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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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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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应用经济学名列

前 12%（第 26位），我校经济学与商学（ECONOMICS & BUSINESS）

学科 2024年首次进入 ESI全球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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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发出具有特色鲜明、在国内外经济学领域产生重要

影响的“南审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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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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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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专业人才。

（三）研究生培养

2024年新招收 47人。在 2024届 45名毕业研究生中，考取南京

大学、武汉大学、东南大学等博士研究生 8人，考取公务员 10人，

就业率为 98%，展现了良好的就业竞争力。

表 1：2024届应用经济学研究生考取博士研究生统计情况

学号 姓名 学科 博士录取学校 录取年份

MG2105106 汤鑫伟 金融学 南京大学

MG2106231 王怡静 应用经济学 武汉大学 2024

MG2106224 颜国强 应用经济学 东南大学 2024

MG2106226 毛欣 应用经济学 暨南大学 2024

MG2105101 王越 金融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4

MG2106221 李琪 应用经济学 北京邮电大学 2024

MG2105105 刘梦娜 金融学 南京审计大学 2024

MG2106219 刘怡嘉 应用经济学 南京财经大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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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导师队伍

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新增 4名硕士生导师。截至 2024年，本

学位授权点共有研究生导师 75名，其中教授（研究员）31人、副教

授 41人。研究生导师团队中，包括多名国家级和省部级人才、江苏

省“十佳研究生导师团队”1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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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师资队伍情况

（五）研究生培养条件

截至 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建有产学研基地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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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

术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导师结构

25岁
及以

下

26至
35岁

36至
45岁

46至
59岁

60岁
及以

上

博士

学位

教师

硕士

学位

教师

博导

人数

硕导

人数

正高级 38 0 0 8 27 3 37 1 11 31

副高级 63 0 4 23 33 3 54 9 0 41

中级 79 0 36 35 8 0 74 5 0 3

总计 180 0 40 66 68 6 165 15 11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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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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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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程重点实验室”“江苏省金融大数据审计信息工

程研究中心”等一批省级及以上研究中心、实验中心与研究平台 ，

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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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批中央与地方共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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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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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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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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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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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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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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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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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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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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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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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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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自成立研究生院以来，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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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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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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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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新增 4名硕士生导师，本学位授权点共

有研究生导师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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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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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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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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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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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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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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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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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多名研究生参加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江

苏省研究生“开放经济与产业发展”科研创新实践大赛、江苏省哲学

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数字经济发展与监管研讨会、中国式现代化学

术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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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本学位点有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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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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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人，优秀毕业研

究生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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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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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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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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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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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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本学位点职称晋升教授 4

人，副教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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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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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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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四）科学研究工作

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教师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篇；公开出版

著作 5部；获国家级项目立项项目 4项，省部级项目 8项（重点 2项）。

表 5：代表性学术论文

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

姓名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

1

The impact of big tech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 o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equity
investment market

杨利宏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4-02

2
How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Affect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杨以文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2024-06

3 Job Matching with Subsidy and
Taxation 俞宁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4-02

4 超越市场不完美：垂直结构中的上

游国企效率悖论
陈金至 管理世界 2024-12

5

Supply chain hoarding and
contingent sourcing strategies in
anticipation of price hikes and

product shortages

李姗姗 IISE Transactions 2024-04

6
数字化何以赋能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以地方财政支出效率为主线的

分析

刘骅 江海学刊 2024-03

7 基于时变稳健加权最小二乘法的股

市收益率预测
刘莉 管理科学学报 2024-01

8 一致有效的预测回归方法的构建及

其在中国市场上的应用
杨光艺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24-04

9 跨境银行网络关联特征的出口促进

效应：理论机制与实证研究
安蕾 国际金融研究 2024-11

10 金融发展能够改善教育代际流动性

吗?——基于微观家户数据的分析
陈怡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24-07

11 地方政府农业保险政策执行力及影

响因素研究
谷政 保险研究 20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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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投资-股价敏

感性——基于资本市场信息反馈视

角

胡熠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4-12

13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技能劳动力结

构优化
胡玥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4-11

14

The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utbreak Evidence from BRICS and

US

姜勇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24-04

15

Dynamic spillovers among global oil
shocks,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inflation expectation uncertainty

under extreme shocks

姜勇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2024-03

16
Institutional investor network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role of the

exit threat
李杰 Economic Modelling 2024-12

17 控制权分配、联合供给与公共服务

质量——基于责任分担的视角
李想 中国经济问题 2024-01

18
An Enhanced Factor Model for
Portfolio Selection in High

Dimensions
时芳泉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etrics 2024-01

19 企业 ESG表现与供应商绿色创新

——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研究
史梦昱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4-05

20 数字化转型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史梦昱 江苏社会科学 2024-11

21

The impact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on financial constraint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the

moderating factors

王宏 Applied Economics 2024-10

22
Energy price bubbles and extreme
price movements Evidence from

China’s coal market
王田田 Energy Economics 2024-01

23 scheduling on unrelated parallel
machines with combinatorial auction 燕雪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2024-09

24 Peer effects in the pursuit of further
education 俞宁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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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Names with rar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mental ill-being 俞宁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24-12

26 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

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笑寒 兰州学刊 2024-10

27 审计监督在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

展中的作用探讨
江世银 财会通讯 2024-08

28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并购商誉泡沫 江世银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4-11

29 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治理——机制与证据
刘骅 工业技术经济 2024-06

30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基本养老保险

发展吗？——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

据的实证研究

刘妍 现代城市研究 2024-03

31
保险资金持股会降低企业审计费用

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

证据

罗琰 武汉金融 2024-08

32
数字金融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

基于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

验

石岿然 工业技术经济 2024-02

33 金融集聚是否促进了跨境贸易人民

币结算？
石岿然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4-07

34 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与金融稳定 王春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4-11

35 基于跨期偏好的医疗保险待遇调整

对策研究
吴传俭 中国卫生经济 2024-11

36
金融科技、融资渠道与企业创新—

—基于外部发展环境和内在发展水

平的双重视角

杨光艺 工业技术经济 2024-03

37 中西部地区农商行不良贷款风险解

析及审计策略
安蕾 现代金融导刊 2024-06

38
新发展格局下全过程研究型金融审

计模式的构建——以商业银行不良

贷款审计为例

曹源芳 审计观察 2024-04

39
新时代财政学类专业教育的现状与

问题研究——基于 2019—2021年
国家一流专业申报数据

陈欢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

实践) 2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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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redit easing, income gap, and
housing price fluctuation 陈金至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4-06

41 全球治理背景下中国碳审计的现实

挑战与路径选择：文献综述
陈金至 财务管理研究 2024-02

42 新需求导向下全面风险管理专业建

设研究
陈金至 电脑校园 2024-11

43 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地区高质量发

展影响研究
陈昆 西部金融 2024-07

44 数字技术应用对中国企业出口竞争

力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陈维涛 华东经济管理 2024-02

45 我国军队审计人才现状与培养探析 陈维涛 商业会计 2024-0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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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维涛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10

47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

的影响
陈怡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24-08

48

How does analyst coverage influenc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The
governance- and information-based

perspectives

杜秀红 Plos one 2024-04

49 直播电商背景下国货品牌崛起的演

化机制研究
付淑换 经济问题 2024-04

50
“双线混融教学”情景下公司金融

课程的研究导向型教学设计
胡玉梅 金融理论与教学 2024-01

51 审计功能对隐性债务风险的非线性

影响
江世银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4-02

52 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

响研究
江世银 河北金融 2024-02

53 美联储调息与人民币汇率变化研究 江世银 金融教育研究 2024-04

54 美国高校涉税服务人才的协同培养

与价值观构建
郑安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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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政府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及

其审计保障
庄尚文 审计观察 2024-06

56 Low-carbon city pilot policy and
green investors entry 姜勇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4-06

57

Tail connectedness between
category-specific policy uncertainty,

sovereign debt risk, and stock
volatility during a high inflation

period

姜勇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2024-06

58
Monetary policy uncertainty and
green investment decisions A

cross-national spillover perspective
姜勇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4-11

59 提升农民金融素养促进乡村振兴的

内在机理与路径思考
金素 沿海企业与科技 2024-01

60 非控股大股东信息交互的公司治理

效应：投资效率的视角
李杰 经济管理 2024-02

61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评价、

企业异质性与绿色创新——来自 A
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李卫红 科技管理研究 2024-04

62 Is the cash-returns relationship risk
induced 刘晨曦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4-01

63

Can digital finance curb corporate
ESG decoupling? Evidence from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s

listed companies

刘骅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4-11

64 城乡居民医保整合能有效缓解相对

贫困吗
刘妍 现代经济探讨 2024-09

65 推进新时代高校基层党建与业务相

融合
刘妍 办公室业务 2024-04

66
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

设研究
刘妍 高教学刊 2024-02

67
农业保险对农户种植业收入的影响

研究——基于中国土地经济调查

(CLES)数据的实证分析

刘妍 金融教育研究 20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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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做强养老保险支柱 助推江苏养老

金融高质量发展
刘妍 金融研究专报 2024-08

69
江苏省科技赋能农业保险的农户接

受机制研究——基于UTAUT2科技

接受模型

刘妍 现代金融 2024-01

70
“一带一路”沿线国交通基础设施

条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张艳艳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2024-03

71 加强金融风险防控 维护江苏金融

安全
刘妍 中国银行保险报 2024-10

72 大语言模型(LLM)在经济学教学中

的应用
刘泽轩 时代教育 2024-08

73 金融科技对灵活就业人员养老金融

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卢亚娟 现代经济探讨 2024-05

74 政府补贴如何抑制家庭的财务脆弱

性？
卢亚娟 金融理论探索 2024-02

75 江苏省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现状与政

策建议
卢亚娟 上海保险 2024-04

76
新文科背景下投资学一流专业建设

的挑战、问题及路径研究
卢亚娟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2024-02

77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思考与江苏

探索
卢亚娟 唯实 2024-01

78 综合评级对保险公司盈利能力与风

险的影响研究
罗琰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4-11

79
保险资金持股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

响研究——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

验证据

罗琰 贵州商学院学报 2024-03

80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漂绿行为

的影响研究
罗琰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

报
2024-03

81 保险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审计初探 罗琰 上海保险 2024-05

82
Digital financial capability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孟德锋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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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Agricultural carbon reduction in
China: The synergy effect of trade
and technolog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彭亮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24-04

84 大数据视角下高校“党建+学科竞

赛”实践育人模式研究
彭冲 高教学刊 2024-04

85
提升跨境电商平台供应链韧性路径

研究——基于跨境电商 SHEIN案

例分析

石岿然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4-05

86
数字经济对工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

效应研究——兼论创新水平和市场

分割的机制作用

孙文远 金融经济 2024-03

87
Does household electrification

alleviate energy pover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孙文远 Energy 2024-11

88 资本市场开放对股价同步性的影

响：ETF纳入互联互通的视角
王春 金融市场研究 2024-01

89
金融数据要素治理的政策脉络、理

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基于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策文本分

析

王晓青 江汉论坛 2024-08

90 “减员增效”抑或“精兵简政” ：

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就业的影响
王晓青 财贸研究 2024-10

91 加强违规行为协同治理 规范政府

采购市场秩序
吴凯 中国政府采购报 2024-09

92 新文科语境下投资学一流专业建设

路径研究
严伟祥 凯里学院学报 2024-04

93 高校校园文化绿色博物馆数智化教

育功能的研究
杨芳 华章 2024.4

94 监管视角下村镇银行存在的主要问

题及相关政策建议
杨小玲 经济责任审计 2024.4

95
Private school admission policy and

the choice of public schools:
Evidence from the housing market

杨彦旻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4-11

96 打造“智能贸易”专业群 培养复合

型人才
杨以文 光明日报 2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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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Does 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 lead
to low interest rate 杨源源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4.6

98 How does digital finance influence
corporate greenwashing behavior 杨源源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4.5

99
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企业创新持续

性 —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证

据

姚娟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05

100 数字经济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

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
姚娟 黑龙江金融 2024-09

101 Long-term mental health cost of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俞宁 Health Economics 2024-01

102 区块链技术赋能复合型金融审计人

才培养的逻辑与路径
张梦婷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学

报
2024.12

103 数字经济对农业低碳发展的影响与

作用机制研究
张笑寒 中州大学学报 2024-06

104 数字不平等对农户经济韧性的影响

研究
张笑寒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4-08

105
回流能够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吗？

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

证据

张笑寒 统计学报 2024-08

106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空巢老年人身心

健康的影响
张笑寒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24-12

107
“一带一路”沿线国交通基础设施

条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张艳艳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2024.3

表 6：公开出版著作

著作名称 主要作者 出版社

企业家精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与政

策选择研究
陈欢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流通促进经济循环的机制及数字化创新研究 庄尚文；秦杰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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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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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名称 主要作者 出版社

中国当代土地制度研究：结构、绩效与路径 张跃进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金融风险演化与“稳金融”宏观调控 杨源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表 7：代表性科研项目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低利率边界约束下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检验及

协调机制研究
杨源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

气候变化背景下基于时空大数据的大宗商品价

格预测与资产组合优化
刘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绿色债券运行效率评价：基

于文本数据的研究
陈奉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水权交易的环境及货币外

部性研究
葛沐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新质生产力导向下江苏强链补链延链关键问题

研究
刘瑞翔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双链融合"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识别框

架、攻关机制与跃迁路径研究
王静 国家统计局-重点项目

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机制刻画、效应识别

与靶向政策设计
王晓青 教育部项目-规划基金项目

收质量对农户消费韧性的影响机理及提升策略

研究
王慧玲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一般项目

数字经济赋能江苏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

机制与政策研究
陈怡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多模态数据驱动的多重金融网络系统性风险演

化与监测研究
张瑾玉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经济类专业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教学效果

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吕超 教育部项目-青年基金项目

产业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统计监测研究 陈维涛 国家统计局-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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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生招生和培养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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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人。2024届毕业研究生 45人，47人顺利升学或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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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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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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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篇，其中 CSSCI期刊 6篇。8人

次参加学术会议，举办“润智•研究生论坛”18 期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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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经济学院研究生科研实践和创新实践计划项目

申请人 申请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年份 级别

高毓琦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

—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
0.8 2024 省级

王颢琳
数据要素市场化驱动制造企业关键技术突破的机

制路径研究
0.8 2024 省级

吕家辰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 0.8 2024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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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

姓名 学号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刊物级别
发表

年份

杨怡 MA2205103
金融科技对灵活就业人员养老

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现代经济探

讨

CSSCI,北
大核心

2024

王素芹 MG2105102
地方政府农业保险政策执行力

及影响因素研究
保险研究

CSSCI,北
大核心

2024

崔婧 MG2105107
数字化何以赋能财政政策提质

增效——以地方财政支出效率

为主线的分析

江海学刊
CSSCI,北
大核心

2024

唐子玮 MG2106220
数字技术应用对中国企业出口

竞争力 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华东经济管

理
CSSCI 2024

薛姣 MG2106216
营商环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劳动力就业的调节效应

审计与经济

研究
CSSCI 2024

毛欣 MG2106226
国内大市场优势与制造业出口

产品质量升级

审计与经济

研究
CSSCI 2024

颜国强 MG210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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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审计大

学学报

CSSCI扩
展

2024

蒋志远 MA2205108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并购商誉泡

沫

南京审计大

学学报

CSSCI扩
展，北大

核心

2024

王越 MG2105101
审计功能对隐性债务风险的非

线性影响

云南财经大

学学报

CSSCI扩
展，北大

核心

2024

毛欣 MG2106226

Impact of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qual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orporate green patent citation
data

Applied
Economics

SSCI 2024

蔡正扬
教育公平视角下中考招生政策优化路径：基于匹配

理论的研究
0.8 2024 省级

林欣玥
国家审计促进我国先进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的

机制与路径研究
0.8 2024 省级

房可 数字化转型、市场整合与企业集聚 0.8 2024 省级

李洁 融资结构对民企成长能力的影响 0.8 2024 省级

李奕蓉
中国系统性风险的分层结构

和统计监测研究
0.8 2024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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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业 MG2006210

Digital econom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reen

eco-efficiency—Empirical
evidence from 285 cities in

China

Frontiers in
Environmen
tal Science

SCI 2024

支明悦 MG2106203
《互联网使用降低了居民生育

意愿吗？ —— 基于 CGSS数

据的经验分析》

重庆工商大

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一般刊物 2024

蔡伯龙 MG2106225
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科技创业月

刊
一般刊物 2024

刘怡嘉 MG2106219
数字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区

域经济韧性 ———来自我国

289 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商学研究 一般刊物 2024

李琪 MG2106221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

——基于企业创新角度分析
科技与经济 一般刊物 2024

姜雨晴 MG2106215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省

级面板数据

市场周刊 一般刊物 2024

钱志桢 MG2106208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

素研究
市场周刊 一般刊物 2024

李洁 MG2106204
数字经济、空间外溢与城市绿

色创新——基于中国 280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

科技创业月

刊
一般刊物 2024

蔡伯龙 MG2106225
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科技创业月

刊
一般刊物 2024

朱欣 MG2106210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经

济韧性的影响

长沙理工大

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一般刊物 2024

毛欣 MG210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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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刊物 2024

李秋梓 MG2006209
关于长江经济带环境支出绩效

评价的探讨
财政监督 一般刊物 2024

周梓寒 MG2006232
新《预算法》背景下地方政府

债券风险预警：理论框架与实

践应用

公共财政研

究
一般刊物 2024

表 10：2024年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年度 学生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

间

报告

地点

1 2024 胡学萌
第六届创新经济论

坛

数据要素市场化、新

企业进入与在位企

业新质生产力——
来自政府数据平台

开通的经验证据

2024.06.
23

中国-湖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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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4 杨玉婷

第十一届“至善东

南”在宁高校研究生

财经论坛

数字赋能出口韧性

的提升：机理与实证

2024.05.
22

中国-南
京

3 2024 徐佳敏

第一届能源新质生

产力发展战略研讨

会暨第二届能源经

济学术研讨会

碳排放与经济发展

关系再研究：基于分

段线性模型的实证

分析

2024.5.1
8

中国-徐
州

4 2024 周梦茜

2024年度中国现代

经济史学科研究动

态及前沿问题研讨

会

中国共产党百年审

计发展及研究述评

2024.3.2
3

中国-南
京

5 2024 秦薇

第三届“数字经济与

企业高质量发展”专
题论坛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影

响——基于 A股上

市公司的研究

2024.5.1
8

中国-南
京

6 2024 顾振佳

第一届能源新质生

产力发展战略研讨

会暨第二届能源经

济学术研讨会

可再生能源消费对

经济增长和二氧化

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2024.5.1
8

中国-徐
州

7 2024 顾振佳

第八届全国青年能

源环境政策与管理

学术会议

可再生能源消费对

经济增长和二氧化

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2024.7.1
3

中国-吉
林

8 2024 毕聪辉
2024年中国博弈论

及其应用学术会议

The strategy and
welfare issues in

Chinese high school
admissions

mechanisms under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2024.7.1
5

中国-深
圳

表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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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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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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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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毕业的 40多位学生中，

仅有少数继续攻读博士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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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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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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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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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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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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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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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