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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

学科组：社会学

160304 ICF 视野下我国高校运动康复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 王国

祥（苏州大学）、张鑫华（苏州大学）

该研究围绕运动康复在健康中国战略中的作用展开，提出运动康复是推

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重要路径，对于健康促进、慢性病预

防、康复治疗和残疾人健康服务具有积极意义。运动康复专业自 2012



年在体育学门类下设立以来，面临着人才培养体系和知识结构方面的诸

多挑战。研究指出，ICF（国际功能健康残疾分类）作为全球广泛应用

的康复服务与健康教育标准，其生物-心理-社会健康服务模式在我国运

动康复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该研究的篇章结构包括对我国运动康复专业人才需求与高校本科专业

建设现状的分析，ICF 框架下康复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基于 ICF

的运动康复专业知识体系的建立。通过文献资料分析、归纳演绎和功能

分析等多学科理论方法，研究深入探讨了 ICF 理论在运动康复领域的应

用，强调其对我国运动康复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的积极影响。



160305 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戴俭慧（苏州大学）

该研究从深化政府治理改革和优化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角度出发，

系统地研究了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实践，构建了基础性的理

论体系和分析框架。研究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购

买体育公共服务的运行模式将逐步规范。然而，完全依赖市场提供体育

公共服务并不可行，且可能面临“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应辩证地看

待这一模式的应用。此外，实践中应遵循适度、质量效率和公开透明原

则。



该成果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全过程，包括“为何

购买”、“谁来购买”、“向谁购买”、“为谁购买”、“购买什么”

和“怎样购买”。研究共分为七章，具体内容包括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

务的理论基础、现实动因、相关主体、运行实施、地方实践以及完善对

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访谈调查。通过对政府购

买体育公共服务实践的分析，研究为提升政府体育职能、优化资源配置

提供了理论支持。



160306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场馆资源开发研究 叶小瑜（南京体育学院）

该研究旨在丰富我国大型体育赛事场馆经营管理理论，并加强城市体育

公园空间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在江苏及中国城市体育公园场馆资源开发

方面，为构建具有国际视野和地方特色的理论体系提供学术支持。实践

上，研究为解决大型体育赛事场馆赛后运营的挑战提供了可操作性方案，

并为政府部门创新城市体育公园场馆资源开发实践提供了决策依据，同

时有助于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

该研究主要通过比较分析国外奥林匹克公园场馆资源开发的三种模式

——职业体育模式、多业态综合开发模式和社区更新模式，探讨中国城

市体育公园场馆开发的模式选择，进而优化中国首都及其他城市的开发

模式。研究基于国外案例分析和国家需求，提出了适合北京奥林匹克公

园的“多业态综合开发模式”，并探讨了这一模式的优化思路及其对我

国大型体育场馆资源开发的应用价值。

研究方法上，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人物访谈法、问卷抽样法及案

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被综合运用，以全面、系统地分析国内外奥林匹克

公园场馆资源开发的现状与经验。研究内容涵盖五个部分：选题依据与

意义、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场馆资源开发现状、国外开发案例的分析、提

出适合的开发模式以及优化思路的探讨。



160307 美国运动健康促进服务体系及其对健康中国的启示 彭国强

（南京体育学院）、舒盛芳（上海体育学院）

该研究围绕健康中国战略，探讨美国运动健康促进服务体系的特征，并

分析其对加快健康中国建设的意义。研究一方面为协调体育、卫生医疗

与健康相关部门的关系，提升体育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作用，丰富体育

健康促进理论体系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为推动体育与医疗卫生等部门

协同工作，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行动方案。



研究的主要观点包括：首先，提出“大体育”与“大健康”融合的运动

健康观，构建了一个多方联动的健康中国战略服务体系，强调通过医体

结合的平台，将体力活动、体育素养和心理健康纳入战略指标，并以体

育公平推动健康公平；其次，系统梳理美国运动健康促进服务体系，分

析其医疗卫生与体育健身服务的融合效益，涵盖运动健康指导服务平台、

健康公民计划和国民体力活动计划等内容；最后，创新性地提出健康中

国推进策略，注重部门和社会组织协作，强调体力活动与健康促进的关

键指标，突出健康目标的可测量性与平台的便捷性，确保健康责任的有

效执行与评估的科学性。

该成果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实践应用”的逻

辑结构展开，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国内外研究背景，提出问题；

第二部分阐述美国实施运动健康促进的背景，分析问题；第三部分归纳

美国运动健康促进服务体系的特征，解决问题；第四部分提出健康中国

建设的启示，进行实践应用。研究采用了理论与实证结合、归纳与演绎

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运用了文献资料、内容分析、比较研究、个案研究、

政策分析和专家访谈等多种方法。



160308 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卷 陈小荣（深圳大学）主编，

李平（徐州工程学院）本卷主编

该研究旨在挖掘、整理江苏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历史资料，并

探讨其传承情况，旨在为学校、社区、体育及文化旅游部门提供江苏各

地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及其保护与传承的概况。该研究不仅为公

众提供了解江苏体育非遗文化的途径，也为相关学者提供了全面的研究

资料。



研究的主要观点包括：首先，江苏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目

前有 4项国际级非遗保护项目和 25 项省级项目，主要集中在南京、徐

州、常州、无锡和连云港等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次，体育非遗

的特性使其面临诸多挑战，如传承后继无人、场地不足、器材保管不善

等问题。最后，研究指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应依靠民

众的力量，激发传统文化的内生动力，而非单纯依赖政府的支持。

该成果共分为 14 个章节，精选了江苏省多项国家级和省级体育非物质

文化遗产，如直溪巨龙、阳湖拳、沛县武术、抖空竹等，全面呈现这些

项目的起源、历史沿革、道具器材、表演形式和发展现状。研究采用了

考据法、口述史、田野调查、德尔菲法和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项目传

承人、参与者和管理者的访谈，实地调研各项目的传承单位，结合表演

视频及历史文献分析其传承现状与问题。



160309 体育旅游要素分析及其高质量发展研究 戴俊（盐城师范学院）

该研究聚焦于我国体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旨在探讨体育旅游的构成要

素及其优化路径。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变化，传统观

光旅游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体育旅游因其健身性、娱乐性

和高参与性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认为，体育旅游的健康持续发

展需要注重市场和资源的开发、加强人力资本的培养，并确保安全保障

的有效性，从而提升整体发展水平。



该成果采用了文献资料法和田野调查法，对体育旅游的构成要素及其发

展进行深入研究。书中共分为八章，第一章阐释了体育旅游的基础理论，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认识；第二章分析了体育旅游的发展历程及国内

外发展现状，揭示了我国体育旅游发展的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第三至

第六章分别探讨了体育旅游的市场、资源、人力资本和安全保障要素，

强调了这些要素的优化对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第七和第八章

集中研究了体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低碳体育旅游、红色体育旅

游、冰雪体育旅游和高端体育旅游等典型案例，并进一步分析了体育旅

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提升我国体育旅游的整体质量提供了重要指导。



160310 武术文化空间论绎 吉灿忠（南京师范大学）

该研究旨在对河南省境内的武术资源进行全面普查、挖掘和整理，具有

广泛的学科视角和研究方法，涵盖多个区域，深入分析了濒危拳种的传

承问题。该成果不仅有助于地方拳械史料的保护与存储，还推动了武术

数字化建设及文献编录工作，为武术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

并为地方武术管理机构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研究表明，河南省的武术拳派受到地域、风俗、交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各派技法具有独特的特质。八十年代整理的河南省武术拳械录与一



些民间资料存在误差，亟需校正。此外，河南的武术技术受周边省份影

响，因此，武术文化的研究应加强区域间的横向比较。地方水上运输、

陆地交通和人文环境也对武术技艺的传承与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

发现，河南省的拳派传承谱系表现出显著的活态性，是“大武术观”研

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成果共挖掘整理了 111 个拳种史料，每个拳种的研究围绕其概述、源

流、传承谱系、代表人物、分布、风格特点、拳理、功法和套路等方面

展开。研究采用了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专家访谈法、口述史法、

对比分析法、录像观察法及逻辑分析法等多种方法，通过查阅历史文献

和实地调查，深入分析了各拳派的技术流变、拳理和风格特点。



160311 新时代体育强省建设理论与实践 朱传耿（南京体育学院）等

《新时代体育强省建设理论与实践》是针对《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发布

后的体育强省建设研究的重要著作。该成果结合江苏省体育强省建设的

实际情况，系统探索了体育强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涵盖了 12 个

章节，内容包括体育强省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群众体育、竞技体育、

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交流、体育人才、体育人口等方面的研究。

著作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全面分析了新时代体育强省建设的战略要

义。首先，通过界定相关概念和理论，构建了省级、市级、县（市）三



级的体育强省、体育强市、体育强县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深入的

实证研究。省域层面，基于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综合评价，构

建了体育强省建设的评价体系；市域层面，对江苏 13 个地级市的体育

强市格局和体育人口分布进行了科学评价，探讨了市级体育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协调度，并得出了多维度的协调发展指数；在县域层面，从需求

性、供给性和均衡性三个方面，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江苏体育强

县进行了综合分析。

在理论研究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书中进一步聚焦江苏省的体

育实践，遵循“历史回顾、问题发现、战略思路、发展路径”的研究逻

辑，系统分析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领域，提

出了江苏体育强省建设的未来发展目标、优化路径和重点举措。著作的

研究为江苏体育强省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60312 中国职业足球联盟建立的原则、基础与思路 陶玉流（苏州大

学）、李状（苏州大学）

《中国职业足球联盟建设研究》聚焦于职业足球联盟的发展问题，特别

是借鉴欧洲经验来推动中国职业足球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发展“十三

五”规划》的相关要求，该研究分析了职业联盟在避免恶性竞争、提高

联赛运营水平和促进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欧洲职业足球的成功经验

为中国足球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尤其是在职业联盟制度的建设方面。



研究认为，建立中国职业足球联盟应当遵循欧洲的经验，特别是要确保

联盟具备高度的自治权，严格贯彻体育自治原则。此外，法人治理结构

应作为联盟成立的法律基础，以确保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

益的平衡。研究还明确了联盟建设的基本思路，提出政府、足协和俱乐

部应当共同合作，推动职业足球联盟的顺利建设。

研究的结构包括：职业足球联盟的产生及其意义、体育自治原则、法人

治理结构的作用、中国职业足球联盟构建的基本思路等内容。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等，全面探讨

了中国职业足球联盟建设的可行性和路径。该研究为中国职业足球的改

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160313 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绩效评价研究 朱菊芳（南京师范大学）

该研究旨在更新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绩效评价理论，并完善相关评价体系。

通过科学评价场馆运营质态，研究旨在规范和改善场馆的经营管理行为，

提升其内部管理水平。研究认为，运营绩效指标体系应从单一维度转向

兼顾财务、组织、运营、顾客、员工等多个维度，以全面展示场馆的战

略发展。指标的选择应结合江苏省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的实际情况，合理

选择静态和动态、定性和定量指标，以保证其客观性、可操作性和时代

性。



研究进一步指出，由于场馆在性质、规模和运营方式上的差异，需要为

大中型公共体育场馆分别建立不同的运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研

究方法包括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和专家咨询。通过实地走访 10 所、问

卷调查 24 所江苏省公共体育场馆，收集一手数据，为绩效指标遴选提

供实践依据。随后，基于“平衡记分卡”框架，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

析法构建了运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专家咨询确定其权重。

此外，研究还进行了案例分析，对江苏省 2所大型、1所中型场馆进行

了实证分析，验证了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最终，研究

编制了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绩效评价考核手册，为江苏省公共体育场馆的

运营绩效提供了实践依据。这些成果为改进江苏省公共体育场馆的运营

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操作指南。

学科组：经济学



160314 财政分权、地区间竞争与v中国经济波动朱军（南京财经大学）、

许志伟（上海交通大学）

该研究关注如何构建一个适应中国财政结构特征的地方支出竞争模型，

并讨论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指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已成为全

球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工具。然而，由于各国经济结构的差异，财

政刺激的宏观经济效应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简单地应用发达经济体的理

论框架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可能导致偏差。因此，如何构建一个体现中国

财政结构的动态财政理论是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研究表明，地方性投资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还能通过促进

地区间贸易产生“正的”溢出效应。此外，地区间的策略互动对公共投

资的溢出效应起到重要作用，财政投资竞争的反应越强，正向溢出效应

越大。基于此，研究通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进行理论分

析，具体描述了具有多级政府的模型结构，分析了地方和中央财政支出

的动态效应，并讨论了财政分权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该文的创新点在于引入多个区域经济模型，刻画了多级政府结构，并区

分了中央和地方不同层级的财政支出，定量分析了它们对宏观经济的动

态影响和溢出效应。同时，研究深入探讨了地区间的竞争，特别是政府

间“锦标赛竞争”对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此外，文章还通过定量

分析探讨了财政分权对整个经济的动态效应。研究为定量评估各级政府

财政政策的效应提供了新的平台。



160315 国家治理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与实现路径 王会金（南

京审计大学）

该研究围绕政府审计在国家经济安全、民主法治及社会健康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展开，旨在弥补政府审计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尤其是在理论创新

和推演方面的空白。尽管政府审计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绩，但其理论发

展未能与实践同步。研究指出，政府审计理论研究多注重实践总结，缺

乏对理论的深入升华与创新，亟需加强理论推演与创新，促进政府审计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有效作用。



该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总结和分析了

中国政府审计的实践发展，结合国家治理理论、协同理论与嵌入理论等，

构建了国家治理导向下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并探索了政府审计事业的

变迁规律。研究强调，推动政府审计理论发展对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府审计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全书分为三篇八个章节。上篇回顾了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相关文献，

探讨了国家治理导向下政府审计的理论体系、作用机制、协同治理及模

式。中篇提出了治理导向下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具体路径。下篇探

讨了政府审计在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创新，包括审计质量、风

险管理、大数据审计平台、审计制度创新以及政府审计在反腐败中的作

用。

该研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国家治理导向的政府审计发展规律与未来

趋势，坚持辩证唯物史观，既注重理论解释，也立足事实证据。



160316 新农保与农地转出：制度性养老能替代土地养老吗？——基于

家庭人口结构和流动性约束的视角 徐志刚（南京农业大学）、宁可（浙

江农林大学）、钟甫宁（南京农业大学）、纪月清（南京农业大学）

该研究聚焦于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探讨了制度性养老保障对土地养

老保障功能的替代作用及其影响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机制。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工业和城市，但农户土地未能按

预期转出，这被认为是限制农地流转效率的因素之一。土地养老保障功

能被普遍认为是制约农户土地转出的关键因素，但缺乏实证研究支持。



该研究旨在检验制度性养老保障是否能替代土地养老保障功能，并分析

其在不同家庭结构与流动性约束下的异质性。

研究方法上，基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的实施，构建

了一个农户两期决策逻辑分析框架，利用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

点的数据（25655 个样本），采用 PSM-DID 方法进行了量化分析，揭

示了“新农保”对土地养老保障的替代作用及其在不同家庭结构和流动

性约束条件下的变化。

研究结果表明，制度性养老保障制度对土地养老保障功能具有显著的替

代作用，尤其是无论家庭是否有老年人，加入“新农保”均能促进土地

转出，证明土地养老保障功能是制约农户土地转出的重要因素。此外，

替代作用的强度受家庭人口结构和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研

究建议应进一步完善“新农保”制度，通过提高养老金水平、增强农户

参与率，从而强化制度性养老保障对土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替代作用，推

动农村土地流转并优化农地资源配置。



160317 土地：农民增收的保障还是阻碍？ 骆永民（南京财经大学）、

樊丽明（山东大学）

该研究探讨了土地资源在农民增收中的角色，尤其是在现代经济环境下

土地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随着务工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比重的上升，土地

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逐渐减弱。研究从一般均衡视角出发，指出土地禀

赋的变化会引发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进而对农民收入产生复杂影响。

具体而言，土地在农业收入中起到保障作用，但却成为工资性收入的阻



碍，且这种影响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此外，土地禀赋能够在一

定条件下提升或降低农业投资对农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促进作用。

研究还认为，随着农民务工成本的下降及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

土地对农民收入的保障作用正在衰退，最终可能转变为对收入的阻碍。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研究构建了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进行了数值模

拟分析，同时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土地影响农

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

整篇研究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第二章分析土地

影响农民收入的机制；第三章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分析土地的综合影响；

第四章通过计量模型验证相关结论；第五章对全文进行总结。研究通过

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揭示了土地资源在农民增收中的双重作

用及其变化趋势。



160318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研究：变迁、绩效与创新 高波（南京

大学）等

该研究聚焦于中国住房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分析了其在取得成就的同时

面临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部分地区出现的过热和投机现象。研究指出，

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推进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以满足人

民对合适住房的需求，实现安居乐业，这对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创新为国家治

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持。然而，房地产市场存在一些深层次的体

制性障碍和政策失当问题，如住房供求不平衡、房价过快上涨、融资渠

道单一等，亟待通过改革解决。具体的改革建议包括：完善住房供应体

系和创新住房制度；加强价格调控和提高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完善资本

市场和土地市场，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改革住房财税体制和住房金融

制度；以及深化住房保障制度的改革。

研究采用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行为—绩效”研究范式，结合博弈论和

治理理论进行分析。篇章结构包括：总论部分（第一至第三章）、住房

市场研究（第四至第五章）、土地制度和市场研究（第六至第七章）、

住房财税体制改革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第八章）、城市住房金融问题（第

九至第十章）、以及住房保障体系的探索与重构（第十一章）。该研究

为中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提供了全面的分析和政策建议。



160319 国际产能合作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吴福象（南京大学）等

该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战略区域

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探讨了国际产能合作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关系。

研究通过分析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与全球治理模式变迁，探讨了新兴经

济体崛起对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并分析了全球治理制度的变化。研究

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不仅仅是制度安排，更是国家利益



和权力博弈的产物。特别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开放格局

及区域一体化的推进，成为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议题。

该研究还就产能过剩与“胡焕庸线”悖论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对国

际产能合作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地理布局进行了建模。针对中国产业空间

布局中的东部过度集聚和中西部工业结构失衡问题，研究从福利经济学

角度分析了生产力布局调整的必要性。此外，研究还通过模型分析探讨

了新型城镇化中拆迁户的动态福利补偿问题。

在具体的案例分析中，研究选取长三角地区为例，研究了在开放条件下

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及其演化，质量竞争和技术溢出的最优补贴政策，供

给侧改革下研发补贴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倍差

法，研究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技术溢出与政府补贴的关系，以及供给侧改革对经济运行质量的推动。

此外，还探讨了外来人口、产业结构与都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制造业集

聚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耦合效应等问题。



160320 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

查的经验证据 夏后学（南京工业大学）、谭清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白俊红（南京师范大学）

该研究聚焦于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市场创新和寻租行为的影响，旨在揭

示优化营商环境如何促进市场创新，并减少寻租现象。研究指出，市场

创新是企业应对需求变化和提升收益的主要方式，而营商环境优化被视

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改革措施。尤其在转型

经济中，寻租行为作为非正规补偿手段和“关系资本”，一定程度上对



市场创新产生了扭曲的正面影响。研究认为，优化营商环境显著调节了

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对消除寻租影响、促进市场创新起

到了积极作用。

在理论框架方面，研究结合内生增长理论、代理理论等多学科理论，构

建了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之间的关系模型。通过实证分析，

采用二值选择模型检验了营商环境与企业寻租对市场创新的交互作用。

此外，研究还通过分样本分析，进一步探讨了优化营商环境对不同类别

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对于无寻租企业的自主

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对推动“放管服”改革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

的实践意义。

全文结构包括引言、文献综述、理论分析、研究设计、分样本研究和政

策启示等部分，系统阐述了营商环境优化在提高市场创新效率中的关键

作用，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依据。



160321 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背景下中国外贸增速变化机理及对策研究

戴翔（南京审计大学）、何启志（无锡太湖学院）

该研究探讨了中国外贸增速变化的原因及应对策略，指出外贸增速的下

降引发了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广泛关注。研究认为，贸易的基础是分工，

分工的扩大推动了贸易的增长，而技术变革和制度变革是推动分工发展

的主要动力。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期，前一轮科技革命和全

球经济规则的制度红利逐渐衰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尚未全面

启动，全球经济新规则也未充分形成，这导致贸易增速放缓。从分工演



进角度看，当价值链分工深化到一定阶段后，贸易增速的“基数效应”

和“边际效应”将导致贸易增长放缓；从国家层面看，价值链攀升过程

中的“重复统计”也降低了统计上的贸易增速。基于这一理论背景，研

究提出，中国应通过创造综合竞争优势，推动外贸从“以量取胜”转向

“以质取胜”。

该研究共分为七章，涵盖以下主要内容：首先，分析中国外贸增速变化

的表现特征；其次，探讨外贸增速变化的内在机理；第三，分析外贸增

速变化的影响因素；第四，评估外贸增速的长期趋势及战略调整；最后，

提出促进外贸平稳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研究采用定性、定量、案例分

析等多种方法，旨在为中国外贸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战略指导。



160322 Tariff scares: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foreign market

entry by Chinese firms（关税恐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的市

场进入） Meredith Crowley（剑桥大学）、孟宁（南京大学）、宋华盛

（浙江大学）

该研究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市场选择的影响，尤其是临

时性关税引发的反倾销政策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通过分析

2000-2009年约174,000家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及市场进入退出行为，

研究发现，反倾销政策增加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阻碍了企业进入新



市场。此影响表现为产品间和区域内企业间的信息溢出效应。具体而言，

一个市场中实施反倾销措施会降低其他市场中相关产品的新市场进入，

同时促使企业在现有市场退出。此外，尽管某些企业未直接受到反倾销

措施影响，但因邻近企业遭遇反倾销，它们的市场开拓决策也变得更加

谨慎。进一步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入退出决策的影响

存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受到第三国反倾销使用频率、企业市场份额、

产品重要性以及集聚区域内政策信息强度差异的影响。

为了分析这一影响，研究基于不确定性影响下的单一市场企业进入动态

模型，扩展到多个市场和企业市场退出的理论分析。此外，研究创新性

地将实证模型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同一企业内不同市场之间的信息溢出

效应，二是同一企业内不同产品之间的信息溢出效应，三是同一集聚区

域内出口相同产品的不同企业之间的信息溢出效应。最后，通过实证分

析，研究估算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的市场进入数量减少和贸易

价值损失，并推算了贸易协议中可信承诺的价值。



160323 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区域失衡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

与最适强度偏离度的视角 唐保庆（南京财经大学）、邱斌（东南大学）、

孙少勤（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该研究探讨了中国服务业增长区域失衡问题，重点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

实际强度与其理论上“最适强度”之间的偏离度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

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显著促进了中国总体服务业及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的增长，且呈现出“倒 U型”特征，表明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强

度尚未达到“最适强度”。进一步分析表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各自存



在“最适强度”，但各地区的实际强度均低于这一理论值，且中西部地

区的偏离度较东部更大，这加剧了服务业增长区域失衡，尤其是中西部

地区相较于东部的劣势进一步加剧。

为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增长区域失衡的影响，文章基于经济增长

理论设计了计量模型，并构建了一个纵向推进的逻辑框架。研究方法包

括间接论证和直接论证两种方式。间接论证通过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东中

西部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偏离度对服务业增长失衡的影响；直接论证则

构建了服务业增长失衡和知识产权保护偏离度的指标，并进行了回归分

析。为解决内生性问题，研究利用“距离指数”和“铁路密度”构建了

工具变量。稳健性检验部分则采用了服务业微观数据，进一步验证了服

务业增长区域失衡的微观基础。

该研究严谨遵循学术规范，清晰区分了现有文献与该成果的贡献，并确

保结论的科学性与客观性。



160324 China’s closed pyramidal managerial labor market and the

stock price crash risk（中国金字塔式的内部经理人市场与股价崩盘风

险）陈东华（南京大学）、Jeong－Bon Kim（香港城市大学）、Oliver

Zhen Li（新加坡国立大学）、梁上坤（中央财经大学）

该研究探讨了中国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与监督机制，重点分析了行政级

别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研究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高管处于

金字塔式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中，行政级别的制度设计在激励与控制方面

起到了主导作用。对于政府而言，行政级别机制有助于国家战略的实现，



降低契约成本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于高管而言，更高的行政级别意

味着更大的收益权和精神激励，但也带来了更严格的监管与控制，这种

双重效应激励高管付出更多努力，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该研究以 2005 至 2012 年的中国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界定了高管的

行政级别，并进行了大样本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管的行政级别越高，

所在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越低，特别是在年轻和任职年限较短的高管中，

这一关系更为显著。进一步的制度环境检验表明，在劳动力流动较低、

产品市场竞争较弱、境外投资者参与较少以及高管缺乏政治联系的公司

中，该关系更加显著。研究结果为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以及推

动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60325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之谜——基于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的解释 余泳泽（南京财经大学）、潘妍（南

京财经大学）

该研究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

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的现象。研究的意义在于：（1）从经济增长目

标约束视角出发，拓展了转型经济下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深度与广度；

（2）揭示了“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的体制性根

源，为理解我国服务业长期发展中的“结构刚性”提供了新思路，且对



调节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推动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具有重要启示；（3）

研究成果为中国政府的绩效评价和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提供了指导，尤其

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具有实践意义。

研究的基本观点包括：（1）在以GDP考核为主的“晋升锦标赛”机制

下，地方官员通常偏好采用“层层加码”及硬约束方式制定经济增长目

标；（2）经济增长目标的“层层加码”抑制了服务业结构升级；（3）

当经济增长目标采用“上下”“左右”或区间设定方式时，地级市的服

务业结构呈现升级趋势，而硬约束下则显著抑制升级；（4）超额完成

经济增长目标不利于服务业结构升级，尤其在硬约束下更为明显；（5）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导致资源配置扭曲，进一步阻碍服务业结构升级。

研究指出，弱化经济增长目标考核是当前阶段促进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

的关键路径。

该研究基于地级市数据，以理论分析为基础，采用工具变量法从层层加

码、约束特征和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三个维度进行实证检验，确保了

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160326 我国企业外部导向的知识资本报告研究 董必荣（南京审计大

学）

该研究聚焦于科技创新型企业的知识资本报告，旨在解决传统财务报告

无法全面反映企业知识资本信息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

实务界。研究认为，科技创新型企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掌

握企业知识资本信息对于把脉其当前和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系统研究

企业知识资本报告不仅有助于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还能推动我国资



本市场发展，特别是科创板和创业板的发展，从而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研究的基本观点包括：（1）知识资本是决定企业经营绩效和竞争力的

关键资源，而传统财务报告无法系统反映企业知识资本信息，因此需要

专门的知识资本报告；（2）外部导向的企业知识资本报告必须建立在

理论框架的支撑下，可借鉴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进行构建；（3）外部导

向的知识资本报告应包括知识资本存量报表、知识资本增量报表和知识

资本成效报表，分别展示特定时间点的知识资本存量、特定期间的增量

投入以及综合利用成效；（4）知识资本报表的计量指标体系应结合标

准化与特异化，分为“社会通用指标”、“行业特定指标”和“企业特

定指标”三个层面；（5）未来企业应采用“财务报告+外部导向知识资

本报告”的二维报告模式，且外部导向报告可自愿披露，作为传统财务

报告的补充。

该研究的篇章结构包括：我国企业知识资本信息披露现状与影响、国外

企业知识资本报告实践、外部导向知识资本报告的基本理论研究、具体

报表设计和计量指标体系构建、基于上市公司“红日药业”的企业实验

以及法律规制等内容。



160327 互联网经济时代的中国产业升级问题研究 高彦彦（东南大学）、

孙军（江苏海洋大学）

该研究探讨了互联网信息技术如何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并分析了其

作用、机制与影响。研究认为，互联网技术为产业升级和经济赶超提供

了新契机，同时也对产业政策和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互联网信息

技术通过两个主要渠道促进产业升级：一方面，传统产业将互联网作为

新要素，提升产品质量和价值；另一方面，互联网催生了全新的商业模



式和经济形态。为了实现产业升级，必须既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又要创

新新产品、新服务和新行业，拓展经济形态。

研究采用了经济学与管理学方法，包括产业经济学、厂商理论与博弈论

等理论模型分析产业互动和融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实证分析中，使用

了 Tobit 和 Probit 模型估计 P2P 平台违约风险、融资效率及工业企业创

新的决定因素，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评估互联网经济对各

行业的影响。此外，该研究还结合典型案例，如打车平台、双十一、京

东夺宝岛等，进行了深入分析。

全书共 11 章，内容涵盖了从宏观到微观、从行业层面的广泛研究。前

两章讨论产业互动与融合对产业升级的宏观影响；第 3至 7章分析了网

络外部性、网络促销节、在线拍卖、P2P 借贷平台等对企业策略与市场

机制的影响；第 8至 10 章评估了互联网经济对工业、物流行业及农民

收入增长的作用；第 11 章探讨了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工业企业创新的影

响因素。



160328 如何有针对性地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基于苏、桂、鄂、

黑四省（区）99 村、896 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冀县卿（南京审

计大学）、钱忠好（扬州大学）

该研究探讨了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重点分析了农地流

转政策的普适性与特殊性。研究选取江苏、广西、湖北和黑龙江四省（区）

作为样本地区，通过入户调查收集了来自 99 个村庄、896 户农户的数

据，揭示了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时空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从 2006

年到 2013 年，农户的流转参与率逐年上升，且农户的家庭劳动力特征、



土地特征、资本特征、土地确权特征及村庄环境特征等因素对农地流转

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全国和各省（区）在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上

存在差异，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研究强调，在制定农地流转政策时，必须兼顾普适性与特殊性。要推动

农地流转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制定具有普适意义的政策，还要根据各

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合的政策措施，确保中央政策能够顺利落地并

得到有效执行。

该研究采用了抽样调查、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等方法。通过对村庄与农

户层面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算了农地流转率和农户流转参与率，并

使用计量模型从全国及区域层面分析了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揭示

了农地流转政策的普适性和特殊性依据。研究最终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

议，旨在为我国农地流转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



160329 自由贸易协定如何缓解贸易摩擦中的规则之争 冯帆（南京大

学）、何萍（南京大学）、韩剑（南京大学）

自 2017 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引发的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影响了两

国多个重点产业，尤其是中国的机械设备制造、信息与通讯技术等领域

以及美国的农产品和汽车行业。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贸易摩擦的影响

已扩展至全球，尤其是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的中美之间的冲突，对全球

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综合国力和对外贸易量的增加显著影响

中国参与贸易摩擦的频率和概率，尤其是在贸易体量大、综合经济实力



强的国家之间。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订有助于减少中国对自贸伙

伴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案件，但并未完全消除贸易摩擦的发生可能性，且

FTA 对签约国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案件的数量有显著的减少作用。

研究提出，签订 FTA 能够通过提高贸易政策透明度和增强规则意识，

从而减少协议伙伴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针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

本成果从国家、行业、地方和企业层面提出了加强规则设计透明度、高

标准议题设定、规则参与及体制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研究方法方面，本成果整理了 2002 至 2016 年间中国加入WTO后参

与的所有贸易摩擦案件数据，并对这些摩擦案件进行了全面梳理。研究

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影响中美贸易摩擦数量的因素，揭示了贸易摩擦发

生的规律与影响因素。该研究为减少贸易摩擦的频率和降低国家间经济

冲突的风险提供了理论依据。



160330 Life-cycle carbon budget of China's harvested wood products

in 1900－2015（中国林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收支核算与评估（1900－

2015）张小标（中国科学院）、杨红强（南京林业大学）、陈家新（加

拿大安大略林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林业系统的碳汇和碳储功能被认为对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价值，

林产品作为全球碳平衡中的关键碳库，对中国的减排责任和碳贸易谈判

具有重要影响。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林产品进出口国，但林产品贸易中

的碳流动贡献尚未得到科学评估。因此，科学评估中国林业碳库及其贡



献，并建立林产品贸易碳流动监测账户，对于监测碳库水平、提供预警

并优化气候谈判中的碳责任分担具有现实意义。

基于 IPCC 储量变化法（SCA）框架，研究创新性地构建了涵盖“制造、

使用、废弃”三个生命周期环节的碳核算模型。成果全面评估了 1900

至 2015 年间中国林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收支及演变趋势，填补了国内

林业碳科学的空白。研究表明，1900 至 2015 年期间，中国林产品生命

周期累计碳流入达到 8049 Tg CO2-eq（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最大

化废弃木质林产品的碳储量可有效减少碳排放，并增强森林经营的碳减

排潜力。提升生产效率和减少废弃木料的产生也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同

时，增加林产品产量可带来额外的减排效应，进一步提升中国林业碳库

水平。

研究结果为中国林业碳库的动态监测、碳流动监测账户的建立以及气候

谈判中的碳责任分担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160331 策略性媒体披露与财富转移：来自公司高管减持期间的证据

该研究探讨了 A股公司高管在减持过程中是否通过媒体披露策略来操

控股价，以谋取个人私利。近年来，A股高管减持行为显著增加，尤其

在 2015 和 2016 年，减持市值分别达到 1330 亿元和 960 亿元，增速

显著。这一现象不仅可能导致股价下跌，还可能使高管利用其内部优势，

通过拉升股价进行高位套现，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研究基于 2006 至 2014 年间的 A股公司高管减持交易数据，分析了公

司媒体披露行为及其市场效应。通过统计分析和 T值检验，研究发现减



持前后公司媒体关注度和报道倾向有显著变化，验证了高管减持行为对

媒体报道的影响。此外，还观察了减持后的股价反转情况，检验媒体披

露是否具有策略性管理行为。

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减持期间存在明显的媒体披露管理行为，主要表现

为：减持前期通过媒体造势，减持期间达到顶峰，减持后媒体关注度显

著下降。不同减持阶段公司采取不同的媒体策略，前期侧重发布正面消

息，减持期则着重提升媒体关注度。同时，减持规模和参与减持的高管

人数对媒体披露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参与高管的职位高低则影响不大。

该研究揭示了媒体披露在高管减持中的作用，表明短期内媒体披露有助

于股价上升，帮助高管高位套现，但长期可能导致股价反转。此外，媒

体披露的外部性可能引发同行高管的“搭便车”减持行为。该研究为信

息披露监管和投资者决策提供了重要启示。



16033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 徐君（江苏师范大

学）

该成果研究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推动作用，并探讨

了如何破解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动力不足问题。研究认为，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不仅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新机遇，还为转型提供了新的动力，

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该成果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资源型城市转型驱动机制，包括制度改革、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

和要素创新。通过系统分析，研究构建了转型的综合驱动机制，包括传



导机制、动力机制、共享机制和动态调控机制，这些机制协同推动了资

源型城市的转型。

该成果进一步提出了“1234”战略框架，即一个目标、两个支撑、三个

主体、四个层面，作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战略指导。为了验证理论假设，

成果采用了推理分析法、数理模型法和实证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通

过情景分析法，深入分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逻

辑基础和演化特征；运用熵值法、层次分析法、灰色关联 TOPSIS 法等

量化技术，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评价和预测模型；并选取了 40 个

不同生命周期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作为实证对象，进一步评估了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效果。

该成果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理论体系，还为实践中的城

市转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对政策制定和城市发展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160333 收入分配与经常项目顺差问题研究 赵锦春（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

该成果探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不均与外部经济失衡之间的

关系，分析了如何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实现内外经济的均衡发展。随着对

外开放和贸易的快速发展，国内经济失衡问题逐渐显现。自十八大以来，

收入分配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成为国家重点议题，因此研究如



何在开放条件下通过收入分配调整促进经济均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

践意义。

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加剧是中国持续经常项目顺差的关键因素。具体

而言，收入不平等减少了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同时较低的劳动力成

本促进了出口，导致外部经济失衡。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过剩和金

融市场效率低下加剧了要素收入分配的固化，进而引发需求不足，进一

步加剧国内经济失衡。该成果还指出，在传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

下，改善收入分配是重塑内生增长动力的关键路径。通过改善收入分配，

可以提升有效需求、推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内需和创新

驱动的增长模式。

研究采用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和面板门限回归（PTR）

方法，分别从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及有效需求等角度分析收入分配对经

常项目的影响。同时，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动态GMM估计方法

分析了经常项目顺差的深层逻辑，揭示了收入分配改善对企业研发创新

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研究总结了政策建议，为解决中国当前经济失

衡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160334 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金融创新机制与绩效研究 林乐芬

（南京农业大学）等

该成果主要探讨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在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融资难题中的作用，强调其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乡村振兴金融服务体

系中的重要性。研究认为，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不仅是应对融资难

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

理论与现实意义。



在需求方面，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农户的具体建议，包括扩大农村综

合产权交易所与银行的覆盖范围、规范土地流转合同、健全风险分摊机

制、完善土地价值评估机制、分离承包地经营权证、建立统一农户信用

档案等。对于金融机构，建议人民银行应发挥其管理角色，确保银行业

金融机构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同时，建议将银行

业金融机构的涉农金融服务纳入政策导向评估，利用补贴或减税等措施

激励金融机构提供农业贷款。此外，鼓励金融机构根据不同农业经营主

体的特点，定制多样化的融资产品和服务。

研究方法上，该成果采用了规范分析、问卷访谈调查分析以及 logit 回

归模型、因子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篇章结构分为 16 章，内容包

括导论、理论基础与框架、试验区的贷款机制设计与实证分析、非试验

区农户需求研究以及农地抵押贷款创新机制的优化设计等。该成果提出

的创新机制优化和政策建议，为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促进农业现代

化提供了可行的思路和实践依据。



160335 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研究 朱英明（南京理工大学）、赵

彤（南京晓庄学院）、张珩（南京理工大学）

该成果探讨了中国区域经济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如产业

集群发展困境、地区经济差距扩大以及城市化、工业化的波动问题，并

提出创新区域经济发展思路的必要性，以推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针对这一目标，该成果强调了三个重要战略：新战略区域构建、企业技

术创新以及经济空间重塑，认为这些战略能有效培育区域经济的新动能，

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研究采用了多种实证分析方法，包括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资源环

境约束与认知行为偏差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

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波动关系，包络分析（DEA）

评估新战略区域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产业空间选择的自由资本

模型（FCM）以及高铁建设与经济空间重塑的 PSM-DID 分析方法。成

果共包括五大板块、十四章，涵盖了文献综述、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分析、

新动能培育的策略及其应用。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二至四章分析区

域经济发展中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接下来的三大板块分别探讨了新战

略区域构建、企业技术创新及经济空间重塑策略。



160336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HFS

微观数据的分析 卢亚娟（徐州医科大学）、张菁晶（杭州银行南京分

行御道街支行）

该成果旨在分析影响我国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因素，并提出相

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水

平。随着国家持续扩大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农村金融机构仍缺乏针对

性产品，且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较为单一，金融可持续发展能力亟

待提升，因此，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实证分析表明，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投资经验是影响农村家

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显著因素。此外，不同地区的农村家庭在金融资

产选择方面存在差异。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主

要受户主教育水平、社会信任度和投资经验的影响；中部地区则主要受

到工作、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的影响；而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户主

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投资经验对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较为显著，且

家庭保障类金融资产主要受到家庭人口数和户主健康状况的影响。

该成果的研究方法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通过描述性

统计分析，并使用二元 LOG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地

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广度与深度。研究结果为理解农村家庭

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地域性差异提供了重要视角，且为推动农村金融产

品创新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



160337 中国式卖空机制与公司创新——基于融资融券分布扩容的自

然实验 权小锋（苏州大学）、尹洪英（苏州大学）

该成果研究了中国资本市场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对公司创新的影响，探

讨了该制度作为一种创新机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价值效应及其影响机

制。融资融券制度结束了中国股市长期缺乏卖空机制的历史，为企业的

创新行为提供了新的激励机制。该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分析了中

国式卖空机制的实施及其对资本市场建设和企业创新驱动战略的启示

价值。



该成果运用了双重差分模型、倾向因素配对等实证方法，结构化分析了

融资融券制度对公司创新的制度效应、调节因素及价值后果，深入探讨

了其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实际表现及其对公司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

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并未显著影响公司创新投入，但显著促进了公司创

新产出的提升，这表明该制度能够提高公司创新效率，具有“创新激励

效应”。此外，融资融券制度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制度推进逐步显

现，并受到公司信息透明度、管理层权力和行业竞争性等环境因素的影

响。通过创新渠道，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还表现出滞后的价值提升效应。

总体而言，研究证实了中国式卖空机制符合“约束假说”而非“压力假

说”，并且具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和价值提升效应。



160338 媒体不实报道的长期价值毁损效应研究——基于中联重科的

案例分析 姚文韵（南京财经大学）、梁方志（南京财经大学）、尤梦

颖（南京财经大学）、吴思陶（江苏省人民医院）、沈永建（南京财经

大学）

该成果探讨了媒体不实报道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尤其关注其对企业

长期价值的毁损效应。以 2012 年《新快报》对中联重科发布的一系列

不实报道为案例，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不实报道对目标企业

的市场价值及投资者利益的长期负面影响。研究发现，不实报道对企业



的市场价值造成了严重的短期负面影响，并且在报道被证实不实后，相

关企业的市场价值在短期内未能恢复，且在随后的年份内持续恶化，表

明这种负面影响具有长期性和广泛性。

该成果认为，政府应加强对媒体不实报道的监管，以减少其对企业和投

资者的损害。同时，投资者在面对媒体报道时应保持理性，避免被不实

报道误导。与传统的大样本实证研究不同，该研究通过案例分析深入探

讨了媒体不实报道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实证数据和理论分析。

总的来说，该成果不仅在理论上扩展了关于媒体不实报道经济后果的研

究，也为政府的媒体监管提供了实证依据，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160339 关系网络扩展与农业交易治理机制创新：湘鄂三县葡萄种植业

的比较案例研究 徐振宇（南京审计大学）

该成果从小农户的立场和关系网络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农业交易治理机

制的创新，旨在拓展和深化农业组织的理论研究，丰富农业组织的时代

话语，并为农户组织化政策优化提供决策参考。研究认为，企业家精神

是农业组织演化的核心，而关系网络的扩展则是农业交易治理机制创新

的关键。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民通过不断扩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持续



的试错和学习中提升技术与市场知识，推动种植结构调整、技术扩散和

市场拓展，实现农业集聚发展。

研究指出，中国农业长期以来以小农户为主，农户组织化政策应重点关

注小农户，而非以龙头企业和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此外，

政策应尊重并支持农民的自主选择，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涉农基础

设施等领域加速城乡平权，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更好地发挥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该成果的主体部分通过关系网络扩展的统一视角，系统研究了葡萄种植

业的启动机制、生产资料交易与技术扩散机制、市场范围与交易治理机

制、基础设施供给与集聚机制，并探讨了这些机制之间的正反馈作用。

研究方法上，强调个体主观性和关系导向，采用跨学科的质性研究方法，

基于湘鄂三县葡萄种植业长达十余年的田野调查，突破了单一案例研究

的局限，重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和比较案例研究的价值。



160340 审计理论研究：审计主题视角 郑石桥（南京审计大学）

该成果致力于深入探索审计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并从审计主题的视角构

建了审计学科体系，客观评析了不同审计业务的实践效果。尽管审计理

论在理论界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面临着难以找到有效对策的问题。该

成果通过分析审计主题的内涵，合理设计了基于审计主题的学科体系，

并对我国审计实践中存在的典型问题进行了多学科理论剖析，提出了改

善体制和管理的建议。



该成果创新性地构建了基于审计主题的矩阵式结构，横向包括行为审计、

制度审计、财务信息审计和非财务信息审计等四类审计主题，纵向则涵

盖审计需求、审计本质、审计环境等八个审计基本问题。每一章节遵循

文献回顾、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和结论启示的研究框架，确保了书籍条

理清晰、结构合理，同时每章内容亦可独立成文。

该成果采用了国际经验比较与国内现实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立足于

四类审计主题的内涵，探讨各类审计的审计需求、目标、内容、主体、

方法等问题。通过委托代理理论、有限理性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等规范

性研究，并结合博弈分析、统计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为审计理论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观点和思想。这一研究为不同审计主题框架下的

审计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60341 南京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报告·2017 张为付（南京财经大

学）主编

该成果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

水平”为指导，聚焦江苏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江苏服务业具有以下特

点：首先，服务业在GDP 增长中处于领先地位，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显

著进展；其次，服务业的区域结构逐渐协调，特别是苏南地区引领了服

务业的发展；第三，服务业集聚效应日益增强，行业专业化水平提升；



第四，服务业要素投入的增加推动了其贡献率的提升；第五，重点领域

稳步增长，新兴业态蓬勃发展；最后，服务业国际化水平逐年提升，国

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该成果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逻辑推理、归纳演绎、描述统计、比

较分析、典型案例研究及政策文本分析等，结合权威数据和科学分析，

全面、多维度地分析了江苏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识别了主要问题及

深层原因，并设计了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研究结构包括多个部分：首

先，综合篇对江苏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全球服务业概况及江苏的

创新发展进行了探讨；其次，地区篇分析了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

服务业的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行业篇深入研究了多个行业如软件与

信息技术、服务业外包、旅游、科技服务等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对策；

集聚区篇选取了江苏省典型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总结成功经验；最后，

拓展应用部分通过梳理相关政策和发展规划，提出了促进江苏现代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学科组：管理学



160342 水资源协商管理与决策 王慧敏（河海大学）

该成果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保障经济、生态和国家安全的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的研究成果，入选 2017 年《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成果文库》。针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加剧引发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研究重点探讨管理制度缺陷对资源紧张的影响，并提出通过协商决策实

现合理分配的现代水资源管理解决方案。



研究沿“现实需求—制度安排—行动决策—政策选择—智能监控—实践

应用”逻辑展开，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梳理国内外水资源管理体制与经

验，分析协商管理的困境、动机及路径，构建制度框架；二是采用博弈

分析方法，研究多主体行为决策，提出协商一致性解决方案，并设计基

于“压力-状态-响应”的政策选择程序；三是建立“互联网+”监控系

统，包括信息通信、数据管理、核心业务和决策研讨四大平台，倡导云

管理与全民参与的监管模式；四是实践应用，选取西北缺水、华北水冲

突等典型区域，提出政策建议。

该成果融合决策科学与制度经济学，取得多项研究成果并应用于实践，

为水资源管理模式转变、节水型社会及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决策支

持。



160343 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自信之路——从个体、团队到学术社区的

跨层次对话过程理论 贾良定（南京大学）、尤树洋（东北财经大学）、

刘德鹏（山东大学）、郑祎（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李珏兴（南

京大学）

该成果聚焦于中国管理学理论的体系化和学术对话过程，提出通过建立

中国学术社区的对话体系，推动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增强其解释力。对

话过程不仅是丰富中国管理理论的关键途径，也是中国管理学理论成为

学界公认知识的重要手段。理论建构是个体学者在学术社区内通过对话



传播新思想的过程，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从个体学者的初步构想到学术社

区内的检验与完善，最终通过竞争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知识体系。理论的

成熟依赖于多层次对话和唤醒性修辞机制的作用，这一过程在“思想市

场”中与其他理论竞争，最终胜出。

该成果通过多案例研究方法，阐述了理论建构的对话过程，提出理论建

构应包括思索、整合与辩证三个阶段。思索阶段是理论建构的起点，代

表个体的自我对话；整合阶段是在团体层面进行多主体之间的讨论，融

合不同观点；辩证阶段则是在学术社区层面，通过对新理论的检验和完

善，使其成为学术规范。成果还解释了唤醒性修辞在对话跃迁中的作用，

认为适当的修辞能够推动理论从个体思考到团体讨论，再到学术社区的

规范化。



160344 Epidemic-logistics modeling: A new perspective on

operations research（疫情物流建模：运筹学的新视角）刘明（南京理

工大学）、曹杰（徐州工程学院）、梁晶（南京科技职业学院）、陈明

军（江苏大学）

该成果聚焦于疫情物流建模优化，旨在应对突发疫情对公共卫生、经济

与社会的深远影响。近年来，SARS、禽流感、甲型 H1N1、MERS、

埃博拉及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的频繁爆发，凸显了疫情物流优化研究的

迫切需求与理论价值。



首先，成果介绍了疫情物流的基本概念及传染病动力学建模，回顾了国

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并展望了未来发展方向。针对生物恐怖袭击引发的突

发疫情，研究设计了基于传染病扩散的应急物资配送模式，建立了在药

品资源充足与不足情况下的调度优化模型，并提出了应急药品物资配送

网络的集成优化模型，以提高应急响应效率。

在H1N1 流感背景下，成果进一步提出了 FPEA 模型，集成优化了传染

病扩散动力学、药品采购与配送协调、及参数动态调整，解决了疫情期

间医疗资源配置问题，明确了隔离病房建设与关闭时机。

此外，成果采用时空网络建模方法，对疫情环境下药品订购与配送进行

了统一规划，解决了药房托管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资源调度问题。

最后，提出了一种创新的应急服务水平函数，考虑疫区人口流动、密度、

政府预防策略及配送限制，进而建立了带时间窗与服务水平限制的疫情

应急物流网络优化模型。

在疫情物流建模领域，尤其是新冠疫情背景下，该成果填补了专著的空

白，为国内外同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参考与启示。



160345 互联网时代企业跨界颠覆式创新的逻辑张骁（南京大学）、吴

琴（南京大学）、余欣（南京大学）

该成果是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互联网+’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路径

及模式研究”的核心研究成果之一，探讨了“互联网+”时代企业跨界

颠覆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重点关注组织边界演化与跨界颠覆现象。在

互联网时代，企业通过跨界创新不仅重塑了自身业务，还颠覆了传统行

业的运作模式。尽管现有理论对组织跨界的动因已有较多研究，但对跨

界颠覆过程的关注较少。



该研究基于中国典型案例，结合组织边界理论，构建了跨界颠覆的过程

理论模型，揭示了跨界颠覆的微观细节，并为互联网背景下组织边界的

动态管理提供了实践启示。成果提出，企业跨界颠覆通常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知识内化，企业通过跨界活动吸收并转化外部知识，扩展知

识池；第二阶段是组织边界跨越，企业识别跨行业机会，利用 IT 能力

整合资源进行跨界经营；第三阶段是颠覆，企业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基

于客户价值，打破传统行业运作模式，实施“创造性破坏”。

然而，跨界颠覆伴随较大风险，企业需根据不同情境调整决策策略：能

力导向策略适用于内部风险低、外部风险高的情境；效率导向策略适用

于外部风险低、内部风险高的情境；权力导向策略适用于内外部风险均

高的情境。

通过分析尚品宅配 1994 至 2018 年间三次跨界颠覆的历程，研究构建

了跨界颠覆过程模型，并在理论抽取和实践启示上提供了深入的研究成

果。



160346 Can self-sacrificial leadership promote subordinate taking

charge? The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isk aversion（自我牺牲型领导能促进下属的变革担

当吗？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与风险厌恶的调节作用）李锐（苏州大学）、

张子源（南京大学）、田晓明（苏州大学）

该成果聚焦于自我牺牲型领导对员工变革担当行为的影响，探讨了这种

领导模式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与价值。历史上，许多领袖人物为集体利

益甘愿牺牲自身，这种精神至今在现代组织中依然存在。尽管传统研究



关注自我牺牲型领导对员工“亲和行为”如合作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但对“挑战行为”或变革导向行为的研究较少。挑战行为对现代组织尤

为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因此，该成果从自

我牺牲型领导如何激励员工变革担当行为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其作用机

制，为相关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对企业激励员工挑战行为的实践管

理提出了指导意见。

研究表明，(1) 上司的自我牺牲型领导能够显著促进下属的变革担当行

为；(2) 组织认同在自我牺牲型领导与员工变革担当之间起到了中介作

用；(3) 员工的风险厌恶倾向会削弱自我牺牲型领导对变革担当的促进

作用，并减弱组织认同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中介作用；(4) 这种风险厌恶

的调节作用并不适用于合作和助人等亲和行为，因为这类行为并不涉及

明显的风险。

该成果采用了问卷调查法进行实证研究，第一项研究通过上司与下属的

配对调查，分析了多行业员工和上司的互动；第二项研究则针对电信行

业，通过配对和时滞调查进一步验证了假设。该研究不仅为自我牺牲型

领导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质性贡献，还揭示了该领导模式在当今动态组织

中的实际意义。



160347 新能源设备制造业的补贴政策设计研究 张慧明（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曹杰（徐州工程学院）

该成果关注我国新能源设备制造业面临的产能过剩和企业亏损问题，并

提出优化新能源设备制造业补贴政策的路径。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

特定阶段适度补贴而非完全取消补贴，能有效应对结构性难题。因此，

如何优化补贴政策成为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该研究突破了以往仅从宏

观层面分析新能源补贴的局限，聚焦于企业层面的补贴规模和补贴效率，



推动了资源产业管理、制造业及公司治理研究的交叉融合，并为提升新

能源设备制造业的财务绩效和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理论支持。

该成果的基本观点包括：(1) 强化技术支持，推动区域、企业间及行业

与企业的合作；(2)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将补贴聚焦于产业链整合；(3)

实行差异化补贴规模，以应对产能过剩风险；(4) 优化补贴模式，增强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5) 构建资金流向反馈机制，提高补贴资金的使用

效率。

该研究采用了专利地图法分析关键技术特征，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比典型

国家的补贴政策，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政府补贴对产能过剩的影响，

并利用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不同补贴模式对新能源设备再制造企业和回

收商的激励机制。内容具体包括：新能源设备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问题、

技术发展特征、国际补贴政策比较、补贴规模测度、补贴模式选择及政

府补贴改革与政策设计。



160348 信息系统应用能力与企业竞争力 仲伟俊（东南大学）等

该成果探讨了企业信息系统应用成效差异巨大的问题，并分析了深层次

原因。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信息系

统应用进入新阶段，推动了企业管理模式的变革。然而，调查发现，尽

管信息技术资源差异较小，部分企业的信息系统显著增强了竞争力，而

另一些则未能实现预期效果，甚至失败。现有理论未能有效解答这一问

题，限制了信息系统应用成效的提升。



为此，成果提出了“信息系统应用能力”和“核心应用能力”等新概念，

构建了基于信息系统应用能力的企业信息系统价值创造模型。通过问卷

调查和实证研究，验证了新概念和新模型的有效性，阐释了信息系统如

何增强企业竞争力。研究表明，提升信息系统应用能力和核心应用能力

是增强其成效的关键。

该成果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 1至第 4章）界定相关概念，分析

信息系统对企业的影响，并提出信息系统应用能力和核心应用能力的新

概念，构建了信息系统价值创造模型。第二部分（第 5至第 7章）通过

实证研究，得出信息系统应用能力是提升信息系统支持能力的基础等结

论。第三部分（第 8至第 10 章）聚焦企业间信息系统应用能力的提升，

发现集成能力和重构能力是关键。

该成果为企业提升信息系统应用成效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导，推动

了信息系统应用能力领域的研究发展。



160349 P2P 网络借贷研究进展及中国问题研究展望 冯博（苏州大学）、

叶绮文（华南师范大学）、陈冬宇（苏州大学）

该成果聚焦于中国 P2P 网络借贷行业，探讨了国内市场的快速发展及

其伴随的暴雷问题。P2P 网络借贷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个人与个人或小微

企业间的小额信用借贷，有效提高了全球资金配置效率。中国作为全球

最大的网络借贷市场，其 2018 年市场规模达到 17948 亿元，累计交易

量突破 8万亿元。然而，与国外平稳发展的 P2P 市场相比，国内市场



发展中频繁出现平台暴雷，导致市场动荡。因此，如何促进我国网络借

贷市场的健康发展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该成果通过对 53 篇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分析了该领域的研究

现状和发展脉络，比较了国内外 P2P 网络借贷的行业实践差异，提出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若干关键科学问题。研究表明，现有的网络借贷研究

主要集中在借贷交易影响因素、贷款人羊群行为以及社交网络对 P2P

网络借贷的影响等三个方面。此外，已有研究的结论存在冲突，这些差

异主要源于国外与国内平台数据的不同，以及盈利型与公益型平台的数

据差异。研究还指出，国内外P2P 平台在运营模式、信用评审、利率

机制和监管体系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平台运营模式、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及借贷人行为模

式对平台运营的影响。该成果为推动基于中国 P2P 网络借贷实践的管

理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为相关领域学者的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160350 Contributions to sector-level carbon intensity change: An

integrated decomposition analysis (部门碳强度变动的溯源：基于综合

分解方法) 王群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杭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苏斌（新加坡国立大学）、周鹏（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该成果聚焦于碳强度（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变动的内在驱动力，

旨在提升减排政策的针对性和评估减排效果的准确性。传统的计量经济

分析和指数分解分析方法无法直接反映生产技术的作用，且难以明确减

排主体的具体贡献，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的研究工具。中国的工业部门



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碳减排的关键领域，因此对其碳强度

变动进行溯源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该成果的核心观点包括：（1）碳强度变动的溯源应同时考虑“因素”

和“主体”两个维度。既要识别驱动碳强度变动的主要因素，也要明确

这些因素是由哪些减排主体发挥作用；（2）研究方法应能够全面反映

碳强度变动的形成过程及其主要因素，特别是生产技术相关因素；（3）

碳强度变动的溯源研究应具有深刻的管理和政策启示，定量分析的结果

需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建议，为降低中国工业部门碳强度提供依据。

该成果采用了综合分解方法，结合了生产分解分析（PDA）、指数分解

分析（IDA）和归因分析（AA）的优势。PDA 将碳强度变动分解为五

个维度的九个因素，IDA 量化各因素对碳强度变动的贡献，AA则用于

对关键因素进行省区归因。通过这一方法，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工业碳

强度变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160351 创新场论：从系统性到复杂性 卢锐（杭州师范大学）、赵佳

宝（南京大学）、皮宗平（江苏省科学技术厅）、王亚利（江苏省专利

信息服务中心）等著

该成果探讨了创新经济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格局，尤其是中美等

国如何通过构建创新系统占据科技经济制高点。创新场的构建是企业获

取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通过与创新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共享风险与利益，

企业借助成员间的互补性与依赖性提高创新效率，减轻创新负担，从而



在市场中占据优势。以海尔的物联网生态和华为的信息生态为例，展示

了不同企业通过创新场的不同模式推动创新。

该成果从系统性视角出发，全面阐述了创新场理论，探讨了策略、技术、

商业模式和创新生态系统等复杂路径。通过引入创新系统思维，研究揭

示了创新场的进化过程，分析了力组合、网络选择、场作用，以及商业

模式与价值模式在创新场构建中的作用。研究强调从策略与结构演进的

视角分析创新系统，探讨了其要素、结构和功能，并通过中国具体企业

与产业的案例总结了共性规律与差异性。

该成果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创新场的演化发展过程，强调创新系统中元

素、结构和功能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创新场的不断演变。随着创新场的演

化，系统内各要素的互动关系得到调整，形成了动态发展的创新场理论。

通过逻辑推演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研究构建了创新场的总体分析框架，

并提出了基本假设。从要素（力）、结构（网）和功能（场）三个层面

探讨创新场构建，进一步揭示了创新系统中的网络作用机理，并引入经

典物理中的力场理论，为分析要素效应及其作用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160352 供应链企业信任的演化分析与实证研究 石岿然（南京审计大

学）、马胡杰（常州市税务局）

该成果研究了供应链企业信任问题，特别是在当前机会主义倾向和道德

缺失的背景下，如何有效管理和促进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信任。基于行为

演化视角，研究提出，供应链企业的机会主义和不道德行为无法仅通过

单个企业的行为来解释，而应从群体性行为的角度揭示交易活动的基本



规律。信任危机的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因此，必须通过有效的信任评

估和合理的制度安排，推动供应链向高信任的演化均衡发展。

该成果的核心观点还包括，供应链企业信任的探索应当结合行为、偏好

和演化的研究范式，并从本土文化和企业实际出发进行经验研究。全书

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分析供应链企业信任的演化过程、表现形式、

作用机理和有效性条件，提出信任如何在供应链中形成并发挥作用；下

篇则通过多维度、多视角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在中国情境下，供应链企

业信任的前因、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为实现研究目标，作者采用了包括经验分析、模型构建、案例研究、实

证分析和仿真模拟等方法，结合管理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社

会学等多个学科，系统地分析了供应链企业信任的关键问题。该成果不

仅为供应链管理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实际操作中提升供应链

信任提供了可行的对策。



160353 城市居民绿色出行：动机、行为及引导政策 龙如银（中国矿

业大学）、耿纪超（安徽理工大学）

该成果聚焦于推动居民绿色出行的认知、意愿及动机转变，响应环保部

关于加速生活方式绿色化的政策。研究不仅有助于缓解能源瓶颈、减少

环境污染、促进低碳社会建设，还为居民绿色出行及生活方式变革提供

了路径和方法论，为宏观政策设计提供了参考。



从多元动机视角出发，研究探讨了绿色出行政策的引导作用，特别是“动

机-行为”缺口。研究发现，环保、舒适、便利、安全、经济和健康等

多元动机与出行方式选择密切相关，且其他动机能够干扰环保动机对绿

色出行的影响。此外，绿色出行行为具有动机和行为的二维属性，需从

这一维度出发，才能解释并缩小“动机-行为”缺口。研究还提出，绿

色出行政策的有效性需从经济、行政、技术和宣传舆论四个方面加以评

价，揭示居民对不同政策的响应差异，并提出了五项政策实施策略。

该成果采用文献研究、计量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构建了多元动机主导、

情境因素调节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动机及控制变量对城市居民出行选择

的影响，并探讨了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实验研究深入分析了政策干预

对居民行为变化的因果关系。全书共七章：前两章介绍研究背景及绿色

出行研究现状；第三至第五章结合定性与定量方法，探讨动机、政策等

因素对居民出行行为的影响，并提出绿色出行理论；第六章通过实验验

证信息政策对居民出行行为的显著影响；第七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政策

建议。



160354 HR 三支柱转型：人力资源管理的新逻辑 张正堂（南京大学）

该成果聚焦于 HR三支柱转型旨在解决HRM垂直分工导致的效率低下

问题。HR三支柱模型包括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HRBP）、人力资

源共享服务中心（HRSSC）和人力资源专家中心（HRCOE）。该成果

通过对 20 多家领先企业的实践案例进行调研与分析，构建了 HR三支

柱的运作架构体系，明确了其具体内容、方法和转型路径，提供了企业

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指导。



具体而言，成果首先探讨了 HRBP 的角色与职责，提出了两类 HRBP

（业务型与文化型），并分析了 HRBP 角色实现的三步曲，进一步明

确了其知识能力要求、培养方式、架构设置、规模、考核方法等方面的

内容。其次，关于 HRSSC，成果总结了其三大基础构建，设计了共享

内容、组织架构、人员配置、培训与考核方法。对于 HRCOE，成果明

确了其角色职能及实现途径，提出了能力要求与提升计划，并讨论了

HRCOE的配置与考核机制。

此外，成果总结了 HR三支柱转型的主要挑战与应对策略，提出了四种

模式及其适应情景。这些研究为企业在人力资源转型过程中提供了清晰

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指导，有助于提升 HR管理的整体效能。

该成果采用了调查研究法、多案例分析法、归纳法和演绎法等研究方法，

通过对领先企业案例的深入分析，提炼出了普适的规律，并结合相关理

论构建了 HR三支柱的运作架构和转型模式。



160355 中国能源效率回弹效应研究 查冬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周德群（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辉（中国石油大学）

该成果聚焦于能源效率回弹效应，探讨了这一现象在中国能源效率政策

中的影响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随着社会发展，环境问题逐渐成为普遍

关注的“后物质主义价值”。提高能源效率被认为是实现节能减排和降

低污染的有效途径。然而，能源效率回弹效应的存在使得能效政策在某



些情况下无法完全实现预期效果。该成果从理论角度深入研究了中国能

源效率回弹效应，旨在为能源效率政策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该成果指出，能源效率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概念，需从多个层面进行分

析。能源效率的提升通过价格效应、替代效应、收入效应等机制，影响

消费者的行为和能源需求。然而，回弹效应使得能源效率政策部分失效，

无论在交通领域还是宏观经济范围，回弹效应均表现显著。技术进步并

不总是导致能耗降低，反而可能因其他经济效应的产生，增加对能源的

需求。此外，过度追求能源效率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从而抑制经

济增长。

该成果系统梳理了能源效率的概念与回弹效应的已有研究，探讨了中国

能源效率的历史发展过程与特点。通过构建相关模型，定量测量了宏观、

交通部门及微观家庭用车的回弹效应，并进一步总结了中国能源效率政

策的选择。研究方法包括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LA-AIDS 模型与仿

真方法，并通过大样本实地调研分析微观家庭用车回弹效应。



160356 性别差异与大学生初次就业 荆晅（南京邮电大学）

该成果回应了党中央国务院“就业优先”战略，聚焦新时代大学生就业

中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旨在为推动大学生高质量就业提供理论支持。研

究以“机会-质量”为框架，探讨大学生就业的关键问题，并从性别差

异角度出发，分析其对初次就业的影响。

该成果指出，新时代大学生就业工作应积极响应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具

备“阶段性与发展性”、“匹配性与稳定性”、“自主性与导向性”的

协同特质。此外，性别差异在大学生初次就业中表现显著，尤其在工作



搜寻时间、搜寻成果及就业结果等方面的差异。因此，从性别差异视角

进行制度优化重点应放在政策引导机制、信息共享机制、机会平等机制

和监测评估机制的完善上。

该成果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统计计量分析法，调查对象为南京市 9所

高校的 2000 名毕业生，通过交叉分析数据特征与关系，深入揭示了性

别差异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内容共分为七章，首先分析了新时代大学

生就业的新特点和新使命。接着，构建了基于“机会-质量”维度的分

析框架，并对性别差异在工作搜寻中的影响进行了详细探讨。随后，深

入分析了性别差异对就业结果的影响，特别是在起薪、部门选择和专业

匹配方面的内在关系。此外，成果还反思了大学生初次就业中性别公平

保障系统的制度性障碍，并借鉴了英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平等就业

保障经验。最后，提出了完善大学生初次就业保障体系的对策建议。



160357 组织中的跨边界学习研究 吴价宝（江苏海洋大学）

该成果深入探讨了组织中的跨边界学习，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并为组织学习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研究意义在于弥补组织学习理论的

不足，进一步完善学习型组织理论，促进组织学习效果的提升。

该成果的基本观点包括：(1) 跨边界学习的目的是打破组织内的知识壁

垒，促进知识的充分流动与共享；(2) 跨边界学习模式分为合作型和竞

争型两种模式，二者各有特点；(3) 跨边界学习机理包括横向学习机理

和纵向学习机理，前者遵循修正后的 SECI 模型，后者则遵循知识效应



场模型；(4) 影响跨边界学习的主要因素分为三大类七个具体因素，各

因素的影响方式不同；(5) 竞争型学习模式对个人学习绩效有显著影响，

但与团队及团队间学习绩效无关；合作型学习模式则对个人、团队及团

队间学习绩效均有积极促进作用；(6) 跨边界学习有正式路径与非正式

路径，二者相辅相成；(7) 促进跨边界学习的策略包括提高领导者的重

视、营造学习文化、制定激励机制、建立学习平台及促进员工内部流动

等。

该成果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问卷调查与实证分析

法、案例研究法和逻辑推演法。篇章结构包含十章，内容从理论研究到

应用研究全面展开，涵盖跨边界学习的内涵、模式、机理、影响因素、

学习绩效、路径研究、案例分析及管理策略。



160358 Optimal production, replenishment, delivery, routing and

inventory management policies for products with perishable inventory

（库存易腐产品的最佳生产、补货、交付、路径选择和库存管理策略研

究）邱玉琢（南京财经大学）、乔均（南京财经大学）、Panos M. Pardalos

（佛罗里达大学）

该成果研究了生产路径问题（PRP）在优化生产、库存、配送和车辆路

径选择中的应用，特别关注易腐产品（如食品）面临的腐化损耗挑战。

解决 PRP问题能提升企业供应链竞争力，但现有研究通常忽视易腐性



因素。因此，该成果的核心贡献在于填补这一空白，探索如何在易腐产

品的生产、补货、交付、路径选择和库存管理中优化决策。

该成果提出，易腐性因素在 PRP研究中不可忽视。通过建立数学模型

并设计有效算法，能够在有限时间内解决带有易腐库存品的生产路径问

题。与逐步启发式优化方法相比，提出的方法能显著节省成本。忽视产

品易腐性可能导致库存腐化、浪费及环境污染。将库存腐化对环境的影

响纳入生产路径集成决策框架，有助于优化库存管理。

在研究方法上，该成果建立了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分类讨论了库存

管理政策，引入有效不等式族优化模型，并设计了分支-割平面算法寻

求最优解。计算机实例和实际案例验证了模型和方法的有效性。结构分

为七个部分：第一节介绍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回顾文献并总结贡献；

第二节提出问题描述和数学模型；第三节引入三族有效不等式；第四节

基于不等式和模型设计了分支-割平面算法；第五、六节提供了计算机

生成实例和实际案例计算结果；第七节总结论文。



160359 生态文明和生态安全：人与自然共生演化理论 张智光（南京

林业大学）等

该成果研究了生态文明（EC）与生态安全（ES）之间的关系，强调两

者作为整体系统在国家安全和战略层面上的重要性。生态文明建设已成

为国家战略，而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关键组成部分，探讨其内在联系

具有重要意义。



成果认为，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表现为产业系统与

自然生态系统的互利共生。通过共生理论，提出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是

从产业偏利共生（浅绿 EC）到互利共生（深绿 EC）的转变。这一转

变不仅促进双赢模式的形成，也为生态文明与生态安全的定量分析提供

了基础，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该成果创立了人与自然共生演化理论，采用生态文明阈值与绿值二步测

度法，利用 PSIR-SEM结构建模法和 L-V 模型建立阈值指数，判定区

域文明阶段；同时，建立了生态安全指数的共生空间测度法，通过共生

度指数模型预警区域生态安全，设定 ES 等级及预警级别。内容分为三

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论，介绍生态文明与生态安全的理论基础、现状

及问题，探讨绿色科技创新、绿色供应链及超循环经济等企业层面的共

生；第二部分深入探讨生态文明，涵盖国内外研究综述、生态文明测度

及时空演化等内容；第三部分研究生态安全，探讨生态安全的测度方法

及中国生态安全屏障的构建。



160360 中国企业环境治理的价值逻辑：边界、情感与行为 芦慧（中

国矿业大学）、陈红（中国矿业大学）

该成果基于长期环境管理研究，提出了创新性的环境治理分析框架，解

决了中国企业环境行为中的“价值迷思”问题。框架采用“边界-情感-

行为”视角，整合政府、企业与员工等各方主体，分析了企业环境治理

中各方行为的内在逻辑，揭示了环境治理价值实现的递进式循环路径。

通过质性研究，突破传统“经济-生态”单回路模型，提出了内外价值

双循环边界概念，并重新定义了企业环境行为的内涵。研究区分了外源



性与内源性员工环境行为类型，结合 8个省市企业管理者与员工的访谈

与问卷调查，提炼出企业环境行为结构、企业“规范-价值观”体系及

员工环境行为特征，构建了“边界-情感-行为”分析模型，揭示了多元

环保诉求的包容性。

在实证研究方面，探讨了企业环境行为感知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以及“规范-价值观”匹配对员工环境行为的作用，验证了企业环境行

为的价值实现路径。研究发现，企业环境行为的价值实现依赖于“成本

-效益”内外部价值边界的协同效应，而非零和效应。同时，员工环境

行为的自觉性与“规范-价值观”匹配密切相关。

成果进一步提出了企业环境治理调控体系的“匹配-情感-行为”特征，

形成了“企业双目标协同驱动—‘规范-价值观’匹配—驱动力视角环

境行为结构—环境行为选择机制—环境价值观建设—环境管理政策”的

创新路径，对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160361 新时代工匠型产业工人培养研究 朱永跃（江苏大学）等

该成果聚焦于新时代背景下工匠型产业工人队伍的培养问题，强调其在

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对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

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的要求，研

究工匠型产业工人的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该成果的核

心观点包括：首先，工匠型产业工人培养应基于新时代对产业工人胜任



力的需求，突出工匠精神的塑造；其次，培养模式需结合国际视野与本

土实践，借鉴国外成熟的产业工人培养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国情；最后，

工匠型产业工人的培养是一个多主体、多要素、多阶段的系统工程，建

议构建“产学政”协同培养模式，深入实施学校阶段的现代学徒制和企

业阶段的新型学徒制。

该成果的篇章结构遵循理论分析、现状分析、案例研究、经验借鉴及对

策研究的框架，具体内容涵盖六个章节：绪论、工匠型产业工人胜任力

模型构建与评价、培养现状分析、典型案例、国外模式借鉴和培养模式

及对策研究。研究方法方面，综合采用了理论研究、文献分析、深度访

谈、案例研究、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多种科学方法，确保了研究的全

面性、科学性和结论的可靠性。



160362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MTs’ overseas experience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R&D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高管团队海外经验对中国企业创新

绩效的影响研究：研发战略决策的中介效应） 杨林（南京财经大学）、

徐臣午（南京财经大学）、万国光（南京大学）

该成果探讨了高管团队海外经验、研发战略决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尤其关注研发战略决策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海外高

管回国趋势加速，其海外经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但现有



研究未深入探讨其作用机制。该研究立足于管理团队视角，结合理论与

实证方法，分析了高管团队海外经验如何通过研发战略决策影响创新绩

效，提出相应的理论框架和假设。

研究认为，高管团队的海外经验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尤其是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高管的海外经验能驱动研发战略决策，从而

对创新绩效产生独特影响。同时，研发战略决策在高管团队海外经验与

创新绩效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成果强调，良好的内部治理环境对

海外经验的转化至关重要，企业需要优化公司治理和研发战略决策机制，

以提升创新绩效。

通过实证研究，采用 SPSS 21.0 软件对高管团队海外经验与创新绩效、

研发战略决策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并通过 Sobel 检验和 bootstrap 置信

区间法检验研发战略决策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海外

经验不仅直接影响创新绩效，还通过研发战略决策这一中介途径发挥作

用。此外，研究确保了结果的稳健性和内生性问题的有效控制。

该成果为高管团队结构优化、研发战略决策的制定及创新绩效提升提供

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160363 农业安全生产转型的现代化路径 王建华（江南大学）

该成果研究了农业安全生产转型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重点分析了如

何通过转型应对农业生产与居民消费矛盾转变，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农

业安全生产转型不仅是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的关键，也是推动农业可持续

发展和强化政府管理职能的重要途径。

研究认为，农业生产结构转型应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同时发力。供给侧方

面，需要优化农业生产者的微观生产行为，结合政府政策实现生产要素



配置的效率提升与生产经营制度创新；需求侧则需引导农业发展方向，

平衡供需，推动农业的可持续转型与升级。

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梳理、问卷调查和计量分析。通过对12个省份近4000

农户的实地调研，结合结构方程模型、SLogit 模型和仿真实验等方法，

进行实证分析。成果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农业安全生产转型的

现实要求与困境，分析市场倒逼机制与生产主体的作用；第二部分聚焦

农业生产风险识别与安全生产行为逻辑；第三部分研究农业生产者安全

生产转型意愿及行为模拟仿真；第四部分探讨政府政策在安全生产转型

中的作用，包括政策因素识别与政策设计。

该成果为农业安全生产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有助于优化农

业生产结构，推动可持续发展，并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160364 行为决策理论：建模与分析 肖条军（南京大学）

该成果提出了行为决策理论，强调行为偏好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突

破传统完全理性假设，深入探讨行为因素对个人及合作、竞争决策的关

键影响。通过结合博弈论思想，系统研究个体行为偏好在社会经济管理

中的建模及其影响，揭示行为特征对决策及其演化规律的作用。

成果构建了行为决策理论的基本框架，涵盖心理、现场、计算实验与行

为建模分析等内容，结合大数据分析与行为智能管理，拓展理论应用领



域。在消费者行为、企业管理及供应链决策中，研究了行为偏好的演化

机制，形成完整的行为决策建模与分析体系。

研究采用从微观到宏观、静态到动态的思路，区分企业行为偏好的内在

形成与外部环境影响，涵盖多种数学方法，既关注行为决策的静态建模，

又探讨行为偏好的长期演化。

成果为行为决策理论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分五章展开：第 1章建模消

费者偏好与行为；第 2章分析企业风险态度对决策的影响；第 3章研究

企业社会行为与偏好的交互；第 4章探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行为决策；

第 5章考察行为偏好的长期演化，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160365 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研究 李程骅（群众杂志社）

该专著较为系统地探寻现代服务业、服务经济与城市转型的共同特征及

对应关系，把当前我国以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行动

与国内城市转型发展的方向和路径选择结合起来，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

验证了现代服务业在我国城市转型发展中的综合功能，拓展丰富了中国

特色的服务经济理论和城市转型发展理论。



该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服务业的成长进程及现状进行梳理，探析

了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对应关系，对主要城市以现代服务业

发展促进城市转型的目标定位、实践路径进行了比较，认为城市转型在

很大程度上是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过程，战略实施和阶段性演进要把

握好与经济周期的对应性。运用我国 54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

验，测度主要城市所处的服务业发展阶段，及其在服务业发展影响下的

转型进展，量化验证服务业发展推动城市转型的作用效果，找准服务业

发展推动城市转型的“战略转型点”。以江苏为样本区域，验证服务业

发展与城市化、城市转型的对应性。建议我国在“十三五”及未来更长

时期，通过新型城镇化战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战略、国家创新驱动战

略的协同推进，以政策转型、制度转型和创新文化环境的营造，来推进

城市经济转型与治理方式的变革，让现代服务业发挥带动作用，加快破

解区域与城市群内部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60366 Unraveling the alignment paradox： How does business——

IT alignment shape organizational agility？（揭示匹配悖论：信息技术

匹配如何塑造组织敏捷性？）梁会刚（东卡罗莱那大学）、王念新（江

苏科技大学）、薛雅炯（东卡罗莱那大学）、葛世伦（江苏科技大学）

该成果认为信息技术匹配包括“智力”和“社会”两个维度，智力维度

的信息技术匹配通过增强组织惰性而阻碍组织敏捷性，而社会维度的信

息技术匹配通过增强组织协调而增强组织敏捷性。同时，社会维度的信

息技术匹配能够“负向调节”智力维度的信息技术匹配与组织惰性之间



的正向关系。该成果基于上述观点提出三组假设，利用业务和信息技术

经理的配对调查，收集了 429 家企业的数据验证假设。结果表明：“信

息技术匹配悖论”的存在，是因为智力维度和社会维度的信息技术匹配

通过不同的机制对组织敏捷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社会维度的信息技

术匹配能够弱化智力维度的信息技术匹配对组织惰性的正向影响。

在问卷设计过程中，为了提高研究的效度和信度，尽量选择已有成

熟量表，并对其作了适当修正，以匹配中国的文化情境，原有文献中没

有的量表，按照标准化的量表开发过程进行设计。对于回收的调查数据，

按照 Armstrong 和 Overton 的方法，利用 T检验评价了响应误差；利用

Harman 的单因子测试以及 Lindell 和 Whitney 的相关标记变量方法评

估了同源误差；应用组合信度、Cronbach α、验证性因子分析（CFA）

等多种统计工具和指标，分析测量模型的效度和信度；利用层次回归和

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模型拟合，验证了该成果所提出的假设。



160367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知识搜索与企业竞争优势 吴松强（南

京工业大学）、蔡婷婷（南京工业大学）、赵顺龙（南京工业大学）

该成果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知识收索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

系研究模型，通过对 178 家软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对

量表的KMO和 Bartlett 球体检验值来判断是否做因子分析；对于变量

之间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法进行回归检验。该

成果基于网络视角，引入知识收索中介变量，扩宽企业网络对企业竞争

优势影响的直接效应的研究。揭示知识搜索在集群网络结构特征与企业



竞争优势关心中的中介作用。目前有关企业网络和竞争优势的关系研究

中，知识搜索中介作用的研究还比较少，而且大多数研究对知识收索的

划分集中搜索深度和搜索广度，并没有细分，该成果将知识收索分为探

索式搜索和利用式收索两个维度，探究其在集群创新网络与企业竞争优

势之间的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另外，该成果有利于集群中的企业加

强与伙伴关系的稳定性，加强沟通与交流，掌握更多的有利于企业创新

的知识要素和技术要素，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的提高，同时，有利于企业

根据自身发展特征和战略，选择知识搜索的侧重点，适应企业成长的需

要。

该成果认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的网络稳定性和位置中心度正向影

响知识收索和企业竞争优势；利用式知识收索对企业竞争优势有正向影

响；利用式知识收索在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与企业竞争优势关心中起

到中介作用。



160368 我国食品安全指数的编制理论与应用研究——以国家食品抽

检数据为例 李太平（南京农业大学）

该成果围绕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提出编制食品安全指数的创新举措，

旨在通过市场机制破解食品安全难题，推动地方政府加强监管。

该成果提出了三大基本观点：首先，编制食品安全指数是通过市场机制

推动政府监管的有效手段，有助于倒逼地方政府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

其次，明确指出国内学者对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编制的“Global

Food Security Index”理解存在误差，该指数并未客观反映中国食品安



全状况。最后，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水平整体偏低，食品

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在研究方法方面，成果主要采用了木桶理论来确定问题食品种类，运用

黄金分割法计算食品安全指数，并通过五级标度法划分食品安全等级，

同时使用统计描述法确定主要危害物类型，为食品安全指数的测度提供

了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在篇章结构上，论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关于食品安全指数的研究进展，

并阐述了编制食品安全指数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随后，提出了编制食品

安全指数的理论基础（木桶理论）和数量方法（黄金分割法）。接着，

从地域分布和食品种类角度，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

系统测度了全国及各省市的食品安全指数、安全等级、问题食品种类和

主要危害物。最后，提出了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思路。



160369 公平与效率：医疗服务资源均等化 赵林度（东南大学）

该成果聚焦于医疗保障体制中“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基本原则，旨

在解决我国医疗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和享受不均等的问题，推动实现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通过分析江苏省城乡医疗服务

资源配置的现状和机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江苏模式”和“苏州模

式”为实践基础，探讨如何实现医疗服务资源的均等化。



该成果通过调研江苏省城乡医疗服务资源配置机制及其实际情况，揭示

了当前资源配置不均和享受不等的本质问题。结合医疗服务资源配置原

则及医疗服务网络结构特性，该成果提出了医疗服务资源均等化的运作

模式和享受模式，并就江苏省城乡医疗服务资源均等化体系的构建提出

具体对策。

该成果结合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思维，深入分析江苏省城乡医疗服务资

源的配置与享受现状，探讨从不均等化到均等化的路径。通过对苏北、

苏中和苏南地区的实地调研，结合管理学、人口学等多学科理论，提出

了理论方法解决现实问题。论文结构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医疗

服务资源均等化的基本理论；第二部分分析江苏省医疗服务资源配置的

现状及均等化运作和享受机制；第三部分从理论视角探讨医疗服务资源

的时空置换理论、网格化虚实映射理论及蓄能—溢出理论；第四部分则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苏州市医疗服务资源均等化现状，提出基于分级诊

疗和区域医疗联合体的医疗服务体系设计及资源共享机制。

学科组：社科普及



160395 江苏省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及需求调查 巢乃鹏（南京大学）、

秦佳琪（深圳大学）、张烨（腾讯公司）

该成果基于江苏省社科联委托南京大学开展的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及需求调查，旨在了解江苏省公众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素养水平和需

求状况，从而促进社科普及事业的发展。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收集了来自全省 13 个市的 2000 份有效问卷，调查对象涵盖了不同地

域、群体，确保了调查结果的代表性和科学性。此次调查得到了各级党



委宣传部门、社科联及基层干部的大力支持。调查结果汇集于《江苏省

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及需求调查》一书，并于 2018 年由科学出版社

正式出版。

该书共分十章，第一章绪论介绍了调查的背景、目的及人文社会科学素

养的概念，系统梳理了该领域的历史发展及相关概念。第二章阐述了问

卷设计的基本思路和抽样方案。第三至第九章则深入分析了问卷中不同

维度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特别是与 2009 年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第

十章总结了主要调查结论，并讨论了江苏省社科普及工作的现状与挑战。

全书结构清晰，数据呈现全面准确，包含 99 个数据表和 52 幅图表，内

容图文并茂，直观清晰。通过多角度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现状及影

响因素，书稿深入探讨了社会发展背景下，特别是在不同地域、群体间

的差异。基于此，书中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设性意见和对策，为推动人文

社会科学素养的普及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参考。



160396 理解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核心著作导读 张亮（南京大学）、

周嘉昕（南京大学）、孙乐强（南京大学）

该成果旨在回应马克思主义在部分学科中出现的边缘化、空泛化现象，旨在深入

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与大众化，探索其创新传播机制，以期推动新时代思想

政治教育的发展。为此，该成果构建了一套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传播机制，结合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通过创新设计来拓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渠道。



该成果由导言及四章内容组成，内容通过 39 个专题片段、140 余幅图片和 50

个二维码，以生动、立体的方式呈现马克思思想的历史与发展。导言部分分析了

马克思思想的全球影响力和时代意义，阐明了 21 世纪继续学习马克思思想的必

要性。第一章“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家”回顾了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

第二章“《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个未完成的传奇”讲述了该著作的写

作背景和历史过程；第三章“《共产党宣言》的由来及其昨天与今天”回顾了《共

产党宣言》的产生及其全球影响；第四章“当代视野中的《资本论》”分析了《资

本论》的核心思想及其当代意义。附录部分包括“马克思年谱”和带有二维码的

主题索引，便于读者与线上慕课资源连接，进一步学习。

该成果以其前瞻性的理念、时代化的技术设计和通俗易懂的呈现形式，成功实现

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结合。同时，该成果通过线上线下的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

义思想的更广泛传播，对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提供了有益的经

验和启示。



160397 史通：节选 王嘉川（扬州大学）解读

该书为中宣部组织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传统文化百部

经典》”子项目的结项成果，旨在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解读，推

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其现代价值，并提升全球

对中国文化贡献的认知。该成果聚焦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的《史通》，这

一作品是中国古代唯一系统化的史学理论著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术、

思想和社会价值。该作品通过通俗化的解读，使《史通》的思想精髓更



贴近当代读者，同时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

示，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深度阐释。

该书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解读、训诂释义、比较分析和古今观照，旨在

深入挖掘《史通》的思想内核，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展现其在当代的价

值和意义。该书的结构包括导读、原典、注释、点评和旁批五个部分。

导读部分首先阐述《史通》的成书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学术价值，为全

书提供框架性指导。原典部分选入《史通》内篇的全部内容，并遴选五

篇外篇文章，体现其完整的史学体系。注释部分简明扼要，帮助读者理

解原文；点评部分通过对原典的再解读，结合古今视角进一步升华思想

内涵；旁批则对点评做出补充。通过这种结构安排，该书不仅展示了刘

知幾的史学贡献，还通过对经典的解读和现代诠释，激发传统文化的现

代生命力。



160398 江南诗性文化的多元解读 庄若江（江南大学）

该成果聚焦江南文化的独特特征，认为“诗性”是江南文化最鲜明的特

色，贯穿于该地区的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江南文化历经数千年的演变与

发展，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和深厚的精神内涵，具备浓厚的地域特色

和时代精神，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审美特质。该成果的选题旨在深入

挖掘江南文化的内涵，推动文化自信的建设，并向公众普及江南文化的

魅力。



该成果以江南的“诗性”文化为核心，系统阐释了江南文化的多维度特

征。书中通过多个视角展开讨论，具体包括江南地域与文化特质的界定、

水与江南文化的诗性特征、江南学术的审美精神、江南文学的诗性表现、

读书传统与人才成因、园林艺术中的诗性文化、戏曲与吴韵文化的诗性

情怀、经济成果中的文化性格等。该成果还通过对江南地区历史、地理、

人文、风物、人物、艺术、科技、经济等方面的探讨，深入解析了江南

文化的形成机制和独特魅力。

该成果采用多学科视角，通过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社会经济等多个层

面揭示江南文化的综合特质与深远影响。书中结合学术分析与文学表达，

既有理性的理论阐述，又富有诗意的文字描述，使得该成果兼具学术性、

知识性和可读性，广泛适应大众文化需求。其内容不仅注重文化知识的

发掘和传播，还融入了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学术研究

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特色。



160399 城市的自觉 姚远（南京大学）

该书积极响应中央关于坚定文化自信、保护传承中华文化的号召，探讨

了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书中强调，保护历史的连续性和城

市的文化记忆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及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该书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首先，提出“整体保护”理念，强调古民居、

古街巷和宏伟的古建筑一样重要。遗产保护须建立综合性的城市遗产的

概念，对存留至今的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切实进行“整体保护”。其次，



书中倡导公众参与历史遗产保护，认为通过公众的参与、专家咨询和舆

论监督，可以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最后，书

中提出要鼓励社区营造，提出通过社区互助的“自我修缮”方式，建立

以居民为主体、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护模式，从而形成旧城保护与

整治的最大合力。

该书的研究方法包括档案分析、政府文件的评估及实地调研，结合实际

情况访问社区居民、相关部门及专家，强调与实践相结合，具有较强的

科学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聚焦城市化背景

下的文化自觉，宣传中央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并探讨城市文化、物权

保护和公众参与等问题。第二部分关注北京古城的保护，第三部分则聚

焦南京古城的保护。第四部分“古城观察”，主要收录近年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的重大热点问题。



160400 秦峄山刻石 仇高驰（南京财经大学）

该成果旨在解决当代篆书创作中存在的滞后问题，特别是篆书技法普及

的缺失。由于篆书与现代人的理解存在较大距离，且缺乏有效的技法书

籍，许多篆书学习者面临较大的学习障碍。因此，编写一本切实可行的

篆书技法普及类读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该成果的基本观点认为，学习篆书应从小篆入手，特别是以《峄山刻石》

作为学习的典范，它是秦代最具代表性的小篆范本之一，为篆书学习提



供了便捷的入门路径。书中还强调，学习篆书不仅要注重技法训练，还

需要提升文字学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以形成全面的创作能力。

该成果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比研究法和经验总结法等多种研究方法，通

过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比较不同篆书作品，使篆书技法的学习更加系

统化、理论化，为当代篆书创作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持。

本从《峄山刻石》概述、《峄山刻石》技法分析、篆书章法及其形制举

例、篆书的创作、关于篆书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分五个章节，并结合笔

者多年来对篆书研习的感悟与体会，系统而翔实的讲述了篆书的笔法、

结字、墨法和章法特征，对篆书创作中可能遇到的关键问题，也作了通

俗易懂的分析。具有一般工作室教学中导师和学生面对面传授的功能。



160401 宋词三百首 朱德慈（扬州大学）译注

《宋词三百首》由朱祖谋与况周颐于清末民初编定，历经近百年的流传，

成为二十世纪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宋词选本之一。该成果的意义在于，通

过对原作文本的还原和比对，纠正了诸多后续版本中的误改、增删及误

解，确保其忠实呈现初版的原貌。此外，成果还对初稿本、初刻本、重

编稿本和三编稿本进行了详细比对校勘，尤其与宋元刻本及朱祖谋自己

辑校的《彊村丛书》本进行了深度对照，力求还原《宋词三百首》的真



实面目。在此基础上，成果结合注释、翻译和解说，以清晰易懂的语言

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宋词的艺术魅力与思想内涵，从而为广大宋词爱好者

提供一个可信赖的普及读本。

该成果的核心观点在于，古典文学的普及应以尊重原典为基础，紧密贴

合原作进行解读，力求简洁明了，使读者能够迅速领略经典之美，理解

其深层意义。书中的结构安排忠实于原编者的意图，并融入导读性前言、

作者简介、原文、注释、翻译、赏析和附录等内容。通过层层递进的解

读，逐步揭示每首词作的情感与艺术表现，进而带领读者从宏观到微观、

从浅入深地理解宋词的魅力。

该成果采用了传统的解读方法，如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同时结合现

代西方的艺术审美方法，对作品进行多维度分析。注释力求简明扼要，

同时交代典源，翻译则力求保留词作的韵律与音乐特性，赏析部分则针

对具体作品展开多角度剖析，帮助读者全面理解词作的艺术价值。



160402 遇见无锡：汉、英 郭王（无锡广播电视集团）主编，无锡广

播电视集团编

《遇见无锡》是一本创新的中英双语出版物，结合了纸质出版和媒资影

像，通过二维码技术实现有效融合，展现了无锡的独特人文底蕴。全书

分为“匠心至诚”、“乡贤往事”、“不解之缘”和“前尘影事”四个

篇章，共 16 篇文字，融合了文字、美图、云端音视频和文创产品等多

样化内容，提供了全新的互动阅读体验。书中的篇目一部分改编自无锡

广播电视报的《发现无锡》专栏文章，另一部分取材于无锡广电制作的



《发现》纪录片栏目。该书在故事性和趣味性上兼具特色，借助前期调

研和生动叙事，为纸质出版与融媒体呈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出版过程中，无锡广播电视集团与江苏译林出版社紧密合作，充分发

挥了媒资内容的长尾效应。通过详细的文字修改和润色，专栏和纪录片

文稿转化为符合出版要求的文本，同时邀请省内史志专家进行严格编校，

确保内容的严谨性。江苏译林出版社为该成果遴选了专业的翻译团队，

确保了无锡地方特色元素的准确表达，并通过精准翻译使其具备国际化

的传播力。此外，书中配套的图片、音频、视频资源得到了广泛收集与

预处理，借助云媒资开放共享理念，为后期的美图选择和短视频开发创

造了有利条件。

该成果通过创新的跨界出版形式，不仅展示了无锡的丰富文化内涵，还

为受众提供了多元化的内容体验，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现代科技的

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