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院成立以来省部级及以上纵向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级别 立项单位 立项年份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研究 沈满洪 国家级重大 教育部 2022

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及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与国别比较 潘伟光
国家重大子

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18

3 推进区域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体系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沈满洪 国家级重点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19

4 建立我国生态扶贫共建共享机制研究 孔凡斌 国家级重点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18

5 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及其对处理效率影响的研究 王成军 国家级重点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18

6 “双碳”目标下林业碳汇交易的减排福利调节机理与优化路径研究 龙飞 国家级 国家社科规划办 2022

7 生态振兴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 沈月琴 国家级 国家自科基金委 2022

8 林业生命周期固碳能力、增长机理与政策选择研究 吴伟光 国家级 国家自科基金委 2022

9 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的碳减排效应、路径与调控措施优化研究 钱志权 国家级 国家自科基金委 2022

10 质量监督视角下亲环境机械外包服务供求机制及激励政策优化研究 朱哲毅 国家级 国家自科基金委 2022

11 基于多元制度逻辑的家庭农场绿色生产行为演化机理与管理优化研究 刘强 国家级 国家社科基金办 2021

12 竹林土壤退化分布特征、防治驱动及政策响应——基于天目山区农户层面实验与调查 王成军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21

13 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选项目 沈满洪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21

14 南方集体林区林下立体经营技术的扩散机制及采用行为干预研究 宁可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20



15 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偏好与补贴策略研究 曾起艳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20

16 中国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动力机制及其环境效应研究 熊立春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20

17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退耕还林生态系统服务与退耕农户福祉过程耦合机理及生态补偿关键

机制研究
孔凡斌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20

18 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对生育决策的影响机理与生育支持政策研究 沈政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20

19 礼俗互动视域下江南蚕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张帅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20

20 非洲农业发展的国际合作态势及我国对非农业合作的对策研究 杨广生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20

21 农村合作金融的法律监管问题研究 李媛媛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20

22 长三角地区乡村工业绿色转型的社会机制研究 蒋培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20

23 基于利益共享视角的新农人与小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研究 吴连翠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20

24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合作金融属性及成效研究 管福泉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20

25 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小镇及相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素配置及优化研究 王磊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20

26 互联网时代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放大机制及其影响研究 张群祥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20

27 碳市场衔接趋势下碳交易价格整合机制及其风险监管研究 顾光同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20

28 嵌入双链背景下中国省域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及其减排路径研究 钱志权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20

29 全面两孩政策下家庭照料对女性非正规就业的影响研究 吴燕华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19

30
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百年发展史研究（1921—2021）子项目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百年

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
高君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18



31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方略研究子课题二 鲁可荣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 2018

32 碳交易背景下林业碳汇项目风险测度、影响机理与管理对策研究 吴伟光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8

33 精准扶贫视角下林业碳汇交易区际资源优化配置效应研究 祁慧博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8

34 排污许可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研究 姜双林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8

35 信息不完全下农户参与森林碳汇交易的驱动因素、风险分析与政策路径 顾蕾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8

36 碳足迹碳标签关键技术研发 顾蕾 省部级重大 浙江省科技厅 2022

37 浙江省加快发展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路径与政策研究 朱臻 省部级重大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研究课题
2022

38 培育壮大我省新农人队伍对策建议 张群祥 省部级重点 浙江省新型智库课题 2022

39 纠正乡村建设项目中资金浪费和基层贪腐的政策建议 刘传磊 省部级重点 浙江省新型智库课题 2022

40 关于摆脱竹产业发展困境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的若干思考 沈月琴 省部级重点 浙江省新型智库课题 2022

41 关于我省推进设区市协同碳达峰的预测及对策建议 钱志权 省部级重点 浙江省新型智库课题 2022

42 讲好总书记抓“三位一体”改革的故事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的建议 顾益康 省部级重点 浙江省新型智库课题 2022

43 村社集体参与乡村建设行动的实施机制研究 刘传磊 省部级重点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研究课题
2022

44 面向多生命周期的浙江省人工林生态调控机制与可持续经营效益研究 祁慧博 省部级 浙江省科技厅 2022

45 共同富裕背景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中低技能劳动者工资和就业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刘琼 省部级 浙江省科技厅 2022

46 长三角区域建立碳转移联合应对机制研究 钱志权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研究课题
2022



47 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浙江的萌发与实践 孔令乾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研究课题
2022

48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研究 钱志权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研究课题
2022

49 上海、浙江乡村振兴示范村（未来村）比较研究 朱哲毅 省部级
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

研究项目
2022

50 进一步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研究的对策建议 沈满洪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研究课题
2022

51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 生态文明篇 沈满洪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研究课题
2022

52 推进我省山区 26 县农业特色产业融合实习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张月莉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研究课题
2022

53 景宁县生态共富的实践探索与提升路径研究 孔凡斌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研究课题
2022

54 龙泉生态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尹国俊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研究课题
2022

55 “两山”理论下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研究 莫张勤 省部级 浙江省教育厅 2021

56 健康中国战略的环境法回应研究 陈真亮 省部级 浙江省教育厅 2021

57 杭州湾围垦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人文驱动机制及政策优化路径研究 徐彩瑶 省部级 浙江省教育厅 2021

58 共创视角下浙江省农业区域品牌价值实现模式与路径 张月莉 省部级 浙江省教育厅 2021

59 长三角城市群低碳协同发展的机制与政策研究 钱志权 省部级 浙江省科技厅 2021

60 钱江源“山水工程”生态系统固碳服务权衡机制及碳中和规划管理优化 孔凡斌 省部级 浙江省科技厅 2021

61 浙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测度方法与效果评价 徐彩瑶 省部级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2021



62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法治保障研究 陈真亮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2021

63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环境法回应研究 陈真亮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2021

64 信息不对称下产业链异质契约约束对农户绿色安全优质生产的影响研究 朱哲毅 省部级 教育部 2021

65 浙江打造全球数字贸易中心的对策建议 熊立春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办公室
2021

66 优化适配多维权力，构建“一肩挑”后村级治理新体系 李勇华 省部级 浙江省新型智库 2021

67 疫情对集体经济持续增收的影响及对策建议——以浙江省为例 赵兴泉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21

68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省农业产业经营的影响及应对建议 张群祥 省部级 浙江省哲社社科规划办 2021

69 进一步完善工商资本“上山入林”的政策建议 朱臻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21

70 通向改革强村之路：实现制度优势向发展转变的嘉善模式 赵兴泉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21

71 浙江省乡村康养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沈月琴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21

72 乡村振兴全国学浙江 浙江怎么办 顾益康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21

73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2021 年度专项建设经费 潘伟光 省部级 浙江省科技厅 2021

74 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实践--浙江案例研究 沈满洪 省部级 浙江农林大学 2021

75 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实践——浙江特色小镇案例研究 王成军 省部级 浙江农林大学 2021

76 共同富裕的城乡融合发展探索与实践——浙江宁海案例 沈月琴 省部级 浙江农林大学 2021

77 共同富裕的开放发展探索与实践——浙江义乌案例 朱臻 省部级 浙江农林大学 2021



78 共同富裕的城乡融合发展探索与实践——浙江秀洲案例 潘伟光 省部级 浙江农林大学 2021

79 共同富裕的绿色发展探索与实践——浙江遂昌案例 鲁可荣 省部级 浙江农林大学 2021

80 共同富裕的村庄集体探索与实践——“千万工程”经验 鲁可荣 省部级 浙江农林大学 2021

81 共同富裕的共建共享发展探索与实践——浙江台州路桥案例 高君 省部级 浙江农林大学 2021

82 共同富裕的精神富有探索与实践——浙江嘉善案例 雷家军 省部级 浙江农林大学 2021

83 共同富裕的和谐发展探索与实践——浙江诸暨案例 周柏春 省部级 浙江农林大学 2021

84 共同富裕的绿色发展探索与实践——浙江龙游案例 鲁先锋 省部级 浙江农林大学 2021

85 共同富裕的新型工业化探索与实践——浙江新昌案例 钱志权 省部级 浙江农林大学 2021

86 异地扶贫搬迁后的产权问题研究 潘伟光 省部级 农业农村部 2020

87 乡村振兴全国学浙江，浙江怎么办？ 顾益康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20

88 浙江省乡村康养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沈月琴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20

89 通向改革强村之路：实现制度优势向发展转变的嘉善模式 赵兴泉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20

90 进一步完善工商资本“上山入林”的政策建议 朱臻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20

91 疫情对集体经济持续增收的影响及对策建议——以浙江省为例 李振航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20

92 优化配适多维权力，构建“一肩挑”后村级治理新体系 李勇华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20

93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省农业产业经营的影响及应对建议 张群祥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20

94 自然生态系统及流域水土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徐彩瑶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20



95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李博伟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20

96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践探索 孔凡斌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20

97 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应重点关切和着力探索的若干关系 赵兴泉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20

98 统筹城乡成就“大美浙江” 顾益康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20

99 浙江星创天地运行绩效评价及其优化路径研究 尹国俊 省部级 浙江省科技厅 2020

100 进口对浙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蒋琴儿 省部级 浙江省科技厅 2019

101 林业传统特色优势产业转型路径与政策选择：以浙江省竹产业为例 刘强 省部级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19

102 乡村振兴林业科技平台建设对策研究 周晓光 省部级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19

103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理论创新研究 潘伟光 省部级 农业农村部 2019

104 “八八战略”再深化研究一进一步发挥块状特色产业优势 高君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19

105 浙江省非木质林产品种植户采纳水土保持技术综合效益评估及技术推广路径研究 李博伟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2019

106 天然林全面禁伐政策的绩效评估--基于国有林场监测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英 省部级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9

107 原生态农产品社交电商推荐消费中的信任机制研究 杨雪雁 省部级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9

108 转入地经营权稳定性对种粮大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和环境效率的影响 李博伟 省部级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9

109 中国林业碳汇市场化路径与定价机制研究 祁慧博 省部级
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2018

110 竹产业融合发展的实现机制与政策选择——以浙江省为例 沈月琴 省部级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8



111 碳交易背景下林业碳汇项目风险测度、影响机理与管理对策研究 吴伟光 省部级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8

112 浙江竹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与政策选择 赵夫明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2

113 健全能够体现碳汇价值的钱塘江流域公益林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徐彩瑶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2

114 数字经济驱动乡村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与对策研究 王凤婷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2

115 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路径研究 陈昌军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2

116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机理与对策研究 汪明进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2

117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普惠性养老服务建设路径优化研究 金菁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2

118 公众环境参与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机制与对策优化研究 孔令乾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2

119 精神共富视域下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系统性研究 徐达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2

120 健全浙江省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研究 刘琼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2

121 浙江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经验模式、 机制障碍与破解对策 李博伟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2

122 共同富裕社会构建中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李勇华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23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法治保障研究 陈真亮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24 新时代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高君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25 国家公园建设对社区居民生计影响研究 吴伟光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26 新时代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高君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27 碳达峰碳中和团队 钱志权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28 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 潘伟光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29 数字赋能集体林权资本化创新 石道金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30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研究 王成军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31 生态产业振兴和山区县高质量发展团队 徐彩瑶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32 景宁县生态产业振兴与山区高质量发展研究 孔凡斌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33 开化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朱臻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34 数字乡村视角下垃圾分类技术融入的社会过程分析 蒋培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35 食物价格上涨对农民工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的影响研究 李雷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36 国家数字乡村试点的顶层设计问题研究 刘传磊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37 数字信息化对加快发展县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与政策研究 朱哲毅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38 家庭养老功能异质视角下社会养老与土地养老的互动机制研究 宁可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39 绿色考核制度对县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影响的优化 王凤婷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40 杭州湾城市群城乡融合发展空间格局演变机制及政策优化 徐彩瑶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141 浙江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农户融入机制及政策路径 李博伟 智库自设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