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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省 民 政 厅 文 件

浙民展〔2023〕94号

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公布 2023年度浙江省

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课题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民政局，各有关单位，各课题负责人：

2023年度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规划课题申报工作自 2月

启动以来，全省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民政系统及有关政府部

门、社会组织积极响应，共申报课题 347项。经专家评审，确定

“民政公共地理空间组件研究与应用示范”等 139项为 2023 年度

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课题（详细名单见附件）。为做好课题

管理和服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请各课题组按研究计划认真开展工作，于 2024 年 6 月

30日前完成课题研究，并提交符合规定要求、不存在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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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正文字数原则上不少于 10000字的研究成果。省民政厅将

组织专家对研究成果进行评审，获得“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优秀

成果”优秀奖以上者，予以结题并发结题证书。未获奖者将不予

结题。

2．请各课题组研究过程中不任意调整课题组成员、改变原

定研究方向。研究成果不论公开发表或内部呈送，均注明“浙江

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课题”标志。

3．请各课题承担单位加强对课题研究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并在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保证课题

研究的正常进行。

联系单位：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中心（浙江省民政厅信息中心）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保俶路 32号

邮政编码：310007

电子邮箱：zrcca@vip.163.com

联系人：戴晓青

联系电话：0571—87055486

附件：2023年度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浙江省民政厅

2023年 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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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度浙江省民政政策

理论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ZMKT202301 民政公共地理空间组件研究与应用示范 王华敏 武汉大学

ZMKT202302 数字赋能“一老一小”集成改革路径探究 周伟华 杭州市民政局

ZMKT202303 大数据护航“一老一小”场景研究——以杭

州为例
徐 磊

浙江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04 供需匹配视角下西湖区社会救助服务问

题与能力提升研究
史学高

杭州市西湖区

民政局

ZMKT202305 农村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现状及因病返贫

风险研究——以萧山区为例
陈绍兰

杭州市萧山区

卫生健康局

ZMKT202306 大数据在社会救助领域的应用研究 李 海

杭州思锐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ZMKT202307 促进共同富裕背景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

会救助体系研究
吴书雷 嘉兴市民政局

ZMKT202308 金华市推动社会救助“多元众扶”体系的研究 樊国斌 金华市民政局

ZMKT202309 推进浙江省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发展的

路径及对策建议
金致远 宁波财经学院

ZMKT202310 大数据赋能精准化社会救助体系优化研究 杨宝旺
宁波大学科学

技术学院

ZMKT202311 基于人口流动的主动救助研究 陈亚东 绍兴文理学院

ZMKT202312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

力提升的路径与策略
丁叔芳

绍兴职业技术

学院

ZMKT202313 大数据赋能社会救助瞄准的路径与影响

因素研究
樊好盟 温州商学院

ZMKT202314 基于多源大数据挖掘与建模的民政精准

救助策略研究
沈学文 浙江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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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ZMKT202315 大数据视域下“弱有众扶”社会救助微服务

创新研究
邵黄芳

浙江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16 “提低”视角下“共富工坊”的运作逻辑与经

验研究
扈 映 浙江理工大学

ZMKT202317 智慧社会背景下浙江省低收入群体再就

业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吕 荻

浙江商业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18 “两山”理论背景下养老产业发展问题及对

策研究——以安吉县为例
王家斌 安吉县民政局

ZMKT202319 老年医学联盟内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研究

——以慢创治疗为例
郭松福

杭州市老年病

医院

ZMKT202320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

对策研究——以杭州市养老人才队伍现

状为例

吴金富 杭州市民政局

ZMKT202321 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体系提质增效研究 李建群
杭州市西湖区

民政局

ZMKT202322 浙台养老产业差异与合作机制研究 潘嘉亮 嘉兴南湖学院

ZMKT202323 城市功能区视角下基于GIS和免疫算法的

养老机构选址优化研究
钟翠萍

嘉兴职业技术

学院

ZMKT202324 智慧养老视域下居家养老服务优化的对

策研究
陈晓威

金华职业技术

学院

ZMKT202325 心理资本视角下山区养老管家队伍培育

的实践与思考
徐 亮

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

ZMKT202326 共同富裕视域下浙江农村新型互助式养

老研究
余 薇 宁波财经学院

ZMKT202327 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认同现状及提升

路径研究
费江波

宁波大学科学

技术学院

ZMKT202328 深化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研究——以宁波

市海曙区日间照料居家养老模式为例
何 杨

宁波大学科学

技术学院

ZMKT202329 乡村养老设施空间适应性策略研究 谢 明
宁波大学科学

技术学院

ZMKT202330
数据技术视域下浙江省老年长期照护服

务供给与需求的预测研究：基于马尔科夫

模型分析

何振华
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

ZMKT202331 智能化赋能农村居家养老的探索与实践

——以永康市为例
周秋旭 永康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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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ZMKT202332 老龄化背景下社会支持对养老机构护理

员职业获得感与离职倾向的影响分析
杜宇立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

ZMKT202333 现代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高质量精细化配

置与规划布局研究
曹轶蓉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商学院

ZMKT202334
“健康中国”视域下医养结合机构慢性病共

病老年人养老服务供需匹配现状及优化

对策研究

陈楚媛
浙江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35 共同富裕示范区医养结合发展研究 余 剑
浙江红船干部

学院

ZMKT202336 基于老年人潜在需求的文化养老产业发

展研究
吉 利

浙江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37 人口老龄化与医养结合背景下浙江省社

区医疗发展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莫家颖 浙江科技学院

ZMKT202338 数字沉迷背景下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

支持体系研究
卢晓靖

浙江旅游职业

学院

ZMKT202339 共同富裕视角下基于积极老龄化的老年

文化旅游的研究——以浙江为例
杨诗秋

浙江旅游职业

学院

ZMKT202340 日本和新加坡长期照护策略的借鉴研究 王结胜
浙江省立同德

医院

ZMKT202341 农村困弱老年群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

实践困境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周绍斌 浙江师范大学

ZMKT202342 独居孤寡老人宠物陪伴服务设计 陈彦辑 浙江外国语学院

ZMKT202343 政府购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践完善路

径研究
史天琪 浙江万里学院

ZMKT202344 养老护理员培养模式的域外比较与经验

借鉴研究——基于中日韩的考察分析
汪静娜 浙江中医药大学

ZMKT202345 浙江老年人自我行为管理服务体系构建

研究
张渊源 浙江中医药大学

ZMKT202346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嵌入式”养老共同体

的路径研究
沈维君

中共诸暨市委

党校

ZMKT202347 “同舟康养”海岛特色养老服务体系研究 王引权 舟山市民政局

ZMKT202348 慈善和社会工作融合发展研究 余春雷 淳安县民政局

ZMKT202349 关于慈善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对策研究 何凌超 杭州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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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ZMKT202350 慈善和社会工作融合发展研究——以开

化为例
傅新春

开化县人民政

府咨询委员会

ZMKT202351 新时代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规范发

展研究
应晓春 宁波财经学院

ZMKT202352 价值认同与利益考量：慈善和社会工作融

合发展研究
刘 菲

桐乡市辅仁社工

发展服务中心

ZMKT202353 县域慈善共同体构建的技术与逻辑研究 鲁 文 温州大学

ZMKT202354 2023—2024 浙江慈善事业发展状况评估

与分析
袁彦鹏

浙大宁波理工

学院

ZMKT202355 社区基金会运行机制研究——以嘉兴为例 胡碧玮
浙江财经大学

东方学院

ZMKT202356 产业社区体制机制研究——杭州滨江区

和宁波北仑区实证分析
李 斌

杭州市社会科

学院

ZMKT202357
党建统领基本单元融合治理推进社区现

代化的研究——以上城区基本单元融合

治理实践为样本

李 敏
杭州中国社区

建设展示中心

ZMKT202358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慈善组织参与社区

治理的内在机制和实践路径研究
王荣德 湖州师范学院

ZMKT202359 “村改居”新社区基层治理对策研究：基于

浙江嘉兴嘉善姚庄桃源新邨的调查
黄雯静 嘉兴南湖学院

ZMKT202360 居民主体性视角下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推

进逻辑和实践进路研究
周 娜 嘉兴南湖学院

ZMKT202361 村级议事协商活力的探索研究 祝旭虹 嘉兴市民政局

ZMKT202362 农村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研究——
以江山市为例

罗延燕
江山市凤林镇

人民政府

ZMKT202363 共同富裕视阈下农村社区现代化发展研究 钟 扬
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

ZMKT202364 全过程人民民主优化基层社区民主治理

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何利萍 宁波财经学院

ZMKT202365 乡村振兴背景下浙江省农村社区专职工

作者
方义桂

宁波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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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ZMKT202366 基于“产、城、人”三态融合背景下的“产业

附着式”社区体制机制研究
魏梦泽 宁波大学

ZMKT202367 分类与匹配：社区分类治理的机制与对策

研究
华 洁

宁波市镇海区

民政局

ZMKT202368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社区专职工作者队

伍建设研究——以浙西开化县为例
林 珍

绍兴职业技术

学院

ZMKT202369 社区服务综合体运营模式探索 麻伟明 桐庐县民政局

ZMKT202370 数智化“五社联动”重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研究——基于温州调查分析
黄小云 温州城市大学

ZMKT202371 新时期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创新与实践 方庆任
温州市瓯海区

民政局

ZMKT202372 共同富裕视域下流动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孙祥和
义乌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73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专职社区工作者职业

体系优化研究——以温州市瓯海区为例
刘程灿

浙江安防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74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社会工作融入“一站

式”社区建设探究
申屠莉 浙江财经大学

ZMKT202375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民呼我为”机制研究

——以翠苑一区社区为例
杨 雪 浙江财经大学

ZMKT202376 数字化赋能乡村社区治理体系研究 王晓晔
浙江商业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77 基层党建引领现代社区治理路径及实践

研究——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例
江华锋 浙江万里学院

ZMKT202378 共同富裕视域下浙江县域数字乡村治理

模式研究
吴美珍 浙江中医药大学

ZMKT202379 村改居社区治理共同体实践研究——以

衢州市为例
赵巧珍

中共衢州市委办

公室（衢州市国

际交流中心）

ZMKT202380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作为枢纽型、支持型平

台在引导社会组织协商参与的路径探索
王华荣

杭州市上城区

九堡街道

ZMKT202381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实践和发

展思路研究——以西湖区为例
顾余丹

杭州市西湖区

民政局

ZMKT202382 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社会组织赋能

乡村治理研究——以湖州市南浔区为例
卫 晏

湖州市南浔区

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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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ZMKT202383 社会组织财会监督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胡立中 金华市民政局

ZMKT202384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枫桥式社会组织发

展模式研究
马宁宁 绍兴文理学院

ZMKT202385
公益创投实践中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的影响与提升对策研究——以 Y 市公益

创投为例

胡 静
义乌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86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实践和发

展思路：基于长兴县的考察
沈自强 长兴县民政局

ZMKT202387 社会组织协商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路径研

究：基于长兴县的调研
林 健 长兴县民政局

ZMKT202388 社区治理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儿童友好

服务的路径研究
石卷苗

浙江财经大学

东方学院

ZMKT202389 交往行动理论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

养老服务的协同逻辑与路径
白 玥 浙江工商大学

ZMKT202390 社会组织助力社会事业建设研究——基

于 ZX社区共富工坊实践的分析
胡林芳

浙江雅莹公益

基金会

ZMKT202391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孤寡老人服务研究 姚姝婷
德清县晨曦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ZMKT202392
专职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研究——
后疫情时代社区工作者职业倦怠与社工

队伍稳定性分析

丁 颖
杭州市拱墅区

社会工作协会

ZMKT202393 专职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研究 邵雯霞
杭州市萧山区

民政局

ZMKT202394 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范 啸
嘉兴职业技术

学院

ZMKT202395 共同富裕视角下社工队伍的职业发展与

人才培养研究——以金华市为例
高 波

金华职业技术

学院

ZMKT202396 “村改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现状与社会工

作介入研究
严霄云 浙江工商大学

ZMKT202397 新时代青年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研究 莫艺贤
浙江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98 当代青年志愿服务精神培育及其激励机

制研究
钱中秋

浙江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99 女性社会工作者的情绪劳动与职业发展

研究
宋艳艳

浙江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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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ZMKT2023100
青年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的驱动因素与

优化策略研究——以杭州市钱塘区 M 社

区为例

张香美
浙江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101
共同富裕目标下街镇社会工作站的建设

路径——基于杭州市运河街道社会工作

站的参与式行动研究

袁 园 浙江理工大学

ZMKT2023102 党建引领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以杭州

市 X社工服务站为例
白 璐 浙江中医药大学

ZMKT2023103 浙江省城市社区工作者职业胜任力研究 王学梦 浙江中医药大学

ZMKT2023104 新时代儿童福利工作功能定位、主要内容

与发展路径研究
郑要志 杭州市民政局

ZMKT2023105 “五社联动”机制下困境儿童服务的社会工

作介入研究——以嘉善县为例
仇宇斐

嘉善县社会组织

培育发展中心

ZMKT2023106 数字原生背景下基于大数据 SNA 模型的

留守儿童安全保障体系研究
柴 俊 宁波财经学院

ZMKT2023107 基于 PSM 方法的农村留守儿童抑郁情绪

发展机制研究
王显金 宁波财经学院

ZMKT2023108 优化未成年人监护体系的路径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胡志伟
宁波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109 新时代儿童福利发展的探索研究 郑晓静

衢州市柯城区

双港街道双港

社区居民委员会

ZMKT2023110 被临时监护人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承担

研究
代 杰 绍兴文理学院

ZMKT2023111 优化未成年人监护体系研究 童志锋 浙江财经大学

ZMKT2023112 共同富裕视野下浙江省困境儿童精准关

爱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赵 砚

浙江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113
新时代背景下浙江儿童福利机构提质转

型——以丽水市万地爱心儿童福利院拓

展康复服务为试点

马永兵 浙江康复医院

ZMKT2023114
生育政策支持下多孩家庭中残障儿童的

养育困境——以语迟儿童养育现状分析

为例

汪 翠 浙江康复医院

ZMKT2023115 新福利体系下困境儿童服务的社会工作

介入研究
朱 静 浙江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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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KT2023116 农村困境儿童智慧救助实践研究：以浙中

地区为例
蔡玉敏 浙江师范大学

ZMKT2023117 共同富裕视阈下非遗技艺传承与残疾人

福利服务体系融合机制路径研究
柴祝平

杭州职业技术

学院

ZMKT2023118 民非组织助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研究 李秉原 宁波财经学院

ZMKT2023119 残疾人福利服务体系研究 吕明晓
浙江特殊教育

职业学院

ZMKT2023120 “以人为本”视域下促进湖州残疾人群体共

同富裕的机制研究
闫红果

中共湖州市委

党校

ZMKT2023121
浙江省公墓外坟墓人工智能管理系统规

制化研究——以可持续性发展提升保障

能力视角出发

张凯程 湖州师范学院

ZMKT2023122 殡葬服务和殡葬文化联动机制的探索研究 李宏平 嘉兴市民政局

ZMKT2023123 浙江省殡葬服务保障能力提升研究 许 珂
义乌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124 文脉视域下地名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以湖州市为例
郑琬铃 湖州师范学院

ZMKT2023125 浙江地名文化的旅游开发价值及路径研

究——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例
陈 静

宁波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126 “海丝路”地名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邱立珍
宁波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127 功能区与行政区耦合视角下舟山市行政

区划优化设置与改革方案研究
陈妤凡 宁波大学

ZMKT2023128 三门县全域地名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实

践研究
缪世钿 三门县民政局

ZMKT2023129 浙江省城市经济发展与行政区划调整互

动的逻辑与展望
罗志文 绍兴文理学院

ZMKT2023130 非遗视角下绍兴地名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研究
王 沫 绍兴文理学院

ZMKT2023131 浙江古桥地名文化遗产评价和保护利用

研究
王琪栋

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

ZMKT2023132 文化自信视角下浙江古城（镇）地名文化

遗产保护研究——以古城绍兴为例
于秀春

绍兴职业技术

学院

ZMKT2023133 青年群体视角下的浙江地名文化传播方

式研究
刘 昆 温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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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KT2023134 地名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

研究——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
杨 芳

浙江旅游职业

学院

ZMKT2023135 文化自信视域下浙江省地名文化保护与

传承研究
席佳颖

浙江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136 基于GIS的浙江省传统村落地名文化空间

格局及保护策略研究
李 爽

浙江商业职业

技术学院

ZMKT2023137 关于提升淳安县水库移民资金使用绩效

的探讨
方 丽 淳安县民政局

ZMKT2023138 共同富裕视域下朱溪水库移民安置工作

高质量发展研究
徐 鹏

浙江旅游职业

学院

ZMKT2023139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水库移民社会心理适

应力提升研究——基于浙江省龙泉市的

调查

兰 昊
浙江商业职业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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