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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2021—2022 学年

经贸学院 校字[2022] 第 89 号 吕红军签发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关于公布 2022 年度

“校级创新团队”建设支持名单的通知

各部门：

根据《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校级创新团队建设与管理办法》

规定，经团队自主申报、部门推荐，共收到 7 个团队的建设

申请。经科研部初审、专家评审和学校终审，确定《文旅融

合研究团队》等三个团队入选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2022 年度

“校级创新团队”建设支持名单，具体名单见附件 1。

创新团队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开展有组

织科研，促进学科交叉，不断提高校政行企协同创新能力，

圆满完成未来三年建设任务，具体见附件 2。二级部门要帮

助创新团队解决各种问题，总结团队建设成功经验并加以推

广，为创新团队实现滚动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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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2022 年度“校级创新团队”

建设支持名单

附件 2：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2022 年度“校级创新团队”

建设任务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主题词：公布 2022 年度 校级创新团队 名单 通知

抄 送：王书记 吕校长 方副校长 李副书记 靳常务副校长 陈副校长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办公室2022年 12月 31日印发

（共印 15 份）



3

附件 1：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2022 年度“校级创新团队”

建设支持名单

序

号
批准号

团队

带头人
团队名称

资助

额度
建设周期

1 2022XJTD01 江海旭
文旅融合研

究团队

6 万

元
2022.12-2025.12

2 2022XJTD02 赵世阔
公司治理创

新团队

6 万

元
2022.12-2025.12

3 2022XJTD03 朴曙颖

文化遗产国

际化研究团

队

6 万

元
2022.12-20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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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2022 年度“校级创新团队”

建设任务

一、文旅融合研究团队

研究方向 旅游新业态

一、主要成员

1.校内：

（1）教师：江海旭、高欣、孙世鑫、于登玺、李沛澎、佟辰、任丽

莉、郭志军

（2）学生：侯可滢

2.校外：

（1）马慧强，山西财经大学文化旅游与新闻艺术学院科研副院长，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张宏胜，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处处长

（3）王芳，旅顺口区乡村振兴局局长

（4）冯志科，大连市导游协会会长

（5）傅文臣，大连会议展览行业协会会长

（6）刘璟，大连旅顺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二、未来三年拟攻克的重大问题

精准分析旅顺、大连乃至辽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充分的实地调研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以期为辽宁范围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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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三年任务分解

（一）承担科研项目

1.省社科基金项目

（1）辽宁乡村夜间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文化资源活化利用研究，

负责人：孙世鑫、江海旭、任丽莉

（2）数字文旅赋能辽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负责人：于

登玺、江海旭、任丽莉

（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会展项目赋能辽宁乡村区域产业新业态发

展路径研究，负责人：李沛澎、高欣、佟辰

（4）乡村振兴背景下节事活动助推辽宁乡村发展战略研究，负责人：

佟辰、高欣、李沛澎

2.省科技厅项目

（1）辽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机制创新、政策优化与路径选择，负

责人：江海旭、高欣、孙世鑫、任丽莉

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基于扎根理论的传统乡土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共振效应研究，

负责人：江海旭、高欣、郭志军、马慧强

（二）发表高水平论文

1.东北地区乡村旅游者幸福感影响因素——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旅

游学刊，负责人：江海旭、高欣、孙世鑫

2.文化创意助推农村宅基地旅游开发路径及对策研究，建筑科学，负

责人：任丽莉、江海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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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体验经济理论的旅顺乡村节庆活动发展路径研究——以中国

农民丰收节为例，资源开发与市场，负责人：李沛澎、高欣、佟辰

4.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发展模式研究，资源开发与市场，负责人：

马慧强、江海旭

5.乡村振兴背景下双线展会助力辽宁乡村经济发展路径研究，现代管

理科学，负责人：佟辰、高欣、李沛澎

（三）出版高水平专著

1.辽宁乡村旅游调查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负责人：江海旭、

高欣、孙世鑫等

（四）提交高质量资政建议

1.关于推进我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辽宁省文旅厅，负责

人：江海旭、高欣、孙世鑫、李沛澎、任丽莉

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背景下大连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大连市文旅局，负责人：江海旭、于登玺、李沛澎

3.关于双线展会助推大连乡村经济发展路径研究，大连会议展览行业

协会，负责人：佟辰、高欣、李沛澎

4.关于推进我区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建设路径研究，旅顺乡村振兴局，

任丽莉、负责人：江海旭、李沛澎、于登玺

5.关于推进我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旅顺乡村振兴局，负

责人：江海旭、孙世鑫、李沛澎、任丽莉

（五）冲击省政府科研奖励

1.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2021-2022 年度）调研报告类，辽宁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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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调查研究报告，2024 年，负责人：江海旭、高欣、孙世鑫、李

沛澎、任丽莉

（六）自身成长性

1.引育博士师资

（1）引进：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裴倩

（2）培育：辽宁大学商学院，于登玺、郭舒或李英

（七）反哺教学

1.吸纳本科生及学位论文

侯可滢，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旅顺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研究

2.联合培养研究生

侯可滢，导师：马慧强（山西财经大学）、江海旭（联合培养）

（八）其他

1.辽宁农业文化遗产的利用对乡村旅游的促进机制研究，绥化学院学

报，负责人：孙世鑫、江海旭

2.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辽宁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活化路径研究，渤海

大学学报，负责人：江海旭、高欣、孙世鑫

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会展项目赋能辽宁乡村区域产业新业态发展

路径研究，绥化学院学报，负责人：李沛澎、高欣、任丽莉

4.辽宁沿海经济带六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路径研究，吉林工商

学院学报，负责人：于登玺、江海旭

5.乡村振兴背景下节事活动助推辽宁乡村发展战略研究，黑龙江工业

学院学报，负责人：佟辰、高欣、李沛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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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治理创新团队

研究方向
聚焦辽宁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研究党建引领的国有企业内部控

制、组织建设、社会责任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有效性评价

一、主要成员

1.校内：

（1）教师：赵世阔、王伯伦、杨淼、孙一、鞠枝宏、刘文姣、林佳

文

（2）学生：任真、朱影、雷金怡

2.校外：

（1）程莉，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高级会计

师，博士

（2）唐大鹏，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3）陈艳，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4）王家永，大连市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协会党委书记，副

主任

（5）宋辰，大连市旅顺口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

二、未来三年拟攻克的重大问题

1.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研究

2.国有企业组织建设

3.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与会计舞弊研究

4.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有效性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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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三年任务分解

（一）承担科研项目

1.省社科基金项目

（1）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与生态创新——基于组织双元性的调节效应，

负责人：杨淼、鞠枝宏

2.省科技厅项目

（1）辽宁省科技项目经费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研究，负责人：赵世阔、

杨淼、鞠枝宏

3.教育部项目

（1）国有企业 ESG 绩效与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负责人：杨淼、

刘文姣

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冲击国家社科基金

（二）发表高水平论文

1.合规导向下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建设——以 L企业为例，财会通讯，

负责人：王伯伦、唐大鹏

2.Cognitive Rationalization in Occupational Fraud: Structure Exploration

and Scale Developmen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Yang Miao, Chen Yizao

3.中国财会监督的理论与实践，核心期刊（具体刊物待定），负责人：

赵世阔、王琳馨

（三）出版高水平专著

1.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中国经济出版社，负责人：唐大鹏、王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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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出版社待

定，负责人：杨淼

（四）提交高质量资政建议

1.咨政建议

（1）内部控制，大连市国资委，负责人：王伯伦、唐大鹏、孙一

（2）财会监督，大连市科技局，负责人：赵世阔、陈艳、林佳文

（3）财会监督，大连市财政局，负责人：赵世阔、杨淼、陈艳

2.应用单位

（1）内部控制，大连市旅顺口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负责

人：王伯伦、唐大鹏、鞠枝宏、刘文姣、林佳文

（2）公司治理，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赵世

阔、孙一、鞠枝宏、林佳文

（3）公司治理，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赵世阔、

孙一、刘文姣

（五）自身成长性

1.引育博士师资

（1）培育：王伯伦，2023 年申请攻读博士

（六）反哺教学

1.吸纳本科生及学位论文

（1）李晓双，城市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研究——以徽商银行为例

（2）勾迪，保险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研究——以中国太平保

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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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天洋，电力行业财务内部控制研究——以大唐新能源公司为

例

（4）王琳馨，辽宁财会监督路径研究

（5）朱影，辽宁国有企业混改路径研究——以瓦轴为例

（6）任真，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研究——以獐子岛为例

（7）颜晓慧，双碳背景下上市公司 ESG 表现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以伊利股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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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遗产国际化研究团队

研究方向 辽宁文化遗产国际化

一、主要成员

1.校内：

（1）教师：朴曙颖、刘佳、张颖、夏冰冰、卢聪、路静怡

（2）学生：李若水、王胜楠、王森

2.校外：

（1）尹敬爱，大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韩国语系副教授

（2）陈策，大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礼宾文化新闻处处长

（3）陈洪岩，旅顺 203 樱花园文化旅游办公室主任

二、未来三年拟攻克的重大问题

为大连市“东亚文化之都”建设和“一带一路”背景下辽宁省

深度参与东亚区域合作提供理论支持、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三、未来三年任务分解

（一）承担科研项目

1. 省社科基金项目

（1）东亚区域合作视域下大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产业化研究，

负责人：朴曙颖、刘佳、张颖

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未来终极目标、思路）

（1）《辽宁文化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下），周连科，辽

宁人民出版社（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华典籍外译项目韩文翻译，

负责人：朴曙颖、尹敬爱、刘佳、张颖、夏冰冰、卢聪、路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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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表高水平论文

1.东亚区域合作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译介与传播研究，东疆

学刊，负责人：刘佳、夏冰冰、路静怡

2.韩国“东亚文化之都”建设对我国的启示，社会科学家或韩国 KCI，

负责人：张颖、卢聪、朴曙颖

（三）出版高水平专著

1.韩国语讲辽宁非遗故事（韩文出版），民族出版社或外研社，负

责人：卢聪、路静怡、夏冰冰

（四）提交高质量资政建议

1.人文交流助力大连“东亚文化之都”建设，大连市外事办，负责

人：刘佳、卢聪、路静怡

2.韩国“东亚文化之都”建设经验借鉴，大连市文旅局，负责人：

朴曙颖、张颖、夏冰冰

（五）自身成长性

1.申报政府人才计划

（1）大连市城市发展紧缺人才，负责人：朴曙颖、刘佳、夏冰冰、

卢聪

2.引育博士师资

（1）引进：韩国国立全南大学，崔兰；韩国教员大学，黄正锋

（六）反哺教学

1. 吸纳本科生及学位论文

李若水，民间文学韩译的文化用语翻译策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