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属单位

1 80年代作家、批评家书信整理与研究 翟业军 文学院（筹）

2 敦煌写本《一切经音义》研究 李乃琦 文学院（筹）

3 战国简帛韵文整理与古韵研究 边田钢 文学院（筹）

4 性别视角下的唐代鸳鸯墓志研究 杨琼 文学院（筹）

5 金文及简帛疑难字词考释 王挺斌 文学院（筹）

6 “语言多样性青年研究团队”建设 李旭平 文学院（筹）

7 多学科交叉背景下出版学产学研青年创新学术沙龙 陈洁 文学院（筹）

8 语言学前沿与汉语史研究讲坛 史文磊 文学院（筹）

9 西溪语言学论坛 罗天华 文学院（筹）

10 月光读书会 仲瑶 文学院（筹）

11 文学跨媒介研究 张逸旻 文学院（筹）

12 “西方美学经典诠释”工作坊 陈辰 文学院（筹）

13 敦煌学与丝路文明系列讲座 罗帅 历史学院（筹）

14 欧洲文明研究中心系列讲座 张弛 历史学院（筹）

15 浙大近现代史前沿论坛 赵晓红 历史学院（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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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东亚笔谈读书会 周妍 历史学院（筹）

17 日本公立机构所藏敦煌汉文文献研究 秦桦林 历史学院（筹）

18 新中国初期东南沿海渔业社会治理研究 叶君剑 历史学院（筹）

19 发展与贫困：1750-1850年英国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研究 张正萍 历史学院（筹）

20 共建“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推动中韩海洋合作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千勇 历史学院（筹）

21 19世纪法国历史书写中的民族起源问题研究 汤晓燕 历史学院（筹）

22 近代西方对阿拉伯半岛的历史认知与话语权构建问题研究 吴彦 历史学院（筹）

23 比较哲学视域下的儒家伦理研究 李明书 哲学学院（筹）

24 道德责任中的恰当情绪研究 安冬 哲学学院（筹）

25 黑格尔耶拿手稿文本学研究 朱渝阳 哲学学院（筹）

26 “文明经典”青年学者集释创新工作坊 陈越骅 哲学学院（筹）

27 文明论视域下的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韩书安 哲学学院（筹）

28 “后思：现时代状况”系列讲座 李哲罕 哲学学院（筹）

29 当代哲学思想实验室工作坊（2022） 李忠伟 哲学学院（筹）

30 古典学论坛 林志猛 哲学学院（筹）

31 谢林《世界时代》哲学体系研究 倪逸偲 哲学学院（筹）

32 重读柏格森的《物质与记忆》 王嘉 哲学学院（筹）

33 “当代英美哲学”学术沙龙 王玮 哲学学院（筹）



34 “宋韵·思想”青年学者论坛 叶达 哲学学院（筹）

35 胡塞尔的图像现象学研究 戴思羽 哲学学院（筹）

36 “从奥古斯丁经阿奎那到近现代”学术论坛 许可 哲学学院（筹）

37 紫金港青年哲学论坛 白惠仁 哲学学院（筹）

38 “五经”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研究 任洁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39 2022年外语学院“格物致知”博士生学术创新论坛 傅利琴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40 新时代翻译文化研究的拓展方向 冯全功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41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读书会 乐明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42 《四书》西班牙语多译本风格对比研究 左雅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43 彼得·汉德克在中国的译介研究 庄玮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44 韦德金德创作的身体之维研究 刘永强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45 中国高校德语教师情感类型研究 练斐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46 第二外语学习难点调查研究 杨帆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47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及团队建设 张炼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48 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声音叙事研究 薛冉冉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49 无文字濒危语言词典编纂问题研究——以严重濒危鄂伦春语为例 于梦洋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50 芜村扇面“女郎花”的诗学功能研究 胡文海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51 《赵氏孤儿》在英语世界的重构研究——以哈切特与芬顿的改编为中心 杜磊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52 原田舞叶的绘画小说研究 李雅旬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53 2022年外语学院青年学术论坛、高层学术论坛、教授领航读书会 祝秀香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54 中国与阿根廷城市外交的发展、现状与展望 阮孝煜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55 国际公务员胜任力测评指标开发 孟文婷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56 欧里庇得斯在希腊古典时代的影响研究 王瑞雪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57 大学英语网课投入度影响机制模型研究 马鸿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58 《塞莱斯蒂娜》和《西厢记》的爱情观比较研究——以主题学为视野 杨骁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59 数据驱动学习对中国学生外语学习成效的影响研究 杨玲玲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60 以“读书会”为基础模式的翻译专业学生学术素养提升研究 周闽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61 青少年网络风险防御研究 陈宏亮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62 法国汉语传播史 龚君姬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63 “闻声知事、听音识情”：中国传统市井空间的口头传播研究 李东晓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64 数字时代的社群记忆：群体认同与社区韧性重塑 刘于思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65 跨媒介视域下社会主义电影的民族形式建构 罗婷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66 创意场域视野下城市文化治理研究 肖剑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67 鲁道夫·维特科尔美学与艺术史论研究 张佳峰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68 数字新闻关键词与叙事模式研究 周睿鸣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69 社会思想所：薪传读书会 李红涛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70 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 林玮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71 明代画院管理机构研究 赵晶 艺术与考古学院

72 《阆苑女仙图》研究 陈谷香 艺术与考古学院

73 仪式实践与政权结构下的故宫藏传佛教法器类文物研究 贾维维 艺术与考古学院

74 “金石气”与清代中晚期画风嬗变 张钰霖 艺术与考古学院

75 中华传统书画艺术传承与发展 林如 艺术与考古学院

76 文化创意青年教师团队建设 李承华 艺术与考古学院

77 考古学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专题研究 岳晓峰 艺术与考古学院

78 基于深度交叉的文物保护前沿技术研究 张晖 艺术与考古学院

79 多学科视域下的新时代考古学研究实践 王姝婧 艺术与考古学院

80 基于产出随机性的二级生产供应链采购策略与定价决策研究 鲍丽娜 管理学院

81
基于“联合预测与决策”模式的带特征信息的报童问题的数据驱动决策问题研
究

陈寿长 管理学院

82 外来务工人员工作适应研究 房俨然 管理学院

83 气候变化影响下旅游目的地类型的解构与重构 马世罕 管理学院

84 极端环境下幽默表达与团队韧性的关系研究 吴苏青 管理学院

85 数字化赋能乡村旅游创业的机制和路径研究 叶顺 管理学院

86 利己还是利他？人类与人工智能协同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杨浙帅 管理学院

87 “同侪共享，交叉融合”青椒读书会 王亮 管理学院



88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指数研究 杜健 管理学院

89 管理学院高端学术论坛 刘洋 管理学院

90 信息资源管理系研究生经典读书会 付慧真 公共管理学院

91 “城市的昨日、今日与明日”seminar(《杭城论道》学术沙龙) 李学文 公共管理学院

92 卡特三农学术论坛 陈帅 公共管理学院

93 政府管理系行政管理研究所学术研讨会 田传浩 公共管理学院

94 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治理转型论坛 张英男 公共管理学院

95 能源环境政治学与绿色经典系列读书会 周云亨 公共管理学院

96 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女性经济独立性问题研究 詹鹏 公共管理学院

97 大数据视角下国际原油与汇率跨市场风险溢出的测度、机理与预警研究 朱芳菲 公共管理学院

98 基于生态系统视角的校园欺凌多因素影响机制研究 谢倩雯 公共管理学院

99 基于骑行大数据的电子围栏规划模型研究 张永平 公共管理学院

100 比较政治视角下中国国家形象精准传播效果对策研究 邵立 公共管理学院

101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学术工作坊 代玉启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2 智库建设系列讲座 陈宝胜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3 《资本论》读书会 刘召峰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4 健全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协同机制研究 陈晓伟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 国外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共产党形象报道的政治话语研究 董扣艳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 西方学界人类共同价值理论的最新发展研究 伏佳佳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7 共同富裕的海外经验研究 郭喨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8 错误社会思潮的话语陷阱、理论缺陷及本质辨思 靳思远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9 建国初期蚂蚁岛妇女发展研究 庞毅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0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意义研究 桑建泉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1 从马克思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逻辑研究 赵永帅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2 社会学系青年学人论坛 李林倬 社会学系

113 创新和经济活动复杂性在中国城市的规律考察 李林倬 社会学系

114 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性与国家身份认同研究 李皓玥 社会学系

115 社会工作站建设质量评估体系研究 姜山 社会学系

116 自我关怀视角下不孕不育女性心理健康及相关因素研究 冷玲莉 社会学系

1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 张国清 哲学学院（筹）

2 “共和国一代”文学实践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研究 姚晓雷 文学院（筹）

3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中国道路经验研究 丁堡骏 马克思主义学院

4 百年来党加强政治建设的实践和经验研究 段治文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研究 潘士远 经济学院

6 “双循环”下数字赋能“一带一路” 创新合作网络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研究 陈菲琼 经济学院

科研发展专项



7 健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医疗保障体系研究 张川川 经济学院

8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与中国特色医疗保障法治研究 胡敏洁 光华法学院

9 以国际法治新思维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罗国强 光华法学院

10 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路径 郑刚 管理学院

11 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张宁 医学院

12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 董雪兵 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

1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超大经济体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的视角

刘培林 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

14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浙江共同富裕体制机制研究 沈永东 公共管理学院

15 生态优先下的“三生共赢”文明发展道路研究 韩洪云 公共管理学院

16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研究 吴宇哲 公共管理学院

17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制度完善研究 陈国权 公共管理学院

18 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 洪宇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1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赵瑜佩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20 提高新形势下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研究 赵瑜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21 以中国式文艺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王杰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22 2022年人文社科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计划 赵怡 社会科学研究院

23 2022年浙大东方论坛项目运行费 王雪 社会科学研究院



24 浙大景东扶贫案例深化研究 黄祖辉 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