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大学“文瀛青年学者”人才计划项目汇总表

单位：（盖
章）

时间：2024年5月22日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
月

职
称

专
业

研究
方向

近五年发表论文 主持项目 获奖

其他

论文题目
第一作
者或通
讯作者

发表刊物 刊物级别 项目名称 立项日期 项目类别
项目经

费
名称及等次 评选单位 获奖时间

1 慕良泽 男 1982.01
三级
教授

政
治
学

中国政
治与基
层治理

民生政治：惠农政策的
政治效应分析

第一作
者

马克思主义
与现实

CSSCI（高
水平）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发展型
治理的结构优化与效能提升

研究
2022年

国社科重
点项目

35万元

山西省第十二
次社会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二

等奖

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评审委员会

2022年

无

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三
重维度检视及内在逻辑

调适

第一作
者

农业经济问
题

CSSCI（高
水平）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
乡土社会与现代国家关系研

究
2017年

国社科后
期资助项

目
20万元

“百部（篇）
工程”一等奖 

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2年

村民自治研究40年：理

论视角与发展趋向

第一作
者

中国农村观
察（《新华
文摘》全文

转载）

CSSCI（高
水平）

惠农政策效能分析与政策完
善研究

2012年
国社科青
年项目

15万元
全国民政政策
理论研究三等

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21年

乡村发展：从“政策惠
农”到“战略部署”

第一作
者

中国行政管
理

CSSCI（高
水平）

侯马市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
试验申报

2023年
地方委托
研究开发
项目

6万元
“百部（篇）
工程”三等奖

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0年

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
”政策的演进逻辑与调

适趋向

第一作
者

马克思主义
与现实

CSSCI（高
水平）

江西井冈山市案例总结研究 2020年

国务院扶
贫办委托
中国地质
大学（武
汉）

10万元
“百部（篇）
工程”三等奖 

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9年

脱贫攻坚：中国民生建
设和民生政治的时代表

征

第一作
者

贵州社会科
学

CSSCI（较
高水平）

云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科
技发展规划编制

2023年
企业委托
项目

10万元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城镇
化建设与城镇治理

第一作
者

河南师范大
学学报

CSSCI（较
高水平）

中国共产党“三农”战
略：百年回溯与展望

第一作
者

中国农村观
察

CSSCI（较
高水平）

乡村振兴的历史基础和
现实策略

第一作
者

广西大学学
报

CSSCI 



1 慕良泽 男 1982.01
三级
教授

政
治
学

中国政
治与基
层治理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政
府与农民供需关系研究

第一作
者

广西大学学
报

CSSCI 

无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社会
信任、治理绩效与政治

信任

第一作
者

广西大学学
报

CSSCI 

2 原 超 男 1988.03
副教
授

行
政
管
理

中国政
府与政
治

政绩竞争与条块合作：
指数驱动地方政府治理

的运作逻辑

独立作
者

公共管理学
报

CSSCI
（高水平）

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议事
协调机构职能优化研究

2020年
国家社科
基金青年
项目

20万

第七届山西省
公共管理领域
优秀成果奖
（省级二等

奖）

山西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厅

2023年

《新“经纪机制
”：中国乡村治理
结构的新变化》，
文章被《高等学校
文科学术文摘》

新“经纪机制”：中国
乡村治理结构的新变化

独立作
者

公共管理学
报

CSSCI
（高水平）

计划行为理论视阈下基层官
员避责行为的治理研究

2018年
教育部人
文社科一
般项目

8万

山西省社会科
学研究优秀成
果2022年度“
百部（篇）”

工程

山西省社科联 2023年

《使乡村运转起
来：乡村振兴战略
的理论内核与行动
框架》，文章被《
新华文摘》2019年

使乡村运转起来：乡村
振兴战略的理论内核与

行动框架

第一作
者

中国党史研
究

CSSCI
（高水平）

公共危机视域下山西省议事
协调机构职能优化研究

2020年

山西省高
等学校哲
学社会科
学一般项

目

2万

山西省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
（人社类）优

秀成果
（省级一等

山西省教育厅 2019年

《地方领导小组的
运作逻辑及对政府
治理的影响》，文
章被《社会科学文
摘》2017年第4期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
动的制度逻辑：一个组

织学视角

独立作
者

社会主义研
究

CSSCI
（较高水

平）

新时代基层信访工作法治化
的困境与突破

2023年
山西省信
访局年度
课题

1万

第五届山西省
公共管理领域
优秀成果奖
（省级三等

奖）

山西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厅

2019年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
的理论逻辑

第一作
者

华南农业大
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CSSCI
山西省集体腐败的特征、原

因及治理路径研究
2016年

山西省高
等学校哲
学社会科
学一般项

目

1万

第十六届‘挑
战杯’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 

优秀指导教师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 2019年

2018.12.15 “‘
新经纪机制’：中
国乡村治理结构的
新变化”，中国政
治学基础理论的探

规划国家：一个理解“
中国之治”的概念性框

架

第一作
者

广西师范大
学学报

北大核心

第十六届兴晋
挑战杯大学生
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 
优秀指导教师

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
教育厅

2019年

2018.10.11 “‘
新经纪机制’：中
国乡村治理结构的
新变化”，改革开
放四十年：中国式

政治势能视阈下新时代
议事协调机构的制度逻

辑及职能优化

独立作
者

广西师范大
学学报

北大核心

山西省“三晋
英才”支持计
划青年优秀人

才 
（省级荣誉）

中共山西省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

2018年

2018.11.09 “‘
新经纪机制’：中
国乡村治理结构的
新变化”，第四届
中国公共管理学年《“大一统”的再认

识：“中国之治”的历
史逻辑》；文章被人大
复印资料《政治学》
2022年第10期全文转

较高水平

2017年度山西
大学优秀共产

党员
（校级荣誉）

中共山西大学委员会 2017年

3 乔陆印 男 1987.05
副教
授

公
共
管
理

乡村产
业发展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
理论逻辑与深化路径

第一作
者

农业经济问
题

高水平
新时代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的理论与实践
2023

教育部人
文社科后
期资助

10
山西省“三晋
英才”青年优

秀人才
山西省委组织部 2018

无

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与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第一作
者

地理研究 较高水平
资源型地区乡村振兴机理及

效应研究
2023

山西省基
础研究计
划（自由
探索）

10
“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 
核心成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2

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
与振兴策略研究

第一作
者

地理科学进
展

较高水平
农民权益视角下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的理论逻辑与深化

路径研究
2022

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
智库青年
人才

5

山西省第十六
届“兴晋挑战
杯”课外学术
作品竞赛一等

奖

山西省教育厅 2020



3 乔陆印 男 1987.05
副教
授

公
共
管
理

乡村产
业发展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
扶贫开发的实践进路与

世界启示

第一作
者

社会主义研
究

较高水平
山西省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
改革试点经验与制度创新研

究
2021

山西省自
然资源厅
委托研究
项目

20

中国自然资源
学会2019年年
会优秀论文 

一等奖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19 无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土
地整治的内涵重构与系

统特征

第一作
者

农业工程学
报

核心/EI
资源型地区乡村振兴的典型

模式与优化策略研究
2020

山西省高
等学校人
文社科项

目

2

Towards the evaluation of 
rural livability in Chin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case

第一作
者

Habitat 
Internation

al

SSCI 1区  
高水平

应县农村“六乱”整治工作
成效第三方检查验收评估

2021

应县乡村
振兴局委
托横向课

题

10

资源型地区乡村转型发展的
多维过程及其动力机制

2018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24

4 黄孝东 男 1984.12
副教
授

人
类
学

文化人
类学；
非物质
文化遗
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
保护的探索与实践——
以山西东湖醋园为例

第一作
者

西北民族研
究

CSSCI（较
高水平）

蒙晋冀长城金三角区域民族
文化遗产结构与价值谱系研

究
2021.9

国家社科
基金

20万

第六届全国高
校青年教师教
学竞赛国家级

一等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

2023.4

无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
视角下晋商群体的产生
与发展——与费正清的

对话

第一作
者

北方民族大
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CSSCI（扩
展）

多学科交叉视域下《应用人
类学》课程教学创新与实践

2023.5
省级教改
项目

1万

山西省本科院
校青年教师教
学竞赛省级一

等奖

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总
工会

2022.7

明清时期蒙汉民族的交
往交流与交融——基于
蒙晋冀长城金三角区域
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

第一作
者

内蒙古社会
科学

CSSCI（较
高水平）

中蒙俄万里茶道（山西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

开发研究
2020.8

省规划课
题

1万

国家级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   

国家级银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等
2021.1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
产区域性整体保护

第一作
者

广西民族研
究

CSSCI（较
高水平）

山西省第十七
届“兴晋挑战
杯”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    

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
教育厅、山西省社会科学
院、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山西省学生联合会

2021.9

运城市乡村示范创建工
作开展情况、典型经验

与工作亮点

第一作
者

省级批示

5 杨绘荣 女 1982.12
副教
授

政
治
学

政治文
化、 
认同理
论

《国家认同建构的仪式
场景》

杨绘荣
中国社会科

学报
中央级报纸

“代际比较视角下农民工的
政治认同研究”

2015
国社科青
年项目

20万

《互联网背景
下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的挑战与对策
》，全国统战

中央统战部 2023

1.人才称号：2018
年度山西省“三晋
英才”支持计划青

年优秀人才
（批准单位及时

《数字阅读与青少年身
份认同的建构》

杨绘荣
新世纪图书

馆
CSSCI扩展

“政治记忆视角下农民政治
认同的建构路径研究”

2021
山西省哲
社科项目

1万

《互联网背景
下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的挑战与对策
》，全省统战

山西省委统战部 2023

2.参编：《当代西
方政治文化复兴

》，2018年11月，
东方出版社，排名
4，参编3万字

《“村改居”居民文化
认同的消解与重塑

——多元空间的视域》
杨绘荣

华侨大学学
报（哲社

版）
CSSCI扩展

“山西省‘村改居’社区治
理中的文化认同问题研究”

2022
山西省科
技厅项目

5万

《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推进青年工作》

杨绘荣
中国社会科

学报
中央级报纸

“新时代青少年政治社会化
的互动叙事策略研究”

2022
共青团中
央项目

3万



5 杨绘荣 女 1982.12
副教
授

政
治
学

政治文
化、 
认同理
论

《可以安放的乡愁：乡
村记忆的数字化呈现》

杨绘荣
中国社会科

学报
中央级报纸

“政治仪式中集体记忆的建
构与国家认同的强化研究”

2022
教育部青
年项目

8万

《政治认同的实践性与
层次性——兼论政治认
同的基础与机制》

杨绘荣 理论月刊 CSSCI扩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构

的文化符号进路研究”
2022

省委统战
部项目

1万

《政治效能感、政治信
任与政治认同：概念界

定与关系厘清》
杨绘荣

比较政治学
研究

CSSCI集刊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
下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路径

研究”
2022

省社科联
重点项目

0.1万

《惊变与重组：维尔达
夫斯基的政治文化研究

》
杨绘荣

武汉大学学
报（哲社

版）
CSSCI来源

“数字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与创新

路径研究”
2023

省委统战
部项目

2万

《文化模式的结盟、解
盟与再结盟——维尔达
夫斯基论美国政治文化

的变化》

杨绘荣 教学与研究 CSSCI来源
“政治象征与新时代国家能

力建设研究”
2023

国社科一
般项目

20万

“青少年价值观形塑中智能
算法的应用及优化策略”

2024
中国青少
年研究会
项目

0.5万

6 史亚峰 男 1989.1
副教
授

政
治
学

基层治
理与国
家政治

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认
识乡愁

独作
《中国农村
研究》，

2023年第2期
CSSCI

多权威复合治理：产权分置
与社会秩序的建构——基于
洞庭湖区湖村的形态调查

2019年10月

国家社科
基金优秀
博士论文
出版项目

20万元

第十二次山西
省社会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二

等奖

山西省社科联 2022年11月

无

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的
百年实践、经验与启示

一作
《学术探索
》2021年第5

期
CSSCI

村委会下沉自然村的实践、
问题及对策研究

2015年9月

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
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

目

8万元

 2020年度山
西省社会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
“百部（篇）
工程”一等奖

山西省社科联 2021年6月

关系、产权与社会秩
序：一种尝试的解释框

架
独作

《中国农村
研究》2021
年第1期

CSSCI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

移的思路举措研究
2020年10月

山西省哲
学社会科
学规划重
点课题

2万元

多权威复合治理：产权
分置的传统村落秩序建

构及内在机理
独作

《中共福建
省委党校学
报》2021年

第1期

北大核心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山西易
地扶贫搬迁新村的有效治理

研究
2019年12月

山西省软
科学研究
计划项目

2万元

系统观念视域下的社会
治理重心下移研究

独作
《宁夏党校
学报》2021
年第3期

非核心
共同富裕背景下资源型地区
产权改革历史逮留问题及治

理路径研究
2022年10月

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
究基地重
大项目子

10万元

7 闫飞飞 男 1986.09 教授
政
治
学

政治学
理论

乡村振兴视角下完善农
村直接民主制度的设想

与路径研究
唯一

中国行政管
理

CSSCI高水
平

中国特色政党协商制度的伦
理意蕴及其实践机制研究

（23BZZ004）
2023

国家社科
一般项目

20万

无



7 闫飞飞 男 1986.09 教授
政
治
学

政治学
理论

中国语境下的协商民
主：从翻译的创造性叛
逆到实践的创造性再生

唯一 教学与研究
CSSCIJ较高

水平
新时期农村天主教中国化的
社会基础研究（ZD2308）

2023
中央统战
部宗教研
究中心

8万

无

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情
感逻辑、理性逻辑和法

理逻辑
唯一 教学与研究

CSSCIJ较高
水平

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情感逻
辑、理性逻辑和法理逻辑

2022
山西省社
会科学联

合
0万

关注、凝视和忽视：抗
击新冠疫情中女护士处

境的人文反思
唯一 医学与哲学

中文核心较
高水平

制度自信视角下《比较政治
制度》课程内容与教学模式

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J2021016）

2021
山西省教
育厅

0万

新时代高校培育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和

路径

第一作
者

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

中文核心较
高水平

机关运行保障风险防范化解
模式研究（202306）

2023
山西省机
关事务管
理局

0.5万

中国特色政党协商制度对传
统“朋友”伦理的创造性转

化
2023 山西大学 1万

8 王慧斌 男 1986.06
副教
授

政
治
学

城乡基
层治理

产权与治权关系视角的
村民自治演变逻辑——
一个资源型村庄的典型

案例分析

第一作
者

中国行政管
理

CSSCI高水
平

贫困户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区
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2020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20万
国家级一流本
科课程；排名

第二
教育部 2023

无

文化治理：乡村振兴的
内在意蕴与实践路径

第一作
者

山西师大学
报（社会科
学版）《新
华文摘》论

点摘编

城乡融合背景下资源型地区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制机制

研究
2020

山西省高
等学校人
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
究基地项

5万
民政部全国民
政政策理论研
究一等奖

民政部 2022

山西农村特色文化资源挖掘
与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2018
山西省软
科学研究
计划项目

2万
民政部全国民
政政策理论研

二等奖
民政部 2021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参
与科技创新机制研究

2018

山西省哲
学社会科
学规划课

题

1万
民政部全国民
政政策理论研

二等奖
民政部 2020

“产权-治理”视角下基层政
治生态优化研究

2017

山西省高
等学校哲
学社会科
学研究一
般项目

1万
山西省“百部
（篇）工程”

二等奖
山西省社科联 2018

西沟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 2018
太行干部
学院委托
项目

9.9万
民政部全国民
政政策理论研

三等奖
民政部 2023

浑源县乡村振兴战略治理有
效专项规划（2018-2022年）

2018
浑源县发
改局委托
项目

17万

“资源型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与研究方法”教学案例库

2021

山西省研
究生教育
改革研究
课题

1万



9 张岩阳 男 1983.07 讲师

政
治
学
理
论

政治发
展理论
、法家
学说

接续、强化与辟新：全
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发展

维度
独作

山西大学学
报

CSSCI（较
高水平）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下
健全完善人民建议征集机制

研究
2024年 横向 0.8万

山西大学青年
教师教学基本
功竞赛二等奖

山西大学 2017年

无

国家能力建设的濡化维
度——以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为

考察中心

一作
许昌学院学

报
普刊

暮日华光——大历史视野下
的高平历史人物政德品读

2023年 横向 5万
山西省高校青
年教师教学基
本功竞赛

山西省工会 2018年

地域如何介入思想：法
家源起的再阐释

独作 天府新论
CSSCI（扩
展板）

国家能力视角下美国民粹主
义生成机制研究

2022年
国社科一
般项目

20万

山西大学青年
教师教学基本
功竞赛二等奖
、优秀教学设

计奖

山西大学 2021年

裴氏家风生成的地域维
度探析

独作
晋中学院学

报
普刊

信访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

位和作用研究
2021年 横向 0.5万

山西大学课程
思政教学设计

大赛
山西大学 2021年

丹沁诸子的政德启示 2020年 横向 5万

地缘视野下的三晋法家学派
与山西传统政治文化关系研

究
2015年 纵向 1万

权威的现代转型及其政治意
义：基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

2015年 纵向 1万

10 武照亮 男 1992.12 讲师

公
共
管
理

环境治
理、可
持续发
展管理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eco-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Evidence from 

第一作
者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SCI一区高

水平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类专业《
数据分析实验》教学探索与

实践

2024年5月 教改/横向 0.5万
《行政管理学
》课程思政大

赛/三等
山西省教育厅 2023年11月

无

中心城市社区公共绿地
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
究：基于居民不确定性

视角的分析

第一作
者

干旱区资源
与环境

CSSCI “无废机关”建设：理论机制、

指标体系及实施对策研究
2024年5月 纵向 0.5万

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满
意度的影响：基于太原

市的调查数据

第一作
者

学术交流 CSSCI

居民参与社区环境圆桌
对话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研究：基于“情境-过程-
结果”绩效观视角的分析

第一作
者

干旱区资源
与环境

CSSCI

生态社区建设中居民参
与程度度量及影响因素
研究：以山东省东营市

社区调查为例

第一作
者

环境污染与
防治

北大核心
CSCD

环境信用评级结果对企
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及作
用机制：基于内蒙古自
治区298份企业的调查数

据

第一作
者

干旱区资源
与环境

CSSCI



10 武照亮 男 1992.12 讲师

公
共
管
理

环境治
理、可
持续发
展管理

大气环境感知对居民通
勤模式选择的影响：以
石家庄市和济南市为例

第一作
者

地域研究与
开发

CSSCI

无

生活垃圾分类从意愿到
行为转变的障碍因素与

跨越路径分析

第一作
者

环境保护科
学

其他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的市
民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
析：基于黄河流域7省
(自治区)12个市的问卷

调查

第一作
者

干旱区资源
与环境

CSSCI

湿地保护对农户生计结
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基于自然保护区问卷调

查的实证研究

第一作
者

生态与农村
环境学报

北大核心
CSCD

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
的行为研究：基于“情境

-过程-影响”的分析

第一作
者

北京理工大
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CSSCI

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
庭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
制：基于自然保护区问
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第一作
者

中国农业资
源与区划

CSSCI

大气污染对中国居民社
会经济行为影响的研究

综述及问卷研究

第一作
者

生态环境学
报

北大核心
CSCD

公众个体如何参与环境
治理？路径选择及优化

策略

第一作
者

中国环境管
理

CSSCI

社会资本和公众参与对
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影
响机制研究：以大气环

境治理为例

第一作
者

干旱区资源
与环境

CSSCI

公众压力是否影响企业
环境信用评级的变化：
基于企业能力的调节效

应

第一作
者

干旱区资源
与环境

CSSCI

CVM在中国资源环境价

值评估中的应用

第一作
者

中国环境科
学

北大核心
CSCD/EI

基于随机价值理论的居
民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支

付意愿研究

第一作
者

干旱区资源
与环境

CSSCI

鄱阳湖区居民的社会资
本、信息获取能力和湿
地价值认知对其湿地保
护意愿的影响分析

第一作
者

湿地科学
北大核心

CSCD



10 武照亮 男 1992.12 讲师

公
共
管
理

环境治
理、可
持续发
展管理

“无废城市”建设背景下

社区参与程度及影响因
素分析：基于威海市634

份居民调查数据

第一作
者

环境工程学
报

北大核心
CSCD

无

11 张益宾 男 1990.10 讲师

土
地
资
源
管
理

城乡规
划与空
间治理

基于科学计量分析的生态资产研 1
中国农业大

学学报
CSCD 三甲镇美丽乡村总体规划 2022

三甲镇政
府委托

55
北京市侨联课
题研究优秀论
文成果三等奖

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2018

无

中国建设用地利用强度时空演化及其驱 1

北京大学学
报

(自然科学
版)

EI
茶马古道山西晋城七岭店段

改造规划
2020

七岭店村
委委托

35
“李连捷五色
土奖”银奖

自然资源部农用地质量与
监控重点实验室

2019

感知要素与遥感数据结合的乡村景观 1
农业工程学

报
EI

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
小水村村庄规划

2018

农业农村
部农业贸
易促进中
心委托

10
北京市侨联课
题研究优秀论
文成果二等奖

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2017

北京乡村景观格局及布局模式 2
北京市侨联
2018年科研
成果汇编

晋城市阁老村旅游综合开发
总体规划

2017
马村镇政
府委托

28
一等学业奖学

金
中国农业大学 2019

中阳县弓阳新村总体
规划设计方案

2016
车鸣峪乡
政府委托

45
优秀硕士学位

论文
大连工业大学 2015

贾家庄文化旅游度假区综合
规划设计

2015
贾家庄村
政府委托

60
光子学研究所
创新照明设计
大赛优秀奖

大连工业大学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