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研究生教育友展反量年度報告

(2020年 )

高校
(公章)

2021キ 3月 9日

趣113型ジ



 

  

目录 

 

一、总体概况 ............................................................................ 1 

1.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 1 

2.学科建设情况 ................................................................ 2 

3.研究生招生情况 ............................................................ 2 

4.在校生情况 .................................................................... 3 

5.毕业、就业情况 ............................................................ 3 

6.学位授予基本状况 ........................................................ 7 

7.研究生导师状况 ............................................................ 9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10 

1.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 11 

2.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12 

3.校园文化建设 .............................................................. 14 

4.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 17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 18 

1.课程建设与在线教学 .................................................. 19 

2.导师选拔培训情况 ...................................................... 22 

3.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 23 

4.学术训练情况 .............................................................. 24 

5.学术交流情况 .............................................................. 26 

6.研究生奖助情况 .......................................................... 34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 37 

1.人才培养改革创新情况 .............................................. 38 

2.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创新情况 ...................................... 51 

3.科学研究改革创新情况 .............................................. 51 

4.传承创新优秀文化改革创新情况 .............................. 58 

5.国际合作交流改革创新情况 ...................................... 60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 61 

1.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 61 

2.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 62 

六、改进措施 .......................................................................... 62 

1．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成效 ........................ 62 

2．推动建设高质量的研究生教学资源体系 ................. 63 

3．强化产教融合育人机制 ............................................ 64 

4．培养德才兼备的导师队伍 ........................................ 64 

5．提升研究生国际交流合作水平 ................................ 65 



 

 1

一、总体概况 

（提纲：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学科建设情况，研究生

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研究生导师

状况（总体规模、队伍结构）。） 

南京财经大学前身为 1956 年成立的国家粮食部南京粮

食学校，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粮食院校，现已发展成为一

所以财经为底色、粮食为特色的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培育）

支持高校。学校 2003 年获批硕士学位授予权，作为主要完

成单位获 201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11 年成

为江苏省人民政府与国家粮食局共建高校，2012 年获批服务

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与

政策”，2014 年获批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校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党中央、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研究生教

育改革，实现研究生教育规模与质量齐头并进、双向提升，

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1.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南京财经大学目前拥有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

养项目“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与政策”，应用经济学、理

论经济学、工商管理、统计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外

国语言文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食品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2 个，

工商管理（MBA）、金融、应用统计、保险、资产评估、会

计、国际商务、生物与医药、公共管理（MPA）、税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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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新闻与传播、旅游管理、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4 个。 

2.学科建设情况 

学校以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为目标，立

足长三角、面向全国，聚焦财经领域和粮食行业，打造“优

势商科、特色粮科和粮食安全交叉学科”。应用经济学、工

商管理、食品科学与工程 3个学科入选江苏高校优势学科，

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均为 B类。理论经济学、马克思主

义理论、法学、统计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6个学

科入选江苏省重点（培育）学科。学校依托服务国家特殊需

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打造了一批高水平学科团队，形成了

一支高水平导师队伍。 

3.研究生招生情况 

2020 年，学校严格执行研究生招生考试政策，切实落实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圆满完成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获评江

苏省研究生招生管理“优秀招生单位”，学校已连续 11 年

获此荣誉，首次作为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点，获评

江苏省研究生招生管理“优秀报考点”。 

2020 年，学校共录取博士研究生 17 人，较去年增长

21.4%；共录取硕士研究生 1367 人，较去年增长 40.1%。其

中，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540 人，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 555 人，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272 人。学术

型硕士研究生报考数量为 2665 人，录取人数为 540 人，录

取比例 20.26%。一志愿录取人数 301 人，占比 55.74%，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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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免试硕士研究生 4 人，占比 0.74%，来自双一流高校的学

生人数 58 人，占比 10.74%。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报考数量为

31 人，录取人数为 17 人，录取比例 54.84%，来自双一流高

校的学生人数 2人，占比 11.76%。 

4.在校生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学校在校研究生 3197 人，其中，

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47 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1398 人，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 1752 人。研究生中学术型与专业学位占比

分别为 45.2%、54.8%。硕士研究生中学术型与专业学位占比

分别为 44.4%、55.6%。 

5.毕业、就业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学校 2020 届毕业研究生 819 人，

其中应届硕士毕业生 741 人，就业（含升学出国）人数为 703

人
1
，各培养单位应届硕士毕业生人数见表 1。 

表 1  2020 届各培养单位应届硕士毕业生人数 

序号 培养单位 人数 序号 培养单位 人数 

1 经济学院 72 11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64 

2 财政与税务学院 11 12 信息工程学院 33 

3 金融学院 106 13 应用数学学院 24 

4 国际经贸学院 56 14 外国语学院 4 

5 会计学院 199 15 新闻学院 8 

6 工商管理学院 21 16 艺术设计学院 6 

                                         
1
 数据来源于就业指导中心提供的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24 日的年终就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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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6 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 

8 公共管理学院 14 18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13 

9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8 19 粮食经济研究院 8 

10 法学院 21 20 MBA 教育中心 42 

截至 2020 年 12 月，学校硕士研究生的总就业率达到

94.87%，
2
其中，升学出国 49 人，占比为 6.61%，机关事业

单位就业人数为 118 人，占比为 15.92%，协议就业人数（含

升学出国）为 684 人，占比为 92.31%。各培养单位和专业就

业率见表 2。 

表 2  南京财经大学 2020 届硕士毕业生就业率统计表 

培养单位 合计 

协议就业情况 

（含升学出国） 

总就业情况 

（含升学出国）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合计 741 684 92.31% 703 94.87% 

MBA 教育中心 42 30 71.43% 36 85.71% 

财政与税务学院 11 10 90.91% 11 100.00% 

法学院 21 20 95.24% 20 95.24% 

工商管理学院 21 18 85.71% 18 85.71% 

公共管理学院 14 14 100.00% 14 100.00%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8 8 100.00% 8 100.00% 

国际经贸学院 56 52 92.86% 52 92.86% 

会计学院 199 180 90.45% 187 93.97%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13 13 100.00% 13 100.00% 

                                         
2就业总人数来源于各培养单位上报的 2020 届需派遣的生源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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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院 106 105 99.06% 106 100.00% 

经济学院 72 64 88.89% 67 93.06% 

粮食经济研究院 8 8 100.00% 8 10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 11 73.33% 11 73.33%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64 64 100.00% 64 100.00% 

外国语学院 4 4 100.00% 4 100.00% 

新闻学院 8 8 100.00% 8 100.00% 

信息工程学院 33 30 90.91% 31 93.94% 

艺术设计学院 6 6 100.00% 6 100.00% 

应用数学学院 24 24 100.00% 24 100.00%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6 15 93.75% 15 93.75% 

2020 年，学校共有 45 名硕士研究生考取博士研究生，

考博率为 6.07%，2020 届硕士研究生考博升学名单见表 3。 

表 3  2020 届硕士研究生考博升学名单 

专业 学号 姓名 录取院校 

保险 1220180483 孙振涛 厦门大学 

保险 1220180485 卞华斌 复旦大学 

财政学 1120170578 彭有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学 1120170584 寇方超 上海财经大学 

产业经济学 1120170009 张群 东南大学 

产业经济学 1120170016 吴金龙 南京师范大学 

房地产管理学 1120170082 王鑫 南京财经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120170597 杨博 华东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 1220170772 胡运芝 南京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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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 1120170001 余聪 南开大学 

会计学 1120170161 梁方志 厦门大学 

会计学 1120170163 魏佳慧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会计学 1120170177 赵青扬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 1120170179 韩玉玲 福州大学 

基础数学 1120170586 蔡洁洁 南京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1120170707 索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1120170716 丁浩 南京大学 

金融 1220180476 牧智康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120170621 周泊然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120170625 高露 东南大学 

贸易经济（粮食经济） 1120170737 储怡菲 上海财经大学 

贸易经济（粮食经济） 1120170739 汪紫钰 南京农业大学 

民商法学 1120170541 黄福亮 苏州大学 

区域经济学 1120170744 庄海涛 上海财经大学 

区域经济学 1120170745 赵成林 中山大学 

区域经济学 1120170753 伏雨 上海财经大学 

区域经济学 1120170755 孙鹏博 南开大学 

软件工程 1120170726 尹廷婷 南京林业大学 

软件工程 1120170730 杨萌 东南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170647 王梦溪 南京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170654 董禹彤 南京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170657 魏苏萌 东北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170669 王燕 南京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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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170683 邹智鹏 浙江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170684 肖坤鹏 南京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170690 纪阳 南京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170691 吴剑 江南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170694 孙璐 中国药科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170695 浦浩亮 四川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1120170631 舒豪 南京师范大学 

西方经济学 1120170474 陈伟 上海财经大学 

西方经济学 1120170479 黄杏子 南开大学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120170531 唐安然 中国政法大学 

应用数学 1120170601 冯佑帅 南京财经大学 

企业管理 1120170562 洪文佳 合肥工业大学 

6.学位授予基本状况 

2020 年南京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授予学术学位

博士 4人，学术学位硕士 411 人，专业学位硕士 409 人，见

表 4。 

表 4  2020 年学位授予情况统计表 

序号 学科（专业）代码 学科（专业）名称 学位类型 人数 

1 020200 应用经济学 学术学位博士 4 

2 020101 政治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9 

3 020102 经济思想史 学术学位硕士 4 

4 020104 西方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8 

5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4 

6 020201 国民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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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20202 区域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13 

8 020203 财政学 学术学位硕士 11 

9 020204 金融学 学术学位硕士 31 

10 020205 产业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13 

11 020206 国际贸易学 学术学位硕士 17 

12 020207 劳动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11 

13 020209 数量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7 

14 0202Z1 贸易经济(粮食经济) 学术学位硕士 8 

15 0202Z2 文化创意产业 学术学位硕士 6 

16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学术学位硕士 2 

17 030105 民商法学 学术学位硕士 9 

18 030106 诉讼法学 学术学位硕士 3 

19 030107 经济法学 学术学位硕士 4 

20 030109 国际法学 学术学位硕士 3 

21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学术学位硕士 4 

22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学术学位硕士 4 

23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学术学位硕士 10 

24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学术学位硕士 4 

25 070101 基础数学 学术学位硕士 4 

26 070102 计算数学 学术学位硕士 3 

27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学术学位硕士 6 

28 070104 应用数学 学术学位硕士 10 

29 071400 统计学 学术学位硕士 11 

30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学术学位硕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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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学术学位硕士 11 

32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学术学位硕士 55 

33 083500 软件工程 学术学位硕士 14 

34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术学位硕士 8 

35 120201 会计学 学术学位硕士 43 

36 120202 企业管理 学术学位硕士 27 

37 120203 旅游管理 学术学位硕士 3 

38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学术学位硕士 5 

39 1202Z1 营销与物流管理 学术学位硕士 3 

40 1202Z2 传媒经营管理 学术学位硕士 9 

41 99J100 房地产管理学 学术学位硕士 3 

45 025100 金融 专业学位硕士 66 

46 025600 资产评估 专业学位硕士 19 

47 025500 保险 专业学位硕士 11 

48 125300 会计 专业学位硕士 134 

49 025400 国际商务 专业学位硕士 20 

50 125200 公共管理 专业学位硕士 65 

51 085231 食品工程 专业学位硕士 12 

52 125100 工商管理 专业学位硕士 54 

53 025200 应用统计 专业学位硕士 28 

合计    824 

7.研究生导师状况 

学校目前共有校内研究生导师 489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导师 462 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27 人，见表 5。校外兼职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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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导师 28 人，校外兼职博士研究生导师 2 人，校外行

业导师 221 人。 

表 5  研究生导师基本情况表 

年龄 
总

计 

其中：

女 

按专业技术职务分 按指导关系分 

正高

级 

副高

级 
中级

博士

导师

其中：

女 

硕士

导师 

其中：

女 

合计 489 154 233 175 81 27 2 462 152 

29 岁及以下 6 5 0 0 6 0 0 6 5 

30-34 岁 73 26 3 19 51 0 0 73 26 

35-39 岁 92 28 12 60 20 2 0 90 28 

40-44 岁 74 24 33 38 3 4 0 70 24 

45-49 岁 74 27 42 32 0 6 2 68 25 

50-54 岁 68 24 49 18 1 6 0 62 24 

55-59 岁 71 17 63 8 0 6 0 65 17 

60-64 岁 31 3 31 0 0 3 0 28 3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提纲：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校园文化建设，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2020 年学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做出的

重要指示和全国、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贯

彻落实《南京财经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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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南财大党字〔2018〕18 号）文件精神，

从严从实推动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1.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学校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进一步完

善专兼职相结合的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立以研究生导师和

辅导员为主体、研究生秘书协同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队伍；明确专门的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负责组织协调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

科学课教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截至 2020 年

12 月，学校现有专职研究生辅导员 9人，兼职研究生辅导员

13 人，实现培养单位专兼职相结合的研究生辅导员全覆盖。

加强对研究生专兼职辅导员的培训，定期组织研究生辅导员

专项学习，开展专题研讨。不断提升研究生思政教育队伍的

理论水平，2020 年共设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课题 15 项，

见表 6。 

表 6    2020 年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课题立项名单 

序号 课题类别 题目 负责人

1 重点课题 整体性视角下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郝园园

2 重点课题 财经类高校研究生三全育人体系建构研究 华凌志

3 一般课题 网络社会视域下研究生政治认同培育研究 沈国彬

4 一般课题 自媒体时代研究生网络意见表达与正向引导 孙辉

5 一般课题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高校研究生党支部政治功能提升研

究——以南京财经大学“校级研究生样板党支部”为例 
车树林



 

 12

6 一般课题 多元“善治”：研究生师生关系冲突治理的路径选择 朱文文

7 一般课题 
“互联网”视阈下高校研究生就业精准化服务的实证研

究——以南京财经大学为例 
季霞

8 一般课题 “学悟践讲”四位一体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 刘颖

9 一般课题 新冠疫情事件下研究生对我国国家形象认知研究 廉同辉

10 一般课题 新时代我校研究生党支部优质化建设路径研究 张杰

11 一般课题 我国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研究 王敏光

12 一般课题 新媒体视阈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转换 龚莉红

13 一般课题 工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施怡

14 一般课题 后疫情时代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研究 刘英华

15 一般课题 文化强国时代下高校研究生资助文化资本补偿模式研究 张贤

2.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学校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有关要求，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

建设的首要任务，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

正廉洁等价值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引导广大研究生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以会计学院研究生党支部获评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百

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为契机，开展首届研究生样板党支部

建设培育工作，5 个党支部获评“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建设

单位，5 个党支部获评“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培育）”建设

单位，提升了研究生基层党支部的活动效果和影响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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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党员教育实境课堂”

“党员示范岗”“最佳党日活动”评选，调动了研究生基层

党支部开展活动的积极性；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青

联十三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七大贺信精神，引领研究生

在思想旗帜的感召指引下坚定前行；按照共青团中央、团省

委的要求，召开学校第一届研究生代表大会，持续推进校研

究生会改革；组织首届研究生骨干培训班，明确研究生使命，

勇担责任，争做砥砺奋斗、引领风气之先的先锋表率。 

成立南京财经大学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机构，实施南京财

经大学课程思政建设方案，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

部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调整的意

见》（教社科〔2010〕2 号）和《南京财经大学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施细则》（南财大党字

〔2017〕30 号），不断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育。坚持“思政课堂”与“课堂思政”相结合，发挥各类课

程的育人功能，深入发掘各类课程尤其是专业课的思想政治

教育资源，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研究生课程和专业学习的

各个环节。把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思想性结合起来，重视研

究生治学态度、科学精神的培养和人生价值、职业道德的引

导。加强研究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和廉洁教育，紧密结合国内

外形势，针对研究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实际，引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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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 

3.校园文化建设 

加强校园新媒体建设，打造立体化、全环绕网络宣传阵

地。作为学校展示研究生教育的官方微信平台，“南财研究

生”致力于弘扬正能量，传播主旋律，是研究生网上思政教

育的主平台。2020 年疫情期间，“南财研究生”官微结合时

事热点、重要纪念日推送高质量评论文章，引导学生理性认

识形势任务，全面坚定抗疫信心，积极投身抗疫实践，认真

抓好学习主业，宣传先进典型，发挥榜样示范作用，传递更

多正能量，全年共推出 284 篇文章。组织研究生观看教育部

社科司与人民网联合组织的“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疫情防控

思政大课”。 

着力培养研究生科研创新和实践创新能力。以学术研讨

会、案例大赛、数学建模、模拟股市大赛等活动为载体，培

育研究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积极组织研究生参加全国研究生

数学建模大赛和实践创新（技能）大赛等赛事，联合培养单

位积极承办全国、全省专业论坛或比赛，促进研究生跨校交

流，开阔学术视野。举办第三届研究生科技文化节、第六届

全国高校研究生财经论坛暨江苏省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选

取社会热点问题为大会研讨主题，邀请哲社名家做主题报

告，将学术引导和价值引领融为一体。开展研究生单项奖评

选，共评选出“学术之星”10 名，“竞赛之星”7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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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之星”9 名，“文体之星”10 名，见表 7。积极开展科学

道德与学风建设活动，组织研究生集中观看“2020 年全国科

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 

表 7    2020 年研究生单项奖获奖名单 

研究生“学术之星”名单 

序号 培养单位 专业 学号 姓名 

1 经济学院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1120190499 王庆玲 

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贸易学 1120180029 刘依凡 

3 工商学院 企业管理 1120180062 朱小倩 

4 工商学院 旅游管理 1120190074 郭丽佳 

5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180707 徐娜 

6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180734 孙磊 

7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1120180762 唐慧 

8 粮食和物资学院 贸易经济（粮食经济） 1120190840 周琦宇 

9 应用数学学院 应用数学 1120180651 张志卓 

10 应用数学学院 应用数学 1120180652 陈莹莹 

研究生“竞赛之星”名单 

序号 培养单位 专业 学号 姓名 

1 国际经贸学院 产业经济学 1120180012 钱非非 

2 金融学院 金融 1220190421 柳雨昂 

3 法学院 国际法学 1120190567 王艾琳 

4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1120180763 孙静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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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BA 教育中心 工商管理 1220190857 李攀 

6 应用数学学院 应用数学 1120190674 沈思敏 

7 经济学院 统计学 1120190542 王清华 

研究生“公益之星”名单 

序号 培养单位 专业 学号 姓名 

1 金融学院 保险 1220190467 张政 

2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120190204 何晋芳 

3 财政与税务学院 财政学 1120190637 徐园园 

4 财政与税务学院 财政学 1120180626 蒋亚麒 

5 法学院 法律（法学） 1220190597 赵易坚 

6 公共管理学院 房地产管理学 1120190109 杜欣悦 

7 粮食和物资学院 贸易经济 1120190839 杨简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120190714 骆祥慧 

9 经济学院 应用统计学专业 1220190516 李思敏 

研究生“文体之星”名单 

序号 培养单位 专业 学号 姓名 

1 国际经贸学院 国民经济学 1120190001 陈豪 

2 金融学院 金融 1220190400 白琪玉 

3 金融学院 保险 1220190465 俞海霞 

4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120190210 翙欧 珊 

5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120190217 孙杰 

6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营销与物流管理 1120190613 刘业深 

7 法学院 国际法学 1120190568 王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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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1120180675 常琪 

9 应用数学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120190665 金青龙 

10 艺术设计学院 文化创意产业 1120190469 沈慧 

4.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2020 年疫情期间，学校以保障研究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为首要任务，多措并举，有序开展研究生日常管理服务

工作。 

坚持疫情防控不放松和研究生日常管理两手抓。疫情期

间，学校扎实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保障研究生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累计统计、汇总、上报各类信息及数据报表 2000

余个，整理、统计、汇总学生数据六十万余条。 

完善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学校重视研究生权益保障，

将权益保护工作贯穿研究生学习、生活全过程。学生医保制

度使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因疾病、住院或意外伤害，保障本人

能够及时就医，学校鼓励研究生参加大学生医保，自愿参保

并实行个人缴费，给予贫困医疗研究生适当的补助和帮扶；

宿舍管理办法要求入驻研究生公寓的研究生必须遵守《南京

财经大学研究生公寓管理条例》；研究生会官方微信“南财

研究生”不定期向研究生群体推送权益维护知识，增强研究

生权益意识。 

开展研究生满意度调查、分析和研究。为更好提高研究

生管理服务质量，学校开展了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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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总体为样本，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

法，本次有效样本共 579 份，其中男生 203 人，占调查样本

的 35.06% ；女生 376 人，占样本总数的 64.94%，与学校男

女学生比例基本一致。统计数据表明，研究生对学校的教学、

学生工作和生活服务总体满意度较高。 

加强研究生生活园区建设，营造文明和谐的宿舍文化。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文明宿舍评比细则》，学校举办

了“研究生文明宿舍”评比活动，共评选出 60 个“文明宿

舍”，提高了研究生环境卫生意识，创建了整洁文明的学习

和生活环境，激发了研究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提纲：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导师选拔培训、师德师

风建设情况，学术训练情况，学术交流情况，研究生奖助情

况。） 

2020 年学校着力构建创新引领的教学育人体系，完善研

究生课程体系，突出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疫情

期间坚持停课不停学，线上教学有序开展；做好研究生导师

分类遴选工作，强化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完善学位论文质量

保障和监控体系，规范研究生学位管理；调动培养单位、教

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强化研究生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建立

健全研究生奖助体系，保障和激励研究生专心从事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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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1.课程建设与在线教学 

学校不断加强研究生教学过程管理，确保研究生教学质

量稳步提高。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和研究生科研创新

和实践创新能力提升要求，修订了 52 个专业的培养方案，

进一步完善了研究生课程体系。疫情期间，坚持停课不停学，

开展研究生“云”上教学。制定《南京财经大学 2020 年春

季学期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方案》（南财研字〔2020〕7 号），

发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关于线上教学期间工作预案的

通知》，组织近 300 门研究生课程线上教学有序开展，总时

长超 1.16 万学时，上课师生超 5000 人次；开展研究生线上

期中教学检查，加强研究生教学线上督导，强化关键环节质

量控制。 

学校积极推进研究生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以人才分类

培养为导向，构建差异化的课程体系。鼓励培养单位开设一

批有特色、高水平的研究生课程，培育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

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需要的教材，积极动员研究生教学团队

和个人申报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其中，张从军教授主编的

《数理经济现代分析基础》获评 2020 年首批江苏省优秀研

究生教材。 

为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关于加快新时

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教研〔2020〕9 号）和《关

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教研厅

〔2019〕1 号）等文件精神，加强研究生学风建设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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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健全学术不端行为预防和处置机制，提升研究生

课程教学质量和培养质量，学校首次采用“中国知网课程作

业管理系统”，面向秋季学期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启用作业（课

程论文）查重试用服务。 

[案例 1]注重在线团队建设，汇聚在线教学资源 

——《高级微观经济学》积极探索高质量在线教学新模

式 

《高级微观经济学》是经济学院面对全校经济学类硕士

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学位课。疫情期间，《高级微观经济学》

教学团队认真落实学校“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要求，

根据学生网络学习特点和认知规律，合理设计教学方案，优

化教学内容，完善考评体系，借助互联网+新技术，实现云

端高质量教学。 

名师领衔建设线上教学团队，迅速实现教学模式转型。

课程教学团队由博士生导师叶林祥教授领衔，团队成员均为

经济学博士，包括 2 名教授、3 名副教授，其中 3 位具有海

外学习背景。为保障研究生教育教学活动在疫情期间安全稳

定有序进行。教学团队适时调整教学模式，迅速从传统教学

模式调整为线上教学模式，适应了疫情防控形势下研究生教

学的新要求。 

教学团队在线集体备课，直击课程重点难点。课程组建

立线上集体备课制度，使用统一的教学课件、习题集和考核

要求，保证线上教学质量的高水平稳定。教学团队成员群策

群力，共同探讨解决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寻求更为浅显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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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的方式传授知识，在授课过程中及时介绍相关数学知识，

着重突出高微知识体系的系统性介绍，便于学生理解微观理

论的构建。 

夯实学科专业知识基础，线上教学内容与国际接轨。教

学团队围绕“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在线教学过程中注

重引导学生深层思考知识点背后的原理机制，发展个人对经

济系统运行的深层理解和认知。教材选用国际一流 Geoffrey 

A.Jehle 和 Philip J.Reny 编著的《高级微观经济理论》，

着重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经济理论建模能力，

为研究生开展科研创新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网络直播教学与在线答疑互相配合，线上线下教学相得

益彰。教学团队提前将丰富的课程资源上传到教学平台中，

方便学生预习。采用 Zoom、腾讯会议、雨课堂、qq 群课堂

等教学工具在线直播授课，辅以微信群、qq 群时答疑。加强

线上课堂对学生的监管，使用超星学习通、雨课堂等进行二

维码或手势签到。并根据后台学习数据、课堂提问、课后作

业等多种渠道了解每位同学的学习情况。 

线上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激发学生在线学习兴趣。网络

授课难点在于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缺乏约束力。教学团队将

知识点细分，配以习题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穿插经济趣味、

经济故事以活跃学生思维。鉴于厂商理论和消费者理论的相

通性，对于较简单的知识点，随机邀请学生讲解，以激发学

生的课堂参与积极性。 

线上教学内容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研究生课程注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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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法。教学团队注重教学结合科研，引导研究生学以致

用，将线上课程教学内容与科学研究相互结合。通过提出切

合当前疫情期的经济问题,使学生在“问题”中思考，在“问

题”中探索研究，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不再是被

动的信息接收者，而能主动地对经济问题、经济现象进行分

析、归纳和总结。 

2.导师选拔培训情况 

严格导师选聘标准，重视导师团队建设。根据《南京财

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办法》（南财大研字〔2018〕

7 号），分类制定导师遴选标准，实现对学术型研究生导师

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的分类选聘，从 2020 年起，开始在

会计学院会计专业学位硕士点进行学院选聘试点。选聘标准

上，既坚持学术标准，又重视教书育人，针对青年教师，放

宽导师选聘年龄、职称等方面的限制，增强导师队伍活力，

优化导师队伍结构。为进一步发挥优秀研究生导师和优秀研

究生导师团队的引领示范作用，制定《南京财经大学优秀研

究生导师、优秀研究生导师团队评选办法》。2020 年，共选

聘学术型硕士校内导师 48 人，学术型硕士校外兼职导师 4

人，专业学位硕士校内导师 26 人。 

加强导师学习与培训，规范导师指导行为。组织全体研

究生导师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

指示及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学习《关于加强博士生导

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教研〔2020〕11 号）、《研究生

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教研〔2020〕12 号）、《教育部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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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教研〔2018〕

1 号）等文件，加强导师立德树人教育，压实导师立德树人

职责。组织开展 2020 年新增研究生导师培训会，进一步强

调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学术道德与学术

规范等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第一责任人的角色和使命。 

3.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提升教师思想政

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根据《南京财经大学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设的实施意见》（南财大党字〔2019〕

29 号），学校开展年度教师师德考核，将考核优秀教师的先

进事迹在校内进行广泛宣传。汇编《南京财经大学教师师德

手册》，分发到每位教职员工手中，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来

学校参加新教师职业发展讲座，设置师德师风文化宣传墙。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职责，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根据《教

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教研

〔2018〕1 号）、《关于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苏

教研〔2018〕7 号)、《江苏省研究生导师职业道德规范“十

不准”（试行）》(苏教研〔2018〕8 号)等文件精神，制定

《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学校对研

究生导师基本素质、立德树人职责、禁止行为、考核与监督

机制等提出具体要求，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由培养单位主要领

导亲自负责，党政领导齐抓共管，导师立德树人考核结果作

为年度考核、职称晋升、评优奖励等方面的首要依据，严格

执行师德失范、学术不端“一票否决制”，坚决打造一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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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气正、品行端正的导师队伍。2020 年，学校对研究生导师

履职情况进行了全面清查，培养单位上下半年共报送两次研

究生导师违反职业道德规范“十不准”情况。2020 年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共召开 5次会议，每次会议上均将师德师风建设

相关文件学习作为重要议题，组织全体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

员及时、认真学习教育部、江苏省学位办、教育厅等相关部

门下发的有关文件。 

4.学术训练情况 

学校积极营造研究生创新实践氛围,提高研究生参与科

研项目和学科竞赛比例。2020 年，我校研究生获第四届中国

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优秀奖 1项，第四届全国应用统计

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全国一等奖 1项、全国二等奖 2项、

全国三等奖 4项，第三届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案例大赛三等奖

1 项，“华为杯”第十七届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一

等奖 1项、全国二等奖 3项、全国三等奖 3项，见表 8。 

表 8    研究生参与学科竞赛获国家级奖项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培养单位 指导教师 竞赛名称 研究生姓名 获奖等级

1 公共管理学院
金志云 

汪家焰 

第四届中国研究生公共

管理案例大赛 

李振永、方洁、

王明智、唐浩 
优秀奖 

2 经济学院 陈耀辉 
第四届全国应用统计专

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

戴子寒、李城、

许恒炜 
全国一等奖

3 经济学院 程恭品 
第四届全国应用统计专

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

王清华、靳开

元、桂莉君 
全国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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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济学院 韩中 
第四届全国应用统计专

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

吴文铠、李越、

李敏 
全国二等奖

5 经济学院 王芳 
第四届全国应用统计专

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

垚于宇、孙 铭、

王莹 
全国三等奖

6 经济学院 韩中 
第四届全国应用统计专

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

冯文萍、陈雅

洁、吴琼 
全国三等奖

7 经济学院 白先春 
第四届全国应用统计专

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

孙锦玉、刘清

清、李子昂 
全国三等奖

8 
财政与税务学

院 

程瑶 

高允斌 

第三届税务硕士专业学

位案例大赛 
戚宇柯 全国三等奖

9 应用数学学院
王宏勇 

杨靖三等 

华为杯第十七届中国研

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马国瑞、黄欣

媛、刘桐彤 
全国一等奖

10 应用数学学院
王宏勇 

杨靖三等 

华为杯第十七届中国研

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雲陈 、罗成、

周小伟 
全国二等奖

11 应用数学学院
王宏勇 

杨靖三等 

华为杯第十七届中国研

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时国美、张伟、

戚宇柯 
全国二等奖

12 应用数学学院
王宏勇 

杨靖三等 

华为杯第十七届中国研

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高前明、付婷、

袁冶 
全国二等奖

13 应用数学学院
王宏勇 

杨靖三等 

华为杯第十七届中国研

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毛逸波、徐倩

云、孟云云 
全国三等奖

14 应用数学学院
王宏勇 

杨靖三等 

华为杯第十七届中国研

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刘畅、魏静雯、

黄甜 
全国三等奖

15 应用数学学院 王宏勇 华为杯第十七届中国研 王雅雪、刘霆、全国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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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三等 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李城 

5.学术交流情况 

学校注重推进研究生培养与科研创新深度融合，将科学

精神、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培养贯穿教育全过程中，加大经

费投入，举办各类研究生学术文化活动。2020 年 11 月举办

学校研究生品牌学术活动——“第六届全国高校研究生财经

论坛暨江苏省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来自全国 50 余所高

校研究生代表、论文作者代表、我校研究生代表等 600 余人

次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加了本届论坛，党委常委、副校长李

群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江苏省管理学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吴建华应邀讲话，江苏省管理学类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张玉林参加开幕式。论坛特邀嘉宾东南大

学教授刘修岩、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杨继军分别以“经济高质

量发展背景下城市更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双重价值链

嵌入与后疫情时代的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题进行主旨报

告。论坛还开设了优秀论文答辩、研会主席高峰论坛等系列

子活动，为来自全国众多高校的研究生提供了学术思想创

新、自我教育与发展及交流交友的广阔舞台。论坛论文大赛

共评选出一等奖 2 篇，二等奖 8 篇，三等奖 16 篇，优秀奖

50 篇，见表 9。 

表 9  第六届全国高校研究生财经论坛论文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2 篇） 

序号 学校名称 姓名 论文题目 

1 上海财经大学 傅施越 国家创新型城市政策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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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京大学 
王紫绮

张逸蝶
创新驱动、城市特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等奖（8 篇） 

序号 学校名称 姓名 论文题目 

1 北京大学 吴文心
企业精准扶贫信息披露能改善资本市场信息环

境吗？——基于分析师预测的实证研究 

2 
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 

杨旭宇

耿瑞霞

政府释放疫情信号会影响投资者情绪吗？——

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3 暨南大学 
叶  涛

邱星宇

数字金融提升民营企业创新吗？——基于动态

能力理论的实证研究 

4 南京师范大学 尹上岗 长三角区县住宅租金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

5 
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 
苏慧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极其机制研究 

6 南京财经大学 杨志伟
长三角一体化视角下财政分权与教育均等化的

研究 

7 中央财经大学 周叔媛
企业杠杆率与高管金融素养--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微观视角 

8 中国人民大学 武翰涛
健康冲击与医疗资源不平衡增长——来自非典

事件的证据 

三等奖（16 篇） 

序号 学校名称 姓名 论文题目 

1 南京财经大学 蔡璐 服务外包与产业链长度：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2 安徽财经大学 韩慧霞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研发效率的机制及检验

——基于高技术产业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3 贵州财经大学 王秋月 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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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和盈利能力的视角 

4 北京大学 周梓洵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corporate site visits,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pay-performance 

sensitivity 

5 南京审计大学 袁婷婷
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基于省

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6 中国矿业大学 
江武定

邓忍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缓解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基

于上下游产业关联视角的实证检验 

7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马青山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助

力还是阻力？ 

8 南京财经大学 

倪晔惠

彭丹 

蔡梦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

量 

9 中山大学 孙澜澜 D&O 保险能抑制上市公司违规吗？ 

10 上海财经大学 仲崇阳
“流动空间”视角下长三角区域治理水平测度

与分析 

11 南京财经大学 毛逸波

农民工和城镇雇员的工资议价行为差异和工资

差异——基于2019年江苏省农民工和城镇雇员

调查数据的研究 

12 同济大学 
徐炜锋

刘畅 

民营企业家外部环境风险感知与企业投资意愿

——风险寻求还是风险规避 

13 
内蒙古财经大

学 
白月 环境保护、政府环保补贴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14 

南京财经大

学；上海杉达

学院 

王茹 

牛淑珍

社会互动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基

于 CFPS 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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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南京财经大学 沈迪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企业绩效评价分析——以中

国中车为例 

16 南京财经大学 杨露 
超额委派董事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机制研究——

以制造业家族企业为例 

优秀奖（50 篇） 

序号 学校名称 姓名 论文题目 

1 南京财经大学 谢丽霞
FDI 提高了服务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省

际面板的实证研究 

2 南京审计大学 开吉 
考虑公平偏好和绿色创新的闭环供应链策略研

究 

3 南京财经大学 朱云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就业增长率滞后之谜——

基于微观企业创新视角的解释 

4 南京审计大学 贾邵猛
财政纵向转移支付与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

—基于财政自给能力的门槛效应分析 

5 南京审计大学 庄宗武
土地资源配置与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基于

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6 
中共江苏省委

党校 
王鹏飞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加工贸易产业的影响及对

策分析 

7 南京财经大学 
蒋昕玥

王晓颖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与制造业全球

价值链地位提升 

8 南京财经大学 郑子媛 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分析 

9 南京财经大学 孙俊蓉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江苏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

究 

10 
上海财经大

学；南京大学 

邓凯文

张玉昌

政府补贴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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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贵州财经大学 滕向阳 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12 安徽财经大学 陈瑞芸
长江经济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态势和空间集聚

效应测度 

13 南京师范大学 刘超 
企业家精神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创业幸

福感和创业警觉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14 中国矿业大学 
黄江露

祁子康

经济基本面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研究：

2006-2019 

15 南京审计大学 周会洋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风险测度与预警研究 

16 南京财经大学 廖怡琳
“慈赡保险”：后疫情时期社区养老新模式设

计——基于江苏六地市调研 

17 南京师范大学 许文璐
制造业区域价值网络的演化及升级——来自长

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 

18 上海师范大学 闫玉强
长三角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基

于 2003-2018 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19 南京财经大学 马群 相对贫困治理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20 南京财经大学 周志远 高管薪酬是否促进了慈善基金会捐赠收入 

21 

山东财经大

学；中国人民

大学 

马永凡

胡兴存

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动能的测度及空间关联网络

特征 

22 上海大学 白冰峰
后疫情时代，中国时尚品企业的供应链柔性能

力、供需匹配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23 西安交通大学 

李明来

马海丽

王肖童

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与致贫因素分析 

24 山西财经大学 赵晓艳 互联网发展与地方财政透明度——基于区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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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泽

明 

异和财政压力的双重调节效应 

25 南京财经大学 蒋高扬 土地财政视角下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研究 

26 南京财经大学 
佟欣 

李荣荣
要素价格扭曲、效率损失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27 南京审计大学 詹明惠
基于大数据可视化分析技术的环境空气质量自

动监测信息系统审计研究 

28 安徽财经大学 李丽雅 长三角城市群人工智能产业协调发展研究 

29 河海大学 何梦婷
长江经济带工业用水效率及影响因素区域差异

化研究 

30 南京师范大学 王利娟 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小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31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江婉莹 后疫情时代我国税收可持续发展探究 

32 安徽财经大学 张义祥
长江经济带能源碳排放效率测度及空间效应影

响分析 

33 安徽财经大学 谢敏 
疫情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出口贸

易 

34 广东财经大学 

杨智晨

武宇希

李香桃

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分布特征及防控对策——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 

35 江苏师范大学 
郭鑫 

王凯 

疫情下江苏省零售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及对策

研究——基于“人、货、场”概念模型 

36 南京财经大学 王璐 疫情之下企业的生存之道——以京东为例 

37 南京财经大学 史启萌
新冠疫情对江苏省外贸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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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南京财经大学 
耿洪宝

廉同辉
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探究 

39 上海海关学院 

刑邦彦

徐健 

陈伟 

肖凯文

新冠疫情下江苏省小微外贸出口企业生存情况

分析及对策支持 

40 南京财经大学 沈慧 
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升级的影响因素—文献综

述 

41 南京财经大学 李文雪
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治理作

用——来自实地调研的证据 

42 南京财经大学 钱森萍 信用评级公开化对信贷市场的作用机理研究 

43 南京财经大学 辛辉 海尔多元化投资战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44 南京财经大学 

金志云

池宇杭

王星睿

城市医疗资源会影响房价吗:中国 70 个城市的

实证分析 

45 南京财经大学 
周静 

周子淳
新冠疫情冲击下我国在线教育的挑战与对策 

46 
上海社会科学

院 
胡琨 

线上教育对初中生学习成绩的影响——疫情下

江苏省某初级中学七年级考试成绩分析 

47 南京财经大学 何沛芸
中国基础教育扩张政策效果再评价——来自断

点回归设计的证据 

48 南京财经大学 杜欣悦
“公民同招”政策下学区房溢价形成机理研究：

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 

49 

内蒙古财经大

学、西交利物

浦大学 

张星平

郭宇婧
“强富美高”新江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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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南京审计大学 媌媌马
知识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

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2020 年 8 月，学校承办江苏省研究生“高级微观计量分

析”暑期学校，邀请了包括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内的知名专家授课，受到了国内外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热

烈欢迎，我校研究生与包括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曼彻

斯特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在内

的学员进行交流。 

[案例 2] 2020 年江苏省研究生“高级微观计量分析”

暑期学校 

2018 年至 2020 年，学校连续三年承办江苏省研究生“高

级微观计量分析”暑期学校，逐步发展成为长期性、公益性

的研究生培养品牌项目。2020 年暑期学校特色突出，受到学

术界高度关注和热烈欢迎，微信公众号“计量经济圈”“计

量经济学”“经管科讯”以及搜狐网等新闻媒体进行了相关

报道。 

国际化程度高，参加学员具有广泛代表性。2020 年 8 月

10 日起，由我校承办、经济学院和金融学院联合举办，为期

10 天的 2020 年江苏省研究生“高级微观计量分析”暑期学

校正式开课，来自牛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

汉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 163 名正式学员，以及在读硕士、

博士、青年教师等 101 位旁听学员参加了集中培训。 

举办形式实现创新，组织管理高效有序。根据上级疫情

防控的要求，工作组决定首次采取线上教学的方式开展此次

活动，学员打破时空限制便可享受到高水平的学术大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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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学校正式开学之前，暑期学校项目负责人就根据省教育

厅和学校领导的有关指示及协调会精神，设立暑期学校班主

任、暑期学校教学保障机构、招募研究生志愿者担任助管助

教、向全体学员公布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制订了完备的教

学过程管理和生活保障监督方案。 

师资阵容空前强大，教学内容丰富充实。本次活动共邀

请了 9位校外专家和 10位校内专家，共 19位知名专家授课。

其中包括了 7 位博士生导师、9 位教授，均在微观计量经济

学领域知名度较高、具有长期深入的研究经历、精通 Stata

软件操作、授课风格兼具深入浅出和生动风趣。课程设置上

包含 19 次专题报告，授课内容为高级微观计量分析的相关

理论及方法，既有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模型和方法

等相关知识，也有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的前沿理论和最新方

法。 

活动丰富多彩，学员收获满满。针对研究生关心的论文

写作和投稿问题开设两次专题讲座。除此之外，开展了优秀

论文评比、优秀学员评选等活动。通过计算机软件操作培训

使得学员能够对所学计量模型和方法进行实际操作和数据

分析，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有所用。 

6.研究生奖助情况 

学校建立健全研究生奖助体系，包括研究生奖学金体

系、助学金体系两部分，保障、激励研究生安心从事学术研

究，见表 10。 

表 10    研究生奖助体系情况一览表 

序号 奖助贷名称 资助水平 覆盖比率 



 

 35

1 国家奖学金 
博士：3 万 

硕士：2 万 

依据教育部、财

政部下达的通知

而定 

2 国家助学金 
博士：1.2 万/年 

硕士：0.6 万/年 
100% 

3 学业奖学金 

博士：一等奖学金：1.8 万 

硕士：一等奖学金 1.2 万，二等奖

学金 0.8 万，三等奖学金 0.6 万 

博士 100%，硕士

约 100%（存在部

分挂科情况） 

4 
社会捐赠奖助

学金 
根据学生情况自己申请，数额不等 每年情况不同 

5 国家助学贷款 根据学生情况自己申请，数额不等 每年情况不同 

6 “三助一辅” 
助管：400 元/月、辅导员助理：400

元/月、助教：480 元/月 
每年情况不同 

研究生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覆

盖 100%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研究生社会捐赠类奖学金等。

2020 年，39 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发放金额 79 万元，

见表 11；2254 名研究生获得学业奖学金，发放金额 1780.8

万元。此外，学校还吸引社会团体或个人设立了社会捐赠类

奖学金，共有 6名研究生获得“中储粮校友基金助学金”“暖

阳奖学金”，发放金额 2.3 万元。 

表 11  2020 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培养单位 专业 学号 

1 韩冬 粮食经济研究院 应用经济学 1920180003 

2 王赛旎 经济学院 统计学 1120180563 

3 李懂文 经济学院 统计学 1120180558 

4 王庆玲 经济学院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112019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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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冬婷 经济学院 数量经济学 1120180526 

6 戚宇柯 财政与税务学院 税务 1220190645 

7 杨瑞琪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120180402 

8 郭欣 金融学院 金融 1220190408 

9 钱非非 国际经贸学院 产业经济学 1120180012 

10 刘依凡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贸易学 1120180029 

11 艾玮炜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贸易学 1120180025 

12 张元凤 会计学院 会计 1220190305 

13 宋安悦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120180206 

14 沈胤鸿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120190214 

15 陈佳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120180202 

16 杨露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120190228 

17 徐彩霞 工商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1120190081 

18 郭丽佳 工商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1120190074 

19 刘业深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营销与物流管理 1120190613 

20 厉庆云 公共管理学院 劳动经济学 1120180092 

21 陈寒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120180667 

22 张艺晨 法学院 经济法学 1120180585 

23 罗兵 法学院 诉讼法学 1120180578 

24 王鹤潼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180703 

25 潘蒙蒙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180708 

26 左常洲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180738 

27 赵萌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180727 

28 丁达 信息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12018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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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唐慧 信息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1120180762 

30 伏世静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1120180615 

31 田欣 艺术设计学院 文化创意产业 1120180493 

32 杨倩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20180682 

33 张志卓 应用数学学院 应用数学 1120180651 

34 陈莹莹 应用数学学院 应用数学 1120180652 

35 申超红 新闻学院 传媒经营管理 1120180654 

36 陶元婧 MBA 教育中心 工商管理 1220190865 

37 项贝贝 MBA 教育中心 工商管理 1220180819 

38 彭丹 产业发展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120180791 

39 周琦宇 粮食经济研究院 贸易经济（粮食经济） 1120190840 

研究生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全

覆盖）、研究生“三助一辅”、研究生寒冬补贴、建档立卡

学生困难补助等项目组成。2020 年，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覆盖

4361 人，发放金额约 1300 万元；研究生“三助一辅”覆盖

192 人，发放金额约 28.5 万元；研究生寒冬补贴 31 人，发

放金额 3.1 万元；建档立卡学生困难补助 14 人，发放金额

11.6 万元。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提纲：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传承创

新优秀文化，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情况。） 

学校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工作

的重要指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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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教研

〔2020〕9 号）等系列文件，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将研究生教育发展和新时代要求相结合，以培养德才兼备的

高层次人才为中心，结合学校“十四五”改革与发展规划，

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大力推动

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发展。召开学校研究生教育会

议，围绕“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主

线，全面部署学校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任务，加快构建特色

鲜明的高水平研究生教育体系。 

1.人才培养改革创新情况 

（1）健全研究生教育教学监督保障体系 

2020 年，我校在省内较早开展了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

制定了《南京财经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条例（试

行）》（南财大学位字〔2020〕15 号），选聘了一批包括省

级教学名师在内的、具有丰富教学督导经验的教授作为校学

位与研究生教学督导组成员，对研究生招生过程、教学活动、

培养过程、学位授予、就业、教风学风和教育管理等进行全

过程、全方位的监督、检查、评估和指导，并为学校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创新提供咨询和决策服务，强化了关键环

节的质量控制。 

（2）完善学位论文质量保障和监控体系 

学校高度重视学位论文管理制度建设，进一步明确硕

士、博士学位论文送审与评优的评议标准，将全部硕士学位

论文报送学位中心工作平台盲审，提高论文盲审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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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科学性。2020 年学校共完成近 1800 篇次学位论文

的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和匿名送审工作。修订《南京财经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开题管理规定》（南财研字〔2020〕5 号）、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的规定》（南财研字

〔2020〕6 号），严格规范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预答

辩和答辩等关键环节，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不放松。加强学

位论文管理，严查学位论文买卖、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加

强学术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2020 年学校共

有 9篇优秀硕士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其中，

优秀学术学位硕士论文 5篇，优秀专业学位硕士论文 4篇，

见表 12。获评江苏省优秀学位论文总数和获奖率均创历史新

高，其中，学术学位硕士学位论文推优入选率名列全省第四。 

表 12    2020 年度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序

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姓名 

学位 

类型 
专业 

指导 

教师 

1 
“老龄化、少子化”与全要素

生产率研究 
潘妍 

学术学

位硕士

产业 

经济学 
杨向阳

2 
壳聚糖/阿拉伯胶/植物精油聚

电解质膜研究 
徐甜 

学术学

位硕士

食品科学

与工程 
汤晓智

3 

低脂肪添加和高速剪切均质

对鸡肉肌原纤维蛋白凝胶和

乳化特性的影响 

周磊 
学术学

位硕士

食品科学

与工程 
杨玉玲

4 
基于网络攻击和事件触发的

化系统若干问题研究 
顾媛媛

学术学

位硕士
软件工程 刘金良

5 满巢初期阶段家庭的亲子旅 任晓丽 学术学 旅游管理 钟士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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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为研究——以红山森林

动物园和玄武湖公园为案例

地 

位硕士

6 
基于信用风险传染机理的保

证贷款保险定价研究 
钟拓 

专业学

位硕士
保险 

杜修立

刘长宏

7 

行业竞争加剧下江苏 S 口腔

医院高端医疗服务营销策略

研究 

王泽冰
专业学

位硕士
工商管理 

程永波

胡贵安

8 

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

影响研究——以海康威视为

例 

赵星宇
专业学

位硕士
会计 

于成永

安建华

9 

中央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分析

与防控研究—以电建海投老

挝水电站项目为例 

阚萌 
专业学

位硕士
会计 

时现 

胡顺靖

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要求，经个人申请、学院推荐、专家

评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并公示，学校评选出 2020 年

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篇，优秀学术学位硕士论文 27 篇，

优秀专业学位硕士论文 23 篇，见表 13。 

表 13    2020 年度南京财经大学优秀学位论文 

序

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姓名 

学位 

类型 
专业 

指导 

教师 

1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效果

研究——以小麦为例 
胡迪 

学术学

位博士

应用 

经济学 
王开田

2 
财政政策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

的效应研究 
寇方超 

学术学

位硕士
财政学 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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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给付行政裁量的类型划分及其

司法审查之策——以 158 个司

法案例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唐安然 
学术学

位硕士

宪法与

行政法

学 

夏清瑕

4 4-12 岁儿童的旅游认知研究 黄佩红 
学术学

位硕士

旅游管

理 
钟士恩

5 

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主观幸福

感 的 影 响 研 究 -- 基 于

CLDS2016 数据的分析 

贾艳芳 
学术学

位硕士

劳动 

经济学 
袁国敏

6 
基于网络均衡模型的众包物流

决策优化研究 
吴艾婧 

学术学

位硕士

管理科

学与工

程 

孟秀丽

7 
贸易自由化、城市规模与工资

收入提升 
欧习 

学术学

位硕士

应用 

经济学 
张文武

8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下中国

服务业 OFDI 的生产率效应研

究 

吴金龙 
学术学

位硕士

应用 

经济学 
陈启斐

9 

声誉提升、客户关系与审计质

量——来自领军人才同学关系

的经验证据 

赵青扬 
学术学

位硕士
会计学 李万福

10 
地铁开通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

响研究 
魏佳慧 

学术学

位硕士
会计学 姚文韵

11 
高铁开通、高端服务业集聚与

经济增长 
陆静 

学术学

位硕士

应用 

经济学 
宣烨 

12 
“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货

币锚效应检验研究 
吴菲 

学术学

位硕士
金融学 杨荣海

13 
双向资金约束型供应链融资决

策研究 
夏利强 

学术学

位硕士
金融学 郭文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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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碳交易背景下的新能源演化发

展与政策协同研究 
张悦 

学术学

位硕士

人口、资

源与环

境经济

学 

方国昌

15 
公益性岗位扶贫的脱贫效果研

究 
宦颖洁 

学术学

位硕士
统计学 白先春

16 

调控政策改革背景下粮食期货

市场波动及有效性研究——基

于大豆、豆粕数据的分析 

陈心恬 
学术学

位硕士

贸易经

济（粮食

经济） 

李光泗

17 习近平青年教育观研究 顾唯奇 
学术学

位硕士

思想政

治教育 
李玉琴

18 

冬 虫 夏 草 与 蛹 虫 草 对

AOM/DSS 诱导结肠癌的抑制

作用比较研究 

纪阳 
学术学

位硕士

食品科

学与工

程 

胡秋辉

19 

壳聚糖/酚酸接枝共聚物膜特

性及其对双孢蘑菇保鲜效果研

究 

王月莹 
学术学

位硕士

食品科

学与工

程 

裴斐 

20 

大 米 硒 肽 TSeMMM 和

SeMDPGQQ 对 Pb2+诱导的神

经氧化毒性保护作用 

吴剑 
学术学

位硕士

食品科

学与工

程 

方勇 

21 
微波条件下肌原纤维蛋白凝胶

形成过程与特性的研究 
魏苏萌 

学术学

位硕士

食品科

学与工

程 

杨玉玲

22 

疾病、性别和族裔——论托

尼·库什纳戏剧中的文化霸权

和政治霸权 

张可 
学术学

位硕士

英语语

言文学 
孙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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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移动短视频用户的媒介依赖影

响因素研究 
尹方圆 

学术学

位硕士

传媒经

营管理 
蒋建梅

24 
目标图像的高斯卷积角描述子

及其应用 
陈鑫 

学术学

位硕士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王斌 

25 
事件驱动下 T-S 模糊系统的安

全控制若干问题研究 
尹廷婷 

学术学

位硕士

软件工

程 
刘金良

26 
文化产业上市公司融资效率及

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DEA 模型
黄丽 

学术学

位硕士

文化创

意产业 
郭承波

27 
智慧物流园区协同创新激励机

制及评价研究 
丁亭亭 

学术学

位硕士

企业管

理 
陶经辉

28 
多重分形分析法在金融市场中

的应用研究 
冯佑帅 

学术学

位硕士

应用数

学 
王宏勇

29 

短视频 MCN 机构商业模式创

新性设计——以X传媒公司为

例 

赵熠 
专业学

位硕士

工商管

理 
程永波

30 

民营企业借壳上市的财务风险

及对策研究—以顺丰控股借壳

上市为例 

葛希航 
专业学

位硕士

工商管

理 
王玉春

31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H证券公司

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研究 
张璇 

专业学

位硕士

工商管

理 
姚文韵

32 
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

研究——以 A 银行为例 
熊岑 

专业学

位硕士

工商管

理 
李连军

33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效果

分析 
戚志廷 

专业学

位硕士

公共管

理 
曹信邦

34 
J 省 Q 市基层干部教育培训需

求研究 
陈伟业 

专业学

位硕士

公共管

理 
金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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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税收优惠政策对外资企业营商

环境的优化作用分析——以江

苏省为例 

张驰 
专业学

位硕士

公共管

理 
黄斌 

36 
银行间联系对东道国吸引外商

直接投资的影响 
吴邱虹 

专业学

位硕士

国际商

务 
张为付

37 

股权质押下控股股东掏空上市

公司行为研究——以银亿股份

为例 

辛丹阳 
专业学

位硕士
会计 倪婷婷

38 

山西票号股权激励对我国家族

企业的启示—以“美的集团”

为例 

封雨静 
专业学

位硕士
会计 沈永建

39 

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

动因及后果研究——以四川金

顶为例 

旻黄  
专业学

位硕士
会计 阚京华

40 
我国互联网视频行业的盈利模

式研究-以芒果超媒为例 
陆昱璇 

专业学

位硕士
会计 李连军

41 

基于模糊证据推理的医药企业

采购业务流程风下分析——以

济川药业为例 

吴磊 
专业学

位硕士
会计 胡晓明

42 
环保企业连续并购协同效应的

研究——以维尔利环保为例 
程凯 

专业学

位硕士
会计 周友梅

43 

电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

的影响研究——以阿里巴巴为

例 

成自茹 
专业学

位硕士
会计 孟翠湖

44 

诉讼情境下专利价值影响因素

分析——基于我国专利侵权案

件的实证研究 

熊玲 
专业学

位硕士

资产评

估 
钱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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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政府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企业价

值的影响研究——以比亚迪为

例 

张孝娟 
专业学

位硕士

资产评

估 
刘小峰

46 
风险反馈条件下多事件触发巨

灾债券的最优折扣系数研究 
孙振涛 

专业学

位硕士
保险 姚定俊

47 
基于 DEJD 模型的人口寿命预

测及 SM 债券定价 
卞华斌 

专业学

位硕士
保险 童馨乐

48 
基于均值-方差模型的商业银

行质押率测算研究 
李响 

专业学

位硕士
金融 闫海峰

49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管理层权

力与现金股利政策 
任烨 

专业学

位硕士
金融 童馨乐

50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移动支付操

作风险研究 
唐宁 

专业学

位硕士

应用统

计 
陈耀辉

51 
全荞麦挤压面条加工关键技术

及品质形成机理研究 
孙旭阳 

专业学

位硕士

食品工

程 
汤晓智

（3）构建全程双元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学校立足“大财经”和“新商科”办学理念，积极遵循

人才培养规律，精准把握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实施

专业学位研究生全程双元化培养综合改革，切实解决商科类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培养落地难、应用能力见效慢的现实难

点。 

优化顶层设计，坚持“目标导向、过程监控、质量保障”

原则，成立院校二级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构建起上下

协同、系统发力的教育管理、监督与保障机制，将双元培养

理念融入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毕业与就业的全过

程。面向社会需求，以职业能力导向创新培养方案，推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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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习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注重开展案例教学，大力推进

专业案例库建设。落实实践培养，持续加强研究生实践基地

建设。重视导师队伍建设，强化校内外双元指导。“政产学

研用”一体化协同支撑的“全程双元”人才培养模式日趋成

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全程双元”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

展和商业文明建设培养了众多优秀中高层管理人才，受到新

华日报、搜狐网等主流媒体的报道，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等高水平期刊上。 

（4）积极推动产教融合 

学校重视产教融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组织各

学院积极申报江苏省产业教授和研究生工作站，2020 年新增

江苏省产业教授 1人，新增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 8个，见表

14，新增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 1个，见表 15。鼓励学院

与实务部门紧密联系，引入业界专家为研究生授课、指导论

文和学科竞赛。 

表 14  2020 年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设站单位名单 

设站单位 联合培养学科或专业类别 

江苏朗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工商管理 

苏州飞宇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科学与工程 

溧阳市商务局 国际商务 

南京鹏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学 

南京巨鲨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会计专业 

云境商务智能研究院南京有限公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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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敏捷创新经济管理研究院 理论经济学 

江苏财税邦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服务业 

表 15  2020 年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设站单位名单 

设站单位 联合培养学科或专业类别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业管理部 应用经济学 

[案例 3]  校企合作育英才  知行合一谱新篇 

——粮食和物资学院探索高校期货人才培育新模式 

《期货专题理论与实践》是粮食和物资学院面向全校经

济管理类研究生开设的一门研究生选修课。2018 年秋季开

始，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支持下，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

学院与华泰期货公司合作开展“期货未来人才培训班”，至

今已经连续开设三年。2020 年 9 月粮食和物资学院和华泰期

货公司延续培育计划，继续在我校开展高校期货人才培育课

程。 

课程内容覆盖全面，教学设计合理有效。课程坚持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围绕“期货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应用，兼顾

资产管理与量化投资，包含期货基础知识、期货投资者适当

性与投资者保护、“期货服务实体经济”之期现结合、资产

管理与量化投资等内容。2020 年课程分为期货基础知识与法

律法规、期货应用理论与实践、研究与投资方法论和模拟实

操四大模块。除课后总结和教师反馈外，还通过学生评教收

集课程的改进需求，及时优化和迭代课程设计。 

培训讲师经验丰富，多角度讲授期货内容。粮食和物资

学院与华泰期货共同搭建力量雄厚的师资团队，涵盖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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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证券、律所、咨询公司以及研究院等多个行业领域，

具备丰富的理论水平、从业经历和实战经验。同时还开展丰

富多彩的校外实践，亲临企业一线加深感受，提供了宝贵的

校外参观实践的机会。推动学生将课堂中所学的理论知识与

企业实际操作相结合，帮助其更好地理解期货期权等衍生品

相关知识。 

指导学生实际操作交易，在竞赛中学会技能。课程中后

期进行期货模拟交易操作实战培训环节，该培训以竞赛的形

式展开，主要通过学生注册交易模拟软件，模拟真实的期货

市场交易，在实战中体会课堂内容之外的期货操作技巧。模

拟交易使用的操作软件为文华期货为国家指定的期货软件。

课程充分利用线上资源，组织学生完整观看由郑州商品交易

所举办的线上期权仿真交易大赛，同学们积极参与、踊跃留

言。 

优秀学员实施课程奖励，多方位提供企业实习机会。培

训合格的学员可参与“大连商品交易所奖学金”评选，由培

训工作小组依据培训考核方案及实习评估等综合因素进行

评定。此外，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上海研究所、江苏苏美达集

团期货部、华泰期货公司南京营业部等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实

习机会，多名学员通过该课程接触到优质的实习机会，并通

过自己的努力顺利通过企业实习期考核，开启职场生涯。 

该课程通过八个模块的学习与实践内容，不仅使学生深

入地了解到期货行业的基本知识以及期货工具的功能作用，

同时也为期货行业企业与高校人才之间搭建了良好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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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5）切实推进研究生教学案例建设 

学校高度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将研究

生教学案例入库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并给予专项经费

支持，充分调动教师编案例用案例热情，提高学校案例编写

质量和案例教学水平。2020 年学校共有 5篇案例入选全国百

篇优秀管理案例，见表 16；13 篇案例入选中国专业学位教

学案例中心案例，见表 17；3 篇案例入选中国管理案例共享

中心，见表 18；3 篇案例入选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教育教

学案例库，见表 19。 

表 16  第十一届“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入库情况一览表 

序号 完成人 案例名称 专业类别

1 韩小芳 贤者举而上，不肖者抑而废：马钢干部选拔之困惑 工商管理

2 钱坤 智通数据，达通天下-柯润战略转型之旅 工商管理

3 李召敏 视觉赋能，智联万物：旷视科技的 AI 探索之旅 工商管理

4 秦伟平 飞鹤形变：将“遥遥领先”进行到底 工商管理

5 李召敏 
历经千年的茶，如何成就年轻的你：竹叶青新生代

员工雇佣关系的探索 
工商管理

表 17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入库情况一览表 

序号 完成人 案例名称 专业类别

1 金志云 
“减法”还是“加法”：南京学生“减负”政策陷

困境 
公共管理

2 靳亮 
公共文化服务市场化背景下政府如何做“精明的买

主”？——以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务超市为例 
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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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志云 
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与秩序：南京公共自行车的突

围之路 
公共管理

4 黄建伟 广德县残联康复中心“合作共建”之路 公共管理

5 吴文俊 南京长江上的桥：公共物品生产与提供的多种模式 公共管理

6 江永清 响水一声巨响引发的安全监管之问？ 公共管理

7 赵强 河长制：制度优势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 公共管理

8 胡晓明 网络游戏企业：价值发现、价值计算与价值创造 会计 

9 李万福 
“大智移云”背景下代账公司及其中小微企业客户

成本管理——以 A 代账公司为例 
会计 

10 李万福 
财务共享实践的三重境界及进阶方略分析——以

A 公司为例 
会计 

11 钱坤 激进并购后遗症：华闻传媒市值蒸发的背后 会计 

12 钱坤 
难逃“估值泡沫魔咒”？“流血”上市的旷世应如

何评估？ 
会计 

13 袁卫秋 企业并购的商誉减值风险来源研究 会计 

表 18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入库情况一览表 

序号 完成人 案例名称 专业类别

1 胡晓明 数据驱动：龙蟠科技智能转型之路 工商管理

2 钱坤 
大浪淘沙，俊采“新”驰：新道如何“炼”出产教

融合之路？ 
工商管理

3 郭文旌 绝处逢生--反收购拯救破产国企 工商管理

表 19  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教育教学案例库入库情况一览表 

序号 完成人 案例名称 专业类别

1 陈耀辉 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VAR度量-基于SHIBOR的 应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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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 

2 陈耀辉 基于极值理论对网贷平台的风险测度及比较分析 应用统计

3 王芳 外来务工人员二次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应用统计

2.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创新情况 

学校坚持人才强效战略，持续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不断

优化人才结构。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300 余人，其中，具有

正高级职称教师 200 余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800 余人。拥

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 个，国家级优秀教学团

队 1个，江苏高校“青蓝工程”团队 7个，江苏省高校科技

优秀创新团队 6个，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含

培育点）4 个。教师中有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3 人，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1人，全国文化名家暨“四

个一批”人才 2人，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1人，国家级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

级人选 2人，“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才 3人，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9 人，中国环境优秀科技工作者 1

人。 

学校鼓励结合导师的专业优势，采取团队教学的模式，

合理配置师资，2020 年，李万福教授获得江苏省“十佳研究

生导师”提名奖，财税理论与政策研究生培养团队获得“十

佳研究生导师团队”提名奖。 

3.科学研究改革创新情况 

学校注重引导研究生不断提升科学研究水平。2020 年，

继续做好“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申报工作，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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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128 项，见表 20。 

表 20  2020 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一览表 

学院 总数 科研创新计划 实践创新计划 

MBA 教育中心 3  3 

财政与税务学院 4 3 1 

法学院 9 8 1 

工商管理学院 7 7  

公共管理学院 5 4 1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5 5  

国际经贸学院 11 10 1 

会计学院 13 7 6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1 1  

金融学院 5 3 2 

经济学院 4 4  

粮食经济研究院 13 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5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9 16 3 

外国语学院 1 1  

新闻学院 6 3 3 

信息工程学院 12 12  

艺术设计学院 1 1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2 2  

应用数学学院 2 2  

总计 128 10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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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作为第一作者或者与研究生导师合作在 SSCI、

SCI、CSSCI 来源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 169 篇，代表性高水

平论文见表 21。 

表 21    南京财经大学 2020 年度研究生发表的代表性高水平论文 

序

号 

研究生

姓名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表

时间 

1 彭丹 Trade open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of China: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ARDL Model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0.

03 

2 彭丹 Resource misallocation,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cision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2020.

10 

3 董禹彤 Multiple fingerprint and 

fingerprint-activity relationship for 

quality assessment of polysaccharides 

from Flammulina velutipes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2020.

01 

4 潘蒙蒙 Application of ultrasound-assisted 

physical mixing treatment improves in 

vitro protein digestibility of rapeseed 

napin 

Ultrasonics-Sono

chemistry 

2020.

04 

5 包伊凡  A phenolic glycoside from Moringa 

oleifera Lam. improves the carbohydrate 

and lipid metabolisms through AMPK in 

db/db mice 

Food Chemistry 2020.

12 

6 王灵玲  Effect of ultrasonic power on properties 

of edible composite films based on rice 

protein hydrolysates and chitosan 

Ultrasonics 

Sonochemistry 

202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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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雯烨 Rice bran protein-based nanoemulsion 

carrier for improved stability and 

bioavailability of quercetin 

Food 

Hydrocolloids 

2020.

01 

8 杨洁 A new SOR-type iterative method for 

solving linear systems. 

Applied 

Mathematics 

Letters 

2020.

04 

9 张志卓 The average trapping time on a half 

Sierpinski Gasket 

Chaos, Solitons 

and Fractals 

2020.

08 

10 唐慧 Deep learning techniques for automatic 

butterfly segmentation in ecological 

images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 

2020.

09 

11 陈鑫 Invariant Leaf Image Recognition with 

Histogram of Gaussian Convolution 

Vectors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 

2020.

09 

12 索炜 Security distributed state estimation for 

nonlinear networked systems against DoS 

attac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ust 

and Nonlinear 

Control 

2020.

02 

13 杨萌 Multi-sensors-based security control for 

T-S fuzzy systems over 

resource-constrained networks 

Journ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Engineri

ng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2020.

03 

14 尹廷婷 State estimation for cyber–physical 

systems with limited communication 

resources, sensor saturation and 

denial-of-service attacks 

ISA Transactions 2020.

09 

15 魏佳慧 Does celebrity spokesperson signal Finance Researc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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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a drug scandal in China. 

Letter 05 

16 桑雅迪 Performance sensitivity of non-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china:The role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ECONOMIC 

MODELLING 

2020.

12 

17 郭梦华 社会失信环境与民营企业成长——来

自城市失信人的经验证据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09 

18 梁方志 社会保险征缴机构转换改革、企业养老

支出与企业价值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02 

19 刘依凡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国

内增加值 

财贸经济 2020.

04 

20 赵青扬 内部控制与异质机构持股的治理效应 金融研究 2020.

02 

21 周琦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角色转变研究：以

农机服务对农地经营规模的影响为切

入点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07 

22 韩冬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

格局演变与影响机制——基于社会网

络学视角 

农业经济问题 2020.

08 

23 王赛旎 高维数据的稳健二分类方法 统计研究 2020.

08 

24 郝怡宁 静态发酵对菜籽粕品质的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 2020.

01 

25 邹燕羽 全麦粉和小麦粉中烷基间苯二酚同系

物组成的对比分析 

中国农业科学 2020.

01 

26 王鹤潼 基于线粒体能量代谢途径的金针菇采

后纳米包装保鲜机制 

中国农业科学 2020.

05 

27 胡慧敏 基于R5 ELISA和RP-HPLC法的小麦发 中国农业科学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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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过程中主要致敏蛋白含量变化研究 03 

28 张爱静 热胁迫对大肠杆菌细胞膜和膜蛋白的

影响 

中国农业科学 2020.

03 

29 吴进 Characterization and analysis of rapeseed 

protein isolate stabilized O/W emulsion 

under pH and ionic stress.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20.

05 

30 汪玉娇 Storage characteristics of infrared 

radiation stabilized rice bran and its shelf

–life evaluation by prediction modeling.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20.

04 

31 严薇 Inhibition of Lipid and Aroma 

Deterioration in Rice Bran by Infrared 

Heating 

Food and 

Bioprocess 

Technology 

2020.

07 

32 郝怡宁 Effect of static-state fermentation on 

volatile composition in rapeseed meal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20.

01 

33 肖坤鹏 Prediction of soluble solid content of 

Agaricus bisporus during 

ultrasound-assisted osmotic dehydration 

based on hyperspectral imaging 

LWT-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0.

01 

34 朱悦 Insight into the effect of gluten-starch 

ratio on the properties of Chinese   

steamed bread (Mantou)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2020.

09 

35 陈冲 Enzyme-catalyzed acylation improves gel 

properties of rapeseed protein isolate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20.

08 

36 纪阳 Comparison of bioactive constituents and 

effects on gut microbiota by in 

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 

202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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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ro fermentation between 

Ophicordyceps sinensis and Cordyceps 

militaris 

37 徐瑶瑶 Effects of zein stabilized clove essential 

oil Pickering emulsion on 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chitosan-based edible 

fil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lues 

2020.

04 

38 李庆 Observer-based Distributed 

Hybrid-triggered H∞ 

Control for Sensor Networked Systems 

with Input 

Quantization 

IET Control 

Theory & 

Applications 

2020.

09 

39 张志卓 The Mean Time to Absorption on The 

Joint Sierpinski Gasket 

Fractals 2020.

11 

40 丁达 Hybrid-triggered-based security 

controller design for networked control 

system under multiple cyber attacks 

Information 

Sciences 

2020.

01 

41 杨萌 Finite-Time H∞ Filtering for 

State-Dependent Uncertain Systems With 

Event-Triggered Mechanism and Multiple 

Attacks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 

Regular Papers 

2020.

03 

43 张磊 Does having a semimandatory dividend 

policy enhance investor 

confidence_Research on 

dividend-financing behavior 

ECONOMIC 

SYSTEMS 

2020.

08 

学校积极推动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2020 年获评江苏省

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果优秀奖 2项，见表 21。 

表 21  2020 年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果优秀奖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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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 成果名称 

朱红根、崔向阳、郭存芝、尹

敬东、白先春 

《底色引领、多元协同——经济学研究生创新能

力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朱军、唐祥来、程瑶、吴美华、

骆永民 

《高级财政创新研究人才的理论塑造与政策融

合的培养模式与实践》 

姚文韵教授主持的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课题《基于质量功能展开模型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

系构建与应用研究——以江苏省研究生教育为例》结题获评

优秀，本次共有 258 个课题参与结题验收，仅 26 项获得优

秀等级。 

4.传承创新优秀文化改革创新情况 

学校充分发挥研究生科技文化节的育人载体作用，积极

推动校园优秀文化建设。2020 年组织开展南京财经大学第三

届研究生科技文化节，活动项目见表 22。活动涵盖了主题教

育活动、科研与实践创新类论坛、文化体育活动等。同时，

为表彰先进，促进交流，不断提升学校研究生科技文化活动

的质量，共评选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

优秀奖 3名。科技文化节营造了浓郁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向上

的校园文化，引导研究生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升自身综合

素养和能力，展现了学校研究生学子的良好形象。 

表 22  第三届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技文化节活动一览表 

序号 项目 承办单位 

1 
“博观约取，经世济民”——“紫经杯”研究生

科技论坛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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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三届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模拟炒股大赛 金融学院 

3 红七月民营党建可视化征文、征稿大赛 会计学院 

4 “科学理性，学术道德”主题辩论赛 工商管理学院 

5 “疫情遮不住的光”微视频大赛 公共管理学院 

6 
传红色革命精神，担青春战“疫”使命主题演讲

比赛 
马克思主义学院 

7 第三届研究生多元食品设计创新大赛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8 
学贯中西，“译”出精“财”——南京财经大学

研究生外语翻译大赛 
外国语学院 

9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应用数学学院 

10 第二届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模拟面试大赛 校研会 

11 探访标杆企业，问道工匠精神 会计学院 

12 “财辩无双”——演讲比赛 财政与税务学院 

13 “南财青年说，同心抗疫情”微博话题 国际经贸学院 

14 
“牢记初心担使命，防疫攻坚争先行”主题知识

竞赛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5 “以书抗疫”法学读书会 法学院 

16 人工智能知识普及大赛 信息工程学院 

17 “希望的花火”摄影大赛 艺术设计学院 

18 “呵护心理，疏导情绪”线上访谈活动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9 “科学防疫，同心战疫”宣传科普活动 新闻学院 

20 “正青春，正飞扬”防疫生活网络短片大赛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1 “感悟民族精神，奋斗不负韶华”——主题教育 经济学院 

22 “财高八斗”——论文竞赛 财政与税务学院 

23 “战疫到底，彰显青春风华正茂”主题微视频大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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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24 “战疫情，中意景”摄影 国际经贸学院 

25 
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第十五届财会知识打卡

活动 
会计学院 

26 “对话经典，创新学术”研究生学术论坛 工商管理学院 

27 
南京财经大学公管院第二届“青春杯”研究生讲

课大赛 
公共管理学院 

28 青春酷跑 马克思主义学院 

29 “时事师生说”时事热评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 “抗疫拼图，T 掉病毒”抗疫 PPT 制作大赛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31 
让创新与青春同行——数模获奖学子线上经验

分享会 
应用数学学院 

32 多学科视角的新冠疫情热点问题分析 MBA 教育中心 

33 第二届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简历制作大赛 校研会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不

断创新新时代高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形式与方

法，充分发挥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优势与作用，学校应用经

济学（文化创意产业方向）专业以全国高校中华优秀文化传

承基地之一的篆刻传承项目为依托，注重在传承优秀文化方

面的人才培养，积极把课程建设、科学研究、研究生实践等

方面结合起来，引领研究生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

者和弘扬者，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育人作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5.国际合作交流改革创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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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多措并举，深化国际合作育人机制，加强研究生培

养国际化水平，不断增强研究生国际交流能力。校院两级每

年投入近 100 万元资助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访学等，

资助多名博士研究生前往新西兰梅西大学联合培养，多名研

究生赴剑桥大学、埃克塞特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进行

课程学习并进行学分互认；积极支持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会

议，营造校园国际交流氛围，近年来，每年有近 200 名研究

生参与了国际学术会议，在充分交流和接触中，锻炼了研究

生的国际交流能力。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提纲：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学位论文抽检

情况及问题分析。） 

1.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学校积极组织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制定了学校学

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方案，相关学位点对照抽评要素认真

开展自我评估。对照抽评要素，学校研究生教育还有一些不

足之处：一是研究生思政工作成效有待进一步彰显。研究生

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一定程度上存在衔接不够的现象，课程

思政与思政课程融合度还有待继续加强。二是研究生课程和

教材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学校研究生课程和教材建设相对

滞后，有影响的高质量研究生课程和教材还较少。三是研究

生工作站的数量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有些学位授权点的

数量偏少甚至没有，学校目前建设完成的研究生工作站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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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的数量较少。四是导师职业素养有待

进一步提升。少部分导师指导学生的时间精力投入还不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育人成效。五是研究生国际化水平有待进

一步提高。学生赴海外高水平大学参加联合培养、短期访学

与国际学术会议交流的比例还相对较低。 

2.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2020 年，根据省学位办有关文件精神以及《南京财经大

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处理办法》（南财大学位字

〔2016〕2 号），学校对 2019 年抽检出现“不合格”评议结

果论文作出如下处理：责成论文作者在限期内认真修改其学

位论文并重新提交；取消相关导师年度考核评优资格，并分

别作出停止招收硕士研究生、取消导师任职资格等处理；研

究生院与指导教师、所在学位授权学科点负责人进行约谈，

要求学科点限期整改并减少其研究生招生计划。学校将进一

步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强化研究生培养的激励、约束

机制，充分发挥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中的指

导、把关作用，确保学位授予质量。 

 

六、改进措施 

（提纲：针对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和下一步思路举措。） 

1．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成效 

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

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要求，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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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价值引领、科研创新能力培养融为

一体的研究生“十大育人体系”。出台《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实施方案》，强化基础、突出重点、

落实责任，一体化构建内容完善、标准健全、运行科学、保

障有力、成效显著的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质量体系，切实提

高工作亲和力和针对性，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进一步发挥导师立德树人第一责任

人作用，强化导师课程育人和科研育人，坚持知识传授、学

术指导和价值引领相结合；加强导师思政教育能力培训，将

思政教育理论知识、研究生常见心理问题及危机识别与干预

等内容纳入新导师培训体系；加大立德树人优秀导师、优秀

导师团队宣传，发挥榜样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发挥研究生

辅导员思政引领骨干作用，进一步加强、规范研究生辅导员

的培训、考核工作，激发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生机与活力，

不断开创学校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2．推动建设高质量的研究生教学资源体系 

重视建设高质量的研究生教学资源体系，建立面向全

员、贯穿全程的研学培养引导机制，鼓励将科研成果转化为

课程教学资源，鼓励活跃在学术研究前沿的教师承担研究生

课程教学，充分发挥科教融合育人优势。建设教学质量信息

反馈系统，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督导队伍建设，持续抓好

教风、学风，强化管理工作职责和多部门协同。结合人才培

养规格和不断变化的社会人才需求实际，动态优化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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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学内容供给，持续抓好教材建设，着力建设一批高质量

的全英文专业课程、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和产教融合类课程

等。加强教材建设和案例库建设，探索建立高水平研究生教

材建设的长效机制，出台专项文件，设立配套资金，培育一

批研究生精品教材。 

3．强化产教融合育人机制 

聚焦行业需求，强化产教融合、产学研结合、校企合作，

搭建合作平台，建立共赢机制。围绕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对人才规格的相应需求，分类制定遴选与建设标准，积极

建立一批能够有效满足研究生培养需求的规范化实践基地。

不断健全基地管理运行机制，以基地管理运行的科学化，保

障基地育人实效的最大化。充分发挥合作单位在研究生培养

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基地建设为纽带，构

建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社会服务、文化传播

等多元一体、互惠共赢的资源共享机制与合作平台。进一步

提高产业教授和研究生工作站的数量和质量，用活用好产业

教授、行业导师、各类实践教学平台资源，推进研究生教育

产教融合工作再上新台阶。深入实施“全程双元”人才培养

模式，突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积极推进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现“学科交叉、需求导向、产教融合、

双元培养”。                          

4．培养德才兼备的导师队伍 

努力建设形成一支数量充足、结构优化、素质优良、学

术造诣和专业水平高、指导能力强、适应高层次人才培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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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研究生导师队伍。结合学校教师提升计划，支持导师参

加学术研修和行业企业实践，鼓励导师开展与科研院所、行

业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交流合作。完善研究生导师培训办

法，优化培训方式和内容，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专题培训和

常规培训，实现“在岗轮训、岗前必训”目标。大力选树优

秀导师典型，开展学校“优秀研究生导师”和“优秀研究生

导师团队”评选，充分发挥优秀导师和优秀导师团队的示范

引领作用。落实导师评聘分离、导师资格与导师招生资格脱

钩，淡化并逐步取消导师资格终身制，建立导师招生资格定

期审核制。在考虑学科特点的基础上，把师德表现、责任心、

学术水平、科研任务和培养质量等要素纳入导师考核评价和

招生资格审核体系。对师德师风不良者，实行导师考核和评

聘一票否决。 

5．提升研究生国际交流合作水平 

推动建立有活力、多元化的国际交流合作新模式。出台

和修订研究生出国（境）学术交流相关资助、管理文件，拓

展研究生出国（境）学术交流的途径和渠道，综合考虑研究

生的思想品德、外语能力、学术水平、发展潜力等方面因素，

支持更多拥护党的领导、学习成绩优良、发展潜力较大的品

学兼优的研究生赴海外高水平大学进行联合培养、短期访学

与学术交流、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积极推进中外合作

办学，利用国外高水平大学的优质办学资源、教学理念和管

理模式，加快学校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进一步提升学

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拓宽研究生的国际视野，提高研究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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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力，提升学校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