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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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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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不仅符合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而且符合经济学自身发展的

总体态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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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学校“大审计”平台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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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炼

学科资源，集中优势力量，形成了长期稳定的 4个培养方向：政治经

济学（代码 020101）、西方经济学（代码 020104）、世界经济（代

码 020105）、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代码 020106）。经济史（代

码 020103）正在建设中，并于 2021年首次面向全国招生。本学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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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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经济学专门人才。

（三）研究生培养

自招生以来，学位点共招收研究生 188人，现有在读研究生 94

人，2022年新招收 32人（政治经济学 8人，西方经济学 7人，世界

经济 7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10人）。

2022年毕业 26人，学位授予 26人,就业 25人，就业率达 96%。

在 2022年毕业研究生中，考取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高校博士研究生 6人（其中 1人为 2021届毕

业生），考取机关单位 1人，考取事业单位 2人，国有企业就职 8人，

其他企业就职 9人，其中 11人在金融行业就职，展现了良好的就业

竞争力。

图 1 2022届毕业生就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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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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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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理论经济学学位点新增

校内导师 1名。截止 2022年，学位点共有导师 23名，其中，正高职

称导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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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站和实践基地。截止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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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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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撰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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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江苏省理论经济学重点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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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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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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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党政干

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专业课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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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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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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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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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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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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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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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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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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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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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学位授权点制度建设

（一）优化培养方案

在兼顾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培养的基础上，优化理论经济学

培养方案，完善课程体系，积极推进研究生示范课程建设，丰富教学

内容，更新 15门核心课与 3门选修课的教学大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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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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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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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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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门，分别为 8和 15学分。②选修课，

不少于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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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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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研究生教学检查经常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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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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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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学位点新增 1

名硕士生导师，截止目前，学位点共有 23位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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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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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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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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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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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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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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理论经济学研究生共发表论文 21篇（见表 2），其中在《世界经济

与政治论坛》《财经研究》CSSCI期刊 2篇；新增江苏省研究生科研

创新计划项目 23项（见表 3）；获得省级奖项 9项（见表 4），其中：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六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1项、2022

年江苏省研究生财经（审计）学术创新论坛二等奖 2奖、2022年江

苏省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论文大赛二等奖 1项。

毕业生就业情况较好。2022 年，考取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

安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博士研究生 6 人（其中 1 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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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届毕业生），考取机关单位 1人，考取事业单位 2人，国有企

业就职 8人等，获得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展现了良好的就业竞争力。

表 2 2022年研究生发表论文汇总

学生姓名 论文题目 学生所在专业 发表刊物/论文集

王如雪

畅通国内大循环对重塑竞争新优势

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的

经验分析

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张璐
1992-2018年我国地区人均 GDP的

增长收敛研究
世界经济 市场周刊

印雅娴
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

响——基于货币计价职能视角
世界经济 统计与管理

吴玉露
政府审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

果研究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
经营管理者

孙育钱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

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

究

世界经济 市场周刊

程璟昊 流动人口政策的区域间比较研究 西方经济学 市场周刊

高雨蓉
环境规制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

响——基于空间 Durbin模型的分析
政治经济学 市场周刊

王如雪
“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直接投资：

“五通”作用机制分析
世界经济 财经研究

刘志远
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对都市圈经济发

展质量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

常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孙思意
强化数字经济下市场需求对创新的

引致作用
西方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

李金萍
社会交往内卷化、数字经济与进城

农民工创业
政治经济学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朱泓春

政府创新补贴、产品异质性与社会

福利问题——基于寡占竞争模型的

理论研究

政治经济学
中阿科技论坛

(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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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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梓衡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的影响
世界经济 工业技术经济

唐玉林

无线电频谱拍卖与现代市场设计

——Paul Milgrom
2019年南京讲座译介

西方经济学 经济资料译丛

丁雨豪
政府补贴、关税壁垒对新能源汽车

产能过剩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 科技经济市场

王昱涵
''一带一路''新基建的空间外溢效应-

基于供需两侧新基建视角
政治经济学 江苏社会科学

张晨晨

Going Back to the Basic of Wage
Inequality: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kill Premium in China
政治经济学

information:an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黄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研究
西方经济学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黄敏
Land misalloc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evidence from China

西方经济学 Land

邢安琪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市场准入与

环境政策
世界经济 市场周刊

刘贝儿
基础设施建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世界经济 河北企业

表 3 2022年研究生获江苏省研创项目立项清单

申请人 申请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类型 级别

黄敏 中国土地资源错配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吴一铭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马皓巍
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中国出口增长——基于动能

转换视角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阮慧婷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政府补贴与产能过剩

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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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宸
互联网时代的信任研究——基于经济学实验的研

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单明慧
全球价值链升级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竞争力的

影响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张雨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顾悦恬 高铁开通对物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陆静 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员消费行为的影响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牛子昂 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波动研究与预测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庞文哲 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同群效应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刘晶 数字经济、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发展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鲁诗涵
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妇女参与度对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影响机制与效应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陈美静 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出入境旅游的影响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王雨彤 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和储蓄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邹溪洋 高水平开放对国内统一市场建设的影响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陈婷 苏南与东北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王筱娴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对中国经济

的影响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曾令涵
“一带一路”倡议、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沿线国家

HDI提升效应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赵伟强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黄艳茜
城市居民收入结构对家庭能耗碳排放的区域异质

性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梁祎晨 数字基础设施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徐晓 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科研计划 人文社科 省级



13

表 4 2022年研究生科研获奖清单

奖项名称 获奖作品
获奖

等级

组织单位

名称

获奖人

姓名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

界第十六届学术大会

优秀论文

收入不确定性、女性家庭

地位与农户家庭教育投入

——基于 CFPS数据的实

证分析

一等奖
江苏省社会科

学联合会
邹坤

2022年江苏省研究生

财经（审计）学术创

新论坛

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对都市

圈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

究

二等奖

江苏省经济学

类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

南京审计大学

刘志远

2022年江苏省研究生

财经（审计）学术创

新论坛

江苏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金融支持研究
二等奖

江苏省经济学

类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

南京审计大学

朱泓春

2022年江苏省公共管

理学科行知研究生学

术创新论坛

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对都市

圈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

究

二等奖

江苏省管理学

类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

南京农业大学

刘志远

2022年江苏省研究生

学术创新论坛论文大

赛二等奖

政府补贴、国有企业混合

所有制改革和产能过剩
二等奖

江苏省经济学

类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

南京财经大学

阮慧婷

2022年江苏省研究生

财经（审计）学术创

新论坛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全要

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
三等奖

江苏省经济学

类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

南京审计大学

赵梓衡

2022年习近平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学习研讨会

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对都市

圈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

究

三等奖

广东省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

华南理工大学

刘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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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碳城市建设与经济高质

量发展—基于低碳城市试

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优秀奖

山东省教育

厅，山东财经

大学

刘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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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名称 获奖作品
获奖

等级

组织单位

名称

获奖人

姓名

2022年第九届中国产

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

土地配置与企业低碳创新

——基于“地块-企业”微观

匹配数据的研究

优秀奖
中国电子信息

行业联合会
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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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期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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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理论经济学研究生共有 11余

人次参加学术会议（见表 5）。

表 5 2022年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姓名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参会

地址
提交论文题目

王亚新
江西省研究生数字

经济学术创新论坛

江西省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学会
腾讯会议

数字经济、空间溢

出与共同富裕

刘志远

2022年广东省社会

科学学术年会“乡
村振兴与共同富

裕”分会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华南农业大

学

南京（腾

讯会议）

现代交通基础设

施对乡村振兴的

异质性与空间溢

出效应研究

刘志远

2022年习近平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学习研讨会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华南理工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社

会治理研究中心

腾讯会议

现代交通基础设

施对都市圈经济

发展质量的影响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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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参会

地址
提交论文题目

刘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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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经济学类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南京审计大学

南京

现代交通基础设

施对都市圈经济

发展质量的影响

研究

刘志远

第十届江苏省公共

管理院长论坛暨

2022年江苏省公共

管理学科行知研究

生学术创新论坛

江苏省管理学类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江苏省公共管理

学科联盟、南京农业

大学

腾讯会议

现代交通基础设

施对都市圈经济

发展质量的影响

研究

刘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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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教育厅 腾讯会议
低碳城市建设与

经济高质量发展

曾令涵

第二届中国区域科

学协会区域经济学

青年论坛会议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

青年学者工作部

安徽财经大学

腾讯会议

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的包容性开放

效应

（七）研究生奖助学金

2022年奖优项目评选中，本学位点研究生获得各种奖学金共计

136人次（见表 6），优秀毕业研究生 1人。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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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国家助学金 奖学金 54.6 120

单项奖学金 奖学金 2.8 14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59.7 81

三、年度建设取得的成效

（一）制度建设

在学位点建设工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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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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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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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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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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理论经济学专业学位点教师主持各类项目 12项（见表

7），其中，国家级项目 5项，省部级项目 3项，市厅级项目 2项。。

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21篇（见表 8），出版专著 5部（见表 9）。获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见

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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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2年教师获批代表性科研项目清单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批准经费

（万元）

樊士德
中国劳动力转移刚性对城乡融合

发展影响的机理、效应与政策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
般项目

35

戴翔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 倡议构建

和优化全球价值链重要论述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
期资助项目

35

李学恒
信念依赖偏好和社会规范的演化:

心理博弈的随机稳定均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

24

黄凌波
网络视角下的合作与竞争：一项实

验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

30

张国建
中国区域产业政策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

30

任志成
习近平对外开放思想与江苏开放

型经济研究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5

张笑寒
基于“破四唯”背景下的江苏省科技

计划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江苏省科技厅项目-软科学

项目
10

何红中
我国商业文化遗产挖掘及保护机

制研究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
0

严伟涛
废金属商品进口与中国出口企业

利润：基于成本加成视角的研究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
1

宋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先进制

造业融合发展“内生动力”培育与提

升路径研究

其他-一般项目 5

张笑寒
乡村振兴战略下江苏乡村人才建

设机制研究
其他-一般项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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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22年度教师发表代表性研究成果清单

第一作者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杨飞
产业智能化如何影响劳动报酬份额——基于产业内效

应与产业关联效应的研究
统计研究

易先忠 后发大国如何创新：本土需求的作用及实现 中国软科学

宋建
中国企业创新与劳动技能升级：基于生产率频谱效应

视角
世界经济

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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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建 中国企业创新、就业动态与工业生产率提升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姚震宇
“一带一路”新基建的空间外溢效应 ——基于供需两

侧新基建的视角
江苏社会科学

孙文杰
我国通信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

于空间溢出的视角
中国经济问题

易先忠 强化数字经济下市场需求对创新的引致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央级报纸）

姚震宇 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对都市圈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论文

王光华

What does democratic management do in Chinese
workplaces? Evidence from matched employer–

employee data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宋建
How Low-Carbon Pilots Affect Chinese Urban Energy
Efficiency: An Explanation from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宋建 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孰能促进企业创新 经济研究参考

高纹
Going Back to the Basic of Wage Inequality: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kill Premium in China
Information

张笑寒 社会交往内卷化、数字经济与进城农民工创业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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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秦永

The Effects of E-Commerce on Regional Poverty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 E-Commerce

Demonstration County Program

China & World
Economy

张笑寒
农户参与资金互助合作的减贫路径及效应

——来自苏北经济薄弱地区的调研数据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姚震宇
高铁网建设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经济内循环视角
四川旅游学院学报

张笑寒 “后扶贫时代”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问题研究 安徽农业科学

杨飞 产业智能化助力实现益贫式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

张晓玲
商业账簿与晋商研究

——以民国归绥裕盛厚钱庄为中心
中国经济史评论

张晓玲 党史教育融入中国经济史课程思政研究 教书育人

表 9 2022年教师出版专著清单

作者 著作名称 出版社

宋建 大国发展：产业结构变迁与竞争优势培育 经济科学出版社

何红中 黍粟的故事 泰山出版社

龙飞扬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贸易高质量发展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贾春梅 金融约束下我国住房开发投资异质性增长路径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王庚 零售商通道费的经济学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表 10 2022年度教代表性科研获奖清单

奖励名称 成果名称 获奖等级 第一完成人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Job Matching under Constraints
（约束下的工作匹配）

一等奖 孙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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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名称 成果名称 获奖等级 第一完成人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产业智能化是否有利于中国益贫

式发展?
二等奖 杨飞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机制、路径

及中国经验
二等奖 戴翔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

品工程”优秀成果

全球分工背景下中国企业加成率

提升研究
二等奖 宋建

第三届江苏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优秀科研成果奖

中国就业与结构：微观机制与宏观

效应
二等奖 王静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

十五届学术大会优秀

论文奖

废金属商品进口、成本加成与中国

出口企业利润
一等奖 严伟涛

（五）招生与培养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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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共招

收 32人。2022届毕业研究生，就业率 96%，主要在政府机关、金融

机构、企事业单位就业，6人考取博士研究生（其中 1 人为 2021届

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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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新增省级研创立项 23项，

发表论文 21篇，其中 CSSCI期刊 2篇，6人考取南京大学、浙江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攻读博士。

http://www.exam8.com/file/other/gongzuo/201910/45238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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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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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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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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业界影响不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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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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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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和深化中国经济监督史研究，力争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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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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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工具的高水平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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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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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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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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监督史等方面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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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有力解决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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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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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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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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