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24年福建民政政策理论研究一般立项课题名单

序号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1 老龄和养老 主动健康视域下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改革发展研究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蔡枫瑜

2 老龄和养老 农村养老服务风险识别及应对机制研究 福建农林大学 马永强

3 老龄和养老 闽台地区老年教育比较分析与启示研究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郑伟希

4 老龄和养老 失能老人社区嵌入式照顾模式优化研究——以福州市为例 福建医科大学 温锦旺

5 老龄和养老
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助力养老机构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专区环
境质量提升

福建医科大学 林榕

6 老龄和养老
山区县域长者食堂促进互助养老组织化发展的路径研究——以福建
省泉州市德化县Y、M、C村长者食堂的运营为例

德化县民政局、德化县致和社工事务
所

邓文娟

7 老龄和养老
闽南地区乡村养老服务网络中健康教育的联动机制研究——以晋江
市龙湖镇老年人“慢性病知多少”项目为例

晋江市益善社工事务所 黄铭瑜

8 老龄和养老 闽台融合发展背景下养老服务领域风险及应对机制研究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雷光美

9 老龄和养老 福建省养老服务领域风险及应对研究 福建江夏学院 伍柔静

10 老龄和养老
居家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线上线下社会参与对抑郁情绪作用模型的构
建研究

福建医科大学 黄菲菲

11 老龄和养老 福建省“养老+家政”服务模式创新与银发经济互动研究 宁德师范学院 林芊妍

12 老龄和养老 城市独居失独老人居家养老支持网络建设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 厦门市温馨夕阳社会服务中心 吴富春

13 老龄和养老
城中村失能老人的健康照顾社区支持网络构建研究——以厦门市湖
里区高殿社区为例

厦门市湖里区霞辉老年社会服务中心 司瑞玲



序号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14 老龄和养老
老龄事业发展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老年人社会联结水平与认
知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福州市台江区民政局 林彩月

15 老龄和养老 多元整合视角下闽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对比研究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 曾繁萍

16 老龄和养老 社区睡眠障碍老年人轻度认知障碍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及验证 福建医科大学 赵珺瑜

17 老龄和养老 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福州理工学院 周海燕

18 老龄和养老 老年膳食营养健康服务体系可行性研究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陈榕芳

19 老龄和养老 创新式养老服务与社区长者食堂长效联动机制研究 福建江夏学院 林美萍

20 老龄和养老 城乡一体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模式及实证研究 福建青鸟三盛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帅斌彬

21 老龄和养老 健康老龄化视域下大力促进银发经济数智型创新发展研究 福建医科大学 梁栋

22 老龄和养老 社会资本视角下降低社区老年人孤独感干预策略研究 福建医科大学 颜缘娇

23 老龄和养老 面向差异化需求的养老服务体系构建探索 福建江夏学院 陈盛淦

24 老龄和养老 党建+微治理：构建社区居家养老“幸福圈” 福建江夏学院 黄剑宇

25 老龄和养老 数智赋能下失智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提升的对策研究 福建省立医院 陈丽丽

26 老龄和养老 增能视角下泉州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研究 泉州市安溪县民政局 柯美红

27 老龄和养老 水乳交融：探索实现老有所为的闽台融合之路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黄淑琦



序号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28 老龄和养老 福建省“养教结合”老年教育模式研究 福建开放大学，福建省社区发展协会 江丽娜

29 老龄和养老 基于双因素视角下闽台地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比较研究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俞婷婷

30 老龄和养老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优化研究 福建江夏学院 陈俊星

31 老龄和养老 健康需求视角下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障制度研究 福建医科大学 康莉莉

32 老龄和养老
“老有所为”支持政策下的城市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演进脉络与提升
策略研究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徐瑞

33 老龄和养老 福建省森林康养产业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策略研究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吴康承

34 老龄和养老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研究——以银发文旅经济为例 福建云图安全经济学研究中心 陈益明

35 老龄和养老 “老有所为”支持政策研究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程毅

36 老龄和养老 “党建+养老”模式研究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邱萍

37 老龄和养老 闽台地区养老服务体系对比研究 福建商学院 杨炎梅

38 老龄和养老 老年人文旅消费助推银发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郑程挺

39 老龄和养老 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构路径研究 闽南师范大学 陈莹

40 老龄和养老 优化孤寡老年人服务研究——以气排球运动为着手点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李通

41 老龄和养老
基于校地共建打造党建引领下高校医学生嵌入社区公益养老模式的
研究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闻迪



序号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42 老龄和养老 数智化背景下的老年居家中医护理发展策略研究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郑雪景

43 老龄和养老 医养结合式养老的社区嵌入困境及对策研究——以福州市C区为例 福建江夏学院 林娟

44 老龄和养老 体卫融合背景下社区老年体育服务现状与优化路径研究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温晓黛

45 老龄和养老 银发经济下的老龄人数字艺术疗愈设计研究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陈雷

46 老龄和养老
心怀“国之大事”，办好民之“家事”——福清市全面推进居家养
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中共福清市委党校 陈拓新

47 老龄和养老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的构建——以吕岭社区为例 厦门市湖里区霞辉老年社会服务中心 郭明军

48 老龄和养老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城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问题研究——以福州市为
例

福建开放大学 洪银霞

49 老龄和养老
社会支持理论视阈下基于监护制度保障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
研究——以宁德市为例

宁德开放大学 黄琴

50 老龄和养老 福建省一刻钟养老服务圈研究 福建商学院 吴晶晶

51 老龄和养老 “党建+养老”模式研究 福建省民政学校 张君怡

52 慈善社工 社会资本与公众的捐赠行为——基于福建省厦门市的实证研究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城乡文化发展研究
中心

石柏林

53 慈善社工 青年志愿助残服务现状及激励机制研究 福建江夏学院 黄亚南

54 慈善社工 公立医院在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管理中的创新模式与实践研究 厦门大学附属附属第一医院 陈林艳

55 慈善社工
闽台社区慈善发展研究——以资产为本视角下的慈善内驱力发展为
例

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 刘秀子涵



序号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56 慈善社工
协同创新市域下青少年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实践及优化策略研究——
以厦门市M区高校禁毒联盟为例

厦门市集美区禁毒协会 邱庆珠

57 慈善社工 多属性群决策在“社企校联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应用研究 黎明职业大学 刘墩煌

58 慈善社工 共同富裕进程中有效激发社区慈善活力的路径探讨——以泉州为例 泉州市民政局 陈劲松

59 慈善社工 五社联动视域下社区基金发展研究 福建江夏学院 朱婧

60 慈善社工 区域型联合服务的社区慈善发展研究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霞辉老年社会服
务中心

王天舒

61 儿童福利
城市郊区孤独症儿童的参与型家庭照顾支持体系建设研究——以厦
门市同安区未保站“我和星星有个约”项目为例

厦门市同安区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赵娜

62 儿童福利
政社联动模式下家庭监护缺失困境儿童帮扶困境及对策研究——以
泉州市鲤城区福蕾行动计划为例

泉州市鲤城区致和社工事务所 陈晗清

63 儿童福利
AGIL理论视角下困境儿童家庭可持续支持体系建设研究——以M区“
福蕾行动计划”项目为例

泉州市海西社工事业发展中心 杨欢

64 儿童福利 新童年社会学视角下流动儿童网络越轨行为的保护性干预机制研究 集美大学 杨岭

65 儿童福利
协同治理视角下残疾儿童康复服务社会支持体系建构研究——以晋
江市池店镇福蕾行动计划为例

晋江市致和社工事务所 张瑞萍

66 儿童福利 数字赋能背景下婴幼儿智能照护管理FMEA模型的研究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陈慧群

67 儿童福利
城市生理性困境儿童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研究——以X机构未保站项目
为例

厦门市思明区欣立社工服务中心 陈藤

68 儿童福利
家庭抗逆力视角下农村困境儿童家庭支持体系建设研究──以“福
蕾行动计划”项目为例

泉州市洛江区启航青少年社工服务中
心

段里鹏

69 儿童福利 城市困境儿童的社会资本培育研究 厦门市湖里区民政局 黄玲玲



序号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70 儿童福利 健全农村地区残疾儿童身心关爱服务体系的研究 南安市致和社工事务所 尤荣凡

71 儿童福利
精准救助研究——基于资源整合视角下家庭监护缺失困境儿童精准
帮扶的案例研究

厦门市思明区民政局、厦门市思明区
启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洪晓萍

72 儿童福利
城乡融合视角下山区县域困境边缘儿童家庭支持体系优化研究——
以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西北五镇“瓷都福娃”福蕾行动计划项目为
例

德化县民政局、德化县致和社工事务
所、厦门大学

杨小兰

73 儿童福利 困境儿童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沙县区民政局 邓凯燕

74 儿童福利 城中村流动儿童关爱保护政策研究 厦门市委党校 蔡旭

75 儿童福利 残疾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理论探讨与发展路径——以福建宁德为例
宁德市社会福利中心（宁德市儿童福
利院）

徐小杏

76 儿童福利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流动儿童社区参与现状及政策建议——以厦门市M
区为例

厦门市集美区欣立社工服务中心 黄德茹

77 儿童福利
构建农村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支持体系研究——以朝阳社工儿童
服务为例

福州市长乐区朝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黄志超

78 儿童福利 残疾儿童社区康复的实践困境及突破路径 厦门市湖里区民政局 李庆

79 儿童福利 困境儿童家庭“237”支持体系及应用能力提升 南靖县民政局 赖丽卿

80 儿童福利 国内家庭收养孤残儿童支持政策研究 福建省民政厅儿童福利处 廖振华

81 区划地名 新时代“乡村著名行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路径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 程煜

82 区划地名 新时代挖掘地名文化价值助力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研究 福建理工大学设计学院、海峡工学院 杨圆

83 社会救助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泉州市救助站为例

泉州市民政局 陈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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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对农村居民健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福建农林大学 张文丽

85 社会救助
基于隐念修正反馈综合模型分析的疑似精神障碍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机制研究

厦门市救助站 陈卡云

86 社会救助
家庭教育功能缺失对未成年人涉法涉罪的风险影响及预防体系研究
——以厦门市为例

厦门市思明区欣立社工服务中心/厦门
市集美区欣立社工服务中心

林幼妹

87 社会救助
经济特区背景下低保群体精准救助研究——以厦门市H街道社会救助
服务项目为例

厦门市湖里区民政局 张淋

88 社会救助
大数据赋能社会救助对象精准识别过程的问题与经验思考——以广
东省A市B镇为例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桃尧镇人民政府 曾国峰

89 社会救助
五社联动参与山区县域社会救助的路径研究——以永春县五社联动
参与的民政服务为例

永春县致和社工事务所 王晓亮

90 社会救助 “事实无人赡养失能老人”精准救助研究 南安市民政局 周海权

91 社会事务 新时代中华优秀婚嫁礼仪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 福州理工学院 冯海兵

92 社会事务 多元协同视角下福建残疾儿童精准康复救助研究 福建江夏学院 张云

93 社会事务
外部嵌入如何赋能乡村振兴：基于广东潮汕地区X村驻村工作队的个
案分析及经验启示

汕头大学 林彬彬

94 社会事务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制研究——基于厦门市C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项
目

厦门市湖里区博爱社工服务中心、厦
门大学社会工作系 

邱卫源   

95 社会事务 从私人到公共：残疾人婚姻服务的社会工作干预研究 晋江市致和社工事务所 庄曼咏

96 社会事务
“家庭系统”理论下专业社会工作介入闽台婚姻家庭服务策略研究
——以平潭综合实验区推进两岸融合为例

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
骆科琳

97 社会事务 传承与发扬传统优秀殡葬文化研究 福建省民政学校 李真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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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社会事务 闽台宗祠文化融合发展研究 闽南师范大学 张信练

99 社会事务 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研究——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研究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残疾人就业服务
中心

兰乾江

100 社会事务 残疾儿童康复服务研究 福建省民政学校 许惠娟

101 社会组织 协同视角下闽台社会工作行业融合机制研究 福建省致和社会组织孵化与创新中心 项灯辉

102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自我治理的实践研究——以社工站督导模式建设为例 泉州台商投资区致和社工事务所 谢丽珊

103 社会组织
农村“经济互助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路径研究——以福建省
厦门市M区为例

厦门市集美区欣立社工服务中心 高伟芬

104 社会组织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路径研究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黄海平

105 社会组织
分类施策，标准运行：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路径研究——以宁德
福安为例课题

宁德市民政局 嵇静

106 社会组织 “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路径研究 晋江市启航社工服务中心 黄超

107 社会组织 社工站建设评估体系构建研究——基于DEMATEL-ANP法
漳州市鲁冰花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刘洋

108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参与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径研究 福建商学院 魏仁兴

109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参与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制度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 集美大学、三明市民政局 洪姗姗

110 社会组织 福建省艺术类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研究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李小英

111 社会组织
增能与协同：街道社工站介入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路径研究
——以泉州市丰泽区为例

泉州市丰泽区民政局 吕岚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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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个性化发展路径研究——以亭江镇社区社会组织培育
发展为例

福州市马尾区联动社会服务中心 林运锋

113 社会组织 社会资本视角下商住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路径研究 晋江市民政局 郭亨利

114 社会组织
社区治理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路径研究——以福州市Y街道
J社区为例

福建医科大学 黄艳

115 社会组织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研究 宁德师范学院 周维功

116 社会组织
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的实践研究——以YS社区爱心商家
培育为例

厦门市湖里区民政局 林梅燕   

117 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路径研究 福建江夏学院 严圣明

118 社会组织
动态化评估指标体系：项目制下社会组织作用发挥研究——以福州
市“五社联动”试点项目评估为例

福州市社会工作联合会 高洪霖

119 社会组织 社会创业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径研究 闽南师范大学 王奇

120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及提升策略研究 福建江夏学院 苏海贵

121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自我治理研究 闽南师范大学 史海涛

122 社会组织 资源依赖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研究 漳州市致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洪映虹

123 社会组织
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模式及影响因素——以上杭县农村社区社
会组织发展为例

上杭县民政局 罗小鸿

124 社会组织 城市社区老年志愿服务组织发展机制研究：以福建某市为例 福建江夏学院 陈晓煌

125 社会组织
老年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研究——以厦门市湖里区C社
区“春雨管家团”志愿服务队为例

厦门市湖里区霞辉老年社会服务中心 王思婷



序号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126 综合 “十五五”福建民政事业发展思路研究 厦门大学 李德国

127 综合
危机介入模式下冲动性离婚干预路径研究——以厦门市H区婚姻登记
处社工项目为例

厦门市湖里区民政局 张淋

128 综合 0~3岁家庭支持体系建设背景下的社区托育共同体研究 福建开放大学 王春兰

129 综合 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民政数据开发利用与配套措施研究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王绍峰

130 综合 闽台文化融合发展下妈祖文化传播的数字机制与国族认同建构研究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廖钟源

131 综合
福建非遗民俗活动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发展——以长乐春节民俗游
神为例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林凯程

132 综合 闽台非遗戏剧数字化驱动两岸文化融合发展的机制及路径研究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王晨

133 综合 民政数据开发利用研究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黄文乐

134 综合 健康中国背景下社区慢性病患者健康素养与管理策略研究 福建医科大学 王云

135 综合
数字经济背景下闽台传统文化特色产业链的创新发展与比较分析研
究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米汉林

136 综合 新时代社区文化认同构建方式探究 莆田学院 黄艳立 

137 综合 福建省华侨农场“侨居造福工程”研究 闽南师范大学 张颖

138 综合
黄檗文化传播与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的融合发展机制——基于福建福
清的田野研究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林嵩

139 综合 闽台节庆文化在影视中的艺术呈现与传播研究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林莉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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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综合 民政数据开发利用研究 福建江夏学院 吴佳惠

141 综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侯利民

142 综合 闽台传统文化融合发展路径探究——基于郑成功文化的视角 福建开放大学 刘海波

143 综合
文化资产建设视角下农村社会工作助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实践研究
——以永春县玉斗镇为例

永春县启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黄启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