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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编辑中心编 联系电话：2831844
值班主任 伍勇 责编 宫晓磊 视觉 陈威军 校对 范美玲

根 据《惠 州 市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管 理 制 度》及《关 于 申 报 2025 年 度 惠 州 市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的 通 告》要 求 ，经

过 严 格 的 专 家 评 审 组 评 议 、市 社 科 联 党 组

审 议 等 程 序 ，评 出 2025 年 度 惠 州 市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立 项 项 目 254 项 ，其 中 重 点 项

目 30 项 ，共 建 项 目 224 项 。现 将 立 项 名 单

予 以 公 布 。

各项目负责人及所在单位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

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立

足惠州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和项目攻关，确保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申请

结项，努力推出社科研究精品力作，为惠州打

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提供理论支撑和

智力支持。

惠 州 学 院 项 目 结 项 ，请 将 结 项 材 料 报 送

至惠州学院科学技术部（地址：惠州市演达大

道 46 号行政楼 419 室），联系人：周老师，联系

电 话 ：2529137，电 子 版 请 发 到 邮 箱 ：xmk@hzu.
edu.cn。

各 县（区）、市 直 和 驻 惠 各 单 位 、各 高

职 院（校）、各 科 研 机 构 的 项 目 结 项 ，请 将

结 项 材 料 报 送 至 市 社 科 联（地 址 ：惠 州 市

江北三新北路 31 号市民服务中心 8 号楼 4
楼 ，联 系 人 ：张 国 宇 ，联 系 电 话 ：2892007；
电 子 版 请 发 到 邮 箱 ：hz2892007@huizhou.
gov.cn）。

惠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5年7月4日

关于公布2025年度惠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立项名单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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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化视域下惠州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的创新路径研究

惠州联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低空智慧城市研究

创建惠州本科职业技术大学，加速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

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下惠州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攀升路径研究

惠州协同深莞打造珠江口东岸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带研究

惠州“百千万工程”实施中非遗文化数字营销机制创新与产业化
路径研究

惠州地方古籍活化利用问题与对策研究

技能为重、升学为主视域下中职生课堂问题行为现状及管理策略
研究

惠州海丝文化遗产地方立法保护研究

惠州军事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军事理论》课教学实践创新研究

惠州空心村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依托苏轼风雅与惠州客家民风融合的中职情景课堂创新研究

积极心理视角下矛盾纠纷调解的实践路径与效能研究

推进“百千万工程”，环南昆山一罗浮山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
研究——构建“户外徒步+温泉康养+民间足球”特色产业链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研究

味觉经济视域下惠州农产品研发营销体系创新实践研究

文旅融合视域下惠州东坡文化传播研究

惠州果蔬零售渠道优化与消费协同增效路径研究—基于"百千万
工程"的高质量发展视角

惠州温泉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以惠东安墩镇温泉
产业为例

社区老年教育课程开发研究——以惠州江南社区为例

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县域生态清洁小流
域治理的重点领域及对策研究

数字技术赋能惠州高新技术企业降本增效的实践路径与模式构建

湛若水书院教育思想在罗浮山的传播及其当代价值

医药卫生人才专业能力提升高职体育游戏教学与课程思政实施
研究——以婴幼儿托育专业为例

党员干部下沉参与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践与问题对策——基于我
市“党员回家、服务万家”治理模式研究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惠州民营企业供应链审计精准化策略研究

惠州市景县融合与产县融合的智慧旅游名县建设发展路径研究

京东数字应用产业学院服务惠州本土产业的路径研究——以对
接惠州现代服务产业为例

洞天福地·百草罗浮：从葛洪到东纵的岭南圣山

惠州引育数字化服务商现状与对策研究

“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背景下惠州古村落文化建设与活化
路径研究

基于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惠州人力资本开发与增值路径的探索

“百千万工程”驱动下惠州龙华镇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路径研究

文化认同理论视角下客家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对策研究——以
惠州市“一带一路”侨心工程实践为例

惠州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活化应用研究——以“重走东征路·
感悟英烈魂”红色研学开发为例

乡村振兴下客家文化古村落保护与功能活化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以惠州皇思扬古围村为例

惠州林木资源调查及其在博罗县矿山生态修复应用研究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惠州市轻罪治理的困境与完善路径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惠州市人大代表联络站赋能基层治理效
能提升的机制与对策研究

东坡寓惠精神在基层治理中的现代转化研究

点“绿”成“金”：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机制——基
于惠东海洋生态修复的实例研究

AI 赋能民俗文化的传播策略及活化路径研究——以蓝田瑶族乡
“舞火狗”民俗舞蹈为例

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背景下校地协同推进未来社区建设的
机制创新与路径研究

数字技术赋能下惠州客家非遗活态传承与乡村文旅融合研究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
党研究

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农文旅品牌开发与新媒体营销策略研
究-以龙门县龙江镇为例

叶挺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人才强市战略驱动下惠州市属高校博士人才“引育用留”机制创
新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惠州文化“青蓝红黄”多维度体系构建研究

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培育机制研究

惠州“环南昆山—罗浮山”区域乡村医生服务能力提升与生态经
济协同发展研究

叶春及社学教育思想研究

文旅融合背景下挖掘苏轼寓文化内涵助力惠州文旅经济高质量
发展

教学成果转化导向下的中职教师职业发展路径研究——以惠州
“人才强市”战略为背景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惠州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实践路径研究

“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文创资源分层开发路径与实践研究

“互联网+”时代积极心理干预融入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
和实践

惠州东江红色文化资源的时代价值与创新利用研究

“投资于人”视域下的惠州实践：探索“惠民之州”“一老一小”服务
高质量发展路径

“百千万工程”背景下惠州乡村振兴路径探索——基于徐田村、小
洞村的案例研究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惠州市普惠托育服务的供需适配研究

百年铁军精神传承的校馆协同实践路径研究——基于叶挺纪念
馆的实证分析

“百千万工程”背景下惠州市乡村文化品牌构建与文化强市协同
路径研究——以观音阁镇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下惠州人居环境景观规划设计研究

乡村振兴视域下惠州非遗“活态传承+舞蹈美育”双轨模式研究
——以惠阳淡水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为例

惠州市老年人社会支持质量对孤独感——手机成瘾链式反应的
缓冲解码

活态传承视角下东江区域传统民居建筑的保护与文化传承——
以惠州墨园村为例

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背景下的惠州市户外运动发展研
究-以博罗户外运动小镇为例

“百千万工程”下考古与旅游多元主体矛盾解决路径

数据驱动下的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景观机制与品牌形象协
同研究

“双碳”目标下惠州乡村产业绿色升级路径的研究

数智技术赋能老年英语实用型口语创新教学策略与实践研究
——以惠州市老年大学为例

中美贸易形势下惠州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研究

邓承修文化IP赋能惠州文创产品开发设计

惠州历史名人叶梦熊家风研究

“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专题文献资源建设与文旅融合实践
探索--以惠州市图书馆为例

岗课赛证融通的中职计算机模块化教材开发研究——以《计网技
术》为例

产业升级视角下中职学校职业教育响应研究——信息技术的课
程改革

施少婷

王淑燕

梁乃锋

温秋华

黄忠平

何洁珊

孙晓说

张海涛

侯 娟

许大田

曾旭睿

赖敏娟

张月华

黄雄文

邓治文

丁 露

陈宁英

李逸姿

陈明凛

陈 强

满小军

易 峰

杨 玲

梁华春

陈琳琳

谭 可

理阳阳

彭 诚

赵碧波

陈 起

郑 薇

马小姗

刘 洋

黄 如

莫艺强

吴子芳

林秀莲

耿智利

陈瑞凤

赖立湖

张 慧

刘锦连

吴 慧

朱祺男

任向阳

黄 艺

陈 姝

吴梦瑛

彭 敏

黄兰兰

邓新但

周海涛

任青霞

乐 才

黄永龙

李 林

陈 斌

李春红

陈怀倩

甘金龙

王 潇

欧阳娟

李 涛

杨丽华

黄灏宇

张伟爱

李惠敏

陈金定

章新乐

陈恩恩

马艳娟

熊 珍

林暹亮

曾丽华

郭仙林

罗文英

胡丽婷

车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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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惠州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措施研究

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惠州片区乡村酒店（民宿）高质量发展
策略研究

数字人文视域下惠州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策略——以北门街苗屋
为例

党建引领多元化基层治理的现状和路径研究

STEM 教育与数字技术双驱动助力百千万工程乡村教育均衡发
展的路径研究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特色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研究——基于
铁皮石斛“三链融合”的惠州实践

“百千万工程”背景下惠州茶产业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惠州市中小企业数智财务转型升级路径探索

AI 技术赋能下惠州红色文化传播路径研究——以《东江纵队》动
画为例

香港秘密大营救及其对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启示

“双元双轨”驱动新质生产力的产教融合机制研究——基于惠州
现代物流与先进制造的实证研究

AI与红色文化教育融合实践路径研究——以惠州市为例

人工智能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思政课堂创新实践研究

文化资源驱动视角下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康养健康产
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以葛洪中医药文化为例

动态保护视角下惠东县平海十字历史文化街区活化路径研究

罗浮山作为枢纽：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医学实践与黄大仙药签文
化的岭南传播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以惠阳区为研究对象

惠州“岭东雄郡”数字沉浸式场景旅游模式与实践路径

“百千万工程”背景下惠州市汝湖镇甜玉米深加工研发与产业化
应用研究

中西面点专业产教融合育人体系构建——以惠州市现代职业技
术学校为例

电气自动化高技能人才赋能惠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惠州石化新材料产业与医药产业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地理标志产品惠州梅菜现代产业标准体系构建研究

升腾惠州“人间烟火气”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旅融合创新模式研究——惠州良井镇共享农
场驱动三产协同发展机制探索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惠州制造业“智改数转”路径研究

数字新媒体驱动惠州市文化强市建设的路径探索和策略研究

惠州市高职院校“大思政课”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档案利用的功利主义与道义论辨析

公立医院廉洁文化建设的创新与“严”标准实施路径研究

基于空间叙事理论的惠州市古村落研学路线设计策略研究

基于大单元整体设计的中职数学实践型作业探索与研究

中职学校“赛课融通“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以惠州市现代职业
技术学校为例

中职校园集市活动对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价值——以惠州市现
代职业技术学校为例

深度融合与创新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
惠州职业教育路径探索

惠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发展困境与对策研究

基于公众参与的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最美旅游公路优化研究

融深融湾背景下惠州新质生产力提升的营商环境创新与产城融
合路径研究

基于AI技术的惠州地域特色文化资源深度挖掘与文旅融合发展
研究

文化强市建设背景下惠州市图书馆机构沿革研究：基于文献与口
述资料的融合考证

产业链党建赋能惠州建设全球石化产业高地研究

惠州历史文化源流及城市性格研究

中职教育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课题研
究思路

基于美国霸权性关税政策背景下中国外贸企业财税应对策略探究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惠州市智能制造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路径与政策研究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惠州港产城融合研究

校地合作赋能小金口麒麟舞非遗传承与创新的实践研究

网络“泛娱乐化”消解青年文化使命的逻辑机理及应对策略研究

学分银行机制下惠州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研究

妇幼资金精准监管研究——数智化转型下的AI协同决策

文化自信视域下本土化材料在可持续室内设计中的价值重构研究

湾区战略下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基于惠州“体育+文
旅”融合发展的实证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背景下惠州营商环境优化研究——基于
新零售企业的多案例实证分析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平安惠州的经验与启示

解放战争时期东江公学的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研究

以东坡文化赋能新时代统战工作研究

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红色文化赋能文旅融合与多维协同发
展策略研究——基于“百千万工程”的实践探索

惠州市医务人员体重管理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基层开放大学思政课
建设的路径研究

惠州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百千万工程”试点镇乡村闲置空间再生设计研究——以博罗县
福田镇为例

惠州小微企业精准信贷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应用效果与评价

构建“四学四讲”党建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惠州工程职
业学院为例

惠州市镇域产业发展现状及优化路径研究——以惠东县白盆珠
为例

课程思政融入中职体育评价机制创新研究

“百千万工程”背景下县域三产融合的路径创新探索——基于惠
州博罗示范镇的双案例

基于以人为本理念下的惠州市老旧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设计策
略研究

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实践路径和机制创新研究——以惠州市中
心人民医院为例

新时代五育并举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协同育人效能研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究--以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为例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下惠州乡村文化振兴新路径研究

惠州市农业机械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研究——基于技
术创新与政策支持的视角

乡村振兴背景下龙门县乡村文化产业的创新与实践研究

积极老龄化战略视角下县域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研究——以博罗县为例

巩固优化传统优势产业：惠州荔枝龙头加工企业风险纾解与机制
创新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路径研究

生成式AI赋能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非遗文创设计模式研究
——以龙门农民画为例

四史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融入高校大思政课路径研究

沈从文服饰文化史研究

“双碳”目标背景下提升绿色低碳发展的创新策略研究——基于
政府环境审计的视角

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新质生产力时空格局的影响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中深惠跨城通勤治理路径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视角下新时代中国设计范式转移研究

类型学视野下致使结果标记词的语义提取与组配规律对比

吴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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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南京大屠杀”题材文学作品的资料汇总研究

网络亚文化视域下中国古代小说经典的接受研究
惠州市红色文化资源传播机制创新对高校思政教育的反思与实
践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惠州本土高校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对
策研究
AI 觉醒假说下的思想政治教育预备性研究：基于技术-场景-价
值-目标的四维融合分析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惠州高校学生网络安全意识现状和培养策略
研究
校地协同视角下惠州市高校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型社团“三链融
合”实践模式研究
非遗劳动教育的思政价值生成研究——基于技艺实践与价值认
同的双向转化逻辑
AI 赋能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路径——基于微专题教学案例
研究
新媒体视角下文旅融合赋能惠州乡村振兴的策略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非遗活化的消费场景再造赋能惠州农文旅
融合IP品牌打造路径研究
解域与重构：文化三元空间耦合机制与场景营造研究——基于环
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博罗新长宁镇调研
融深融湾下生态文化IP驱动乡村发展的盐洲岛模式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惠州当代艺术创新发展研究
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本土特色公共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基于乡村振兴与文化育人交叉视角
人工智能赋能乡镇教育振兴路径研究与实践——以惠州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阅读弥合路径研究——以惠州市为例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助力惠州“百千万工程”乡村教师培养
模式创新研究
从“两创”到“数创”：人工智能驱动下岭南书院文化赋能惠州“大
湾区文化高地”建设路径研究
多能耦合与算力协同：惠州产业体系的新质生产力提升

惠州市人才高地建设评价与优化路径研究
惠州罗浮山康养疗愈场景下历史文化名人角色的数字化 IP 转化
与应用——以葛洪为例
多模态数字孪生技术驱动下惠州客家女红技艺产业智能化转型
与研究
可穿戴智能监测服装赋能惠州大健康产业发展的研究
体育社团活动调适大学生问题行为的双维路径研究——基于社
会情感与生态系统的体育学整合模型
传统能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内在机理与路径研究——以大亚湾
石化区为例
智能融合驱动惠州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数据开放与隐私协同
研究
AIGC 视域下传统元素在民宿设计中的创新应用：以环南昆山-
罗浮山民宿为例
城市公共设施负外部效应风险感知与社会脆弱性评价研究

社会语用学视域下惠州西湖语言景观及城市形象研究

感官体验视角下惠州户外运动空间疗愈性景观提升路径研究

普惠性民办园教师专业学习社群运作模式与实施策略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非定向师范生就业焦虑的影响机制及对策研究
——以惠州学院为例
惠州市幼儿园教师信息化领导力现状与提升路径研究

财税政策助力惠州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优化路径研究

长征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及其经验启示研究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高中思政课教师逻辑素养现状及提升路径研
究——以惠州市为例
国际格局变动中的意识形态重构：俄乌冲突背景下俄共社会主义
理论新动向研究（2022-2024）
数字赋能文旅融合：惠州环南昆山—罗浮山计划创新实践应用研究
数智赋能惠州罗浮山摩崖石刻的活化传承路径研究

城市更新背景下惠州市旧改民居“适老化+智慧化”改造路径研究

惠州环南昆山—罗浮山非遗数字化虚拟展馆开发研究

人工智能赋能地方文创产品开发的创新路径研究
语言景观下园林题咏的多模态解析与活化路径——以惠州西湖
为例
中美贸易摩擦下惠州与广深产业协同的风险传导机制研究

基于QCA的新质生产力驱动惠州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不同强度训练对久坐大学生体质健康和心境状态影响的实验研究

“双减”政策下“家校社”推进体育课后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
境与协同路径研究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体育消费升级的逻辑机制与实践进路

权力、空间与身体实践：惠州传统体育文化的治理政治学

超语实践创意的可理解度研究——基于小红书平台的调查

基于ICM理论的中国文化特色词释义研究
粤客闽方言在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中的使用现状研究——以惠州
为例

“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惠州文化的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音乐家廖辅叔翻译研究
基于职业目标的高校辅导员谈心谈话精准指导与学生成长助力
研究

《小朋友》与中国早期儿童戏剧创作和演出研究

类型学视野下汉语方言“给予”义动词的多向语法化模式研究

人工智能艺术研究

客家文化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郭连顺作品搜集、整理及其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银龄课堂”朗诵活动的生成机制、实践逻辑和创新路径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学报服务地方“产学研”的实践与探索

音乐空间视阈下“互补的五声性十二音”序列的分类与应用研究

合唱艺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文化建设的研究与探索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惠东渔歌传承与发展研究

“吉隆坡王”叶亚来史料整理与研究

“书种文种未尝断绝”——明清岭南科举家族博罗韩氏的崛起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新能源企业 ESG 信息披露研究——以惠州市
为例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中小学数学错题归因及补救策略研究

七年级学生绝对值理解的认知特征研究
寻·融·创：惠州本土特质主题小学语文跨学科学习活动的创设与
实施研究
基于幼小衔接的东坡寓惠文化实践研究——以幼儿园大班与小
学低段为例
幼儿园科学启思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
诉仲调“三位一体”一站式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以惠州为例
社会工作介入孤独症照护者的实践路径与创新模式——以惠州
市“让爱呼吸”星妈支持项目为例
信访矛盾隐患排查与多元化解机制研究
城市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以 H 社区
为例
惠州市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机制研究——以惠城区学府社区等为例
合伙·同富·共生：合作生产视域下乡村合伙人运营逻辑和机制探
究——以惠州市墨园村强村公司为个案
惠州市老旧街区治理共同体的空间行动逻辑与优化路径研究
——以祝屋巷文创街区为例
智能印章系统赋能乡村治理的机制研究——以惠州市杨侨镇为例
心智障碍青年群体就业现状及政策改革研究——以惠城区喜憨
儿项目为例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研究——以惠
东县“五月工程”为例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应用场域与法治推进策略研究
基层治理视角下社区基金的可持续运作模式构建——基于惠州
典型案例
城市治理的法治化研究

社会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与模式创新研究

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服务+治理”路径研究

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惠州市‘1+6+N’调解体系优化研究——以枫桥经验创新为视角

市域司法社会工作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分析——基于H市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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