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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人社发〔2022〕47号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
2022年度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课题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 2022年度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立项名单予以

公布（详见附件 1），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果申报时间

重点课题成果形式为中期报告和结题报告，一般课题成果形

式为结题报告。重点课题中期成果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2年 8月 31

日，重点课题、一般课题结题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2年 10月 31日。

以邮件发出时间为准，逾期报送不予受理。未能按时完成课题的，

取消 2023年的立项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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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申报材料

1.重点课题中期申报材料为中期报告一份（WORD版）。

2.重点课题、一般课题结题申报材料包括：研究报告一份

（WORD版），结题申报信息表（需盖章）扫描件一份，课题汇总

表一份（WORD版）。

3.成果材料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核后，以电子版形式发

送至指定邮箱。

三、其他事项

1.请各课题组严格把握时间节点，按计划高质量完成研究任

务。研究过程中，突出问题导向，遵循科研规律，恪守学术诚信，

着力推出具有较强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2.请各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加强对课题研究进度和质量的督

促检查，及时报送课题成果材料。重点课题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

要严格做好课题经费使用管理工作；未能按时完成课题的，不予

拨付资助经费。

3.课题组成员原则上以课题申报信息表所填信息为准，课题

研究过程中，因客观原因确需变更成员的，需向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提交变更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变更。未经

批准擅自变更的，不予结题。

联系单位：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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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杭州市古翠路 50号浙江人力社保大楼 4楼

联系人：洪燕，电话：0571-85216997

邮箱：rsyjykt@163.com

附件：1.2022年度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立项名单

2.2022年度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结题申报

信息表

3.2022年度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结题申报

汇总表

4.课题结题报告行文规范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2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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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度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课题立项名单

一、重点课题

Z2022001 新型研发机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研究—以之江实验室

为例 之江实验室 孙毅

Z2022002 以营造创新生态环境为核心的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科研

人才培养实践探索 西湖大学 田晓萍

Z2022003 乐业富民—共富视域下农民高质量非农就业支持体系

研究 嘉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金梓伟

Z2022004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衢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周宏波

Z2022005 浙江省重点产业人力资源紧缺指数研究—以杭州市制

造业为例 浙江理工大学 梁欣如

Z2022006 浙江省山区26县劳务品牌培育路径研究 杭州电子科

技大学 张钟蕾

Z2022007 共同富裕背景下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研究 浙江科技学院

童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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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022008 国有企业薪酬分配研究—以中外合资混合所有制国企

为样本 浙江浙能兴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林承俊

Z2022009 我省高质量就业创业政策体系研究 浙江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 应金萍

Z2022010 浙江省技工院校发展制约因素分析与对策建议研究

台州技师学院 张学生

Z2022011 浙江就业市场总体态势研究 北京网聘咨询有限公司

马莉芳

二、一般课题

2022001 杭州市高技能人才体系化培养平台构建研究—杭州工

匠学院为例 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方海洋

2022002 数字化时代我省供应链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物产中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许强

2022003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提升研究 浙江旅游职业

学院 武真奕

2022004 “三农”问题的突破：算法时代的社会保障暨收入分配

模式的探索 金华教育学院 周伟珍

2022005 浙江省职业技能培训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浙江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 冯旭芳

2022006 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力结构演化：浙江就业市场总体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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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研究 浙江科技学院 于兰华

2022007 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态势研究—以下沙高教园区为例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陈树元

2022008 技工院校生源流失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研究 杭州第

一技师学院 朱炜

2022009 浙江重点产业人力资源紧缺指数研究 浙大宁波理工

学院 王高合

2022010 数字化改革背景下人社公共服务优质共享路径研究 温

州职业技术学院 郑博闻

2022011 共同富裕背景下山区 26县大学生返乡创业生态系统构

建与优化研究 衢州学院 杨政

2022012 浙江省茶业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中国农

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浙江省茶叶研究院） 周智修

2022013 共同富裕视域下浙江省“精准扩中”的路径及对策研究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李茂松

2022014 浙江农民创新创业技能培育模式及培育效果研究 浙

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杨伶俐

2022015 新型研发机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与精准施策研究—基

于长三角核心城市的实践 北京理工大学长三角研究院

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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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6 共同富裕目标下“提低”类工资收入分配政策研究

中国计量大学 刘恩猛

2022017 数字化时代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浙江东

方职业技术学院 曾建飞

2022018 数字化改革背景下人社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以浙江省大学生就业服务为例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邱林飞

2022019 基于职业吸引力的我省城市养老服务专业队伍建设研究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丁春琴

2022020 山区 26县劳务品牌培育路径研究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

学院 唐武峰

2022021 职业技能培训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浙

大宁波理工学院 金朝晖

2022022 基于知识—学习理论的新型研发机构创新人才培养机

制研究 浙江中医药大学 张渊源

2022023 女性就业歧视公益诉讼制度的方式探索和运行模式研究

浙江理工大学 王娅

2022024 返乡入乡语境下创业型人才“校村”培养机制研究 杭

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俞月芳

2022025 女性就业歧视对就业质量提升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

女大学生群体的实证分析 嘉兴学院 刘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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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6 “十四五”规划背景下职业院校创新创业发展研究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蒋晓冬

2022027 浙江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能力提升研究 杭州万向职

业技术学院 张永仟

2022028 劳动教育融合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协同育人的路径研究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张建希

2022029 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与大学生创业教育耦合发展路径

研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叶小小

2022030 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政策扶持与权益保障研究—以浙江

省为例 丽水学院 李昱

2022031 乡村振兴项目驱动下高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提

升研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宋亚

2022032 共同富裕视域下提升浙江返乡大学生就业创业路径研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孙林

2022033 共富型大学生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杭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童铁江

2022034 “健康中国”战略下中医药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

提升研究 浙江中医药大学 谢军

2022035 数智共富时代下残疾人就业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浙江

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俞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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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6 就业结构性矛盾背景下人力资源招聘行业高质量发展

对策研究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黄群赞

2022037 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退役军人职业培训模式探索与实践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袁俊

2022038 职业生涯规划视角下残疾人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体系

构建研究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付姝兰

2022039 浙江省退役军人大学生就业创业政策满意度调查研究

—以 H高校退役军人大学生为例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 郑洁

2022040 共同富裕背景下零工经济者就业漂移现象及人力资本

增值研究—以浙江为例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金国琴

2022041 从有业到乐业—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背景下大学生职

业适应性研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周小平

2022042 共同富裕视域下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支持研究 浙江

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詹会华

2022043 浙江省高职院校女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陈丽娟

2022044 乡村振兴背景下退役军人农村就业创业能力培养与提

升研究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孟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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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5 共同富裕背景下创新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研究

温州商学院 陈思

2022046 数字经济背景下高职毕业生灵活就业现状与对策研究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陈展

2022047 共同富裕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助力乡村振兴双创路

径研究—以浙南山区十五县为例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

学院 杨迪

2022048 灵活就业背景下“网约配送员”的工作评价与从业意愿

研究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李靖宇

2022049 共同富裕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创业质量追踪研究 浙江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凌瑛

2022050 “慢就业”趋势下 95后大学生精准就业质量提升研究

—基于浙江省 10 所高校的调查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尹晓盼

2022051 新生育政策下浙江地区女性劳动就业权益保障问题及

提升路径研究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高海燕

2022052 缺损与补偿：“全面三孩”视域下浙江省育龄女性就业

保障体系研究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张少侠

2022053 劳动过程视角下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实证研究 浙江

理工大学 赵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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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4 全面“三孩”政策影响下的浙江省女性就业歧视问题研究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毛怡萱

2022055 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企业共享用工研究 宁波城市

职业技术学院 李歆

2022056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职学生精准就业“443”模式

的探索与实践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玉发

2022057 共同富裕背景下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影响因素及路径

研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齐林明

2022058 大学生数字创新创业行为特征及引育机制研究 浙江

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侯梦晗

2022059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力及浙江就业结构升级研究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朱楚芝

2022060 返乡农民创业项目选择机制研究—基于某地农民创业

案例的比较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潘淑贞

2022061 浙江省高职毕业生灵活就业意愿调查及对策研究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孙玲霞

2022062 数字化时代高职大学生灵活就业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程建强

2022063 共同富裕视域下大学生返乡创业动力机制研究 义乌

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蒋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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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4 互联网新业态下非典型雇佣关系优化及制度创新

嘉兴学院 宋相鑫

2022065 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现状及优化对策研究—以浙江为

例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章安然

2022066 共同富裕视域下师范生乡村从教意愿研究 湖州师范

学院 辛毅

2022067 留学人员来浙就业创业政策研究 温州商学院 蔡伶俐

2022068 高职毕业生就业现状及对策研究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王佳

2022069 共同富裕背景下公共就业服务数智化路径研究 浙江

中医药大学 韩青

2022070 数字赋能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齐瑰芬

2022071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高职创新创业人才孵化平台建设

研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韩金臻

2022072 四维资本视角下农村留守妇女就业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何旭兰

2022073 基于主体视角的数字经济时代新职业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宓海燕

2022074 数字经济背景下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现状、影响因素及

推进策略研究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颜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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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5 “双创”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三维资本”式女大学生创

业教育模式构建路径研究 绍兴文理学院 丁洁琼

2022076 新时代技师院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提升模式研究

萧山技师学院 李四明

2022077 数字经济时代浙江省高职院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研究 温

州科技职业学院 潘建荣

2022078 数字经济对大学生就业生态影响的研究 浙江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 王浙钟

2022079 数字乡村战略下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与教育对

策研究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方硕瑾

2022080 基于数字技术赋能的公共就业服务生态体系构建研究

宁波财经学院 冶治玲

2022081 共同富裕背景下高校女生创业能力提升的协同机制研究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翟文秋

2022082 数字经济赋能浙江省女性就业质量提升问题与对策研究

宁波财经学院 张文婷

2022083 浙江区域高职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指标体系研究 浙江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天玲

2022084 数字经济时代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章琤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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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5 提升在浙高校毕业生留浙率的路径探究与实践 上海

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张正亮

2022086 产教融合背景下共享用工创新模式探索研究—以高校

财务云共享中心为例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戴奕

2022087 三孩政策背景下的女性平等就业问题研究 浙江安防

职业技术学院 张温静

2022088 数字化时代高职毕业生灵活就业参保率提升驱动因素

研究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方咏梅

2022089 共同富裕背景下青年乡贤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实践画

像与政策优化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张香美

2022090 后疫情时代吸引留学人员来浙就业创业政策研究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严宇婷

2022091 数字经济时代高职毕业生灵活就业现状和对策研究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谢瑜博

2022092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浙江省大学生创业企业现状及

对策研究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郑明莉

2022093 乡村振兴视角下双创竞赛嵌入返乡创业新农人培养机

制研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梁钟儿

2022094 基于内驱力视阈下高职院校高质量就创指导与帮扶实

施路径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汪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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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5 共同富裕背景下浙江省高职毕业生高质量就业评价体

系研究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元媛

2022096 乡村振兴背景下浙江省返乡农民工创业能力、模式与发

展路径研究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易烨

2022097 共同富裕背景下女性返乡数字创业多元化云互助模式

与策略研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纪琳

2022098 产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创新创业实践研究 浙江

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凌剑明

2022099 探究构建“三位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教育模

式研究 浙江科技学院 林翔

2022100 高职院校科技园多跨协同服务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孙海涛

2022101 浙江省第三支柱个人养老保险规模测算与制度研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胡丽娟

2022102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第三支柱个人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王雪蓉

2022103 快递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刘毅

2022104 “共同富裕”视角下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及劳动法规

制研究 温州理工学院 刘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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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5 新就业形态法律规制与从业者权益保护研究 浙江开

放大学 林卉

2022106 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社会保险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洪霞

2022107 数字化时代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浙大宁

波理工学院 鲍静

2022108 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研究—基于政府与工会联动的

制度创新视角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张真康

2022109 共同富裕视域下工伤康复制度国际比较研究 宁波卫生

职业技术学院 崔雨

2022110 适应性与可及性：新业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影响因素

与对策建议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韩飞

2022111 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研究 浙江经济

职业技术学院 李继冉

2022112 基于人群画像的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多维度政策研究 西

湖大学 丁冰

2022113 完善工伤医疗康复网络的探讨—基于国际工伤康复制

度的比较研究 浙江省人民医院 朱根应

2022114 技工院校“中药专业”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

标准建设研究 杭州轻工技师学院 周功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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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5 产学研协同创新视角下高职院校“创客”孵化体系构建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朱欢

2022116 基于精准帮扶理念的专家帮扶山区 26县公共卫生高质

量发展实施路径研究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林永兴

2022117 技工院校“四段五跨六位一体”：技校培育“现代工匠”

实践研究 象山港高级技工学校 李善东

2022118 世赛标准引领下教培结合药学类高技能人才培养方式

探索 杭州轻工技师学院 吕杰英

2022119 浙江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分级信用监管研究：以建筑领

域为分析样本 杭州学习生活促进会 程晟

2022120 非遗传承视角下的“木作技艺”人才培养机制探究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方小卉

2022121 技工教育视角下“浙派工匠”培育机制的对策研究

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汪顺国

2022122 对标世界技能大赛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改革与策略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张猛

2022123 共同富裕政策背景下浙江省高职院校跨境电商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李佐

2022124 浙江省职业院校企业新型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

实践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顾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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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5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非遗传承人终身职业教育培训的困

境及纾解策略研究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顾莉莉

2022126 全过程管理视角下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监管方式研究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黄岳薇

2022127 “BIM+”理念下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研究和实践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宏伟

2022128 新冠疫情背景下基层疾控机构应急处置人才队伍培养

模式研究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翟羽佳

2022129 “数字人才”助力山区 26县高质量发展培育机制创新

研究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莹莹

2022130 浙江省高职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杭

州职业技术学院 葛满

2022131 基于在线技术和资源的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路径研究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朱萍

2022132 浙江青年人才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研究 浙江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姜忠鹤

2022133 三孩政策背景下杭州市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完善研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杨茜

2022134 数字化时代浙江供应链人才开发及评价研究 嘉兴职

业技术学院 李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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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35 “人才强省”背景下青年人才政策协同化发展研究—以

杭、甬、温为例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刘程灿

2022136 “扩中提低”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职业培训路径

研究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来金晶

2022137 基于校企深度融合的机电专业高技能人才培养“5共”

模式研究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洪尉尉

2022138 人才政策力度差异对人力资本结构差距的影响研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闫杰

2022139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科研院所博士后培养路径研究 中

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浙江省茶叶研究院） 夏康炎

2022140 共同富裕视域下学分银行推动劳动年龄人口学历提升

路径研究 浙江开放大学 吕有伟

2022141 数字化时代高校供应链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温州商学院

钟桂娟

2022142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的数字化路径探析

浙江开放大学 王建枫

2022143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下高校绩效工资改革探索与

实践研究 杭州医学院 董雨琴

2022144 新媒体视域下构建工匠培育体系助推山区 26县高质量

发展研究 浙江开放大学 卜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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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45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省青年科技人才政策实施困境与对

策研究 浙江开放大学 黄加敏

2022146 浙江省企业博士后培养使用机制创新研究 浙江理工

大学 钱宽

2022147 三引四融：物流商贸专业群技师研修阶段校企共育模式

探究与实践 湖州交通技师学院 商磊

2022148 完善职业技能提升多渠道激励机制研究 杭州职业技

术学院 王聪

2022149 人工智能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影响及人社系统的对策研究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潘承恩

2022150 浙江省主要城市引才现状与人才政策对比研究 宁波

财经学院 王晓庆

2022151 中医药类博士后在站培养的激励问题研究—以浙江中

医药大学为例 浙江中医药大学 杨伟吉

2022152 浙江省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路径研究 宁波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 舒卫英

2022153 共同富裕视域下职业教育助力浙江山区 26县高质量发

展路径研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周鹤婷

2022154 数字乡村背景下农民信息素养提升策略研究—基于高

校图书馆社会服务视角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金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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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55 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究

杭州植物园（杭州西湖园林科学研究院） 刘玲萍

2022156 数字经济时代基于绩效相关性的汽车营销人才能力测

评模型研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盛琦

2022157 深化企业博士后培养机制改革研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王海南

2022158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智化人才与乡村旅游双向赋能模式

与经验研究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沈鑫泉

2022159 基于教赛融合模式的高素质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培养

研究 衢州学院 翁盛槟

2022160 大数据时代高校就业工作“精准化”路径探究 台州职

业技术学院 朱媛

2022161 产业学院视域下浙江省智能制造装备类人才培养路径

研究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尤光辉

2022162 青年优先发展理念下浙江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政策环

境与优化研究 嘉兴学院 叶晟婷

2022163 数字经济发展驱动下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能力重构与对

策研究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夏悦怡

2022164 零工经济下技工院校学生职业跨界能力培养路径研究

浙江公路技师学院 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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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65 浙江省碳达峰碳中和专业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温州理

工学院 丁海华

2022166 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学徒制高技能人才评价体系研究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单勤琴

2022167 共同富裕背景下浙江山区 26县人才政策实施现状与效

果评价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刘刚

2022168 基于新型研发机构的专业技术人才开发机制研究 浙

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方雨倩

2022169 数字化时代浙江省供应链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浙江经

济职业技术学院 李金营

2022170 浙江省人力资源配置与产业发展耦合及协调研究 浙

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林世琴

2022171 工业互联网视域下涉外制造业企业数字经济人才培养

体系构建研究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楼清秀

2022172 数字化转型下五金制造“四能型”技能人才培养的创新

实践 永康机电技师学院 胡赞

2022173 大数据背景下公共服务类事业单位绩效考核研究 宁

波财经学院 施祝君

2022174 数字化改革背景下的专家服务助力衢州 6个山区县高质

量发展对策初探 衢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余绮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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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75 依托技能竞赛促进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研究 义乌

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苏曼

2022176 校企“双元”模式下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物联网人才协

同培养创新研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付锐

2022177 新时代高职院校“工匠型”教师评价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高燕

2022178 数字经济时代我省跨境供应链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殷宝庆

2022179 数字化时代浙江企业供应链管理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物

产中大云商有限公司 徐斌毅

2022180 加快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对策研究 浙江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倪志明

2022181 共同富裕视角下山区 26县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以遂昌县为例 杭州师范大学 蔡云飞

2022182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政府管理机制研究 浙江金融职

业学院 蒋赟

2022183 共同富裕视域下浙江省中医药技能适应问题及对策研究

浙江中医药大学 张世杰

2022184 我省青年人才培养模式与政策—基于青年科技人才全

链条培养制度的研究 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 隗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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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85 乡村共富人才素质提升路径研究 浙江农林大学 季

宗富

2022186 后疫情时代基于 PDCA循环理论的公共卫生人才招聘

模式研究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庞孟涛

2022187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质量监管机制研究

杭州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服务中心 余颂群

2022188 数字改革背景下浙江碳达峰碳中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丽平

2022189 数字化人才共享助力山区 26县产业发展 物产中大云

商有限公司 王宏梁

2022190 浙江城乡居民收入状况调查和增收对策研究 浙江经

济职业技术学院 郭橙

2022191 灵活用工劳动关系类型化研究—以网络主播为例 浙

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李勃

2022192 快递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杭州市上城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叶正东

2022193 共同富裕背景下高校薪酬制度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

李志福

2022194 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力就业结构演化及新就业形态发

展对策研究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方巍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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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95 数字化背景下劳动关系变迁、挑战与对策 上海财经大

学浙江学院 王科

2022196 浙江省欠薪治理数字化改革创新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温州理工学院 张韵儒

2022197 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问题研究 东阳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卢纯佶

2022198 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及增收对策研究 义乌工

商职业技术学院 徐靖

2022199 共同富裕视野下高校资助对象创新创业能力提升路径

研究 金华高等研究院（金华理工学院筹建办） 周睿

2022200 基于区域产业特性的我省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路径研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刘斯康

2022201 技能大师工作室引领技工院校技能人才培养研究—以

烹饪专业为例 浙江商业技师学院 钱甬

2022202 数字赋能技工院校技能人才适应性培养研究与实践

宁波技师学院 贾磊利

2022203 基于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的技工院校产教融合研究与

实践 杭州汽车高级技工学校 王启文

2022204 基于“中欣晶圆半导体工匠学院”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

式的研究和实践 丽水市中科技工学校 黄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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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5 打造智创之都背景下建设高水平智能制造专业群的实

践研究 宁波技师学院 严勇

2022206 工学一体化师资认定与管理体制的探索与研究 杭州

技师学院 宋佳君

2022207 三全育人视域下技工院校“五维聚德”育人模式的实践

研究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 叶伟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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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年度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课题结题申报信息表

项目名称

负责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专业职称 行政职务 研究专长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毕业专业

工作单位

邮寄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移动： 电邮： 其他：

主要参加者（限报 4人）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职务 研究专长 学历/学位 工作单位

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2022年度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结题申报汇总表

申报单位：

序号 立项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成员 邮寄地址 移动电话

1

2

3

4

5

6

填表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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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课题结题报告行文规范

标题:（二号、方正小标宋）

(空一行)

正文内容：首行缩进（三号、仿宋 GB2312）

一级标题：一、二、三、(三号、黑体，不加句号)

二级标题：(一)(二)(三)(三号、楷体_GB2312，不接正文

时不加句号)

三级标题：1.2.3.(三号、仿宋 GB2312加粗)

四级标题：(1)(2)(3)(三号、仿宋 GB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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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年 6月 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