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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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本学科，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财政学等 3

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在 2021软科中国最好学科

排名中，本学科位列第 27位，排名省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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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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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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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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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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人，毕业 135人。

招生规模稳步提升，从 2014年的 24人提升到 2021年的 43人（其中，

国民经济学 5人、区域经济学 5人、产业经济学 8人、国际贸易学 2

人、数量经济学 5人、财政学 3人、劳动经济学 2人、金融学 9人、

经济统计 4人）。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本学科现有在读硕士研

究生 121人，较 2020年新增 10人。

学位点 2021年毕业 33人，学位授予 33人，就业 31人，就业率

达 94%。在 2021届毕业研究生中，考取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博

士研究生 2人，考取机关单位 5人，考取事业单位 2人，国有企业就

职 8人，金融机构就职 6人等，展现了良好的就业竞争力。

（四）研究生导师队伍

2021年，本学位授权点新增 5名硕士生导师。截至 2021年，本

学位授权点共有研究生导师 36名，其中教授（研究员）17人、副教

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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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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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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维龙 教授 产业经济学

孙国锋 教授 产业经济学

李陈华 教授 产业经济学

汪秋明 副教授 产业经济学

李卫红 副教授 产业经济学

杨利宏 副教授 产业经济学

梁佳 副教授 产业经济学

杨以文 副教授 产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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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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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瑞翔 教授 国民经济学

徐振宇 教授 国民经济学

徐瑾 副教授 国民经济学

唐国华 副教授 国民经济学

后小仙 教授 劳动经济学

王静 副教授 劳动经济学

颜银根 教授 区域经济学

陈祖华 研究员 区域经济学

刘智勇 教授 区域经济学

吴俊 副教授 区域经济学

王永培 副教授 区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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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称 硕导所带方向

王洪亮 教授 数量经济学

俞宁 教授 数量经济学

李想 教授 数量经济学

王宏 教授 数量经济学

韩峰 教授 数量经济学

彭冲 副教授 数量经济学

（五）研究生培养条件

截至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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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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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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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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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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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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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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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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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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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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设立校、院两级研究生会，通过研究生会的运行，加强研究

生的自我管理。同时，深化研究生会改革，通过研究生会的换届与研

究生代表大会的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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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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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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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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本学位授权点新增 5名硕士生导师。截至 2021年，本

学位授权点共有研究生导师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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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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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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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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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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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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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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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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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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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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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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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吕鑫、袁香钰等 18名研究生参加第七届高校研究生

审计（财经）论坛、第三届中国服务经济发展论坛、第二届全国数量

经济技术经济学博士后论坛、中国产业经济论坛、第四届中国贸易经

济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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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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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本学位点有 2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

106人获得学业奖学金，90人获得国家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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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建设取得的成效

（一）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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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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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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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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本学位点职称晋升教授 7

人，副教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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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海内外优秀博士，其中 10人

获得江苏省双创博士。2021 年本学位点新增研究生导师 5 人，进一

步充实了研究生培养队伍。

（三）课程与教学

2021年，本学位授权点申报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 1 个；金融工

程实验室以良好通过验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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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科学研究工作

2021年，本学位授权点教师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代表性论文

如表 2所示）；公开出版著作 8部（如表 3所示）；获国家自科、国

家社科等国家级项目 9项（如表 4所示），省部级项目 3项，地市级

项目 9项；获省部级奖励 2项，地市级奖励 7项；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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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代表性学术论文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发表刊物 级别

A unified finite-/fixed-time synchronization
approach to multi-layer networks

徐玉华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I:

Express Briefs
SCI

Attribute Selecting in Tree-Augmented
Naive Bayes by Cross Validation Risk

Minimization
陈圣磊 mathematics SCI

Bias Correction for Bond Option Greeks via
Jackknife

张瑾玉 Journal of Derivatives SSCI

Chaotic Dynamics Analysis Based on
Financial Time Series

谷政 Complexity SSCI

Compensation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rategies of a green supply chain under

production disruption
李姗姗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SSCI

Do credit conditions matter for the impact
of oil price shocks on stock returns?

Evidence from a structural threshold VAR
model

姜勇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SSCI

Do social media constrain or promote
company violations?

李杰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SCI

Dynamic Compensation and Contingent
Sourcing Strategies for Supply Disruption

李姗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SCI

Effects of cohort size on college premium:
Evidence from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胡晨旭 China Economic Review SSCI

Equilibrium pricing of foreign exchange
options under a discontinuous model with

stochastic jump intensity
邢钰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 Theory and

Methods
SCI

Equilibrium valuation of currency options
under a discontinuous model with co-jumps

邢钰

Probability in the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al Sciences
SCI

Finite/Fixed-Time Synchronization of
Multi-Layer Networks Based on Energy

Consumption Estimation
徐玉华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I: Regular
Papers

SCI

Finite-time intra-layer and inter-layer
quasi-synchronization of two-layer

multi-weighted networks
徐玉华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I: Regular
Papers

SCI

Forecasting aggregate market volatility: The
role of good and bad uncertainties

刘莉 Journal of Forecasting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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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发表刊物 级别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between large
shareholders and stock volatility

李杰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SCI

Internet financial supervision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improved neural

network
曹严礼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

SCI

Monitoring or tunneling？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mong large shareholders and

the crash risk of the stock price
李杰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SSCI

More suffering, more involvement? The
causal effects of seismic disasters on social

capital
白羽 World Development SSCI

Oil price shocks and credit spread:
Structural effect and dynamic spillover

姜勇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SCI

Pricing Exotic Option Under
Jump‑Diffusion Models by the Quadrature

Method
张瑾玉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SSCI

Privacy regulation aware service selection
for multi-provision cloud service

composition
刘林源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SCI

Spatial dynamic models with short panels: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purchase
restrictions on housing prices

黄娜群 Economic Modelling SCI

The effect of family size on parents' labor
supply and occupational prestige: Evidence

from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陈诚 China Economic Review SSCI

The effect of sibship size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the first born: evidence from

three decennial censuses of Taiwan
陈诚 Empirical Economics SSCI

The effect of sovereign wealth funds on
corporations: Evidence of cash policies in

Singapore
刘晨曦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SSCI

Transfer of resource allocation between
overlapping and embedded

张瑾玉
Knowledge-Based

Systems
SCI

Underwriter reputation and IPO
underpricing: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the Chinese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胡熠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SSCI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return
predictability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刘莉 Journal of Forecasting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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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发表刊物 级别

出口技术升级与城乡内部劳动者

收入差距
陈维涛 世界经济研究 CSSCI

二元悖论是否是真实的货币政策约束 张勇 世界经济 CSSCI

高铁开通能否助力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 韩峰 国际贸易问题 CSSCI

国际收支结构与中国低利率之谜：基于

TVP-VAR和 DSGE模型的双重检验
杨源源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CSSCI

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强化效应及

挑战：兼论“双支柱”框架协调
杨源源 人文杂志 CSSCI

基于潜在帕累托补偿的普惠金融尽职免

责审计监督研究
吴传俭 商业会计 CSSCI

金融科技伦理的内涵、规制方法与

研究前景
王晓青 江汉论坛 CSSCI

进口替代下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及其对中

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刘瑞翔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CSSCI

居民生命周期内养老资产配置研究 江世银 财经科学 CSSCI

区域专利合作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机_省
略_测度_来自WIPO数据的经验证据

杨以文 东南学术 CSSCI

全球分工背景下中国企业加成率

提升研究
宋建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CSSCI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环境质量升级

——基于土地市场调节效应的研究
韩峰 统计研究 CSSCI

算法黑箱：网络传播误导性旧信息操纵市

场的研究
王春 财贸经济 CSSCI

土地市场扭曲如何影响制造业出口产品

质量升级？
韩峰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CSSCI

土地资源错配如何影响雾霾污染

——基于土地交易价格和 PM2.5数据的

空间计量分析

韩峰 经济科学 CSSCI

土地资源配置与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 韩峰 国际贸易问题 CSSCI

制造业全球生产分工深化能否提升出口

国内增加值率
龙飞扬 国际贸易问题 CSSCI

中国房地产长效调控范式选择：房产税政

策还是宏观审慎政策
杨源源 财贸经济 CSSCI

中国企业创新的就业效应

——“创造”还是“破坏”
宋建 南开经济研究 CSSCI

中国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的空间动力来

源——基于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的

综合视角

韩峰 中国工业经济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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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公开出版著作

著作名称 主要作者 出版社

中国就业与结构：微观机制与宏观效应 王静;宋建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税制（第二版）
王萌;周庆忠;

王晓燕
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方公共养老保障体系发展研究 裴育 南京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孙国锋 南京大学出版社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中国企业出口、生产

率与经营决策的关系
汤二子 经济管理出版社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与审计治理 刘骅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金融思维与幸福人生 刘志友 中国金融出版社

规制俘获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 郭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表 5 代表性科研项目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基于科技投入产出空间网络的城市创新潜力

指标体系
吴海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财政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评估：内在机制与提升

策略研究
李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后期资助项目

自动化生产、人工智能与小微企业的市场进入

——基于劳动者职业选择的视角
刘泽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制造业嵌入双重价值链的动力机制、效应与路径

研究
龙飞扬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农业保险产品演化问题研究 谷政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后期资助项目

互动式信息披露的信息效应、治理效应及其经济

后果：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胡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下全球主权债务风险

演化与预警研究
姜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资产配置研究 时芳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随机多层动态网络的有限时间稳定性分析与

优化控制
徐玉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面上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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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生招生和培养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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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人，其中国民经济学 5人、区域经济学 5人、产业经济学 8人、

国际贸易学 2人、数量经济学 5人、财政学 3人、劳动经济学 2人、

金融学 9人、经济统计 4人。

2021届毕业研究生 33人，31人顺利升学或就业。具体去向见下

图。

图 1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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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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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项（如表 5所示），为学生科研能力培养和实践素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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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交流展示平台和经费支持。研究生发表论文 26篇（如表 6所

示），其中 CSSCI期刊 3篇。19人次参加学术会议（如表 7所示），

举办“润智•研究生论坛”10期 43场。2人获国家奖学金、1人获审

计长奖学金、106人获学业奖学金、18人获单项奖学金，资助金额达

147.3万元（如表 8所示）；选聘研究生“助管”19人、“助教”23

人。

表 6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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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玥 基于复杂网络的我国股票市场风险传染研究

李安程 公共教育支出结构、人力资本 与地区创新

洪艺文 消费者绿色消费与企业产品创新研究

张帅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并购

丁文彬 跨境资本流动、银行风险与审慎监管机制研究

付会敏 金融科技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娄雨轩 数字化消费信贷市场的风险评估与监管研究

杨金正 舞弊处罚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

张倩 基于供应链金融视角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研究

张煦秋 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对家庭的收支分配影响研究——以试点地区为例

张悦 得分驱动多元 GARCH波动率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陈坤 人工智能对就业波动的影响

陈思银 房价对生育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陈雅婷 中国贸易开放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陈昱州 零售组织平台化机制研究

葛逸峰 政府审计、内部控制与国有企业保值增值

冀宇星 “两权”抵押贷款与农业现代化

贾宝万 信息不对称、政企互动与产品质量：多环节监管的情境

李秋梓 长三角创新流动与江苏引进策略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分析

梁启业 高科技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测度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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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 项目名称

梁子昕 设立国家级新区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刘自为 服务贸易数字化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研究

陆九洲 农村电商对缓解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潘珊珊 政府创新补贴、企业绩效与研发投入

秦思雨 区域财政治理现代化实现机制与路径研究

涂海燕 投资便利化影响中国 FDI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汪贤旭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吴林泽 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产业布局演变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袁香钰 中国土地资源配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张森 机器人对劳动力的替代、传统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差距

表 7 2021年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

学生姓名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方红宇
教育错配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 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统计与管理

杜文璐
高等教育资源投入与人口集聚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统计与管理

蔡萌萌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

制度因素
科技创新与生产力

戴雪婷 居民财富不平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述评与展望 金融教育研究

安刘咪
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基于能源禀赋视角的实证检验
煤炭经济研究

安刘咪 专业化、多样化集聚与区域能源利用效率 淮阴工学院学报

刘敬悉 江苏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紧迫性、困境与破解
中共南京市委

党校学报

丁加齐
基于混合寡占模型下的国有企业管理授权减排

补贴与环保税
大陆桥视野

傅雅文 政府 R&D补助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作用研究 统计理论与实践

洪艺文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绿色创新研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

田凯 江苏省新旧动能转换的测量与路径研究 市场周刊

张帅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 市场周刊

常文博 现阶段中国市场分割程度的测算与影响因素 市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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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钟楚楚 中国居民财富不平等研究:基于中美之比较 上海金融

袁霞 数字贸易国际政策及其趋势分析 市场周刊

袁霞 信息通信技术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促进作用研究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徐超

Is there a grid-connected effect of grid infrastructure
on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upgrading transmission lines
Energy & Environment

黄帅
进口替代下的全球生产链重构及其对中国经济

增长的影响

数量经济技术

经济研究

马涛 创新人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 市场周刊

杨惠媛 技术进步对数字经济区域间发展差异影响分析 广东经济

史桐奇 高铁开通能否推动中国制造业价值攀升？ 国际贸易问题

刘纯汐
供应链金融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吗？

——基于信息披露质量的异质性
区域金融研究

李秋梓 党领导财政工作的百年历史演进与现实意义
审计与经济

研究

严锋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产业经济学研究生核心素养

机制研究——教学改革层面
商业经济

杨洁茹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mong districts and counties: Evidence from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Energy and
Environment

表 8 2021年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学生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范瑞雪
2021年第七届高校研究生审计（财

经）论坛

金融发展能改善教育的代际流动性

吗？—基于微观家户数据的分析

钟楚楚
2021年第七届高校研究生审计（财

经）论坛

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

影响

吴婷 第十三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
数字经济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基

于就业供给和消费需求双角度分析

吴婷
第八届中国世界经济学科专家和中

青年学者论坛

数字经济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基

于就业供给和消费需求双角度分析

袁霞 第四届中国贸易经济学生论坛 数字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袁霞
南京银行杯第四七全国高校研究生

财经论坛暨 2021年江苏省研究生

学术创新论坛

数字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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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吕鑫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

院第三届研究生学术论坛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升级

与城乡收入差距

杨惠媛
2021年第七届高校研究生审计（财

经）论坛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杨惠媛 京津冀经济与金融创新发展论坛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贾宝万 第三届中国微观经济理论论坛
行业竞争性、政企互动与产品质量：

监管者多重激励的逻辑

贾宝万 2021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
行业竞争性、政企互动与产品质量：

监管者多重激励的逻辑

贾宝万 第四届未来经济学家论坛
行业竞争性、政企互动与产品质量：

监管者多重激励的逻辑

贾宝万 中国产业经济论坛（2021）
行业竞争性、政企互动与产品质量：

监管者多重激励的逻辑

袁香钰 2021年第十五届山东经济学年会 地方政府“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

袁香钰
2021年第三届中国服务经济发展论

坛
地方政府“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

袁香钰
第二届全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学博

士后论坛
投入产出国内大循环与企业创新

袁香钰 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 投入产出国内大循环与企业创新

袁香钰 中国产业经济论坛 投入产出国内大循环与企业创新

表 9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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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审计长奖学金 奖学金 1 1

国家助学金 奖学金 56.8 90

单项奖学金 奖学金 3.6 18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81.9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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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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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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毕业深造率不高。本学位点 2021年毕业的 33位学生中，

仅有 2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毕业深造率仅为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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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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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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以上。

4. 探索学生交换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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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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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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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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