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简介： 

1. 中国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研究（著作）（吴群、陈伟） 

成果从工业用地区域和行业配置的差异性出发，分析了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差异的原

始动因；从我国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水平的时空特征出发，深入解析了土地利用强度影响

下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在区域与行业间的差异变化；从政府与市场耦合关系出发，探讨了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提升能力建设的原理与路径以及效率提升对策。研究的逻辑主线清晰，

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成果通过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测度方法及无差异研究思路的深入探究，以土地利用强

度为切入点，构建“标准用地面积”指标、“容积率指数”等重要参数，完善了工业用地

利用效率研究的方法体系。通过对我国工业格局和工业用地配置方式演变的系统回顾，

揭示了东、中、西部工业发展水平的差异特征、形成机理（如要素驱动、集聚、创新、

开放等），为科学判断不同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及工业用地供需变化，制定差别化的工业

用地供给策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区域层面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全面测度，探讨了

不同地区工土地利用强度高低的工业产业行业占比，有助于从宏观层面掌握全国的工业

用地利用水平。同时，该书还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典型研究区域，对省域范围内工业

行业的地理空间特征及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行业差异进行了深度分析，并基于工业生产

存在吸纳劳动力正向社会效益及耗水耗煤、工业三废污染排放等负向资源环境成本，探

讨了不同行业的工业用地绿色效益，为促进江苏工业产业转型升级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

路提供了新的政策视角。 

成果基于政府治理的视角，探讨了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提升能力建设问题。研究认为，

政府与市场的耦合是土地资源效率提升能力的关键，供给保障和需求驱动对土地资源效

率提升能力会产生重要影响。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提升能力建设是协调“工业发展-土地

扩张-政府管理”三者关系的过程，也是一个被动适应与主动调整持续作用的过程。工业

用地利用管理应考虑“以供定需”、“以需定供”及“开源”、“节流”等多种途径，以实

现工业用地持续高效利用。最后，该书从土地利用管理和区域产业发展两个角度，给出

了提升能力建设的系统方案，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成果无论是在我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理论框架、测度方法、影响机理方面，还是基

于转型升级的效率提升能力建设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创新之处。 

2. 当代中国县域信访治理研究（著作）（于水） 

该成果全面考察信访工作的新变化新特点，认清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新情况新

态势，对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增强政府的

合法性，提升政府信访治理能力，推进信访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拓展了我国

县域信访治理与法治信访研究的新视野。该成果共 8 章组成，对我国县域信访治理深刻

内涵、历史演变和时代价值进行了深刻论证，分析了县域信访与社会矛盾的突出问题，

信访制度原有的政治参与和权力监督的功能逐渐淡化，并让步于权利救济和矛盾化解的

功能。探索了信访法治化的基本规则与实践标准，分析信访法治化的内容与实现途径，

研究了信访治理方式创新、信访治理责任等问题；紧密联系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县域信访的现实，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稳定的价值诉求，从而阐明了坚持和巩固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科学性和引领性。研究尝试构建信访危机治理的组织结构与框

架，规范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制度性负反馈沟通渠道，促进各类非诉讼机制发展，探索多

元化的信访矛盾化解机制。通过国家制度体系的整合，探寻制度与行政诉讼、行政复议

等制度的有效对接，重塑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避免重复上访和多方投诉造成的社会资

源耗费和政治信任流失。该成果紧密结合理论研究和社会调研，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县

域信访领域的新类型新特征、信访矛盾的新形式、民生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等与坚持社会



稳定与发展的内在关系，并提出了加强我国县域信访工作需要构建应对危机的现代法治

规范，确定合理应对危机的价值规范，在法治框架内合理定位县域信访。该成果主要观

点认为，信访是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形式，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

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信访治理创新中体现着制度与价值的统一，

并在制度与价值的二维互动中不断地发展完善，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创造了根本

性的制度保障，以信访制度改革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和着力

点，完善民怨上达的社会系统设计和制度安排，倒逼政府治理变革，助推国家治理转型。 

该成果是在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层信访碎片化治理与法治化研究”的资助下

完成的。发表在《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7（3）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政

治》2018（1）全文转载，发表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

资料《公共行政》2017（1）全文转载，发表在《党政研究》2017（5）论文被《中国社

会科学文摘》2018（1）转载。相关研究成果报送党中央、国务院，获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同志的高度肯定与批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致函认为：“所提交的《江苏省

民生发展报告》，数据详实，观点鲜明，分析透彻，为起草总报告提供了重要参考，相

关研究成果得到国务院领导及有关部委的重视，为中央决策提供了科学支撑。”江苏省

副省长马秋林、王江等同志给予高度肯定与批示。该成果被江苏省信访局采纳与应用，

并致函我校表示感谢，“热忱参与、无私付出，献计献策、不遗余力，为服务人民群众、

维护信访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增添力量，助推全省信访工作实现新突破。” 

 

3.“一带一路”沿线 73 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分析（论文）（刘志民、刘路、胡

顺顺） 

“一带一路”战略是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大战略构想，探索“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与趋势对于加快我国高等教国际化进程意义重大。由

于“一带一路”目前还是一个开放型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尚没有精确的空间范围，

因此关于“一带一路”战略涉及沿线国家数量问题的尚无定论。 综合考虑其历史沿革、

战略内涵等因素，我们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至少应有 73 个，主要包括亚、

欧、非三大板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GER）高低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的大

众化或普及化程度，根据马丁．特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理论，15%以下为精英教育阶段，

15%至 50%为大众化教育阶段，50%以上为普及化阶段。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 73

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可以分为 A、B、C三种类型；在“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

73 个沿线国家中，85%的国家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以上阶段，仍处于精英阶段的国

家仅有 11个，大多是亚洲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处于大众化阶段的国家有 29个, 主要由

亚洲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组成；处于普及化阶段的国家有 33 个, 主要是欧洲及亚洲

经济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按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变动情况，这 73 个国家的高等教

育发展模式归纳成四种类型：阶段性增长型（13个）、持续性增长型（14个）、波动式发

展型（30个）及缓慢式发展型(16个)。到 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 50%以上的国家将

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40%以上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仍处于精英教育阶段的

国家预计不足 10%。 总体来看，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将在全球化、经济

发展、国际留学生的派遣与输入、地区组织紧密合作等因素的驱动下呈现出不断发展的

新趋势。 

4. 政府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研究（咨询报告）（邹伟、诸培新、陆万军） 

该研究报告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政府参与农村

土地流转进行系统分析，并分别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具体内容有：1.政府参与土地流

转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与内涵，从土地要素权能实现的政府与市



场关系，剖析政府参与土地流转的必要性与可行性。2.政府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前提基

础——土地整治的绩效评价。主要从农民意愿和财政资金两个方面进行绩效分析，提出

合理化的对策建议。3.政府参与下的农用地流转绩效分析。在梳理三权分置、农民获得

感与政府行为关联的基础上，从经营规模、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三个方面，理论和实证

分析政府参与农地流转的影响。4.政府参与下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机制构建。围绕

规划管理现实困境、农户流转意愿和增值收益分配等政府参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热点

和难点问题进行系统剖析，并提出相关机制构建。5.政府参与农地流转风险研究。总结

和梳理政府参与农地流转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风险的表现特征，剖析其形成逻辑，

提出防范策略选择。6.农地流转补贴效应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理论和实证分析财

政补贴政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提出改革和完善对策，基于江苏的调查，指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建议。 

本报告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影响研究”、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政府主导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不平等影响研究：作用机制与政策调

控”、校人文社科基金“地方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的风险及防范研究”等项目的研究成果。

相关内容 3次经省部级单位内参采用后供中央领导阅示；2次江苏省相关单位（省政府

研究室和省社科联）内参采用供省委省政府领导参阅；发表 CSSCI论文 13篇。 

该成果由邹伟和诸培新两位教授，联合淮安市委农工部、泰州市委农办和镇江市农

委共同完成，两位教授的部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参与了相关研究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