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3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拟立项名单

一、重点资助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单位名称

1 网络基础设施影响江苏制造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
理与推进策略研究

魏蓉蓉 无锡学院

2 舒适物视角下江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现
路径研究

姜照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 薛丁辉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4 江苏促进外资参与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提升研究 王利辉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5 江苏培育扶持新农人成长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汤颖梅 南京农业大学

6 江苏能源安全预警及应急响应机制研究 赵桂梅 江苏大学

7 江苏建设文化强国先行区实现路径研究 周凯 南京大学

8 江苏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储备研究 戚晶晶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
心

9
新发展格局下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实现形式研究
——基于江苏工作实践视角

葛红民 江苏省审计学会

10 江苏社科期刊加强社科普及工作研究 高虹 河海大学

11 江苏大运河文化带传统人居保护与利用研究 于文龙 淮阴工学院

12 江苏文化产业数智化升级策略研究：以龙头型企
业转型为例

王鹏涛 南京大学

13 江苏红色文化资源调查与多维转化策略研究 杨俊 南京财经大学

14 美国高校体育产业数字化运营特征分析及启示 王雪峰 南京晓庄学院

15 江苏构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的政策与实践研究 冯解忧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16 中国式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现代化建设关
键任务与对策研究

林俊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17 江苏省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物资配置的过程机
制与优化对策研究

覃朝晖 徐州医科大学

18 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背景下的科研育人实现
路径研究

王宇翔 南京工业大学

19 江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政策优化研究 范赟 南通大学



20 新时代江苏城市社区公共安全韧性治理框架体系
建设路径研究

范如意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21 乡村振兴背景下江苏高校产教融合典型案例研究 严瑾 南京农业大学

22 江苏科研院所研发投入比较及对策研究 余景亮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

23 江苏“1+3”重点功能区的探索和实践研究 刘永利 江苏省委办公厅

24 江苏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 许珂 常州工学院

25
江苏省特色优势产业链稳定性评估及补链强链机
制研究——以船海装备产业链为例

徐兰 江苏科技大学

26 江苏建设“数实融合第一省”重点任务与关键举措
研究

宋芳斌 南京理工大学

27 供应链网络嵌入视角下江苏民营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对策研究

徐永锋 苏州科技大学

28 共同富裕目标下劳动力流动影响江苏农村家庭金
融健康机制与对策研究

王晓青 南京审计大学

29 江苏“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现状与政策需求研究 李永明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研究
院

30 常州工业遗产调查与活化利用研究 季华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1 江苏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理念指向与机制响应研究 张伟 江苏师范大学

32 基于业绩代表作制度的卫生人才评价指标体系研
究

顾璟 江苏省人民医院

33 文旅融合视域下大运河江苏段文化遗址数字化交
互再现策略研究

沙春发 江苏大学

34 江苏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应急物资协同保障体系建
设路径研究

王玉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35 金融支持江苏“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研究 徐涛 南京工业大学

36 积极老龄化视阈下江苏省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及支
撑体系建设政策研究

周罗晶 扬州大学

37 基于团队断层视角的公立医院临床科室人才梯队
建设研究

丁强 江苏省人民医院

38 “双碳”目标下科技创新助力江苏高耗能制造业转
型升级研究

吴鸣然 南京邮电大学

39 数字技术驱动江苏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机制与实
现路径研究

陈建新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0 教育网络舆情传播与应对机制研究 王运武 江苏师范大学

41 新发展格局下江苏科技创新智库建设路径与对策
研究

李道斌 南京市浦口区科学技术局

42 职业本科视域下“双师型”教师“全链条”成长路径
研究

时小燕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43 江苏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对策研究 姜双林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
院

44 江苏“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现状与政策需求研究 郑琼洁 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5 江苏非遗数字化的用户体验与传播研究 廉同辉 南京财经大学

46 江苏省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经验研究 朱小静 南京林业大学

47 地方非遗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王东 徐州工程学院

48 江苏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韩立云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49 高校思政课混合学习空间建设研究 康翠 江苏大学

50 江苏省育龄女性生育焦虑调查、国内外生育政策
梳理及经验启示

张慧 南京邮电大学

二、一般资助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单位名称

1 数智化赋能江苏运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谷燕 江苏科技大学

2 从碎片化治理走向技术性协同：“线上线下联动”
的社区治理创新机制及推广研究

张航 南京邮电大学

3 江浙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政策历史与现状比较研究 叶丽芳 南京财经大学

4 时空异质性下气候变化对大气污染-感知协同效应
的影响机制与协同治理研究

杨春玉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5 “一体、两翼、多措耦合”的江苏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体系建设研究

乔芳 江苏大学

6 江苏社区养老支持政策体系优化研究 周仕通 徐州工程学院

7 苏州古城已消失遗址的虚拟体验开发策略研究 陈月 苏州大学

8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江苏养老机构发展现状、问题
及对策研究

杨顺华 江苏大学

9 江苏国家级实验室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聂继凯 扬州大学

10 产教协同组织管理体系促进生物医药类产业发展
的探索与实践

李冲 徐州医科大学

11 江苏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关键举措研究 华坚 河海大学

12 江苏提高全民终身学习数字化公共服务均衡性与
可及性对策研究

李凤霞 江苏开放大学

13 产学研合作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研究 田浩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14 江苏专精特新企业协作配套强链对策研究 王蕾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

15 江苏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提升对策研究 孙菲若 中共徐州市委党校

16 面向健康中国的江苏老年人健康信息行为支持机
制与干预路径研究

宋士杰 河海大学

17 江苏推动前沿领域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路径
研究

郏江杰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

18 开放式碳排放“双控”管理新体系研究 刘萍 三江学院

19 江苏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提升对策研究 张睿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研究
院

20 基于助推的低碳生活行为干预策略研究 耿柳娜 南京大学

21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生态机制与测评研究 罗康明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22 江苏农村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与
优化策略研究

王晗 江苏师范大学

23 江苏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国际影响力提升研究 林佩 南京大学

24 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能力提升对策研究 郭海丽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25 江苏古代医家家训史料收集整理与应用研究 李正钧 南京中医药大学

26 产教融合范式创新研究 吴宝锁 江南大学

27 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背景下地方高校的“人才特区
”建设研究

樊允花 常州大学

28 江苏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与效能提升对
策研究

葛焱 南京农业大学

29 江苏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杨敏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30 教育考试的数字化转型研究 朱适 南京大学

31 江苏海洋文化标识打造与推广策略研究 薛玉秀 盐城工学院

32 苏南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制度设计与实现路径研
究

李响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33 新形势下江苏不同阶段、不同资源禀赋高新区创
新政策体系优化路径研究

于佳佳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34 基于建模系统理论的江苏淮剧符号传播模型构建
研究

王晶晶 盐城工学院

35 江苏打造世界一流领军企业的路径机制与典型案
例研究

欧阳芳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6 江苏数字金融产业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周雷 苏州市职业大学



37 近代社会教育的本土探索之路——苏北革命根据
地社会教育研究（1940-1949）

朱荪珺 盐城工学院

38 江苏先进制造业集群创新网络的构建、价值共创
与治理对策研究

刘丽雯 苏州大学

39 乡村振兴背景下江苏乡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在地
化培养路径研究

杨月海 盐城师范学院

40 智慧图书馆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探索 汪英姿 常州大学

41 新时代江苏智能语言服务伦理风险的防范研究 李冬香 徐州工程学院

42 圈层化背景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及其应对策
略研究

任学敏 江南大学

43 基于网络结构模型的江苏城市抗涝韧性评价与提
升策略研究

毕傲睿 淮阴工学院

44 江淮生态经济区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赵成柏 淮阴工学院

45 新发展格局下江苏职业院校高质量推进产教融合
典型案例研究

杨俊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46 数智时代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指标构建与应用研
究

马康 盐城师范学院

47 基于多源异构数据融合的社科人才综合评价研究 肖连杰 南京邮电大学

48 数字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瓶颈与对策研究 陈玉玉 常熟理工学院

49 人工智能赋能江苏公共安全应急框架体系建设路
径与韧性治理研究

鲁钰雯 南京大学

50 技术驱动网格化社会治理基础样态与创新路径研
究

贾秀飞
中国共产党无锡市委员会
党校

51 "活态遗产":苏州园林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与创新
模式研究

孙磊磊 苏州大学

52 碳减排目标设定对江苏高耗能制造业企业的影响
研究

刘梦宁 东南大学

53 江苏省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对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与
均衡布局的影响评估与政策优化研究

田勇 东南大学

54 文化认同视角下无锡特色田园乡村公共空间设计
策略研究

魏娜 江南大学

55 江苏构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长效机制的对策研
究

郜云波 无锡学院

56 文化产业格局与流动性对我国居民文化获得感均
衡性分配的影响机制及实现路径研究

刘玉成 南京财经大学

57 江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路径研究 李荣志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

58 三孩政策背景下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的智媒支持策
略研究

郑蓓 南京师范大学

59 应急管理新体制下灾害风险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
研究

胡瑾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60 江苏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美丽中国省域
范例研究

张琳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61 江苏传统文旅产业创新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 张伟博 南京林业大学

62 江苏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建设机制研究 赵硕 江苏大学

63 江苏戏曲文化传承与旅游活化利用路径研究 胡美娟 扬州大学

64 江苏种粮农民收益保障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
究

王金秋 南京财经大学

65 新发展格局下江苏产教融合典型案例研究 雷艳玲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66 江苏高水平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路径研究 杨海红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67 南京非遗文化的数字化应用与新媒体传播研究 陈长伟 南京晓庄学院

68 江苏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面向东盟的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路径研究

赵斐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

69 数智赋能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苏轼与江苏中国
知网大成编客古今文学地图

苗贵松 常州工学院

70 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下江苏高校引进培育壮大战
略人才力量对策研究

李菁 南京农业大学

71 江苏省生育全程健康服务现状及优化路径研究 程雁
江苏省卫生健康发展研究
中心

72 新时代江苏老旧社区安全风险防范对策研究 谷甜甜 中国矿业大学

73 数字鸿沟视角下互联网使用对江苏省城乡老年健
康差距影响研究

刘鹏佩 无锡太湖学院

74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
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蔡金秋 宿迁学院

75 江苏推进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创新一体化短
板与对策研究

庄倩 中国药科大学

76 县域紧密型医共体整合健康管理服务模式构建与
效果评估研究

李湘君 南京中医药大学

77 江苏推动重点工业园区等开放载体转型升级、高
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朱春燕 常熟理工学院

78 江苏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的制度设计与实现路径
研究

沈晓莲 南京体育学院

79 江苏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基层数字治理的实现路
径研究

金华 江苏师范大学

80 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江苏战略科学家引培策略研
究

高冉晖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

81 江苏农业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现状与对策研究 余红艳 江苏大学

82 新时期江苏省域理工类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优化组
合评价研究

李伟玲 河海大学



83 江苏智能制造业数实深度融合的实现路径与关键
举措研究

张鹏 扬州大学

84 江苏省海洋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目标及路径研究 董绍增 江苏海洋大学

85 价值链视角下数字化转型赋能江苏制造业偏向型
技术进步的机制与对策研究

岳明阳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86 扬子江城市群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建设的问题及发
展路径研究

朱震军 南京林业大学

87 区块链技术下NFT艺术发展策略研究 金源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88 江苏城市产教联合体建设路径研究 陈振斌 徐州工程学院

89 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主题形象与感知偏差分析及
优化路径研究

梁双华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90 江苏育龄青年低生育意愿成因及干预策略研究 朱洪翠 盐城师范学院

91 新时代江苏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协同治理
体系建设研究

高原 江苏开放大学

92 双碳目标下面向江苏省城市群的碳定价机制、碳
达峰预测及其降碳路径研究

金婷 南京林业大学 

93 中国特色学徒制江苏试点的效果评估与优化路径
研究

王亚薇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94 数字化转型下江苏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
机理研究

黄琦炜 南京工程学院

95 博爱南京无障碍标识设计研究 孙敏娜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96 短视频平台侵犯人格权司法保护问题研究 吴丹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97 江苏加快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策研究 王锋 江苏师范大学

98
产教融合视阈下建筑类专业教学实践平台建设路
径与机制研究——以苏大设计产业创新中心为例

张靓 苏州大学

99 新时代苏州英烈文化传承和弘扬研究 张红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
院

100 突发公共事件下江苏公众风险感知、情绪传播及
行为引导研究

杨蕊菊 南京审计大学

101 标准“软联通”支撑江苏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研究 陈慧敏
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
院

102 大运河江苏段历史文化古镇语言景观现状调查与
优化策略研究

孔珍 南京晓庄学院

103 江苏基础研究创新策源能力的提升策略研究 康争光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

104 江苏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机理
、影响测度及优化路径

林权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05 江苏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治
理机制研究

于文武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06 江苏“运河文化”融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创新
路径研究

翁朝霞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07 以宜兴紫砂茶器为载体传播徐州苏轼文化的路径
研究

耿为为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108 真实型领导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赵婧轩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09 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现状及支持政策优化
研究

陈晨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10 江苏大运河乡村红色遗存调查与宣传利用研究 祁峥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11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以
江苏南京地区高校为例

季春 南京市科技信息研究所

112 社交媒体环境下虚假信息分享决策机制研究 尚俊辰 东南大学

113 梯度转移视角下江苏省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与发展
的促进机制研究

崔兆涵 南京医科大学

114 江苏加快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
究

曹铁毅 江苏大学

115 江苏制造业绿色技术协同创新路径的持续优化对
策研究

赵爽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16 数字乡村建设助推江苏共同富裕的路径与对策研
究

尹娟 金陵科技学院

117 江苏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关键举措研究 张达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18 “双碳”目标下江苏动力电池产业能级提升的标准
化对策研究

刘颖佳
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
院

119 现代预算制度视域下江苏地方政府债务预算改革
研究

杨皖宁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120 江苏产业外迁趋势风险与应对策略研究 聂晟玮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
心

121 江苏文化金融生态系统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路
径研究

王琴 南京邮电大学

122 江苏城乡社区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实践机制与推广
路径研究

武小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23 江苏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提升策略研究 付永红
江苏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
中心（江苏省科技成果转
化服务中心）

124 基于数字技术的江苏红色遗存调查与宣传路径研
究

赵俊韬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25 数字赋能江苏省基层医院高质量发展研究 胡淼 苏州大学

126 乡村振兴背景下江苏农业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研究 潘云 无锡太湖学院

127 数字创新助推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和
路径研究

段继红 南京财经大学

128 科技赋能江苏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实践
画像与路径设计

唐滢 南通大学



129 数智赋能视域下江苏高校古籍传承性保护对策研
究

冯璠 宿迁学院

130 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高校教学团队培育与建设
路径研究

陆颖 南京工程学院

131 大运河文化带苏南段博物馆品牌新模态建构路径
研究

沈冠东 盐城师范学院

132 江苏省农民工群体转移就业的支持政策研究 郑茹敏 南京晓庄学院

133 分级诊疗制度下老龄健康公平性与可及性视的对
策研究

张敏
江苏省卫生健康发展研究
中心

134 江苏建设“数实融合第一省”机制研究 童华刚 南京工业大学

135 退役军人双轨式就业支持模式与政策保障体系研
究

周杨 南京理工大学

136 江苏“智慧助老”行动的典型案例研究 刘轶锋 南京林业大学

137 江苏传统绳结技艺文化基因研究 周灵云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38 江苏省社区智慧养老政策优化研究 任祥放 江南大学

139
江苏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对策研
究：以常州“新能源之都”建设为例

赵丽锦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40 江苏省健康产业链“链主”企业信息生态主导力提
升研究

张松 徐州医科大学

141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与乡村精明收缩
协同研究

开燕华 南通大学

142 江苏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梁敏 宿迁学院

143 多维协同视角下高校社科知识普及的创新机制与
突破路径研究

沈琦 徐州工程学院

144 文旅融合视野下江苏乡村旅游地中公共艺术发生
机制的实证研究

孙琳 淮阴师范学院

145 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无锡段旅游廊
道建设创新案例研究

杨婕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146 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隐性知识转化促进机制研究 刘佳源 中国药科大学

147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江苏生态环境
治理的机理研究

袁苑 苏州大学

148 苏北地区产业强县（市）典型案例分析 丁玉芳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

149 基于江苏古城历史地段更新打造中华文脉江苏标
识研究

汤恒亮 苏州大学

150 苏南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制度设计与实现路径研
究

张慧利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三、立项不资助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单位名称

1 数字智能技术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裴璨璨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2 江苏省“制造链+平台”的价值共创机理及深度融合
路径研究

李静 南京理工大学

3 基于国外游客评论的江苏省旅游形象及文化传播
研究

陶梦圆 江苏理工学院

4 面向“三链融合”的江苏红色文化遗存专题数据库
建设模式研究

是沁 南京中医药大学

5 江苏种粮农民收益保障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
究

王经政 宿迁学院

6 江苏技术转移复合型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研究 姚娟 常州大学

7 分子传播网络视域下的HIV感染者传播风险评估
研究

徐园园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 江苏省“一带一路”体育文化交流活动推进路径研
究

刘丽颖 南京工业大学

9 江苏当代大学生信息茧房效应形成机制与应对策
略研究

曹挚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10 产教融合背景下的企业新型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的探究——以江苏省淮海技师学院为例

孙莉利 江苏省淮海技师学院

11
江苏加强重大主题宣传报道研究——以《新华日
报》宣传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为例

徐燕华 苏州科技大学

12 外国所绘近代江苏城市地图研究 王艳歌 三江学院

13 江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路径研究 王娟 江苏师范大学

14 江苏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关键举措研究 蔡炳育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
业学院

15 数字智能赋能哲学社科文献推荐研究 曹畋 南京晓庄学院

16 新时代江苏教育公平制度创新研究 陈栋 江南大学

17 CDIO教学模式在中职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孙建波 江苏理工学院

18 新就业形态赋能青年群体高质量就业的路径研究 孙昱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9 新时代新征程党建引领江苏网络综合治理的实践
创新研究

徐亚清 南京师范大学

20 江苏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研究 赖继年 南京工业大学

21 国际传播能力视域下高校外语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徐仁凤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22 数字技术助推江苏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
布局的机制和路径优化研究

王宏扬 南京财经大学

23 江苏青年产业工人数字素养现状、问题与对策研
究

李春平 常州工学院

24 江苏和美乡村建设关键问题与对策研究 牛翠平 盐城师范学院

25 科技创新影响江苏出口贸易质量的机理、效应及
提升路径研究

雷日辉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6 农文旅融合视阈下艺术乡建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研
究

王海音 盐城师范学院

27 县域义务教育“双减”政策执行研究 滕婉俐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28 智能媒体赋能乡村振兴：农业文创产品的传播与
交互体验设计对策研究

许丛瑶 南京传媒学院

29 支持构建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圈政策研究 戴天娇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30 数智技术赋能江苏基层应急管理的实现路径研究 王玮 江苏师范大学

31 江苏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发展对策研究 黄浩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32 数字禀赋下江苏省企业跨国并购推动外资策略研
究

王为 南京邮电大学

33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景观建设策略与途径研究 赵中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34 讲好体育故事助推新时代江苏体育高质量发展研
究

张磊 盐城工学院

35 江苏“非遗”数字化创新与跨界合作研究——以桃
花坞年画为例

陶克彦 无锡太湖学院

36 数字赋能视域下淮剧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
究

赵艳玲 盐城师范学院

37 场景理论视域下苏北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刘志刚 淮阴师范学院

38 江苏农业产业数字化水平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 孙小龙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39 乡村振兴进程中新型职业农民经营风险管理对策
研究

印建兵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40 “水韵江苏”文旅品牌影响力提升与推广研究 夏超群 南京传媒学院

41 江苏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活化利用现状与对策研究 于萍 江苏科技大学

42 新发展格局下江苏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分析及典型
案例研究

包樱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43 新时代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殷成洁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4 数字经济对江苏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的影响机
制研究

原伟鹏 无锡学院



45 江苏孤寡老人媒介与信息素养能力评估及提升策
略研究

晋文静 南京理工大学

46 江苏加快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 徐雪高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47 居民视角下的江苏省城市安全生活圈构建路径研
究

何炬 扬州大学

48 “农业强省”视阈下江苏加快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对策研究

廖小静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49 江苏盱眙龙虾产业发展研究 罗海荣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50 海外社交媒体视域下南京国际形象的构建与传播
策略研究

韦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
院

51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区为本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策
略研究

孟骞 南京邮电大学

52 提升江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对策研究 章景然 南京工业大学

53 新时代江苏高水平建设和美乡村的内涵、目标与
实现路径研究

唐玲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54 历史文化乡村智慧旅游服务系统研究 刘洋洋 南京工程学院

55 社会公益融入高校劳动教育的协同育人路径研究 缪晶晶 江南大学

56 农业产业化发展背景下江苏推进预制菜产业融合
集群发展对策研究

施宇恬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57 江苏产教融合典型案例研究 王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8 江苏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提升对策研究——以徐
州高端工程机械制造业集群为例

王利华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9 文化产业数字化下江苏大运河文化遗产对外译介
与传播策略研究

顾春江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60 青年驿站介入高校毕业生就业支持体系构建的成
效和路径研究

董镭 南京理工大学

61 江苏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增效机
制与对策研究

李宗活 苏州大学

62 遗产廊道视阈下江苏大运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融
合创新路径研究

芮潇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63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与育人功能研究 李金东 江苏理工学院

64 文化生态保护视野下的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非遗
传承人能力建设研究

倪菁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
院

65 江苏产教融合典型案例研究——基于高校产业技
术研究院视角

陈华 南京工程学院

66 江苏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典型案例研究 王永红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67 江苏对标CPTPP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对策研究 尹继元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68
江苏省提升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能力的对策研究
——基于ChatGPT创新特征分析

高春南 南京市科技信息研究所

69 新工科背景下江苏产教融合的协同机制研究 何雷 东南大学

70 数字人文视阈下江苏红色文旅资源的信息可视化
发展路径研究

徐静琪 苏州大学

71 江苏新农人培育现状及机制创新研究 金文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72 江苏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研
究

肖伟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73 社会资本推进江苏农业绿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胡伟强 江苏海洋大学

74 乡村电商空间的创新设计策略与实践：实现宜居
宜业的数字化未来

高佼钰 常州工学院

75 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影响研
究

雷蕾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76 江苏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帮促作用发挥与优化
路径研究

储东巍 江苏省民政厅

77
地方政府促进高校毕业生本地就业的对策研究
——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

曹姗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78
农村集体经济引领共同富裕：实践样态和优化路
径——基于江苏省“共同富裕百村实践”的观察

张一珂 江苏大学

79 “江苏文脉”视域下民国南京高校古文献学科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研究

吴琼 江苏大学

80 江苏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制与路径选择 苗书迪 宿迁学院

81 江苏数字化营商环境系统评价与组态路径优化研
究

王宾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82 江苏乡村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政策研究 闾志俊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3 江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案例研
究

秦建军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84 苏北农业产业强县典型案例研究 汪翔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85 新时代江苏乡村旅游重点村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张岳军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86 江苏居民消费潜力的多维测度、影响因素与释放
路径研究

郑得坤 徐州工程学院

87 江苏沿海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差异解析与优化
路径研究

高升 南京审计大学

88 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
研究

成青青 中共南通市海门区委党校

89 江苏公共卫生高效运行机制整体性策略模型构建
研究

唐卫卫 南京医科大学

90 乡村振兴背景下江苏景观类农业文化遗产活化利
用现状与对策研究

丁海昕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91 数字化时代江苏城市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路径研
究

申慧 淮阴工学院

92 大众消费视域下江苏艺术品拍卖企业的发展策略
研究

厉锐 南京传媒学院

93 基于数字孪生的智能建造动态匹配模型研究 丁晓燕 苏州城市学院

94 公办托育模式下江苏完善“一老一小”普惠服务体
系研究

崔明 淮阴工学院

95 政府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企业绿色创新的传导路径
研究

王欢 常州大学

96 “郑和计划”背景下境外办学与来华留学协同育人
模式研究

李小霞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
院

97 无锡构建“465”现代产业体系背景下汽车及零部件
产业集群发展路径研究

励敏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

98 江苏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对策研究 白春雨 苏州城市学院

99 农业强省目标下江苏新农人培育机制创新研究 祝伟 常州工学院

100 文旅融合视阈下的江苏国医大师养生思想传承与
创新路径研究

金路 南京中医药大学

101 民营企业“反向混改”与供应链垂直整合研究 孙乾 南京理工大学

102 江苏非遗艺术数字活化与创新策略研究 许梦阳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103 江苏加强省际毗邻地区深度合作关键任务和对策
研究

亢志华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104 中国特色学徒制的政策变迁与实践探索——以现
场工程师培养计划为例

曾东升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105 普惠性金融服务体系下江苏农村居民消费潜力释
放的机理与政策研究

阿丽娅 扬州大学

106 数字赋能江苏民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新生态
构建研究

张科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07 面向国际传播的成语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研究 颜明 南京审计大学

108 文旅融合视域下南京红色文化资源挖掘和革命精
神弘扬研究

刘海松 南京晓庄学院

109 江苏茶类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与旅游产业耦合发展
研究

罗海蓉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110 生育政策变迁视域下江苏省人口与经济时空演变
格局及协调发展研究

张丽娜 江苏师范大学

111 民国家事教育对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启示研究 苏茜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112 苏南地区新四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传播实践研究 黄萃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113 高水平建设富有江苏特点的农业强省关键任务与
对策研究

孙飞 中共徐州市委党校



114 周恩来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及实践的时代价值研究 马超 恩来干部学院

115 江苏打造“引育用留”全链条人才生态的对策研究 周文魁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16 针灸器用文化数字化建设与国际传播新模式研究 关燕婷 南京中医药大学

117 “双碳”目标下江苏绿色建筑低碳高质量发展关键
技术及实现路径研究

李娜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18 《证言》中的隐秘权力叙事研究 胡梦蝶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119 环太湖经济圈建设下解决江苏省地区不均衡发展
问题对策研究

谢易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
院

120 “就业优先”背景下江苏高校毕业生市场化就业岗
位开拓机制研究

樊顺利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21 文化记忆视角下江苏乡村公共空间的活化策略与
应用研究

沈诗林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22 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人才培养共同体构建研究 朱轩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23 江苏高职院校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案例研究 张海涛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124 南京主城区艺术展览结构演变研究（2019-2023） 陆霄虹 南京艺术学院

125 投资补贴视阈下江苏“走出去”企业参与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策略研究

李季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26 全民阅读背景下的图书馆智慧阅读推广现状与对
策研究

李沛 中国药科大学

127 大数据背景下的暗网犯罪预警研究 兰浩良 江苏警官学院

128 江苏省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 王越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129 南京长江大桥精神文化教育与传播研究 张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30 “互联网+养老行动”实施背景下江苏省“4Plus”多元
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林婕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31 价值共创视角下“思创”协同育人增效路径研究 王禹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132 数智化转型赋能江苏省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研究 路玮孝 扬州大学

133 乡村振兴背景下江苏农村文化服务业发展策略研
究

吴琳琳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34 技术社会学视角下长三角产业技术创新一体化发
展路径研究

陆丽娜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

135 高层次医学人才绩效压力系统性评价及对策研究 杨庆 徐州市肿瘤医院

136 医院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省级质量控制中心同质化
管理机制研究

朱甬倩 江苏省人民医院



137 “一站式”学生社区驻楼辅导员与管理部门协同育
人研究

朱建兰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38 江苏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专业课程建设与
教学实践研究

井晶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

139 江苏旅游民宿高质量发展模式与评价研究 陈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40 互联网医院优化管理指标体系与对策研究 张妍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41 江苏省外向型科技企业协同创新路径研究 竺杏月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142 江苏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常熟
的探索与实践

童举希 常熟理工学院

143 更高水平推进江苏“1+3”重点功能区建设研究 潘娟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
心

144 城市二孩与三孩家庭的隔代抚养与家庭教育推进
研究

王晓焘 南京师范大学

145 中央环保督察下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生
成机理与调适路径研究

杨建国 南京农业大学

146 “双一流”建设视域下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开展学科
分析服务的现状及实施效果研究

孙艳红 常州大学

147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校突发事件网络情绪传播
与引导策略研究

任礼姝 盐城师范学院

148 江苏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对策研究 陶德胜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
院

149 江苏省高职院校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动
力机制研究

强晓华 扬州市职业大学

150 乡村振兴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泗阳经验研究 刘承昊 南京理工大学

151 江苏农业数字化水平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 胡蓉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152 江苏产业数字化水平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 薛艳肖 江苏开放大学

153 江苏“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与政策需求研究 李祎雯 河海大学

154 江苏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与可及性对策研
究

吴未 南京农业大学

155 科技强省建设中江苏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路径与
对策研究

何琳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

156 三维虚拟试衣技术赋能时装艺术呈现对策研究 周琴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
院

157 基于红色文化育人链视角下高校“大思政课”实践
教学基地功能开发与建设研究

刘晓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58 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创新案例
研究

桑耘 南京传媒学院

159 江苏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祝勇 常州大学



160 “数实融合”助推江苏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研究 张欢 南京审计大学

161 江苏省科技成果评价优化策略研究 王佳莹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

162 数智赋能江苏“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及机制
建设研究

焦微玲 盐城工学院

163 风险社会视角下江苏民众社会心态与养育心态调
查

徐健吾 南京晓庄学院

164 江苏推动海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
合的对策研究

张宏远 江苏海洋大学

165 江苏建筑业数字化水平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 李明 河海大学

166 全媒体语境下提升央企融合传播有效性的路径和
方法研究

吴志远 南京大学

167 江苏高职专业集群与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度耦合机
制及优化策略研究

王正华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68 数字技术赋能江苏乡村教育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
制研究

陆凯莉 南京邮电大学

169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名贤崇
拜文化旅游线路研究

李娜 南京财经大学

170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优化江苏省老年群体医疗服务
供给路径研究

束余声 扬州大学

171 江苏“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现状与政策需求研究 于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72 江苏省初中“双减”背景下学生作业形态的转型研
究

王斌 江苏大学

173 江苏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接驳机
理与融合路径研究

刘梦 南京工业大学

174 江苏淮海戏传播现状与对策研究 张冉 宿迁学院

175 王杰精神的时代内涵与价值传承研究 聂磊 中共徐州市委党校

176 基于钻石模型的江苏省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影响
因素实证研究

吴伟 江苏科技大学

177 南京都市圈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创新机制与政策研
究

吴陆锋 南京理工大学

178 国家级非遗紫砂陶手工技艺文化的哲学思想研究 吴岳军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179 自媒体爆发背景下负面网络舆情的引导与治理研
究

张乃文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180 江苏高校绿色屋顶建植的适宜性评估——以苏州
大学为例

付奇 苏州大学

181 江苏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举措研究 刘福林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

182 数字经济引领江苏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制及实
现路径研究

赵黎娜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83 产教融合型企业牵头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实施路
径研究

蔡安成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84 高职院校以志愿服务为载体的劳动教育路径研究 陈玲敏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85 感染控制人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对策研究 狄佳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86 江苏省“双碳”目标下电力市场和绿证协调机制研
究

冯霏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87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冯娟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88 空间叙事视域下的伟人故里创意视觉研究 高山 淮阴师范学院

189 乡村振兴背景下江苏乡村医疗机构“三位一体”运
行机制的研究

韩扣兰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190 农业现代化视野下报废农机逆向物流网络优化研
究

何雁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91 推进江苏省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金本能 扬州市职业大学

192 江苏省革命文物的空间分布与整合保育研究 鞠斐 南京林业大学

193 江苏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阚斌斌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94 基于学部制改革的一流学科群建设路径研究 康冲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95 数字赋能江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农村农民共
同富裕的实践路径研究

李金萍 金陵科技学院

196
江苏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一体化短板与对策研
究——以苏锡常城市群为例

廖晨竹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97
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创新案例
研究——以扬州段为例

刘佳亮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198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故事化传播策略研究 刘李娥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99 江苏高校医护类毕业生的知识效能提升与培育机
制研究

刘锁霞 江苏省中医院

200 公立医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能力评价及
提升策略研究

卢隽滢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01 江苏红色旅游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对策研究 曲俊静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202 江苏培育扶持新农人成长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沈正榜 南通职业大学

203 基于信息化的高校科研诚信监督机制研究 盛丽华 南通大学

204 江苏智慧城市建设中残疾人无障碍环境的信息化
设计研究

苏力健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205 基于来淮留学生视域下的淮安城市形象对外传播
研究

孙宝凤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206 江苏省养老护理员离职倾向现状及对策研究 孙昌仙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07 构建“社区公益共同体”的实践路径研究——以南
京市雨花台区为例

孙丽莎
中共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党
校

208 江苏非遗纪录片中传统文化精髓的国际影响力提
升研究

唐伟哲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9 江苏农民科技素质提升策略研究 涂小丽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210 徐州高质量推进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建设研究 王献旭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

211 苏北地区社区老年人安宁疗护态度认知现状及对
策研究

王亚玲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212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江苏地域文化符号在乡村环
境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王颖睿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13 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研
究

武剑华 南京传媒学院

214 淮安加快孵化高成长创新型企业的对策研究——
以淮安科教产业园为例

夏天 淮阴工学院

215 “苏适养老”建设背景下社区养老支持政策体系优
化研究

邢颖 南京医科大学

216 江苏提升人才政策效能对策研究 徐苏兰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17 供应链视角下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研究 姚雨辰 金陵科技学院

218 传统工艺助推江苏大运河文化带文化产业研究 张筱禹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219 苏北地区“产业强市”关键路径研究——以新沂市
为例

张燕 徐州市科技情报研究所

220 江苏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研究 周莉雅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
心

221 苏北地区城市形象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研究 朱飞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22 企业员工获得感提升对策研究 陈沛然 南京市江宁区心理学会

223 区域化认知障碍空巢老人社区医养体系精细化对
策研究

戴雅玥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224 “饭圈文化”衍生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化解策略研究 高天婧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225 江苏省人口流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策略研究 葛杰 泰州学院

226 数字经济背景下江苏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研究

孔捷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227 江苏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时空演进、影响因素与
提升路径研究

李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
院

228 产教融合视域下连云港高职院校校内生产型实训
基地建设研究

刘连喜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229 江苏推进革命英雄记忆传承的现实挑战与路径优
化研究

刘志亮
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
理局

230 江苏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路径创新与对策建议 吕武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231 大运河（江苏段）非遗数字化水平提升对策研究 穆弈君 南京财经大学

232 乡村振兴战略下江苏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状
、困境与优化路径

彭娟娟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233 “数实融合”驱动下江苏企业“智改数转”的困境、
机遇及路径优化研究

覃凯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

234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成效评价研究：基于江苏
省的思考与探索

谭卫东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35 域外苏州文脉的整理与研究 吴悦茜 苏州市职业大学

236 基于产教融合的航空专业群与地方航空产业链高
质量协同发展研究

谢中敏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237 “五育并举”视角下工科高校资助育人机制研究 徐玉婷 南京工业大学

238 构建地方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路径 严桂凤 南通理工学院

239 江苏“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与政策需求研究 杨晔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240 城市差异视角下江苏环境规制的能源错配纠正效
应研究

叶爱山 南通理工学院

241 新时代江苏公共安全应急框架体系建设路径研究 于永政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242 江苏应对人口重度老龄化构建优质高效陪诊服务
行业管理体系及发展对策研究

张法轮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243 数据导向的道路安全风险演变机理与防控策略研
究

张诗乐 南京林业大学

244 江苏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提升路径研究 张小婵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245 以斗争精神锻造“敢为”干部研究——以孙龙珍“斗
争精神”品牌打造为例

钟一军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

246 检察机关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实务研
究

周晓东 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

247 自媒体时代江苏高校网络暴力发生趋势及应急处
置机制研究

周扬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248 空巢老人社区居家养老消费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及
长效机制研究

祖晓谦 扬州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