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审计大学

应用经济学硕士学位授权点

质 量 建 设 年 度 报 告

（2023 年） 

   2024 年 2 月 



1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南京审计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起步于 20世纪 80年代，2003年

与南京大学联合培养国民经济学硕士研究生，2008年入选江苏省重

点建设学科，标志着学科步入发展快车道。2009 年至今，本学科获

批硕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学科（2009年）、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013年）、博士点申报上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20年），连续

入选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三期、四期项目，在教育部第

五轮学科评估中获跃级为 B等级。依托本学科，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学、财政学、投资学、信用管理等 5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在 2023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本学科位列第 28位，

位列前 12%，在无博士点单位中位居第一，总分 297分。

（一）研究方向

南京审计大学应用经济学学位授权点发展方向明确，特色优势彰

显。本学位点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以“经济监督”为

主线拓展延伸，致力于维护国民经济经济平稳运行与高质量发展，形

成以“监督、监管、规制和治理”为主旨的建设方向。在传统优势学

科方向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促进学科深度融合，从国民经济运行

与监督、区域经济评估与治理、财政审计与监督、产业组织规制与治

理、国际经贸规制与治理、金融风险管理与监管、市场机制设计等 7

个学科方向，努力构建特色鲜明、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南审学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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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方向

本学位授权点结合学科发展历史、现状、前景及社会需求等情况，

凝聚学科资源，集中力量形成了长期、稳定的 8个培养方向，即二级

学科：国民经济学（代码 020201）、区域经济学（代码 020202）、

产业经济学（代码 020203）、国际贸易学（代码 020204）、数量经

济学（代码 020205）、财政学（代码 020206）、劳动经济学（代码

020207）、经济统计（代码 020208）、金融学（代码 020204）。学

位点旨在培养基础扎实、适应性强、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

质应用经济学专业人才。

（三）研究生培养

自招生以来，学位点共招收研究生 363人，现有在读研究生 93

人，2023年新招收 41人（产业经济学 7人，国民经济学 6人，数量

经济 6人，国际贸易学 4人、财政学 4人、区域经济学 3人、劳动经

济学 1人、经济统计 2人、金融学 8人）。

2023年毕业 40人，学位授予 40人。在 2023年毕业研究生中，

考取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5人，

考取机关单位 11人，考取事业单位 8人，国有企业就职 14人，其他

企业就职 2人等，展现了良好的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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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3 届应用经济学学位点毕业生就业去向

（四）研究生导师队伍

2023年，本学位授权点新增 4名硕士生导师。截至 2023年，本

学位授权点共有研究生导师 67名，其中教授（研究员）32人、副教

授 31人。研究生导师团队中，包括多名国家级和省部级人才，并获

得过江苏省“十佳研究生导师团队”（提名奖，2020年），实现了

稳定的高层次人才梯队建设，师资队伍数量、年龄、职称、学历结构

合理，具有坚实充足的研究生培养后备力量。导师队伍具体情况如下：

表 1 应用经济学导师队伍

姓名 职称 硕导所带方向

刘瑞翔 教授 国民经济学

唐国华 副教授 国民经济学

徐瑾 教授 国民经济学

陈祖华 研究员 区域经济学

刘智勇 教授 区域经济学

韩峰 教授 区域经济学

颜银根 教授 区域经济学

吴俊 副教授 区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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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称 硕导所带方向

王永培 副教授 区域经济学

黄娜群 讲师 区域经济学

晏维龙 教授 产业经济学

李陈华 教授 产业经济学

孙国锋 教授 产业经济学

李卫红 副教授 产业经济学

梁佳 副教授 产业经济学

杨利宏 副教授 产业经济学

汪秋明 副教授 产业经济学

杨以文 副教授 产业经济学

王晓青 副教授 产业经济学

宋建 讲师 产业经济学

王鹏 副教授 产业经济学

孙文远 教授 国际贸易学

陈怡 教授 国际贸易学

向洪金 教授 国际贸易学

陈维涛 副教授 国际贸易学

姚娟 副教授 国际贸易学

王洪亮 教授 数量经济学

李想 教授 数量经济学

裴育 教授 财政学

欧阳华生 教授 财政学

王萌 教授 财政学

万树 副教授 财政学

顾元媛 副教授 财政学

李丹 副教授 财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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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称 硕导所带方向

陈欢 副教授 财政学

彭浪川 副教授 财政学

王静 副教授 劳动经济学

庄尚文 副教授 国民经济学

王宏 教授 金融学

万茜 副教授 产业经济学

（五）研究生培养条件

截至 2023年，本学位授权点建有研究生工作站 8个（弘业期货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分公司、江苏华天通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苏地行土地房产评估有

限公司、江苏苏菜投资有限公司、苏州沃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依

托研究生工作站，为研究生的实践教学和专业实习提供平台。

此外，本学位授权点建有“经济监督研究中心”“金融风险管理

研究中心”和“江苏科技金融体系创新研究基地”等江苏省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3个，“金融工程”省级重点实验室 1个，“国

际贸易模拟实验室”“信用管理实验室”“电子商务实验室”“实

验经济学与行为金融实验室”“数量经济科研创新平台”等中央与

地方共建项目 5个。此外，依托学校支持，可用于本学位点研究生培

养的图书资料丰富，包括中文数据库 18个，外文数据库 11个，电子

期刊读物 2615种。这些科研平台为研究生提供学术与科研训练，提

升研究生的科研素养与科技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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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想政治教育

本学位授权点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培养人才的首要环节，思想政

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狠抓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学生塑造品德、提高素质。

突出课程思政改革，实现思政教育全覆盖。根据本学位授权点

“以经济监督为特色，以国民经济运行与监督为引领”的学科特点，

挖掘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元素。召开由硕士生导师、研究生任课教师参

加的课程思政研讨会，着重研讨研究生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相结合，

将思政落实到课堂、辅导和考试中。加大培育思政功能明显的示范课

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明确每一门课程的德育功能，及时

修订课程大纲。通过课程思政立项，集中研讨交流，增强教师主动研

究、主动探索的育人意识和能力，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与

专业知识传授有机融合，提高课程思政建设成效。

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组建由书记

任组长的意识形态工作组，履行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落实意识形

态风险排查，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对研究生活动加强管理，严格

审批流程和活动跟进，注意防范讲座和研究生社团活动中的意识形态

风险；加强网络阵地管理，加强对微信公众号运营团队的教育管理；

构建导师、辅导员、研究生会学生干部三级网络防控体系，做好重点

人、重点时段的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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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实施“党员先锋”工程发挥模范引领作用。

高度重视学生党员发展工作，加强党员发展工作的程序性、科学性，

形成了比奉献、比作为的党员发展工作良好局面；开设党员教育实境

课堂，利用校石艺馆、浦口区王荷波纪念馆等校内外基地载体开展学

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学生干部情境体验式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实

施主题党、团日活动，组织学生党员、共青团员结合重大纪念活动开

展系列主题党团日活动。

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提升辅导员能力素质。定期组织辅导员

工作坊，讨论、交流工作案例，分享工作经验，提升辅导员思政教育

和处理学工事务的能力；选派、组织辅导员参加省内外各项辅导员培

训、论坛；鼓励辅导员积极申报各类研究课题，提升辅导员科研能力。

（七）研究生日常管理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管理体制健全，针对研究生培养工作制定了

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与管理规范，从导师遴选、导师上岗、导师工作条

例、研究生招生、研究生培养流程、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直至

学位论文撰写以及奖助体系等各方面，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规章制度

（如表 2所示）。

表 2 研究生日常管理相关规章制度

文件名称 发文号

南京审计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 南审研发〔2018〕7号

南京审计大学关于加强新时代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实施细则 南审研发〔2018〕11号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安全保密工作规定 南审研发〔2018〕12号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评卷工作规定 南审研发〔2018〕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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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文号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和录取工作办法 南审研发〔2018〕14号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 南审研发〔2018〕15号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 南审研发〔2018〕16号

南京审计大学来华留学生硕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 南审研发〔2018〕17号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与导师互选办法 南审研发〔2018〕18号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基础英语免修管理办法 南审研发〔2018〕19号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管理办法 南审研发〔2018〕20号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条例 南审研发〔2018〕21号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与管理办法 南审研发〔2018〕22号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与管理办法 南审研发〔2018〕23号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 南审研发〔2018〕24号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出国（境）管理办法 南审研发〔2018〕25号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境外研修奖励办法 南审研发〔2018〕26号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三助”工作实施方案 南审研发〔2018〕27号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科研及实践创新计划管理办法 南审研发〔2018〕28号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规定 南审研发〔2018〕29号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 南审研发〔2018〕30号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工作管理规定 南审研发〔2018〕31号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范 南审研发〔2018〕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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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审研发〔2018〕34号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学术成果奖励办法 南审研发〔2018〕35号

南京审计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 南审研发〔2018〕37号

南京审计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办法 南审研发〔2018〕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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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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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任课教师和课程教学管理规定 南审研发〔2018〕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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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文号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导师组工作条例 南审研发〔2018〕42号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暂行办法 南审研发〔2019〕4号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工作管理规定 南审研发〔2019〕17号

南京审计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办法 南审研发〔2020〕8号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实施方案 南审研发〔2021〕2号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处理办法（2021修订版） 南审研发〔2021〕15号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实施办法（2021修订版） 南审研发〔2021〕16号

南京审计大学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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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审校发〔2023〕7号

南京审计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南审校发〔2023〕8号

学校成立了研究生院，由校领导分管研究生教育工作，研究生教

育管理实行校、院二级管理体制。应用经济学学位点由经济学院、金

融学院、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联合共同建设，各学院院长分管研究生

教学工作，学院书记主抓研究生思想工作，并配备专职的研究生辅导

员和研究生专业班主任。

学院成立研究生协会，通过研究生协会的运行，加强研究生的自

我管理。同时，深化研究生协会改革，通过研究生协会的换届与运行，

强化研究生会的桥梁纽带作用。

二、学位授权点制度建设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围绕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三全育人”格局，本学位授权点从课

程思政、课程体系、课程规划、质量督导等多角度进行创新改革，具

体做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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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思政建设引领课程教学。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坚持

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讲

话精神，学科定期组织导师针对培养方案、课程大纲与教学方法等方

面内容进行研讨，并将专业思政中爱国主义、诚实守信、风险防范、

职业道德、工匠精神等元素，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按照“规则-解释-

结合点-相关案例”步骤，将专业思政元素和课程内容进行有效结合。

第二，以人才培养方案为抓手完善课程体系。坚持对人才培养方

案进行动态调整。培养方案体现学科特色和职业导向，明确培养目标，

优化课程体系。现行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立足于学校“审计”特

色，新增了审计类选修课程。开设了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课程，培养

研究生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意识。

第三，建立并完善督导机制。加强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专门

成立了研究生教育督导小组。督导组通过查阅教学大纲、进班听课等

形式，对课程进行总体评价并及时反馈意见和建议。同时，协同教学

督导，依据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定期或不定期采取多种方式

对研究生教学进行检查、督导或评估，逐步建立了完善的评价机制。

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一个流程、两个责任人、三个关键点”

的工作方法，形成涵盖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各环节的循环质量督

导体系。以此为抓手，加强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保证教学和人

才培养质量。

（二）导师选拔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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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本学位授权点新增 4名硕士生导师。截至 2023年，本

学位授权点共有研究生导师 67名。依据《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评聘与管理办法》和《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与导师互选办法》，

本学位授权点明确了“标准明确、程序严格、公平公正、保证质量”

的选聘原则，建立了科学合理的招生名额分配制度。强调导师需品行

端正、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且符合学科建设规划，注重导师招生培养条

件的科研经费保障，取消聘期内无成果、无项目、无经费或指导研究

生培养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导师的招生资格，有力地保障了研究生的培

养质量。

对新晋研究生导师严格把关，全面贯彻《南京审计大学全面落实

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试行）》，加强研究生导师培训，

定期组织导师经验分享活动，强调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强化导师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作用和贡献，通过研讨会和座谈会，一

方面加强了导师们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也让导师们了解目前研究生

培养管理中的不足，有利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稳步提高。在讲座论坛

和课堂言论管理方面，加强意识形态管理，号召导师以身作则，培养

学生的德育精神，在学生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师德师风建设

本学位授权点坚持在发展中力行师德规范，推动学科建设与师德

师风建设相互融合：一方面，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构建师德师风教育新机制；另一方面以学科为依据，开展师德师风建

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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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思政教育为引领，贯穿教学科研全过程，构建师德师风

教育新机制。具体机制包括：（1）成立以书记和院长共同担任组长

的工作小组，形成了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2）完善各

项奖惩制度，制订《经济学院关于进一步落实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实

施方案》等，推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3）

鼓励特色发展，强化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努力构建以学生

成长成才为中心的培养机制，形成以“经济监督”为特色的学科体系，

实现“三育人”。

第二，以学科为依据，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活动。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引导全体教师以德立身、以德施教。具体做法包括：（1）强化

课程思政建设。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将

“课程思政”理念充分融入到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中；开展“课程思

政”教学设计，明确每一门课程的德育功能；遴选并培育一些思政元

素凸显的研究生示范专业课程。（2）加强导师及导师组日常管理。

根据《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导师组工作条例》，完善研究生指导的日

常管理工作，探索“导师+导师组”“校内导师+校外实践导师”研究

生培养模式；对优秀导师或导师组，推荐申报“江苏省十佳研究生导

师及导师团队”。（3）做强“润智研究生”论坛。以专业为单位，

围绕专业研究领域的前沿理论或研究生论文成果，定期开展研究生教

学和学术研讨，使论坛成为深受研究生欢迎、展现研究生学术能力、

促进研究生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的舞台。（4）建立人才反馈机制。

通过探访、邀请优秀毕业生返校等形式，为在校研究生提供就业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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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生涯规划和经验借鉴，做好学生“树人”成效的传承。（5）

考核“立德树人”职责落实情况。以年度考核为依托，坚持学术委员

会评价、教学督导评价、学生评价和教师自我评价相结合，建立科学、

公平、公正、公开的考核体系。

（四）研究生学术训练

本学位授权点鼓励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将理论联系实践，将中

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作为研究的重要选题，将

学术论文和研究课题写在中国大地上。将《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

《职业道德与论文写作》作为研究生必修课纳入培养方案。充分利用

“学堂在线”3门优质网络课程，并遴选德才兼备的老师和团队进行

线下辅导，引导学生规范写作，恪守学术道德和职业伦理。鼓励研究

生申请研究生科研实践和创新实践计划项目，参与导师科研项目，在

导师的指导下，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

（五）学术交流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积极参加校内外学术讲座与学术会议，部分

学生作口头报告。本学位点按照研究方向分组，定期举办“润智研

究生”论坛，通过研究生的分享汇报、研究生之间的讨论及导师的点

评，训练研究生的科研展示能力，为研究生自主交流研讨学术提供了

平台。2023年唐子玮、高钊、杭娴、陆首凡、李琪等多名研究生参

加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七届学术大会、江苏省研究生“开放经

济与产业发展（第三届）”科研创新实践大赛、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

界第十七届学术大会、数字经济发展与监管、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



14

会、首届中国创新发展政策与管理年会、浙江大学产业经济学国际会

议（第十一届）等国内学术会议，并在主会场、分论坛作汇报，与全

国范围内的专家学者研究生进行学术交流，代表南审研究生发声。

（六）研究生奖助学金

学校设置各类研究生奖助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审计长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单项奖学金，制定奖助学金评选办法，开

展各类奖助学金的评选，发挥奖助学金的激励与补贴作用。同时，学

校根据《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三助”工作实施方案》开展“三助”

岗位选聘工作。2023年度，本学位点有 4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

108人获得学业奖学金，161人次获得国家助学金。

2023年奖优项目评选中，本学位点研究生获得各种奖助学金共

计 282人（见表 3），优秀毕业研究生 1人。

表 3 2023年研究生奖助情况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

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8 4

国家助学金 奖学金 86.64 161

单项奖学金 奖学金 1.8 9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82.47 108

三、年度建设取得的成效

（一）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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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学校发布《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实施方

案》，实施研究生“审计文化铸魂计划”、研究生“生源质量提升计

划”、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提升计划”、研究生“优质教学资源建

设计划”、研究生“科教产教融合推进计划”、研究生“学术与实践

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计划”、研

究生“过程管理完善计划”、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推进计划”

等项目，为本学位点培养质量提升提供了有力抓手。此外，学校修订

了《南京审计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处理办法》、《南京审

计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实施办法》，本学位点毕业论文各

项工作得到进一步规范提升。

在学院层面，为进一步加强教书育人工作，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更好地对学生因材施教，促进学风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经济学

院还推行专业班主任制度。通过制度的实施，一方面加强学生思想政

治建设，另一方面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指导研究生学习、选课、参

加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学术研究，加强对学生的学习方法指导，培养

学生自主、自律意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专业班主任兼任

导师组秘书，辅助研究生导师开展学位点建设。

（二）师资队伍建设

2023年，本学位授权点师资所在教工党支部通过《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论述摘编》《南京审计大学教师师德手册》等

师德专题教育资料学习、师生座谈会、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开展师

德师风学习研讨专题教育系列活动。2023年本学位点职称晋升教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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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副教授 8人；积极引进高层次领军人才，助力学科建设，引进 9

名学术骨干；引进海内外优秀博士，2023 年本学位点新增研究生导

师 4人，进一步充实了研究生教育培养队伍。

（三）课程与教学

2023年，本学位点 2023版人才培养方案完成修订已全面推进使

用，完成 16门核心课、3门选修课的课程大纲更新和《全球化与中

国开放经济研究》、《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获得校级研究生课程思

政示范课程立项，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类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

范中心立项。

本学位点研究生毕业需修满 42学分，其中必修课 32学分，选修

课至少修满 6学分，社会实践、学术讲座和体美劳教育 4学分。为适

应数字经济、国际化条件下人才培养需要，同时进一步彰显学位点经

济监督特色，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将持续调整优化。

（四）科学研究工作

2023年，本学位授权点教师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代表性论文

如表 4所示）；公开出版著作 10部（如表 5所示）；获国家自科、

国家社科等国家级项目 3项，省部级项目 4项，其他一般项目 1项（如

表 6所示）；获国家级奖励 4项，省部级奖励 9项；4份政策建议被

江苏省政府、省委组织部等部门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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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代表性学术论文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发表刊物 级别

Is cleaner more efficient? Exploring
nonlinear impacts of renewable energy

deployment on regional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王永培 Renewable Energy SCI

Testing for quadratic impact of industrial
robots 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reaction to green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cost

张中辉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SCI

JUE Insight: COVID-19 and Household
Preference for Urban Density in China

黄娜群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SCI

Air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and Robots:
Is Technology the Panacea

宋建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CI

Carbon abatement of electricity sector with
renewable energy deploy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王永培 Renewable Energy SCI

Family size, labor supply, and job prestige:
Evidence from three decennial censuses in

China
陈诚 China Economic Review SSCI

The Policy Evaluation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on Firm

Employment: A Channel from Industrial
Automation

王静 Energy Policy SSCI

What does democratic management do in
Chinese workplaces? Evidence from
match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陈力闻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SSCI

Exposure to socially influential peer
parents: Evidence from cadre parents in

China
陈力闻 China Economic Review SSCI

The Effect of Commuting Time on Quality
of Life: Evidence from China

韩立彬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SSCI

Effects of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on
insurance coverage and labor supply for

noncitizen immigrants
郭浩 Economic Modelling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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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发表刊物 级别

Railway opening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distressed areas: Evidence from China’s
state-level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王永培 Transport Policy SSCI

The puzzle of changes in employment and
wages in routine task-intensive occupations

Pallab
Ghosh

Empirical Economics SSCI

Digital econom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reen eco-efficiency

杨以文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SCI

Pathways to Carbon Neutrality in Major
Exporting Countries: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Digital Transition
张欢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SCI

Is Financial Education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nsumer Stock Market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陈福中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SCI

Resource inequality in the war of attrition 皇甫秉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
SSCI

A Rubinstein Bargaining Experiment in
Continuous Time

冷艾琳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SSCI

FDI专利空间集聚如何影响本土企业创新 杨以文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CSSCI

跨区域能源调度促进企业减排效应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CSSCI

德本论:华夏道德仁义礼体系的 一个经济

学视角梳理
杨春雷 文史哲 CSSCI

最低工资与全要素生产率：机制讨论与经

验证据
王静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CSSCI

“结构-特征-支撑”：一个分析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新框架
孙文杰 经济学家 CSSCI

R&D税费减免对中国企业生产率激励效

应的非线性研究
宋建 经济学报 CSSCI



19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发表刊物 级别

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与企业质控：政绩理

性的逻辑
李想 宏观质量研究 CSSCI

人口老龄化 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 徐瑾 经济问题探索 CSSCI

区域优惠政策调整对地方政府财政能力

的影响效应研究
李丹 财贸研究 CSSCI

税收优惠政策能否激励中国企业创新？--
基于创新链视角的探究

宋建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CSSCI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如何影响

电商行业发展
杨以文 审计与经济研究 CSSCI

Does natural resources cause sustainable
financial development or resources curse?
Evidence from group of seven economies

丁远一 Resources Policy SSCI

Strategic or substantive green innovation
How do non-green frms respond to green

credit policy
胡熠 Economic Modelling SSCI

Energy market reforms in China and the
time-varying connectednes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王田田 Energy Economics SSCI

Structured multiagent decision-making in
information diffusion：The model and

dynamics
张瑾玉

Knowledge-Based
Systems

SCI

Sequential Bayesian Inference for
Agent-based Models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Chinese Business Cycle
张瑾玉 Economic Modelling SSCI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债务违约风

险的防范
胡玥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CSSCI

税 收 竞 争 对 地 方 政 府 隐 性 债

务 治 理 的 作 用 研 究
江世银 新疆社会科学 CSSCI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稳金融”效应

——兼论“双支柱”框架协调
姜勇 学习与实践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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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发表刊物 级别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mong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based on

multiplex networks
李杰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SSCI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的

影响
卢亚娟 现代经济探讨 CSSCI

High-Dimensional Distributionally Robust
Mean-Variance Efficient Portfolio Selection

张中辉 mathematics SCI

High-dimensional sparse index tracking
based on a multi-step convex optimization

approach
时芳泉 Quantitative Finance SSCI

宏观审慎政策应对外部金融冲击的有效

性
安蕾 国际金融研究

CSSCC
SSCII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 傅顺 审计与经济研究

进退相济：国有经济的产业布局与宏

观稳定效应
陈金至 管理世界 CSSCI

Modelling economic losses from
earthquakes using regression forests
Application to parametric insurance

谷政 Economic Modelling SSCI

跨国关联交易、制度差异与外商投资企业

绩效
王进猛 经济学（季刊） CSSCI

Do the differences in legal systems hinder
international_enterprises’ debt financing

王进猛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SCI

Equilibrium valuation of currency options
with stochastic volatility and systemic

co-jumps
邢钰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SCI

表 5 公开出版著作

著作名称 主要作者 出版社

对外贸易与高质量发展：行业竞争力、企业创新

与劳动力市场视角的研究
陈维涛 经济管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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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名称 主要作者 出版社

大国发展：产业结构变迁与竞争优势培育 宋建 经济科学出版社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实训 万树 南京审计大学

电子商务案例分析 李陈华 南京大学出版社

现代流通体系中的通道费研究 李陈华 商务印书馆

基于金融系统结构和运行视角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研究——逻辑和理论层面的探索
吴龙龙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金融服务创新 曹严礼 科学出版社

共享经济下道德风险控制与信用机制构建研究 石岿然 科学出版社

中国股票市场的建设与发展
杨光艺 中国金融出版社

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对产业结构变迁的

影响研究
张国建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审计预期论 江世银 上海人民出版社

表 6 代表性科研项目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统筹发展和安全视角下“泛电商”平台秩序治理

研究
李陈华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
点项目

数字化转型破解中国制造业“卡脖子”技术困境

的逻辑机理与靶向路径研究
宋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
般项目

房地产金融的影子银行风险与审计治理机制研

究
王家华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
般项目

全球金融周期、汇率波动与中国货币政策应对研

究
何暑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
般项目

跨境金融网络的风险溢出测度研究 安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

支付方式改革下医院医疗质量的差异化竞争：基

于产业组织与激励理论视角的研究
吴亚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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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
上项目

垂直生产结构下国有企业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机制研究
陈金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

国内统一大市场背景下市场一体化对资源配置

效率的影响研究
孙雅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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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拍卖机制的地方政府绿色债券的融资效率

研究
杨理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

全球金融周期下跨境风险传导与应对政策研究 安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

期资助项目

数字经济时代居民数字金融素养与家庭财务健

康研究
孟德锋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
期资助项目

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研究 江世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

期资助项目

“以地融资”模式的贡献、反思与转型研究 陈金至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

期资助项目

“三链融合”视角下中国制造企业关键核心技术

识别、攻关机制与突破路径
宋建 国家统计局-重点项目

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审计保障

路径与政策选择研究
庄尚文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双链融合”实现江苏技术领军企业自立自强的

机理与路径研究
宋建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中国式现代化下提升江苏民营企业创新质量的

财政政策研究
顾元媛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资产证券化助力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最优机制设计研究
王宏

省部级其他项目-一般项目

（社科）

（五）研究生招生和培养

2023年经济学院加大了招生宣传工作的力度，以招生宣讲会、

校园网、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开展研究生招生宣传。本年度招生研究生

33人，其中国民经济学 6人、区域经济学 3人、产业经济学 7人、

国际贸易学 4人、数量经济学 6人、财政学 4人、劳动经济学 1人、

经济统计 2人。

2023届毕业研究生 40人，40人顺利升学或就业。具体去向见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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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3届应用经济学研究生毕业去向

在培养质量上，学位点在充分调研、总结经验和专业特色的基础

上，优化了应用经济学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对研究生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要求等方面进行完善，促进研究生教学管理规范

化。

在学位点的持续高水平建设中，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提升显著。

2023年，本学位点研究生获批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实践和创新实践计

划项目 46项（如表 7所示），为学生科研能力培养和实践素质提升

提供了交流展示平台和经费支持。研究生发表论文 20篇（如表 8所

示），其中 CSSCI期刊 2篇。5人次参加学术会议（如表 9所示），

举办“润智•研究生论坛”19期 52场。在评奖评优中，4人获国家奖

学金、161人获国家助学金、9人获单项奖学金、108人获学业奖学

金，资助金额达 178.91万元（如表 10所示）；选聘研究生“助管”

11人、“助教”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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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3年研究生科研实践和创新实践计划项目

学生姓名 项目名称

黄杰 多环节监管中的政企互动与产品质量：监管者避责的逻辑

谢宇婷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理论与实证

乔一周 关于校企关联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课题研究

杭娴 皮格马利翁效应：文明城市建设与创新生态系统质量

迟桂川 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转型推动效应研究

陈琴 数字经济市场化监管的影响

刘凡 股权收购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的机理与政策研究

刘志威 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债务风险影响研究

金葆琪 全球价值链地位变化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影响

王诗元 强制还是鼓励自愿？碳信息不对称下的企业谎报行为

李怡晨 我国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杨福芹 区域减税政策、公司绩效与区域经济发展

李阳 城市群功能分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支明悦 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袁肖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高钊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郭哲廷 碳排放交易权政策与能源消耗效率分析

王玉婷 财政外部治理的模式与实践——基于对人大与审计监督的思考

李修迪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消费：基于空间外溢视角的研究

蔡伯龙 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潘晶晶 财政支出政策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机制与对策研究

王壹华 数字经济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刘长鹏 自贸区制度创新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华笑烨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效应研究

张铨稳 自贸区制度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杨玉婷 数字赋能中国出口韧性提升：机理与实证

王佳乐 增补贴还是降关税？关于中国平抑“猪周期”政策选择的研究

王昱丹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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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 项目名称

胡学萌 中国城市能源效率绿色财政政策效应评估研究

王伟 数字鸿沟、私人转移支付与农村老年人生活研究

陈圆圆 数字经济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于飞雁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研究

陈一铭 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秦源 长三角市场一体化对人力资本升级的影响研究

张丽莹 数字经济的经济学逻辑

魏宇萌 数字经济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机制研究

任慧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研究

黄鼎 从供给到需求：价值链地位重塑的动力转型

王婧怡 人工智能化下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劳动力市场效应研究

王陈玉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刘昊杰 数字经济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

韩州 跨境电商综试区对产业聚集的影响研究

蒋志曼 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企业技术效率-基于 x 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邹小奕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高端要素聚集效应：理论与实证

高子豪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安全影响效应研究

乔治 产业融合、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产能利用率

表 8 2023年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

学生姓名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梁启业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如何影响电商行业

发展
审计与经济研究

梁子昕
区域优惠政策调整对地方政府财政 能力的影响效

应研究 ———基于国贫县名单调整的实证分析
财贸研究

吴林泽 “双碳”目标下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市场周刊

张芳 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财富时代

王庆宏 城镇的空间分布对生育率的影响 支点

陈思银
房价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

据
河北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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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汪贤旭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文献综述——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河北企业

张森 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 财富时代

蔡振 跨境电商、产品多样化与贸易收益 财富时代

蔡振 跨境电商对一般贸易的产品替代效应 商业经济

陈雅婷 贸易开放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国际商务研究

贾宝万 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问题研究 市场周刊

陈坤
人工智能与就业波动——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

验证据
当代经济

谢晓萱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数字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中国物价

涂海燕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 31

个省份空间计量的研究分析
宜宾学院学报

王京京
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对高新技术企

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财富时代

张弘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市场份额增长 绿色财会

梁启业

Digital econom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reen
eco-efficiency—Empirical evidence from 285 cities in

China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陆九洲

New Energy Subsidies, Green Innovation, and State
owned Enterprise Shareholding Reform: A Study

Based on Oligopoly Competition Model

Journal of Global
Economy, Business

and Finance

陆九洲

Will aging stimulate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of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from

2003-2022

Probe-Accounting,
Auditing and Taxation

表 9 2023年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学生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唐子玮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七届学

术大会

数字技术应用对中国企业出口竞争

力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高钊
江苏省研究生“开放经济与产业发

展（第三届）”科研创新实践大赛
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企业持续创新

杭娴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七届学

术大会

走向生态共同富裕：城市数字化转型

的绿色发展收敛效应研究



27

学生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杭娴 数字经济发展与监管
走向生态共同富裕：城市数字化转型

的绿色发展收敛效应研究

陆首凡 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 视频平台竞争、版权保护与内容质量

陆首凡 首届中国创新发展政策与管理年会 视频平台竞争、版权保护与内容质量

李琪
2022年浙江大学产业经济学国际会

议（第十一届）

市场竞争程度与 FDI：内在机理、经

验证据及博弈分析

表 10 2023年研究生奖助情况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

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8 4

国家助学金 奖学金 86.64 161

单项奖学金 奖学金 1.8 9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82.47 108

四、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科学研究和学位点发展方面

学位点交叉融合发展的成效尚未充分显现。本学位点虽设立了交

叉融合发展方向，但就目前来看，凸显审计与经济问题交叉研究的成

果还偏少，尚未形成以审计监督、国家治理为特色的学术影响力，学

位点特色仍需进一步凸显。

科研反哺教学效应有待提升。本学位点科学研究成果丰硕，2023

年在顶级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但科研成果渗透到教学过程的手段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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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丰富，力度还有待加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学术视野的开阔和

科学思维的启迪，“科研反哺教学”效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研究生招生和培养方面

研究生毕业深造率不高。本学位点 2023年毕业的 40位学生中，

仅有 5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毕业深造率仅为 12.5%，距一些兄弟院

校 20%的毕业深造率仍有不小差距。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学位点在筑牢

学生经济学功底、培养研究型学习能力等方面尚有提升空间。

对优质资源的利用有待提升。目前，跨国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

平台较单一，学生参与度有待提升。“经济仿真研究实验室”、“经

济学阶梯教室”网络平台以及电子资源数据库等资源对学术研究和人

才培养质量的作用还需进一步加强。

五、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一）发展思路和目标

按照“查弱项、补短板、促提升”的工作思路，围绕提升学位点

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下一年度发展目标包括：

1. 进一步强化学位点融合发展，力争围绕经济监督和国家治理

等交叉方向，新立项国家级课题 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5篇。

2. 围绕“科学反哺教学”，依托师资队伍的科研成果，新开设

研究生选修课 1门。

3. 多措并举鼓励研究生选择读博深造，力争学生毕业深造率达

到 20%以上。

4. 探索学生交换项目，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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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改进举措

1. 通过优化激励机制，鼓励导师团队基于自身学术专长，结合

学位点特色方向展开研究；同时，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通过引进经

济监督领域的高层次领军人才，引领特色学位点建设。

2. 优化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推动学位点所属知名专家、学术

带头人授课常态化、制度化，鼓励以科研精神融入教育理念，以科研

成果丰富教学内容。树立科研成果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的先进典型，

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以科研项目为载体，鼓励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团

队，早出成果。

3. 通过课程大纲优化、教材建设和考核方式改革，进一步提升

学位点基础课教学质量，筑牢研究生的经济学功底。强化研究生论文

写作训练，通过相关课程建设和专门指导，促进研究生优质论文的产

出和发表，为进一步深造打好基础。

4. 通过精英人才选拔、优化研究生培养等措施，提升经济仿真

研究实验室、经济学阶梯教室网络平台等优质资源对研究生学习与研

究的作用。通过与境外高水平大学签订学分互认、学生交换等项目，

进一步扩宽跨境联合培养平台，提升学生跨境联合培养的参与度。

（三）基本保障措施

1. 继续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加

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引领思政教育。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教学课程管

理、研究生日常管理、导师选拔培训、师德师风建设、绩效激励机制

等各项基本规章制度，确保学位点高质量、高标准发展。



30

2. 扩大资金来源渠道，进一步做好财力、物力的支持和保障工

作。改善实验室硬件和办公条件，提升办学和教师发展空间，合理规

划好教学、科研资源的配置，扩充图书资料和数据库，为师生创造良

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进和条件。

3. 做好其他服务和保障工作。进一步发挥党组织、领导班子和

工会的引领作用，倡导寓教于乐，关爱师生身心健康，拓宽对外合作

交流和公益活动渠道，彰显学位点师生的社会价值，塑造正向、积极

的环境氛围，春风化雨，做好多层次的服务、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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