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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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期项目，在第四轮全国学科

评估中获得 C，学科建设成果上了新台阶。依托本学科，经济学、国

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财政学、投资学、信用管理、电子商务等 7

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在 2022软科中国最好学科

排名中，本学科位列第 28位，位列前 20%，在无博士点单位中位居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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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优势突

出。本学位点围绕国家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略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

以“经济监督”为主线拓展延伸，形成以“监督、监管、规制和治理”

为主旨的建设方向，致力于维护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促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在传统优势学科方向的基础上，以问题导向促进学科深度

融合，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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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练学科资源，集中力量形成了长期、稳定的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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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学（代码 020203）、金融学（代码 020204）、产业经济学（代

码 020205）、国际贸易学（代码 020206）、劳动经济学（代码 020207）、

经济统计（代码 020208）、数量经济学（代码 020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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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专门人才。

（三）研究生培养

本学位授权点自 2014年设立以来，共招生 300人。招生规模稳

步提升，从 2014年的 24人提升到 2022 年的 44人。2022年招收国

民经济学 4人、区域经济学 5人、产业经济学 8人、国际贸易学 4人、

数量经济学 4人、财政学 6人、劳动经济学 1人、金融学 10人、经

济统计 2人）。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学科现有在读硕士研究

生 129人，较 2021年新增 8人。

学位点 2022年毕业 36人，学位授予 36人，升学就业 32人，总

就业率 89%。2022届毕业研究生中，考取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 2人，考取机关单位 6人，考取事业单位 2人，国有企业

就职 12人，其中 17人在金融行业就职，展现了良好的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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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导师队伍

2022 年，本学位授权点新增 12名硕士生导师。截至 2022 年，

本学位授权点共有研究生导师 63名，其中教授（研究员）31人、副

教授 26人。研究生导师团队中，包括多名国家级和省部级人才，1

个江苏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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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研究生培养条件

截至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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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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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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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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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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由学院

党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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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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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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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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所示）。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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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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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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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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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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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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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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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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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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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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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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本学位授权点新增 12名硕士生导师。截至 2022 年，

本学位授权点共有研究生导师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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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聘原则，建立了科学合理的招生名额分配制度，强调导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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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生和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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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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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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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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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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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润智知行大讲

堂”，建立人才反馈机制。通过探访、邀请优秀毕业生返校、实践导

师进课堂等形式，为在校研究生提供就业升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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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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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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由经验丰

富的教授担任组长的研究生学术工作和实践工作组，统筹开展好研究

生科研和实践创新计划项目，鼓励研究生参与导师科研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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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傅佳亮、李琪、毛欣等多名研究生参加第三届中国

流通高峰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流通学术论坛、2022 产业经济学国际会

议、2022年山东省研究生创新驱动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学术创新

论坛、第四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第八届高校研究生财经

（审计）论坛暨 2022年江苏省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生学术论坛等国内学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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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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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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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本学位点有 3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

117人获得学业奖学金，165人获得国家助学金。

三、年度建设取得的成效

（一）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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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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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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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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本学位点职称晋升教授 3 人，副教

授 6人；积极引进高层次领军人才，助力学科建设，目前已有两名引

进人才在办理手续中。2022年本学位点新增研究生导师 12人，进一

步充实了研究生培养队伍。

（三）课程与教学

2022年，本学位授权点完成 15门核心课、3门选修课的课程大

纲更新和 4门校级研究生示范课程（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高

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推进建设。

本学位点研究生毕业需修满 45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学分，选

修课 14学分，社会实践、学术讲座和学位论文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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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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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学研究工作

2022年，本学位授权点教师发表学术论文 149篇（代表性论文

如表 2 所示）；公开出版著作 4 部（如表 2 所示）；获国家级项目

14项，其中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1 项、一般 2项、后期资助 3项，国

家自科面上 1项、青年 7项（如表 4所示）；省部级项目 14项，其

中省社科重点 3项；地市级项目 8项。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 1项；省

部级奖励 9项，其中省哲社二等奖 2项、三等奖项 2项（如表 5所示）；

获地市级奖励 6项。6份政策建议被江苏省政协、省委宣传部等部门

采纳。

表 2 2022 年度教师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发表刊物 级别

国内外双循环体系下的贸易核算：一种新

型框架及其应用
刘瑞翔 统计研究 CSSCI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

响——基于静态和动态的空间杜宾模型

研究

孙国锋 中国软科学 CSSCI

消费型街道：道路密度与消费活力的微观

证据
彭冲 经济学(季刊) CSSCI

全球数字贸易鸿沟的现状、成因与中国策

略
陈维涛 南京社会科学 CSSCI

地方政府“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基

于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的

实证分析

韩峰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CSSCI

中国居民健康不平等的实证分析 王洪亮 统计与决策 CSSCI
有关双边市场中内生产品差异化的最优

选择分析
胡祎祎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CSSCI

疫情冲击与农村家庭数字金融行为——
来自江苏农村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

王晓青 财贸研究 CSSCI

国内大市场、人工智能应用与制造业出口

国内附加值
韩峰 世界经济研究 CSSCI

企业创新与中国企业出口决策——理论

与实证分析
陈维涛 华东经济管理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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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发表刊物 级别

市场化改革、企业家精神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
陈欢 统计与决策 CSSCI

出口技术升级与中国城乡内部劳动者社

会流动
陈维涛 中国经济问题 CSSCI

中国企业研发创新与出口贸易的税式补

贴研究
汤二子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CSSCI

高等教育发展与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 唐国华 审计与经济研究 CSSCI
党领导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历程与经验
庄尚文 审计与经济研究 CSSCI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考量

徐瑾 江汉论坛 CSSCI

试论研究型审计的国家治理效能 晏维龙 审计研究 CSSCI
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性的比较

研究——基于 36个重点城市的多元分析
徐瑾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CSSCI

城市群土地价格“核心—边缘”式关联研

究
颜银根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CSSCI

汇率变动的出口和研发效应研究 何暑子 经济问题 CSSCI
汇率与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 何暑子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CSSCI

情绪能影响农业保险欺诈行为吗—基于

审计博弈的研究视角
罗琰 财经理论与实践 CSSCI

高校实践类课程思政体系构建与实现路

径研究
欧阳华生 中国高等教育 CSSCI

Do the Age and Gender of Chairperson
Affect Firm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彭冲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SSCI

The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Carbon Trading Pilot Polic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张欢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SSCI

Technology Investments into a Supplier
with Upstream Entry

刘冠美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SSCI

Time-varying determinants of China’s
liquefied natural gas import price: A
dynamic model averaging approach

王田田 Energy SSCI

Marketisation and rural energy poverty:
Evidence from 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
姜勇 Energy Economics SSCI

Combining effects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and green finance for renewable energy:
Growth of economy as mediating tool

张勇 Renewable Energy SCI



16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发表刊物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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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Digital Transition
张欢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SCI

Housing Wealth Shocks, Home Equity
Withdrawal, and the Claiming of 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 Benefits
黄娜群 Economic Inquiry ESI

Destination homeownership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
黄娜群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SSCI

Can a not-for-proft minority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impede stock price crash risk:

Evidence from China
胡熠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SSCI

How does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energy?intensive manufacturing affect
the?installed capacity of?power gener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under?the?background
of?China’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王永培 Energy Efficiency SSCI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王宏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SSCI

Spatial competition, strategic R&D and the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networks

杨利宏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SSCI

Do fintech applications promote region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杨利宏

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

SCI

Heterogeneity dependence between oil
prices and exchange rate: Evidence from a
parametric test of Granger causality in

quantiles

姜勇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SCI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ethods
for Copula Models

张瑾玉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SSCI

The determinants of Asian banking crises
— Application of the panel threshold logit

model
沈中华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SSCI

大国空间红利下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韩峰 中国社会科学报
一般刊

物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优化国企经济责

任审计
李丹 中国审计报

助力稳增长促转型——加快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
彭冲 中国审计报

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
李丹 中国审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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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发表刊物 级别

金融监管部门与审计联动多管齐下加强

供应链金融监管
陈维涛 中国审计报

释放税收政策红利 推进高质量发展 郑安 中国审计报

表 3 2022年度教师公开出版著作清单

著作名称 主要作者 出版社

我国土地功能异化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郑安 南京大学出版社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研究 韩峰 经济科学出版社

英国工业史纲 张杰 金城出版社

金融服务养老研究 江世银 科学出版社

表 4 2022年度教师代表性科研项目清单

项目名称
负责

人
项目类别

经费

（万元）

城镇化空间新格局的形成、结构演化

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颜银根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35

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公共服务质量的机

理、效应与对策研究
顾元媛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平台供应链共生演化机制与韧性提升

路径研究
石岿然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中国扩大进口的内在逻辑、福利效应

和产业损害研究
向洪金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5

全球金融周期下跨境风险传染与应对

政策研究
安蕾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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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5

基于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联动的证券

化产品拍卖中的最优激励机制设计
王宏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45

数字企业背景下员工排名信息获取激

励的理论与实验研究
郑金笛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30

基于唤起性虚拟学习理论的投资行为

的情绪因素和神经机制研究
张晓萌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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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负责

人
项目类别

经费

（万元）

72103099 基于专利大数据的城际协

同创新网络与城市创新潜力指标体系
吴海潇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30

“双碳”目标下能源价格风险传染的

结构演化与驱动机制研究
王田田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30

基于多层网络视角的机构投资者信息

交互及其对股票市场影响研究
李杰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30

GAS Copula方法下我国银行业系统性

风险测试及其溢出效应研究
张旋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30

不平等厌恶偏好视角下的最优税收理

论研究及政策设计
彭浪川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30

表 5 2022年度教师科研获奖清单

奖励名称 成果名称 获奖等级 第一完成人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

库

共享经济下道德风险控制与信任

机制构建研究
成果奖 石岿然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影响制造

业结构升级？——一个集聚经济

与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的综合框

架

二等奖 韩峰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高铁开通、地区特定要素与边缘

地区的发展
二等奖 颜银根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与审计治

理
三等奖 刘骅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

金融服务养老发展缓慢的原因及

政策建议
三等奖 江世银

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
全球视角下中国主动扩大进口的

行业层面福利效应研究
成果奖 向洪金

2022年“生态环境领域公

益诉讼理论创新与实践发

展”全国论坛优秀论文奖

治防协同模式下检察能动履职生

态环境保护之公益诉讼研究
三等奖 汤二子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题

学术论文比赛优秀论文奖

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企业盈利激

励与专著版权特例
三等奖 汤二子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

十六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

奖

数字经济发展会促进城市间绿色

创新收敛吗？——来自于我国地

级市经验证据

二等奖 杨以文

第三届江苏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优秀科研成果奖

出口技术升级与城乡内部劳动者

收入差距
三等奖 陈维涛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

十五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

奖

全球数字贸易鸿沟的发展现状与

中国应对
二等奖 陈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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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名称 成果名称 获奖等级 第一完成人

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物流教

改教研课题

融合智慧供应链与金融科技的创

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三等奖 李姗姗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

十五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

奖

教师海外经历与科研产出的关系

研究——基于 OLS和 PSM 模型
二等奖 张杰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

十五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

奖

通识教育现状与通专融合的情景

化教学改革研究——以《克鲁索

小岛经济学》为例

二等奖 郭岚

（五）研究生招生和培养

202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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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人，其中国民经济学 4人、区域经济学 5人、产业经济学 8人、国际

贸易学 4人、数量经济学 4人、财政学 6人、劳动经济学 1人、金融

学 10人、经济统计 2人。

2022届毕业研究生 36人，32人顺利升学或就业。具体去向见下

图。

图 1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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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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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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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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项（如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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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篇（如表 7所

示），其中 CSSCI期刊 7篇 SCI期刊 2篇。6人次参加学术会议（如

表 8所示），举办“润智•研究生论坛”10期 43场。3人获国家奖学

金、117人获学业奖学金、15人获单项奖学金、165人获国家助学金，

资助金额达 175.2万元（如表 9所示）。

表 6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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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越 政府审计在管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的作用研究

李匡义 “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研究

王素芹 我国农业保险政策演进研究——基于文本分析法

崔婧 监管政策对城投债评级质量的影响

汤鑫伟 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研究

李涵 人民币离在岸汇率的联动性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影响

谢璟晅 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 CHFS 数据分析

刘梦娜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我国金融市场风险传染与管理研究

魏嘉璐 数字化、营商环境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

陆首凡 视频平台竞争、版权保护与内容质量

李琪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内企业就业的影响

张弘 影子银行与隐性担保——基于信托产品的实证研究

刘怡嘉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路径与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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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 项目名称

毛欣 人工智能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王源源 人力资本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分析

王怡静 最低工资、机器人应用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企业探究

李頔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进厕所革命助力共同富裕

朱欣 人工智能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区域异质性分析

谢晓萱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薛姣 数字经济对工业企业碳减排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

唐子玮 数字技术进步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周梓寒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因及其治理研究

叶蕤 数字技术对产业绿色创新的机制和政策研究

颜国强 中国儿童健康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

李洁 中国数字经济测度及其对产业变革升级的影响

王若雅 共同富裕背景下个人所得税制度优化研究

王京京 我国财政补贴制度研究—基于反补贴争端视角

景诗琦 高质量发展对生态产业集群的影响

王庆宏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乡村振兴研究

赵创 金融科技下银行流动性创造变化及其异质性

张芳 南京城市发展之“创新战略”研究

杨启萍 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杨洁茹 数字经济的收入分配效应

刘贵雨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基于 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傅佳亮 收入不确定性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研究

张梦贤 数字经济对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促进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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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2年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

学生姓名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钟楚楚
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基于

CHNS数据的分析
审计与经济研究

崔启涵 城市群土地价格“核心-边缘”式关联研究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陈秉宇
生活性服务业与城乡差距的关系——基于空间计

量模型的分析
中阿科技论坛

吕鑫
江苏省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

响
中国物价

王梦茹 高等教育发展与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 审计与经济研究

吴婷 全球数字贸易鸿沟的现状、成因与中国策略 南京社会科学

吴婷 企业创新与中国企业出口决策—理论与实证分析 华东经济管理

葛逸峰
最优关税的影响因素—基于混合寡占竞争理论的

分析
大陆桥视野

袁香钰
地方政府“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基于土地市

场交易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严锋
数字技术推动了零售业高质量发展吗？--基于面板

门限模型的检验
经济与管理

潘珊珊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静

态和动态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中国软科学

毛欣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城市绿色创新——基于中国 29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研究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李頔 “厕所革命”促进农民农村 共同富裕了吗? 公共财政研究

刘自为 科技赋能与文旅高质量发展研究 学理论

秦思雨
社会制度性因素能否实质性影响财政赤字？--基于

世界典型国家实践数据检验结果
公共财政研究

王怡静
最低工资、机器人应用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上

市公司经验证据
财经研究

王怡静
R&D税费减免对中国企业生产率激励效应的非线

性研究
经济学报

赵玥
一个新金融 Duffing-Holms 模型的动力学分析与控

制
工程数学学报

赵玥

Research on Risk Contagion among Financial
Submarkets in

China Based on Complex Networks
entropy

丁文彬 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 农村金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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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娄雨轩 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 农村金融研究

付会敏
金融科技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的实证检验

金融发展研究（北大

核心）

王越
绿色信贷对传统能源行业就业规模的影响—基于

企业行为视角的研究

工业技术经济（北大

核心，）

杨金正 舞弊处罚能提高上市公司财务绩效吗？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汤鑫伟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表 8 2022年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学生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傅佳亮
第三届中国流通高峰论坛暨第二届

中国流通学术论坛

Funding Strategy and Quality
Competition in a Mixed Oligopoly of

Public, Fully Private and
Foreign-Funded Providers

李琪 2022产业经济学国际会议
市场竞争程度与 FDI：内在机理、经

验证据及博弈分析

颜国强
第八届高校研究生财经（审计）论

坛暨 2022年江苏省研究生学术创

新论坛

自贸区设立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吗？——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毛欣
2022年山东省研究生创新驱动与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学术创新论坛
智能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

贾宝万
第四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

会

行业竞争性、政企互动与产品质量：

监管者多重激励的逻辑

杨洁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经济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生学术论坛

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体系的二重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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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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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

国家助学金 奖学金 75 165

单项奖学金 奖学金 3 15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91.2 117

四、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科学研究和学位点发展方面

1.交叉融合发展的成效有待彰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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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以审计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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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科研反哺教学效应有待提升。本学位点科学研究成果丰硕，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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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研究生毕业深造率不高。本学位点 2022年毕业的 36位学生中，

仅有 2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毕业深造率较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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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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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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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博士点申报、建设的标准要求，下一年度

发展目标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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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立项国家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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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以上。

4.探索学生交换项目，鼓励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搭建国际化

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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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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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培育研究生课

程思政示范点建设，通过相关课程建设和专门指导，强化研究生论文

写作训练，不断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为研究生进一步深造和长远发

展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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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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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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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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