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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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单位名称

江苏农业“三产融合”进程中市场主体功能定位研究 张益丰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世界一流特色研究型”大学的跨组织边界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

王森林 河海大学

“枫桥式＋网格化”江苏市域社会治理创新样态研究 张灏 江苏警官学院

长江（江苏段）文化资源整合与旅游活化研究 葛绪锋 淮阴师范学院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推进锡常泰跨江融合助力江苏中部崛
起的关键举措研究

潘娟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

“双减”背景下江苏教育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孙其华 江苏省教育信息化中心

基于“双高计划”院校绩效评估的江苏高职教育高质量发
展研究

马欣悦 江苏理工学院

苏北五市红色旅游基地语言景观建设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吉益民 宿迁学院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江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协同高质量
发展研究

李勇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完善非法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与政策设计研究 王磊 南京工业大学

重回乡土：新时代乡村学校品牌建设机制研究 佘林茂 南京晓庄学院

工匠文化再生视域下的江南乡村民宿数字化设计策略研究 席飞 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科技领域安全风险扫描及应急决策优化研究 胡峰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社交媒体环境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情感时空演变规律及引
导策略研究

李阳 南京大学

江苏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重点任务与对策研究 黄博、吕丽芹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沿江产业绿色低碳升级改造关键举措研究 杨以文 南京审计大学

留苏雨花英烈史料整理与研究 徐霞翔 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

进一步高质量提升江苏文化国际影响力策略研究 陈浦秋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媒体融合视域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机制构建研究 刘晓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培育发展“专精特新”企业中融资担保支持及模式创新研究 赵东坡 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创新完善南北发展帮扶合作机制研究 易爱军 江苏海洋大学

江苏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与国际经验借鉴 张言彩 淮阴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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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产业化发展背景下江苏高校复合型音乐人才培养机制
研究

王瑞 盐城师范学院

“健康江苏”背景下医养健康信息协同治理研究 杨晓雯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



江苏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推进共同富裕对策研究 戚晶晶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

“破五唯”背景下科技人才多维测度与评价机制研究 殷凤春 盐城师范学院

推动江苏高水平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机理模式研究 张知慧 江苏开放大学

江苏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的对策研究 曹国圣 南京传媒学院

二、一般资助项目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单位名称

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公益科研机构人才治理机制研究 李文静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江苏完善房地产风险防范化解与应急处置机制研究 陈卓 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高校研究生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教育的路径提升研究 李占华 南京农业大学

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研究

刘满芝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重点任务与对策研究 吴曼曼 中共徐州市委党校

研究型大学科研资源开放共享的机制与模式研究 崔艳丽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江苏智慧养老服务的形成机理及对策研究 陈海波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路径研究 李玉龙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江苏哲学社会科学数字服务平台建设优化对策研究 李昭熠 南京财经大学

国家治理框架下政府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机制研究 杨丽丽 南京审计大学

社区内养老服务资源“微融合”整合模式研究——以南京
市某草根组织为例

孟荣芳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研究 田贤鹏 江南大学

江苏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路径研究 庞海燕 金陵科技学院

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人才培养与评价机制改革研究 李曙冬 盐城师范学院

军工精神与新时代高校创新文化建设的融合研究 程诚 南京理工大学

社区康复医疗资源优化路径研究 孙志明 江苏省卫生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基于预警模型的江苏应急医护替代性创伤风险防控机制与
政策研究

张海伟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高品质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研究 桑耘 南京传媒学院

江苏“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机制与高质量发展对策研
究

余霞 南京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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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支撑苏北乡村振兴的策略与推进机制研究 朱鸭梅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江苏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对策

研究
高璇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研究 李庆钧 扬州大学

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关键因素及推进路径研究 冯向前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省电动自行车公共安全问题研究 张斌 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集体焦虑的风险后果及媒体干预机制
研究

张慧 南京邮电大学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江苏高校人才良性流动机制研究 王莹 河海大学

优化“T型人才结构”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研究 卢锋 苏州市职业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杭梅 南京晓庄学院

江苏完善生态补偿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晏清 无锡市发展改革研究中心

面向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江苏省疾控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吴方 中国药科大学

CPTPP背景下江苏省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优化提升路径探索 李向辉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STS视阈下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制研究 陆丽娜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双碳”背景下江苏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问题及对策研
究

姜迪 江苏省企业研发机构促进会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与推进策略——基

于苏州太湖生态岛试点的实践分析
张晓芳 苏州科技大学

江苏美丽乡村人居环境的生态美学研究 张鹰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省生物医药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 李军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省文化旅游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对策研究 杨雪 徐州工程学院

江苏企业绿色转型的空间驱动机制与策略研究 王腾 河海大学

共同富裕背景下社区教育助力技能培训的对策研究 王中 常州开放大学

江苏数字化企业创新网络构建机制研究：基于供应链网络
的视角

李行云 南京财经大学

习近平司法改革理论的逻辑体系与核心要义研究 雷婉璐 江苏大学

江苏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研究 李安萍 常州大学

疫情防控背景下江苏高校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机制构建
研究

陶林 南京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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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南京市养老机构护工虐待倾向及规避
对策研究

徐佩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典型案例与推广路径研究 刘玉东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儿童心理健康的家校社协同机制研究 刘文 宿迁学院

江苏乡村农业景观现状调查与保护更新的国际化经验借鉴
研究

钱露露、谷莉
莎

盐城工学院

用智能化思维推进江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数字化转
型

李云飞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

心

新时代江苏文艺评论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吴彦颐 常州大学

社交媒体平台青年用户的政治信息接触与政治社会化研究 王卿 江苏师范大学

“健康江苏”视阈下优化江苏省高层次卫生人才引培模式
研究

毛向阳 扬州大学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农业振兴：提升农产品直播用户黏性的
关键路径研究

戴建平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文化基因传承的大运河江苏段历史古镇保护与更新策
略研究

吴涛 扬州大学

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艺术歌曲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岳李 南京晓庄学院

江苏长江经济带洪涝地区景观环境生态保护设计研究 王玮 南京林业大学

数据市场建构背景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研究 苗泽一 东南大学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江苏老年居民健康的影响及政策优化
研究

卫陈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典型案例与推广路径研究 孙杰 江苏科技大学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评价体系构建与效果提升研究 刘辰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江苏典藏古籍善本的活化与校园濡化研究 孙龙存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建设高质量就业先行区重点任务与关键举措的研究 荣超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职业教育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成效及提升路径研究 孔原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路径研究 丁胜 苏州大学

江苏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重点任务与对策研究 张焱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省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及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胡赛 江苏海洋大学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赵玉晶 南京审计大学

地方红色资源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 顾莉 盐城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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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乡村生态治理思想及其在江苏的实践研究 郝其宏 江苏师范大学

后疫情时代江苏文旅行业韧性恢复与治理研究 刘佳雪 南京晓庄学院

基于江南音乐文化的苏南城市声音景观形象设计研究 刘江峡 苏州大学

江苏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路径研究——以开发区职业
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为例

孙兴洋、桂和
利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江苏运河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研究 李凌燕 常州工学院

基于苏北地方实践的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过程与逻辑 曾莉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全面加强基层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能力建设对策研
究

王超 中国矿业大学

提升江苏文化国际影响力对策研究 刘洁 江苏师范大学

大运河江苏段品牌基因谱系识别与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郑菲菲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促进江苏省经济发展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沈茹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发展新型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策略研究 姜毅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打造人才发展现代化先行区案例研究 梁翠华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江苏职业教育服务“数商兴农”工程研究 胡武生 苏州市职业大学

发达国家任务导向型创新政策对江苏的启示 涂经纬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面向江苏省高新区“一区一战略”产业集群领军企业科技
服务路径研究

杨玲娟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建立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制度联动机制研究 朱冰 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

对标国际规则的江苏自贸区药物协同创新政策研究——基

于创新水平和协同度的双重视角
颜建周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 夏丹 南京工业大学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创新意愿演化机理及激励策略
研究

唐娟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沿江城市群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及对策研
究

何美玲 江苏大学

共同富裕视角下宁杭经济带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王辉龙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江苏省创新生态系统健康度评价研究 王圣元 南京晓庄学院

研究生社会网络对创业意向的影响研究——以创业效能感

为中介变量
陈珊 常州大学

三孩政策下托育婴幼儿照护质量评估体系构建及保障机制
研究

单恩芳 南京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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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文化传播的效能与提升路径研究 王奇 盐城工学院

江苏运河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和利用研究 陈菲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生态农业投入与产出的地域差异分析——基于江苏省各地

官方公布的数据
王星飞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协同治理视角下公众参与疫情防控社区应急志愿服务的意
愿与引导研究

蒋昀洁 南京医科大学

高等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研究 安晓玲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协同理论的产教融合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机制建构与路
径探索

李文涛 南京工业大学

后疫情时期基于反向保理的江苏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与绩
效评价研究

石绣天 南京理工大学

新发展理念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江苏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影响与对策研究

魏蓉蓉 无锡学院

当代艺术语境下徐州汉服文化的传承研究 张姝 徐州工程学院

“双高计划”背景下江苏高职院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制约
因素及化解对策研究

黄涛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小微企业成本管理转型及对策研究 李万福 南京财经大学

音乐产业赋能江苏美丽乡村建设的策略研究 徐真 南京晓庄学院

“两头婚”现象下家庭养老模式转型研究 陈健 江南大学

江苏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高地思路与对策研究 王俐 中国矿业大学

数字人文视域下江南名城文脉延续与地理叙事研究 张婷婷 三江学院

江苏省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花茜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双减”背景下江苏学前教育“幼小衔接”高质量发展对策

研究
丁俊锋 苏州市职业大学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促进江苏省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对策研究

卢丹 三江学院

江苏应对新冠疫情影响助企纾困破解国际贸易管控的重点
难点研究

庞淑婷 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江苏省城市协同降碳拍卖机制研究 吕晓慧 苏州大学

当前乡村振兴发展中的文化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楚小庆 南京博物院

江苏红色文旅资源开发与文创产品设计对策研究 吴振韩 南京师范大学

苏北地区农文旅产业融合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殷英梅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深化网格化社会治理创新典型案例研究 刘柳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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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视域韧性城市评价测度及应用——基于江苏省13个城

市的研究
刘泽照 江苏师范大学

数智赋能江苏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政策协同
研究

马卫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江苏新基建与城市体育耦合协调发展测度与耦合机制研究 董艳梅 南京体育学院

“双碳”目标下江苏城市群碳达峰预测及降碳路径研究 朱智洺 河海大学

江苏未来战略性产业布局思路与对策研究 魏晶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数字经济促进江苏创新效率提升的效应与政策支持 刘超 河海大学

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医疗业务协同服务优化路径研究 陈露 扬州大学

江苏省失智老人家庭长期照护现状和居家养老服务支持研
究

周杨 南京理工大学

基于逆向管理的社会情绪风险因素关系分析与防控模式研
究

薛迎春 南通大学

供应链视角下江苏低收入农业人口增收长效保障机制研究 祁玉青 南京工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约束下江苏农业全产业链绿色发展路径研究 曾华盛 扬州大学

国家战略叠加对江苏海洋经济发展的赋能机制探讨和对策
研究

任航 南京邮电大学

提升江苏文化国际影响力对策研究 林佩 南京大学

江苏高水平地方本科高校产教融合制度机制创新研究 王作亮 徐州工程学院

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评价、模式与路径研究 张维亚 金陵科技学院

数字经济驱动下公司治理创新机理及效应研究 朱伶俐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老年群体信息鸿沟弥合策略研究 刘双 徐州医科大学

江苏推动构建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联动合作机制研
究

姚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苏提升社区养老服务和健康支撑能力对策研究 魏晓芳 苏州科技大学

“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企业品牌提升策略研究 赵斐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江苏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策略研究 姚文萃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发展及提升路径研究 李松霞 淮阴工学院

江苏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健康支撑能力对策研究 张志鹏 南京工程学院

江苏完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重点任务与对策研究 许玲 南京晓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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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稻作文化探源与旅游活化研究 殷志华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构建农业全产业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路径研究 胡亚敏 江苏师范大学

网络舆情中社会情绪的风险防控研究 常逢锦 淮阴师范学院

循环经济视角下江苏快递包装“双碳”目标实现：内涵属
性、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丁天明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学术图书出版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基于中文学术

图书引文索引（CBKCI）来源图书
王维嘉 南京大学

江苏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南

京市秦淮区的实证分析
张露 江苏开放大学

飞地孵化器形成机理、运行模式及江苏发展对策研究 佘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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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党建引领网络社会组织建设的典型案例与推广路径研
究

冯茜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增强高等职业教育产业适应性路径研究 张亚鑫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以工匠精神为引领的高职院校“三融一体”劳动教育路径
研究

倪志红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江苏省体育小镇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白茜 南京财经大学

三、立项不资助项目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单位名称

江苏实施南北发展帮扶合作过程中预防“政策洼地”问题
的对策研究

周凌轲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研究：以南京为例 刘德文 南京邮电大学

老城区口袋公园的空间活力营造研究 宋寿剑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村上春树的日本近代社会反思研究 徐谷芃 南京医科大学

新发展阶段下江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路径
研究

汪晓燕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江淮东部地区商周农业文明探源研究 黎海明 南京农业大学

“供需协调”视角下“一老一小”养老托幼服务设施布局
优化研究

李保杰 江苏师范大学

生态系统视角下江苏培育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对策
研究

谢智敏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乡村音乐教师定向培养机制建构研究 吴晓勇 南京晓庄学院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江苏设计人才培养支撑机制研究 侯建军 南京工程学院

江苏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与实践 周衍安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数字人才强省建设路径及对策研究 杨锴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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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视域下的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建设研究 郭兆松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经济赋能江苏制造业“智改数转”的发展路径和对策
研究

于斌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互联网时代江苏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分类治理研究 余孝东 中国矿业大学

基于区块链的高校学生危机事件中网络情绪治理研究 任礼姝 盐城师范学院

提升江苏文化国际影响力对策研究 於璐 东南大学

地方立法助推法治江苏、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研
究

王鸾鸾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数字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 王丹 江苏师范大学

公众道德期待对师德建设的影响研究 过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 强晓华 扬州市职业大学

江苏省生物医药“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研究与提升路径 庄倩 中国药科大学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江苏文旅行业精准纾困策略研究 王格 扬州市职业大学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赵焕焕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健康支撑能力对策研究 王莉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江苏乡村振兴研究 周明栋 宿迁学院

江苏高校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策略研究 黄绍华 南京农业大学

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及引导机制研究 王阳 徐州工程学院

网络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挑战与对策研究 张宇 南京邮电大学

公立医院志愿服务奖励嘉许制度建设研究 朱泉桦 江苏省人民医院

完善审计和纪检巡视协同机制研究 葛笑天 江苏省审计学会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江苏旅游人才市场需求变化及高质量
培养路径研究

常直杨 南京晓庄学院

江苏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策略研究——以江苏重大科

技创新平台为例
龚美娟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科技智库融入江苏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建设重点任务与对策
研究

马丽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推进江苏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路
径与对策研究

孙建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视域下苏北地区乡村公共文化重建研究 吕宾 盐城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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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全景技术运用背景下江苏红色地图沉浸式、互动式路径

研究
胡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江苏艺术乡建的现状、模式与问题研
究

刘毅飞 常州工学院

江苏省农业全产业链中农业废弃物生物炼制产业发展适应
性评价方法研究

胡亮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加强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点任务与对策研究 葛大伟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社区嵌入式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研究 喻小勇 南京中医药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姚科艳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研究——基于苏北地区

的调查
许丽娜 江苏海洋大学

江苏重点产业领域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机制研究 徐平平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数字经济促进江苏省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基于
收入分配视角

万茜 南京审计大学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江苏书香城市建设的创新发展研究 杨冰双 淮阴师范学院

新时代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长效机制研究 刘峰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减税降费促进江苏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及对策研究 周密 江苏理工学院

江苏加强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点任务与对策研究 刘齐 南京师范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江苏农产品直播的形成机理、现实困境与
破解路径研究

沈琦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高校管理队伍优化配置的对策研究与实
践

孙宏 金陵科技学院

新时代小学女教师的社会角色转型与适应研究——以江苏
地区为例

马君谦 南京晓庄学院

地域文明探源下的淮海经济区文化认同的提升策略研究 张琼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南京乡村旅游品牌形象数字化传播策略研
究

顾媛媛 南京师范大学

文化自信视域下无锡运河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实践
研究

冉小先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强省背景下苏作家具的基因溯源研究 申明倩 江苏理工学院

“元宇宙”语境下南京地区方言文化保护创新路径研究 张薇 南亰传媒学院

高水平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研究——以人工智能专
业群为例

杨保华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后疫情时代江苏双一流大学数字创意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研
究

李青青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苏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困境与对策研究 杨亚楠 金陵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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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民居民俗文化探源与非遗保护研究 姚珏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影像赋能苏南乡村产业旅游设计策略研究 田星瀚 江南大学

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人才培养评价机制改革研究 程开华 扬州大学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可持续志愿参与：影响因素与激励体系
研究

沈秋欢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路径研究——以数字化背景

下高职非遗时尚延展设计专业群建设为例
王明星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自信感召下常州本土“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研究 张亮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算法变革视角下江苏提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水平研究 姜凯宜 南京大学

乡村绿色发展的“马庄模式”研究 朱启彬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省艺术类行业就业趋势分析与动态预测 曹奇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经济赋能江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赵建伟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赋能江苏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研究 贾海刚 南京林业大学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思路与对策研究——数字化

夜间文旅景观设计
李响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未来技术人才培养新范式研究 张力 东南大学

江苏加快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思路与对策研究 陈浩博 金陵科技学院

社科类学术不端行为分类及防范对策 徐艳、邝文国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动力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姚瑶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双减”背景下江苏教育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陈栋 江南大学

江苏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价值、逻辑与路径探究 张硕 金陵科技学院

跨界思维驱动下江苏全媒型新闻传播人才“专职协同”培
养策略研究

刘洋 三江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赋能江苏视听节目高质量发展研究 黄瑞璐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省材料基因工程领域“产学研”融合机制研究 赵宇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苏中近代民居木作装饰探源与设计赋能研究 缪玲 南京林业大学

智慧党建模式下高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研
究

陈淑媛 江苏科技大学

“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郭强 南京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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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交叉背景下艺术设计类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王振伟 常熟理工学院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绩效测度
、提升路径及策略研究

陆新华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基于大数据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精准化治理研究 黄洁 南京邮电大学

高校师生对疫情管控措施的认知与应对策略 徐梦洁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路径研究 李思阳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面向江苏农村慢性病人群的城郊医疗服务创新系统设计 陆一晨 江南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江苏省美丽乡村建设实践研究 王海若 江苏海洋大学

江苏省制造业中小企业“智改数转”能力评价体系构建 朱昊 南京工程学院

创新链视角下江苏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政策精准支持研究 朱慧 南京市栖霞区委党校

江苏进一步强化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对策研究 赵瑾婷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健康江苏背景下农村老年人口心理健康问题形成机制及对
策研究

李芬 徐州医科大学

江苏争创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的瓶颈与突破策略研究 孙欣沛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县域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朱思柱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双碳”目标下高职学生“低碳健康”膳食模式研究 王彬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双碳”目标下江苏建筑业降碳路径研究 高喜玲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的声音景观建设研究 冯洋 苏州大学

基于产业链视角的宿迁现代农业发展对策研究 涂在友 宿迁学院

苏北乡村小微湿地景观修复设计研究 陈蓉 盐城师范学院

江苏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高地思路与对策研究 孙琦 南京医科大学

数字赋能农业：电商直播对江苏家庭农场提质增效的影响
机制研究

薛洲 南京林业大学

三方协同、二维测评：高职学生劳动素养培育与测评体系
建构研究

肖德钧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南京地区邮政数据资源的红色基因挖掘和人文精神研
究

冯小桓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区中园”建设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与提升对策
研究

李仲泽 南京审计大学

基于休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江苏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模式
与路径研究

易能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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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地域文化下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对策研究 朱玥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省少年警务体制机制创新典型案例研究 靳宁 南京审计大学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城市社区老年人健身活动规律及健身设
施布局优化研究

宋彦李青 南京工业大学

新时代江苏农村“三新”经济培育与发展路径研究 汪翔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路径选择与策略研究 陈亮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江苏“万企联万村”行动推进共同富裕的效果研究 秦建军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智改数转”引领江苏制造业价值转型的驱动机制与实现
路径研究

赵丽锦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多维视阈下绿色金融助推江苏省乡村经济韧性的机制、效
应与路径研究

孙昱 江苏大学

非遗传承视域下江苏传统木雕技艺探源与数字保护研究 石峰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传统文化传播的江苏非遗信息可视化数字文创设计研
究

朱琴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健康支撑能力提升对策研究 仲青 江苏开放大学

经济增长新常态下江苏体育产业升级与协同发展研究 李庆贺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乡村视域下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策略研究——基于宿

迁的实证调查
王建彦 宿迁学院

江苏公共图书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模式与路径研究 阳晖 盐城师范学院

乡村振兴视域下江苏村落群旅游品牌构建策略研究 丁一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路径研究 卢欣欣、马骏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苏北地区乡村旅游品牌形象塑造策略 游佳 盐城师范学院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党史教育的网络社群创新构建研究 高洁 南京工业大学

基于高职院校视角的江苏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路径研
究

陈凡学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空间变迁与现代性境遇下苏作木雕发展策略研究 李精明 苏州大学

诚实启发式行为的实证研究——基于时间线索 张琛 徐州工程学院

居其宏音乐批评的当代影响力研究 王雯婧 南京晓庄学院

人工智能促进江苏服装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路径研究 杨笑冰 徐州工程学院

江苏红色音乐文化融入大学生“四史”教育的价值与实践
研究

李宁婧 南京晓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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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民营企业融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刘泽海 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PDCA循环模式的党史学习教育全流程质量保障体系

研究
杭冰 南京晓庄学院

产教融合视域下南京云锦数字资源库建设研究 徐碧珺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专精特新”农业中小企业培育对策研究 华荷锋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美丽中国”视野下江苏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培育路径研究 王蒙雅 淮阴师范学院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背景下江苏沿江标识系统设计策略
研究

满意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党建引领拆迁撤并型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以徐州市桥南
头社区“户长制”探索为案例

侯博 江苏师范大学

科技期刊助力地方科技创新路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李春燕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江苏省医疗资源失配度时空演变及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施雯慧 江苏省卫生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域下提升江苏农村居民消费策略
研究

周晓瑜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大运河（江苏段）音乐类非遗资源线性研究与应用研究 陈璐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双碳背景下提升江苏省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对策研究 周杨 苏州市职业大学

武侠电影在日本的中国形象构建与文化传播 贡希真 苏州大学

后脱贫时代江苏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叶爱山 南通理工学院

“大思政”视域下江苏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育人能力提升路
径思考

郑凯利、何妍
娇

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

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背景下科技人才评估机制研究 卜伟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省全面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对策研究 刘军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完善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与应急处置机制研究 费翔 辉银资本（江苏）有限公司

壮大农业产业人才队伍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以南京市和

风镇为例
杨子荣 中共南京市溧水区委党校

江苏美丽乡村建设的现状、模式与问题研究 康锦润 淮阴工学院

“三孩”政策下婴幼儿普惠托育服务的多元发展：区域调
研与模式探索

庄妍 徐州工程学院

江苏省大学生数字素养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 陈璐 常州大学

“双碳”目标下江苏纺织印染化纤行业绿色低碳升级改造
关键举措研究

周谨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可再生能源发展提升路径与优化策略 吕贤旺 盐城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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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专利视角的江苏省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的对策
研究

季春 南京市科技信息研究所

淮河流域水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 林凯 淮阴工学院

地域文化视域下江南古典园林传统造园技艺保护与传承研
究

朱小峰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数字政府建设驱动下的“智慧江苏”政府效能提升和数据
共享整合研究

景国良 江苏科技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江苏省规模农户减肥减药影响机理及干预
政策研究

王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服务“一老一小”背景下江苏高职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专业建设研究

陈纯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云计算的江苏区域实验资源共建共享模式研究 李燕 南京工程学院

应用创新与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内在机制研究——以宿迁

为例
卢平 宿迁市科技信息中心

新媒体时代下书法评论推动江苏书法影响力的研究 程娇龙 南京书画院（金陵美术馆）

“双减”背景下初中教师职业压力现状及应对策略研究 王可 徐州工程学院

美国智库生物安全话语权建构机制及启示 李静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依托学生组织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进”路径研究

丁心媛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续贷周转专项帮扶策略研究 刘春辉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江苏省大学生体质健康评价与运动指导实证研究 胡冬临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推进长江经济带历史文化街区文化景观构建研究 汪瑞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农产品产业链数字化赋能江苏乡村振兴策略研究 唐淑芬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历史文化宣传对策研究 孙小棠 东南大学

江苏省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研究 汪宝桩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教师教学胜任力模型研究 潘正凯 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新发展理念下数字经济赋能江苏乡村产业振兴研究 程欣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双减”导向下江苏家庭教育投入决策研究 顾天竹 江苏理工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下江苏民俗体育文化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及
实现路径研究

姚辉波 南京理工大学

苏北地区美丽乡村建设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董蓉 宿迁学院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淮扬菜”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策略
研究

莫凡 扬州大学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模式创新与应急协调策略 洪琼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江苏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的建设研究 晁熳璐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建设美丽乡村：江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精准惠民策略研究 徐玮 南京传媒学院

江苏区域营商环境优化的司法保障研究 李海峰 南京财经大学

高校劳动教育人才培养与评价机制改革研究 傅亚宁 南京邮电大学

文化兴乡村美：江苏“农家书香”工程建设政策目录与典
型案例汇编

苗贵松 常州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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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机制研究 王新军 常州工学院

苏锡常都市圈文旅产业新业态培育与价值发现研究 王悦宁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嵌入性视角下江苏省资本下乡的路径研究 谢小梅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尤咏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苏锡常都市圈先进制造业区域技能生态系统构建研究 邹寄燕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加快提升科技成果工程化能力对策研究——基于省工
程技术联合实验室的实证分析

李旭东、梅伟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中欧班列嵌入江苏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
制及优化路径研究

董洪超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政府投融资平台对外担保的风险和防范 范尧尧 苏州大学

江苏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路径研究 董元泉 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

江苏支持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创新体系及政策研
究

肖浩然 南京审计大学

科研团队协作效能提升对策研究 杨舒仪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保护与
传承研究

曹伟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基于地域文化的南京周边地区美丽乡村民宿设计创新探索 王楠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张建会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数字经济时代江苏美丽乡村建设现状、困境与路径研究 毛利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加快构建江苏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重点任务与
对策研究

单小珂 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

Orem自护理论视角下江苏省“物业+养老服务”模式需求

测度及对策研究——以江苏盐城为例
梁娟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高品质推进连云港盐河文化带融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举
措和对策研究

张家超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双碳”目标下江苏城市群碳达峰预测及降碳路径研究 张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城市社区商业街微更新赋能江苏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研
究

戴磊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铁路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研究 吴宝明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美丽乡村建设绩效测度与提升机制研究 张锐 南京艺术学院

江苏乡村人才发展问题与路径研究 邵元健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促进江苏农民持续增收对策研究 吴明圣 南通职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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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苏绣艺术传承与产业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王小萌 苏州城市学院

产教融合背景下苏锡常都市圈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路径研
究

王婷、周姗姗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苏州美丽乡村文化旅游模式研究 钱芳芳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数字化技术江苏推进长江经济带构建环境系统保护修
复机制研究

田建冬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思路与对策研究 阮菲 无锡太湖学院

数字化驱动企业双元创新的模式与机制研究 唐菊 无锡太湖学院

江苏板材加工行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柳峰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背景下产教融合创新生态系统构
建研究

王娟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及成效评价研究——以盐城地区为

例
朱飞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儿童绘本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研究 张小华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江苏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卢山 中共连云港市委党校

苏州城乡社区分类治理路径优化研究 张建明 中共苏州市委党校

“双碳”目标下江苏省绿色金融发展路径研究 吉莉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

行

疫情期间高校封闭管理舆情风险防范化解与应急处置机制
研究

王晓红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打造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一流营商环境路径研究 查科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三维建模技术在江苏乡村数字旅游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晏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不端行为界定标准及实践研究 余韵 常州大学

智慧养老视域下江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研究 王秀梅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冠疫情下国资国企助力实体企业纾困的投融资模式创新
研究

马成举 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新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策略研究 孙雁冰 江苏开放大学

江苏文艺高峰评价体系研究 李洁 南京传媒学院

江苏加快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对策研究 左茜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云蓝阁笺谱》艺术特色研究 孙璐 扬州市职业大学

提升江苏文化国际影响力对策研究 孙红光 江苏省广播电视收听收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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