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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专业研究生重点研究扶持项目”拟入选名单

（共 100 人）

一、博士研究生（30人）

序号 院校 项目名称 姓名

1 浙江大学
纪念性旅游行为的动机与体验研究——

以中国大学生毕业旅游为例
冯一鸣

2 南开大学 文旅融合的最佳连接点和主要路径研究 陆明明

3 浙江大学 城市旅游国际化评定标准开发研究 谭小元

4 中山大学 好恶交织：旅游语境中的在地饮食消费 徐雨晨

5 云南财经大学
视频社交新媒体下旅游IP塑造及游客价

值感知研究
韩剑磊

6 中央民族大学
大运河文化遗产地旅游与民族散杂居区

的互动关系研究
史凯静

7 南京大学
不同类型旅游地声景观的公众知觉维度

及听觉空间研究
张卉

8 南京大学
信息与通讯技术（ICTs）对旅游空间行

为的影响——以手机导航为例
曾湛荆

9 南京师范大学
全域旅游视角下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

调度及其融合模式—以宜兴市为例
洪学婷

10 浙江大学

文旅融合背景下的博物馆服务场景与游

客体验研究——基于“刺激-机体-反应”

理论

童逸璇

11 湘潭大学 文旅融合视角下红色旅游创新发展研究 王昕伟

12 暨南大学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影视传播与旅游活

化研究
左逸帆

13 云南大学
旅游零负团费的结构性机理与治理路径

研究
普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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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云南大学
旅游地居民社区依恋对环境责任行为的

影响机制研究
葛绪锋

15 北京交通大学
空间视角下的旅游发展与地区发展不平

衡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王佳莹

16 南开大学
旅游市场秩序概念、测量及其有效性验

证
刘亦雪

17 南开大学 旅游商业和旅游商业化理论体系建构 杨新菊

18 浙江工商大学
互联网时代下医疗酒店创新发展研究—

—基于使用后评价（POE）的结果
叶洋洋

19 华侨大学
社区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对居民安全行为

影响及调控研究
李响

20 中国海洋大学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山东省乡村旅

游人才培养研究
曲正

21 华中师范大学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大城市边缘区

乡村旅游社区演化研究——以武汉黄陂

区为例

吕丽

22 湖南师范大学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效率测度及时空特

征研究
胡婷

23 华南理工大学
一线服务人员即兴能力对其创新行为的

影响研究
王明森

24 南开大学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际旅游合作

共生机制研究
李青会

25 浙江大学
虚拟现实（VR）技术对旅游者出游意向

的影响研究——基于临场感视角
唐婧怡

26 厦门大学
旅游发展对汶川灾后重建居民生活质量

的影响研究
蒋作明

27 中山大学
公益广告对游客文明行为的心理影响机

制研究——基于眼动和脑电技术的运用
吕婷

28 东北财经大学
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基于中国邮轮游

客的行为研究
衣博文

29 华侨大学 个体旅游记忆再现过程与行为影响研究 吴仁献

30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中国乡村旅游相关政策的历史演进及优

化研究
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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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硕士研究生（70人）

序号 院校 项目名称 姓名

1 江苏师范大学
旅游节庆事件对城市个性的影响机制研

究
王梦雨

2 华侨大学 旅游网络舆情危机反转机制研究 池丽平

3 内蒙古师范大学
草原旅游地妇女生计方式演化的影响效

应研究
王学蕾

4 安徽师范大学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旅游投资的影响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张瑜

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包容性视角下武陵山区旅游发展的贫困

减缓效应研究
涂精华

6 福建师范大学 东部民族地区旅游返贫遏制机制研究 王兰兰

7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民族旅游村寨女性创业机会识别与

创业实施路径研究
吴颖

8 东北财经大学
符号学视域下乡村旅游地旅游意象建构

研究：以贵州西江苗寨为分析案例
王楠

9 浙江工商大学 乡村文旅融合的浙江经验与全国推广 郭荣慧

10
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

文旅融合视角下茶文化旅游品牌价值提

升研究——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陈嘉琪

11 西北师范大学
“一带一路”背景下西部地区入境旅游

趋势与发展研究
王潇晗

12 苏州大学
大运河文化带旅游地理想象空间表征与

地方建构过程研究
王一帆

13 贵州师范大学

产教融合背景下中职学校人才培养模式

成效分析及路径优化研究——以贵阳市

酒店专业为例

何莎

14 西安科技大学
文化遗产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分异及疏导

路径研究——以兵马俑周边社区为例
许越

15 苏州大学
苏州古典园林解说系统的中西方游客感

知差异性研究 ——以网师园为例
韩慧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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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贵州财经大学

旅游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旅游经济增

长——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及中介效应的

实证分析

陈梅

17 重庆师范大学
高档商务酒店时空演化特征及微观选址

适宜性分析——以重庆主城区为例
周美玲

18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省乡村旅游扶贫模式效率对比研究 万海颖

19 湖北大学

乡村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与驱

动机制研究——以湖北省红安县长丰村

为例

余楚凤

20 南京师范大学
不同发展阶段乡村旅游地居民感知公平

研究
李莉

21 西南大学
旅游社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与原住民可

持续生计能力协同提升研究
李鑫

22 东北师范大学
民族村落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

协调发展研究---以延边州红旗村为例
李佳艳

23 沈阳师范大学
青年学生视角的辽宁省红色旅游价值凝

视研究
隋新玉

24 南宁师范大学
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旅游脱贫户可持续生

计行为研究——以广西那坡县为例
徐少癸

25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生计变迁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

系统适应性研究
谢雪莲

26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地主客间情感凝聚：生成逻辑、内

容体系和提升效果
陈海蓉

27 海南大学
价值共创视角下旅游精准扶贫多主体参

与机制研究
谢灯明

28 西南大学 农旅融合视角下的传统村落复兴研究 王植颖

29 天津商业大学
旅游公共安全保障服务提升的社区增权

路径探究：以天津市为例
贺子轩

30 桂林理工大学
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成因分析及

其疏导研究——以桂林市为例
梁连健

31 四川农业大学
灾后未受灾景区危机应对方式对旅游恢

复绩效的影响——基于危机沟通视角
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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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山东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精英特质及成

长路径研究
邵帅

33 郑州大学
要素、困境与路径：乡村旅游地乡贤领

导力的型构——以信阳郝堂村为例
袁会敏

34 暨南大学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深圳市夜间旅游经

济业态发展研究
张蕊

35 哈尔滨商业大学
文旅融合下黑龙江饮食类非遗发展路径

研究
孙文颖

36 沈阳师范大学

文旅融合视角下历史文化城市优质旅游

有效供给的驱动力研究——以沈阳市为

例

柳楠

37 云南大学
云南省不合理低价游“柠檬市场”效应

及治理策研究
时蓓蓓

38 山东财经大学
基于资源协奏理论的乡村旅游资源动态

利用研究
刘文静

39 华中师范大学
基于文旅融合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再

生产模式创新研究
周梦

40 桂林理工大学
文化体验视角下广西壮族传统体育文化

与旅游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任莉莉

41 暨南大学
抖音短视频中旅游营销研究——基于仪

式理论
边日彤

42 华南理工大学
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系统及驱动机制研

究——以佛山陶瓷工业旅游为例
罗玉婷

43 山东财经大学
全域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以济

南市老城区为例
李华

44 浙江工商大学
全域旅游背景下景区门票免费政策的经

济效应研究—以浙江衢州为例
肖朋伟

45 扬州大学
大运河文化遗产旅游空间意象研究——

以江苏段为例
杨磊

46 海南大学
国际消费中心建设背景下海口旅游者信

心指数研究
王璐琪

47 广州大学
川藏南线徒搭旅游者具身旅游体验结构

和影响因素研究
李超斌

48 海南大学
旅游虚拟社区成员价值共创行为研究—

—以 Airbnb 为例
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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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云南财经大学
文旅融合视角下跨境交通廊道旅游价值

与功能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刘祥辉

50 西安科技大学
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研究——

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裴璐璐

51 华侨大学
西北地区自驾游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

素研究
范满满

52 海南大学
“一带一路”视角下东南亚国家居民与

中国大陆游客和谐群际关系构建研究
蔡江莹

53 西华大学
基于智慧旅游的“厕所革命”服务设计

研究
苟敏

54 云南大学
“一带一路”背景下边境旅游系统耦合

发展研究
张琴悦

55 新疆师范大学

文旅融合背景下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发展模式实证调研——以德云社相声为

例

黄磊

56 中山大学

名人代言中代言人形象对旅游目的地品

牌个性和目的地形象的影响--拟人化的

中介调节作用

刘慧敏

57 华南理工大学
澳门博彩娱乐城空间解读---基于消费

空间视角
吴水玲

58 安徽大学

乡村民宿创业者文化智力、社会责任及

其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皖南国

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为例

徐金燕

59 黑龙江大学
文旅融合视角下的哈尔滨夜游产品开发

策略
张瑞华

60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企业社群生态圈多主体价值共创过

程研究——基于赋能视角
王金花

61 南开大学
基于数字足迹的自驾车游客时空行为特

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赤峰市为例
贾骏骐

62 福建师范大学
文旅融合视角下闽江（福州段）文化遗

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廖彦燕

63
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

文旅融合背景下民族地区非遗研学旅游

研究——以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为例

王影

64 沈阳师范大学

优质旅游视角下古村落特色文化价值重

构及其活化路径研究——以绥中新堡子

村为例

孟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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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贵州大学

从“村落型企业”到“企业型村落”：

传统村落景区化进程中村企关系边界及

其效应研究——贵州天龙屯堡的案例

石凯

66 河北师范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河北省乡村旅游实

用人才开发研究
鲍晓宁

67 中山大学
精品民宿经营管理人员管理能力研究—

—以广州为例
陈丽君

68 宁夏大学
文旅融合背景下传统观光型景区的创新

发展途径研究——以宁夏沙湖景区为例
王磊

69 山西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

游建设研究
马涛

70 曲阜师范大学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田园综合体建设实

践探讨——以山东省沂南县朱家林为例
刘祥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