魏骊臻 湖州师范学院 论文

2021N131
重大疫情应对中的网络谣言治

理研究
吴卫华 湖州师范学院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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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N132

高职
“
双融合、三提升、四递

进
”
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和实

践——以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为例

吕 琳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2021N133

工业互联网背景下浙江商贸企

业转型的路径、障碍及对策研

究

宋绮辛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N134
疫情冲击下政府助力小微企业

发展路径探究——基于余杭区

复工复产扶持政策的实践

刘倍贝
杭州市佘杭区社科

联
论文

2021N135
“
套路贷

”
犯罪的定性问题研

究
邓毅丞 杭州师范大学 论文

2021N136
“
民间

”
视域下的越剧传统剧

目口述本研究
张艳梅 杭州师范大学 论文

2021N137
杭州影像中的城市想象与文化

书写研究
谢艳虹 杭州师范大学 论文

2021N138
功能主义语言观指导下的语言

学课程教学路径
詹宏伟 杭州师范大学 论文

2021N139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日语拟声

拟态词二语习得机制的实证研

究

冯亚静 杭州师范大学 论文

2021N140
《大明律》在朝鲜半岛的翻译

与研究
王丽娜 杭州师范大学 论文

2021N141

基于 TⅢz理论的高职院校理

工科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路径研

究

张满东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N142
朱迪斯 ·巴特勒的女性空间选

择
杨 乐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论文

2021N143 美国瑶族的族群认同研究 刘 涛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论文

二、立项不资助课题 (⒛ 项 )

课题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成果形式

2021B01
“
兼合式

”
党组织引领小区治

理创新的实践研究
汪善翔 中共舟山市委党校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B02
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与新时代文

明实践融合研究
张 健

中共台州市黄岩区

委党校
论文

2021B03
企业社会责任嵌入商业银行经

营模式创新研究
丁安娜

中共绍兴市上虞区

委党校
论文

2021B04

习近平扶贫理论视域下的基层

党建与脱贫攻坚
“
同频共振

”

的路径探析

唐  云 中共临海市委党校 论文

2021B05
嘉善县深度融入长三角科技创

新共同体建设的路径研究
刘 伟 中共嘉善县委党校 论文

2021B06
乡村振兴中的村党组织功能转

型问题研究
刘艳云 中共湖州市委党校 论文

2021B07
浙江省

“
乡村经营

”
的探索经

验、实现机制与政策优化研究
李 /J、

n,,阝

中共杭州市临安区

委党校
调研报告

2021B08
动漫产业发展现状及优化策略

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何佳玮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论文

2021B09
抗疫背景下高职院校创业服务

推动就业能力提升的机制研究
阮红芳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

学院
论文

2021B10
语音识别技术在听障生教学中

的有效运用研究
王海丽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

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B11

浙江省后发企业创新追赶路径

的研究——基于企业网络与双

元创新能力匹配的视角

华晓晶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B12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浙江乡村

文旅突发事件舆情应对机制研

究

黄 杰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

商学院
论文

2021B13
浙江诗路文化跨文化传播路径

研究
黄 靖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
论文

2021B14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离散译者的

中国现代小说译介研究
黄赛赛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

学院
论文

2021B15
浙江省推进房地产税改革的关

键机制创新构建问题研究
谢京华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B16

数字经济发展中县域政府的角

色定位与作用机理研究 ——

基于浙江省 C县、Y区的对比

分析

张玲丽 长兴县社科联 论文

2021B17
传统瓯作家具装饰纹样及工艺

研究
许学民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B18
新业态灵活就业者社会养老保

险低水平化成因及治理研究
固晓林 绍兴文理学院 论文

2021B19
跨行政区公共危机政府合作治

理研究
李建兴 绍兴市社科联 论文

2021B20

“
三全育人

”
格局下财经类高

校经济法
“
课程思政

”
建设研

究

李 兰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

学院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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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B21
“
前亚运”

背景下浙江全域旅

游公共服务体系评价研究
徐春红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B22
浙江省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朱雯珊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论文

2021B23
社会治理共同体公共场域建构

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王志新 宁波工程学院 论文

2021B24
重大疫情下旅游者风险感知影

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刘佳婕 宁波大学 论文

2021B25
城乡∵体化视角下欠发达地区

新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研究
黄建清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B26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化的

新途径研究
朱 武 杭州医学院 论文

2021B27

基于中国传统纹样的动画造型

设计研究——以良渚
“
神徽∵

纹样为例

张立敏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

学院
论文

2021B28
全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

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
吴建勇 德清县社科联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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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
三服务

”
调研专项课题立项名单

课题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成果形式

2021ZⅩ 01
我省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

心建设的问题及对策
徐楠轩 中国计量大学 成果要报

2021ZX02

“
获得感

”
语境下浙江

“
新农人

”

创业扶持的供需矛盾及对策研究
许 烽 宁波财经学院 调研报告

2021ZⅩ 03 数字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陈 宇
中共杭州市委

党校
成果要报

2021ZⅩ 04

传统村落乡村振兴要破
“
五难

”—

—基于浙江山区四个传统村落的调

查报告

郑晓峰
浙江省发展规

划研究院
成果要报

2021ZⅩ 05

浙江省
“
互联网+义务教育

”
城乡

教育共同体实施情况调查及对策报

告

卢 露 浙大城市学院 调研报告

2021ZⅩ 06
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背景下嘉兴

科技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路径研究
裘志伟

嘉兴市南湖区

委办公室
成果要报

2021ZⅩ 07
后疫情时期浙江省民间职业剧团生

存发展调研报告
周伟君

浙江艺术职业

学院

论文

调研报告

2021ZⅩ 08
建设

“
重要窗口”

背景下浙江省老

年教育发展现状调查与对策
张志超

浙江广播电视

大学
调研报告

2021ZⅩ 09
完善浙江省宅基地管理政策的对策

建议
张晓梅 温州商学院 调研报告

2021ZⅩ 10
通过建设绿色

“
农夫市集

”
稳就

业、保民生、推进城乡融合
徐克帅

宁波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
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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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ZⅩ11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存

境况及诉求愿望调查
苏晓萍

台州科技职业

学院
调研报告

2021ZⅩ 12
当前我省中小制造企业的政策困惑

与对策建议
盛 婕 浙江工业大学 调研报告

2021ZⅩ 13

深化
“
三位一体

”
改革助推高水平

乡村振兴的对策路径研究——基于

浙江 8市县 12个基层社的调查

劳赐铭
浙江 贸职业

技术学院
调研报告

2021ZⅩ 14
我省

“
重大水源地

”
行政村

“
返

薄
” 的隐忧值得重视

胡占光
中共湖州市委

党校
成果要报

2021ZⅩ 15

充分发挥异地商会社会功能,推动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温州为

侈刂

谢瑞霞
温州广播电视

大学
调研报告

2021ZX16
浙江省水产品加工产业发展现状与

对策
金仁耀 浙江工商大学 调研报告

2021ZⅩ17
疫后复学期高职院校学生危机干预

和心理重建的调研与对策分析
叶 星

浙江金融职业

学院
调研报告

2021ZⅩ 18
关于构建和完善设区市退役军人职

业学院的对策建议
钱向明

金华职业技术

学院
成果要报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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