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学思·镜湖”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

获奖论文公示

中国矿业大学第五届“学思·镜湖”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自发布征稿启事以

来，得到了全国各大高校师生的大力支持，累计收到来自浙江大学、南开大学、

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国内外 80余所高校研究生投稿 301 篇。目前，经过院内

外 10余名学科评审专家评议，共确定获奖论文 90篇，其中一等奖 19篇，二等

奖 30篇，三等奖 41篇，现将论坛获奖论文公示如下:

一、论坛获奖论文名单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姓名 奖项

1
寓发展于治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

生发展机制与治理逻辑
郭徵同 一等奖

2
公共数据开放是否能够促进公共服务

水平的提高—基于全国 284个地级市面

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宋丽媛 一等奖

3
共富型数字治理:数字乡村治理的逻辑

建构与实践进路
吴合庆 一等奖

4
塞壬之歌：人工智能算法嵌入公共决策

的风险剖析与避礁策略
于惠凡 一等奖

5
社会信任何以影响基层民主选举参与

——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
王浩宇 一等奖

6
规模性返贫风险的传导链条及监测阻

断——基于多维贫困理论的分析
钱柿朷 一等奖

7
环境“费改税”何以影响企业内部薪酬

差距：兼论绿色信息披露和绿色人力资

本的新机制

黄竞可 王浩 一等奖



8
数字经济“双试点”政策能否驱动城市

降碳增效——基于“宽带中国”和“智

慧城市”政策的实证分析

李辉 一等奖

9
基于经验贝叶斯克里金法（EBK）的城

市功能区精细化识别——POI加权赋分

的创新

杜漩 一等奖

10
城市边缘区土地混合利用对乡村多功

能的影响研究
胡嫚莉 一等奖

11
适应性循环视角下国土空间韧性动态

演化及与城镇化互动机制研究
耿艺伟 一等奖

12
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权衡/协
同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 101个大

城市为例

刘旭 一等奖

13
数字素养、社会资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

影响
石晓妍 一等奖

14
情景视域下人工智能辅助政府应急决

策的适配逻辑研究
张梦媛 一等奖

15
华丽转身抑或制度内耗：改革转制如何

形塑消防员的公共服务动机与绩效？
贺浩浩 一等奖

16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双一流”建设高校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彭慧敏 一等奖

17
博士生分流退出制度的历史回溯、演进

逻辑与未来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

义的视角

马冲 一等奖



18
高等教育集聚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机制研究——基于 2013-2022 年长三

角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王洋 一等奖

19
基于 DEMATEL-ISM的本科拔尖创新

人才自主培养影响因素研究
潘晓晶 朱芋柯 一等奖

20
破茧与重构：中国人工智能政策图谱解

构（2017-2024）——政策工具视角下

深度解码策主题研究

邓若璠 二等奖

21
城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灵活用工——

基于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

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林小博 二等奖

22
智慧城市建设是否提升了城市人居环

境韧性——来自黄河流域城市群的准

自然实验

陈壹航 贺秀君 二等奖

23
垃圾分类政策执行共同体的行动缺陷：

基于扎根理论的结构性诊断
吴煌岳 二等奖

24
政府数据开放水平影响因素的系统动

力学仿真分析
余程航 二等奖

25
数字平台推动城市公共价值合作生产

的内在逻辑
崔镇宇 陈淑慧 二等奖

26 数据要素收益分配规则构建研究 朱峰 二等奖

27
空间治理视域下数字技术驱动城乡融

合发展的际遇审视与路径调适
刘晓宇 李昕怡 二等奖



28
在线政务水平的多因素耦合机理及调

适路径研究 ——一个聚焦居住证办理

的实证检验

朱杏月 二等奖

29
儿童友好城市倡议何以扩散——基于

中国地级市数据的事件史分析
郑志锋 二等奖

30
地方政府新质生产力注意力对城市创

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 2005-2021
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邹云开 二等奖

31

How Can New Energy Infrastructure
Enhance Firm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sights from China’s Ultra-High
Voltage Transmission Projects

秦畅 二等奖

32
我国城市养犬政策的核心逻辑驱动及

政策启示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政

策文本分析

贾茹 二等奖

33
数字情绪劳动：“屏幕官僚”行政负担

的再生产机制与重构逻辑
王蔚 二等奖

34
省管县”和“市管县”模式的协同——

来自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的经验

证据

张岩 二等奖

35
多主体协同视角下滨海湿地保护修复

市场化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夏楠 二等奖

36
流空间视域下土地利用生态效率评价

的理论框架
滕淦 二等奖

37
乡村产业用地提质增效的行动者网络

建构与机制
郭维红 二等奖



38
碳源/汇视角下的长江经济带碳足迹时

空演进与影响因素研究
邵哲涵 二等奖

39
“都市圈”尺度下珠三角耕地多功能的

时空分异特征及组态路径：基于供需平

衡的视角

周俊轩 蔡增帆 朱庆莹 二等奖

40
危机学习驱动社区循证应急治理的创

新机理与实践路径
王中邮 二等奖

41
全球光伏产业链贸易网络结构韧性与

风险传导模拟
孙欣然 二等奖

42
空间视角下社区应急通道畅通性指标

体系构建、测度及提升路径——基于熵

权 TOPSIS模型的实证研究

曹佳露 二等奖

43
面向新安全格局的城市韧性综合测度、

时空分异特征及调适策略
朱文婕 二等奖

44
博士生导学关系疏离的成因机理与回

归策略——基于五组师生的回溯性个

人叙事研究

吴肖 二等奖

45
行业高校产教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的

路径探索与实践——以中国矿业大学

“集萃”联培模式为例

二等颜慧 奖

46
新知识生产模式下专业学位博士研究

生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袁瞳 二等奖

47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资源

空间布局变化态势的再考察
孙雨晗 二等奖



48
产教融合视角下的企业高等教育捐赠：

基于“机构—功能”框架的类型学分析
王彤 二等奖

49
产教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赋能新质生

产力：内在机理、困境厘析与实践进路
闫海阳 二等奖

50
低碳转型何以影响城市韧性？来自“低

碳城市”试点的经验证据
赵仕杰 三等奖

51
要素迭代：老年助餐服务何以实现合作

生产 ——基于 C市敬老餐厅项目的单

案例分析

尹立翔 三等奖

52
过渡型社区日常性违规与治理的空间

逻辑及其优化——基于苏南 J市H社区

的田野调查

吴泽乾 三等奖

53
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中的价值协同张

力
王琦睿 三等奖

54
数字统合：基层数字治理效应的转换逻

辑
刘伟 三等奖

55
用户参与式城市形象传播中的符号生

产——基于徐州城市的文本分析
宋玮佳 三等奖

56
高校青年科技人才减负政策执行影响

因素与推进机制研究
徐晋 三等奖

57
区块链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基
于新型乡村信任机制的中介作用分析

张懿璇 三等奖



58
生态产品价值共创的政策能力实现路

径
王瑶 三等奖

59
公共管理中的时间定位：一个综述式的

解读框架
赵璇 章钟铭 三等奖

60
适度代偿：资源匮乏型社区的治理机制

与策略——来自保障性住房社区的多

案例考察

陈泽淦 三等奖

61
数字政府治理究竟路在何方？ ——基

于技术精英主义的批判性思考
李晴晴 三等奖

62
东北三省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文本量化

研究——基于 PMC指数模型的分析
陈晓梅 三等奖

63
农村电商发展中致富带头人社会网络

的构成要素与作用机理——基于嵌入

性理论的扎根研究

丁宁 三等奖

64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何以驱动公共服

务质量提升？
肖柳生 三等奖

65
平台型政府何以助推政民互动升级—

—基于政务平台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
李盼 三等奖

66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长株潭都市圈

洪涝灾害风险的影响研究
三等吴凯 奖

67
机制重塑何以破解海洋执法碎片化问

题？——以青岛市四部门联合执法实

践为例

王小可 三等奖



68
数字治理如何改变“心中”的腐败——

基于电子政务试点的证据
蓝翔 三等奖

69
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测度及推进路径—

—基于西北五省（区）2017-2023年省

级面板数据

陈燕妮 三等奖

70
共同富裕语境下最低生活保障与经济

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刘亚迅 三等奖

71
环境型邻避问题参与者行为策略的影

响因素研究 ——基于 30个邻避案例的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张萃 三等奖

72
地理要素视角下中国数字经济对城市

土地利用绩效的影响与机理研究
张杰 三等奖

73
天山中段地区土壤有机碳空间预测及

主控因子研究
何戬兰 三等奖

74
基于生态功能的矿区生态系统价值评

估体系构建与应用
王雪晴 三等奖

75

Unveiling China’s Multi-Hazard
Hotspots (2009-2023): News-Driven
Insights to Spatiotemporal Mapping of
Vulnerability Exposure

三等唐天雨 赵琼瑜 田佳琦 奖

76
基于哨兵数据的梨树县农田土壤有机

质反演研究
李佳楠 张炎 三等奖

77
中国城市绿地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

与实证研究
赵子龙 三等奖



78
海岛乡村复合型旅游用地时空演化特

征及动力机制——以福建省平潭国际

旅游岛北港村为例

匡晓芙 三等奖

79
技术统合：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应急管

理的数智化赋能之道
宋纪祥 三等奖

80
敏捷应急管理：应急管理不确定性应对

的治理技艺——以“上海经验”为例
刘聪 三等奖

81
开放型公共场所大客流踩踏风险预警

研究
汤雪蕊 三等奖

82
元评估视域下社区灾害风险评估的价

值危机及消解路径
张艺觉 三等奖

83
长三角地区城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适

灾韧性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机理研究
余婷婷 三等奖

84
《超越技术理性：基层应急信息价值转

化的新路径——以绍兴市网上“枫桥经

验”为例》

刘凤 沈越 三等奖

85
基于 PMC 指数模型的卓越工程师产

教融合培养政策量化研究
杜杰文 三等奖

86
高校学生党员基本培训体系构建：维

度、运行逻辑与保障机制
王 新 三等奖

87
缘何·为何·应何：论数字化转型下教

育家精神铸魂强师
张红军 三等奖



88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能否提升学生

批判性思维？——基于 30项实验和准

实验研究的元分析

宋海鑫 三等奖

89
数字化转型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

的伦理困囿与教育纾解
李紫晴 三等奖

90
韧性治理视域下行业特色高校培养安

全治理人才的实践探索与创新
孙瑜 三等奖

二、论坛举办通知

按照论坛通知相关安排，中国矿业大学第五届“学思·镜湖”研究生学术创

新论坛定于 2025年 7月 5日下午在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公共管理学院（应急

管理学院）进行，请诸位获奖人员做好出行安排，本次论坛不设参会费用，食宿、

出行等费用自理。具体的会议议程请及时关注学院官网、“矿大公管研会”微信

公众号。

一、二等奖论文作者将由研会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件、短信通知等形式向您

发出邀请，线下参与学院圆桌论坛，交流分享学术成果。三等奖论文作者将由研

会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件、短信通知等形式向您确认获奖证书邮寄信息。

同时论坛诚挚欢迎全国各高校师生于 2025年 7月 5日相聚矿大南湖，参会

交流学习。

三、联系方式

电子邮件：kdggyhgy@163.com

付聪聪（13092047803）

谢露艺（19817076731）

宋丽媛（15154238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