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舟社联〔2024〕25 号

关于公布 2024 年度舟山市社会科学

研究规划课题的通知

各县（区）社科联、高校社科联，各学会、协会、研究会，

各有关单位：

根据新修订《舟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管理办法》

（舟社联〔2023〕8 号）规定，市社科联近日组织专家组

对 2024 年度社科研究申报课题进行评审，确定《关于舟

山石化产业发展与城市能级提升研究》等 53 项课题为 2024

年度舟山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规划课题（见附件 1）；《关于

启动特定问题调查助力市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实践和思考》

等 94 项课题为 2024 年度舟山市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规划课题

（见附件 2），现予以公布。

请各课题承担单位和个人按照年度课题的要求，认真做



好调查研究，精心组织实施。研究课题的完成时限为 2025

年 9 月 30 日前，根据根据新修订《舟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课题管理办法》（舟社联〔2023〕8 号）中验收和结题规

定，课题须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转化方可申请结题：1.获

市级以上领导批示；2. 被市社科联《社科要报》采纳，被

《舟山社会科学》《舟山日报》等市级以上相关报刊录用；3.

在市级以上论坛、研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中获奖项；4.中专

（不含高中）以上学校或县（处）级以上机关报纸、内刊录

用；5.可佐证研究成果被应用转化的其他情况。

课题结题时，请按样表提供课题研究成果（封面签章转

PDF）电子资料 word 版一份、课题研究成果转化电子佐证材

料一份、课题研究成果报告（封面和单位意见处签章）及课

题结题汇总表（单位处签章）电子资料 PDF 版和 word 版（PDF

版要签章，word 版不签章）各一份，报送市社科联综合处。

重点和一般课题分别建文件夹，以单位命名，汇总表序号为

课题立项序号，课题研究成果仅以立项序号命名。结题材料

格式不符合要求将不予接收。无特殊情况，未按要求超时报

送结题材料将不予结题。

立项年度重点规划课题须签订立项协议书，课题申报单

位盖章，课题负责人签名后，于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以 PDF

形式报市社科联。

电子结题资料发送至 zjzsskl@163.com。联系电话：

mailto:电子结题资料发送至zjzsskl@163.com


0580-2280860 联系部门：社科联综合处

附件：1.2024 年度舟山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规划课题

2.2024 年度舟山市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规划课题

3.2024 年度舟山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研究成果

4.舟山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研究成果报告

5.舟山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结题汇总表

6.舟山市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课题结题汇总表

7. 舟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重点规划课题

立项协议书

舟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市社科联综合处 2024 年 5 月 30 日印



附件 1

2024 年度舟山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规划课题
序号 研究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1 关于舟山石化产业发展与城市能级提升研究 邵军 舟山市人大

2 关于推进“海上枫桥经验”地方立法的研究与思考 郑耿德 舟山市人大

3 船舶海工及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李友国 舟山市人大

4 舟山群岛海洋考古史前新发现概况与试论 任记国 舟山市文广旅体局

5 海岛民宿低碳化改造优秀案例研究 陈展之 舟山市文广旅体局

6
海岛乡村画廊建设成效评价与机制创新

---以市域公共服务一体化为视角
余海芳 舟山市农业农村局

7 共同富裕背景下我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刘玲玲 舟山市农业农村局

8 舟山历史建筑的遗韵 赵军 民革舟山市委会

9 关于在我市打造高水平海洋类高等教育学科集群的对策研究 奚增灵 民盟舟山市委会

10
舟山名人家族文献特色馆藏与数据库建设

——以定海两黄家族文献为中心
黄海敏 定海区社科联

11
生态类海岛新质生产力开发利用路径研究

—以定海区摘箬山岛为例
干满水 定海区社科联

12 推动海洋经济新质生产力布局，提升普陀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孙志龙 普陀区社科联

13 银发经济中舟山养老产业的发展路径研究 任 宁 普陀区社科联

14
优化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的路径与思考

--以舟山市普陀区为例
洪佳妮 普陀区社科联

15
聚力打造共同富裕海岛样板

——嵊泗共同富裕特色之路的实践与探索
韩秉燕 嵊泗县社科联

16 嵊泗列岛十大海洋历史文化地标研究 金 瑛 嵊泗县社科联

17 远洋渔船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郑雄华 定海区人民检察院

18 基层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助力海岛共富路径探索 陈瑜 定海区人民检察院

19 舟山市阅读推广共同体构建模式研究 袁素霞 舟山市图书馆

20 《昌国典咏》版本研究--以胡夤批校本《昌国典咏》为中心 吴博文 舟山市博物馆协会

21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来普陀区两岸交流情况与展望

--以沈家门台胞接待站为主要研究对象
夏志刚 舟山市地名学会

22
中日交流中的普陀山（晚明至清中期）

--从日本回流的普陀山碑刻拓本说起
林斌 舟山市钱币学会

23
培育新型婚育文化 营造婚育友好环境

推进舟山人口高质量发展研究
林静 舟山市妇女研究会

24 舟山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因素及发展对策 李海飞 舟山市环境科学学会

25 共同富裕目标下舟山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 戴玲 舟山市环境科学学会

26 舟山空气质量改善攻坚策略研究 黄最惠 舟山市环境科学学会

27 提升港口船舶污染物协同管理效能策略研究 郑攀峰 舟山市环境科学学会



28 养老金融与海岛共富发展问题研究 明秀文 舟山市金融学会

29 践行“真”“情”“实”“意”，推动舟山社科强市建设 樊蕊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

康职业学院

30
海洋新质生产力赋能聚力打造“蓝色”增长极的价值意蕴与实践

方略的研究
吕青云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

康职业学院

31 基于 fsQCA 的舟山大宗商品出口跨境的影响因素研究 王立研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

康职业学院

32
新质生产力促进美食型网红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以舟山海鲜为例
王一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

康职业学院

33 双循环背景下舟山跨境电商赋能“地瓜经济”的策略与路径研究 毛姝洁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34
创新驱动下的舟山市构建未来型全球大宗商品资源配置中枢路

径研究
刘秋民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35 舟山水域船舶交通事故致因分析与防治对策研究 李子强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36 舟山蓝碳富民的共同富裕新路径研究 李宇宏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37 以禅赋旅 以旅彰文 助力打造“百里文廊千年禅路” 胡桢妮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38
舟山科研院所技术创新与海洋经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联动效应

研究
胡诚豪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39 舟山群岛历代摩崖石刻书法与应用价值研究 张晏铭 浙江海洋大学

40 近代普陀山游记数字化传承与活化利用研究 李伟强 浙江海洋大学

41 舟山籍翻译家王永年研究 胡子沛 浙江海洋大学

42 宋元人物舟山行迹研究 朱玉霞 浙江海洋大学

43 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相关遗迹调查与研究 张哲 浙江海洋大学

44 以海洋新质生产力推进舟山海洋经济倍增成长研究 王建友 浙江海洋大学

45
框架理论视域下的“太平轮事件”新闻报道分析

——基于上海《大公报》、台湾《公论报》的比较
郑春荣 浙江海洋大学

46 清代舟山戍台武将研究——以 1683-1911 年为例 杨春 浙江海洋大学

47 《大清五朝会典》舟山史料辑要 张杰 浙江海洋大学

48
八八战略背景下人工智能海洋体育运动及教学实践助力舟山现

代海洋城市共同富裕的对策研究
李继军 浙江海洋大学

49 全要素增值服务舟山清洁能源及装备制造产业链研究 陆瑜琦 中共舟山市委党校

50 舟山新城滨海区域开发游憩业态研究 林巧 中共舟山市委党校

51 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海洋产业发展的路径探析 史梦圆 中共舟山市委党校

52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舟山“一条鱼”产业链的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 储昊东 中共舟山市委党校

53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舟山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韩钉钉 舟山职业技术学校



附件 2

2024 年度舟山市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规划课题
序

号
研究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1 关于启动特定问题调查 助力市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实践和思考 王涛 舟山市人大

2 舟山现存南明遗迹及史料文献简辑 周兴 舟山市文广旅体局

3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舟山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研究 王胜 舟山市农业农村局

4 关于舟山发展乡村旅游调查与思考 施志祥 舟山市农业农村局

5 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陆沧波 定海区社科联

6 结合信息化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机制研究 任清祥 普陀区社科联

7
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路径研究——以普

陀为例
周意红 普陀区社科联

8
本土红色资源融入初中思政课程的实践研究——以蚂蚁岛红色

文化与蚂蚁岛精神为例
李 喆 普陀区社科联

9 舟山小对船渔具渔法复原价值研究 张舟平 普陀区社科联

10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岱山海洋渔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对策与建议
傅剑波 岱山县社科联

11 “海上枫桥经验”地方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基本内容研究 郑硕 岱山县社科联

12 《知行山海录——一个海岛县的教育现代化样本》 许成国 岱山县社科联

13
新时代非公有制企业女职工生活品质提升的路径探析

——以岱山县为例
宋陈敏 岱山县社科联

14 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助力舟山“海岛共富”实践路径研究 何晓颖 民盟舟山市委会

15
“币商”利用虚拟货币为跨境电信诈骗提供支付结算型帮助

行为的犯罪认定
方娜 定海区人民检察院

16 舟山姓氏渊源探析 岑映 舟山市图书馆

17
海岛共富视域下博物馆老年群体的教育服务研究

--以舟山老年大学博物馆分校为例
乐艳 舟山市博物馆协会

18 博物馆海洋特色藏品征集研究 陈彩波 舟山市博物馆协会

19 新舟山背景下的“书香海岛”公共阅读服务模式实践研究 张弘弦
舟山市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

协会

20 打造海洋历史文化名城进程中的文化馆创新作为 沈奕汝 舟山市群众文化学会

21 舟山海洋泉学文化渊源的研究与思考 曹继党 舟山市海洋泉文化研究会

22 蚂蚁岛精神中的巾帼力量研究 杜岩 舟山市妇女研究会

23 舟山海洋非遗视角下中职电商专业学生创新创业的实践研究 丁巧艳 舟山市教育协会

24 传承与发扬：许廷佐的文化贡献与影响研究 薛敬娜 舟山市教育协会

25 碳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的法律规制 徐佳永 舟山市金融学会

26 南宋大川普济禅师住持寺院年录及墨迹综述 王志良 舟山市普陀山书院



27
舟山市禅修旅游的哲学意蕴、时代价值与路径转向

——基于现代性视角
陈勇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

康职业学院

28 海洋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机制研究——以舟山市为例 李长亮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

康职业学院

29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电商对海岛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汪琼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

康职业学院

30 构建运动休闲康养旅游新模式促进舟山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郑将栋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

康职业学院

31 大学生校园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的关系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干瑜璐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32 美丽乡村背景下海洋非遗文化舟山船拳的传承与创新路径研究 马旭君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33
基于 EAP 视角的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研究
王晶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34 王阮“昌国之行”与海洋诗缘研究 王静飞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35 舟山设施蔬菜产业综合评价及发展路径研究 刘利娜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36 航海体育标识品牌塑造助推舟山海岛赛事之城策略研究 孙磊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37 海岛地区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研究 李文文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38
“985”行动背景下舟山海事服务业聚力提升营商环境的

路径研究
李敬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39 舟山市“海洋+文化”创新路径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吴蓓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0 舟山海洋文化赋能海洋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张敏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1
海洋文化名城建设中海岛民间非遗校园传承模式与路径研究

——基于浙海职院舟山渔民画进校园的探索与实践
罗兰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2
共同富裕背景下海岛特色零工市场优化升级路径研究

——以舟山市为例
陆婧澜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3 舟山市海员心理素质提升实践研究 陈日鑫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4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舟山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研究 陈艳玲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5 职业教育助推舟山海岛现代 “新农人”培育研究 陈艳霞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6 舟山抢抓发展海洋特色低空经济的对策研究 卓宏明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7 舟山市绿色石化新材料产业高价值专利培育路径研究 秦传高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8 舟山市海洋体育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夏燕波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9
托尼.班纳姆《里斯本丸的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争悲剧》一书

的翻译研究
翁洁静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0
禅文化礼仪创意体验在普陀山文旅场域中的应用研究

——海洋城市建设背景下的文旅融合策略探究
殷璐烜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1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赋能舟山海岛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 颜宏亮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2 共富视域下绿色石化产科教高质量融合实践研究 熊丽萍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3 大食物观下科技支撑舟山市海洋渔业现代化转型路径研究 余晓洋 浙江海洋大学

54 聚力打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舟山模式：空间重构及战略路径 韩锋 浙江海洋大学

55 共同富裕进程中舟山市居民幸福感发展轨迹的模型构建研究 赵芮 浙江海洋大学



56 “感官疗愈”：海岛城市公园复愈性评价研究 朱亚茹 浙江海洋大学

57 陆海统筹视野下舟山海洋保护地管理研究 于霄 浙江海洋大学

58 基于拍卖理论的大宗商品单向竞价研究 陈诗颖 浙江海洋大学

59
高水平保护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舟山样板与提升路径

研究
韦芸 浙江海洋大学

60
数字赋能舟山市海岛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框架与推进路径

研究
刘丹丹 浙江海洋大学

61 新质生产力赋能舟山海岛共同富裕的内生机理与路径研究 李春林 浙江海洋大学

62 舟山籍台湾作家桑品载研究 吴明宗 浙江海洋大学

63 康有为普陀山书法品鉴 阮忠勇 浙江海洋大学

64 燕窝山海岛民俗学调查与研究 毛久燕 浙江海洋大学

65 民国《定海县志》的点校与整理 顾佳莹 浙江海洋大学

66
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一站式”学生社区高质量建设路径

研究
赵敬创 浙江海洋大学

67 短视频时代舟山历史文化名城的形象建构与传播策略 鞠海娜 浙江海洋大学

68 海洋强国战略下舟山高校学生海洋意识教育调研 王逸菲 浙江海洋大学

69 海洋文化传播视阈下舟山观音传说英译研究 王佳瑶 浙江海洋大学

70 舟山市营商环境优化研究 顾协国 浙江海洋大学

71
“市域公共服务一体化”中海岛学校变革的权力审视、问题探讨

和策略研究
乐芬芳 浙江海洋大学

72 构建舟山明代海洋历史文化名城实现路径探索 项勇 浙江海洋大学

73 舟山市红色文化资源当代价值的开发利用研究 闫妍 浙江海洋大学

74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舟山探索和优化路径研究 杨菊平 浙江海洋大学

75 海洋文化在舟山城市家具设计中的融合与呈现 唐海萍 浙江海洋大学

76 北宋卢秉盐法改革与昌国建县研究 王春秀 浙江海洋大学

77 “AI+千岛阅读”在舟山阅读推广中的路径研究 蒋雅美 浙江海洋大学

78 舟山沙滩足球赛事的转型升级与持续发展路径和对策研究 郭嘉良 浙江海洋大学

79 基于海岛特色的舟山体育康养产业发展模式探索 刘威 浙江海洋大学

80
共生视角下舟山市体育产业与旅游业融合的形成机理与演化

路径研究
栾庆伟 浙江海洋大学

81
“以文塑城”：多元视角下现代海洋城市海洋体育文化发展

路径研究
张同宽 浙江海洋大学

82 数字经济赋能浙江自贸试验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研究 陈政融 浙江海洋大学

83 舟山远洋渔业人才现状调查研究 虞浩臣 浙江海洋大学

84 舟山群岛廉洁文化的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 郑余琦 浙江海洋大学

85
海洋强省背景下，校地党建融合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有效路径研

究——以浙江海洋大学为例
何芳洁 浙江海洋大学

86 档案+视角下舟山群岛红色革命档案多维度挖掘及利用研究 车晓轩 浙江海洋大学



87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创建舟山市中小学本土思政教育资源库的

探索和分析
任文轩 浙江海洋大学

88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助力舟山海洋科技创新高地高质量发

展对策研究
黄洁清 浙江海洋大学

89 “平安浙江”视域下偏远海岛社会矛盾防范化解研究 余蔡彤 中共舟山市委党校

90 绿色发展看舟山的测评体系和路径探索 季扬沁 中共舟山市委党校

91 舟山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研究：基础、问题及路径 庄韶辉 中共舟山市委党校

92 舟山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对策研究 胡佳 中共舟山市委党校

93
“八八战略”背景下优化职业教育助力舟山现代海洋城市建设急

需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雷艳杰 舟山技师学院

94 陆游与舟山 郑时 无



附件 3

2024 年 度 舟 山 市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规 划 课 题

课题名称××××

研究成果

课题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

承 担 单 位： 此处盖章 本页转 PDF

年 月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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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舟山市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研究成果报告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职 务：

职 称：

承担单位： 盖章

报送时间：

舟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印制



成果形式 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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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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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舟山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规划课题结题汇总表

序号 研究项目 成果形式 负责人 单位（盖章）
联系

人
联系电话

结题情

况

开票人姓

名
手机号码

身份证

号

工行卡

号

课题组成

员

立项序号 XXXXXXXX 赵某某 单位全称 电子
张三 李

四



附件 6

舟山市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规划课题结题汇总表

序号 研究项目 成果形式 负责人 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结题情况 课题组成员

立项序号 XXXXXXXX 赵某某 单位全称 电子 张三 李四



附件 7

舟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重点规划课题

立 项 协 议 书

甲方：舟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下称市社科联）

乙方：（申报单位）

丙方：（课题组负责人）

课题编号：必填 2024+立项编号（如 01、02……19 等，编辑此行，例：202415）

课题名称: 必填

成果形式：必填

完成时间： 2025 年 9 月 30 日

资助经费：（根据《舟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管理办法》进行资助）

经专家评审，市社科联党组审批，本课题列为舟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研

究重点规划课题。为确保研究任务能高质量地按时完成，舟山市社科联、课题

承担单位和课题负责人共同达成本协议。

一、甲方承诺：

1．按《舟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管理办法》视课题完成情况拨付课题

研究经费。

2．受理课题的重大事项变更申请。

3．做好课题结项工作和成果的宣传推广工作。

二、乙方承诺：

1．加强对课题研究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及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立项

课题给予支持，并对本课题的按时高质量完成提供信誉保证。

2．认真审核课题负责人报送的结题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审核合格后及

时将结题材料报送市社科联处。

3．做好课题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工作，并及时上报市社科联课题成果转化

的情况（如：实际部门采纳、领导批示、论文转载、收录、引用情况等）。



三、丙方承诺：

1．以本课题组填写的《舟山市社联联研究课题申报表》为有效约束，按课

题设计论证的内容认真组织课题组全体成员，按计划进度和质量要求完成研究

任务。协议书内容如与《申报表》中的相关内容有出入的，以协议书和立项通

知为准。

2．不以资助经费不足等为由，擅自变更原课题设计中的研究内容和最终成

果形式。

3．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有延期（应用对策类课题不得超过半年）、变更项目

管理单位、改变成果形式、改变项目名称、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等重要事项变

更的，须由负责人提交书面申请，经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后

报市社科联审批。未经批准不得变更或延期。

4．按照本课题成果形式的结题要求完成课题。结题资料提供课题研究成果

（封面签章）、课题研究成果报告（封面和单位意见处签章）、课题结题汇总表

（单位处签章）电子资料 PDF 版和 word 版（PDF 版要签章，word 版不签章）各

1 份，报送市社科联综合处。重点和一般课题分别建文件夹，以单位命名，汇

总表序号为课题立项序号，课题研究成果仅以立项序号命名。中期成果如有领

导批示、采纳证明等的须附上佐证材料扫描件。结题时提交的成果必须符合学

术规范，没有知识产权争议，不存在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或者伪造、篡改

研究数据、研究结论等情况。如成果存在学术不端和违法现象，或者侵犯他人

知识产权、人身和财产权益，市社科联有权撤销课题，追回课题经费，并由课

题负责人以及其他责任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5．市社科联拥有课题研究成果的使用权。

6. 遵守《舟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管理办法》。若违反本协议和有关

课题管理规定的，接受市社科联网上通报批评、撤题、追回经费等处理。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丙方（签字）:

2024 年 5 月 30 日 2024 年 5 月 30 日 2024 年 5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