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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研究方向

南京审计大学是全国首批审计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自 2012

年起正式招收审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本学位点招生规模大，培养

门类齐全，培养特色显著，培养质量得到主管部门、兄弟院校及用人

单位的高度认可，在 2015年全国审计硕士点专项评估及 2020年全国

审计专业硕士水平评估中名列前茅。

审计硕士（1257）设置政府审计、内部审计（IAEP）、社会审

计、工程审计、智能审计和国际审计六个培养方向。

1.政府审计。本方向致力于培养审计事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拔尖

创新人才，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输送新生力量，重点研

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制度与实践问题，促进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审计体制机制制度，推动审计实践模式创新与技术进步，重

点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审计理论与方法解决审计实践复杂问题的政

策分析能力、职业判断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

2.内部审计（IAEP）。本方向致力于培养具有深厚数智审计技

术功底、深谙中国内部审计理论与实践、熟悉国际内部审计规则的“首

席审计官”与“首席风险官”，重点研究内部审计理论、制度与实践

问题，促进组织治理现代化与管理科学化，重点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

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和实务技能解决审计相关实践问题的战略思维能

力、职业判断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

3.社会审计。本方向致力于培养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的注册会计

师行业数字化、管理型、复合型人才，回应数字经济时代注册会计师

审计人才需求，重点研究社会审计理论、制度与实践问题，促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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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治理与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重点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审

计、会计、信息技术等专业知识与方法解决审计相关实践问题的风险

预警能力、职业判断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

4.工程审计。本方向致力于培养具有深厚工程专业功底、扎实审

计知识和大数据交叉学科特质的“工程+审计+计算机”复合型审计人

才，重点研究工程审计理论、制度与实践问题，促进政府投资和重大

公共工程管理规范高效，重点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工程管理、审计监

督及信息技术领域的知识与技能解决审计相关实践问题的工程技术

能力、职业判断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

5.智能审计。本方向致力于培养高层次复合型数字化智能审计人

才，促进新兴技术赋能审计实践，重点研究智能审计理论、制度与实

践问题，注重新兴技术与审计实践的深度融合，探索将智能审计技术

思维与专业方法贯穿审计全过程的实现路径，重点培养研究生综合运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解决审计问题的信息技术能力、审计

职业判断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

6.国际审计。本方向致力于传播中国审计理论、知识与文化，促

进中国审计智慧服务全球治理，为解决国际审计问题探索中国方案，

为国际留学生提供了解中国、读懂中国的窗口，重点研究国际审计理

论、制度与实践问题，关注审计理论、制度、实践等方面的中外比较，

重点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审计理论与方法解决国际审计问题的交流

协作能力、审计职业判断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

（二）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本学位点在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共有 1497 人报

考，初试达到国家录取分数线的有 733人，其中有 402人达到南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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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分数线，最终招录的学生共计 284人；在读学生现有 548人，本学

位点在 2023年度共计授予硕士学位人数为 188人。

近几年，审计专硕就业持续向好发展，毕业生与中央军委审计署、

审计署驻各地办事处、各地方审计机关及各大企事业单位签订就业协

议。2023届毕业审计专业研究生 188人，年终就业率 95.2%。其中，

35.71%的毕业生签约中建集团、中国邮政集团、中国联合工程等大型

国有企业；24.5%的毕业生考取审计署驻深圳、上海、京津冀、重庆

特派员办事处、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南京市玄武区审计局等

国家机关；11.22%的毕业生就职于高等教育单位、科研事业单位、医

疗卫生单位等事业单位。

表 1 2023年审计专业硕士学位点招生就业情况

项 目 审计专硕

报考人数 1497

达到国家录取分数线人数 733

达到南审录取分数线人数 402

招生人数 284

在读人数 548

毕业人数 188

学位授予人数 188

就业率 95.2%

（三）研究生导师情况

本学位点创新性在全校范围内选聘优秀教师担任审计专业硕士

生导师，现有博士生导师 10人，硕士生导师 101人，二级教授 3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人，财政部会计学术高端人才 4人，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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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8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

带头人 6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7人，

“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 1个，江苏省特聘教授 1人，江苏省“六大

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 5人，4 人位列全国审计学科最有影响力学者

前 100位。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工作，2023年引进优秀青年博士 12

名。

 部分教学名师简介：

王会金，博士生导师。主持或参与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 20余项；在《会

计研究》《审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 120余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1篇，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 20余篇；出版《政府审计协同治理研究》等学术著

作，获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项；获国家审计署等省部级科研

奖项十余项；担任审计署高级审计师评审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内部审计协会会长

等职务；获评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现代审计科学”学科带头人等称号。

陈汉文，陈汉文，经济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人，财

政部会计名家。曾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加拿大圣玛丽大学等大学学

习与交流。连续主持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在国际“三大”会计学刊

之 The Accounting Review、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和国内“两大”经管顶

级学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发表论文。历任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研究生院副院长、管理学院副院长、会计系主任等职 11年，是厦门大学“闽江

学者”特聘教授（2012）、二级教授（2011）。后任教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担

任惠园特聘教授、国际商学院一级教授。现任南京审计大学教授，审计学部主任，

审计专业硕士教育中心主任，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讲座教授，中国会计学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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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会刊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CJAS）联合主编、中国审计学会中

文会刊《审计研究》编委、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兼任交

通银行监事会财务与内控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神华与申万宏源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主席等。

郑石桥，博士生导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部级

课题共 5项；发表 CSSCI及核心期刊论文 280余篇；出版审计理论研究系列专

著 4部；获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1项；担任中国审计学会审计

教育分会副秘书长、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审计专业

委员会委员、《中国审计评论》副主编、《管理会计学刊》杂志编委、《审计与

经济研究》杂志编委、《会计之友》杂志编委等职务，在“2020年最有影响力审

计学者排行榜”中排名第 4位。

陈骏，博士生导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在

《中国工业经济》《会计研究》《财贸经济》《审计研究》等专业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4 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论文累计被引超过 500

余次；出版学术专著 1部；获得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项；承担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学术委员会

委员、江苏省审计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获评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学

术类）、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

教师等称号。

许汉友，博士生导师。主持或参与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 10余项；在《会

计研究》《审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 60余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 10

余篇，在《会计研究》发表的论文《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运营效率之 DEA分析》

获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出版《中国 CPA审计市场运营绩

效研究》等学术著作 2本；担任中国商业会计学会理事、江苏省会计学会智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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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政府审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智能

财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等职务；获评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

人、中青年骨干教师等称号。

贺建刚，博士生导师。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3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 3项，主持其他省部级课题 10多项，

在《管理世界》、《会计研究》、《审计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 40多篇，

出版专著 2本。入选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专家，

担任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理事，江苏省生产力学会理事，江苏省财政厅会

计咨询专家，江苏省会计学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高校优秀创新团队会计

学科方向带头人，国家自然基金委和全国哲社办评审专家等。

表 2 专任教师数量及结构

专业技

术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博士导

师人数

硕士导

师人数

行业经

历教师

25 岁

及以

下

26 至

35 岁

36 至

45 岁

46 至

59 岁

60 岁

及以

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29 0 0 4 24 1 24 0 9 29 50

副高级 51 0 4 26 21 0 25 11 1 27 27

中级 85 0 45 32 8 0 60 10 0 9 13

其他 2 0 2 0 0 0 2 0 0 0 28

总计 167 0 51 62 53 1 111 21 10 65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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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行业教师数量及结构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35 岁

及以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60 岁

61 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位

教师

正高级 50 0 12 36 2 9 20

副高级 27 0 9 15 3 2 13

中 级 13 1 5 7 0 1 4

其 他 28 1 15 12 0 1 11

总 计 118 2 41 70 5 13 48

（四）培养条件

本学位点明确学科定位、方向、目标和任务，创新学科发展机制

和组织模式，强化人才培养、学术团队建设、科研创新“三位一体”推

进，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切实提高师资队伍建设水平。

1.本学位点创新性在全校范围内选聘优秀教师担任审计专业硕

士生导师，现有博士生导师 10 人，硕士生导师 101人，二级教授 3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人，财政部会计学术高端人才 4人，江

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8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

学术带头人 6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7人，“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 1个，江苏省特聘教授 1人，江苏省“六

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 5人，4人位列全国审计学科最有影响力学

者前 100位。

2.设有国家审计研究院、现代审计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内部审计

协会内部审计学院、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内部审计发展研究中心、自然

资源与环境审计研究院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研究中

心。其中，国家审计研究院内设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国家审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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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法制、军民融合审计、国际审计、自然资源与环境审计、江苏省

公共工程审计重点实验室、江苏省智慧工程审计工程研究中心等 13

个研究中心，坚持教学、科研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促进审计学科发

展、培养多层次高素质审计人才和充分发挥新型高端智库功能。

3.研究生的人才培养得到来自审计署、地方审计机关的大力支

持。2023年，与江苏省审计厅、云南省审计厅、安徽省审计厅、南

京市审计局、杭州市审计局、宁波市审计局、上海市浦东新区审计局

等 26家单位保持友好合作，累计安排 162名审计专硕学生前往审计

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开展为期 6个月的专业实务实习；加强与江苏

省审计厅、广东省审计厅等审计机关、北海市、淮安市、珠海市等地

方政府合作，积极建设南京审计大学宁波审计研究院、南京审计大学

淮安审计研究院、中国式现代化审计研究院（宜兴）；继续发挥长三

角审计科研联盟作用，积极推动长三角审计科研一体化进程，更好地

发挥审计办学特色优势，为学生培养搭建更多实践平台。

（五）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本学位点推进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示范点建设，获评优秀

示范点。开展主题教育，全年组织师生政治理论学习 56次，以支部

为单位组织集体学习 144次；赴 10余家审计机关、财经高校走访调

研；开展 2023届毕业研究生党员廉洁教育；为师生办实事，完成“教

工之家”与党员活动室建设；获江苏省 2021-2022年度高校党建工作

创新奖二等奖；获学校 2022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工作先进集体

一等奖；获 2022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被评为学校二级党组

织理论学习中心组优秀示范点、校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体；获学校

2022年度最佳党日活动二等奖、三等奖；获校先进基层党组织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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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共产党员 2名、优秀支部书记 1名；获“审计·廉洁文化月”优

秀组织奖。

本学位点加强教师队伍思政，提亮红色思政底色。辅导员队伍建

设方面，刘学燕老师获得“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荣誉称号；在

南京审计大学辅导员年度人物暨 2023年“最美辅导员”的评选中，有 8

位老师获得“最美辅导员”荣誉称号。此外，本学位点探索专业教育与

思政教育相结合的双院协同育人机制，聘请审计机关单位人员为校外

导师，持续开展“导师下午茶”与“师友同行”系列活动，增强研究生与

导师的沟通，为研究生发展提供风向标，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计职

业道德意识。

本学位点注重研究生党建工作，发挥研究生会联动作用。一是以

研究生会党员工作站作为切入点，带领研究生各党支部与院研会联合

学习共建，扩大党员引领示范作用，增强研究生各党支部影响力。包

括在研究生会公众号上创建“强国采思”模块，定期推送党史知识等；

创建“党建活动”模块，推送各支部活动，为相互之间的沟通学习提供

交流平台。二是加强审计专硕实习期间的党建管理。在为期 6个月的

专业实践中，具备条件的实习单位成立临时党支部，结合当地实际，

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党日活动，同时严格要求各临时党支部对开展的

活动做好记录、加强宣传，并及时反馈上报学院党委。

（六）研究生日常管理

1.完善日常管理的制度建设。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和学校相关

制度文件，本学位点细化并执行了与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

予质量标准；制定了设计合理、切实可行、相关措施明确的研究生培

养方案与日常管理制度。根据《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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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与学位申请管理办法》《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规

定》《南京审计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办法》等文件，结合实际情

况制定并执行《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办

法》《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育办法》《南

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奖学金评定办法》等多项制度，及时发挥考

核筛查作用，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严格按照培养方案实施

分流退出。

2.加强日常管理的队伍建设。本学位点严格遵循学科发展和人才

培养规律，设立了研究生培养办公室，配备专门教务管理人员和辅导

员，在学位评定委员会指导下专门负责培养工作，全方位关注研究生

成长状况，多渠道了解研究生的日常表现、思想动态、学习状况、经

济状况等信息，及时关注特殊情况研究生，并做好资料归档制度，严

格规范培养档案管理。

3.强化导师对学生的日常管理。根据《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导师

组工作条例》，强化导师负责制，周期性组织召开导师培训，通过举

办“导师下午茶”系列讲座，加强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联系。在培养

全过程中实施导师评价制度，尤其在关键节点突出了学术规范和学术

道德方面要求。导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

院学术委员会严格遵守相关职责，客观公正地对研究生论文的学术水

平和学术规范性进行指导、评价和把关。

4.发挥研究生会的自身管理功能。通过研究生会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的安全主题教育，加强宿舍卫生安全、人身财产安全等方面教育管

理；开展文明宿舍评比大赛、主题摄影比赛等各种竞赛活动，丰富研

究生日常生活；开展主题演讲比赛、访谈大赛，促进研究生德智体美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1a42018/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1a42018/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17/1025/c4413a33976/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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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全面发展，实现研究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根据实

际需求进一步细化学校文件，贯彻执行包括《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

学院研究生会章程》《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青年志愿服务队管

理办法》等文件，进一步做好学生管理与服务工作。

二、学位授权点相关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因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从 2023级开始，本学位点毕业应修总学

分为 42学分。其培养环节包括：公共课（7 学分，必修）、核心课

（16 学分，必修）、选修课（至少修满 13 学分）、先修课（不计

学分）、社会实践（4 学分，必修）、学术讲座（1 学分，必修）、

文献阅读（不计学分）、体美劳教育（1 学分，必修）、学位论文（不

计学分，毕业和申请学位的必要条件），所有专业核心课和选修课，

均立项建设并开出。

1.论证实施、动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保证培养质量。本学位点

紧扣大思政理念、审计事业发展、科技创新变革、经济社会发展和全

球化新格局对审计硕士研究生教育提出的新使命和新要求，坚持“思

政引领、科技赋能、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特色彰显、国际视野”的

基本理念，充分体现“专业+思政+审计+信息化（大数据）”一体化思

路，贯彻“德育为先、质量为本、能力为重、导师为主”的基本原则，

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目标，以着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根

本，以培养研究生的科研与实践创新能力为重点，以强化研究生导师

指导责任为主线，从方案设计、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质量保障、教

学方法等各方面开展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论证工作，2022 级审计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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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开始试行，并针对试行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动态调整，2023级

审计专硕正式实施。

2.持续更新课程大纲，融入课程思政点。本学位点重视教学大纲

的编写，每门课均成立教学大纲编写组，由编写组长组织团队共同编

写，经学院审核后，报研究生院备案并予公布。各门课程教学大纲的

具体内容包括课程中英文名称、学时学分、适用专业、先修课程、推

荐教材和参考书目、教学目的和要求、教学方式、考核方式和成绩评

定、课程简介、各章教学要点、教学要求、配套实践环节等内容。要

求任课教师应按批准后的教学大纲授课，教学大纲可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修改和完善。学位点根据近年来科技发展，积极响应全国新文科建

设要求，组织各课程组适时修订课程大纲，融入大数据审计等内容，

同时，融入课程思政，做好育人育才相结合的内容建设。

3. 开发有效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授课质量。本学位点研究生课

程教学重视学生科学思维方法、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课堂教

学采取讲授与研讨结合、讲授与实验结合或在教师指导下研读文献等

方式进行。学位点组织各课程组进行教学方法的研究和应用，重视运

用专题性课堂研讨、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情景模拟等适合研究生的

教学方法。

4.注重加强过程管理，有效落实课程大纲。本学位点要求任课教

师应按教学大纲认真备课，撰写教案或讲义，注重跟踪本学科理论前

沿，不断更新和完善教学内容；要求任课教师对研究生的学习提出明

确要求，并按教学大纲要求辅导答疑、布置批改作业、检查研究生课

外学习情况等。本学位点鼓励任课教师进行全英文教学、双语教学；

鼓励同一门课程由多位教师按专题共同完成授课任务；鼓励任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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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案例教学；鼓励聘请来自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具有丰富实践经

验的业务骨干为研究生授课或开设讲座。本学位点要求任课教师应重

视在教学过程中各种教学信息的反馈，多方听取意见和建议，积极改

进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

5.切实做好实践安排，助力提高专业水平。本学位点安排审计硕

士整建制集中赴实习单位参与审计项目，完成不少于 4学分、6个月

专业社会实践，该社会实践工作得到来自审计署、地方审计机关的大

力支持，2023年累计安排 162名审计专硕学生参加专业实务实习，

形成《A区 2022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审计——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审计

案例分析》《审计与国有企业防风险稳增长——基于某国有企业审计

案例分析》《国有企业稳增长及防风险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审理案例分

析》等实践案例 162份。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审计厅、贵州省审计厅、

陕西省审计厅、重庆市审计局等十余家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深化

教学、科研与实践等方面的合作；继续开展与江苏省审计厅、广东省

审计厅等审计机关、北海市、淮安市、珠海市等地方政府合作，积极

建设淮安审计研究院、中国式现代化审计研究院（宜兴），为学生实

践搭建更多平台。

（二）导师选拔培训

1.制定了严格的导师资格规定。本学位点根据《南京审计大学硕

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与管理办法（试行）》（南审研发〔2022〕10

号）、《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评聘与管理办法》（南

审研发〔2018〕40 号）文件精神要求制定相关要求细则。首先，要

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与职业道德素养。研究生导师应拥护党的基本

路线和教育方针，熟悉国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规，教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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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师表，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强烈的工作责任

心。其次，要具备较强的科研水平。研究生导师必须了解本学科发展

的最新成果和动向，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及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拥有一定的科研成果，科研经费充足。近三年，主持或主要参加

1项（排名前三）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或主持 1项市厅级（不含

校级）科研项目；或获 1项（排名前五）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成

果奖励。

2.制定了规范的导师选拔程序。本学位点根据《南京审计大学硕

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评聘与管理办法》《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

教师评聘与管理办法》（南审研发〔2022〕10号）和《南京审计大

学硕士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评聘与管理办法》（南审研发〔2018〕40

号）文件精神要求进行导师选拔。首先，本人申请。申请硕士生导师

者需向硕士学位授权学科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交《硕士研究

生指导教师申请表》。其次，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审。学院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对照评聘基本条件和要求，结合硕士学位授权学科的需

要，对申请人进行初评。初评通过的申请人材料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主席签字后，与《申请硕士研究生导师人员审核情况汇总表》一

起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研究生院）。最后，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评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研究生院）对初评通过的申请硕

士生导师人员材料进行审核。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各学科需要按一

定师生比例评定导师任职资格。2023年本学位点新增校内导师 8位，

校外导师 6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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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了可行的导师培训方案。本学位点十分重视导师的培训工

作，将导师培训纳入对导师的考核，2023 年导师培训的具体活动如

下表所示。

表 4 2023年审计硕士导师培训情况

序

号
培训主题 培训时间 培训人次 主办单位

1 2023 届硕士研究生导师会议 2023.03 90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

2
2023 级审计学、审计硕士导师

见面会

2023.07 92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

3
踔厉奋发 逐梦一流 从审大扬

帆起航

2023.09 21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院

4 学风建设与科学学术道德讲座 2023.09 21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院

5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

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努力成为

一名优秀的审计专业研究生

2023.09 21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

6
专题讲座：实现更多“从 0 到 1”

的突破

2023.09 21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

7
建校 40 周年之新时代政府审计

发展圆桌会议

2023.10 85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

8
2023级计算机学院硕士生导师

见面会

2023.9.5 108 南京审计大学计算机学院

9 2023级审计专业硕士导师见面 2023.9.14 10 南京审计大学社会审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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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10
中国式现代化与工程管理硕士

人才培养

2023.9.8 16
南京审计大学

工程审计学院

11

学位与研究生培养制度介绍、

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背景介

绍以及审计硕士的培养方案解

读

2023.9.8 16
南京审计大学

工程审计学院

其

他

本学位点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德为先，立德树人、“三全”

育人，采取多元措施开展相关导师培训：（1）通过会议传达、文件学习，典型事件警示等，

要求导师崇尚科学道德，遵守学术规范，树立学术诚信；（2）加强制度建设，宣传与落实

研究生导师“十不准”负面清单；（3）强调意识形态教育，坚守意识形态主阵地；（4）通过

召开座谈会、讲座等形式加强学术规范教育，明晰导师责任。

（三）师德师风建设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思想铸魂、党建引领和价

值导向，围绕师德教育、宣传、考核、监督、奖励等出台规章制度，

如《南京审计大学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关于进一

步落实“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实施意见》等；进一步突出课堂育德、

典型树德、规则立德，将师德师风建设要求贯穿教师管理全过程；制

定师德规范指南及负面清单，明确教师工作红线与底线，突出全员全

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促进教师思想政治、师德师风、业务能力建设

有机统一，落实师德第一标准，对师德失范行为实行“一票否决制”；

积极开展建标立杆活动，进行“立德树人”优秀导师评选、思政育人优

秀教研活动评选等系列活动，以此树立为人师表典范，强化示范引领

作用；开展师德专题教育，多渠道讲好师德故事；政府审计学院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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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签订《师德师风个人承诺书》。本学位点不存在师德师风负面问

题。本学位点二级教授郑石桥曾被提名江苏省“十佳研究生导师”，“审

计学研究生导师团队”获江苏省研究生“十佳导师团队”提名，许莉老

师获得校级“师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四）学术训练

本学位点积极开展学术训练，提高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

平，具体措施如下：

1.课程训练。本学位点积极为研究生开设管理研究方法、学术论

文写作等学术训练课程。训练学生完成选题、文献检索、论文大纲、

文献阅读、文献综述、论文写作等过程，加强学生文献阅读、论文写

作训练、提升论文写作能力。

2.导师科研指导。本学位点始终高度重视导师科研指导课程的开

设，周期性开展导师科研指导和学术训练，加强导师与学生的日常交

流、学术指导和规范指导。

3.发表学术论文。本学位点要求每位学生在申请学位时必须以南

京审计大学为署名单位，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国内刊物须

有 CN刊号）、正式出版的学术辑刊、国内外学术会议（有正式出版

的会议论文集）、省级以上综合性或所在学科相关的专业性报纸、审

计署内部发行刊物发表（国外 SCI、SSCI期刊录用）至少 1篇与本

学科相关的学术论文；或以南京审计大学为署名单位，获得与本学科

相关的国家专利证书或软件著作权证书。

4.撰写研究生实践案例。本学位点安排审计硕士整建制集中赴实

习单位参与审计项目，完成不少于 4学分、6个月专业社会实践，并

要求每位学生实习结束后撰写审计相关项目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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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本学位点为加强研究生科研训练、培养

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提高研究生科研水平，鼓励研究生申报

“江苏省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和“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

计划”。2023年度，本学位点共有 61 个项目立项，具体信息如下表

所示。

表 5 2023度获批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科研创新）计划名单

序号 申请人 项目编号 申请项目名称

1 蔡植锴 SJCX23_ 1047 国家审计促进区域治理现代化的作用机制研究

2 洪 婕 SJCX23_ 1048 审计整改信息对审计效能感知的影响研究

3 邱一翔 SJCX23_ 1049 投服中心行权能提高上市公司内部审计质量吗？

4 蔡昕洋 SJCX23_ 1050 研究型审计提升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质量路径研究

5 户 宁 SJCX23_ 1051 基于审计主题的政府审计发现问题分类及其整改研究

6 陈钰洁 SJCX23_ 1052 政府审计与内部审计协同机制研究——基于 DMAIC 模型

7 陈楚玉 SJCX23_ 1053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政务数据安全治理问题研究

8 包 辰 SJCX23_ 1054
国家审计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

——基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探究

9 彭子冰 SJCX23_1055 新时代下经济责任审计分类管理的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

10 罗玉茹 SJCX23_1056 国家审计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作用机制研究

11 李子怡 SJCX23_ 1057 国家审计、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以 31个省为案例

12 李玫萱 SJCX23_1 058 事务所任期会影响审计费用吗？

13 林 敏 SJCX23_ 1059 政府审计与排污费征收力度——基于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14 徐明玥 SJCX23_ 1060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企业财务舞弊识别模型优化研究

15 晁逸凡 SJCX23_ 1061 乡村振兴战略下政府审计促进农村医疗卫生建设效率研究

16 单炳霖 SJCX23_ 1062 政府审计对碳排放空间效应的边界分析

17 邓浩宇 SJCX23_ 1063 年报问询函对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研究

18 邢星怡 SJCX23_ 1064 国家审计、政府干预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以 31个省为案例



19

19 刘心悦 SJCX23_ 1065 审计经济体检促进国有企业健康运行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20 胡欣怡 SJCX23_ 1066 审计师与高管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对重要性的影响研究

21 周 悉 SJCX23_ 1067 新时代背景下审计监督与纪委监察监督贯通协调研究

22 崔沛芝 SJCX23_ 1068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治理污染的路径创新研究

23 张雨珂 SJCX23_ 1069 算法审计的伦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24 王 欣 SJCX23_ 1070 乡村产业绩效审计赋能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25 杨志翔 SJCX23_ 1071 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研究

26 钱 娟 SJCX23_ 1072 环境审计、环境治理与区域绿色发展转型—基于江苏省的案例研究

27 唐沁越 SJCX23_ 1073 国家审计推动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实践路径优化研究

28 纪昊师 SJCX23_ 1074 国家审计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9 李紫嫣 SJCX23_ 1075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绩效宣传认知后果研究

30 耿国权 SJCX23_ 1076 数字转型下大数据审计的数智化发展

31 殷慧莹 SJCX23_ 1077
国家审计助推企业能源消费革命效应研究

——基于国有重污染行业的经验

32 王彤月 SJCX23_0978
审计主体层级提升会提升审计质量吗？

－基于财政“省直管县”的研究

33 韩祎笑 SJCX23_1097 审计文本自动摘要提取研究

34 刘 滟 SJCX23_1098 知识图谱提取关联方交易舞弊行为的研究

35 杨雨蝶 SJCX23_1009 金融机构 ESG 审计--基于 ESG 报告的“漂绿”与“反漂绿”

36 杨若曈 SJCX23_1008 主体协同视角下审计监督一体化平台建设路径分析

37 王金卓 SJCX23_1005 审计行业专长与 ESG 鉴证质量相关性研究

38 戴燕文 SJCX23_ 1078 低价揽客的原因和经济后果

39 邵雯宇 SJCX23_ 1079 银行数字化监管、内部控制变革和信贷风险防控研究

40 董璐瑶 SJCX23_ 1080 大数据审计应用的影响因素——TOE框架下的 fsQCA分析

41 史琪慧 SJCX23_ 1081 银行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变革与信贷风险防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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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李子璇 SJCX23_ 1082 TQM 视角下内部审计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43 陈紫昀 SJCX23_ 1083 内部审计促进重大政策措施落实的路径优化研究

44 林仪 SJCX23_ 1084 ESG信息披露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Mate-Analysis 方法

45 陈乐川 SJCX23_ 1085 企业 ESG信息披露效应及机制研究

46 蒋薇 SJCX23_ 1086 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企业内部控制“穿帮”行为研究

47 许谢楠 SJCX23_ 1087 金融审计助力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提升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48 袁慧莹 SJCX23_ 1088 国企混改、审计监督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49 陈悦 SJCX23_ 1089 内部审计促进组织贯彻落实重大政策的必要性和职能定位

50 汪锦 SJCX23_ 1090 ESG 风险管理视角下金融企业内部审计价值提升研究

51 徐香兰 SJCX23_ 1091 大数据审计在乡村振兴审计中的体系构建与应用

52 唐钰婷 SJCX23_0979
基层审计机关决策行为的偏好研究——以交通建设项目为例

53 陆颖 SJCX23_0980
基于区块链的工程跟踪审计模式研究

54 潘琪 SJCX23_0981
重大工程责任投资（ESG）的驱动机理和引致政策研究

55 张雨桐 SJCX23_0982
人工智能时代审计整改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

56 毛琳 SJCX23_0983
大数据能力驱动的责任式创新行为触发机理与演化路径

57 舒洁 SJCX23_0984
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关键风险因素识别及审计对策研究

58 宋琦琦 SJCX23_0985
建筑工程审计领域 BIM 技术采纳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59 高伟航 SJCX23_0986
BIM 在工程审计数字化中的应用——以 XX 项目为例

60 李俊清 SJCX23_0987
国家审计下国有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路径研究

61 聂尚尧 SJCX23_0988
长三角一体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效率评价与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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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交流

1.学科竞赛。本学位点积极鼓励研究生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力争

在各类学术论坛开展学术报告，鼓励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科竞赛。

2023年本学位点研究生相关学科竞赛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6 2023年审计硕士学科竞赛情况

序号 年度 奖项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

时间
获奖人姓名

1 2023
“福斯特杯”全国大学生审计精英

挑战赛
研究生组全国特等奖 2023.11 衡旋旋、丁苏蕾

2 2023
2023年中国研究生企业管理创新

大赛
全国一等奖 2023.11

邱扬，李瑞钦，刘心

悦，邱一翔

3 2023
2023年中国研究生企业管理创新

大赛
全国二等奖 2023.11

李紫嫣、李 瑶、黄思

琪、胡欣怡

4 2023
“正大杯”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市

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研究生组全国三等奖 2023.04 张寻

5 2023 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 研究生组省级一等奖 2023.08
邢星怡，李子怡，纪

昊师

6 2023
第十四届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

新创业大赛企业命题类
全国三等奖 2023.07

唐钰婷、袁天禹、杨

晨曦、房靖博、丁嘉

杰

7 2023
“2023年中国研究生企业管理创

新大赛”中获二等奖
研究生组全国二等奖 2023.11

邓清尹、李瑶、黄洁、

李璇、林仪

8 2023
2023年（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统

计建模大赛
研究生组省级二等奖 2023.08

李萍、梁春晓、杨志

翔

9 2023 江苏省研究生工商管理案例大赛 省级二等奖 2023.12 郭阔

10 2023
第八届江苏省工程管理研究生学

术论坛
省级三等奖 2023.05 陆颖、展淼、张路

11 2023
“福斯特杯”全国大学生审计精英

挑战赛
研究生组校级三等奖 2023.11

郑琦、李舒晨、赵娅

岚、张迪

12 2023
“福斯特杯”全国大学生审计精英

挑战赛
研究生组校级二等奖 2023.11 唐俊瑶

13 2023
第十一届南京审计大学“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

校级二等奖 2023.06
李子怡，邢星怡，纪

昊师，葛姝彤，惠雨

14 2023
“福斯特杯”全国大学生审计精英

挑战赛
研究生组校二等奖 2023.10 张杰霖

15 2023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校级三等奖 2023.06 陆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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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23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校级三等奖 2023.06 林敏

17 2023 全国大学生职业发展大赛 初赛一等奖 2023.12 郁嘉宁

18 2023
外研社全国大学生英语阅读能力

大赛
研究生组校级一等奖 2023.01 张杰霖

19 2023 外研社全国大学生英语能力大赛 研究生组校级三等奖 2023.10 刘笑语

20 2023 全国大学生商科综合能力大赛 校级三等奖 2023.04
彭子冰、苏灵茜、王

欣

21 2023 全国高校商务英语词汇应用大赛 研究生组二等奖 2023.01 陈佳慧

22 2023
“外研社·国才杯”“理解当代中国”

全国大学生外语能力大赛
英语组阅读二等奖 2023.01 姚鹏鹏

23 2023 全国大学生企业竞争模拟大赛 校级二等奖 2023.04 解少峰

24 2023 全国大学生企业竞争模拟大赛 校级三等奖 2023.4 成婧

25 2023 全国大学生企业竞争模拟大赛 校内选拔赛二等奖 2023.04
庄玉洁、张雨桐、韩

一洋、王雨播

26 2023 全国大学生企业竞争模拟大赛 校内选拔赛二等奖 2023.04
唐亚男、仲倩、赵莉

欣、靖萱

24 2023
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
校级二等奖 2023.01

宋琦琦、舒洁、刘洋、

朱槿怡、卢毅、吴路

丝

28 2023
全国大学生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南

京审计大学内选拔赛
校二等奖 2023.04

王少妍、朱子欣、崔

沛芝、戴文婷

2.学术会议。本学位点鼓励研究生参加各类学术活动。专业学位

研究生在培养期间至少参加 10次学术讲座，并提交相应学术报告。

学院经常性举办“审计名家讲坛”“审计青年学者论坛”“学术午餐会”和

“导师下午茶”等学术讲座，要求研究生积极参加，并撰写学术报告学

习心得。同时鼓励研究生参加各类大型学术会议，以文参会、以文会

友，拓展学术视野，提高科研能力。2023 年本学位点研究生参加学

术交流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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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3审计硕士参加学术交流情况

序号 年度
学生

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

时间

报告

地点

1 2023 李芷怡

2023年江苏省研究

生国家安全与公共

治理学术创新论坛

国家审计强化金融监管的双重逻

辑与推进路径
2023.10.28 江苏南京

2 2023 洪婕

2023中国审计学会

审计教育分会学术

会议

审计整改公开对审计效能感知的

影响研究
2023.9.24 云南昆明

3 2023 杨志翔

2023中国审计学会

审计教育分会学术

会议

我国审计发展规划的变迁、特点

与展望
2023.9.24 云南昆明

4 2023 洪婕
第十二届审计理论

创新发展论坛

政府审计整改信息公开对审计效

能感知的影响研究
2023.11.18 江苏南京

5 2023 单炳霖

2023年江苏省研究

生财经（审计）学术

创新论坛

政府审计对碳排放空间溢出的边

界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
2023.11.12 江苏南京

6 2023 李淑静

2023年江苏省研究

生财经（审计）学术

创新论坛

政治资源禀赋对政府审计的影响

—来自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政策的

证据

2023.11.12 江苏南京

7 2023 王彤月
中国审计学会教育

分会学术研讨会

审计主体提升会提升审计质量

吗？——以财政“省直管县”为

例

2023.9.23 云南昆明

8 2023 王彤月 中国审计学术年会

审计主体提升会提升审计质量

吗？——以财政“省直管县”为

例

2023.4.9 江苏南京

9 2023 姚鹏鹏
第十四届“中国金融

教育论坛”

定向降准、贷款可得性与中小微

企业重新投入——基于定向降准

方法分析

2023.9.23 江苏南京

10 2023 戴燕文
“审大—崇实大师讲

堂暨双周学术沙龙”
审计市场竞争、低价揽客与审计

质量
2023.5.31 江苏南京

11 2023 卢大航
“审大—崇实大师讲

堂暨双周学术沙龙”
上市公司 ESG得分对审计质量

的影响
2023.6.14 江苏南京

12 2023 宋琦琦

2023年江苏省研究

生财经（审计）学术

创新论坛

企业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

与审计质量
2023.11.12 江苏南京

13 2023 宋琦琦
全国工程审计 2023
年年会暨第六届工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审计质

量?—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
2023.12.2 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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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审计理论与实务

研讨会

作用

14 2023 展淼

2023年江苏省研究

生“中国式现代化的

金融科技发展”学术

创新论坛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费用关系

研究——基于 ESG 的中介效应
2023.08.27 江苏南京

15 2023 程豫皖

全国工程审计 2023
年年会暨第六届工

程审计理论与实务

研讨会

工程总承包合同特征及审计要点

分析
2023.12.2 江苏南京

16 2023 陈悦

全国工程审计 2023
年年会暨第六届工

程审计理论与实务

研讨会

区块链技术在工程跟踪审计中的

应用机制与模式研究
2023.12.2 江苏南京

17 2023 张宇帆

全国工程审计 2023
年年会暨第六届工

程审计理论与实务

研讨会

复杂工程管理数字化实践应用与

发展的理论框架研究
2023.12.2 江苏南京

18 2023 杨婕

全国工程审计 2023
年年会暨第六届工

程审计理论与实务

研讨会

风险视角下 EPC 工程造价审计

框架及其实施路径
2023.12.2 江苏南京

19 2023 王琪

全国工程审计 2023
年年会暨第六届工

程审计理论与实务

研讨会

工程审计数字化框架构建的综述

与展望
2023.12.2 江苏南京

（六）研究生奖助

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在全

面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的情况下支持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国家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以及江苏省财政厅、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研究生国家学业奖

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我校设有《南京审计大学硕

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与管理办法（试行）《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与管理办法（试行）》《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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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试行）》《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三助”

工作实施方案》《南京审计大学“审计长奖学金”评选办法》。

2023年，本学位点共有 5名研究获得国家奖学金，52名研究生

获得学业一等奖学金，154名研究生获得学业二等奖学金，260名研

究生获得学业三等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覆盖每位全日制研究

生，每年每生 6000元，另有 22名研究生获得助管岗位资助。

三、年度建设取得的成效

（一）制度建设成效

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校审计专业硕士国际班留学

生回信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和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提升我校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高水平应用型

研究生培养体系，更好服务国家审计和区域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制

定并出台《南京审计大学关于申请博士硕士学位学术成果基本要求及

管理办法（试行）》《南京审计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试行）》等制度文件。

为进一步加强对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指导，适应国家

专业学位教育改革发展需要，不断提升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水

平，成立南京审计大学审计学部。审计学部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为目标，以着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根本，以培养研究生的科研

与实践创新能力为重点，以强化研究生导师指导责任为主线，新修订

《审计专业硕士人才培养方案》（适用于 2023级），充分发挥导师

和导师组在研究生培养中的核心作用，充分体现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差异性以及本校审计硕士培养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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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化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学位点

严格贯彻执行《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与管理办法

（试行）》《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工作管理规定》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管理办法》《南京审计大学优秀硕士学位

论文评选办法》《南京审计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实施办法》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处理办法》《在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中推进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等系列制度文件。

为进一步规范管理教学科研工作，深化内涵建设，提升科研创新

能力，学院印发《关于加强政府审计学院科研工作的若干措施》。

（二）师资队伍建设成效

2023年，本学位点新增江苏省青蓝工程青年骨干教师 1名，晋

升教授 2名、副教授 3名、副研究员 1名。新增校内审计专硕导师 8

人、校外审计专硕导师 61人。本学位点创新性在全校范围内选聘优

秀教师担任审计专业硕士生导师，现有博士生导师 10人，硕士生导

师 101人，二级教授 3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人，财政部会计

学术高端人才 4人，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8人，江苏省

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6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

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7人，“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 1个，江苏省

特聘教授 1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 5人，4人位列全

国审计学科最有影响力学者前 100位。

（三）培养条件建设成效

1.成立学科特色平台。2023年，获首批国家级虚拟教研室“审计

学课程群虚拟教研室”，并全面推进建设。积极推进审计专博、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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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博申报和审计资料库建设工作，累计召开审计专博研讨会 9

次、参加工商管理学博研讨会 11次。为了充分发挥审计办学特色优

势，多出成果，出好成果，继续加强淮安审计研究院建设，新成立中

国式现代化审计研究院（宜兴），旨在立足不同区域特点的基础上，

研究与解决涉及区域经济、审计实践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2.深化政产学联合。积极搭建研究生实践实习平台，促进学生的

理论认识深化、实践能力提升、综合素质提高和职业意识养成，新开

拓 10余个实践实习基地，新增加研究生工作站 3项。“服务审计外交

的国际审计研究生课程群建设研究”获批 2023 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

与实践创新计划和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重点课题立项。2022年

获批的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重点课题“产教融合视域下审计专

业硕士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研究”和一般课题“审计专业硕士研究生职

业能力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都已顺利结项。

（四）科学研究成效

2023年，本学位点教师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在科

研课题和项目方面：获批各级纵向、横向课题 105项，共计经费 1110.26

万元，其中国家级课题 10项，省部级课题 14项；其中包含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4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2项、教育部规划和青年基金项目 4项、江苏省哲社项

目 2项、军队审计理论研究中心课题 5项、其他省部级项目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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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23年本学位点导师科研项目（国家级、省部级）

序号
立项

年度
级别 项目计划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1 2023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基于区域多源数据同化的中国森林植

被碳周转时间动态研究
葛蓉

2 2023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审计结果公开对审计效能感知的影响

与优化策略研究
郑小荣

3 2023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家庭经济风险影响消费潜力释放的机

制、效应与政策研究
南永清

4 2023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后期资助项目

新发展理念推动沿海城市区域高质量

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高升

5 2023 省部级
省部级其他项目-重点

项目（社科）

长三角地区房地产市场风险测度与传

导机制研究
陈卓

6 2023 省部级 国家统计局-一般项目
家庭经济风险统计测度及防范化解机

制研究
南永清

7 2023 省部级
军队审计理论研究中心

2023 年度课题

围绕党的建设增强军队审计政治功能

研究
徐志耀

8 2023 省部级

军队审计理论研究中心

2023 年度课题-重点项

目（社科）

军地院校联合培养军队审计“特种兵”

研究
孟金卓

9 2023 省部级
军队审计理论研究中心

2023 年度课题

军队审计助力国防和军队高质量发展

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高升

10 2023 省部级
军队审计理论研究中心

2023 年度课题
基于审计主题的军队审计整改研究 陈希晖

11 2023 省部级
军队审计理论研究中心

2023 年度课题

军民融合战略背景下军地联合审计协

同机制研究
任磊

12 2023 省部级
军队审计理论研究中心

2023 年度课题

军队现代化背景下数智化转型与审计

深度融合机理及提升对策研究
谭建华

13 2023 省部级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项目

数字经济赋能江苏居民消费潜力释放

的机制与对策研究
南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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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3 省部级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项目

数字赋能江苏“作物-水-土”资源一

体化协同治理研究
马淼森

15 2023 省部级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3 年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立项

老龄福祉科技创新的空间差异、驱动

因素及其积极老龄化效应
南永清

16 2023 国家级 国家面上项目
基于环境大数据的南水北调环境经济

影响评估与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郭焕修

17 2023 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新乡贤文化赋能乡土企业ESG行为的

内在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林卉

18 2023 省部级
教育部项目-青年基金

项目

上市公司自媒体的信息价值研究：基

于微信公众号的文本分析
李莹

19 2023 国家级
2023年度国家社科后

期资助项目

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系统性风险传染

机制、智能预警与防控治理研究
陈建宇

20 2023 国家级 国家社科一般资助项目
居民部门债务积压的经济效应及财政

货币政策协同管控研究
肖浩然

21 2023 教育部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

经管专业（内部控制学）教学内容和

课程体系改革
陈建宇

22 2023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面向“双碳”目标的重大工程责任式

创新触发机理和治理路径研究
林 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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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教师在《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Sustainabilit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审计与经

济研究》《审计研究》《中国审计报》《会计之友》《商业会计》等

期刊共发表学术论文 204篇，其中，特别奖励期刊 8篇，重点奖励一

档期刊 7篇，重点奖励二档期刊 12篇，重点奖励三档期刊 23篇，一

般奖励期刊 25篇；出版著作 9部。获得各类学术奖项 11项，《审计

基本理论研究：审计客体视角》获得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二等奖；《企业寻租如何影响盈余管理》《论水生态文明与

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来自洞庭湖、太湖和伦讷河的证据》《国家审计

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和路径——以江苏发展实践为例》获得江

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池国华教授获得第十

八届长三角长三角研究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指导教师奖一等奖；《践

行科技强审、加强审计监督——知识图谱在大数据审计中的应用》获

得江苏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二等奖。

（五）招生与培养成效

2023年，本学位点以人才培养方案为总纲，以培养特色为落脚

点，以全过程培养为主线，加强研究生培养力度，提高本学位点研究

生就业竞争力。2023年共招收 284名审计硕士研究生，累计毕业 188

名审计研究生。

本学位点研究生 2023年公开发表论文 138篇，其中在专业领域

重要期刊发表论文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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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23年审计硕士论文发表情况

序号
学生

姓名
发表论文名称 杂志名称 时间 作者排序

1 洪婕
政府审计整改结果信息公开

内容特征研究
财会通讯 2023 郑小荣、洪婕

2 胡智超

基于 Python朴素贝叶斯分类

器的营业收入审计可靠性研

究

财会研究 2023 张文秀、胡智超

3 冯宁
审计监督促进碳金融发展的

机制与路径分析
财会月刊 2023 李兆东、冯宁

4 唐璐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生态

审计探究
财会月刊 2023 王扩建、唐璐

5 罗玉茹
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审计

监督体系与路径
财会月刊 2023 李兆东、罗玉茹

6 许谢楠

审计赋能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的机制与路径研究——基于

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协同视

角

财会月刊 2023
刘静、许谢楠、潘

俊

7 薛雨莹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的法

规协同建设
财会月刊 2023 贾云洁、薛雨莹

8 胡欣怡 审计与中国式现代化 会计之友 2023 郑石桥、胡欣怡

9 李紫嫣 政府审计结果公开解读研究 会计之友 2023 郑小荣、李紫嫣

10 胡欣怡 审计与中国式现代化 会计之友 2023 郑石桥、胡欣怡

11 李紫嫣 政府审计结果公开解读研究 会计之友 2023 郑小荣、李紫嫣

12 吴靖雯

中央预算执行审计整改特征

及提升策略——基于

2014-202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

审计整改情况报告的分析

会计之友 2023
贾云洁、吴靖雯、

郭政

13 董冠仪 联合国系统内部监督概况 审计观察 2023 周维培、董冠仪

14 史妍
《研究型审计思维下银行审

计目标的实现路径》
审计观察 2023 李曼、史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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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人才培养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伴随着人才培养规模的逐步扩大及培养方案的持续优化，审计专

硕教育资源总体上保持紧张态势，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

教育教学创新，不断释放发展潜力，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15 谢佳韵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市场

活力
中国审计报 2023 陈卓、谢佳韵

16 朱炜辰 碳审计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中国审计报 2023 马万民、朱炜辰

17 陈海龙
浅谈房地产企业融资结构内

部审计重点
中国审计报 2023 马万民、陈海龙

18 张锴铭
政府应急采购审计的优化思

路
中国审计报 2023 裴育、张锴铭

19 罗予彤
审计整改信息化建设方向探

析
中国审计报 2023 张文秀、罗予彤

20 刘影
浅议国有企业数字化审计体

系建设
中国审计报 2023

马云兰、李庭燎、

刘影

21 汪锦
内部审计赋能金融机构 ESG

建设的方法探析
中国审计报 2023 刘静、汪锦

22 叶昊

中央部门内部控制缺陷及其

改进研究——基于 2014—
2021年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

计结果公告的视角

中国审计评论 2023
池国华、蒋志远、

叶昊

23 胡欣怡
审计师与高管之间的社会网

络关系影响审计重要性吗？
中国审计评论 2023 郑石桥、胡欣怡

24 陈紫昀

内部审计促进组织落实国家

重大政策措施的路径——基

于政策措施落实难度和执行

主体能力的分析

中国审计评论 2023 李曼、陈紫昀

25 王孝文

超国家组织治理体系中的重

要力量——联合国外聘审计

团研究

中国审计评论 2023 周维培、王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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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培养链条还需要进一步贯通

伴随着《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的发布，审计

博士专业学位的设置为审计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需要把握战略

发展机遇，努力从成熟的专业硕士教育向专业博士教育过渡。

（三）服务贡献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伴随着审计行业的快速变革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不断丰

富，应用性审计研究的现实需要不断扩大，需要强化产学研合作，积

极培育高水平应用性审计科研成果。

五、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一）全面提高审计专业硕士自主培养质量

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按照专业学位教育相关政策规划，全

面推进改革创新，努力造就拔尖创新审计人才。一是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合理扩大行业教师与实务导师规模，持续开展师德师风建设与专

业师资培训。二是推进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与更新，在线上课程建设、

教材建设、案例库建设等方面取得新进展。三是深化产教融合与科教

融汇，激发协同创新发展动力，提高人才培养目标精准度、内容实践

性、方式丰富度、成效显著性。

（二）加快推进审计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报

按照全国审计教指委的有关通知安排，做实做细做好审计博士专

业学位授权点申报工作，力争第一批次获批。一是整合校内资源，完

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合力，将业务骨干与优质成果统合到申报工作

中来。二是持续打磨申报材料，突出办学特色优势与显著成效，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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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力与发展潜能。三是加强外部沟通联系，合理吸纳多方意见建

议，广泛发动校友力量及舆论力量，努力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三）积极培育高质量审计应用研究成果

服务审计行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快审计应用理论研究

与成果转化，发挥审计特色智库能量。一是组织引导专任教师积极拓

展研究方向，合理调适研究重点，努力将学术研究思维、能力及成果

转化为咨政建言类成果。二是不断丰富和深化军地、校地、校政、校

企合作，以产学研协同模式推动审计领域的政策创新、标准制定、技

术攻关、管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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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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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JCX23_ 1047
	国家审计促进区域治理现代化的作用机制研究
	2
	洪  婕
	SJCX23_ 1048
	审计整改信息对审计效能感知的影响研究
	3
	邱一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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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蔡昕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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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户  宁
	SJCX23_ 1051
	基于审计主题的政府审计发现问题分类及其整改研究
	6
	陈钰洁
	SJCX23_ 1052
	政府审计与内部审计协同机制研究——基于DMAIC 模型
	7
	陈楚玉
	SJCX23_ 1053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政务数据安全治理问题研究
	8
	包  辰
	SJCX23_ 1054
	国家审计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
	——基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探究
	9
	彭子冰
	SJCX23_1055
	新时代下经济责任审计分类管理的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
	10
	罗玉茹
	SJCX23_1056
	国家审计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作用机制研究
	11
	李子怡
	SJCX23_ 1057
	国家审计、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以31个省为案例
	12
	李玫萱
	SJCX23_1 058
	事务所任期会影响审计费用吗？
	13
	林  敏
	SJCX23_ 1059
	政府审计与排污费征收力度——基于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14
	徐明玥
	SJCX23_ 1060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企业财务舞弊识别模型优化研究
	15
	晁逸凡
	SJCX23_ 1061
	乡村振兴战略下政府审计促进农村医疗卫生建设效率研究
	16
	单炳霖
	SJCX23_ 1062
	政府审计对碳排放空间效应的边界分析
	17
	邓浩宇
	SJCX23_ 1063
	年报问询函对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研究
	18
	邢星怡
	SJCX23_ 1064
	国家审计、政府干预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以31个省为案例
	19
	刘心悦
	SJCX23_ 1065
	审计经济体检促进国有企业健康运行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20
	胡欣怡
	SJCX23_ 1066
	审计师与高管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对重要性的影响研究
	21
	周  悉
	SJCX23_ 1067
	新时代背景下审计监督与纪委监察监督贯通协调研究
	22
	崔沛芝
	SJCX23_ 1068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治理污染的路径创新研究
	23
	张雨珂
	SJCX23_ 1069
	算法审计的伦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24
	王  欣
	SJCX23_ 1070
	乡村产业绩效审计赋能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25
	杨志翔
	SJCX23_ 1071
	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研究
	26
	钱  娟
	SJCX23_ 1072
	环境审计、环境治理与区域绿色发展转型—基于江苏省的案例研究
	27
	唐沁越
	SJCX23_ 1073
	国家审计推动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实践路径优化研究
	28
	纪昊师
	SJCX23_ 1074
	国家审计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9
	李紫嫣
	SJCX23_ 1075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绩效宣传认知后果研究
	30
	耿国权
	SJCX23_ 1076
	数字转型下大数据审计的数智化发展
	31
	殷慧莹
	SJCX23_ 1077
	国家审计助推企业能源消费革命效应研究
	——基于国有重污染行业的经验
	32
	王彤月
	SJCX23_0978
	审计主体层级提升会提升审计质量吗？
	－基于财政“省直管县”的研究
	33
	韩祎笑
	SJCX23_1097 
	审计文本自动摘要提取研究 
	34
	刘 滟 
	SJCX23_1098 
	知识图谱提取关联方交易舞弊行为的研究 
	35
	杨雨蝶
	SJCX23_1009
	金融机构 ESG 审计--基于 ESG 报告的“漂绿”与“反漂绿”
	36
	杨若曈
	SJCX23_1008
	主体协同视角下审计监督一体化平台建设路径分析
	37
	王金卓
	SJCX23_1005
	审计行业专长与 ESG 鉴证质量相关性研究
	38
	戴燕文
	SJCX23_ 1078
	低价揽客的原因和经济后果
	39
	邵雯宇
	SJCX23_ 1079
	银行数字化监管、内部控制变革和信贷风险防控研究
	40
	董璐瑶
	SJCX23_ 1080
	大数据审计应用的影响因素——TOE框架下的fsQCA分析
	41
	史琪慧
	SJCX23_ 1081
	银行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变革与信贷风险防控研究
	42
	李子璇
	SJCX23_ 1082
	TQM视角下内部审计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43
	陈紫昀
	SJCX23_ 1083
	内部审计促进重大政策措施落实的路径优化研究  
	44
	林仪
	SJCX23_ 1084
	ESG信息披露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Mate-Analysis 方法
	45
	陈乐川
	SJCX23_ 1085
	企业ESG信息披露效应及机制研究
	46
	蒋薇
	SJCX23_ 1086
	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企业内部控制“穿帮”行为研究
	47
	许谢楠
	SJCX23_ 1087
	金融审计助力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提升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48
	袁慧莹
	SJCX23_ 1088
	国企混改、审计监督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49
	陈悦
	SJCX23_ 1089
	内部审计促进组织贯彻落实重大政策的必要性和职能定位
	50
	汪锦
	SJCX23_ 1090
	ESG 风险管理视角下金融企业内部审计价值提升研究
	51
	徐香兰
	SJCX23_ 1091
	大数据审计在乡村振兴审计中的体系构建与应用
	52
	SJCX23_0979
	53
	SJCX23_0980
	54
	SJCX23_0981
	55
	SJCX23_0982
	56
	SJCX23_0983
	57
	SJCX23_0984
	58
	SJCX23_0985
	59
	SJCX23_0986
	60
	SJCX23_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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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JCX23_0988

	（五）学术交流
	序号
	年度
	奖项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
	时间
	获奖人姓名
	1
	2023
	“福斯特杯”全国大学生审计精英挑战赛
	研究生组全国特等奖
	2023.11
	衡旋旋、丁苏蕾
	2
	2023
	2023年中国研究生企业管理创新大赛
	全国一等奖
	2023.11
	邱扬，李瑞钦，刘心悦，邱一翔
	3
	2023
	2023年中国研究生企业管理创新大赛
	全国二等奖
	2023.11
	李紫嫣、李 瑶、黄思琪、胡欣怡
	4
	2023
	“正大杯”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研究生组全国三等奖
	2023.04
	张寻
	5
	2023
	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
	研究生组省级一等奖
	2023.08
	邢星怡，李子怡，纪昊师
	6
	7
	2023
	“2023年中国研究生企业管理创新大赛”中获二等奖
	研究生组全国二等奖
	2023.11
	邓清尹、李瑶、黄洁、李璇、林仪
	8
	2023
	2023年（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
	研究生组省级二等奖
	2023.08
	李萍、梁春晓、杨志翔
	9
	2023
	江苏省研究生工商管理案例大赛
	省级二等奖
	2023.12
	郭阔
	10
	2023
	11
	2023
	“福斯特杯”全国大学生审计精英挑战赛
	研究生组校级三等奖
	2023.11
	郑琦、李舒晨、赵娅岚、张迪
	12
	2023
	“福斯特杯”全国大学生审计精英挑战赛
	研究生组校级二等奖
	2023.11
	唐俊瑶
	13
	2023
	第十一届南京审计大学“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校级二等奖
	2023.06
	李子怡，邢星怡，纪昊师，葛姝彤，惠雨
	14
	2023
	“福斯特杯”全国大学生审计精英挑战赛
	研究生组校二等奖
	2023.10
	张杰霖
	15
	2023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校级三等奖
	2023.06
	陆颖
	16
	2023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校级三等奖
	2023.06
	林敏
	17
	2023
	全国大学生职业发展大赛
	初赛一等奖
	2023.12
	郁嘉宁
	18
	2023
	外研社全国大学生英语阅读能力大赛
	研究生组校级一等奖
	2023.01
	张杰霖
	19
	2023
	外研社全国大学生英语能力大赛
	研究生组校级三等奖
	2023.10 
	刘笑语
	20
	2023
	全国大学生商科综合能力大赛
	校级三等奖
	2023.04
	彭子冰、苏灵茜、王欣
	21
	2023
	全国高校商务英语词汇应用大赛
	研究生组二等奖
	2023.01
	陈佳慧
	22
	“外研社·国才杯”“理解当代中国”全国大学生外语能力大赛
	英语组阅读二等奖
	2023.01
	姚鹏鹏
	23
	24
	25
	26
	24
	28
	序号
	年度
	学生
	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
	时间
	报告
	地点
	1
	2023
	李芷怡
	2023年江苏省研究生国家安全与公共治理学术创新论坛
	国家审计强化金融监管的双重逻辑与推进路径
	2023.10.28
	江苏南京
	2
	2023
	洪婕
	2023中国审计学会审计教育分会学术会议
	审计整改公开对审计效能感知的影响研究
	2023.9.24
	云南昆明
	3
	2023
	杨志翔
	2023中国审计学会审计教育分会学术会议
	我国审计发展规划的变迁、特点与展望
	2023.9.24
	云南昆明
	4
	2023
	洪婕
	第十二届审计理论创新发展论坛
	政府审计整改信息公开对审计效能感知的影响研究
	2023.11.18
	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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