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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 
苏社联发〔2022〕106 号 

 

关于 2021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 
精品工程”优秀成果获选项目的决定 

 

各设区市社科联，省属各学会（研究会）、各有关研究单位，各

高校社科联（社科处）： 

      2021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优秀成果已完成

申报受理、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经社科联党组研究同意，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长三角区域医联体发展的价值导向》等

50 项成果为一等次优秀成果，《乡村振兴视阈下苏北传统美术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品牌开发路径研究》等 150 项成果为二等

次优秀成果（具体名单见“附件”）。希望全省专家学者进一步强

化责任意识，加强社科应用研究，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为服务

和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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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1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优秀成果

获选项目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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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 
优秀成果获选项目 

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申报单位 
获选 
等次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长三角区域医联

体发展的价值导向 
凤启龙 东南大学 一等次

2 
推动我省动力电池优势产业链建设的

问题与建议 
赵振东 南京工程学院 一等次

3 江苏青年文化消费研究 高健 南京林业大学 一等次

4 
多重张力中大运河文化遗产与国家形

象话语建构研究 
路璐 南京农业大学 一等次

5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实践：新型研

发机构成长逻辑与路径选择 
罗利华 

南京市科技成果

转化服务中心 
一等次

6 
借力南京都市圈建设，打造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示范区 
丰志勇 

南京市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 
一等次

7 
场域、动力、价值：高校与城市的共

轭关系研究 
涂宝军 徐州工程学院 一等次

8 
医疗信息共享对患者转移数量和服务

质量水平影响研究 
郭鑫鑫 江苏大学 一等次

9 中国学前教育政策进展与优化研究 吕武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一等次

10 
将连云港建设成为千万标箱集装箱大

港作为整个江苏“十四五”发展必须完

成目标的建议 
古璇 江苏海洋大学 一等次

11 作为社会权的健康权研究 路艳娥 江苏警官学院 一等次

12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江苏省可再

生能源发展财政补贴政策研究 
涂远东 

江苏省战略与发

展研究中心 
一等次

13 
高等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学情调研

报告 
孙俊华 南京大学 一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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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优化公交线路运营服务提升市民群众

出行体验 
张新生 

南京市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 
一等次

1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阈下中国经济增

长新旧动能转换研究 
周荣荣 三江学院 一等次

16 
基于中国城市品牌影响力指数谈苏州

城市品牌影响力不足及对策建议 
曹杰 苏州市社科联 一等次

17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制

度创新研究 
徐枫 

中共吴江区委

党校 
一等次

18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行业学院研究 王继元 常熟理工学院 一等次

19 
“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全球创新链质

量评价及跃迁路径研究 
王文平 东南大学 一等次

20 
“一国两制”实践中加强香港青少年宪

法和基本法教育的思考 
江雪松 江苏大学 一等次

21 主持人情感立场管理的互动语用研究 夏秸 江苏科技大学 一等次

22 江苏省生物医药产业链研究 韩子睿 
江苏省科学技术

发展战略研究院 
一等次

23 
新时代高校附属公立医院年轻干部培

养与使用机制 
黄亚新 江苏省人民医院 一等次

24 江苏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研究 陈思萌 
江苏省社会 

科学院 
一等次

25 
江苏地方戏小剧种生存现状与发展路

径研究 
周飞 

江苏省文化艺

术研究院 
一等次

26 区域供应链融资决策与协调机制研究 杜文意 江苏师范大学 一等次

27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降低了全球技

术溢出强度：基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

易的对比分析 
陈启斐 南京财经大学 一等次

28 
数字文化消费中的沉浸式传播研究

——以数字化博物馆为例 
周凯 南京大学 一等次

29 
中国证券分析师与证券公司预测准确

性评价研究（2021） 
林树 南京大学 一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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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建党百年来学校劳动教育政策变迁：历

程、机理及启示 
龙永红 南京工程学院 一等次

31 应急舆情管理能力亟待提升 庄雷 南京工业大学 一等次

32 
区域一体化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

响及空间分异研究 
陈瑶 南京工业大学 一等次

33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大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 
陈元媛 南京林业大学 一等次

34 社会资本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严燕 南京农业大学 一等次

35 
地方审计管理改革背景下的审计全覆

盖研究 
戚振东 南京审计大学 一等次

36 政府信息公开司法审查制度研究 沈定成 南京师范大学 一等次

37 
地方政府培育发展体育社会组织的实

践探索 
叶小瑜 南京体育学院 一等次

38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的五对关系 佘林茂 南京晓庄学院 一等次

39 
关于大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对策建议 
张新岭 南京邮电大学 一等次

40 
城市韧性的水平测度及其时空演化规

律 
孙亚南 南通大学 一等次

41 
加快新时代学术评价“破”与“立”的进

程 
刘立军 三江学院 一等次

42 
新时代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研究 
王新华 

苏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一等次

43 苏州古城保护对象分类管控用专题 顿明明 苏州科技大学 一等次

44 
乡村振兴与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研

究 
吴兆明 

无锡职业技术 

学院 
一等次

45 新媒体环境下青年爱国表达的新特征 包雅玮 盐城工学院 一等次

46 
扬州市红色资源保护性开发和利用的

对策研究 
武智 

扬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一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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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国有文艺院团深化改革的实践探索及

其改革走向 
方标军 

江苏省文化和

旅游厅 
一等次

48 
论智库生产中政治与科学的背反关系

及耦合路径 
刘伟 

中共江苏省委 

党校 
一等次

4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生成的主体因素及其理论特质 
缪昌武 

常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一等次

50 
绿色发展理念下苏北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仇桂且 淮阴工学院 一等次

51 
乡村振兴视阈下苏北传统美术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文创品牌开发路径研究 
仇琛 徐州工程学院 二等次

52 深化教育整顿 打造政法铁军 万有林 江苏警官学院 二等次

53 
农村环境治理的农民集体不作为现象

分析及其转向逻辑 
杜焱强 南京农业大学 二等次

54 未来苏州 徐蕴清 
西交利物浦 

大学 
二等次

55 
新发展格局下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路

径研究——以常州大学为例 
雍莉莉 常州大学 二等次

56 
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实施现状及提

升策略 
丁才成 

常州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二等次

57 
新型大学文化培育现状与创新路径研

究 
冯英华 常州工学院 二等次

58 
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音乐舞蹈文化遗

产创意产业开发研究 
李凌燕 常州工学院 二等次

59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 宋田田 
常州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二等次

60 江苏车联网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王茂祥 东南大学 二等次

61 
大学生群体伦理行为的实证研究及其

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徐进 东南大学 二等次

62 回应气候的建筑“开启”范式研究 闵天怡 东南大学 二等次

63 
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的利益冲突治理

现代化 
贺正齐 河海大学 二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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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苏北水文化景观格局生成探讨：以大

运河为中心 
吴建勇 淮阴工学院 二等次

65 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管理成熟度评价研究 朱守信 淮阴师范学院 二等次

66 江苏省人口均衡发展研究 赵海林 淮阴师范学院 二等次

67 
深耕“启拓教学”改革 建构立体化教

学体系 
郑宇 江南大学 二等次

68 江苏革命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研究 韩宇瑄 江南大学 二等次

69 组织忘却、知识搜寻与绿色创新 朱雪春 江苏大学 二等次

70 
耕地空间特征对流转市场耕地资源配

置的影响研究 
郭阳 江苏大学 二等次

71 
“三全育人”理念下构建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体系的三维路径 
董秀娜 江苏大学 二等次

72 
镇江大运河文化旅游意象重建研究报

告 
沙春发 江苏大学 二等次

73 江苏大运河诗文整理与研究 杨贵环 江苏大学 二等次

74 
宽恕干预对降低农村留守儿童拒绝敏

感性的作用 
孙卉 

江苏第二师范 

学院 
二等次

75 海事蓝皮书（船员发展篇） 刘红明 
江苏海事职业 

技术学院 
二等次

76 推进高校媒体融合发展的应对策略 葛志亮 
江苏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 
二等次

77 
镇江市对接江苏自贸区过程中应对

“政策洼地”问题的对策研究 
周凌轲 江苏科技大学 二等次

78 
三重属性约束的承载力视角下中国省

际水资源利用效率测度 
张凯 江苏理工学院 二等次

79 
人力资本视域下新时代产业工人素质

全面提升路径研究 
葛莹玉 江苏理工学院 二等次

80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理论意蕴、

实践路径与未来走向 
彭明成 江苏理工学院 二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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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关于江苏发展零碳氨燃料动力船舶的

思考和建议 
申之峰 江苏理工学院 二等次

82 
二十世纪上半叶滑稽艺术的表演样式

及传播策略 
张丽芬 江苏理工学院 二等次

83 
江苏数字政府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

研究 
陈俊 

江苏省大数据 

管理中心 
二等次

84 
“强化产业链‘卡脖子’技术创新 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的研究报告 
夏凯丽 

江苏省科学技术

发展战略研究院 
二等次

85 财政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增长的建议 李晓勤 
江苏省科学技术

发展战略研究院 
二等次

86 基于江苏产业强链的人才分布研究 王蕾 
江苏省科学技术

发展战略研究院 
二等次

87 
科技强省目标下江苏完善地方性科技

进步条例研究 
应媚 

江苏省科学技术

发展战略研究院 
二等次

88 
基于情报分析工具的地方产业高质量

发展系列研究 
王飞 

江苏省科学技

术情报研究所 
二等次

89 
中美技术脱钩对江苏重点产业科技安

全的影响研究 
黄斌 

江苏省科学技

术情报研究所 
二等次

90 
江苏省农产品地理标志产业高质量发

展研究 
黄俊 

江苏省农业 

科学院 
二等次

91 江苏省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对策研究 朱方林 
江苏省农业 

科学院 
二等次

92 
江苏先进制造业集群竞争力提升路径

研究 
赵中星 

江苏省战略与

发展研究中心 
二等次

93 
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运行维护管理规范

研究 
施歌 

江苏省战略与

发展研究中心 
二等次

94 
支撑江苏高质量发展的劳动力供需平

衡路径研究 
戚晶晶 

江苏省战略与

发展研究中心 
二等次

95 
江苏高质量建设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

向开放枢纽思路与对策研究 
简晓彬 江苏师范大学 二等次

96 石英产业深度分析与技术发展报告 王夫寿 江苏师范大学 二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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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推动我省开展孝道文化建设的对策建

议 
陈姝瑾 江苏师范大学 二等次

98 
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生成与分布规律

研究 
李永乐 江苏师范大学 二等次

99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官员避责行为

及纠治 
刘泽照 江苏师范大学 二等次

100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协同困境与对策研

究 
周定财 江苏师范大学 二等次

101 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策略研究 吴丹 金陵科技学院 二等次

102 
我国贫困大学生研究回顾与展望(1994-

2020年) 
甘诺 南京财经大学 二等次

103 

Linking CEO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o Firm Performance: The 

Perspective of Middle Managers' 

Cognition（CEO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

中层管理者认知的视角） 

席猛 南京大学 二等次

104 
知识服务 :出版业助力脱贫攻坚新探

索 
杨海平 南京大学 二等次

105 
南京新型研发机构投入产出绩效评价

实证研究 
周治 南京工业大学 二等次

106 
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

话语转换 
滕飞 南京工业大学 二等次

107 当代大学生对抗战精神的认知 赖继年 南京工业大学 二等次

108 
树立正确党史观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 
王晓峰 

南京工业职业 

技术大学 
二等次

109 
数字赋能：大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现代

化的三维审视 
黄博 南京理工大学 二等次

110 
独立董事关系网络位置与企业商业信

用融资 
张勇 南京林业大学 二等次

111 
历史语境与文本再现：福克纳小说创

作研究 
张鲁宁 南京林业大学 二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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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农民集体决议撤销制度的实证考察与

制度完善 
杨萍 南京林业大学 二等次

113 
发挥民营企业家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

重要作用 
邵玮楠 南京农业大学 二等次

114 
数字普惠金融能降低农户的脆弱性

吗？ 
彭澎 南京农业大学 二等次

115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中的同伴中介

研究: 活动理论视角 
胡苑艳 南京农业大学 二等次

116 
返乡创业群体研究：社会角色重构及

其价值实现 
姜姝 南京农业大学 二等次

117 
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形成

机理及其治理 
杨建国 南京农业大学 二等次

118 
全球分工背景下中国企业加成率提升

研究 
宋建 南京审计大学 二等次

119 
确权背景下促进农地流转和完善农民

养老保障的政策创新 
金晶 南京审计大学 二等次

120 
制度逻辑、战略变革与家族企业绩效

关系研究 
赵娜 南京审计大学 二等次

121 大学生课程学习投入代际差异实证研究 屈耀辉 南京审计大学 二等次

122 常州民俗 司马周 南京审计大学 二等次

123 

Construction land reduction,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建设用地减量

化、农村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 

李国祥 南京师范大学 二等次

124 
国内市场潜力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效

应演化和机制分析 
郭进 南京师范大学 二等次

125 
高强度间歇训练对老年人心肺适能、

体适能和代谢参数影响的meta分析 
吴志建 南京师范大学 二等次

126 试论体认语言学的中国认知哲学向度 张智义 南京师范大学 二等次

127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

领力 
单友方 

南京市鼓楼区 

委党校 
二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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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栖霞区政务服务“一件事”改革的实践

与思考 
玄冬冬 

南京市栖霞区 

委党校 
二等次

129 建邺区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对策建议 王聪 
南京市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 
二等次

130 中国精准扶贫走向专业化 董淑芬 
南京市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 
二等次

131 革命纪念馆智库建设的“雨花台经验” 刘志亮 
南京市雨花台烈

士陵园管理局 
二等次

132 
关于执行好重度障碍儿童送教上门

政策的咨询报告 
王培峰 

南京特殊教育

师范学院 
二等次

133 
学业支持对残障大学生学习参与的影

响研究 
蔡翮飞 

南京特殊教育

师范学院 
二等次

134 
中国体育相关产业跨界融合现状及趋

势分析 
董艳梅 南京体育学院 二等次

135 
基于跨层次被调节中介模型的新生代

员工期望差距与离职意向研究 
王聪颖 南京体育学院 二等次

136 

《清史稿·忠义传》入传标准探析

——兼论《清史稿》所涉清遗民的忠

义观 

秦翠红 南京晓庄学院 二等次

137 
城市群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机理、

绩效与路径——长三角、京津冀和珠

三角的比较分析 

周锦 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 

二等次

138 
气温变化对中国居民生活用电的影

响：收入增长的挤出效应 
张明杨 

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 
二等次

139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东亚海域污染

合作治理策略优化研究 
顾湘 

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 
二等次

140 
优化智能快件箱建设、打通邮政快递

“最后100米” 
曾铖 南京邮电大学 二等次

141 
RCEP框架下东亚区域产业链重构与

中国对策 
马飒 南通大学 二等次

142 弘扬长江文化：价值认同与文化自信 瞿锦秀 南通大学 二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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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的难点及对策

建议 
黄元宰 南通理工学院 二等次

144 促进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侯红梅 南通理工学院 二等次

145 南通规划建设沿江科创带路径研究 李建波 
南通市科学 

技术局 
二等次

146 革命纪念馆展览规范研究 王立 

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 

二等次

147 
苏州乡土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承与保护

利用 
徐国源 苏州大学 二等次

148 
大运河江苏段传统工艺类非遗传承对

策研究 
卢朗 苏州大学 二等次

149 
水平式知识溢出、技术嵌入式创新与

产业结构协调化 
周璇 苏州科技大学 二等次

150 
童年期心理忽视与大学生智能手机成

瘾的关系：错失焦虑的中介作用 
朱丽娟 宿迁学院 二等次

151 数学可以这样教 严育洪 
无锡市锡山区

教师发展中心 
二等次

152 
网络嵌入、架构创新与军民融合协同

创新绩效 
彭本红 无锡学院 二等次

153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

转化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俞林 

无锡职业技术

学院 
二等次

154 

国家民族文化对高等教育虚拟学习系

统应用的影响：2001年至2020年实证

研究分析 
李娜 

西交利物浦 

大学 
二等次

155 
江苏省推进高端装备产业集群中的人

才生态建设研究 
董良峰 徐州工程学院 二等次

156 

How does creativity influence 

dishonest behavior?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students（创造力如

何影响不诚实的行为） 

张琛 徐州工程学院 二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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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两为主”教育政策的回顾与反思 朱海涛 徐州工程学院 二等次

158 淮海战役精神及其时代价值探析 辛勤 徐州工程学院 二等次

159 
江苏省传染病防控资源支持现状与改

善策略研究 
朱丽丽 徐州医科大学 二等次

160 
高职院校“岗课赛证”综合育人的内涵

与路径探索 

王丽新 徐州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二等次

161 
乡村文化重构：地方性的制造与可参

观性的生产 
马海燕 盐城工学院 二等次

162 
关于增强江苏产业体系抗风险能力的

建议 
郑志来 盐城师范学院 二等次

163 政府部门如何管理高校教学 闫丽霞 盐城师范学院 二等次

164 
盐城民间淮剧团生存现状与发展对策

研究 
赵艳玲 盐城师范学院 二等次

165 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与理据新论 刘利平 盐城师范学院 二等次

166 
西部边远地区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

问题研究 
莫凡 扬州大学 二等次

167 
文化景观视野下扬州古城水系历史遗

迹调查研究 
包广龙 扬州大学 二等次

168 
“首违不罚”制度背景下行政累犯制度

研究 
徐晓明 扬州大学 二等次

169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研究 唐开鹏 扬州市职业大学 二等次

170 
常熟产业用地利用效能评价及提升机

制研究 
胡敏玉 

中共常熟市委

党校 
二等次

171 我国裁判文书的非制定法论据研究 陈骁骁 
中共常州市委

党校 
二等次

172 
文化自信视域下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建设 
徐龙建 

中共江苏省委

党校 
二等次

173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脉络、启

示与展望 
成青青 

中共南通市海

门区委党校 
二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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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文化自信与苏州实践 姜春磊 
中共苏州市委

党校 
二等次

175 
云计算下农村“三资”激励性监管模式

研究 
胡冬阳 

中共张家港市纪

律检查委员会 
二等次

176 
干旱半干旱草原矿区生态累积效应及

弹性应对机制研究 
闫庆武 中国矿业大学 二等次

177 

Does the central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effectively improve air 
pollution?（环保督察机制有效改善了

大气污染吗？） 

王文文 中国矿业大学 二等次

178 
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徐州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的导向路径及对策研究 
李爱彬 中国矿业大学 二等次

179 
大学新生学校适应困难与网络成瘾的

交叉滞后分析 
张金健 中国矿业大学 二等次

180 红色文化育人功能简论 方跃平 中国矿业大学 二等次

181 
常州大运河盐文化特色旅游资源开发

研究 
钟海连 

中盐金坛盐化

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次

182 
双循环背景下加快苏南苏北经济协调

发展的现状和对策 梁茂东 

国家税务总局

淮安市淮阴区

税务局 
二等次

183 
新乡贤助力新时代乡村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的必要性与实施策略 
郑毅 

江苏财经职业 

技术学院 
二等次

184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高职院校目标管理 

考核责任制度研究 
尚阳阳 

江苏城乡建设 

职业学院 
二等次

185 
高校劳动教育价值取向的百年嬗变：

教育方针与政策的视角 
李欢欢 江苏开放大学 二等次

186 
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研究动态

与实践探索 
李玮华 

江苏省城乡发

展研究中心 
二等次

187 江苏地方戏曲传承振兴情况调研报告 刘旭东 
江苏省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 
二等次

188 
协调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 

内在机理、驱动机制和实践路径 
刘双双 

江苏省哲学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 
二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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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活动重特大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 
印伟 

南京旅游职业

学院 
二等次

190 大学生命课堂的理念生成和实践路径 葛莹莹 
南京师范大学

中北学院 
二等次

191 图书馆科普服务系列研究 徐基田 南通市图书馆 二等次

192 
基于DSPSEE-THQPF的后疫情防控时

代我国农业职业教育改革对策研究 
马国胜 

苏州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 
二等次

193 语文的形式 丁向红 
苏州市吴中区

甫里中学 
二等次

194 
兵圣留踪——从春秋末期吴国遗存遗

迹中寻觅孙武印记 
郁建国 

苏州市吴中区孙

子兵法研究会 
二等次

195 博物馆夜游经济研究 王宇翔 

苏州市相城文

商旅发展（集

团） 有限公司 
二等次

196 
杭州数字文旅发展的经验借鉴及对苏

州的启示 
张磊玲 苏州市职业大学 二等次

197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动态

演化研究 
武翠 

无锡商业职业 

技术学院 
二等次

198 
建设新商科实践教学示范中心的理

念、机制与特色实证研究 
李武武 无锡太湖学院 二等次

199 
新时代张家港市女性思想政治引领调

查研究报告 
曹丽华 

张家港市妇女

联合会 
二等次

200 
新发展格局下江苏扩大内需体系的理

论建构与政策研究 
段柯 

中共徐州市委

党校 

二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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