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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
表彰重庆市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
第九届重庆市发展研究优秀成果的决定

渝府发〔2024〕24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充分调动我市广大社会科学工作

者服务中心大局、从事学术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我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更好地

服务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市政府决定对《中国共产党创造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叙事》等280项重庆

市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建设好西部陆海新通道，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研究》等

100项第九届重庆市发展研究优秀成果予以表彰。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及全市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

导向，聚焦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国家重大战略，紧扣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重庆生动实践，深入开展研究，再接再厉，努力产出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1．重庆市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名单

2．第九届重庆市发展研究优秀成果名单

重庆市人民政府

2024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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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重庆市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名单
（同等级奖项排名不分先后）

一、特等奖（14项）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成 果 名 称

中国共产党创造法治文明新

形态的历史叙事

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

色演变

中国上古纹饰

“匹”“正”同形与古籍校读

生命伦理学体系

越南碑铭文献的文字学研究

烽火遗篇：抗战时期作家佚

作与版本

大数据、技术进步与经济增

长——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

的一个内生增长理论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贡

献测度——基于柯布—道格

拉斯生产函数的测算分析

网络文化生态场域治理研究

城乡一体化教育体制的社会

支持系统研究

城市交通能源供应网络评估

与应对策略

中国西部地区的精准脱贫之

路

西部地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

兴融合的路径设计与政策协

同研究

成果

形式

论文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

第12期

《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

第6期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1年10月

《中国语文》，2021年第1期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

2021年11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0年2月

中华书局，2022年9月

《经济研究》，2022年第4期

《教育研究》，2021年第6期

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

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

科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重庆出版社，2021年12月

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

报送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文理学院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城市职业

学院

西南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西南大学

成果主要

完成人

付子堂

李禹阶

王先胜

孟蓬生

任丑

刘正印

凌孟华

杨俊、李小明、黄

守军

朱德全、杨磊

张绍荣、张东、郭

天平、杨江水

李玲

葛显龙、王伟鑫、

王博

曾维伦、蒋英州、

张丽娜

王志章、熊正贤、

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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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等奖（98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创造重庆高品质生活综合研

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

时代建构：理论内涵与实践

进路

网络背景下大学生政治认同

培育研究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踏着时代的韵律成长——改

革开放以来运用社会事件开

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

史回顾

马克思生态人学思想及其当

代价值研究

信念伦理问题研究

超越“分裂的世界”：政治

哲学史视阈中的马克思公共

性思想研究

网络视域下党的廉政教育实

现路径研究

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坚守

初心之路

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系列问题

研究

领导干部改革创新容错纠错

机制研究

金融产业经济学研究

中国国民经济循环：结构与

区域网络关系透视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西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

11月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

年第11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

社，2020年12月

重庆出版社，2020年3月

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

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

商务印书馆，2022年12月

上海三联书店，2022 年 1

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0年5月

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

《江淮论坛》《山东大学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等共 14篇，分

别为 2022 年第 6 期、2022

年第5期等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2年4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1年2月

《经济研究》，2022 年第 2

期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社会科学

院

中国共产党重

庆市委员会党

校

重庆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

孟东方、吴大兵、

程新平、李科、江

优优

张北坪

施丽红、吴成国

白显良、何玲玲、

王丰、王绍霞

邓卓明、姜土生、

邵二辉、费萍、卢

景昆

李勇强

文学平

陈飞

谢 俊 、 谢 佳 、 杨

帅、黄彦萍、张亚

丹

樊伟、项久雨、文

学平、邓斌、商爱

玲

文丰安、何睦

谢来位、谢欢、幸

美玲、李星、姜申

未

冉光和、王定祥、

高云峰、温涛、鲁

钊阳

刘洋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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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市场化经营模式与农业规模

经济

“三期叠加”下金融创新与

养老基金市场化投资策略

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理论与

实证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及结

构演化研究

中国精准脱贫战略及效果

中国结构性通缩形成机制及

调控体系研究

递增阶梯定价的政策评估与

优化设计研究

基于合作博弈理论的国家级

新区产业分工与价值链重构

研究

“双碳目标”下我国能源结

构调整与绿色能源发展研究

社会脆弱性与巨灾风险管理

从“千镇一面”向“因地建

镇”转型——来自云贵川特

色小镇的深度调查

灾害治理社会脆弱性研究

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可持续生

计研究

成为人民报纸：新中国上海

报业的历史变革 （1949—

1953）

学术用户网络信息查寻行为

研究——行为生态学与认知

科学整合视角

观看的无奈与正义：数据社会

液态监视的弥散性与能动性

语境视角下合作信息查寻与检

索的行为机制及相关性模型

网络视听版权规制论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科学出版社，2022年12月

商务印书馆，2021年6月

电子工业出版社，2022年

10月

科学出版社，2021年3月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

2022年4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0年7月

科学出版社，2021年3月

中 国 财 政 经 济 出 版 社 ，

2022年9月

经济科学出版社，2022年

12月

科学出版社，2022年1月

经济管理出版社，2021年5

月

科学出版社，2020年5月

经济管理出版社，2020年7

月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

2022年11月

科学出版社，2020年6月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

年第10期

科学出版社，2020年9月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

2021年11月

西南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西南大学

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

长江师范学院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罗超平、曹峥林、

刘晗、王浴青、陈

晓琴

刘渝琳、尹兴民、

李舟

陈婕、陈容

王小华、董文杰、

何茜

姚树洁、王洁菲

龙少波

刘自敏

任毅、田园、易淼

曾胜、张明龙、粟

丽历、赵星琦、赵

雪姝

谢家智

熊正贤、吴黎围

侯玲

胡江霞、文传浩

龙伟

邓小昭、胡蓉、何

晓阳、范敏、张倩

郭小安、赵海明

韩毅、李健、杨晓

琼、胡蓉、樊志伟

陈笑春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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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民

族教育的发展路径

小学全科教师校地合作培养

成效研究

义务教育精准扶贫理论与实

践

中小学教师负担：减与增的

辩证法

教研员胜任力探究：多结构

水平模型建构与运用

新时代大学生价值观特征及

教育引导研究系列论文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类

型学与治理机制

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共治与

共赢

义务教育师资均衡配置政策

工具的演进历程与主要特征

中学技术课程基于项目或任

务教学活动的评价研究

教育阻隔贫富差距代际传递

的效果与机制——基于“反

事实”分解技术的实证分析

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作

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特殊儿童家庭赋权增能研究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政府治

理能力提升研究——以西部

地区县域城乡为例

基于循证理念的儿童语言评

估与治疗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解放”

书写

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

店史论（1926—1953）

中国古典美学精神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重庆出版社，2022年12月

科学出版社，2022年12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2年9月

《教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

科学版）》，2021年5月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Current Psychology》、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共3篇，分

别为 2022 年第 9 期、2022

年第10期、2020年7月

《课 程 · 教 材 · 教 法》，

2021年第7期

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

《教育研究》，2022 年第 8

期

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7

月

《教育研究》，2020年第 11

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

科学版）》，2022年第4期

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

科学出版社，2021年12月

科学出版社，2020年4月

《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

第7期

中华书局，2022年8月

科学出版社，2021年3月

西南大学

重庆第二师范

学院

重庆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陈时见、胡娜、刘

方林、王瑜、王远

江净帆、吴爽、田

振华

蔡其勇

张家军、闫君子

罗生全、赵佳丽

陈科、谢佳琼、张

华、张翔、殷铭泽

廖辉

徐小容

张振改

刘雅林、王勇、马

秉睿、蔡文全、邓

江华

候玉娜

林克松、杨欣怡

申仁洪

王正青

李欢

李永东

邱雪松

寇鹏程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 5 —— 5



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4年第24期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汉语诗歌节奏、声韵及新诗

体式建构

古罗马诗歌与文化

中国小说家庭伦理叙事的现

代转型（1898—1927）

日本古代佛教说话文学的类

型研究

外语界面新发展研究

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的本土化研究

汉语复句句法语义关系判定

研究

古音三书（《古典希腊语语

音》《古典拉丁语语音》《重

音与节奏：拉丁语和希腊语

的韵律特点》）

清同治增修万县志校注

论徐悲鸿美术教育思想的推

行

复兴之路上中国电影的类型

演进与生态迁变

电影，作为隐喻的艺术

抗战时期大后方音乐专业教

育研究系列论文

巴蜀石刻铭文书法艺术

汉代墓葬艺术

儒学视域中的书法观念与文

化传承

乡村治理中的金融路径再认

知

风险规制中的央地政府关系

之规范建构

论民法典后司法解释之命运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2年12月

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7

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1年12月

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8

月

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

科学出版社，2022年5月

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

12月

西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4

月

《美术研究》，2020 年第 4

期

中国电影出版社，2020年9

月

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

《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

院学报》 共 3 篇，分别为

2022年第3期、2021年第3

期、2020年第1期

中国纺织出版社，2021年

11月

文物出版社，2020年10月

西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

12月

《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

第1期

《法学研究》，2022 年第 5

期

《中国法学》，2020 年第 6

期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长江师范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

学

四川外国语大

学

四川外国语大

学

重庆大学

重庆三峡学院

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文理学院

四川美术学院

西南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张中宇

李永毅

杨华丽

刘九令

董洪川、刘丽芬、

胡安江

王寅

吴锋文

黄瑞成

郭作飞、曾毅、张

燕、晏昌容、刘宸

瑜

张楠木

刘帆

段运冬

汤斯惟

陈龙国

秦臻、李海艳

曹建、粟健、谢可

人、赵明、王刘涛

李燕、吴敏

靳文辉

黄忠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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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纳

税人预算参与权构建研究

中国立法体制的组织生成与

制度逻辑

大规模侵害个人信息高额罚

款研究

刑法立法方法研究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制度研究

法院地法倾向对策研究

中国传统方法论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秦亡原因

再考察

明清商人与社会

中国近古以来的乡村地名

文本与历史的对话：希罗多

德《历史》的海伦叙事

美国公共卫生管理权与民众

自由权利的博弈——基于雅

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的解

读

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

Auctioning IT Contracts with

Renegotiable Scope

中国特色农村金融反贫困的

理论与实践经验研究

电子商务环境下双渠道供应

链竞争与合作策略

O2O模式下的供应链合作策

略

中国企业先进制造技术的追

赶与超越

代际传承与家族董事席位超

额控制

著作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论文类

研究

报告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商务印书馆，2022年1月

《学术月刊》，2020年第 11

期

《中国法学》，2020 年第 5

期

上海三联书店，2020 年 7

月

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1

月

商务印书馆，2022年6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0年8月

《中州学刊》，2021年第 10

期

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

《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

第10期

《历史研究》，2020 年第 6

期

《世界历史》，2020 年第 5

期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20年7月

《Management Science》 ，

2022年第8期

2022年3月

科学出版社，2021年4月

科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科学出版社，2022年12月

《经济研究》，2021年第 12

期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大学

陈治

周尚君

孙莹

陈伟

徐信贵、高长思、

梁潇

张春良

陈锐

邹芙都、孔德超

张明富

蓝勇

郭涛

李晶

潘洵、刘志英、郭

川、王兆辉、高佳

黄 河 、 李 志 鹏 、

De Liu、徐鸿雁

温涛、张林、王汉

杰、王小华、刘达

但斌、张旭梅、徐

广业、刘灿、陈国

鹏

张旭梅、李梦丽、

但斌、查晓宇、田

宇

李林、何建洪、朱

浩

刘星、苏春、邵欢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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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社会网络演变与农户创业推

进的协同路径研究

财政金融服务创新与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构建

中国国际产能合作机制与路

径研究

从科层制组织到企业级生态

系统——非预设性变革的过

程研究

破局之道——农村饮水有效

供给制度创新研究

农村留守儿童寄宿教育研究

长江经济带生态公共产品合

作供给机制重构与政策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如何塑造商业

生态系统属性差异？——基

于两家新创企业的跨案例纵

向研究与理论模型构建

平台化如何助力制造企业跨

越 转 型 升 级 的 数 字 鸿

沟？——基于宗申集团的探

索性案例研究

省情与发展：规划治理视角

下重庆统筹发展的研究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著作类

科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科学出版社，2021年6月

中 国 财 政 经 济 出 版 社 ，

2022年5月

《管理世界》，2022 年第 5

期

西 南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

2021年3月

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

中 国 财 政 经 济 出 版 社 ，

2022年5月

《管理世界》，2021 年第 1

期

《管理世界》，2022 年第 6

期

科学出版社，2022年12月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旅游职业

学院

重庆第二师范

学院

重庆工商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大学

高静

王定祥、李伶俐、

张林、王建洪、黄

莉

杨柏

王冰、毛基业、苏

芳

陈敏

任运昌

余兴厚、熊兴、王

宇昕、汪亚美、陈

亚惠

韩炜、杨俊、胡新

华、张玉利、陈逢

文

杜勇、曹磊、谭畅

陈升、杨永恒、吕

红、田辉、王鹏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三、二等奖（168项）

1

2

3

中国共产党小康社会建设思

想的发展进路、标识范畴及

拓新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专论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生态危

机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
年第6期

西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
1月
中 国 财 政 经 济 出 版 社 ，

2022年5月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黄蓉生

邹绍清、金更兴、

吴霞、张葵漫

余玉湖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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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

全教育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

伦理研究

守正与创新：高校辅导员

“六点工作法”

重庆生态安全保障对策研究

容错纠错的指标体系和判断

标准研究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思想

研究

明清时期的西游记证道书研

究

周易卦变史纲

通识教育与现代性批判

博丹与法兰西政治危机

论养恩在古代人伦观念中的

变迁——以继父丧服的经说

为中心

提升地方人大预算监督能力

的机制设计研究

科学解读社会舆情

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

基本内涵与建设逻辑

中国共产党重庆100年简史

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理论：

历程、议题及趋势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研究

报告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论文类

吉林大学出版社，2020年
7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2年12月
吉林大学出版社，2022年
2月

2021年6月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

产党》， 2020 年第 1 期、

2020年第10期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

2020年9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1年5月
黄山书社，2020年6月
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6月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
12月
《哲学研究》，2021年第 8
期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

2022年12月

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0年第4期

重庆出版社，2021年9月

《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

6期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社会科学院

中国共产党重庆

市委员会党校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大学

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中国共产党重

庆市委员会党

史研究室

重庆大学

郑洁、王婧、姬全

生、刘超、胡卫喜

李家丽

简 敏 、 杨 化 、 周

月、蒋莉、党红

吕红、孙贵艳、李

春艳、孟姣东、任

文灿

付玉联

李果

郭健

李育富

张德昭

朱琦

黄铭

周振超、刘元贺、

李英、陆杨洁、金

灿灿

杨维东、谢金林、

荣婷、刘富胜、柴

樱芝

曹为

徐塞声、徐光煦、

周廷勇、简奕、田

姝

李俊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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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振兴

中的社会风险防范研究

幸福的社会网络效应——基

于中国居民消费的经验研究

经济新常态与中国劳动力市

场效率

新时代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研究

新型种粮大户成长机理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固定资

产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研究

新时代金融精准扶贫理论与

实践——以重庆市金融机构

扶贫案例为蓝本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与财

政金融支农服务创新研究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理

论机理与现实逻辑

经济数字化与全球税收治

理：背景、困境与对策

区域环境治理压力、经济发

展水平与碳中和绩效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策略及路

径研究

高铁重塑区域创新空间结构

的机理与对策研究

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生态与

文化遗产廊道构建研究

重庆市全域现代生态产业体

系的构建路径及策略研究

研究

报告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著作类

研究

报告类

著作类

研究

报告类

2022年4月

《经济研究》，2020年第 6
期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1年8月
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
7月
科学出版社，2021年1月

《改革》，2020年第3期

商务印书馆，2021年11月

科学出版社，2021年12月

《宏观经济研究》，2022年
第9期
《宏观经济研究》，2020年
第6期
《数 量 经 济 技 术 经 济 研

究》，2022年第8期

科学出版社，2020年9月

2021年6月

西 南 财 经 大 学 出 版 社 ，

2022年12月

2021年9月

长江师范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市人民政

府参事室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财经学院

郑万军、李锋、周

伍阳、杨莉

李树、于文超

蒲艳萍、成肖、顾

冉、张玉珂

易淼、刘斌、李月

起

邵腾伟

邱冬阳、彭青青、

赵盼

高永强、肖忠意、

余劲松

高远东、许秀川、

葛明、宫梦瑶

黄庆华、向静、

周密

刘建徽、周志波

周兵、刘婷婷

黄凌云、杨娜、

刘冬冬

王春杨、石超峰、

凌星元、刘靖羽、

陈春

张玉蓉、郑涛、樊

信友

罗胤晨、文传浩、

李星林、李扬杰、

谭美容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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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High—speed Rail Accessibil⁃
ity and Haze Pollution in Chi⁃
na： A Spatial Econometrics
Perspective
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一个多

维驱动模型

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借贷能有

效提升脱贫质量吗？

Historical decarbonization of
global commercial building
oper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中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

策研究

治理视角下的组织工作环

境：一个分析性框架

“距离”：格奥尔格·齐美尔

的社会理论之眼

“农村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为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系列论

文

农村居家养老需求与实施乡

村助老工程研究

四类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

人口空心化治理体系研究

个体老龄化风险评估与老年

照护服务市场供给侧的研究

在线社交网络信息传播建模

与舆情演化分析

全媒体环境下自主品牌形象

提升的符号建构规则及传播

策略研究

论文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著作类

研究

报告类

著作类

著作类

研究

报告类

《Transportation Re⁃
search》，2021年第94卷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

2020年3月
《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
第8期
《Applied Energy》，2022年
第322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2020年
11月
《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
第8期
《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

4期
《中国农村观察》《公共管

理学报》《南京社会科学》

《农业经济问题》《行政论

坛》《探索》《社会保障研

究》共 7篇，分别为 2020
年 第 4 期 、 2022 年 第 3
期、2021年第9期等

中国社会出版社，2022年
8月

2021年4月

新华出版社，2022年12月

科学出版社，2020年11月

2022年2月

重庆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城市管理

职业学院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社会科学院

重庆理工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汪锋、张帆、姚树

洁

高锡荣、单玲玲、

罗扬、何洁、张红

超

王汉杰、韩佳丽

马敏达、向希望、

蔡伟光、马智利

刘万

张彦

何健、张凤翥

王辉、金华宝、宋

敏、张继容、刘芝

钰

田奇恒

王东强、田书芹、

王爱忠、宋凡金、

魏敬周

钱明亮

刘小洋

张燚、刘进平、蒋

慧、丁润、吴珊珊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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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究竟是“网络群体性事件”

还是“网络公共事件”抑或

其他？——关于“网络舆论

聚集”研究的再思考

底层群体为何拒用智能手

机？——基于重庆棒棒的扎

根研究

社交媒体在国外社会运动中

的传播能力及对中国治理的

启示研究

新媒体环境下党的宣传机制

扁平化研究

微信与媒介生态环境

A statistical model of the im⁃
pact of online rumors on the
information quantity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城市、报刊与现代性——以

晚 清 重 庆 报 业 （1897—
1911）为中心的观察

大学生心理素质的特点和影

响因素——基于对大学生线

上调查数据的分析

“三孩”政策下 2022—2050
年城乡托育服务适龄人口与

资源供给

立德树人：师德的养成之道

执行功能对青少年智力发展

的影响：基于神经表征的统

一性与多样性研究

论“用以致学”：指向素养

发展的教学认识论

“双减”背景下高质量课后

服务课程建设的创新路径

论文类

论文类

研究

报告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
年第1期

《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

7期

2022年11月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

2022年8月
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年
10月
《Physica A—Statistical Me⁃
chanics and its Applica⁃
tions》，2020年第541卷

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
6月

《教育研究》，2022年第 7
期

《教育研究》，2022年第 9
期

《教育研究》，2021年第 3
期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

2021年第11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

科学版）》，2021年第2期
《课程·教材·教法》，

2022年11期

重庆大学

四川外国语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董天策、梁辰曦

刘国强、颜廷旺

赵文丹、李珮、李

华、李林、蔡斐

李珮、张璐璐

李林容、陈成、赵

红勋

曾润喜、兰月新、

连芷萱、朱迪、夏

一雪

蔡斐、刘大明

张大均、朱政光

黄宸、李玲

于泽元、王开升

邱江、位东涛、陈

群林

张良

李宝庆、纪品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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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乡村教师教学创新能力影响

因素调查研究

创新后备人才培养的区域探

索与推进建议

信息技术与教学活动的融

合：历史透视和未来展望

建党百年乡村教师队伍政策

演进的逻辑与启示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in
knowledge—rich contexts

“五育融合”引领下教学变

革的价值定位、认识逻辑与

实践理路

教育评价改革的算法追问

成渝双城经济圈高校社会服

务的网络体系与支撑机制研

究

教科书中优秀传统文化道德

形象的价值传承研究

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策略研究

新发展阶段相对贫困的教育

治理机制与行动路径

思政课程教学范式构建论

教师认同发展轨迹的代际研

究

我国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基本理论与逻

辑体系研究

“人和”育德体系的校本化

实践探索

教育是做的哲学——巴蜀小

学教育文集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课程·教材·教法》，

2022年第5期
《中国教育学刊》，2020年
第11期
《课程·教材·教法》，

2022年第9期
《教育研究》，2022年第 2
期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2022年第7期
《课程·教材·教法》，

2022年第3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

科学版）》，2022年第1期
《国 家 教 育 行 政 学 院 学

报》，2022年第5期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2年4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
8月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2年第6期
辽宁人民出版社，2022年
10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1年8月
《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
第11期
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
6月
《中国教育学刊》，2020年
第12期
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
12月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文理学院

西南大学

重庆机电职业

技术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渝中区

人和街小学校

重庆市巴蜀小

学校

朱桂琴、马晓华、

姜帅合

范卿泽、杨颖、

王华

王天平、闫君子

何茜、顾静

杨文静、邱江、陈

群林、孙江洲

赵鑫、吕寒雪

杨欣

孙雪荧

全晓洁

袁潇、董照星、楚

琳、谢良才

余应鸿、张翔

胡守敏、张苏强

蹇世琼

冯小红、刘义兵

冉亚辉

张 婕 、 黄 颖 、 廖

勇、何跃

马 宏 、 潘 南 、 吴

倩、李永强、郭娅

娟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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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文化与情境是如何影响教师

学习的？——以中国教师学

习共同体研究为例

基于综合实践活动的生涯教

育：青少年生涯教育理论与

实践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学生

立体评价的时代意蕴与探索

思路

知识激活阶段的教学条件

中学与大学一体化融合教育

研究

文学话语的设问辞格：历时

视角的个案分析

赛博朋克科幻文化研究

女性跨文化镜像认同：赛珍

珠、史沫特莱、项美丽的中

国叙事研究

一般叙述学研究

稀见晚清宣讲小说整理与研

究系列论文

20世纪域外文论本土化机

制研究

论文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

科学版）》，2022年第 10
期

西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
10月

《国 家 教 育 行 政 学 院 学

报》，2020年第10期
《中小学教材教学》，2021
年第4期

重庆出版社，2021年11月

西 南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

2021年1月
科学出版社，2020年6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年10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2年12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北京社会科

学》《文艺评论》《广西社

会科学》《西华师范大学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中国古代小说

戏剧研究》《北京社会科

学》共 8篇，分别为 2021
年第 6期、2022年第 5期、

2021年第3期、2021年第1
期、2020年第5期等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1年10月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附属

中学校

重庆市教育评

估院

西南大学

重庆市第八中

学校

西南大学

重庆大学

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

郑鑫、刘源、尹弘

飚

欧健、赵渊博、

罗键、刘建勇、秦

绪宝

刘云生

黄梅

周迎春、张泽勇、

梅家烨、陈航、苑

繁宝

张春泉

余泽梅

龙丹

伏飞雄

杨宗红

向天渊、白杰、令

狐兆鹏、王波、丁

茂远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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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南宋地图绘制与题咏——政

治话语与文人话语碰撞中的

南宋士人心态

初唐四杰辞赋研究

《尤利西斯》的认知诗学研

究

国家认同的积极构建及其限

度——论抗战话剧《国家至

上》的成就与问题

多恩研究批评史

漏船载酒：“言意之辨”与

魏晋六朝思想学术研究

语义学新发展研究

《经典释文》 的“音变构

词”与汉魏六朝汉语研究

大学英语慕课建设及应用研

究

传承性与创新性：基于证据

的六级、雅思托福考试效度

对比研究（上、下）

A corpus—based study of
Chinese approximatives
shangxia， qianhou and
zuoyou
汉语常用双音虚词的语法化

研究

《周易》卦爻辞校释

中医隐喻研究

局部语法视域下的英语言语

行为研究

论话语视点的“视点”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研究

报告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论文类

《文学遗产》，2020年第 5
期

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
12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2年7月
《文学评论》，2020年第 4
期

科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2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
10月

2020年4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年8月
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
12月

《Corpus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2021
年第2期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2年2月
西 南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

2020年12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1年8月
《外语教学与研究》，2022
年第6期
《外语教学与研究》，2021
年第2期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

四川外国语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三峡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大学

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三峡学院

李旭婷

何易展

吴显友

李广益

晏奎

袁晶

文旭、唐瑞梁

陈会兵、蒋冀骋、

陈颖、邓奎刚、蒋

斌

马武林、蒋艳

辜向东、肖巍、许

皖栋、李玉龙、王

萍

吴淑琼

雷冬平

王化平

石勇

苏杭、卫乃兴

唐淑华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 15—— 15



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4年第24期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一带一路”背景下电影节

展的文化路径与话语传播

从自然生态到艺术生态：中

国当代艺术的七个切片

古代巴蜀石窟的装饰设计与

形态研究

乡舞·乡愁：重庆非遗舞蹈

口述史研究

中国传统聚落保护研究丛书

——重庆聚落

中国艺术乡建二十年：本土

化问题与方法论困境

观念与行动：从雕塑到公共

艺术

战火中的审美向度——抗战

时期重庆美术研究

重庆深化红色资源保护利用

发展红色旅游研究报告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抢救性记录研究

古元碾庄实践与延安“民族

形式”问题

合作式司法的中国模式 认

罪认罚从宽研究

论刑事综合型证明模式及其

对印证模式的超越

全球科技治理的法律逻辑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未注册商

标的有效保护及其制度重塑

正外部性的经济法激励机制

研究

刑法介入毒品问题治理的中

国模式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研究

报告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九州出版社，2022年8月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2年12月
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
11月
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
11月
中 国 建 筑 工 业 出 版 社 ，

2021年8月
《民族艺术》，2021年第 5
期

重庆出版社，2021年5月
西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
5月

2022年11月

西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
10月
《文艺研究》，2020年第 5
期

中 国 政 法 大 学 出 版 社 ，

2022年4月
《法学研究》，2021年第 1
期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2年12月
《中国法学》，2022年第 5
期

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

法律出版社，2022年10月

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第二师范

学院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大学

四川美术学院

四川美术学院

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市文化和

旅游研究院

重庆市文化和

旅游研究院

重庆市文化和

旅游研究院

重庆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丁钟

邱敏

张乃千、肖宇窗、

肖梦非

王海涛

黄耘、王平妤、张

剑涛

张颖

李竹

黄剑武

侯路、赵云雪、余

炤、张舜、杨胜运

罗敏

郝斌

闫召华

向燕

林泰、张琨蓓

黄汇

胡元聪

石经海、苏青、赵

戈、李鑫、杨红梅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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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关联交易规制的世行范式评

析与中国范式重构

自动驾驶汽车的私法挑战与

应对研究

纠纷解决合作主义：法院调

解社会化研究

个人信息盗窃法律问题研究

民事程序构造研究

土地复垦监管的行政法研究

党内法规制度解释问题研究

刑事庭审调查改革的理论与

实践

预防性犯罪化及其限度研究

支持理论下民事诉讼当事人

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法人依瑕疵决议所为行为之

效力

东亚糖业史研究

生业与文明——中国南、北

及西亚上古社会组织演进比

较

唐宋“道统”概念的演进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

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

瞿秋白与“领导权”的定名

——Hegemony概念的中国

革命旅程（1923—1927）
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研

究

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

的成就与经验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论文类

《法学研究》，2021年第 1
期

中国法制出版社，2022年
11月
商务印书馆，2020年11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8月
法律出版社，2020年12月
法律出版社，2021年12月
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
1月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

2020年9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0年7月
《法学研究》，2020年第 1
期

《法学研究》，2020年第 2
期

科学出版社，2021年11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1年8月
《哲学研究》，2022年第 4
期

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
6月
《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

5期

重庆出版社，2020年6月

《民族研究》，2022年第 2
期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大学

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大学

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

重庆大学

汪青松

郑志峰

曾令健

何培育、李仪、涂

萌、李可书、王鲁瑞

段文波

赵谦

廖秀健、雷浩伟

李文军

张永强

冯晶

徐银波

赵国壮

刘俊男、刘玉亭、

易桂花、陈鹏、田

青

郭畑

李良品

李放春

艾智科、石丽敏、

陶昕、杨雨

朱俊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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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湖南望城高砂脊遗址出土青

铜器科技分析

川盐古道与社会整合、国家

统制的关系研究

中国休耕制度：利益主体、

补偿机制与实施模式

自愿性环境管理对企业价值

的影响机制与提升路径研究

When is the client king? Evi⁃
dence from affiliated—ana⁃
lyst recommendations in Chi⁃
na’s split—share reform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压力对地

方国企并购行为的影响——

来自A股市场的证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文旅融

合发展研究”系列论文

新兴信息消费的环境评估及

治理

成渝双城经济圈军民融合联

勤保障体系规划方案

财务柔性能力与中国上市公

司持续性创新——兼论协调

创新效应与自适应效应

工资保障、压力传递与投资

调整——治理农民工工资拖

欠的跨行业证据

产城融合发展理论与模式创

新研究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著作类

研究

报告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考古》，2021年第10期

科学出版社，2021年11月

科学出版社，2021年8月

经济科学出版社，2022年
11月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20年第2期

《会计研究》，2021年第 9
期

《经济地理》《西南大学学

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共 3篇，分别为 2021年第

6期、2022年第8期、2021
年第1期

科学出版社，2020年8月

2021年12月

《统计研究》，2020年第 5
期

《会计研究》，2022年第 6
期

科学出版社，2020年1月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

军陆军勤务学

院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第二师范

学院

马江波、吴晓桐

杨亭

杨庆媛、苏康传、

涂建军、阎建忠、

王亚辉

王波

曾宏、许年行、江

轩 宇 、 DONGHUI
WU

吴涛、彭宇亭、杨

渝镜

江娟丽、江茂森、

王晓钰

万晓榆、袁野、刘

雪艳、张洪、盛海

刚

韩俊峰、赖祥、苏

永东、龚战胜、邓

安仲

肖忠意、陈志英、

许定宝、林琳

刘斌、李浩然、刘

媛媛

郭莉滨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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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项目导向型供应链创新生态

系统研究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理论

与实证研究

精神型领导对员工职业发展

影响的跨层次作用机制研究

Brand Spillover as a Market⁃
ing Strategy
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下区

域经济合作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

投资利益相关者分析及合作

建设研究

乡村振兴中地方政府的注意

力配置差异与治理逻辑研究

——基于 410份政策文本的

扎根分析

国有自然资源权益核算研究

The Power of Renegotiation
and Monitoring in Software
Outsourcing：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Does pay for individual perfor⁃
mance truly undermine em⁃
ployee creativity? The differ⁃
ent moderating roles of verti⁃
cal and horizontal collectivist
orientations
决策主体、决策制度与规划

质量：一项准自然实验研究

健康服务与管理概论

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机制研究

著作类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著作类

研究

报告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论文类

著作类

著作类

中 国 财 政 经 济 出 版 社 ，

2022年5月
经济科学出版社，2022年
6月
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年
3月
《Management Science》 ，

2022年第7期
科学出版社，2022年11月

2020年2月

《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
第9期

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
8月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21年第4期

《Human Resource Manage⁃
ment》，2022年第1期

《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
第8期

西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
12月
南开大学出版社，2022年
4月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大学

陈伟

徐细雄

章璐璐、杨付、卿

涛、古银华、凌玲

周宇、吴肖乐

孟卫东、王春杨、

黄波

谭英双、林勇、周

柯秋成、衡爱民、

涂青媛

彭小兵、彭洋

王世杰

徐鸿雁、黄河、胡

旻 卉 、 Robert J.
Kauffman

张勇、贺伟、龙立

荣、张军伟

刘泽

吴宗辉、游莉、胡

永国、胡晓琳、苟

翠萍

向鹏成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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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166

167

168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市场行为

演变与竞争秩序监管

关键关系——B2B渠道中管

理者联结的治理研究

权力感对炫耀性亲社会行为

的影响

Value co—creation and ap⁃
propriation of platform—

based alliances in cooperative
advertising

著作类

著作类

论文类

论文类

科学出版社，2022年2月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

2020年12月
《心理学报》，2020年第 12
期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21年第 7
期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大学

卢安文、熊灏、刘

进

杨翩翩

姚琦、吴章建、符

国群

陈逢文、张露、夏

森茂、申成然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果

形式

出版社（杂志）名、出版

（发表）时间/完成时间
报送单位

成果主要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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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第九届重庆市发展研究优秀成果名单
（同等级奖项排名不分先后）

一、特等奖（空缺）

二、一等奖（25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建设好西部陆海新通道，积极参与国内国际

经济双循环研究

重庆承接产业转移新趋势对策研究

科技创新引领重庆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战略研究

将长江上游种质创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纳入国家战略的研究

“十四五”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

全方位支持基础学科发展的研究

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机制研究

建议开通中欧班列国际运邮新线路的对策研

究

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的对策研究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路径研究

新时期重庆口粮安全战略保障措施研究

探索我市“三社”促“三变”有效形式研究

俄乌冲突对重庆经济运行的冲击影响及对策

研究

推进巴蜀地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的实践路径研究

我市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风貌区更新改造中

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新发展阶段重庆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内涵特

征、评价指标及实践路径研究

黄承锋、李红镝、雷洋、李豪、

王春杨

李志国、蔡华、张洪武、赵骅

李华、王睿、陈秀、郭永彩、张

爱瑜

夏庆友、曾庆洪、王震

张卫国、曾庆洪、刘新智、涂建

军、祝浩翔

左金隆

王煜宇、何泓宇、常仟、刘宇

杰、罗娅木兰

蹇洁

黄洪、向飞宇

陈松柏、孙小丽、张洪松、刘

丁、杨勇

向仲怀、张洪松、陈松柏、孙小

丽、胡晓群

卢向虎、侯金亮、毕茹、杨延

梅、彭双玉

王睿、严艳萍、李佳、喻浩、刘

朝

方旭、谢烨蔓、左涛、周廷勇、

杨帆

曹银涛、边静、陈林玲

罗伟、彭劲松、黄意武、程凯、

李钰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市农业技术推

广总站

重庆市老科学技术

工作者协会

重庆社会科学院

重庆大学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社会科学院

重庆社会科学院

序号 成 果 名 称 完 成 人 第一完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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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重庆市民办义务教育工作评估与改革发展研究

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内涵及指标体系研究

大力发展“城市矿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

对策研究

重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

氢储能产业发展趋势及重庆应对研究

重庆市2021年度政务公开研究报告

加快网络安全技术保障体系建设 全面提升我

市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全面构建我市学生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体系

研究

重庆市重大决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标准体系

研究

宋乃庆、张辉蓉、盛雅琦、罗士

琰、李健

刘嗣方、彭国川、朱旭森、代云

川、李钰

周雄、季炫宇、牟丽娇、刘学

来、秦悦悦

王胜、何佳晓、王延伟、代云川

彭国川、张凤太、官冬杰、朱旭

森、王欢欢

秦鹏、董正爱、唐培林、田宗

榜、杜辉

黄东东、张晨原、李南枢、郭

亮、程克非

冉霞、钟儒成、陈鹏磊

刘晓敬、卢向虎、冉龙江、许文

胜、杨婧

西南大学

重庆社会科学院

重庆科技大学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社会科学院

重庆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

重庆社会科学院

序号 成 果 名 称 完 成 人 第一完成单位

三、二等奖（43项）

1

2

3

4

5

6

7

8

9

10

统筹推进成渝地区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研究

重庆主城都市区发展战略研究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重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

径研究

重庆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加快推进我市工业软件产业优化升级的路径

研究

努力把重庆打造成为西部地区中医药现代化

国际化高地的路径研究

加快建设重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相关问题研究

借鉴深圳科技、产业、金融、人才循环经验

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重庆市高等院校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究

重庆市物流业中长期发展研究

冯业栋、宋增基、李华、熊磊、

张铄

骆东奇、李斌、赵伟、石永明、

龚杰

余贵玲、李权、夏月、李林、简

华球

黎智洪、何睦、周松江、代茂

利、吴家旭

樊自甫、付佳、张伟、申笑宇、

陈秋实

朱高云

严晓光、李伶俐、胡小英、祝露

西、陈乾

唐于渝

朱才朝、康治平、冉戎、王丹、

肖韶

陆成云、谢雨蓉、贺兴东、刘文

华、刘伟

重庆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市综合经济研

究院

重庆社会科学院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社会科学院

重庆市生产力发展

中心

重庆社会科学院

重庆大学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综合运输研究所

序号 成 果 名 称 完 成 人 第一完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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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推动我市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重庆民宿产业现状及问题研究

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下重庆立体口岸联动作业

与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研究

疏通七大堵点 拓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功能

关于对全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思考

我市建设全国首个“智慧乡村人才超市”，助

推乡村人才振兴的对策研究

引入“时间银行”互助模式 创新增强村民小

组联户组织功能研究

推动重庆乡村旅游提质升级的实现路径研究

重庆市“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研

究

加快推进我市人文化现代大都市建设的对策

研究

根据传统文化和时代特征优化高校毕业典礼

的对策研究

加强红岩革命文物商标保护的对策研究

充分利用红色资源 进一步加强重庆政治建设

研究

加快研究传播 提升红岩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

革命精神谱系中的地位

讲好重庆故事提升我市国际传播能力的研究

重庆市应急物流体系建设研究

完善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的对策研究

“渝事好商量”听民声解民忧聚共识思路研究

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面临多重现实困境及对

策研究

重庆市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实证研究

打造“两江四岸”休闲空间的研究

高等职业本科教育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

办法研究

吕昕、赵宏岳、蔡东伟、石渝、

孟京

周芳名、黄河、胡奇强、曹思

华、葛雅兰

张瑞、许茂增、谢晓东、李顺勇

任其亮、刘晓敬、刘玮、王欣、

陈科

邓靖

欧璟华、胡琨、刘嶺、杨挺、李

俊

田书芹、王东强

王志清、熊建立、黄玲、周科、

熊雨思

陈晓莉

陈洪娟、徐久清、王黎明、邓建

国、刘颖

黄大勇、宋湘琴、谢正发

高静波

王群、唐雪玲、杨杰、侯晋雄、

杨邱

吴大兵、刘颖、王芳、华玲、张

思璐

朱军、王春山

张倵瑃、陈卓

张军、甘宇、唐中林、桂明华、

方奎

李孜

孙秀玲

严怡、石定芳、郭亮、韦俊

余长江、胡尚全、李勋华、冉

祥、左燕

覃朝玲

郝明君、杨琴、罗洪川、张陈、

柏伟

重庆社会科学院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社会科学院

重庆大学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三峡学院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师范大学

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社会科学院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

文化中心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西南大学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西南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序号 成 果 名 称 完 成 人 第一完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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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推动落实《重庆市河长制条例》的重点措施

研究

我市开展农业农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举措研

究

推动长江经济带三峡库区绿色协同发展的对

策研究

促进生态移民搬迁的规划自然资源政策研究

亟需提前部署“旱涝急转”引发地质灾害的

应对措施

重庆市校园欺凌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

防范我市未成年人因畸形“饭圈追星”成为

诈骗对象的对策研究

港澳“一国两制”实践面临的问题及相关工

作对策研究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互联互通问题的实践

探索与经验启示研究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路径优化研究

谢开智、张伟进、黄鑫、马银

玲、李卓凌

谢正发、陈成龙、黄晓慧、李小

春、王玲

罗伟华

张伟、聂朝昭、刘俊兰

戴志颖、杜乐、谢晓彤、王浩

杨梨、秦定龙、田懿、崔永鸿、

徐迎春

陈红、郑荣哲、魏光禧、魏海

亮、邱福军

吴昌凡、张伟进、谢攀

宋国华、肖玲玲、倪聪聪、何

琴、曾林

温丙存、郑悠、马文波、张红

芍、李松耕

重庆社会科学院

长江师范学院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邮电大学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科技大学

重庆警察学院

重庆社会科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序号 成 果 名 称 完 成 人 第一完成单位

四、三等奖（32项）

1

2

3

4

5

6

7

8

9

服务国家战略的重庆实践研究报告

成渝地区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体制机制

研究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法律服务标准

化、均等化、便利化研究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经验借

鉴及对策研究

加快发展重庆科技服务业的对策研究

进一步完善我市科技特派员制度研究

过境免签政策实施存在的痛点及优化政策研

究

“绿天鹅事件”背景下整体推进我市气候投融

资试点工作先行先试研究

加快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路径研究

莫远明、周兵、徐园媛、罗晶、

姜申未

张永恒、杨姝、谭愉月、程大伟

张渝、闫竑羽

杨延梅、周宏光、张昌明、李广

辉、杨俊玲

张振杰、彭娟

李科、戴中亮、丁睿、江优优、

李苑凌

谢非、贾永强、杨馨宁、陈学

梅、袁露航

王延伟、李万慧

陈银华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社会科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生产力促进中

心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社会科学院

重庆江北嘴财经智

库研究会

序号 成 果 名 称 完 成 人 第一完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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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加快推动我市地票跨区域交易的研究

重庆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山区农户兼业条件下的耕地“保粮”经验—

重庆市武隆区粮食安全调研报告

进一步深化重庆文旅融合体制机制改革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青年精神文明建设

研究

川渝红色旅游文化“十新”整合发展研究

加强重庆城市雕塑规划与建设思路研究

加强“陆贽在忠州”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

用的对策研究

坚持“六个明确”加快制定《重庆市养老服

务条例》的研究

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制度相关研究

重庆市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

及配套支持措施研究

激发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的影响因素及

其应对策略

重庆市博士后事业发展研究报告 （2019—
2022）
重庆市建设“智能+技能”数字技能人才培养

试验区相关问题研究

跳水运动员“TOT”困扰下赢得东京奥运双金

的心路历程研究

绿色发展背景下重庆碳总量调控机制优化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重庆能源结构优化与经

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舆论场间博弈及治理研究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

险治理研究

《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修订起草研究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超级应急物资供应链

研究

筑牢我市校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安全防线的

对策研究

当前党内法规执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

研究

方江涛、王林、吴文建

杨果、张莉、刘楝子、严伟涛、

肖端

袁明宝、郭凌燕、肖亚成、潘家

恩

杨红、雷莹、胡志毅

张晓庆、侯玲、李若岩、柯佳

敏、仲娜

徐仲伟

彭江林

杨姝、张永恒

李严昌、李征、郑阿萍

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姜玲、刘卓、刘国辉、何杨、李

云飞

何侍昌

吴叶林、易君、苏赋、李欣、黎

蔚瑶

袁野、万晓榆、张洪

符明秋、李彬彬、董思梦、王

洪、施廷懋

孙贵艳、漆明亮、李佑静、陈甲全

李小春、张烨

黄建华

荣婷、卫成杰、张爽、陈洁、陈

福林

宋宗宇、张晨原、孙静科、程

奕、柳青

崔利刚、刘永、谌微微

雷浩伟、邓斌

商爱玲、程晓宇

重庆科技大学

重庆社会科学院

西南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社会科学院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重庆市人口学会

重庆市涪陵区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

西南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社会科学院

长江师范学院

西南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序号 成 果 名 称 完 成 人 第一完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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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重庆市全面推动紧密型区县域

医疗卫生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渝府办发〔2024〕95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全面推动紧密型区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12月24日

重庆市全面推动紧密型区县域
医疗卫生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为全面推动我市紧密型区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以下简称区县域医共体）高质量发展，根据国

家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让群众就近就便享有公平

可及、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等健康服务。到2025年年底，力争全市90%以上的区县（自治

县，以下简称区县）基本建成人财物统一管理、权责清晰、运行高效、分工协作、服务连续、信息

共享的区县域医共体。到2027年年底，全市紧密型区县域医共体基本实现区县全覆盖，分级诊疗体

系基本建成，区县域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明显提升，群众就近就医获得感明显增强。

二、创新组建模式，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一）科学组建区县域医共体。根据地理位置、服务人口等情况，组建由区县级医院牵头，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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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家区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组成的区县域医共体。区县域医共

体成员单位法人资格原则上保持不变。区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应为二级及以上的非营利性综合医院

或者中医医院。牵头医院主要负责区县域医共体内人力资源下沉、技术支撑、双向转诊、健康管

理、学科建设、医保总额支付、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等工作。人口较少的区县可探索组建区县级总医

院，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总医院分院，实行“总医院+分院”的运行模式。支持服务

人口少、能力不足的乡镇卫生院由邻近的区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或者甲级乡镇卫生院托管。支持专

业公共卫生机构通过派驻疾控监督员、制定公共卫生责任清单等方式参与区县域医共体公共卫生工

作的监督管理。按照自愿原则，鼓励引导社会力量举办的医疗机构加入区县域医共体。

（二）建立市属医院对区县域医共体的帮扶机制。加强市属二、三级医院与区县域医共体合作，

通过人员培训、专科共建、临床带教、远程协同、科研和项目协作等方式，提升区县域医共体服务

能力和管理水平。实施“市聘县用”改革，建立市属医院医务人员到区县域医共体帮扶机制。持续

开展“潮汐式”医疗援助、医疗人才“组团式”帮扶等工作，加强城乡联动。

（三）加强乡村一体化管理。健全以乡带村帮扶机制，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逐步转为乡镇卫生

院延伸举办的村级医疗服务点。对临近乡镇卫生院、服务人口低于800人的行政村，以及短期内招不

到合格乡村医生的行政村，通过乡镇卫生院定期巡诊、派驻人员以及邻村共建等方式，保障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供给。

（四）打造现代社区健康服务新模式。发挥区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龙头作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下沉，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体，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网格，以数智健康平台为支撑，为

居民提供连续规范、高效便捷的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双向转诊、长期康复、医养结合、安宁疗

护、家庭医疗、社区托育等一站式主动健康服务。

三、坚持政府主导，健全区县域医共体管理体制

（五）健全区县域医共体领导机制。建立由区县政府主导，机构编制、发展改革、财政、人力社

保、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医保、药监等部门及乡镇、街道和区县域医共体成员单位共同参与的区

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专班，统筹区县域医共体规划建设、投入保障、人事制度安排等重大事项。工

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在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办公室主任由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担

任，成员由相关部门分管负责人担任，负责研究制定区县域医共体相关政策，解决建设中的具体问

题，统筹绩效考核和监管。

（六）健全区县域医共体管理机制。支持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整合卫生系统资源和力量，建强

区县域医共体管理专职队伍，推进区县域医共体“六统一”管理和“七大智慧平台”“五大共享中

心”建设，以及区县域医共体人员调配、资源调度、“资金池”建设等，研究制定区县域医共体配套

文件，开展区县域医共体运行监测分析、绩效评价、综合管理等日常工作。

四、推进资源重整，完善区县域医共体运行机制

（七）推进区县域医共体管理“六统一”

1．统一组织管理。区县域医共体应当成立理事会，制定医共体章程，完善牵头医院和成员单位

共同参与、定期协商的议事决策制度。建立“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共体理事会—牵头医院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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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单位”管理架构，提高区县域医共体运行效率。加强区县域医共体内党组织建设，理顺党委与

行政领导班子议事决策程序，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用。选

强配齐区县域医共体负责人员，其中理事会成员要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代表。区县域医共体负责人

员由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名，成员单位负责人和班子成员由区县域医共体提名并征求区县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意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任免。

2．统一人事管理。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人口、业务发展需要，提

出动态调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建议，按程序报同级机构编制部门批准后实施。建立健全区县域

医共体人才引进和交流机制，统一开展基层全科医生、中医医师、公共卫生医师、药师等培养和招

聘。深化“县聘乡用”改革，拓展下派人员专业范围。推进“乡聘村用”改革，乡镇卫生院采用余

编招录或者编外聘用方式，招聘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人员到村卫生室工作，推动乡村医生执业

医师化。

3．统一财务管理。健全“资金池”管理机制，在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及

相关预算和资金管理制度规定的总体框架下，鼓励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一定比例提取各成员单

位医疗服务收入，整合财政补助的运行、建设等资金，建立卫生发展“资金池”，统筹用于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发展。区县域医共体对成员单位单独设账、集中核算，有条件的实行统一账户管理。加强

区县域医共体内部经济运行分析，严格内审管理，合理控制成本。

4．统一业务管理。区县域医共体统一建立规章制度和技术规范、业务培训、质量控制等标准，

强化医疗质量和安全管理，推进医疗服务同质化。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统一双向转诊标准。探索统

一区县域医共体内多病种临床路径管理，统筹调剂使用区县域医共体内床位、号源。推进上下级医

疗机构用药衔接，实现目录统一、处方自由流动。从药品耗材供应、存储、使用、监管等全链条加

强区县域医共体药械管理。

5．统一绩效管理。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定期开展区县域医共体考核，考核结果

与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医保基金支付、绩效工资总量核定以及负责人员薪酬、任免、奖惩等挂

钩。建立健全区县域医共体内部考核机制，考核指标向资源下沉、巡诊派驻、家庭医生签约、成本

控制、群众健康等方面倾斜，合理确定医保基金结余留用收入、绩效工资等在成员单位中的分配，

建立长效激励机制。

6．统一后勤管理。建立区县域医共体“项目库”，统筹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建设、房屋设施维

修、医废收集处理、医用物品消毒洗涤等。建立区县域医共体“设备库”，统筹区县域医共体医疗设

备采购配置，推动医疗设备以旧换新、循环利用等，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

（八）统筹建立区县域“七大智慧平台”

1．建立“3大智慧医疗平台”。统筹建立区县域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开展远程诊疗会诊、手术指

导、查房监护、双向转诊、教学培训等服务。统筹建立区县域互联网医院平台，为常见病、多发病

复诊患者提供健康咨询、诊疗等互联网医疗服务。统筹建立区县域医护调度平台，为有需求的老年

人或者行动不便的居家患者提供医护上门服务。

2．建立“2大智慧应急平台”。统筹建立区县域疫情应急处置平台，提升传染病风险感知、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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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判和应急指挥调度能力。统筹建立区县域医疗应急调度平台，有效实现智慧调度、质量控制、生

命体征信息监测，提高急救效率。

3．建立“2大智慧管理平台”。统筹建立区县域健康管理平台，为居民建立“一人一码一档”的

全生命周期电子健康档案，促进居民自我健康管理；对慢性病患者、老年人、儿童、孕产妇、重大

传染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实行分类分色管理。统筹建立区县域药事管理和处方前置审核平台，开展

处方点评和用药指导。鼓励建立区县域医共体中心药房，建立缺药登记和配送制度，解决乡村居民

用药问题。鼓励在区县级中医医院建立中药饮片供应中心和共享中药房，统一中药饮片采购、调

配、炮制、煎煮和配送服务。

（九）建立完善区县域“五大共享中心”

1．完善“4大诊断共享中心”。合理布局区县域内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病理诊断资

源共享中心。加强村卫生室心电设备配备。完善区县域诊断共享中心规范化、标准化、同质化的质

量管理体系和利益分配机制，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

2．统筹建立区县域消毒供应共享中心。根据成员单位能力基础等情况，统筹区县域医疗卫生机

构可重复使用的手术器械、检查器械、植入耗材的清洗、消毒、灭菌服务及一次性无菌物品供应服

务，提高消毒供应服务效率和质量。

五、强化保障措施，完善区县域医共体支持政策

（十）落实政府投入保障责任。区县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等发展建设

支出，由区县政府根据发展建设规划足额安排。区县政府新增卫生健康财政支出向区县域医共体内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适当倾斜。

（十一） 完善医保相关政策。对紧密型区县域医共体实行医保基金总额付费，完善结余留用机

制，结余资金作为区县域医共体医疗机构业务收入。落实区县域医共体医保基金使用内部监督管理

责任。对中医医疗机构牵头组建的紧密型区县域医共体在总额预算上适当倾斜。完善“互联网+”医

疗服务价格政策，促进互联网诊疗、远程会诊等医疗服务向基层延伸。

（十二）优化薪酬管理。落实“两个允许”要求，统筹平衡区县、乡镇（街道）两级绩效工资水

平，合理调控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间人员收入差距，建立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内部分配机制，

收入分配重点向工作任务较重、条件相对艰苦的岗位倾斜。支持对区县域医共体内各级医疗卫生机

构负责人实行年薪制。

附件：1．主要核心绩效指标表

2．紧密型区县域医共体建设监测指标体系（2024版）

3．“四个重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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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主要核心绩效指标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指 标 名 称

紧密型区县域医共体建设区县覆盖率

下派“县聘乡用”人员累计数量

下派“乡聘村用”人员累计数量

区县域“七大智慧平台”建设覆盖率

区县域“五大共享中心”建设覆盖率

“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患者数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与区县级医

院医务人员收入比值

区县域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占比

“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达到国家基本标准及以上的机

构占比

家庭医生全人群签约服务人数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

单位

%

人

人

%

%

万人

%

%

%

万人

%

%

2023年

指标值

46.34

2048

352

—

69.94

300

0.81

56.60

67.88

1177

62

70.52

≥90
4000

500

≥90
≥90
500

≥0.85

≥58

90

1300

≥65
≥72

2025年

目标值

100

6000

800

100

100

800

≥0.90

≥60

≥90
1500

≥67
≥74

2027年

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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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紧密型区县域医共体建设监测指标体系
（2024版）

一、紧密型——推进

组织、人事、财务、

业务、绩效、后勤等

统一管理。

二、同质化——推动

资源下沉，提升区县

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与质量。

1．资源统一管理

2．医共体内部民主

决策

3．服务协同联动

4．二级及以上医疗

卫生机构中级及以上

医师到基层医疗卫生

机 构 派 驻 人 数

（人） /每万常住人口

5．影像心电中心服

务开展与心电设备村

级覆盖率（%）

6．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人均收入与牵头医

院人均收入的比值

统一人员招聘和使用，统筹平衡区县、乡镇两级绩效工资水平。

对成员单位单独设账、集中核算，或实行统一账户管理。药品检

验资源统一管理，畅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区县级医院用药衔接。

制定区县域医共体管理章程及相关制度，成员单位参与决策，在

绩效考核、收入分配、职称评聘等方面有更多自主权。医共体负

责人员中要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代表。牵头机构能够代表全部成

员单位与医保经办机构签订协议。

统一区县域医共体内规章制度和技术规范等标准，医共体内外转

诊规范有序顺畅，做好跟踪接续服务。信息系统数据互通共享，

远程医疗延伸到乡村，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共

享。健全区县域医共体传染病监测预警。

【计算方法】

二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中级及以上医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派

驻人数（人） =年内二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中级及以上医师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派驻 6个月以上的人数（人）×10000/区县域

内常住人口数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计算方法】

（1）每万常住人口影像、心电中心开展远程影像诊断数量=远程

医学影像（含影像、心电、超声、核医学、肌电图、脑电图等）

诊断人次数×10000/区县域内常住人口数

（2）心电设备村级配备率=配备心电设备的行政村卫生室数/区县

域内行政村卫生室总数×100%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计算方法】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均收入与牵头医院人均收入的比值=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人均收入/牵头医院人均收入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财务年报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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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分工——促进

有序就医格局形成。

四、提效能——促进

医疗卫生资源有效利

用和提高医保基金使

用效能。

7．区县域内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

占比（%）

8．医保基金区县域

内支出占比（不含药

店）（%）

9．区县域内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医保基金

支出占比（%）

10．参保人在区县域

内 住 院 人 均 费 用

（元）及增长率（%）

11．参保人区县域内

住院人次占比（%）

12．区县域内中医类

诊疗量占比（%）

【计算方法】

区县域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占比（%） =区县域内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区县域内总诊疗人次×100%

其中，区县域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卫生院（街道卫生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门诊部

（包括综合门诊部、中医门诊部、中西医结合门诊部、民族医门

诊部和专科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医务室、护理站。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计算方法】

医保基金区县域内支出占比（不含药店）（%）=区县域内定点医

疗卫生机构医保基金支出/全区县医保基金支出总额 （不含药

店）×100%

【数据来源】地方医保部门

【计算方法】

区县域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保基金支出占比（%） =区县域内

定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保基金支出/区县域内全部定点医疗卫

生机构医保基金支出×100%

【数据来源】地方医保部门

【计算方法】

（1）参保人在区县域内住院人均费用（元） =全区县参保人区县

域内住院总费用/全县参保人区县域内住院人数

（2）参保人在区县域内住院人均费用增长率（%） =（本年度全

区县参保人在区县域内住院人均费用－上一年度全区县参保人在

区县域内住院人均费用） /上一年度全区县参保人在区县域内住

院人均费用×100%

【数据来源】地方医保部门

【计算方法】

参保人区县域内住院人次占比（%） =全区县参保人区县域内住

院人次/全区县参保人住院总人次×100%

【数据来源】地方医保部门

【计算方法】

区县域内中医类诊疗量占比（%）=（中医类医疗机构诊疗量+非

中医类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诊疗量+村卫生室中医诊疗量） /

区县域内总诊疗量×100%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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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健康——提升

区县域居民获得感和

健康水平。

13．区县域内慢性病

健康管理人群住院率

（%）

14．区县域内四类慢

性 病 过 早 死 亡 率

（%）

【计算方法】

区县域内慢性病健康管理人群住院率（%） =年内慢性病健康管

理人群在医保系统中有出院记录的人次数/区县域内慢性病患者

建档人数×100%；慢性病主要是高血压和糖尿病，管理建档人

数需符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要求。

【数据来源】地方医保部门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计算方法】

36—69岁人群因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死亡的（无条件）概率。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注：“紧密型”为定性指标，通过政策文件、实物及资料佐证、访谈调查等综合评判，以有明确

的制度安排并已组织实施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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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四个重大”清单

类 别

重大项目

重大改革

重大政策

重大平台

名 称

重庆市区县域医共体设备更新项目

区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建设项目

“四级贯通”梯次人才帮带机制

“五大共享中心”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共享

“七大智慧平台”推进医共体数字化建设

现代社区健康服务新模式

关于开展卫生人才“市聘县用”工作的实施方案

关于推进家庭医生服务和村 （社区） 网格“双向融

合”加强基层健康治理机制的指导意见

关于开展现代社区健康服务模式改革试点的实施方案

“云医”“医检互认”“疫智防控”“智慧急救”“健康一

生”“家医有约”应用

牵头单位

市卫生健康委、市发展改革委

市卫生健康委、市发展改革委、市

财政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卫生健康委

市卫生健康委

市卫生健康委

市卫生健康委、市人力社保局

市卫生健康委、市委社会工作部

市卫生健康委

市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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