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征文获奖情况公示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央团校、中

国青少年研究会共同举办的年度学术会议。2023 年度论坛共收

到论文 927 篇，经过匿名初审和复评两个环节，评出 62 篇获奖

论文，现予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3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7 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向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组委

会反映。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联系电话：010—88567551，

电子邮箱 qsnfzlt2023@126.com，通迅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

环北路 25 号办公楼 920室，邮政编码：100089。

第十九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组委会

第十九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征文获奖名单

（各等次获奖论文按照作者姓氏首字母排序）

一等奖（3篇）

序 号 论文题目 作 者 作者单位

1 治理界面重构：共青团改革的组织学阐释及深化进路 谭 毅 四川大学

2 青年发展型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张 宪

赵生良
对外经贸大学

3
面向普惠的中国儿童福利水平测度及其区域差异：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
朱 浩 华东政法大学

二等奖（11篇）

序 号 论文题目 作 者 作者单位

1 少数民族返乡创业青年的乡土文化认同与短视频自我呈现 黄鸿业 南宁师范大学

2 青年文化运动的媒介建构——以“潘晓”讨论为例 马堉金 陕西师范大学

3
列宁“让青年组织起来”论断的再思考

——基于青年主体性建构的视角

任 园

郝宇青

东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4 独立文艺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行动逻辑与优化对策

涂敏霞

杨雪娟

冯英子

广州市团校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

究所



5
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认知能力的影响

——基于 CEPS 数据的实证分析

王鹏程

茹 宁
南开大学

6
空间与主体：

黔西南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话语与消费实践

吴 蝶

吴玉彬
赣南师范大学

7
从“脱域”到“嵌入”：

青年职业群体社区参与的重构

肖泽磊

熊 麒

江 华

华中师范大学

8
马克思主义青年工作观的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6·26”重要讲话的新理念新论断
张良驯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9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新农人创业的动力、策略与影响

——基于植保无人机青年飞手的调查

郑佳鑫

杨珺中
武汉大学

10
何处是岸：

当代青年“上岸”的意义建构与实践反思

周恬恬

苗 国

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

江苏省社科院

11
难以磨灭的痕迹：

留守经历如何影响大学生就业质量？

朱晓文

王凯丽
西安交通大学

三等奖（21篇）

序 号 论文题目 作 者 作者单位

1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困境儿童政策的社会网络分析

——以上海市为例

蔡 屹

陈海燕
华东理工大学

2
社会质量对我国城市青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 CSS2021 数据的实证分析
陈树志

广东省团校（广东青年政

治学院）

3
身份标签、身体姿态与精神状态：

青年的群体表征和发展路向研究
管 帅 宣传舆情研究中心

4
以理驭情与以情抒理：

论当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的“双螺旋”实践逻辑
何宗元 上海大学

5
新时代高校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选择状况及塑造对策

研究——基于陕西高校调查的实证分析
胡江南 西安交通大学

6 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的现代化思想及当代启示 胡仲恺 浙江省团校

7
家庭背景、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发展

——基于 CEPS 基线数据的实证研究
柯希望 西安交通大学

8 媒介接触视角下“80 后”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影响因素

李凤景

郭安琪

袁曦临

东南大学

9
搭子式社交：青年垂直领域精准陪伴的叙事图景和引导路

径
梁 丹 南京理工大学

10
深化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化阐释的问题导向、内涵机

理与实践要求

刘 伟

闫曼卿
上海交通大学

11
创业青年组织化发展研究：镜像、动力与路径

——基于现代化与组织化关系视角
倪斯铌

广东省团校（广东青年政

治学院）

12
当代优秀青年的形象特征与成长轨迹——基于 1219位“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的媒介报道分析
钱文杰 杭州师范大学

13
青年发展的溢出效应：

基于人力资本与社会创新的国际比较

谭 成

谭 蓉

严 洁

北京大学

14 我国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风险与政策优化研究

万国威

王川兰

栾 卉

华东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天津理工大学

15
当前少先队员政治意识发展状况的调查分析

——以我国 19 个省市为抽样对象

王佳莉

朱园园

卜玉华

华东师范大学

16 过渡仪式：儿童生命教育的另一种实践路径 王喜斌 青海民族大学



——基于“开笔礼”仪式、入队仪式和毕业仪式的分析

17
向下兼容：

内卷化就业市场中青年择业行为的类型划分与形成机制

王寓凡

潘慧妮
华中师范大学

18 重构青年框架：基于贝叶斯方法的研究纲领 谢素军 澳门理工大学

19
“安居”而后“乐育”？

——住房支出压力对青年流动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张雅淋

吴义东

姚玲珍

上海财经大学

20
网络生育信息传播中青年追随行为研究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实证分析
赵丹丹

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

21
心理代偿抑或饮鸩止渴：

智能手机使用对留守青少年抑郁情绪影响研究

朱 婧

苏 芳

王 蕊

北京师范大学

优秀奖（27篇）

序 号 论文题目 作 者 作者单位

1
生育的“喜怒哀乐”：情绪传播视阈下社交媒体中的意见

表达——以微博“三胎”话题为例
敖 宇 武汉大学

2
元宇宙赋能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风险

与实践路径——基于时空社会学视角

常进锋

唐娅秋
西北民族大学

3
双重适配与价值耦合：新业态青年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机

制创新——基于江苏省无锡市 Y 区的质性研究

杜沙沙

胡鹏辉

周庆会

张 钰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华中科技大学

中共无锡市委网信办

中共无锡市新吴区委员会

党校

4 青少年“近视人格”及其城乡差异
杜思慧

徐万蓉
北京大学

5
习近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话语体系的逻辑演进、核

心范畴与价值诠释——基于给青年回信的文本分析

杜晓燕

刘蓓蓓
西安交通大学

6 青年失业现象的群体特征、现实困境与失业保障 范世明 中国人民大学

7
“逃离现实”抑或“融入角色”？

——Z世代符号消费二次元化、角色化的内在逻辑及审思
胡 敏 东华大学

8
徘徊在婚姻殿堂之外

——都市未婚青年婚恋态度探究

姜振华

琚晓燕

李燕平

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

9
“双减”政策认知与中学生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关系研究

——基于社会实验的比较分析

李 琼

费思琦

李元荣

华东理工大学

10
“双创浪潮”中社会支持与政策感知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

影响关系

李 婷

陈立斌
西安交通大学

11 “上阵父子兵”：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历程的扎根研究
李 云

张姜坤
北京师范大学

12 中国式现代化融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路
李 臻

王孝云

共青团陕西省委

西安科技大学

13
“大学生+志愿服务”如何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基

于广东八所高校学生投身社区志愿服务的实证调查分析

连泽纯

包嘉峻

辛 琦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省团校（广东青年政

治学院）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话语建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青年

话语生成原则、演进逻辑与价值引领

林宇阳

梁振伟

吴钧昊

厦门大学

复旦大学

15
信仰的颜色：数字时代青年“打卡”城市红色文化空间的

媒介实践与空间再生产

钱烨夫

徐 剑
上海交通大学

16 新生代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实践效能与优化路径 佘国梁 华东理工大学



17
“婚备竞赛”：再论当前农民家庭婚姻负担难题

——基于山西汾西农村的田野调查（2012—2023）
王向阳 西南交通大学

18
家庭资本、代际教育期望差异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效应

——基于 CEPS 数据的实证研究

王莹聪

李 刚
东北师范大学

19
社会情感能力对农村中小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

——家庭支持、学校支持的中介作用

吴恩慈

梅雄杰

华东师范大学

厦门大学

20
双重激励视角下青年干部带领相对薄弱村庄发展路径研

究——基于对浙江 X村 90 后村支书的个案考察

肖传龙

张郑武文

深圳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21 新时代共青团思想引领的样态转换、方式创新与基本经验
杨宏伟

陈思杭
兰州大学

22 身体社会学视域下青少年身体社会化研究 杨佳佳 安徽师范大学

23 “完美游戏”：理解“云相亲”青年的情感麦当劳化 张楠楠 华中师范大学

24
信息推荐算法对青年主流价值认同的影响及治理策略

——以大学生群体为例
张守信 天津大学

25 身体·符号·剧目：新时期青年学生爱国情感的空间表达 周小李 华中师范大学

26
大革命的时代之问与马克思主义的回答：1923—1927年中

国共产党青年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生态、实践进路与

当代启示

朱 尉

王迪清
陕西师范大学

27
青年就业：挑战、机遇及其出路

——基于国家现代化战略视角的分析
朱雄君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