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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南 大 学 社 会 科 学 处  
 

校社科〔2016〕10 号 

                             
 

关于发布 2016 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金 

（人文社科）省部级社科基地年度课题立项结果的通知 

 
各相关院系、科研机构，各相关项目负责人：  

经院系、科研机构推荐，社科处审核并报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领

导小组批准，以下项目列入 2016 年东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

费基金（人文社科）省部级社科基地（协同创新中心、智库、创新团

队）年度课题（名单见附件 1）。科研经费由财务处统一拨付。 

各项目负责人须按照《东南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东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细则》等文件的要求，

严格执行研究计划和经费预算，规范使用科研经费，按时提交《项目

任务书》《年度进展报告》；研究任务完成后提交《结题报告》，及时

办理结项。 

1.省部级社科基地年度课题研究周期原则上为 2 年。2016 年 12

月进行中期检查，2017 年 12 月验收结项（验收标准见附件 2）。逾期不

能结项的须提交延期申请，说明项目进展、延期原因和结项时间。 





2016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金（人文社科）省部级基地年度课题

1 2242016S30001 基地课题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及其在江苏的

实践研究
刘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基地（马院）

10 2

2 2242016S30002 基地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2015年

年度报告
涂亚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基地（马院）

2

3 2242016S30003 基地课题 空间理论与江苏新型城镇化研究 陈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基地（马院）

5

4 2242016S30004 基地课题 习近平党建理论发展研究 李天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基地（马院）

1

5 2242016S30005 基地课题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五次批判 翁寒冰 中特智库（马院） 20 2.5

6 2242016S30006 基地课题
江苏创新驱动发展报告及数据库

建设研究
袁健红 中特智库（马院） 2.5

7 2242016S30007 基地课题
国外社会主义发展跟踪研究2015年

年度报告
林哲元 中特智库（马院） 2

8 2242016S30008 基地课题
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年

度报告
朱菊生 中特智库（马院） 2

9 2242016S30009 基地课题 习近平外交战略与国防思想研究 孙志海 中特智库（马院） 2

10 2242016S30010 基地课题 江苏绿色发展对策研究 叶海涛 中特智库（马院） 2

11 2242016S30011 基地课题 江苏经济社会共享发展研究 孙迎联 中特智库（马院） 2

12 2242016S30012 基地课题
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发展机制与建

设路径研究
袁久红 中特智库（马院） 2.5

13 2242016S30013 基地课题 智库成果传播及影响力研究 盛凌振 中特智库（马院） 2.5

14 2242016S30014 基地课题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法教义学研究 欧阳本祺
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

（法学院）
10 5

15 2242016S30015 基地课题
中国“预惩协同型”反腐刑事立法完

善研究
钱小平

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
（法学院）

3

16 2242016S30016 基地课题
刑法积极一般预防理论反思
——以“政法腐败”为例

刘艳红
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

（法学院）
2

17 2242016S30017 基地课题 南京艺术传播与产业关系研究 周锦
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与
传播研究中心（艺术学

院）

10 3.5

18 2242016S30018 基地课题 中国传统艺术海外传播研究 甘锋
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与
传播研究中心（艺术学

院）
3.5

19 2242016S30019 基地课题 海南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传播路径 袁晓莉
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与
传播研究中心（艺术学

院）
3

20 2242016S30020 基地课题 非遗保护政策研究 张慨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基地（艺术学院）

10 3.5

21 2242016S30021 基地课题 江苏非遗保护现状研究 胡平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基地（艺术学院）

3.5

附件1

课题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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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42016S30022 基地课题 非遗保护案例研究 程万里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基地（艺术学院）

3

23 2242016S30023 基地课题
国外语言文化禁忌实用多媒体数据库

的规划研究
陈美华
陈祥雨

亚太语言政策研究中心
（外语国学院）

10 3

24 2242016S30024 基地课题 城镇家庭外语规划研究 高健
亚太语言政策研究中心

（外语国学院）
3

25 2242016S30025 基地课题
全球化视域下国民语言能力与外语教

育政策研究
黄文英
朱丽田

亚太语言政策研究中心
（外语国学院）

2

26 2242016S30026 基地课题 江苏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调研
郭庆
高圣兵

亚太语言政策研究中心
（外语国学院）

2

27 2242016S30027 基地课题 金融资产波动模型研究 林金官
统计研究中心
（数学系）

10 4

28 2242016S30028 基地课题 非参数时空数据统计分析 汪红霞
统计研究中心
（数学系）

2

29 2242016S30029 基地课题 金融中的非线性微分方程数值解法 曹婉容
统计研究中心
（数学系）

2

30 2242016S30030 基地课题 保险交叉销售问题的建模与预测 黄性芳
统计研究中心
（数学系）

2

31 2242016S30031 基地课题 江苏省公民健康风尚研究 万旭
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
2011协同创新中心
（人文学院）

10 2

32 2242016S30032 基地课题
新媒体范式下公众政治参与和社会风

尚引导机制研究
季玉群

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
2011协同创新中心
（人文学院）

2

33 2242016S30033 基地课题
当前我国公民道德素质提升的引导机

制研究
高广旭

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
2011协同创新中心
（人文学院）

2

34 2242016S30034 基地课题
生态道德培育体系与生态风尚内生机

制研究
杨煜

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
2011协同创新中心
（人文学院）

2

35 2242016S30035 基地课题
康德道德哲学对当代社会伦理建设的

启示研究
刘作

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
2011协同创新中心
（人文学院）

2

36 2242016S30036 基地课题 道德认知的实验哲学研究 张学义
道德发展智库
（人文学院）

20 2

37 2242016S30037 基地课题 我国公务员道徳现状调查及分析 高晓红
道德发展智库
（人文学院）

2

38 2242016S30038 基地课题
儒家医学伦理学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

现代价值研究
程国斌

道德发展智库
（人文学院）

2

39 2242016S30039 基地课题
构建科技伦理监督机制的理论与实证

研究
陈爱华

道德发展智库
（人文学院）

2

40 2242016S30040 基地课题
宗教信仰者在社会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研究
董群

道德发展智库
（人文学院）

2

41 2242016S30041 基地课题 旅游情境中主客信任的驱动机制研究 徐菲菲
道德发展智库
（人文学院）

2

42 2242016S30042 基地课题 法人行动者道德决策机制研究 王珏
道德发展智库
（人文学院）

2

43 2242016S30043 基地课题
具身认知对大众道德心理影响的

实证研究
马向真

道德发展智库
（人文学院）

2

44 2242016S30044 基地课题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创造性转化

及其扩散机制研究
张晒

道德发展智库
（人文学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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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2242016S30045 基地课题 特色智库的评价体系构建 洪岩璧
道德发展智库
（人文学院）

2

46 2242016S30046 基地课题
分配、公正与社会稳定——从分析学

派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
蒋天婵

道德国情与道德哲学前
沿创新团队（人文学

院）

10 2

47 2242016S30047 基地课题
现代中国家庭教养方式的伦理风险研

究
许敏

道德国情与道德哲学前
沿创新团队（人文学

院）

2

48 2242016S30048 基地课题 佛教生命伦理研究 王富宜
道德国情与道德哲学前
沿创新团队（人文学

院）

2

49 2242016S30049 基地课题 新时期社会伦理范型的实证研究 商增涛
道德国情与道德哲学前
沿创新团队（人文学

院）

2

50 2242016S30050 基地课题
明清家训对当代家庭伦理建设的

启示研究
许丹

道德国情与道德哲学前
沿创新团队（人文学

院）

2

51 2242016S30051 基地课题
同感与社会结构对个体道德实践的作

用比较研究
龙书芹

道德国情调查研究基地
（人文学院）

10 2

52 2242016S30052 基地课题 江苏城建规划中的道德指南研究 何志宁
道德国情调查研究基地

（人文学院）
2

53 2242016S30053 基地课题 新世纪文学中的独生子女伦理 李玫
道德国情调查研究基地

（人文学院）
2

54 2242016S30054 基地课题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互联网涉毒群体及

其行为研究
陶卓立

道德国情调查研究基地
（人文学院）

2

55 2242016S30055 基地课题
新媒体话语的慈孝文化表达及其舆论

导向
张晶晶

道德国情调查研究基地
（人文学院）

2

合计 13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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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东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基金（人文社科） 

项目验收标准 

 

一、基础扶持基金 

研究周期 2年，资助经费 2-3万元。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署名人发表《中国

社会科学》或 SSCI/AHCI论文或本学科最高级刊物论文 1篇；或发表 CSSCI论文

2篇；或主持获得省部级以上项目。教育厅指导项目获基本业务费资助的，通过

教育厅验收获得结项；或负责人作为第一署名人发表 CSSCI论文 2篇；或主持获

得省部级以上项目。 

二、重大引导基金 

研究周期 2 年，资助经费 3-5 万元。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署名人发表《中国社

会科学》或 SSCI/AHCI论文或本学科最高级刊物论文 1篇，或发表 CSSCI论文 2篇，

同时其课题组成员作为第一署名人发表论文 2篇；或主持获得省部级以上项目。 

三、省部级基地（含协同创新中心、智库、创新团队等） 

综合考核基地年度建设情况，包括该基地课题的研究成果与获奖、基地成员

获得省部级项目及经费、基地团队与人才培养、学术活动开展与智库建设等。每

年 12月提交 1份基地建设报告。 

基地年度课题。研究周期 2年，每项 2-5万元。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署名人

发表《中国社会科学》或 SSCI/AHCI论文或本学科最高级刊物论文 1篇以上；或

CSSCI论文 2篇；或主持获得省部级以上项目。 

二、年检与验收 

获资助项目，当年年检，次年结项。每年 12月 20日前项目负责人提交《年

度检查报告》或《结题报告》1份，后附相关成果复印件（论文封面、目录、首

页），经所在院系审核盖章后报送社科处。成果须按照要求标注。 

如不能按期结项，或有重要事项变化，项目负责人须提交书面变更申请 1

份（本人签字、院系盖章）。 

本验收标准自 2014年立项的各类项目开始实施。 

2016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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