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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一、学院召开国家级项目申报系列推进会 

6 月 6 日，由科学技术研究院主办、学院承办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申报

经验交流会在学院 229 会议室成功举行。会议由科学技术研究院康颖卿老师主持，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马清亮、学院党委书记闫新、院长栗继祖、副院长陈怀超以及 30 余名老师参加了会议，马克思主义学院

田明教授应邀作经验交流。田教授从四个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专题报告，详细向大家介绍了后期项目的发

展及其分类，统计分析了近年来后期资助项目的资助数量及其学科分布，对比分析了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

目和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的特点，指出国家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认为该项目级别

高、经费多、中签率也高，提出了申报书撰写的 4 个方面具体建议。报告深入浅出，重点突出，受到大家

一致好评。 

5 月 17 日，学院召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申报推进会，邀请李燕副教授进行项目指导，副院长陈怀

超教授主持会议，戴宏副教授和张国印博士等 10 余人参加了会议。项目申报老师逐一交流了拟申报的项

目名称、内容安排和创新点等项目设计，李燕副教授、陈怀超教授和何学松副教授对每个项目进行了细致

全面的辅导。 

4 月 2 日，学院召开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申报推进会，邀请董媛香副教授进行项目现场指导，副院长

陈怀超教授主持会议，李伟、常京萍、赵文婷等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项目申报老师逐一交流了拟申报的

项目名称、内容安排和创新点等项目设计，董媛香副教授、陈怀超教授和何学松副教授对每个项目进行了

认真细致的辅导。 

二、学院主办 2023 首届建筑工程业主方管理会议 

暨首次医疗建筑工程业主决策论坛 

5 月 12 日，由学院主办的 2023 首届建筑工程业主方管理会议暨首次医疗建筑工程业主决策论坛在晋

中市举行。我校副校长杨翼教授参加会议并讲话，来自政府、高校、医院和工程管理领域的 230 余名专家

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和论坛。本次会议和论坛着力搭建实践界和学术界互动和交流的平台，邀请到了同济

大学何清华教授等多位国内知名学者和专家莅临并奉献出高质量的报告，与会专家共同探索医疗建筑工程

管理实践中的问题，特别是业主方工程管理的关键问题，为我国医疗建筑业主管理贡献力量，论坛取得了

丰硕成果。 

三、同济大学何清华教授应邀来学院作学术报告 

5 月 12 日下午，同济大学何清华教授应邀来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了题为《工程管理学科的使命、

挑战与应对——基于工程管理专业学生学习和成长之路》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学院党委书记闫新主持，工

程管理专业师生聆听了本次报告。何教授详细阐述了工程管理专业的特点以及它在当今现实生活中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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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介绍了一系列关于项目管理的权威书籍和项目管理公司的诸多实操案例，强调了整合资源以及构建项

目管理体系的重要性，指出工程管理专业学生在未来从事项目管理等工作时，不仅需要有技术能力，更重

要的是具备主动沟通能力、目标导向能力以及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 

四、南京大学赵曙明教授应邀来学院作学术报告 

4 月 28 日上午，南京大学赵曙明教授应邀前来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了题为“数字经济时代：人力

资源管理的转型与发展”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学院党委书记闫新主持，院长栗继祖和部分师生聆听了本次

报告。赵教授详细地向大家介绍了数字经济的特点以及在数智时代下企业发生的变化。为阐述在数字经济

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赵教授引入海尔战略模式演变案例，指出海尔应对外部环境提出的生态品牌

战略，使得海尔通过网络化、平台化建设，把人力资源管理从成本中心变成利润中心。数字经济时代下，

人力资源管理从“选，育，用，留”转变成对人力资源的赋能管理，新型企业要基于战略服务发展需求，

要更加注重员工的幸福感、工作生活的平衡等精神需求。 

【科研项目】 

五、学院申报 10 项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本年度申报 10 项，其中，一般项目 9 项，青年项目 1 项。 

序号 姓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系别 

1 薛  晔 区域应急视角下城市群适灾韧性的演化机制及提升路径研究 一般项目 经贸系 

2 寇静娜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能源转型的角色塑造与战略提升研究 一般项目 经贸系 

3 刘  婧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农民参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动力机制与路

径研究 
一般项目 经贸系 

4 畅红琴 数字经济驱动的服务业结构转型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一般项目 经贸系 

5 芮雪琴 数智赋能专精特新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的高质量发展研究 一般项目 会计系 

6 张国珍 链上党建破解国企数字化悖论的生成逻辑、现实进路与长效机制研究 青年项目 会计系 

7 封海燕 数字金融赋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与政策优化研究 一般项目 会计系 

8 刘效广 资源编排视角下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管科系 

9 曹  薇 “双碳”目标下基于“四链”融合的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机制与路径研究 一般项目 管科系 

10 郭  艳 支付行为的演进、迭代与数字化趋势:基于新货币金融史的视角 一般项目 管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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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院申报 14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本年度申报 14 项，其中规划项目 5 项，青年项目 9 项。 

序号 申报人 申报题目 项目类别 系别 

1 栗继祖 数字化转型赋能制造企业跨界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规划项目 管科系 

2 米  捷 集体研发活动中的短视、误导与信息反馈：基于多主体仿真的研究 规划项目 管科系 

3 李  伟 数字经济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研究：机制、路径与对策 青年项目 管科系 

4 尉  方 
基于经济韧性视角的交通基础设施受损所致间接经济影响研究：分析、建模

与优化 
青年项目 管科系 

5 李立功 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煤基固废供应链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青年项目 管科系 

6 秦文静 组织正念对安全行为的影响：激励与损耗双路径视角 青年项目 管科系 

7 陈少华 隐私保护视域下医疗数据分级确权、定价策略及收益分配机制研究 青年项目 管科系 

8 秦  芬 虚拟主播对顾客购买行为的影响机制及伦理规范研究 青年项目 管科系 

9 刘  娟 面向工业互联网的制造服务联邦推荐与激励机制研究 规划项目 管科系 

10 赵文婷 联盟链技术下考虑碳成本传导的电力市场定价机制及交易模型构建研究 青年项目 管科系 

11 张永胜 数字化赋能新时代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路径与政策研究 规划项目 工商系 

12 马家齐 新格局下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研究 青年项目 工商系 

13 王宇杰 “双碳”目标下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政策模拟研究 青年项目 工商系 

14 常京萍 签字审计师聘任计划变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机制、路径与对策 规划项目 会计系 

七、学院申报 5 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本年度申报 5 项（比 2022 年度增加 4 项），其中国家一般项目 1 项，教育部重点 3 项，教育部青年

项目 1 项。 

序号 申报人 申报题目 项目类别 系别 

1 王  聪 一流本科建设背景下会计学专业人才产教融合培养体系研究 教育部重点 会计系 

2 戴  宏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径与对策研究 教育部重点 工商系 

3 吕妍妍 
地方高校管理类本科专业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研究 

——以物流管理专业为例 
教育部青年 工商系 

4 王婷婷 
U-S 合作视角下理工类大学赋能中小学生创新能力提升的实践逻

辑和路径研究 
教育部重点 工商系 

5 张国印 
多元培养目标下产学研合作培养高校拔尖创新人才的模式与评价

研究 
国家一般 管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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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院申报 1 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本年度申报 1 项，比 2022 年增加 1 项。 

序号 申报人 申报题目 系别 

1 王宇杰 碳中和愿景下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测度、驱动机制及助推政策研究 工商系 

九、学院申报 10 项山西省社科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山西省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 

该课题本年度首次设立，学院申报 10 项。 

序号 申报人 申报题目 系别 

1 郭  彬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机制及对策研究 管科系 

2 刘  娟 推动山西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管科系 

3 陈少华 区块链技术助推山西省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研究 管科系 

4 何学松 乡村振兴视角下山西着力推进农业特优高效发展研究 管科系 

5 郭淑娟 山西省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 ESG 表现提升路径研究 会计系 

6 张永红 深化山西省煤层气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会计系 

7 李竹梅 加快山西省制造业振兴研究 会计系 

8 封海燕 数字金融赋能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研究 会计系 

9 畅红琴 山西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经贸系 

10 马家齐 数字经济推动山西智慧物流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工商系 

十、学院申报 3 项山西省省筹资金资助回国留学人员科研项目 

序号 申报人 申报题目 系别 

1 刘  婧 双碳目标下山西省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经贸系 

2 王天日 隐私保护下工业互联网平台共享制造服务 QoS 预测与激励机制研究 管科系 

3 陈少华 考虑隐私保护的医疗数据分级确权及定价模型研究 管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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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学院申报 4 项山西省社科联 2023 年度重点课题 

序号 申报人 申报题目 系别 

1 张永红 水环境审计推动山西黄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研究 会计系 

2 刘静静 双碳目标下山西省煤炭产业绿色转型效率测定及提升路径研究 会计系 

3 张永胜 山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 工商系 

4 李  燕 “双碳”目标下黄河流域能源结构转型路径研究——以黄河流域山西段为例 经贸系 

十二、学院获批 3 项山西省科技厅 2023 年度第一批 

山西省基础研究计划（自由探索类）项目 

第一批申报 10 项，获批 3 项（比 2022 年增加 2 项），获批比率 30%。 

序号 姓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系别 

1 于  跃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背景下的山西省电力行业发展路径研究 青年项目 管科系 

2 刘  娟 绿氢绿氧耦合煤制甲醇系统集成与多目标鲁棒优化研究 青年项目 管科系 

3 赵文婷 智慧社区综合能源系统多元负荷预测关键技术研究 青年项目 管科系 

十三、学院获批 1项山西省社科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山西省政府重大决策咨询课题” 

序号 姓名 项目名称 系别 

1 张美丽 动态能力视角下山西省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效应机制与对策研究 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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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奖励】 

十四、学院申报 6项山西省社科联 2022年度社科研究优秀成果 

“百部（篇）工程”奖 

序号 姓名 项目名称 
成果

形式 
成果类别 

学科 

分组 
系别 

1 付轼辉 
开放创新社区中的用户创意提升机制 

——社区氛围的视角 
著作 应用理论研究 管理组 工商系 

2 范建红 
联盟经验对联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关系强度和知识治理机制的中介作用 
论文 应用理论研究 管理组 工商系 

3 苏  民 
主权信用评级、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的交互

关系研究 
著作 基础理论研究 经济组 经贸系 

4 张美丽 
创新生态化视角下管理者管理对传统资源型

企业 EBMI-ETI 匹配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论文 应用理论研究 管理组 会计系 

5 寇静娜 
能源转型中的东南亚国家角色与内在冲突 

——一项以氢能为核心的分析 
论文 应用理论研究 政治法学组 经贸系 

6 靳  杰 
数字经济下的绿色消费——影响因素及促进

因素 
著作 应用理论研究 经济组 管科系 

 

【科研经费】 

十五、1月-5月学院科研进账经费 279.35万元 

1 月-5 月学院科研进账经费 279.35 万元，位列全校第 18 位。 

纵向经费（万元） 横向经费（万元） 总经费（万元） 

179.12 100.23 27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