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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简介

付永虎，男，1982年 9月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

博士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博士后，江苏海洋大学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副主任，

江苏海洋大学第三方评估中心副主任。

主要从事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地方政府服务与管理、基层社区治理与乡村

振兴等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目前承担政府及企业委托项目 3项，主持或参与

完成市厅级及以上课题 8项；在国内外 SCI/SSCI/CSSCI/中文核心学术期刊发表

科研论文 4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 1部；获得中国实用发明专利 1件。获民政部

理论政策等奖 1 项，连云港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3项，其他市厅级

奖项若干。

E-Mail: huhu_0902@163.com

通讯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苍梧路 59号江苏海洋大学MPA中心

二、研究方向

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地方政府服务与管理、基层社区治理与乡村振兴

三、教育经历

2006.7青岛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本科；

2009.7暨南大学，水生生物学-近海河口生态与赤潮环境，硕士；

2016.7中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博士。

四、工作经历

2019.11-2021.06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自然管理学系，博士后；

2021.06-至今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博士后；



2016.07-至今，江苏海洋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五、社会兼职

连云港市公共管理学会，会员（2018-至今）；连云港市商法与经济法研究会，

理事（2019-至今）；连云港市“十三五”期间妇女儿童公益社工服务项目督导

团专家（2016-至今）；连云港市社科专家库专家（2019-至今）；江苏省土地学

会会员（2020-至今）；江苏海洋大学公共管理（MPA）硕士生导师，副教授五

级（2019-至今）；江苏海洋大学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实验中心主任（2016-2019）；

江苏省政府采购招标评审专家 2020 年-至今；江苏海洋大学学科竞赛评审专家

2021年-至今；连云港市社会治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2021-至今）；连云港市乡

村振兴学院兼职研究员（2020-至今）；江苏省地名区划专家组成员（2023 年-

至今）；连云港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2022年-至今）；

连云港市补充耕地质量评价专家（2023年-至今）；连云港市海州区拟开垦为耕

地的复垦土地及未利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专家（2023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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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代表性获奖成果

1. 2018年 12月获连云港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排名

第一）

2. 2020年 9月获民政部民政政策理论研究三等奖），排名第二

3. 2018年 12月获第四届连云港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三等奖，排名第

一



4. 2022年 11月学术论文入选学术精要（2022年 10-11月）高 PCSI论文（排

名第一）

5. 2023年获连云港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