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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南京审计大学理论经济学学科起步于上世纪 80年代，2005 年政

治经济学同南京大学联合招收硕士研究生，并于 2008 年入选“江苏

省重点建设学科”。2013 年，南京审计大学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其中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理论经济学学位点被

批准为授权学科，并于 2014 年独立招收硕士研究生。理论经济学连

续入选“十二五”和“十三五”江苏省重点（培育）学科，并于 2021

年入选“十四五”江苏省重点（培育）学科。依托本学科，经济学、

电子商务 2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本学位授权点的

学科定位、学科特色与发展方向不仅符合经济学自身发展的总体态

势，而且符合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未来几年，本学位点将进

一步拓展外延、增进内涵，力争成为国内理论经济学学位点典范。

（一）研究方向

本学位授权点依托“十四五”江苏省重点（培育）学科项目，

围绕着经济监督功能，依托“审计”优势，本学科已形成了中国特色

市场经济运行与监督、中国经济监督史、市场机制设计与微观经济运

行、开放经济运行与治理、可持续发展规制与评估五个稳定的特色研

究方向。

（二）二级学科点

本学位授权点结合学科发展历史、现状、前景及社会需求，凝

聚学科资源，集中优势力量，形成了长期稳定的 5个培养方向：政治

经济学（代码 020101）、经济史（020102）、西方经济学（代码 0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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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代码 02010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代码 020105）。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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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素质理论经济学专业人才。

（三）研究生培养

自招生以来，学位点共招收研究生 240人，现有在读研究生 84

人，2023年新招收 20人（政治经济学 7人，西方经济学 6人，世界

经济 3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4人）。

2023年毕业 32人，学位授予 32人。在 2023年毕业研究生中，

考取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 2人，考取机关单位 6人，考取

事业单位 8人，国有企业就职 6人，其他企业就职 8人等，展现了良

好的就业竞争力。

图 1：2023 届理论经济学学位点毕业生就业去向

（四）导师队伍

根据南京审计大学制定的《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评聘与管理办法》，理论经济学学位点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



3

责任人，对导师职责、导师评聘基本条件、遴选程序、考核等做了明

确规定，并通过能力提升培训不断提高师资队伍建设水平。

为适应不断扩大的研究生规模，2023年理论经济学学位点新增

校内导师 1名。截止 2023年，学位点共有导师 21名，其中，正高职

称导师 14人，副高职称导师 5人。研究生导师团队中，包括多名国

家级和省部级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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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坚实充足的学科后备力量。

（五）培养条件

1.工作站和实践基地。截止 2023 年，学位点与弘业期货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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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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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建了 9 个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与校外实践

教育基地；同时，获批 3名产业教授，形成了多层次的产学研合作模

式，对学位点的实践教学起到了极大的支撑作用，为学位点培养高层

次创新人才、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了依托载体。

2.学科平台依托。理论经济学研究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根据

工作站所提供项目进入企业开展联合培养，完成专业实践，撰写学位

论文。此外，学位点所依托平台还包括：江苏省重点学科平台 1个（“十

四五”江苏省重点学科 B 类—理论经济学）、中央与地方共建项目 4

个（经济决策与预测实验室、实验经济学与行为金融实验室、国际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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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模拟实验室、信用管理实验室）、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 1 个（经济监督研究中心）、特色智库 1个（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中心）。

（六）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经济学学位点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以党政干

部、专业课教师、辅导员和研究生专业班主任为主体的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队伍，齐抓共管基层党组织建设、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课

程思政队伍建设、社会实践开展等，实施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着力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培养“以德为先、德才兼备、

品格与学养并蓄”的高质量人才。

学位点积极优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统领思政教育。把基层党组

织建设与思政教育融合起来，培育先进基层党组织、选拔特色支部工

作室、实施“党员先锋”工程，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开设党员教育实

境课堂，利用校内外基地开展情境体验式主题教育活动。强化党员发

展工作的程序性、科学性，优化党员发展工作。组织师生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共青团员开展系列主题党团日活动，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思

政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强化项目制课程思政队伍建设，带领思政教育。以项目形式建

设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大力推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创新课程

思政教学理念、方法及手段，并分批分阶段统筹推广运用到所有课程。

以导师组、课程组为单位对教学大纲进行调整，充分挖掘和运用各门

课蕴含的思政元素、承载的思政教育功能。定期召开院、系、课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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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与研究生各级各类课程思政研讨会、座谈会，有效推进课程思政

改革。有 14 门研究生课程获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优秀案例、优秀教

学大纲、优秀教学设计。2023 年获校级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立

项 2项、校级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立项 1 项。全体教师严格遵守《高

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未出现师德师风方面的负面事件，未出现教

育部和学校“负面清单”的行为，实现学生和社会“零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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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毕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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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表 1）可以参照执行。

研究生教育管理实行校、院二级管理机制。理论经济学专业学

位点依托经济学院，由 1 名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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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名和专职研究生班

主任 2 名。

表 1 研究生日常管理相关规章制度

序号 文件名称

1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工作管理规定

2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安全保密工作规定

3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和录取工作办法

4 南京审计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处理办法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0a41980/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0a41992/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21/1029/c4411a87072/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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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5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实施办法

6 南京审计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

7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学术成果奖励办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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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南京审计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办法

10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工作管理规定

11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

12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规定

13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科研及实践创新计划管理办法

14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三助”工作实施方案

15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境外研修奖励办法

16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出国（境）管理办法

17 南京审计大学学科建设经费管理办法

18 南京审计大学学科建设管理办法

19 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导师组工作条例

20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任课教师和课程教学管理规定

21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评聘与管理办法

22 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评聘与管理办法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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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学位授权点制度建设

（一）优化培养方案

https://gs.nau.edu.cn/2021/1029/c4411a87071/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1a42033/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1a42031/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1a42030/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1a42034/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1a42024/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1a42019/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1a42018/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1a42010/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1a42009/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1a42004/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1a42003/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3a42039/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3a42037/page.htm
https://gs.nau.edu.cn/2018/0709/c4413a42035/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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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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 13 门核心课程、3 门选修课程的课程大纲更新，积极

推进研究生示范课程建设，丰富教学内容，提高研究生课堂教学水平，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理论经济学学位点的课程设置重在培养研究生

的创新素质和科研的独立能力，注重研究生的多学科知识体系构建，

强调学科的交叉融合，设置国家治理与经济监督等特色研究方向，打

造“理实结合”的课程体系。理论教学以核心课程为基础，嫁接审计

特色开设一批多学科选修课。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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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重视学生学术研究和实

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就各环节给出明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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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而言，理论经济学学位点开设的课程由三部分构成：①必

修课，包括公共课 3 门与核心课 8 门，分别为 8 和 22 学分。②选修

课，至少修满 4学分，已在全校范围内实现通选，可实现学生在各领

域、学科、专业、研究方向所具备的、拓宽知识面的技能提升。按累

计总学分的要求，选修课由导师指导学生选学。③其余必修环节，指

获取学位所必修的社会实践、学术讲座、学位论文等。针对跨专业的

研究生，专门设立了两门先修课程，规定跨专业研究生必须通过先修

课课程考试或补修课程并考核合格，从而帮助跨专业的研究生尽快掌

握本专业基础知识，为其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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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建设与发展

改进教学方式，注重多效培养。通过组建教学团队，课堂教学

实行开放式、探索式、研讨式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同时

推行研究生教学检查常态化，采用督导听课、集中听课、同行听课、

研究生师生座谈会等措施，开展“提升研究生课程质量”系列活动，

实现教学检查常态化，及时向任课老师反馈改进意见和建议，为优化

课程设计和人才培养方案提供基础并为进一步提升研究生课程质量

提供方向。

适时开展教学比赛和示范活动，通过示范—点评—反思过程，

发挥教学模范的传帮带作用。同时在研究生教学中融入思政理念和思

政元素，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

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

（三）导师选拔与培训

依据《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评聘与管理办法》、《南

京审计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试行）》，

对新晋研究生导师严格把关，选拔思想政治素质高、科学研究能力强、

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加入研究生导师队伍。加强研究生导师培训，

注重导师经验分享，强调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强化

导师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作用和贡献，切实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联系

学生通知的精神。通过研讨会和座谈会，一方面加强导师们之间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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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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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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学位点新增 1名硕士生导师，截止目前，

学位点共有 21位硕士生导师。

（四）师德师风建设

理论经济学学位点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尊重师德师风建设规律，把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放在首位，营

造师德建设良好生态。

制定方案、精心部署。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的指示精神与方针，

对标校党委教师工作部编印的《南京审计大学教师师德手册》，学院

组建了以党委书记、院长为组长，副书记、副院长、导师及导师组、

课程组长为成员的师德师风建设领导小组，讨论制定开展师德师风建

设活动方案，明确师德师风建设活动的指导思想、活动目标及任务举

措，对师德师风建设活动过程及环节进行精心部署，组织开展系列线

上线下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学习活动。

开展活动、加强学习。全面开展理论学习，将“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作为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部分。组织线上线下师德专题学习活动，

推动党员教师、高层次人才、青年博士开展新时代师德师风、教育教

学思想讨论，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切实增强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牢记立德树人的崇高使命，服务学生成长。

强化监督、落实考察。加强对新进教职工、新聘导师的岗前培训，

学习相关文件精神。落实考核监督机制，在学生评教、同行评教、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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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评教及年底考核等考核环节中，将师德考核放在首位，提高师德师

风素养。强化过程管理，设立网络、电话、信箱等多渠道师德师风投

诉和举报平台，设立院校两级教学督导组，形成多位一体的师德师风

监督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

(五）研究生学术训练

本学位点通过贯彻落实党的教育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立德树

人、强化思政建设、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建立并完善教学督

导机制，学校及学位点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本学科在校

生取得丰硕的学习成果。

2023年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在优秀毕业论文、高水平期刊发表论

文、主持省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等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2023年

理论经济学研究生共发表论文 21篇（见表 2），其中在《南方经济》、

《中国工业经济》等 CSSCI期刊 9篇；新增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

计划项目 19项（见表 3）；获得省级奖项 2项（见表 4），其中：江

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七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1项，江苏省

研究生“开放经济与产业发展（第三届）”科研创新实践大赛三等奖 1

项。

毕业生就业情况较好。2023年毕业研究生中，考取厦门大学、

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 2人，考取机关单位 6人，考取事业单位 8人，

国有企业就职 6人，其他企业就职 8人等，展现了良好的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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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3 年度理论经济学研究生新发表论文汇总

学生姓名 论文题目 学生所在专业 发表刊物/论文集

管仲毓

Railway opening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distressed areas:

Evidence from China’s state-level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西方经济学 Transport Policy

管仲毓

Exploring the magnitude threshold of
urban PM2.5 concentration: evidence
from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西方经济学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马皓巍
国家审计治理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

响：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西方经济学 南方经济

马皓巍
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 GVC 分工地

位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学报)

马皓巍
数字化转型一定能提升企业加成率

吗?
西方经济学 金融研究

马皓巍
数字化转型、出口增长与低加成率

陷阱
西方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曾令涵

自贸试验区推动出口稳增长和优化

升级了吗——基于制度创新作用的

量化评估

世界经济 国际经贸探索

曾令涵
企业数字化型提升出口韧性:机理

及实证
世界经济 中国软科学

曾令涵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与城市出口韧

性
世界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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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 论文题目 学生所在专业 发表刊物/论文集

黄敏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工业绿色

转型——基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西方经济学 产业组织评论

邹溪洋

对外开放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

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市场分割的视

角

西方经济学 中国软科学

刘一涵
数字经济助力农村低收入群体共同

富裕
政治经济学 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牛子昂
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经济低碳转型

实证研究
西方经济学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

梁祎晨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我国区域创

新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 科技经济市场

陈婷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Eonomic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经济史

Journal of Global
Economy, Business

and Finance

陈婷

唐以前北方主要粮食作物种植及结

构变化的宏观考察——基于黍、粟

和小麦的历史研究

经济史 古今农业

陈雨露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基于 CHFS 数据的研究
西方经济学 河北企业

王筱娴

中国与 RCEP 伙伴国的贸易潜力与贸

易效率分析——基于随即前沿引力

模型

世界经济 上海商业

赵哲浩
劳动力流动背景下商品住宅价格对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西方经济学 河北企业

鲁诗涵
女性劳动参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基于数字赋能的调节作用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鲁诗涵
数字时代农村电商人才培养问题与

路径研究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
生产力研究

表 3 2023年度新增江苏省研创项目汇总

申请人 申请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类型 级别

王壹华 数字经济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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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申请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类型 级别

刘长鹏 自贸区制度创新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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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张铨稳 自贸区制度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杨玉婷 数字赋能中国出口韧性提升：机理与实证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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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王昱丹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胡学萌 中国城市能源效率绿色财政政策效应评估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王伟 数字鸿沟、私人转移支付与农村老年人生活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陈圆圆 数字经济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于飞雁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陈一铭 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秦源 长三角市场一体化对人力资本升级的影响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张丽莹 数字经济的经济学逻辑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魏宇萌 数字经济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机制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任慧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黄鼎 从供给到需求： 价值链地位重塑的动力转型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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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王陈玉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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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3年研究生科研获奖

奖项名称 获奖作品
获奖等

级

获奖时

间

组织单位

名称

获奖人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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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

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影响研究

三等奖 2023.12

江苏大学

财经学院、

江苏省经

济学类研

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

会、南京财

经大学金

融学院

韩州

江苏省哲学社

会科学届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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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奖 2023.11

江苏省哲

学社会科

学届联合

会

唐子玮

（六）研究生学术交流

为强化研究生学术交流，学院持续开展“润智•研究生论坛”，

打造润智论坛升级版，促进研究生学术能力不断提升。开展 19期 52

场，多名教师参会点评，学生受益匪浅，增加学术积累、训练思辨交

流能力、激发学术灵感、增加学术产出、提升论文质量。

此外，研究生还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与国内其他高校学生、

导师进一步研讨学习，在国内外各类学术专业会议上积极发言、踊跃

探讨，扩宽眼界、增长学识。2023 年，理论经济学研究生共有 5 余

人次参加学术会议（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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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3年度理论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姓名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提交论文题目

王佳乐
第六届赣江金融高

端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财贸经

济》杂志社、江西财经大

学

研发补贴、环境规制与

企业绿色创新

陈圆圆
第二届江苏青年经

济学者论坛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南京师范大学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碳排

放—基于 263 个城市面

板数据的研究

周新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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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江苏

省经济学类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南京财经大

学金融学院

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如何

影响城市电商行业发展

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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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江苏

省经济学类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南京财经大

学金融学院

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对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影响研究

胡学萌
数字经济发展与监

管

经济学会、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学院

进口竞争与企业出口质

量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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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

76人获得学业奖学金，114人获得国家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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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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人（见表 6），优秀毕业研究生 4人。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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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国家助学金 奖学金 64.08 114

单项奖学金 奖学金 2.4 12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8.8 76

三、年度建设取得的成效

（一）制度建设

在 2023 年的学位点建设工作中，除了继续推进原有制度建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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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还

在研究生教育中推行了专业班主任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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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生学习、选课、参加社会

实践活动和进行学术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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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班主任还兼任导

师组秘书，以提高研究生培养效率。

（二）师资队伍建设

2023年新增导师 1人，根据学科长期发展形成的优势研究方向

和未来发展定位，对理论经济学学位点师资队伍进行调整，引进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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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高层次领军人才，助力学科建设，充实了研究生培养队伍，目前已

有两名引进人才在办理手续中。

（三）培养条件建设

依托研究生工作站，深化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

模式，将研究生专业实践基地作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和后备建设

点，研究生在校内导师、企业导师共同指导下完成专业实践训练和学

位论文撰写。

（四）教师科学研究

2023年，理论经济学专业学位点教师主持各类项目 5项，其中，

国家级项目 4项，市厅级项目 1项。科研论文获奖 1项，撰写地厅级

研究报告 2项。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0篇。

表 6 教师代表性科研项目列表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杨彦旻
高校扩建与区域创新能力：效果
测度、机制探究与政策建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23-2026

高纹

The Role of State for Narrowing
Urban-Rural Income Gap:
Implications from Japan’s

Experience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23-2024

俞宁
微观经济政策设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23-2028

俞宁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县域城乡
融合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23-2025

易先忠
江苏省依托国内需求优势建设

世界创新高地的机制与对策研
究

省、市、自治区社科基金项

目
202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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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代表性研究成果清单表

完成人

姓名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成果信息

戴翔
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机制、路径及中国

经验
省级

第十七届江苏省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杨飞 产业智能化是否有利于中国益贫式发展? 省级
第十七届江苏省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俞宁
Job Matching under Constraints（约束下的

工作匹配）
省级

第十七届江苏省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戴翔

“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价值链优化效应

——基于沿线参与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

位提升的视角

北大核心期

刊,CSSCI
中国工业经济

王永培

Is cleaner more efficient? Exploring
nonlinear impacts of renewable energy

deployment on regional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Renewable
Energy

SCI

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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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SSCI

樊士德

（唯一通
讯作者）

Integration of Two Industries，Risk-taking
an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Valu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SSCI

王永培

Carbon abatement of electricity sector with
renewable energy deploy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Renewable
Energy

SCI

王光华

（唯一通
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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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SSCI

邹苗苗
（唯一通
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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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citizen immigrants

Economic
Modelling

SSCI

王永培 Railway opening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distressed areas: Evidence from China’s

Transport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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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

姓名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成果信息

state-level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Policy

彭冲（唯
一通讯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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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SSCI

王永培

The propellant role of the mega-grid i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base on the 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model

Energy and
Environment SCI

刘泽轩

（唯一通
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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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irical
Economics SSCI

杨春雷
德本论：华夏道德仁义礼体系的一个经济

学视角梳理
《文史哲》 CSSCI

冷艾琳
A Rubinstein Bargaining Experiment in

Continuous Time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SSCI

李涛
“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户宅基地流转的福

利效应研究
中国软科学 CSSCI

何红中
国家主导：汉唐时期苜蓿在西北地区的推

广管理
中国农史 CSSCI

李准成

（唯一通
讯作者）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load on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 replication attemp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SSCI

彭冲（唯
一通讯作
者）

Regional allocation of industrial land in
industrializing China: does spatial

mismatch exist?

Landscape
Resarch SSCI

黄超
Stable matching: An integer programming

approach
Theoretical
Economics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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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

姓名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成果信息

张晓萌
（唯一通

讯作者）

The impacts of superstition on risk
preferences and belief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zodiac year*

CHINA
ECONOMIC
REVIEW

SSCI

杨亚迪
Receiving Credit: On deleg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SSCI

郑智勇 多部门杠杆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经济问

题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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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e Theory
SSCI

张晓萌
（唯一通
讯作者）

Deciphe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on economic
preferenc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Global Preferences Survey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SSCI

龙飞扬
制造业嵌入双重价值链：演进逻辑、现实

依据与路径选择
改革 CSSCI

汤二子
新发展格局下产业安全与产业链分工：研

究述评与展望
南大商学评

论
CSSCI

杨春雷
德本论:华夏道德仁义礼体系的 一个经

济学视角梳理
文史哲 CSSCI

孙文杰
“结构-特征-支撑”：一个分析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新框架
经济学家 CSSCI

（五）招生与培养

2023年南京审计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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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宣传，本年度招收

4个方向共 20人。2023届毕业研究生，就业率达 100%，主要在政府

机关、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就业，2人考取博士研究生。

http://www.exam8.com/file/other/gongzuo/201910/45238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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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质量上，在充分调研、总结经验和专业特色的基础上，

优化了理论经济学课程大纲，对研究生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学位论

文要求做了完善，完善了研究生日常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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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研创立项 46 项，

结项 30 项；发表论文 30篇，其中 CSSCI期刊 6篇、CSSISI 期刊

1篇、北核 1篇，2人考取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攻读博士。

四、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

1. 虽然在科研项目、发表论文和获得奖项等多项指标方面，理

论经济学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在学科方向凝练、集中优势发挥和重

大问题关切与社会影响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和可能。

2. 从新时代发展和国家经济理论研究的需求来看，在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翼”学科体系发展的格局中，前者的

产出和影响度还有待提高。

3. 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人

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五个二级学科方向中，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以及特

色重点研究不太聚焦的问题。

（二）研究生招生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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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研究生招生方面，二级学科方向差异较为明显，人口资源

与环境经济学、经济史的数量偏少，存在不平衡现象。

2. 培养的研究生虽然就业情况较好，还有 2名硕士生进入知名

高校升造，但就整体而言，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比例偏低，与

我校学科专业特别是科研的业界水平不相匹配。

3. 在研究生招生规模、综合资源投入、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

与国内相关一流学科和高校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师资建设和教学管理

1. 在梯队师资组合、年轻导师培育和交流升造等方面，政策管

理的精准性和引导性不够。

2. 在研究生教材出版、教学成果奖、课程设计等方面，还有改

进、提高的空间和必要。

五、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一）发展思路和目标

按照“夯实基础、提升水平、创建特色”的建设思路，依托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翼”、围绕“经济监督与制度

设计”开展学位授权点建设工作。下一年度发展目标包括：

1. 进一步凝聚五个二级学科发展方向，并在加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与监督”、“微观经济运行与监管”、“可持续

发展研究”三个重点同时，拓展经济监督史的空间，力争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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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继续依托现有学科团队，以学科建设发展为导向，以内部培

养与外部引进相结合方式，打造国家一流的科研团队，积极培育二级

学科带头人后备力量，加强“互访”的学科建设，打造一支梯队结构

合理、教学科研能力突出的科教团队。

3. 围绕“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南

京都市圈发展和南京江北新区开放经济发展的需要，继续从理论经济

学视角，研究地方经济的开放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为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服务。

4. 争取研究生招生人数争取增加 10-20%，经济史 2-3人，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4-5人，硕士毕业深造率达到 20%以上，搭建国际

化交流平台，以培养系统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了解经济实践重大问

题、运用现代经济学工具的高质量研究生。

（二）主要改进举措

1. 根据学科长期发展形成的优势研究方向和未来发展定位，继

续对学位点师资队伍进行调整，引进和调入高层次领军人才 1-2名，

重点引进全球知名高校优秀博士 2-3名，同时争取 2023年新增导师

1-3人，充实、改善研究生培养队伍及其结构助力学科建设。

2. 推动团队成员分类培养，依托我校“润泽学者”和十四五重

点学科平台，对基础扎实人员有重点的培养作为学科带头人（后备）

和学术骨干，强化青年教师学术和项目的培育机制；增加学位点在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监督史等方面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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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对国家重大关切和社会热点问题研究的宣讲和引导，继

续通过市场经济运行、经济监督史、市场机制设计等研究，构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监督体系，通过开放经济运行与治理、可持

续发展规制与评估，切实解决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和江苏省内高质量发展中的经济社会问题。

4. 继续推进项目制攻关，特别是以省级“经济监督研究中心”

为平台，以团队研讨、项目培育与课题集体攻关等方式，通过项目制

建设促进学科特色方向更加聚焦；通过构建项目转化渠道、完善绩效

奖励制度来促进科研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5. 通过招生宣讲会、校园网、微信公众号、抖音、公共网络和

教职工、校友推介等方式，拓宽和扩大招生宣传路径与规模，改善二

级学科研究生比例结构。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学水平，发挥导师组共

同引领机制，加强导师引领作用；在课程体系中，将方法类课程前置

提升研究生的科研素养，通过“导师组课题-课程论文-学位论文”的

学术培养体系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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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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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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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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