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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 2003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是我校最早

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之一。2016 年被确定为江苏省“十三五”

重点学科（培育），2020 年通过终期验收，验收结果为优秀；2021

年入选为江苏省“十四五”重点学科。在 2017 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

评估中，本学科评估等级为 C+，名列江苏省高校同类学科前列。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1）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

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品德和强

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2）具有大财经视野，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

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经济学学术研究的能力或担负经济管理专门工

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

资料，并能综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

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1.2 学位标准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

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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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1 级开始，本学科执行《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

细则》(南财大学位字〔2021〕16 号)，硕士学位申请人员必须符合下

列条件：

（1）思想政治要求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

主义制度，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培养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能够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课程要求

在规定学习年限内通过学位课程考试，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培养

环节，修满并取得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必修课考核成绩加权平均在

75 分（含）以上。

（3）外语要求

掌握一门外国语，要求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有良

好的外文听说和写作能力，学术型硕士应达到下列条件之一：①以第

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 SSCI、SCI 检索期刊上发表全英文论文一

篇；②大学英语六级成绩达到 425 分（含）以上；③托福考试成绩达

到 85 分（含）以上；④雅思成绩达到 6.0 分（含）以上；⑤英语（PETS-5）

笔试总分 50 分（含）以上，其中口试总分 2 分（含）以上。

（4）学位论文要求

①论文选题应属于本学科研究领域，其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

议应有学术价值或对国民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②论

文研究应能体现出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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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③应反映出科学的方法和较熟练的技能；④应具有新的见解和

一定的科研或技术成果；⑤论文结构、体例和打印符合规范，参考文

献符合学校规定的著录格式，一般应在 3 万字以上，中文摘要为 1000

字左右。

虽满足上述要求，但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接受学位申请或取消

申请学位资格：①在校学习期间受过“记过”及以上处分，在毕业前

不能免除者；②有学术不端行为者；③其他经审查认为不宜授予学位

者。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本学科下设 5 个培养方向：

（1）政治经济学。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

研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规律，推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和现代化。

（2）经济思想史。注重研究、阐发和比较中外近现代经济思想

史中有重大影响人物的经济思想。已经形成西方经济思想史和民国经

济史两个学科特色。

（3）西方经济学。密切联系中国国情和特色，运用现代经济学

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

（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注重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之

间的协调关系，特别是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和人口迁

移问题。



- 4 -

（5）发展经济学与绿色发展。聚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主要研究环境评估与治理、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绿色就业与可持续

发展等问题。

2.2 师资队伍

本学科拥有一支结构合理、力量雄厚的教学科研队伍。现有专任

教师 62 人，现有在岗硕士生导师 41 人，其中，政治经济学方向 9 人，

经济思想史方向 3 人，西方经济学 12 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9 人，发展经济学与绿色发展方向 8 人；教授 19 人，副教授 21 人，

高级职称占比 64.5%；博士学历教师 55 人，占比 88.7%，均毕业于国

内外名校；具有境外留学经历的教师 20 人。

教师中，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 3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 2 人，江苏省“333 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1 人，江苏省“333 工程”

第三层次和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人选 10 余人，江苏省教学名师、

江苏省优秀教师、江苏省青年骨干教师、江苏省青年岗位能手、江苏

省师德先进个人和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等 10 余人。近两年获“江苏

省教学名师”称号 2 人。

2.3 科学研究

本学科教师 2023 年共发表 CSSCI、SSCI、SCI 论文 49 篇，出版

专著 2 部。本学科教师 2023 年获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6 项，获得

科研经费 116 万元。其中，国家级项目 3 项，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

2.4 教学科研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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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高度重视产教融合，截止 2023 年已经累计设立了 7 个江

苏省研究生工作站，聘请了 2 个江苏省产业教授，积极促进人才培养

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要素全方位融合，为在校研究生提供优质社会实

践平台，有效促进了研究生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本学科高度重视实验室建设，建有经济统计大数据分析实验室、

计算机辅助统计调查实验室（CAI 统计调查实验室）。其中，经济统

计大数据分析实验室于 2018 年底全部建成投入运行，拥有完备的大

数据分析的教学与科研系统，现有 6 台先进的数据分析服务器、55

个计算机终端及 300TB 以上的存储；软件方面有功能强大的教学实

验平台和科研平台，面向教学可提供多种大数据应用组件，面向科研

可提供多种大数据计算功能以及用户界面良好的科研管理系统。这些

设备先进、功能一流的实验室的建立，为本学科开展经济学、统计学

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5 奖助体系

（1）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金额为 2 万元/生。

（2）硕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金额为 0.6 万元/学年·生。

（3）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100%。其中，一等学业

奖学金覆盖面为 20%，金额为 1.2 万元/生；二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30%，金额为 0.8 万元/生；三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50%，金额为

0.6 万元/生。本学科推免生第一学年可直接获得一等学业奖学金，金

额为 1.2 万元/生。

（4）其它。学校设有各类社会捐赠类奖（助）学金和助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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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助管等工作岗位；学生还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对于家庭特别

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困难补助。具体奖助体系及评定办法根据学校相

关文件执行。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本学科高度重视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不断提高研究生招生宣传

的创新性，提高研究生招生宣传的全面性、长效性和精准性。第一，

创新宣传理念，形成营销意识。要树立常年招生意识，功夫下在平时，

注重在平时对学院工作成效的宣传推广，日积月累形成效果。第二，

创新宣传内容，提升品牌形象。除了对本学科进行介绍外，还全方位

宣传学院的党建、科研、就业、学生工作等各项工作，突出办学特色

和亮点，打造品牌。第三，创新招生宣传方式，增强宣传实效。在现

有的学院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方式的基础上，增加实地宣传、直

播宣讲等方式。对历年招生来源高校和专业进行全面分析，有针对性

地加强宣传，注重宣传实效，提高招生宣传的精准性。

2023 年，本学科本年度网上确认 241 人，共录取研究生 39 人，

报录比（网报人数/录取人数）为 6.18，其中录取双一流高校考生 7

人。录取一志愿考生 18 人，一志愿占比 46.15%。

3.2 思政教育

（1）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情况

开设 2 门政治理论课，共 3 个学分。其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开设 34 个学时，2 个学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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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设 17 个学时，1 个学分。

（2）课程思政情况

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先行，出台《课程思政实施方案》，深入推进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依托学校“课程思政建设与研究中心”，

积极开展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

大纲，所有课程全部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教

学体系。设置专职辅导员 1 名，政治理论课学习与常态化思想政治教

育相结合，鼓励导师和任课老师申请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课题。

（3）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情况

经济学院实现了研究生辅导员和研究生秘书分开设置，配备了专

职研究生辅导员 1 名，研究生辅导员和研究生秘书一起从事学院的研

究生管理工作。

（4）研究生党建工作情况

本学科现有研究生党支部 1 个，即研究生第一党支部，该支部为

校级样板党支部，支委会、党小组完备。支部建立以学科点为单位，

由优秀青年党员教师、博士担任支部书记，有力地实现了党建与学科、

人才培养的融合互促，收效显著。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研究生支部开

展的“手绘心中党史”“红色精神思维导图”“青年读书会”等项目

均得到我校师生一致好评。

3.3 课程教学

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

上所有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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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学期开设。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

学习，是服务于培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

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

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

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健全淘汰制度，

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1）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培养计划中制定的课程学

习及其它环节的全部内容，修满规定的学分，方可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申请论文答辩。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授课每 17 学时

计 1 学分,实验类课程 34 学时计 1 学分。根据每学期的实际长度安排

学时数。本学科硕士研究生毕业总学分为 47 学分。

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如下：

①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须修满

30 学分。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和外国语课程

两部分构成。学位课（7-8 门，21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

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学位课主要课程包括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计

量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文献选读、高级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读、

西方经济思想史、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产业政策研究、收入分配理

论与政策、人口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前沿专题、农业经

济理论前沿、劳动经济理论专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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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9 学分。

③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

（1 学分）；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

的视野，关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

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

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

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

能力。学校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

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

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

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宣讲教育报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

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

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

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④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字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硕士研究生

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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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导师指导

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

每位研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

在征得研究生的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学院和研究

生院备案。研究生的培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

励各二级学科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

指导。

本学科注重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注重发挥研究生导师的学

术引领作用。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要多措并举，

优化机制，提高研究生导师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严格按照要求开展导

师遴选和聘任工作，鼓励更多年轻博士进入导师队伍。加强导师队伍

管理，将导师培养学生质量与招生指标、评奖评优等结合起来。邀请

教学名师、资深导师等对新聘硕士研究生导师进行教学理念、教学方

法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课程培训，不断提高导师队伍的指导水平。专

门组织召开了新聘硕士生导师培训会，组织导师学习相关规章制度。

3.5 学术训练

本学科注重发挥理论经济学学科特色，提升本学科研究生经济理

论分析能力。注重提高研究生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

方法的水平，提高研究生运用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培养研究生密切联系

中国国情和特色，熟练运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和工具分析解决中国实

际经济问题的能力；注重培养研究生研究、阐发和比较中外近现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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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思想史中有重大影响人物的经济思想的能力。

本学科坚持多元协同，汇聚教育资源，构建科教协同育人机制。

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打破原有的学科、专业、行业等壁垒

与界限，汇聚各种研究生教育教学资源和要素，拓展视野、加强延伸、

打破壁垒、交叉融合、协同创新，探索和构建多元化的协同育人机制，

发挥“1+1 大于 2”的聚合效应，不断提升研究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

能力。科教协同机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科研引领教学。鼓

励教师将创新性的科研成果融入研究生课堂，以创新性的教学内容引

领研究生创新性人才的培养。第二，回归教学本源。建立鼓励教学的

激励机制，调动教师重视教学的积极性。第三，注意发挥科研创新平

台的协同育人作用，科研平台与教学平台协同培育创新性人才。

本学科研究生本年度共发表论文 6 篇，其中，学校重奖论文 1 篇；

在学科竞赛中获奖 6 人次；获批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

目 1 项。

3.6 学术交流

本学科积极举办和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力争为学生搭建优质

学术平台，营造良好学术氛围。

主要做法是：第一，邀请校内外专家做学术报告。本年度共举办

学术报告 14 场，例如，9 月 24 日，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聂辉

华教授在德经楼 307 会议室作题为“政府强制保险的未意料后果：以

中国外卖骑手为例”的学术报告；10 月 8 日，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钟钰教授在德经楼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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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作了题为“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下的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讲座；

11 月 22 日，邀请密歇根大学邹咏辰教授在行政楼 2 楼报告厅作了题

为“What's Missing in Environmental Self-Monitoring: Evidence from

Strategic Shutdowns of Pollution Monitors”的学术讲座。

第二，举办双周学术论坛。例如，4 月 13 日，经济统计系副教

授李庆海带来题为《微观实证经济学英文论文撰写的若干思考》的专

题报告。

3.7 论文质量

本学科明确了研究生“学术研究”和“科研创新”导向，注重培

养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重点以提升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为抓手来

培养和提高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本学科严格执行《南京财经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开题管理规定》《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

检测工作办法》《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处理办

法》等学校管理规定，切实提高学位论文质量。

本学科所有毕业研究生论文在专业的学术文献检测系统的查重

率均低于 20%，通过教育部硕士学位论文评审平台盲审。本学科研究

生论文在本年度江苏省论文抽检中全部通过，没有存在问题论文。

3.8 质量保证

本学科主要从十个方面加强论文质量。具体包括：（1）加强领

导力量，提高研究生写作学位论文的组织性；（2）加强理论学习，

深刻认识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性；（3）加强学风建设，提高

研究生写作学位论文的能动性；（4）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提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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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写作学位论文的科学性；（5）加强课程建设，提高研究生写作学

位论文的支撑性；（6）加强过程管理，提高研究生写作学位论文的

合规性；（7）加强诚信建设，提高研究生写作学位论文的规范性；

（8）加强质量监督，提高研究生写作学位论文的可控性；（9）加强

责任体系，提高研究生写作学位论文的严肃性；（10）建立奖励机制，

提高研究生写作学位论文的激励性。

本学科还配合经济学院编写了《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手册》。该

《手册》包括前言、总体要求、开题环节、中期考核环节、答辩环节、

学位评定环节、答辩后抽检环节、奖励等篇目，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

各个环节都提出了具体和明确的要求，可操作性较强，对提高研究生

论文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3.9 学风建设

本学科积极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主要通过教师座谈会、

学生座谈会等方式进行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宣讲。在研究生座谈会上，

除了听取研究生们对课程教学及其他有关方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外，

还强调了遵守学术规范的重要性。4 月 20 日，经济学院召开了

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研究生期中教学检查研究生座谈会，各年级

研究生代表参加了会议。11 月 9 日上午，经济学院召开 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座谈会，各年级研究生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9

月 26 日，本学科研究生还在线收看了江苏省教育厅举办的 2023 年江

苏研究生“开学第一课”活动，旨在建立健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的研究生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扎实推进研究生党史学习教育，提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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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的政治认同、家国情怀和文化素养。

本学科还组织举办了研究生系列学术活动，研究生学习风气不断

改善。成功举办第四届“紫经杯”研究生科技论坛学术论文大赛，本

次论文大赛的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面向全国各高

校财经类专业研究生征集优秀学术成果，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

南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全国数十所高校符合

要求的稿件 130 余篇，经多位专家匿名评审，共遴选出 30 篇优秀论

文入围获奖。

依托学院研究生会，举办系列研究生讲座。5 月 31 日，我院邀

请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主

任、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张治栋教授作题为“怎样写好文章、怎样评

好文章”的讲座，为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提供了有力指导。6 月 10

日，邀请《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社社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吕新业研究员作题为“如何进行案例

研究”的讲座，拓宽了研究生的学术视野。

本学科点本年度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情况。

3.10 管理服务

经济学院设置了研究生秘书和专职研究生辅导员各 1 人，负责研

究生的日常管理。研究生秘书的岗位职责包括：研究生日常教学的组

织管理，日常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研究生进行论文开题、中期检查、

论文答辩、学位申请等工作。专职研究生辅导员的岗位职责包括：研

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日常管理，研究生评奖评优，研究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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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研究生档案管理等。

本学科建立了完备的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本学科通过研究生座

谈会、研究生谈心、走访研究生宿舍等多种形式调查了解研究生的学

习和生活情况。各项研究生评奖评优表彰都能按照学校和学院规章制

度的要求，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评选，奖（助）学金获

得者必须符合各类奖（助）学金评选条件的要求。初评结果都通过网

络或宣传栏等方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对初评结

果有异议的学生，可以通过规定途径顺畅反映问题并得到及时答复。

3.11 就业发展

本学科 2023 届毕业研究生共 42 名，协议就业率和总就业率均为

100%，居于全校各学科前列。其中，党政机关 7 人，高等教育机关 2

人，其他事业单位 1 人，国有企业 7 人，民营企业 6 人，自主创业 1

人，升学出国 4 人。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本学科积极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积极将学术研究与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结合起来，本年度本学科有多项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

本学科青年教师刘余参与的研究报告获农业农村部唐仁健部长两次

批示。

4.2 经济发展

本学科注意发挥高校的科技和人才优势，积极服务于国家和地区

经济发展。第一，承接政府和企业的横向课题，为地方经济发展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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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策。第二，与政府部门建立紧密联系，积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有 1 项研究报告获农业农村部领导肯定性批示；本学科团队研究成果

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并积极服务于国家

战略。

4.3 文化建设

本学科积极参加举办本科生“经济学术节”和研究生“科技创新

论坛”两大学术品牌活动，营造浓郁的学术与创新氛围，校园文化建

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本科生“经济学术节”在每年的 4-6 月开展，本

年活动期间开展了包括“考研经验交流”“博学讲坛”“博问论坛”

“博识沙龙”“专业书籍推介”等系列活动。研究生“科技创新论坛”

在每年的 5-10 月举办，本年举办的研究生论文大赛的主题是“新征

程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高水平领军人才需要加强

本学科在学术带头人的培养和学术梯队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目前看，高水平领军人物的培养与引

进、创新团队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水平仍有待提高。

2.高水平教学成果需要加强

本学科师资力量雄厚，科学研究成果丰富，科研水平较高，近 5

年获批国家级课题约 30 项，发表了一批高水平学术论文。但仍存在

着一定程度的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高水平教学科研成果相对较少。

2．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仍比较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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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疫情、经费等因素，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较少，

研究生的国际视野有待于进一步拓宽。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一）发展目标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学科

发展中的指导地位，以二级学科点为支撑，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与结构

转型过程中问题，围绕实体经济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碳达峰”

“碳中和”等经济主题，推动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发展经济与绿色发展、人口资

源与环境、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等研究方向的内涵型发展，着力培养

具备学术创新能力的经济理论人才，争取在“十四五”时期，把理论

经济学建成江苏省重点学科，在全国财经类高校理论经济学学科中占

据第一方阵地位。

（二）重点方向

将围绕我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这一大的主题，深化各研究方向。

一是强化政治经济学学科定位，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的研究和学习，全面理解和阐述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

存在的问题；二是以“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与

绿色发展”两个学科方向为基础，立足数字经济背景，围绕节能减排、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强化发展经济、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

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三是以西方经济学学科方向为基础，围

绕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开展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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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产业政策等领域的研究。

（三）建设措施

1．加强人才引进培育力度，打造协作分工的科研团队

多措并举，引进更多高水平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博士。在现有学科

方向基础上，打造协作分工的科研团队，围绕细分选题开展科研攻关。

实施方向带头人负责制，对学科方向发展进行整体谋划、整体设计。

2．加强教学科学研究，积极培育标志性教学科研成果

在继续取得高水平科研成果的基础上，要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

习惯做法，更加重视教学，倡导科研要服务于教学、服务于地方经济，

对于成果向教学、经济发展转化较为成功的，进行适度奖励。

3．搭建优质科研平台，加强国际国内学术交流

积极搭建学科资源集聚平台，依托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绿色

经济发展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积极筹建“双碳”研究院，积极寻求合

作机会和学术资源，搭建更多优质科研平台，为人才梯队和研究团队

建设创造条件。依托优质科研平台，为教学团队和研究生创造更多学

术交流机会，鼓励师生积极参与更多国内外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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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成系于 1997 年，建院于 2003 年。2007 年

国际法学硕士开始招生。2009 年，法学专业成为江苏省高等院校品

牌专业。2010 年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获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现

招收宪法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

刑法学等 6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硕士研究生。全院现有法学专任教师

45 人，包括教授 10 名，副教授 16 名。专任教师 36 人拥有博士学位，

45 岁及以下 24 人，17 人具有海外研修背景。本学位授权点现有法学

硕士生导师 25 人，在校研究生 237 人，其中法学硕士研究生 89 人。

2012 年，法学专业被遴选为“江苏省重点专业”,2020 年入选江苏省

一流专业建设点。2017 年，法学学科成功申报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

权点。2016 年，法学一级学科被遴选为“十三五”江苏省一级重点

（培育）学科并于 2021 年终期验收合格。2021 年法学一级学科被遴

选为“十四五”江苏省重点学科。在学科方向布局上，本学位点依托

财经大学经管学科的优势，经过多年的建设，形成了以经济法学科、

民商法学科为重点，以宪法与行政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刑法

学等其他四个学科为支撑的学科建设体系，在金融法、竞争法、破产

法、公司法、财政宪法等研究领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一）学位授权点人才培养目标与标准

1.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注重培养兼具财经视野和财

经底蕴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法律实务人才和法学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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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坚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品德和强烈的

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创

新型法治人才。

（2）注重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熟练掌握本学

科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熟悉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的基本原

理和知识，具有“大财经”视野、严谨科学学风、良好职业道德和较

强的创新创业能力，能够独立从事本专业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法学高层次专门人才。

2.学位标准

本学位授权点法学硕士学位授予符合法学学位的特点，授予硕士

学位的基本标准不低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制定的《一级学

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且有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和办法特色相

一致的授予质量标准。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

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

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法学硕士基本

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

应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研究生应在规定的学习年限

内完成学业。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学习，专业必修课需修满 29-30 学分，

专业选修课需修满 10 学分。学位论文字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参加学术不端检测与答辩考核。

（二）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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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方向和特色

本授权点根据学校、法学学科特色与优势制定法学学术型硕士培

养方案，采取学生自主选择、个性化培养方式开展有针对性地培养，

设置了六个二级学科方向，包括：宪法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诉讼

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刑法学，实施分方向培养。

同时，该方案结合我校经管类学科优势，借助我校金融、财税、

会计、财务管理等领域的资源，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在课程设置和培

养方向上，凸显“财经”特色。

2.师资队伍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合理考虑学缘结构、职称结构，

坚持内培外引，改善师资队伍结构。全院现有法学专任教师 45 人，

包括教授 10 名，副教授 16 名。专任教师 36 人拥有博士学位，45 岁

及以下 24 人，17 人具有海外研修背景。本学位授权点现有法学硕士

生导师 25 人。本学位授权点设置了 6 个二级学科方向。法学一级学

科点带头人为焦富民教授。二级学科方向中，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方

向的学科带头人夏清瑕教授，学术骨干王保成副教授、吴庚祐副教授、

徐进博士、高丽茹博士、王树良博士；民商法学方向的学科带头人储

敏教授，学术骨干张颖教授、陈红梅教授、蔡养军副教授、汪华亮副

教授；经济法学方向的学科带头人李磊教授，学术骨干李煜副教授、

何旺翔副教授、张壹帆副教授；诉讼法学方向的学科带头人胡宜奎教

授，学术骨干杨军教授、王寨华副教授、黄良军副教授；国际法方向

学科带头人刘超教授，学术骨干戴德生副教授、刘正副教授、苏世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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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刑法学方向学术带头人王骏教授，学术骨干许芸副教授、席

若博士、金晶博士、娄永涛博士等。

3.科学研究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强化科研意识，加强科研管理，2023 年法学院产

生了一批优秀的科研成果。学院专任教师以第一署名单位、第一作者

发表高水平论文 6 篇。其中一类刊物（SSCI）2 篇，二类 2 篇(1 篇

SSCI,1 篇 CSSCI)，三类 1篇，四类(CPCI)1 篇。出版专著 1 部。4 项

科研成果获得省级以上领导批示。在获奖方面，有 5篇论文获得省级

政府及地厅级奖项。2023 年，我院在科研项目方面共获得国家级、

省部级、市厅级项目及校级项目共 10 项，其中林景博士获得国家社

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1项、张亮亮博士获教育部社科项目 1 项，焦富

民教授获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规划办）重点项目 1项，高丽茹博士

获得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1项，吴庚祐获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一

般项目 1项，徐睿获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教育厅

社政）。省（市）其他厅局项目及校级课题共 9项。纵向科研项目经

费达 52.9 万元。横向项目 13 项，技术合同成交额为 80.8 万元。

2023 年，我院邀请南京大学童星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北

新区（自贸区）发展研究院丁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国

浩（南京）律师事务高级合伙人邱奎霖律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庭副庭长张松波等法学学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为我院师生开设十

余场讲座活动，展开深入的学术交流和法律实务指导。此外，2023

年法学院“德正青年论坛”顺利举办 5期学术论坛，有 15 名青年教

师作主题发言和学术讲座，进一步推动青年学者的学术热情，提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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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师的科研动力。本学位授权点鼓励教师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

活动，拓展信息渠道，提供学术交流机会。同时，我院积极鼓励教师

参加学术会议进行交流，深化我院同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交流互动。

2023 年，我院教师共参加全国及省内各项学术会议十余场，本学位

授权点鼓励教师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拓展信息渠道，提供

学术交流机会。2023 年度本学位授权点教师共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

议 10 余场。焦富民教授参加第 18 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民法典论

坛、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理论研讨会、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

会第九次会员大会暨 2023 年年会、2023 年江苏省民法年会；郭建勋、

徐梦教师参加我国海商法的新发展和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建设交流会；

徐进教师参加江苏省法学会法律史学研究会 2023 年学术年会、纪念

张謇癸卯东游 1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十八届全国法律方法论坛

等；王娅博士参加第三届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国法学

会法理学研究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暨“中国式现代化与全

面依法治国”学术研讨会；陈洁博士参加第六届模拟仲裁峰会暨

2023LCOUNCIL 国际争议解决高峰论坛；王树良博士赴日本早稻田大

学参加第 16 届中日公法学研讨会——尖端科技与法治等。学术交流

活动的参与进一步提高我校法学专业知名度。

2023 年本学位授权点发表高水平论文

序号 论文标题 刊名/刊期
期刊

级别
作者姓名

作者

排序

1

Does Childhood Left-Behind Experience

Affect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 Willingness to Settle in

Towns and Cities?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SSCI 胡晓帆 第一

2

Information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Stock Price Synchronization: Evidence

from ISO27001 Certification of Internet

Firm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SSCI 胡晓帆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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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vestment Risk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 in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for Chinese Investors

E-Business.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an

Intelligent Future

EI 塔利莉 第一

4
Polluted air evokes nostalgic reverie: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 China

Interna Journal of

Psychology
SSCI

相鹏;徐

富明（外）
第一

5

认知症老年人机构照护环境风险防范

设计研究 —— 基于 SHEL 风险控制

理论模型分析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

与设计版
CSSCI 王颖捷 第一

6

Bad Jobs on the Rise? Age, Period, and

Cohort Effects on Low-Paid Work in

Hong Kong, 1986–2016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SSCI 林景 第一

2023 年本学位授权点省级以上纵向科研项目立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 项目来源

1
青少年家校社协同生态系统中社会组织

运作机制研究 23YJC840036 张亮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

目-青年项目

2
我国村庄撤并法律制度研究 23FXB012 吴庚祐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

（规划办）-一般项目

3
破产联动合作视角下长三角一体化法治

营商环境的构建路径 2023SJYB0259 徐睿

省高校哲社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4
我国法治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措施研究 2023SJYB0260 金鑫

省高校哲社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5
新业态从业者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SHH2023D014 李磊

省（市）其他厅局项目-

其他人文社科类项目

6
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引领与保障研究 23ZXZA009 焦富民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

（规划办）-重点项目

7
新就业形态女性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

研究 S社 02 陈红梅

省（市）其他厅局项目-

其他人文社科类项目

8 江苏农村留守儿童的动态发展和社会工

作精准干预研究 B/2022/01/07 高丽茹

省（市）其他厅局项目-

教育科学规划办各类项

目

9 全球城市视野下香港在职贫困问题研究 林景 国家后期资助项目

10
量化自我技术中数据风险的法律规制研

究
XKYC3202307 王娅

校级科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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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本学位授权点科研获奖

序号 奖励名称 成果名称 完成人 发证机关

1

2022 年江苏民政政策

理论研究二等奖

新发展阶段社区协商治理

优化路径研究

许芸;林启中（外）;

骆俊伟（外）;虞婧

（外）;张诗颖（外）

江苏省民政厅

2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

精品“二等奖”

我国贫困大学生研究回顾

与展望(1994-2020)

甘诺;王翔;李娜 江苏省哲学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

3
2023 年民政政策理论

研究一等奖

地名行政执法研究 吴庚祐 王树良 民政部

4

江苏省法学会法律史

学研究会 2023 年年会

优秀会议论文一等奖

清初“窝藏东人”罪名小考 徐进
江苏省法学会法

律史学研究会

5 项目鉴定优秀
论我国野生动物致害补

偿制度的完善
陈红梅 南京市法学会

2023 年本学位授权点出版著作

序号 著作名称 著作类别 出版单位 作者

1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研究 专著 人民出版社 龚莉红

2023 年本学位授权点科研成果获省级领导批示或采用

序号 提交单位 报告题目 作者 采纳对象/提交时间

1

国家高端智库

培育单位—中

国政法大学人

权研究院

《日本智库近日发文声称中国停止进口

其水产品违反国际法》

王树良 2023-11-24

2

国家高端智库

培育单位—中

国政法大学人

权研究院

《美国陆军学院<军事评论>刊文—中国

的军改与“积极防御” 新主张?

王树良 2023-11-24

3

国家高端智库

培育单位—中

国政法大学人

权研究院

《日本 2022 版<防卫白皮书>涉台政策

的危险动向及应对》

王树良 中 国 法 学 会 采 纳

/2023-09-15

4
致公党江苏省

委员会

地下水污染法律问题研究及建议 陈红梅 致公党江苏省委采纳

2023-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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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本学位授权点科技服务项目立项

序号 合同名称 负责人 合同编号 金额（万元）

1 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研究 胡宜奎 2

2
江苏南京生态科技岛经开区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研究

相鹏 H20230050 9

3
“金融+社会工作”方式开展消保宣

教实践和研究

许芸 H20230100 2

4
徐州市城市社区分类治理服务的模

式探索与推进路径研究

许芸 H20230076 3

5 农产品线上销售法律风险防范研究 金鑫 2

6
技术咨询合同：“光伏产业 337 调

查”专利分析与启示

戴德生 H20230024 2

7 行政诉讼疑难案件咨询项目 王树良 H20230011 2

8
江苏省教育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则和

基准制定

李煜 H20230033 10

9 《南京市机关运行保障条例》立法 夏清瑕 20

10 企业法律风险评估与防控研究 徐睿 H20230007 5

11 企业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问题研究 陈洁 H20230009 3

12 我国农村区划变更法律制度研究 吴庚祐 H20230055 1

4.科研、教学支撑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拥有省级精品课程《经济法》1 门、省级一流课程

《商法学》1门，校级经济法教学团队 1个，省级实验示范中心“法

学实践教育中心”1个，以及比较法研究所、财经法研究中心、金融

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法治文化作品创研中心等科研机构 4个。我院夏

清瑕教授团队、胡宜奎团队、王骏团队获选江苏省司法厅立法专业团

队，发挥专业团队在立法中的智力支持作用，推进地方立法的科学化、

民主化，不断提高立法质量，推动以高质量制度供给服务保障江苏高

质量发展。

为了加强研究生实践性教学，本学位授权点设有江苏省高级人民

法院、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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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市司法局、南

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江苏法德永衡

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南京）律师事务所、南京市钟山公证处

等 53 个实践基地。2023 年，我院共设有南京法律援助中心、智器云

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2 个研究生工作站和 3 名江苏省研究生导

师类产业教授。

5.研究生奖助体系情况

本学位点依托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院，依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奖（助）学金及评优表彰管理办法》、《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三

助一辅”工作实施细则》、《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奖（助）学

金及评优表彰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已形成了完善的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奖助制度，奖助水平较高、覆盖面广。

（1）奖学金。包括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和社会捐赠

类奖学金等。学业奖学金分为三等，金额分别为 12000 元/年、8000

元/年和 6000 元/年，总覆盖率达到 100%。国家奖学金金额为 20000

元/年。2023 年，法学院 3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

（2）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与社会捐赠类助学金。国家助学

金每生每年6000元，每学年分10个月发放给符合条件的在学研究生。

社会捐赠类助学金有“中储粮校友基金助学金”，每年评选一人，金

额为 3000 元。

（3）“三助一辅”工作。依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三助一

辅”工作实施细则》，我院积极开展了“三助一辅”工作，鼓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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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校期间积极参与该项工作，锻炼自身的综合素质能力。2023 年，

我院法学硕士研究生在法学院担任助管岗位 7人。所有担任助管岗位

的法学硕士研究生都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岗位负责人交待的任务，履

行岗位职责。

（三）人才培养情况

1.招生选拔

本学位授权点长期以来高度重视法学硕士的生源质量，采取多种

措施巩固、提高：一是加大宣传力度。为保证更优质的生源，本学位

授权点认真做好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进一步凝炼学科特色，充实招

生宣传内容，丰富招生宣传的形式，做好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吸引

优质生源；二是积极走访兄弟院校，鼓励优秀生源报考南京财经大学

法学硕士研究生，鼓励在读硕士生介绍母校优秀的学弟学妹报考；三

是招生阶段严把生源质量关，严格考核考生的综合素质与学术潜力，

宁缺毋滥，优中选优。

从 2023 年招生情况来看，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录取 29 人,学位

授权点生源结构多样化。本省生源约为 39.7%，外省生源约为 60.3%，

主要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河南、山东、江西、甘肃等多个省份。

法学硕士生源质量高，法学硕士录取分数线平均超过国家线 25.7分。

一本以上院校生源占 75 %。在专业分布上，绝大部分研究生生源的

本科专业为法学，其余为财政学、投资学、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本

学位点招生程序严格执行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确保招生考试公平、

公正，保障研究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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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政教育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高度重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持续推进课程思政、

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以及研究生党建工作。

（1）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为了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

实到法治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抓好各门法学专业课程的有机

融入，本学位点以讲座的形式开设“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专门课程，

开展好面向全体研究生的法治思想学习教育。同时，学位授权点紧紧

抓住“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融合，同向同行，融合发展。一

是法学专业“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学院开设了《马

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两门公共必修课，形成了内容科学、结构合理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课程体系。达到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融会贯通、“同频共振”，思政

教育课程在统领价值观作用的同时成为验证课程思政的实践领域。二

是课程思政体现专业教育的“同频共振”。学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紧围绕“培养

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深化教书育人内

涵，突出“课堂教学”的育人主渠道作用，深入发掘各类研究生课程

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贯穿教学和科研的全过

程，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各类研究

生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育人。学院研究生“课程思政”的主要建设目标是根据研究生专业

课程的特点，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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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素养课程、专业教育课程三位一体的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实现思政教育从专人向全员的创造性转

化。以学科团队建设为纽带，培养一批有亲和力和影响力的研究生“课

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全面提升研究生任课教师的育人能力

和水平。

（2）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辅

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要求：“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骨干力量，是高等学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

实施者、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

康生活的知心朋友。”学院辅导员在开展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

党团和班级建设、学风建设、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的过程中，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来工作，兢兢业业，认真敬业。

我院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作为教

师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专兼结合、师生比不低于

1:200 的比例设置研究生辅导员岗位 1 人，研究生秘书岗位 1 人。

（3）研究生党建工作。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规模不断扩大，总

体呈现健康、积极、向上的良好态势，在校研究生拥护党的方针政策，

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有较强的敬

业精神和成才愿望。同时，研究生人数多，来源广，组成结构复杂，

专业不同并且培养类型不同，给研究生党建工作带来了新挑战。学院

研究生党支部针对研究生这个特殊群体，对研究生党建的开展做了以

下工作：一是深入宣传，营造良好的氛围。本学位点加大党建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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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力度，积极营造良好的党建氛围，通过设立廉政漫画宣传橱窗标

语、开展“看电影、学党史”等多种主题党课形式展开宣传工作，充

分调动所有党员参与党建活动的积极性。二是加强沟通协作，完善组

织建设。研究生支部严格遵循学生支部的组织制度，规范整理党员名

册、档案以及不断完善党员信息系统管理，并且严格按照程序选举支

委会组成人员，加强完善组织成员建设工作。同时，本学位点积极开

展教师党员进宿舍活动，深入推进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推进党建联

盟建设，充分发挥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的带头模范作用，进一步推进

党建宣传等工作。三是强化理论武装，推进思想政治建设。持续开展

党性教育，提高研究生党员的素质并及时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不断丰富党员的文化生活，为其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为深入学习党

的二十大会议精神，本学位点组织全体党员观看二十大会议，并强调

要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和政治自觉，全面系统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努力将学习活动落实到每个党员。四是丰富党建活动，

加强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建设。除举办党支部书记讲座和各种党建专

题的讲座以外，还积极组织党员参观纪念馆、博物院等实践基地，积

极组织教师党员与学生之间的谈心活动，坚持对研究生党员进行“保

先”教育。

3.课程教学情况

（1）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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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学分 课程性质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职称 备注

1 法理学 34/2 必修 1 林道海 副教授

2 民法原理 51/3 必修 1 蔡养军 副教授

3 经济法原理 51/3 必修 1 徐文超 教授

4
文献检索与法学论文写

作
34/2 必修 2 刘超 教授

5 宪法专题 51/3 必修 1 王树良 讲师

宪法与行

政法方向

必修

6 行政法专题 51/3 必修 1 王保成 副教授

7 外国行政法专题 34/2 必修 2 吴庚祐 副教授

8 人权法专题 34/2 必修 3 夏清瑕 教授

9 刑法总论专题 34/2 必修 1 王骏 教授

刑法方向

必修

10 刑法分论专题 34/2 必修 2 王骏 教授

11 犯罪学原理 51/3 必修 1 金晶 讲师

12
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

系）
51/3 必修 2 娄永涛 讲师

13 物权法专题 34/2 必修 2 蔡养军 副教授

民商法方

向必修

14
债权法总则与合同法专

题
51/3 必修 2 汪华亮 副教授

15 商法专题 51/3 必修 1 张颖 教授

16 知识产权法专题 34/2 必修 3 储敏 教授

17 民事诉讼法专题 51/3 必修 1 胡宜奎 教授

诉讼法方

向必修

18 刑事诉讼法专题 34/2 必修 1 金晶 讲师

19
诉讼实务与法律方法专

题
51/3 必修 3 杨军 教授

20 证据法专题 51/3 必修 3 王寨华 副教授

21 经济法哲学专题 51/3 必修 1 陶广峰 教授

经济法方

向必修

22 金融法专题 51/3 必修 1 张壹帆 副教授

23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题 51/3 必修 1 李磊 教授

24 竞争法专题 34/2 必修 2 李煜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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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国际公法研究（双语） 51/3 必修 1 刘超 教授

国际法方

向必修

26 国际经济法专题 51/3 必修 1 金鑫 讲师

27 国际私法专题 34/2 必修 1 刘正 副教授

28 国际贸易法专题 51/3 必修 2 郭建勋 讲师

（2）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本学位点长期以来狠抓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严格执行《教学工

作规程》，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持续改进教学质量。一是强化师德师风

建设。入职教育首推师德师风，在职称评定、教学奖励等方面实行师

德师风“一票否决”。二是完善教学质量保障规范。学院出台《教研

室工作指引》《研究生课程考试归档材料操作要点》《创新创业教育

实施方案》《就业指导工作办法》《研究生毕业论文工作实施细则》，

实施全流程质量管理。三是落实“三全育人”责任。定期举办师德师

风和教学科研技能提升工作坊；严格考勤、调停课制度；及时反馈督

导听课意见；适时公布师生满意度调查结果；持续发表教学质量年度

报告。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每学期随堂听课不少于 4 次。建立青

年教师导师组，落实教学“传帮带”，帮助青年教师持续改进教学质

量。

2023 年，本学位点教学质量良好，无教学事故发生，学生评教

满意度高。

（3）教材建设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教材建设，每学期开学前均做好教材选用登记

工作，对教材的质量与权威性严格把关。高度重视马工程重点教材推

广工作，确保马工程教材应用尽用。本学位点两门必修课程《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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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专题》均把符合研究生教学要求的马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

和《宪法学》作为指定教材统一使用。近年来，本学位点专任教师在

高水平出版社出版教材多部，如《企业与公司法》、《经济法》、《金

融法》、《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等。

4.导师指导情况

（1）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

近年来，南京财经大学先后制定了《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指

导教师选聘办法》、《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导师考核暂行办法》、《南

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为贯彻落实江苏

省学位委员会、省教育厅制定的《关于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意

见》、《江苏省研究生导师职业道德规范“十不准”（试行）》等文

件精神，学校制定了《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

本学位点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要求，严格把关导师选聘，积极组织硕士

生导师参加业务交流与师德师风培训，严格考核要求，考核工作常态

化。本学位点现有硕士生导师 25 人，覆盖宪法与行政法学、民商法

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刑法学等 6个学科方向。2023

年新增学术型硕士导师 6人。除了学校组织培训导师外，本学位授权

点也非常重视法学硕士专任教师上岗前培训，通过开展课堂观摩、专

题研讨等多种形式的岗前培训活动，使新任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指导能

力得到明显的提升。本学位点严格硕士生导师考核标准，2023 年所

有硕士生导师全部考核合格。

（2）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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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规定在《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指导教

师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中。法学院也制定了《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设的实施意见》等实施细则。根据

这些规章制度，本学位授权点积极贯彻“指导教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

一责任人”的管理原则，强化导师主体意识，明确导师指导研究生的

具体要求，指导新生制订个人培养计划，指导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选

题、开题报告、论文撰写及预答辩等各类学术活动，把好研究生学位

论文质量关等。

本学位授权点严格执行学校、学院的制度要求，执行情况良好。

2023 年，所有应届法学硕士毕业生均顺利毕业。毕业论文检查通过

率 100%，无学术不端现象。在读研究生无申请延期毕业、休学或受

学校处分的现象。

5.学术训练

本学位授权点高度重视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先后制定了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管理细则》、《南

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关于提高法学院学生科研能力的若干办法(试行)》

等规章制度。鼓励学生发表高水平论文、参与导师课题、申请科研项

目、参加学术会议、参与学科竞赛等，并从社会捐赠中给予研究生一

定的奖励支持。2023 年，本学位点研究生在《国际商务财会》等刊

物上发表论文 9篇。2023 年在校法学硕士新增科研项目 4 项。

6.学术交流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制定了《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在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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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规定》，为每位硕士研究生制定了《南京财经

大学硕士研究生学术交流活动登记本》和《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学术交流活动考核表》。本学位授权点长期以来要求并鼓励硕士研究

生赴国内高水平大学、研究所开展学术交流，支持导师带硕士生参会，

在经费上给予充分保障。研究生毕业前，学院按《培养方案》规定的

考核标准对学术交流情况进行考核，法学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应参加

学术讲座不少于 12 次。2023 年，本学位点共邀请校外专家教授十余

人来法学院做讲座，定期组织研究生参加学院举办的德正青年学术论

坛。除学院举办的论坛和讲座外，研究生也积极参加国内大型学术会

议。2023 年法学学术型硕士共参加省级学术会议 9 场并提交会议论

文进行交流。

2023 年法学学术型硕士参加学术会议

序号 学生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 备注

1 王雪纯

江苏省法学会环
境资源法学研究
会会员代表大会
暨 2023 年年会

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惩罚性赔
偿的适用

2023.11.25 江苏常州

2 朱亚欧

2023 年江苏省法
学会法学教育研
究会年会暨学术

研讨会

论传统中国“息
讼”宣教策略对
对新时代法学
本科教育的启

示

2023.12.2 江苏南京
优秀论文
二等奖

3 夏清

江苏省法学会经
济法学研究会
2023 年年会暨
“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的经济法
治发展与江苏新
实践”学术研讨会

“直播带货”的
法律责任问题
综述-以买卖合
同纠纷为例

2023.12.16 江苏南京

4 孙伟萍

江苏省法学会金
融法学与财税法
学研究会 2023 年

度年会

虚拟货币洗钱
犯罪的规制困
境与路径探析

2023.12.9 江苏南京
优秀论文
三等奖

5 薛越

江苏省法学会经
济法学研究会
2023 年年会暨
“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的经济法

大数据杀熟行
为之法律规则

2023.12.16 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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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发展与江苏新
实践”学术研讨会

6 肖茹

江苏省法学会经
济法学研究会
2023 年年会暨
“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的经济法
治发展与江苏新
实践”学术研讨会

中国式现代化
下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的完善

2023.12.16 江苏南京

7 肖茹

江苏省法学会金
融法学与财税法
学研究会 2023 年

度年会

上市公司股权
质押的法律制

度研究
2023.12.9 江苏南京

8 窦茹琳
江苏省律师新阶
层统一战线研究

学术论坛

新时代提升青
年统战成员精
神获得感的路

径探析

2023.11.26 江苏南京

9 薛越

江苏省法学会金
融法学与财税法
学研究会 2023 年

度年会

《大数据杀熟
行为法律规制》

2023.12.9 江苏南京

7.论文质量情况

南京财经大学学位办公室与研究生院制定了完善的硕士学位论

文质量保障控制制度。包括《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开题管理规

定》《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盲审管理办法》《南京财经大学学

术学位硕士学位论文评审标准》《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

评议结果处理办法》《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工作

办法》《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办法》《南京财经大

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每位硕士研究生均须签署《南京财经

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学位论文评审实行 100%

“盲审”制度，由研究生院委托两名校外专家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应

具有教授、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意见分为“通过”“稍

作修改后通过”“重大修改后通过”和“未通过”四等次。本学位授

权点严格遵守上述规章制度，强化学位论文的质量保障。2023 年，

本学位授权点有 31 名研究生申请硕士论文答辩，盲审通过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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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通过率 100 %。论文质量总体良好。2023 年获得校硕士学位优秀

论文 2 项。

8.质量保证情况

本学位点依托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各项规章制度，对法学硕士

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进行质量监控。严格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

授予工作细则》规定的各项工作制度与流程，加强学位论文与学位授

予管理。严格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导师考核暂行办法》《南京

财经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强化导师的质量管控

责任。关心、关怀研究生的成长，完善分流淘汰机制。2023 年本学

位点实施全流程质量监控，全年无硕士生导师受处分、受警告以及硕

士研究生分流淘汰情况。

9.学风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长期重视学风及学术道德建设，严格贯彻落实相关规章

制度。组织师生认真学习《南京财经大学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文

件汇编》。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将“科研道德与学风教育”纳入必修环

节。同时开设《文献检索与法学论文写作》课程，融入学术规范教育。

每位研究生均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

书》，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2023 年，本学位点研究生与导

师均未发生学术不端现象。

10.管理服务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重视发挥学科组、研究生秘书、研究生辅导员在研

究生教育中的作用，把研究生服务管理贯穿于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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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过程。本学位授权点共设有 6个二级学科组，由各二级学科方向

的研究生导师组成。每个学科组设 1 名学科带头人。各学科组关注本

学科方向的课程资源建设、导师队伍建设，负责指导和检查本学科方

向研究生的课程学习、社会实践、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写作，加强研

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服务。设有专职研究生

辅导员一人，研究生教学秘书一人。研究生辅导员和研究生秘书分别

负责研究生日常事务管理和研究生教学管理等具体工作，为在学期间

的研究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管理。

11.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研究生就业，长期关注研究生就业质量与职业

发展。2023 届法学院硕士毕业生就业率为 80.487 %，其中法学学术

型硕士毕业生就业率为 74.19 %。（截至 2023 年 12 月 18 日）。就

业去向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组织、

律师事务所等。其中，1人考取博士研究生。用人单位意见反馈良好。

（四）服务贡献情况

第一，发挥法学专业的优势，积极服务地方立法。我院共有 3 个

江苏省司法厅专业立法团队，协助江苏省、南京市人大完成 10 多项

地方立法文件。陈红梅副教授作为南京市人大法制委委员，统一审议

《南京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草案）》《南京市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条例（草案）》《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

南京宪法公园使用管理的决定》等南京市多项地方立法文件。

第二，提供科学的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推动了地方法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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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敏教授作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咨询专

家审阅了以下《无锡市地方储备粮油管理办法》《无锡市市区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江苏省植物检疫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

并提出专家审阅意见：席若博士参与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修订

草案）修订，并参加栖霞区检察院案例专家论证会。张颖教授作为南

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格式合同条款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参与评审以

下《“宁思念”网络祭扫平台思念空间创建协议》 《（旅游服务类）

平台用户服务协议》《鑫采商城会员及用户服务协议》《途牛平台服

务协议》等合同，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合同行政监管、促进企业自律

规范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第三，鼓励教师参政议政，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法律智识。

近年来，本学位点积极同江苏省司法厅、民政厅、江苏省工商联、南

京市司法局、江苏省海事法院、德擎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南

京）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展开社会合作。同时还通过横向课题形式，进

行合作调研，撰写相关调研报告，为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咨询。陈红梅

副教授参加南京市检察院开展的“认罪认罚+社会服务+值班律师法律

帮助实质化”专项监督活动，进行现场监督。

第四，开展法律公益服务，促进法治精神融入社会生活。本学位

点积极参与各级政府机关、法院、检察院、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

举办的各类法治宣讲和法律行业人才培训。储敏教授作为最高法院三

巡的专家志愿者参加信访接待，化解疑难纠纷，并给江苏省交通控股

公司开设《民法典的制度创新》讲座、给水务集团集团开设《财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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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执业风险分析》等法律专题讲座。此外，我院法学专任教师中有

25 人次有行业经历，其中有 17 名教师在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

5 名教师分别在南京市仲裁委、珠海国际仲裁委任兼职仲裁员，4 名

教授分别担任企业法务、学校法务、专家顾问等行业兼职内容。

第五，增强研究生的责任和使命意识，积极发挥传承法律文化的

作用。本学位点致力于发挥文化传承创新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

律文化，组织法学硕士研究生开展了一系列“与法同行--创时代篇章”

的法学特色活动：第一，为提升法学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实践应

用能力，成功举办南财法学院“辩此之案例 析我之法见”研究生法

律案例分析大赛，为 2023 年第六届江苏省研究生法律案例大赛做好

充分准备；在学校组织的第五届研究生科技文化节中，我院的“与法

同行，创时代篇章”获得校级立项；第二，为加强学术建设，营造积

极浓郁的“金融法治”领域学术研究氛围，承办了第三届“知行杯”

金融法律征文大赛，并进一步将其打造成法学院特色品牌活动；第三，

为提高全校师生的法律意识，大力弘扬法治精神，本学位点研究生前

往应用数学学院，开展以“守护知识产权，保障原创权益”为主题的

法治宣讲活动，增强了同学们遵纪守法的意识。第四，组织学生党员

共同收看党的二十大，让同学们感受到生逢其时，使命在肩，用奋斗

擦亮青春底色，以实干担当时代重任，把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结合起

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五，通过举办新生

防诈骗讲座，为广大新生解疑答惑，提高防诈意识，提供防诈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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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给出索赔思路；第六，举办水资源法律保护讲座，不仅在水资源法

律保护方面增长学识，而且化理念为实际，具体地展现司法实践做法。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导师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部分学科方向研究生导师

人数过少，在学历结构、学缘结构、年龄结构和职称结构等方面还不

尽合理。需要积极引进国内高端学者、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充实导师

队伍。

（二）法学院科研团队建设工作还需进一步展开。学院虽以金融

法、竞争法、破产法、公司法、财政宪法等“财经法”为特色研究方

向，也设有南京财经大学比较法研究所、南京财经大学财经法研究中

心、南京财经大学金融法律与政策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但总体上看专

任教师队伍尚未形成科研合力，研究生对科研的参与度和贡献度均有

待进一步提升。

（三）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仍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培养

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落实仍需进一步完善。省级研究生工作站及省级产

业教授发挥作用、产出成果尚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在人才培养方面，2023 年教育部、教育厅抽检法学硕士

研究生学位论文虽然全部合格，但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学位论文

质量。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一）加强导师队伍建设。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导师队伍建

设，建立起一支高素质、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生导师队伍。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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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导师队伍结构,打造导师团队。加强教学科研支撑,促进青年导师教

学科研水平的提升。加强导师对研究生培养的责任感，充分发挥导师

对研究生的指导作用，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二）加强法学院的科研团队建设，充分调动法学院每一位老师

的力量，切实加大对骨干科研人员和年轻科研人员的培养力度。整合

校内资源，依托“财经”特色，真正发挥本学位点的专业优势。在学

院层面形成多支科研团队，新进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自主选择进

入相应的科研团队，共享科研资源，形成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进一

步提高法学院的科研成果水平和推动现有各项科研项目升级。

（三）完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加强对研究生培养过程的

监控和指导，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进一步加强研究

生工作站、研究生实习基地的建设，发挥科教优势，积极探索联合培

养研究生的新机制。加强法学院与律师事务所、法院的联系，实质性

开展院所合作，搭建社会服务、教师锻炼和学生就业的平台。

（四）开展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培育工作，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在

学期间潜心从事科学创新研究和论文写作，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力

争再次获评省级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加强研究生科研实践训练，为

研究生做好学位论文夯实基本功。加强学院图书馆建设，及时更新学

术资源，为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提供有力的学术资源保障。注重开展

学术交流活动，营造活跃的学术氛围，助推研究生做出真正有创新思

想的优秀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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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目标与标准

1.培养目标

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位授权点人才培养目标分为宏

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面，要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者，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现代科技文明的开拓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弘扬者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者。

结合南京财经大学“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具有社会责任、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创业潜质，懂经济会管

理的应用复合型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

究生培养也应具有两大特色目标：一是志存高远，胸怀经世致用之志；

二是苦练内功，具备经世济民之能。使本学位点培养的研究生真正做

到学“马”、信“马”、研“马”、爱“马”、传“马”、行“马”。

中观层面，致力于培养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具有较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的人才。具体围

绕以下四个目标开展人才培养工作：一是政治立场坚定，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二是提升人文素养，将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三是强化学术研究能力，夯实马克思主

义理论基础，兼具专业特色和学术底蕴；四是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拓展新时代深化改革的实践能力。

微观层面，致力于培养扎实专业基础知识和多方面知识技能，能

够胜任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教学、科研、

宣传和政策研究等方面工作的专门人才。

2.学位标准

（1）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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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基本要义，正确理解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历史性飞跃及其理论成果，简要了解国外马克

思主义理论，能够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解决当下中国社会诸

多现实问题。

（2）基本素质

有比较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能及时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及成果；恪守学术道德规范，有独立的学术研究

能力、社会实践能力、交流表达能力等。

（3）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选题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符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求；文章

结构完整，层次清晰，逻辑严谨，论证充分，文笔流畅，格式规范；

基本观点正确，引用资料翔实可靠，不存在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

术成果的现象；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基本观点正确，内容有一定的创

新点，通过本学科的学位论文答辩。

（4）成绩及学分要求

必修课考核成绩平均在 75 分（含）以上；总学分 47，其中公共

基础课 9学分、学位课 18 学分、选修课（含专业选修课）12 学分，

学术活动 1学分、专业实践 1学分、学位论文 6学分。

（二）基本条件

1.培养方向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社会思潮研究

本方向通过对现代中西方哲学及社会思潮的辨析，探讨历史唯物

主义和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问题。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时代社会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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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向聚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发展道路、发展

规律，探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

（3）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本方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党建与思政工作，探析思

想政治理论教育对高校人才培养的作用。

（4）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与执政党建设研究

本方向以评价道路选择和未来走向等基本问题为导向，总结实现

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

2.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拥有一支素质过硬、高学历、高水平、专兼职相结合的

教师队伍。专职教师有 52 人，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13 人、博士

42 人。教师队伍学源优化、结构合理。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

学科点带头人陈章龙教授为省重点学科带头人。2023 年，获批江苏

省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 1个，江苏省思政教学名师工作室 1个，新

引进优秀博士 1人。

Ⅱ 师资队伍

II-1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

合计

35岁

及以下

36 至

40 岁

41 至

45 岁

46 至

50 岁

51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海外经

历教师

外籍

教师

正高级 12 0 0 3 3 1 3 2 10 1 0

副高级 13 0 3 1 4 4 1 0 9 1 0

中级 27 11 9 3 1 3 0 0 23 2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52 11 12 7 8 8 4 2 42 4 0

最高学位非本单位

人数（比例）
导师人数（比例） 博士人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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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人（ 100％） 22 人（30.7 ％） 42 人（ 80.7％）

注：1. “海外经历”是指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获得学位，或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从事教

学、科研工作时间 3个月以上。

2. “导师/博导人数”仅统计具有导师/博导资格仍在指导研究生的导师，含在外单位

兼职担任导师/博导人员。

II-2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每个方向不少于 3人）

方向一名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社会思潮研究 专任教师数 12 正高职人数 3

序号 姓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人才

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 卓承芳 教授

省思政“领航·扬

帆”计划人才，

省 333 工程第三

层次、江苏“社

科优青”

江苏省高等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

委员会研究生思想政

治理论课分教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中国自

然辩证法研究会理

事、江苏省自然辩证

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江苏省科学社会主义

学会常务理事，江苏

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理事、江苏省哲学研

究会理事

4 3

2 王荣江 二级教授 2 1

3 于海量 教授 0 2

4 吴伟 讲师 2 0

5 谢家新 讲师 1 0

方向二名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时代社会治理研究 专任教师数 13 正高职人数 2



- 5 -

序号 姓名
最高

学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

人才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 刘希刚 博士 研究员

省333工程第

三层次

江苏省科学社会

主义学会理事、江

苏省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理事、中国

妇女学研究会会

员

4 3

2 王 萌 博士 副教授 2 0

3 许苏静 硕士 副教授 2 2

4 张颖聪 博士 副教授 1 0

5 杨荣刚 博士 讲师 0 1 0

方向三名称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专任教师数 12 正高职人数 3

序号 姓名
最高

学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

人才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 陈章龙 博士 二级教授

江苏省马克

思主义理论

重点学科带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理论研究中心

主任
3 1 0 2

2 韩力争 博士 研究员

江苏省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指导委员会

“形势与政策”分

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

2 2

3 孙丰云 博士 教授
中国伦理学会会

员
2 2

4 李骏 博士 研究员
江苏省 333 第三

层次人才
1 1

5 范渊凯 博士 副教授

省青蓝工程

青年骨干教

师

江苏伦理学会理

事
4 0

方向四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与执政党建设研究 专任教师数 11 正高职人数 2

序号 姓名
最高

学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

人才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 王遐见 博士 教授

中国伦理学会德

育委员会常务理

事、江苏省国旗文

化研究会副会长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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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2023 年度，学院

教师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南京大学学报》等权威刊物发表

学术论文近 40 篇，学术成果转载率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项，后期资助项目 1项，思政专项 1项；获批省部级项目 3项，厅

级课题 5项，其他横向课题 4 项，经费有 130.3 万；已结项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项，省级项目 2项；获省级以上科研、教学成果奖 14 项。

（1）国家社科项目

2 王敏光 博士 教授

省思政“领

航·扬帆”计

划人才，省

333 工程第三

层次

江苏省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指导委员会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分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中华老子

学研究会理事，中

国哲学史学会会

员、中国近现代史

4 3

3 陈 翔 博士 副教授 3 2

4 陈 鹏 博士 副教授

省333工程第

三层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学会会员；扬州

历史学会理事
2 0

5 徐成 博士 副教授 0 0

序号
名称

（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

获批经费

（万元）

1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气

候责任研究（Z20230153）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2309-202612 孙丰云 20

2
网络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

（Z20230155）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2309-202612 邓海林 20

3 鲍德里亚时尚理论研究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后期资助

项目
202310-202612 黄继红 25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思政专项 202312-202612 单宗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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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苏省社科及其它项目

序号
名称

（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

获批经费

（万元）

1

江苏全面增强党组织

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研究（23WTA-017）

江苏省社科基金

项目/社科联

重点项目

/重大课

题

202306-202

312
陈翔 8

2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

（23ZXHQ026）

江苏省社科基金

项目

后期资助

项目

202303-202

308
卫承霏 5

3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

社会革命的机制研究

（SJZT202305）

江苏省社科联项

目
重点项目

202302-202

412
陈翔 5

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江苏地方红色货币发

展研究

（2023SJSZ0116）

江苏省高校哲社

基金项目
思政专项

202307-202

612
徐成 1

5

中国式现代化中数实

融合对江苏产业优化

升级的实践研究

（2023SJSZ0117）

江苏省高校哲社

基金项目
思政专项

202307-202

612
吴昊 1

6

辩证思维方法融入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

路径研究

（2023SJSZ0120）

江苏省高校哲社

基金项目
思政专项

202307-202

612
李珂 1

7

目标管理在高校辅导

员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2023SJSZ0119）

江苏省高校哲社

基金项目
思政专项

202307-202

612
王晶 1

8

“两个结合”融入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方法论研究

（23SZC-043）

江苏省社科应用

研究精品工程

项目

思政专项
202307-202

412
单宗玥 0.3

（3）市厅级及以上代表性科研奖励

序号 奖励类别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

年度

1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速度与生存恐慌——维希留的技术批判

理论

卓承芳

（1/1）
2023

课改革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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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

一等奖
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丛书共 10

册）

程晓燕

（10/11）
2023

3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从生态批判到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生

态理论的价值逻辑研究
刘希刚

（1/1）
2023

4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庄子个体思想意蕴探赜 ———以“精

神个体”为视 角

王敏光

（1/1）
2023

5

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

究会 2022 年度学术交

流优秀论文奖

一等奖 加速社会语境中的数字技术异化批判
卓承芳

（1/1）
2023

6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

界第 16 届学术大会优

秀论文

一等奖
人工智能时代会把我们引向后人类吗？

——来自政治哲学的追问

张颖聪

（1/1）
2023

7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

界第十七届学术大会

优秀论文

一等奖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政治哲学阐释——兼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张颖聪

（1/1）
2023

（4）代表性学术论文

序号 名称 作者 时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1
存在与危机——维希留与技术摆置理论

卓承芳 202312 南京社会科学

2

加速社会语境下的空间与政治——空间政治

经济学到速度政治经济学 卓承芳 202308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3 把准导向提升调查研究之功 卓承芳
2023051

6
新华日报（思想周刊）

4
坚持问题导向 提高主题教育成效

张利民
2023090

5
新华日报（思想周刊）

5 锻造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 张利民 202301 群众

6 筑牢农业绿色发展之基 程永波
2023020

1
经济日报

7 把粮食安全根基夯得更实 程永波
2023012

0
人民日报

8 赓续精神血脉 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陈翔
2023070

7
光明日报

9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影响力 张颖聪 202303 新华社内部刊物

10
友善理念的价值逻辑、情理逻辑与社会逻辑

徐梓彦 202301
南京大学学学报（哲

社版）



- 9 -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信

仰确立及培育机制
徐梓彦 202311 南京社会科学

12 构建“共同”：剧场表演中的国家认同塑造 顾高菲 202311 江苏社会科学

13 深刻把握“三个务必”的重大意义 陈鹏
2023091

2
新华日报（思想周刊）

14 完善制度建设，促进公民道德信仰养成 徐梓彦 202305 新华日报（思想周刊）

15 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滋养思政课堂 顾高菲
2023082

9
新华日报（思想周刊）

16
列宁关于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

及其当代启示
杨荣刚 202308 思想教育研究

17 双面真理论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研究 李珂 202305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科版）

18
全球跨境数据安全治理的多维逻辑与中国应

对
卫承霏 202302 图书与情报

19 党的自我革命的文化底蕴 陈翔 202310 群众

20 切实保障数据跨境流动安全 卫承霏 202302 群众

21 协力践行新时代公民道德准则 徐梓彦 202306 群众

22
大数据分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风

险与纠偏路径
卫承霏 202311 高校教育管理

23 论共同富裕的伦理自觉 陈翔 202310 理论探索

24
习近平党内政治生态思想体系的基本逻辑架

构
王遐见 202307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

25 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历史逻辑 王遐见 202304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6
冷战时期西方大众音乐的政治参与路径及相

关政治活动
赵儒南 202305 音乐研究

27 《奋斗吧 中华儿女》谱写新乐章 顾高菲
2023081

1

中国社会科学报（艺

术理论）

28
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思想逻辑与实践启

示
刘希刚 202304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9 岸田政府强化日本对东南亚地区政策研究 赵儒南 202303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30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content, means, and methods of

university public cour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echnology

吴伟 202309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31

Love or Self-Deception - Discussion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Robot

Pets

吴伟 20230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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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

Technology

32

The Emotional and Moral Issues of ChatGPT

and Its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to Higher

Education

谢家新 2023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33
The moral risks and correction for the big

data ecosystem
卫承霏 20230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34

The Development Obstacles and Correction

Strategies of Intelligent & Connected

Vehicles

卫承霏 202306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35

Exploring the Path of Building a Case

Library for New Liberal Arts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from an Evidence-based

卫承霏 20230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36

Research on ethical risks and governance

of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范渊凯 202311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37

The Development Obstacles and Correction

Strategies of Intelligent & Connected

Vehicles

王晶 202306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5）学术交流

在学术交流方面，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一是积极“请进来”，

为提升研究生学术视野提供高端平台。12 月 2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

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编审黄慧珍教授应邀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

作题为“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解读中国人的灵性生活”的学术

报告。11 月 30 日下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蓝江教授应邀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作题为“从商谈伦理到界面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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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及其正义的基础”的学术报告。10 月 20 日下午，南京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浩斌教授应邀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师

生作题为“马克思主义学科学术论文撰写与发表”的学术报告。5 月

16 日下午，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佑新教授应邀为我院师生作

“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的学术报告。4月 6号下午，

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应邀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作“中国式现代化的

若干空间哲学话语分析与重建”的学术报告。3 月 15 日下午，南京

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张异宾（笔名张一兵）教授应邀为马克思主义

学院师生作“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再思考”的学术报告。

二是支持研究生积极“走出去”，以文赴会的方式参加在上海交

通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校举办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论文多次在大会宣读并获奖，展示了学院

研究生的学术实力和精神风貌，增强了学院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三是

在国内学术交流方面，对参与对外学术交流的研究生给予适当经费支

持，使研究生创新课题经费发挥最大化功效。

（6）社会服务成果

学位点组织宣讲团队在校内外开展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与南京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中共溧阳市委党校等通过结对子形式进行共建，深入开展理论与

实践等多方面活动，组织师生积极参与理论宣讲和相关实践活动，发

挥理论优势有效提升了地方理论建设工作。

4.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授权点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重点科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团队“四位一体”，相互支撑的立体发展架构，为学位点的科学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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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其中，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承担马克思主

义理论专业人才的教学管理和组织培养工作，马克思主义重点学科主

要负责学科师资队伍建设和科学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基地与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主要承担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建设的重任。同时，我院硕士生导师

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的骨干成员，又是马克思主

义重点学科的骨干成员，具有交叉任职的优势与特点。

为了提升研究生的实践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学院党政领导班子

与南京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溧阳市委党校等签订共建协议，

共同建立了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实现双方资源融合共享。

5.奖助体系

学校、社会名企为在校研究生设立了各式奖助措施，奖励体系包

括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专项奖学金、

以及社会奖助学金等。学校对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研究生设

立学业奖学金，生均 9000 元/年，一等学业奖学金 12000 元/生•年；

国家助学金 6000 元/生•年；还可按规定申请国家奖学金（20000 元/

生•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审标准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

奖助体系实施方案》执行；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100%，学业

奖学金的评审标准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及评优表

彰管理办法》（修订版）执行；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覆盖面为 100%，

国家助学金依据《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13]220

号）管理和发放。

本学位点全面贯彻实施学校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奖助学金主要用

于对研究生进行科研活动、社会实践、勤工助学等进行鼓励与支持，

在研究生学业激励、助学贷款、校内勤工助学等各个方面，学院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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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细则，优秀研究生、优秀标兵、优秀研

究生干部评定细则、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等详细的管理制度并严格实

施。

序号 奖、助学金名称 资助水平 资助对象

覆盖比例(占在

校全日制研究生

总数的比例)

1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硕士生 2 万元

奖励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科学

研究成果显著、社会公益活

动表现突出的研究生。

在基本标准的基

础上，动态确定

各学院最终名额

2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硕士生每年 6000 元
学制内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的全日制研究生
100%

3 研究生学业奖学会

一等奖 12000 元/年，

二等奖 9000 元/年

三等奖 6000 元/年

奖励勤奋学习、表现突出、

潜心科研、积极进取的研究

生。

100%

4 研究生专项奖学金 无

学制内表现优异且具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全日制研

究生

在基本标准的基

础上，动态确定

各学院最终名额

5

研究生社会奖助学金

(包括苏州校友会助

学金、四维奖学金、

中储粮校友基全奖学

全、翠竹奖学金、南

京安徽商会同曦奖助

学全、暖阳奖学金)

按照各社会奖助学金

标准发放

学制内表现优异且符合社会

奖助学金标准的具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籍的全日制研究

生

按照各社会奖助

学金要求评定

（三）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招生选拔遵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制度规定，

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的原则，依据研究生考试初试、复试和面试的成

绩按一定比例折算成总分，按排名顺序依次录取，各专业优先录取第

一志愿报考我校的本专业考生，从近五年招生情况来看，本学位点的

报考人数如下表所列，其中有四分之一学生本科是本专业的。

本学位点（2019 年-2023 年）招生、授予学位一览表

年度

人数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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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人数 21 32 26 30 44

授予学位人数 19 18 20 21 32

为保证生源质量，学院加大宣传力度，到相关本科学校做招生宣

传。在招生过程中，严格复试，重点考查考生学术水平、思想政治素

质和道德水平，综合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对本学科

前沿领域掌握情况，并对考生外语能力进行测试，基本做到对考生的

全方位考核。

2.思政教育

学位点设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

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4 个二级学科硕士专业，将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有机结合。同时，积极

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高校“三进”工作，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主

渠道作用，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形成同频共振效应。此外，

学位点紧抓研究生党建工作，以党建带团建，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带头营造优良学风，引导研究生自觉努力成才，培养研究生

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强烈的家国情怀、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成为

具有“形神兼备”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

3.课程教学

从课程设置来看，目前本学位点严格按照教育部学位办的文件规

定，严格对标、因地制宜，所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紧紧围

绕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点进行合理布局，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均

为 12 门。

从任课教师的遴选及教学来看，都是我院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术功底的资深教授和学术能力强、教学水平突出的优秀博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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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以保证研究生课程教学的质量和实效性。

从课程体系建设来看，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各方向的

主干课程和核心课程，强调基础性、前沿性、学理性和实践性。从本

学位点课程设置的特色和优势来看，特别是偏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核心理论和前沿问题方面的课程安排，注重各个专业方向的系统性知

识结构提升。教材选用方面，各门课程都选用本学科权威教材或重要

的专业性著作。

4.导师指导

为加强学科和导师队伍建设，提高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严格把

好“导师关”。一方面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

办法》的相关要求，学院和研究生院严格审查材料、对标条件、推荐

和遴选研究生导师，并做好选聘工作。在研究生导师选聘条件方面强

调师德师风、学术创新能力和年龄标准，必须近三年主持国家级课题

或发表权威论著，科研成果突出，在源头上严控导师选聘的“质量关”。

为建成一支具有基础雄厚、学识渊博、功底扎实、思想开阔、具

有较高素质和水平的研究生导师队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新晋导师

由学校和学院进行培训，推进导师培训规范化、管理制度化。同时，

在研究生的日常教育、管理、指导和培养方面，严格实行导师负责制。

为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导师的主导性，研究生和导师之间实现

“双向选择”，既考虑到研究生个人的学术兴趣和自由选择，又兼顾

与导师学术专长之间的对接。同时，本学位点强调导师对研究生的全

方位指导和“过程性培养”，要求导师每月必须至少对研究生进行一

次以上专门指导，从初期的读书笔记到中期的课程论文再到最后的学

位论文指导，逐步提升，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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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激励我院研究生追踪科学前沿、开拓学术视野、活跃学

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实现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的全面

提升，并保证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特别设

立了研究生学术活动指导老师，定期开展学术专题活动。

5.学术训练

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学位点历来十分重视通过学术训练和学术

交流方式提升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在学术训练方面，重点从以下

几个方面推进：一是以课题研究为导向，鼓励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

学院每年都有数名研究生获批“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课题资

助。二是以学院研究生为主体，牵头成立南京财经大学青年马克思主

义研究会，着力培养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财经视野的青

年示范人才，从而对全校研究生起到引领作用。三是学院内部由研究

生会学术部牵头，积极开展日常读书活动，通过专题讲座和学术沙龙，

将学术活动日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四是借助实践教学，推荐品学

兼优的研究生在学院、宣传部、研究生院等部门担任助管，使其熟悉

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从而培养研究生实践工

作能力。

6.学术交流

在学术交流方面，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一是积极“请进来”，

为提升研究生学术视野提供高端平台。近年来学院邀请了马克思主义

领域知名专家，王永贵、胡大平、王岩、王刚等学者来校为研究生作

专题报告。二是支持研究生积极“走出去”，以文赴会的方式参加在

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校举办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论文多次在大会宣读并获奖，展示

了学院研究生的学术实力和精神风貌，增强了学院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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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国内学术交流方面，对参与对外学术交流的研究生给予适当经

费支持，使研究生创新课题经费发挥最大化功效。

7.论文质量

针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论文过程中的诸多弊端，结合专业学

位硕士论文的特点，学院制定了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流程，为了确保

流程的贯彻实施，在论文过程中的几个关键节点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措

施和检查标准。分为选题答辩、文献综述、开题报告、论文预答辩、

论文检测、专家外审、论文答辩等环节的论文质量管理。近五年，在

研究生院论文查重、匿名外审、专家组答辩等环节，本学位点研究生

学位论文一次通过率达到 99%，并获得南京财经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 5 篇 。

近五年，学院研究生在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研究性论文 160 篇，其

中在 CSSCI 和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3 篇。

8.质量保证

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的诸多

环节，结合研究生培养的实际情况，学院制定了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

和分流淘汰机制。实行严格的预开题、预答辩流程，对于不达标的研

究生，必须参加二次开题和答辩，以淘汰机制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的

提升。此外，学院专门成立了“关于开展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处

理工作专项检查小组”，建立监督、排查和惩戒制度，确保专项工作

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9.学风建设

我院历来高度重视研究生学风教育和管理服务工作，力求做到制

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研究生除了新生入学教育外，每学期例行进行两次学风专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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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我院研究生努力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

格、维护学术尊严，摒弃学术不端行为，我院开展了一系列以“科学

道德与学术建设”为主题的宣讲教育活动。特别是对研究生的道德和

学术规范严格要求，强调为人与为学的统一，并且对于学位论文抄袭

买卖代购等情况作专题调查。自 2007 年招生以来，学院一直秉承南

京财经大学自谦自信务实超越的校训，培养学院良好的学术风气。在

日常管理工作中加强对所指导学生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的教育及对学

位论文研究及撰写过程的规范指导，并对学位论文是否由其独立完成

进行审查，确保原创性。

10.管理服务

加强组织机构建设，提升研究生学风教育和管理服务的有效性。

一方面以学院研究生会为主体，依靠研究生会权益部、生活部、学术

部等机构，加强研究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工作。另一

方面成立了南京财经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挥我院研究生政

治素质高、理论功底扎实、组织能力强等优势，使“青马会”成为打

造青年学生人才的高端平台。此外，发挥研究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根据党组织的统一部署，积极发展优秀青年才俊，进一步壮大研

究生党支部的影响力和战斗力。

11.就业发展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调查显示，马克思主

义学院研究生一次就业率超过 80%。毕业生对自身就业状况满意度

88%，有 95%的毕业生对母校发展保持关注；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道

德品质、组织纪律、工作责任、团队精神、专业知识、业务工作能力、

心理素质、人际交往能力等方面评价较好的达 90%左右。

根据对毕业研究生的跟踪调查，马克思主义学院毕业生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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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工作踏实，作风朴实”著称，用人单位对本学科的研究生在综

合素质、理论基础、专业水平、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方面有较高评

价。据统计我院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有高等专科学校学校行政和辅导员

工作、中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基层思

想政治工作及高级管理人才、报社杂志的编辑、相关政策研究、文教

宣传等高级应用型人才，每年有 2-4 名同学考取博士和自主创业，研

究生总体就业率和就业质量高，满意度高。

（四）服务贡献

1.经济发展

为进一步发挥我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示范引领功能，扎实推

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促进新时代思政课程教育教学改革，全

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学位点与南京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进行结

对共建签约仪式。双方深入探讨了结对共建的意义，以及如何依托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新平台开展好科研、教学、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的工作。

2.文化建设

本年度，学位点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建设活动。上半年，我院以“论

文写作与发表”“经典文献阅读与感悟”为主题，主办了“青椒来了·论

文心得分享会”第一讲、第二讲，激发了研究生对科研和论文写作的

浓厚兴趣，帮助其树立合适的学术目标、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同时，

学院研究生会联合教工联谊会举办“展巾帼英姿，扬时代风貌”师生

联谊活动，通过分享自身的生活心得、畅谈人生感悟，彰显新时代青

年风采；开展“传承红色文艺，厚植家国情怀”主题演讲比赛，让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中迸发时代活力。此外，针对

毕业生，学院积极开展毕业生就业经验分享会，充分发挥朋辈引领作

用，营造了良好的学习交流氛围。2023 年下半年，我院举办第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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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教学技能大赛”，本次思政课教学技能大赛的授课方向包括

马原、马中化、思政、近现代史四个方向，通过初赛、小组赛和决赛

三个环节形成 4支战队进行比拼，最终选拔出一、二、三等奖、最佳

团队奖和最佳指导教师，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需继续加大对思政课教学与科研团队建设的倾斜，以促进

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才梯队和学科建设长远发展。中宣部、教育部和教

育厅均有对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科研团队建设大力支持的系列文件，

期望学校大力推动此项工作落实。

（二）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规模有相关文件要求，当前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师数量仍然存在一定缺口，结构依然不太合理。在人才引进

工作中，学校对于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卡的比较严，导致

新进人员基本都是应届博士，学科梯队中学科领军和学术骨干比较缺

乏。

（三）教学成果需求加强凝练。教学发展还需要壮大力量，形成

合力，打造团队，发挥优势，课程建设方面形成新的突破点；教学创

新大赛等活动期待冲全国奖项；教改课题有待实现省级突破；指导大

学生竞赛获奖期待实现多点开花。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一）进一步完善本学科二级学科专业设置和凝练学科研究方向。

进一步凝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与社会治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与执政党建设研究等专业方向，使专业建设符

合博士一级学位授权点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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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招生宣传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从源头上把好研究生

的“入口关”，特别是根据本学位点的实际情况，拟派专人重点面向

周边地方师范院校进行“精准招生”，稳步提升生源质量。研究生课

程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凝练，逐步消除“因人设课”的现象，同时借鉴

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相关经验和做法，根据本学位点师资现状，

补齐课程体系建设的“短板”。研究生的对外学术交流还需要进一步

加强，特别是从政策导向、经费支持、评奖评优等方面促进研究生学

术交流能够“走出去”，展现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的

风采。

（三）切实加强本学科学术团队建设。将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与

积极培养优秀梯队人才有机结合起来，做好新老交替和“传帮带”工

作，强化师资队伍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建设一支规模适宜、结构合

理、协作意识强的学术梯队；通过培养和引进，力求用 3年左右时间，

使本学位点拥有 3-5 名领军人物；5-8 名中青年学科带头人、10-15

名学术科研骨干，并进一步提升科研团队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四）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制度和相关工作机制；规范硕士研究

生的培养过程；进一步落实研究生导师责任制，实施学位论文的过程

管理，提高学位论文盲审和抽检的优秀率；通过马克思主义学院、学

科和研究院的协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

经费保障和机制保障。

（五）在社会服务和决策咨询方面，提升本学科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决策咨询的水平，注重开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对江苏经

济社会发展有积极影响的应用型项目研究。注重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

相结合，鼓励学科骨干成员积极参与社会服务，从事应用型的课题研

究。支持教师参加各级宣讲团，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



- 22 -

政策宣讲。不断完善学科成员参与社会实践和理论宣讲的激励机制，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 2 -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2006 年本学科获批英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硕士授予权；2011 年

获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目前已涵盖英语语言文学

和日语语言文学两个二级学科。2021 年列入“十四五”江苏省重点

学科。 

本学位授权点现有硕士生导师 12 名，其中二级教授 1 名，江苏

“333”工程第三层次人才 1 名，江苏“青蓝工程”中青年学科带头

人 2 名，教授 5 名。在师资队伍建设、招生规模、科学研究以及人

才培养等方面逐年稳步提升。在“英语/日语言文学+财经”以及“英

语/日语语言文学+商务”等研究领域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特色。十四年

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经验和一批有着丰富外语实践和指导经验的教师

是我院的优势，能够确保外语硕士人才培养的顺利开展。 

本学科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江苏省规划办项目、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多项；外语类权威期刊《外国文学评论》《外

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中国翻

译》《外语教学与研究》以及一些国际 SSCI、A&HCI 期刊均刊有本学

科老师的论文。数年来，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要求，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财经底色、跨文化交流能力强的外语人才，

形成了较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2007 年首批招生硕士研究生 9 名，

至今已培养毕业生 100 余名。优秀毕业生进入驻外大使馆、涉外领域、

教师行业较多，自主创业服务社会的也有相当数量；学生在江苏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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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翻译大赛、“外研社杯”大赛中屡获佳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声

誉。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2023 版），

英语语言文学的硕士培养目标为： 

（1）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以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坚持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品德和强烈的事

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2）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文学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了

解国内外本学科的发展动态，掌握英语语言学、文学、翻译学和比较

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国际交

流与合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第二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能

综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

搜集和处理相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日语语言文学的硕士培养目标为： 

（1）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以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坚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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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品德和强烈的事

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2）具有扎实的日语语言文学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了

解国内外本学科的发展动态，掌握日语语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

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英语第二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英语资料，并能

综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

搜集和处理相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1.2 学位标准 

本学位授权点英语语言文学和日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的授予符

合英语语言文学学位和日语语言文学学位的特点，授予硕士学位的基

本标准不低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制定的《一级学科博士、

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且有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和办法特色相一致的授

予质量标准。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

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

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英语语言文学和日语语

言文学的硕士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

的时间，创业休学、应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研究生

应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学业。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学习，专业必修

课需修满 22 学分，专业选修课需修满 15 学分。英语语言文学和日语

语言文学的学位论文原则上需用英文或日文撰写，比较文学与跨文化



 

- 5 - 

研究方向可用中文撰写。英语语言文学的正文字数原则上外文不少于

2 万词或中文不少于 3 万字；日语语言文学的正文字数原则上外文不

少于 3 万字。所有学生均需参加学术不端检测与答辩考核。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

课程学习，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

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本学位点严格执行英语语言文学和日语

语言文学的培养方案，对学生培养和学位授予工作从严把关，保证研

究生教育的规范性和毕业生的质量。 

2023 年，本学位授权点再次修订了《英语语言文学学术型硕士

培养方案》和《日语语言文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此次修订通过

了解和借鉴国内财经类大学和兄弟院校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在组织学

院硕士生导师对培养方案进行集中研讨的基础上形成修订初稿。学院

组织外校本专业专家和行业专家对培养方案的初稿进行了论证，并根

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定稿后报学校学术委员会批准后实施。本次修

订进一步加强了思政教育，把科学思想引导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塑造融

入每一门课程教学；打破语种之间的壁垒，形成学术资源共享，拓宽

学生学术视野。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本学位授权点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已涵盖英语语言文学和日语语

言文学两个二级学科，翻译、语言学、文学、比较文学等多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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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财经”以及“英语语言文学/日语

语言文学+商务”等研究领域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特色。 

 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方向： 

1. 英语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2. 英语文学 

3. 翻译学 

4.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日语语言文学研究方向： 

1. 日语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2. 日本文化 

 

2.1 师资队伍 

本学位授权点今年新增硕导 3 名，现有硕士生导师共 12 名，其

中二级教授 1 名，江苏“333”工程第三层次人才 1 名，江苏“青蓝

工程”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2 名，教授 5 名。在师资队伍建设、招生

规模、科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逐年稳步提升。在“英语语言文

学/日语语言文学+财经”以及“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商

务”等研究领域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特色。十多年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经

验和一批有着丰富外语实践和指导经验的教师是我院的优势，能够确

保外语硕士人才培养的顺利开展。 

本学位授权点坚持优化学缘结构、职称结构，利用内培外引改善

师资队伍结构。目前在编专任教师 44 人，其中教授 5 人，副教授 13



 

- 7 - 

人，专任教师中 25 人拥有博士学位，具有海外研修背景的教师 41 人。

45 岁以下教师 25 人。英语语言文学和日语语言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学

位点已经发展成为研究生导师队伍学历结构、学缘结构、年龄结构和

职称结构合理的研究生导师梯队。 

（1）方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英语语言文学：英语文学方向学术带头人为孙勇彬教授，学术骨

干包括孙冬教授、段慧副教授、段燕博士、邵怡博士、莫詹坤博士、

范晨博士等；英语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方向学术带头人为张高远教

授，学术骨干包括胡阳副教授、许静博士、孙珂博士、张晓甜博士等；

翻译学方向学术带头人为肖辉教授，学术骨干包括陈芙蓉副教授、顾

晓燕博士、孙越博士、杨艳博士、程水英讲师等；比较文学与跨文化

交流方向学术带头人为温潘亚教授，学术骨干包括储春花博士、张建

红博士、冯镜元博士、蒲婧新博士等。 

日语语言文学方向学术带头人为潘秋凤副教授，日语语言学与应

用语言学方向学术骨干有洪忠婷博士、王云姣博士，日本文化方向学

术骨干有齐梦菲博士。 

在 23 位骨干教师中，两位入选江苏省“双创博士”，18 人具有

博士学位，占比 78.3%；45 岁以下教师 16 人，占比 69.6%；骨干教

师职称结构和年龄结构较为合理，具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2.2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成立了以院长任组长的科研工作领导小组，参与并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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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队伍定期开展的学术活动以营造良好学术氛围。加大对各级各类

课题申报的指导力度，提高申报标书的质量和效率。学科方向围绕学

院的硕士点专业方向及本科专业方向设置，每个学科方向设有明确方

向带头人和方向组成人员，学科方向带头人一般是教授或副教授。

2023 年，我院在科研工作中稳步前进，近 5 年内我院共计承担国家

社科基金 4 项，国家社科基金优博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项目 1 项，国家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2 项、教育部项目 4 项，江苏省哲

社一般项目 2 项，江苏省教育厅社科项目 12 项，科技厅项目 1 项，

高等教育学会省级教改项目 2 项，其他厅局级项目和校级项目十几

项，具体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下达项目部门

或单位 

项目起讫 

时间 

本学科获

得项目经

费（万元） 

本学科中

的项目负

责人/名次 

本学科中

的主要参

与者/名次

1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法文版）22WZSB044 

国家社科规划

办 
2023/07-2026/07 35 顾晓燕/1  

2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四十

年》（英文版）21WJLB003 

国家社科规划

办 
2022/04-2025/04 35 孙勇彬/1  

3 汉籍法译简史 
国家社科规划

办 
2022/12- 20 孙越/1  

4 

新发展阶段我国传统美育

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机制与

路径研究(21BKS083 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规划

办 
2021/10-2025/10 20 李骏/1  

5 

他者·他性·他我：当代新英

语小说中的动物研究 

（20FYB041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国家社科规划

办 
2020/10-2021/10 20 段燕/1  

6 

萨缪尔·约翰生的文学批评

研究（21YJA752009 教育部

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教育部 2021/08-2023/12 10 孙勇彬/1  

7 

立美育德：当代高校立德树

人路径研究（19YJA710021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教育部 2019/03-2021/12 15 李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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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建设研

究（202002070011） 
教育部 2020/02-2021/12 2 孙勇彬/1 

邵怡/2 

顾晓燕/3 

9 
商务英语教学研究

（202102107007） 
教育部 2021/12-2021/12 2 孙勇彬/1  

10 

萨缪尔·约翰生的《格雷传》

翻译与研究（20WWB001

江苏省哲社一般项目） 

江苏省社科规

划办 
2020/08-2022/12 5 孙勇彬/1 

邵怡/2 

顾晓燕/3

11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与

实践研究（20YYD002 江苏

省哲社一般项目） 

江苏省社科规

划办 
2020/09-2021/03 0 刘炜/1  

 12 

《聊斋志异》“图咏”与“图

说”版插图艺术研究

（2019SJA0273 高校哲社

一般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 2019/11-2021/12 1 王小娜/1 
胡阳/2 

张媚/3 

13 

20 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中国

城市书写（2020SJA0274 高

校哲社一般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 2020/09-2021/12 1 凌燕/1 顾晓燕/2

 14 

《论语》英译中的“图像化

再现”研究（2020SJA0275

高校哲社一般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 2020/09-2021/12 1 杨艳/1  

 15 

19 世纪英国文学报刊中的

中国形象研究

（2020SJA0283 高校哲社

一般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 2020/09-2021/12 1 白玉粉/1 
孙勇彬/2

刘婷婷/3

 16 

新漫画期刊《卡通王》研究

（2019SJA0277 高校哲社

一般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 2019/11-2022/11 1 齐梦菲/1  

 17 

维克多•谢阁兰文学创作中

的异域情调思想研究

（2019SJA0274 高校哲社

一般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 2019/11-2021/11 1 嵇晔/1  

 18 

新经济批评视阈下巴尔扎

克研究 （2021SJA0264 高

校哲社一般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 2021/10-2023/11 1 储春花/1  

 19 

江苏省属高校研究生审美

素养调查及美育路径研究 

（JGLX19_071） 

江苏省教育厅 2019/05-2020/05 1 李骏/1  

20 
基于文化输出的大学英语

教学模式探究 
高等教育学会 2020/09-2021/12 1 孙勇彬/1 

邵怡/2 

顾晓燕/3

21 
江苏省双创计划“生物安全

视域下的动物批评研究 
江苏省科技厅 2020/09-2022/12 15 段燕/1  

22 
现存古代中文典籍法译本

书目编纂和研究 
中国翻译协会 2019/11-2020/12 6 孙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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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一带一路”国家现代名人

数据库建设研究 

中国外语与教

育研究中心 
2019/05-2020/05 1 孙勇彬/1  

24 

跨文化视角下江苏古典园

林术语和话语在法国的译

介研究（19SWC-014 江苏

省社科联外语精品工程） 

江苏省社科联 2019/11-2020/11 0 孙越/1  

25 

疫情防控背景下高校英语

教师线上教学技能提升研

究（20SWB-04 江苏省社科

联外语精品工程） 

江苏省社科联 2020/09-2021/09 1 邵怡/1 

孙勇彬/2

解艳/3 

 

 

近年来，本学科发表部分核心期刊论文如下： 

序号 论文题目 发表时间 发表刊物 作者/名次 

1 
略论 20 世纪法国汉学界 

中国通史撰写的范式 
2023/08 国际汉学 孙越/1 

2 塞缪尔·约翰生在《诗人传》中书信的使用 2023 秋 现代传记研究 孙勇彬/1 

3 Review of Bloôm  and Other Poems 2023/01 
Asian Study  

Reviews 
孙冬/1 

4 
关联美学的伦理批判——以威廉·莫里斯 

的艺术作品为例 
2023/10 江西社会科学 莫詹坤/1 

5 
他者再定义—— 

人与动物关系的转变 
2023/01 中国社会科学报 段燕/1 

6 
Variances of Custom Culture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2023/03 

TRANSLATING 

 CHINA 
杨艳/1 

7 
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传承弘扬中华审

美风范 
2023/01 新华日报·思想周刊 李骏/1 

8 唤醒香港革命文物 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2023/03 
中国侨联，《中国侨

联侨情专报》采纳 
李骏/1 

9 情动与欲望的生产--傅元峰诗歌简论 2023/01 扬子江诗刊 孙冬/1 

10 18 世纪英国植物学和帝国经济 2023/11 自然辩证法通讯  张建红/1 

11 
视觉化审美趣味的过滤与《论语》翻译中的变

异 ——以蔡志忠漫画《论语》英译本为例 
2022/11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

践 
杨艳/1 

12 目力不及之处：论黄孝阳小说中的多维空间 2021/03 当代作家评论 孙冬/1 

13 
生活美学推动“五育融合”之 学理基础与实践

路径 
2021/03 中国电化教育 李骏/1 

14 
坚持党对高校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全面领导

的路径 
2020/12 中国社会科学报 刘炜/1 

15 卡瑞尔·丘吉尔近年剧作的“去乌托邦”表达 2020/10 当代外国文学 莫詹坤/1 

16 
全球、残障与物种：论辛哈《动物之人》的动

物叙事 
2020/10 当代外国文学 段燕/1 

17 我的跨文化写作与人生旅程——聂华苓访谈 2020/09 当代作家评论 莫詹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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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18 
传记与文学插图互补下的历史风云---《聊斋图

说》中一幅插图印证的《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
2020/09 现代传记研究 王小娜/1 

19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

启示 
2020/08 中国高等教育 李骏/1 

20 
探索的精神与引领的力量——评许钧著《译道

与文心——论译品文录》 
2020/08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

践 
肖辉/1 

21 葛兰言汉学研究中的中国古代婚俗和祭礼 2020/06 国际汉学 孙越/1 

22 
未来的旧时光——论马铃薯兄弟诗歌中的救

赎力量 
2020/06 作家 孙冬/通讯作者 

23 向物敞开——黄梵诗歌读札 2020/06 扬子江诗刊 孙冬/1 

24 约翰生在《格雷传》中的“偏见” 2020/05 现代传记研究 孙勇彬/通讯作者

25 战“疫”中的美育 有责任有担当 2020/03 光明日报 李骏/1 

26 主体间性法语教学模式探析 2020/02 黑龙江高教研究 凌燕/1 

27 中国漫画教育の現状 2019/11 
大手前大学交流文

化研究叢書 
齐梦菲/1 

28 “传记工作坊：作者、学者和读者的对话”侧记 2019/05 现代传记研究 邵怡/1 

29 英语模糊标签语功能研究 2019/03 外国语文 张高远/1 

30 
肉身的神话：加缪半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

中神话隐喻 
2019/01 法国研究 顾晓燕/1 

 

2023 年本学位点积极支持和鼓励青年教师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和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获得国家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1 项、江苏省

社科联外语专项 1 项、横向项目若干。本学位授权点鼓励师生参加国

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邀请了来自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法国图尔大学等知名院校的学者教授来讲学，内容涉

及文学、翻译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学术讲座提升了师生的学术积

极性，开阔了师生的学术视野。学位授权点定期开展青年学者论坛，

邀请了学院科研成果突出的青年教师做了数期青年学者论坛，分享科

研经验，教师参与度很高，起到了带动科研积极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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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学科研支撑 

为支持研究生学习和科研活动，我院与江苏省舜禹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共建的研究生工作站获批 2023 年省级研究生工作站。双方在人

才输送、实习实践、志愿服务等方面均有着持续良好的合作，为学院

人才培养提供了优质平台与支持。 

此外，我院现有的与盐城市康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合作建设的工

作站稳步开展工作。设站以来，公司的业务主要瞄准海外市场，急需

外语外贸人才，而本学位点的硕士生进入公司实习工作，帮助公司解

了燃眉之急。把公司的网站，公司的产品翻译成英文，以及处理与国

外企业的邮件来往，特别是搜集国外企业的情况，并把他们翻译成中

文，为公司海外市场的拓展提供了有力支撑。2023 年共计 3 位本学

位点的研究生进入工作站实习,进站的硕士生积极参与企业的市场拓

展，参加职工培训，并为企业文化建设出力。 

此外，本学位点借助自身建立的翻译研究所平台为研究生教育拓

展平台。研究所现有成员 20 名，其中有正高职称的 5 位，有副高职

称的 6 位，8 名成员具有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笔译教学、口译教学、

南京文化翻译、翻译理论、中华文库学术外译、翻译实证、翻译技术、

英汉汉英文学翻译和英语诗歌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所的工作注重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注重翻译教学方法及规律的总结，注重

用话语分析、语体分析和文化对比分析等方法总结出实用的翻译策

略。 



 

- 13 - 

除此以外，本学位点还和南京乐灵教育培训中心、南京策马翻译

有限公司、南京领域翻译有限公司等单位建立翻译和语言服务企事业

单位的专业实习基地。 

2.5 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积极保障研究生的奖学金和助学金体系，建立了完整的

奖助学金制度，依托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院，依据《南京财经大学研

究生奖（助）学金及评优表彰管理办法》、《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三

助一辅”工作实施细则》等文件，同时形成学科内部的细则文件，进

一步确立了公平公正的评选方法，具体包括《外语学院国家奖学金评

选细则》、《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细则》、《外国语学

院研究生专项奖评选细则》、《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助学金评选细则》

《外国语学院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标兵、优秀研究生干部评

选细则》、《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关于执行<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等。奖助水平较高、覆盖面广。对于

研究生专项奖、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优秀研究生等奖励，学位点邀请

学院领导、研究生导师、骨干教师等成立学术委员会集体讨论，保证

各项奖学金和助学金的评选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1）奖学金。包括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和社会捐赠

类奖学金等。学业奖学金分为三等，金额分别为 12000 元/年、8000

元/年和 6000 元/年，总覆盖率达到 100%。国家奖学金金额为 20000

元/年。2021 年外国语学院 1 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社会捐赠类

奖学金包括“暖阳奖学金”等，名额为 1 名，金额为 4000 元/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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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与社会捐赠类助学金。国家助学

金每生每年6000元，每学年分10个月发放给符合条件的在学研究生。

社会捐赠类助学金有“中储粮校友基金助学金”，每年评选一人，金

额为 3000 元。同曦助学金名额 1 名，特别资助安徽籍研究生。 

（3）“三助一辅”工作。依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三助一

辅”工作实施细则》，我院积极开展了“三助一辅”工作，鼓励研究

生在校期间积极参与该项工作，锻炼自身的综合素质能力。2022 年

外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担任助管岗位 1 人。所有担任助管岗位的本

学位点硕士研究生都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岗位负责任人交待的任务，

履行岗位职责。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本学位授权点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外国语言文学硕士生源质量，采

取多种方式提高生源质量，具体方法包括： 

（1）凝练学科特色，丰富宣传途径。为保证更优质的生源，本

学位授权点认真做好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进一步凝炼本学科特色，

充实招生宣传内容，丰富招生宣传的形式，借助学院微信公众号，介

绍本学科的历史发展、师资力量、教学特色和优秀毕业生，吸引优质

生源； 

（2）实地走访宣传，吸引优秀生源。本学位点教师和领导积极

实地走访兄弟院校，去淮阴师范学院、太湖学院、南京传媒学校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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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做现场招生咨询，并参与网络招生直播宣传，鼓励优秀生源报考南

京财经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 

（3）注重学生潜力，严把生源质量关。本学位点在招生过程中

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严格考核考

生的综合素质与学术潜力，宁缺毋滥，优中选优，确保招生考试公平、

公正，保障研究生质量。 

2023 年，本学位授权点共录取研究生 12 人，学位授权点生源结

构多样化。本省生源约为 33.3%，外省生源约为 66.7%，主要包括江

苏、江西、安徽、山东、山西、福建等 6 个省份。在专业分布上，全

部研究生生源的本科专业为英语和日语。 

 

3.2 思政教育 

本学位授权点高度重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持续推进课程思

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以及研究生党建工作。 

（1）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和课程思政 

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学位授权点紧紧抓住“思政课

程”和“课程思政”的融合，同向同行，融合发展。一是发挥导师的

引导和监督作用，将思政教育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的各个环

节。二是发挥授课教师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将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

教学相融合，将课程思政的因子渗透到教育教学的每个环节。学院开

设了《中外思想文化经典》、《20 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西

方文论原著选读》等专业课，这些课程的授课过程中都融合了课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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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内容和要素。在《中外思想文化经典研读》中，讲授柏拉图的《理

想国》时，讨论真理与现实和艺术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

探讨艺术的功能，艺术具有宣泄的功能，我们也有陶冶情操之说；菲

利普·锡德尼的《为诗一辩》讲授以史明鉴，诗歌具有前瞻性；叔本

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探讨什么样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尼采

的《悲剧的诞生》探讨美与崇高；柯勒律治和华尔华兹的《抒情歌谣

集》探讨情感的自然流露，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等，在讲授该门课

程的时候，主动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的

治国理政的观念和措施。三是课程思政体现专业教育的“同频共

振”。学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一根本问题，深化教书育人内涵，突出“课堂教学”的育人主渠道

作用，深入发掘各类研究生课程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将马克思

主义理论贯穿教学和科研的全过程，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各类研究生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协同育人，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2）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情况。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普通

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要求，“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等学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

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人

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学院辅导员在开展思想理论教育和

价值引领、党团和班级建设、学风建设、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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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来工作，兢兢业业，

认真敬业。我院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研究生辅导员队伍

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专兼结合、师生

比不低于1:200的比例设置研究生辅导员岗位1人。学院研究生辅导员

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不断提高自身水

平，为培养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3）研究生党建工作的情况。学位授权点研究生规模不断扩大，

总体具备健康、积极、向上的良好态势，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对国家

政治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有较强的敬业精神

和成才愿望。学院研究生党支部针对研究生这个特殊群体，对研究生

党建的开展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深入宣传，营造良好的氛围。加大党

建工作的宣传力度，积极营造党建的氛围，举行研究生古诗词翻译大

赛，廉洁主题书画展等活动，充分调动所有党员参与党建活动的积极

性。二是加强沟通协作，完善组织建设。研究生支部严格遵循学生支

部的组织制度，整理好党员名册、档案、党员信息系统管理，按照程

序选举支委会组成人员，完善好组织建设方面的工作。三是强化理论

武装，推进思想政治建设。开展教育，提高研究生党员的素质。及时

宣传好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断丰富党员的文化生活，为其提供丰

富的精神食粮。四是丰富党建活动，保持党员的先进性。通过书记、

院长讲党课，多语种微党课，党课走进博物馆、纪念馆、田间地头、

宿舍等，丰富党史学习的形式，提升党史学习的成效，善用红色资源，

增强党史融入思政教育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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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课程教学 

（1）核心课程和主讲教师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英语国语言文学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学分 课程性质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职称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4/2 必修 1 于海量 教授 

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1 必修 2 李卉等 讲师 

3 第二外语（I、II） 68/4 必修 1 2 顾晓燕 副教授 

4 普通语言学 51/3 必修 1 张高远 教授 

5 翻译通论 51/3 必修 1 杨艳 讲师 

6 英语国家文学概论 51/3 必修 1 孙冬 教授 

7 跨文化交际 34/2 必修 2 蒲婧新 副教授 

8 中外思想文化经典 34/2 必修 2 孙冬 教授 

9 论文研讨与写作 34/2 必修 2 张高远 教授 

10 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 34/2 选修 2 孙珂 讲师 

11 认知语言学 34/2 选修 3 张高远 教授 

12 社会语言学 34/2 选修 3 张高远 教授 

13 英语语用学 34/2 选修 3 张高远 教授 

14 应用语言学 34/2 选修 3 
张晓甜、左

敏 
讲师 

15 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 34/2 选修 2 孙冬 教授 

16 现当代英美小说 34/2 选修 3 孙冬 教授 

17 英美现当代诗歌与戏剧 34/2 选修 3 孙冬 教授 

18 加拿大文学研究 34/2 选修 2 段慧 副教授 

19 中西翻译理论 34/2 选修 2 肖辉 教授 

20 英汉对比研究与翻译 34/2 选修 3 刘浩 副教授 

21 中国典籍英译 34/2 选修 3 杨艳 讲师 

22 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 34/2 选修 2 杨艳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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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比较文学导论 34/2 选修 2 范晨 讲师 

24 中外文学史理论研究 34/2 选修 3 温潘亚 教授 

25 文化研究导论 34/2 选修 3 范晨 讲师 

26 西方文论原著选读 34/2 选修 2 段燕 讲师 

27 第二外语（III） 34/2 选修 3 顾晓燕 副教授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日语语言文学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学分 课程性质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职称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4/2 必修 1 于海量 教授 

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1 必修 2 李卉 等 讲师 

3 第二外语（I、II） 68/4 必修 1 2 孙勇彬 教授 

4 日语语言学 51/3 必修 1 潘秋凤 副教授 

5 翻译通论 51/3 必修 1 潘秋凤 副教授 

7 跨文化交际 34/2 必修 2 蒲婧新 副教授 

8 日语思想文化经典著作研究 34/2 必修 2 齐梦菲 讲师 

9 日语论文研讨与写作 34/2 必修 2 潘秋凤 副教授 

10 日语语言学研究方法 34/2 选修 2 潘秋凤 副教授 

11 日语当代语法研究 34/2 选修 3 洪忠婷 讲师 

12 日本社会研究 34/2 选修 3 齐梦菲 讲师 

13 日语语用学 34/2 选修 2 洪忠婷 讲师 

14 日语文体学 34/2 选修 3 齐梦菲 讲师 

15 日语经贸文献选读 34/2 选修 2 齐梦菲 讲师 

16 日汉对比研究与翻译 34/2 选修 2 潘秋凤 副教授 

27 第二外语（III） 34/2 选修 3 孙勇彬 教授 

（2）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本学位授权点长期以来狠抓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严格执行《教

学工作规程》，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持续改进教学质量。强化师德师风

建设，在职称评定和教学奖励等方面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完



 

- 20 - 

善教学质量保障规范，实施全流程质量管理；落实“三全育人”责任。

本学位授权定期举办师德师风和教学科研小型研讨会；为了确保贯彻

执行各项教学政策、规定和措施，实现教学质量目标，设立了校、院

两级教学督导制度，对学位点的教学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深

入课堂和实习现场，做好教学检查督导和教学质量评估工作；加强教

风、学风的检查督导；协助健全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对学科专业建设、

方向设置、课程建设、教学计划提出指导建议，协助开展提高教学质

量和促进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的重要活动。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每

学期随堂听课不少于 4 次。建立青年教师导师组帮助青年教师持续

改进教学质量。鼓励青年教师申报教学改革课题，积极参加微课比赛

等教学比赛。 

2023 年，本学位点教学质量良好，学生评教满意度高。“劳动

教育视域下校园文化环境提升路径——以天鹅湖板块为例”获得2022

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劳动教育优秀实践项目一等奖。 

（3）教材建设 

本学位授权点高度重视教材建设，认真做好教材选用登记工作，

对教材的质量与权威性严格把关。近年来，本学位点专任教师在高水

平出版社出版教材多部。如《全新版大学高阶英语综合训练 4》（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2 年 9 月出版）、《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2 年 1 月出版）等。 

 

3.4 导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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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师选聘、培训和考核 

近年来，南京财经大学先后制定了《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指

导教师选聘办法》、《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导师考核暂行办法》、《南

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为贯彻落实江苏

省学位委员会、省教育厅制定的《关于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意

见》、《江苏省研究生导师职业道德规范“十不准”（试行）》等文

件精神，学校制定了《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

本学位点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要求，严格把关导师选聘，积极组织硕士

生导师参加业务交流与师德师风培训，严格考核要求，考核工作常态

化。2023 年 4 月本学位授权点制定《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

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对硕士生导师的评聘和招生资格等条件做

了具体而严格的规定。  

本学位点现有硕士生导师 12 人，覆盖英语语言文学和日语语言

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包括英语文学、英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

日）、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多个方向。所有硕士生导师

均爱岗敬业、认真履职，未发生过受处分及考核不合格情况。 

（2）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 

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规定在《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指导教

师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中。根据《工作条例》，导师有指导和检查

研究生的课程学习、社会实践、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写作，包括制定

学位论文工作计划，按时作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等环节；审核研究生

学位论文，坚持标准，严格把关，组织学位论文答辩；推荐评选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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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优秀学位论文、优秀调查报告等的人选；敦促欲提前毕业的研究

生或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时完成学习计划需延长学习年限的研究生

提前提出申请并签署意见；向学院及时汇报因中期考核不合格，或因

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组织纪律等方面表现很差，或因无故完不成学

位论文、在科研中剽窃或弄虚作假、擅自离校、长期请事假、患有特

殊疾病等原因而不宜继续培养的研究生；以及协助做好研究生的毕业

鉴定工作，对毕业研究生的业务能力和现实表现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等职责。 

本学位授权点严格执行学校的制度要求，执行情况良好。在读研

究生均正常学习，无申请延期毕业、休学或受学校处分的现象。2023

年所有应届外国语言文学硕士毕业生除 1 人外均顺利毕业，毕业论文

初次送审通过率 86%，最终通过率 100%，无学术不端现象。 

 

3.5 学术训练 

本学位授权点高度重视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的学术训练。今年制

定了《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奖助学金管理细则》、《南京财经大

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经费管理办法》等规定。本学位授权点明确科研

的重要性，强调在评奖评优中对于科研优秀学生的一定程度的倾斜，

鼓励学生发表高水平论文、参与导师课题、申请科研项目、参加学术

会议、参与学科竞赛等。本年度学生获奖情况如下： 

 

学生 

姓名 
年级 奖项名称 奖项级别 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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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格 2021 级
《“农行杯”南京财经大学第二

届大学生网络文化节》 
一等奖 南京财经大学 

刘辰宇 2021 级
江苏省研究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经典篇目翻译大赛 
三等奖 

江苏省文学类研

究生教指委；江苏

省翻译协会 

李凯璐 2021 级
江苏省研究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经典篇目翻译大赛 
三等奖 

江苏省文学类研

究生教指委；江苏

省翻译协会 

李凯璐 2021 级
第二届创研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词

汇能力挑战赛 A 类 
二等奖 

空中英语教室杂

志社；黑龙江创新

教育研究院 

张智 2022 级
江苏省外国语文文学研究生学术

创新论坛学术论文评选 
三等奖 

江苏省高等学校

外国语教学研究

会等 

张智 2022 级
第十八届江苏高校外语专业研究

生学术论坛论文评选 
三等奖 

江苏省文学类研

究生教指委； 

袁林 2022 级
江苏省外国语文文学研究生学术

创新论坛学术论文评选 
三等奖 

江苏省高等学校

外国语教学研究

会等 

袁林 2022 级
第十八届江苏高校外语专业研究

生学术论坛论文评选 
三等奖 

江苏省文学类研

究生教指委； 

郝素琳  2023 级

2023“外研社.国才杯”“理解当代中

国”全国大学生外语能力大赛笔译

省赛 

江苏赛区

三等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郝素琳  2023 级

2023“外研社.国才杯”“理解当代中

国”全国大学生外语能力大赛校赛

英语组笔译赛项 

特等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郝素琳  2023 级

2023 年“外研社.国才杯”“理解当代

中国”全国大学生外语能力大赛校

赛英语组演讲赛项 

二等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高婷  2023 级
第六届“人民中国杯”日语国际翻

译大赛 研究生组日译汉 
二等奖  中国外文局等 

黄青青  2023 级 2023 外研社国才杯英语写作 
校级二等

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李昕玥  2023 级
第六届“人民中国杯”日语国际翻

译大赛 研究生组日译汉 
优秀奖  中国外文局等 

李昕玥  2023 级
“人民中国杯”日语国际翻译大

赛 研究生组汉译日 
优秀奖  中国外文局等 

 

 

3.6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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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制定有《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在学期

间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规定》，为每位硕士研究生制定了《南京财经

大学硕士研究生学术交流活动登记本》和《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学术交流活动考核表》。 

本学位授权点长期以来要求并鼓励硕士研究生赴国内高水平大

学、研究所开展学术交流，支持硕导带硕士生参会，在经费上给予充

分保障。研究生毕业前，学院按《培养方案》规定的考核标准对学术

交流情况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8

次，参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

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

分。 

2023 年，本学科点邀请校外专家教授十余人来外国语学院做讲

座，他们分别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国

图尔大学等知名院校，为研究生打开了科学研究的视野。本学位点还

定期组织研究生经典读书活动，和学院教授一起品读经典，讨论学术

前言问题。 

 

3.7 论文质量情况  

我校高度重视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质量，通过制度建设健全毕业论

文质量控制和评估机制。我校学位办公室与研究生院共同制定了完善

的硕士学位论文考核制度，其中包括《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开

题管理规定》、《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盲审管理办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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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财经大学学术学位硕士学位论文评审标准》、《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处理办法》、《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

文复制比检测工作办法》、《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

办法》、《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每位硕士研究

生均须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学

位论文评审实行 100%“盲审”制度，由研究生院委托两名校外专家

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应具有教授、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评审

意见分为“通过”、“稍作修改后通过”、“重大修改后通过”和“未

通过”四等次。 

本学位授权点严格遵守上述规章制度，强化学位论文的质量保

障。2023 年，本学位授权点有 7 名研究生申请硕士论文答辩，盲审

率为 86%，最终答辩通过率 100 %。论文质量总体良好。 

3.8 质量保证 

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规定

的各项工作制度与流程，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导师考核暂行办

法》、《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强化指

导教师的质量管控责任，加强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管理。 

依托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各项规章制度，本学位点对外国语言

文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进行质量监控，完善分流淘汰机制。2023

年全年无硕士生导师受处分、受警告以及硕士研究生分流淘汰情况。 

 

3.9 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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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重视学风及学术道德建设，严格贯彻落实相关规章制度

坚持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规范导师指导行为，努力造就有理想

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新时代优秀导师。通

过课程思政研讨会、研究生任课教师和研究生中期座谈会、专题讨论

会以及全员大会的形式组织全体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共同学习和讨

论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认真学习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精神、《研

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南京财经大学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

文件汇编》等文件的内容，明确研究生导师不得逾越的“十不得”红

线，坚定立德树人、严谨治学、为国家培养“四为”高层次创新型技

术人才的育人目标，准确把握《准则》精神，严格界定导师行为底线，

使导师深刻认识到肩负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深入思考研究生

招生、课程建设、师资建设、质量监控、课程思政等工作。在《论文

研讨与写作》课程中融入学术规范教育。每位研究生均签署《南京财

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

忍”。2023 年，本学位点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均未发生学术不端现象。 

 

3.10 管理服务 

本学位点设有专职研究生辅导员一人，负责研究生日常管理。研

究生教学秘书一人，负责研究生教学工作。此外，我院设有研究生会

和研究生党支部，建立了完善的权益保障制度和沟通渠道，对于学生

的诉求和意见能够及时转达和解决，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学院与心理

中心协同合作为学生解决心理困惑，因此在学研究生对学院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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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 

 

3.11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研究生就业，长期关注研究生就业质量与职业

发展。近年来学生就业去向包括高校、中学、国有企业以及自主创业，

用人单位意见反馈良好。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大力推动大数据人文社科研究范式，推动语料库语言学、计量语

言学等与话语、翻译、文体、文学、教育等的交叉研究；加强研究硬

件条件建设，推进语料库语言学实验室、认知语言学实验室、商务英

语虚拟仿真实验室，使语言研究对接国际前沿。坚持“国家急需、任

务牵引、成果重大、协同创新”的原则， 以“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

播工程”等重大项目为抓手，开展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立足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开展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加强区域国别与

全球治理研究，为“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提供学术支持；以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为支撑，

开展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为文化走出去研究提供科学支持。 

4.2 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外国文学研究和国家文化传承战略相对接，打造全国学术高峰；

外国语言学研究以语料库和话语研究为特色，为国家提供话语传播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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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进入国际视野；翻译研究直接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为中

国文化、中华学术走出去提供社会服务；国别区域研究融合国家战略，

为国家对外交往、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政策性高端智库。学科内部相互

融通，北非研究聚合英、法、阿语的力量，与文学、翻译研究相结合；

语料库语言学结合翻译和国别区域研究，形成推动“走出去”战略的

合力。 

4.3 文化建设（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本学位点与统计学科交叉，推进大数据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为我

国政治、经济、法制、文化建设等的国际化发展提供话语智库，研究

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对威胁人类健康、环境、安全等的话语进行合作

研究。外语学科还应与经管商法等商务学科深度融合，开展跨文化商

务语言研究、跨文化商务传播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研究、大商科

语料库建设与开发等系列研究。通过学校的南非孔子课堂、等机构的

建设，搭建中外对话交流平台，做好为江苏省提供全方位语言服务的

准备。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 研究生导师队伍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加强。部分学科方向导师

人数过少，且存在职称断档的情况，需要一方面积极引进国内外优秀

人才，另一方面在学科内部积极培养人才，双管齐下充实导师队伍。 

2. 本学科的科研成果仍需提高。目前本学位授权点在国家级和

省部级课题立项数量、CSSCI、A&HCI、SSCI等来源期刊论文发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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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专著出版数量等方面均较少，科研质量有待提高。 

3. 研究生招生质量和科研产出有待提高。录取学生来自 985 和

211 高校的数量偏少，需要加强学科建设，增强学科吸引力，并同时

加强招生宣传力度。在校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产出较少，存在较大程度

的提升空间。外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需要进一步提

升，加强学生科研训练，争取获得省级优秀论文。进一步加强学生就

业推进工作，把实习和就业进一步衔接和统一。 

4.加强科研平台建设。目前本学位点仅有一家省级研究生工作

站，研究生实习基地或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若干，对于人才培养发挥

的作用和产出的成果比较单一，需要结合学科特色以及我校商务背

景，对科研平台和实习基地的合作方式和育人模式进行多元化探索，

进一步提升协同育人的质量。 

5.研究生教育教学的规范化建设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要提高培

养质量,必须进行科学化管理,用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方法和手段进行

管理,使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高效化。相对于本科生教学，研究

生教学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程度仍有欠缺，需要严加监督和考核。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规范导师指导

行为，努力造就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的新时代优秀导师。重视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鼓励导

师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研究水平、外语实践能力、教学质量和指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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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推动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积极引进国内外高端学者，加

大支持青年教师的科研力度，提高科研水平。积极组织学术交流活动

和承办学术会议，鼓励教师参加学术交流，提高教师的科研意识和科

研兴趣，形成良好的科研氛围。 

2. 重视科研工作，提高科研质量。加强学术交流，营造学术氛

围，以省部级、国家级基金项目和奖励期刊论文为抓手，寻求项目立

项突破。加强外国语言文学各方向的科研团队建设，发挥教授的模范

带头作用，切实加大对骨干科研人员和年轻科研人员的培养力度，在

学院的层面形成多支科研团队，形成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 

3. 狠抓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力争省优论文。开展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综合改革，努力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

保障制度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和诚信的科研环境，实施精

细化管理，建立一套科学、严密、行之有效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

证体系，实现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不断提高，力争获得省级优秀论文。 

4.探索研究生工作站和培养基地的多元化合作模式，突破人才培

养方式的单一性，积极探索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新机制。加强本学位点

与政府部门、涉外企业和教培机构的联系，开展实质性的合作，依托

各自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强科研领域的研究创新。 

5. 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培养的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适合本学位

授权点的研究生教学及师资管理规范体系，完善研究生培养规范体

系，科学制定具有稳定性和可操作性的规范，并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

度，切实提高本学位点的研究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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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学位点的依托单位应用数学学院成立于 2002 年，现有数学与

应用数学、金融数学两个江苏省一流本科专业。2006 年获应用数学

硕士授予权，2010 年获数学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2012 年数学一级

学科被遴选为校重点学科；2016 年被遴选为“十三五”江苏省重点

（培育）学科，2018 年中期检查优秀，2021 年期满验收合格；2022

年获批“十四五”江苏省重点学科（B类），2023 年中期检查合格。

本学位点构建了多元复合、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创立了

融数学、经管和计算机等多学科于一体的课程体系，形成了数学与经

管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统一的学科特色。数经交融与多元

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受到国内多所高校的关注，形成了良

好的示范辐射效应。我院金融数学专业在2023年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

名中位列第7/46位(等级A)。2023年取得的建设成效主要有：

一是学科梯队结构进一步优化。引进了3名高水平博士。目前，

学科梯队由26位硕导（含1位博导）构成，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9人，

讲师9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比96%，45岁以下的中青年硕导占比

76.9%。

二是教学科研水平进一步提升。2023年，在建两个江苏省一流本

科专业，在研国家和省部级教改课题5项，在《数学学报》、《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 》、《 IMA Journal of Management

Mathematics》、《Journal of Mathematical Fluid and Mechanics》、《Energy》

等SCI检索和国内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近40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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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在研的国家基金9项，新增省部级课题2项。

三是社会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2023年，学术团队服务地方经济

的能力逐步增强，新承接横向课题与社会培训各2项。现有1个江苏省

研究生工作站。依托数学学科有江苏省研究生导师类产业教授和江苏

省本科类产业教授各1人。

四是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提高。在校硕士生人数逐年增长，2023

年招收28名硕士生。目前，在校硕士生有91人，2023届硕士生毕业率

和就业率均为100%，学位率为100%。主持一项“江苏省学术学位研究

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有7名研究生在国内相关学术会议作学术报告，

有2名研究生获学会论文奖。学院承办2023 年江苏省运筹学会研究生

创新论坛。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旨在培养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严谨的科学

态度、扎实的专业知识，能够运用数学和经济管理等知识与技能解决

实际问题，能在国民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积极

作用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具体培养目标如下：

（1）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

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

任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品

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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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数学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备一

定的经济管理知识与技能，具有解决本学科领域及相关学科领域的数

学及其应用问题的能力，以及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工作的能

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

资料，并能综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

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1.2 学位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

行实施办法》《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制定本学科学

位授予的质量标准，并严格执行。具体学位标准如下。

（1）政治思想要求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

主义制度，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培养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能够担

当名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课程要求

在规定期限内通过学位课程考试，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培养环节，

修满并取得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还应满足必修课考核成绩平均在

75 分（含）以上。

（3）外语要求

要求较熟练地用英文阅读本专业的英文资料，具有良好的英文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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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和写作能力，同时达到下列条件之一：

①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 SSCI、SCI 检索期刊上发表全

英文论文 1篇；

② 大学英语六级成绩达到 425 分（含）以上；

③ 托福考试成绩达到 85 分（含）以上；

④雅思成绩达到 6.0 分（含）以上；

⑤ 英语（PETS-5）笔试总分 50 分（含）以上，其中口试总分 2

分（含）以上。

（4）学位论文要求

① 论文选题应属于本学科研究领域，其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

建议应有学术价值或对国民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② 论文研究应能体现出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

入的专门知识；

③ 应反映出科学的方法和较熟练的技能；

④ 应具有新的见解和一定的科研或技术成果；

⑤ 论文结构、体例和打印符合规范，参考文献符合学校规定的

著录格式，一般应在 3万字以上，中文摘要为 1000 字左右。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按数学一级学科（0701）招生，在四个二级学科方向下

设置八个研究方向：

（1）基础数学（07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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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代数与数论

B．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

（2）计算数学（070102）

C．数值计算与大数据分析

D．运筹与优化

（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070103）

E．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金融数学

（4）应用数学（070104）

G．非线性分析与经济应用

H．分形理论与金融应用

基础数学涵盖代数与数论、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两个研究方向。

代数与数论方向主要研究解析数论、组合数学及代数表示论等相关问

题；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方向主要研究微分方程和动力系统的基本数

学理论以及在物理、生物、网络、经济模型中的应用问题。

计算数学涵盖数值计算与大数据分析、运筹与优化两个研究方向。

数值计算与大数据分析方向以数学物理、信息科学等领域的相关数学

模型和方法为研究对象，运用数值分析、数值优化、凸分析等理论与

方法进行数值计算、大数据分析方面的研究。运筹与优化方向主要研

究网络模型、最优化模型及算法的设计以及在信息科学和经济管理学

等领域的应用。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涵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金融数学两个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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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向主要研究随机过程和统计模型的数学理论

及其在经济金融学中的应用；金融数学方向主要研究资本资产的定价、

最优投资组合策略、金融市场的波动特征、市场间的相互关系、风险

溢出效应等问题。

应用数学涵盖非线性分析与经济应用、分形理论与金融应用两个

研究方向。非线性分析与经济应用方向主要研究非线性泛函分析和微

分方程理论及其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分形理论与金融应用方向主要研

究分形和小波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在经济金融等领域的应用。

2.2 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情况如下。

学科方向名称 基础数学

姓名 潘颢
性别 男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备注

出生年月 197905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最高学位、最后学历
2006 年、南京大学、基础数学、博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南京财经大学应用数学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 数论与组合数学

国内外学术兼职情况

（限填 3 项）
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德国数学文摘评论员

主要学术荣誉称号

（限填 3 项）

教学与科研情况

指导研究生

情况

博士生 硕士生

招生数 已授学位数 招生数 已授学位数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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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代表性

的获奖项目、

专著、论文等

（限填 5 项）

序

号

成果名称（获奖、论

文、专著、发明专利、

鉴定成果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

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

ISBN，专利授权号，鉴定单位等

获得

时间

本人署名

次序/署名

人数

1

On the generalized

restricted sumsets in

abelian groups

Journal of Combinatorial Theory,

Series A，

ISSN: 0097-3165

SCI 检索，

DOI: 10.1016/j.jcta.2022.105704

2023 2/2(通讯)

2

On the almost

universality of

[x2/a]+[y2/b]+[z2/c]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ISSN: 0002-9947

SCI 检索，

DOI:10.1090/tran/8438

2021 3/3(通讯)

3

Small gaps between

the Piatetski-Shapiro

prime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ISSN: 0002-9947

SCI 检索，

DOI: 10.1090/tran/8205

2020 2/2(通讯)

4
Consecutive primes

and Legendre symbols

Acta Arithmetica，

ISSN: 0065-1036

SCI 检索，

DOI: 10.4064/aa170810-29-11

2019 1/2

5

The Green-Tao

theorem for primes of

the form x2+y2+1

MonatsheftefürMathematik，

ISSN: 0026-9255

SCI 检索，DOI:

10.1007/s00605-018-1245-0

2019 2/2(通讯)

主持和作为

主要参与承

担的主要教

学改革与科

研项目（限填

5 项）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下达编号）

项目

来源

项目

起讫时间
承担人（*）

经费

（万元）

1

关于截断超几何函数

及其相关序列的超同

余式（12071208）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02101-202412 潘颢（1/6） 51

2
组合同余式与群上的

和集（11671197）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01701-202012 潘颢（1/4） 48

学科方向名称 计算数学

姓名 吴波
性别 男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备注

出生年月 198203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最高学位、最后学历
2009 年 6 月、南京大学、数学、理学博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南京财经大学应用数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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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 分形复杂网络算法及应用

国内外学术兼职情况

（限填 3 项）
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

主要学术荣誉称号

（限填 3 项）

教学与科研情况

指导研究生

情况

博士生 硕士生

招生数 已授学位数 招生数 已授学位数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16 10 0

最有代表性

的获奖项目、

专著、论文等

（限填 5 项）

序

号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

专著、发明专利、鉴定成

果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

物名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

单位及 ISBN，专利授权号，鉴

定单位等

获得

时间

本人署名

次序/署名

人数

1
《分形上的动力学分析

及其应用》

河海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30-6473-1
2020 1/1

2

Topological Properties,

Spectra Analysis, and

Consensus Problems for a

Class of Network Models

Based on m-Fission

Oper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Cybernetics,

ISSN 2168-2267

SCI 检索

DOI:10.1109/TCYB.2021.3128

361

2022 2/2(通讯)

3

Mean Time to Absorption

on The Joint Sierpinski

Gasket

Fractals,

ISSN 0218-348X

SCI 检索

DOI:10.1142/S0218348X21500

78X

2021 2/2(通讯)

4

The 2-adic derivatives

and fractal dimension of

Takagi-like function on

2-series field

Fractional Calculus and Applied

Analysis,

ISSN 1311-0454

SCI 检索

DOI:10.1515/fca-2020-0044

2020 1/1

5

Spectral analysis for

weighted iterated

q-triangulation networks

Chaos,

ISSN 1054-1500

SCI 检索

DOI: 10.1063/1.5120368

2019 1/3

主持和作为

主要参与承

担的主要教

学改革与科

研项目（限填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下达编号）

项目

来源

项目

起讫时间
承担人（*）

经费

（万元）

1

由 Sierpinski垫片得到的

局部自相似网络上的随机

游走及谱分析（12026214）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天元项目）

202101-

202112
吴波（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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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

2

局部域上的分形分析及

拟微分算子的负谱

（1170127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201801-

202012
吴波（1/4） 16

3

具有分形边界的 p-adic

二维波动方程的研究

（17KJB110003）

江苏省高校自然

科学基金

201801-

201912
吴波（1/3） 3.2

4

具有财经特色的公共数

学课程教学体系构建

（202002155018）

教育部产学合作

协同育人专项

202101-

202212
吴波（1/4） 5

5

分形几何在中国的发展

和传播实践

（23SX0303）

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

202309-

202509
吴波（1/5） 0.5

学科方向名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姓名 万树文
性别 男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备注

出生年月 197612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最高学位、最后学历
2006 年、University of Toledo、统计学、理学博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南京财经大学应用数学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 数理统计

国内外学术兼职情况

（限填 3 项）
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江苏省运筹学会会员

主要学术荣誉称号

（限填 3 项）

南京财经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南京财经大学应用数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教学与科研情况

指导研究生

情况

博士生 硕士生

招生数 已授学位数 招生数 已授学位数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9 7

最有代表性

的获奖项目、

专著、论文等

（限填 5 项）

序

号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

专著、发明专利、鉴定成

果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

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

ISBN，专利授权号，鉴定单位等

获得

时间

本人署名

次序/署名

人数

1

Smooth semiparametric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for

continuous diagnostic

tests

Statistics in Medicine,

ISSN:0277-6715

SCI 检索

DOI:10.1002/sim.2726

200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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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paring correlated

ROC curves for

continuous diagnostic

tests under density ratio

models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

ISSN: 0167-9473

SCI 检索

DOI: 10.1016/j.csda.2008.07.018

2008 1/2

3

Semiparametric ROC

surfaces for continuous

diagnostic tests based on

two test measurements

Statistics in Medicine,

ISSN:0277-6715

SCI 检索

DOI:10.1002/sim.3625

2009 1/2

4

A goodness-of-fit test for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in stratified case-control

studies via empirical

likelihood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Theory and Methods,

ISSN： 0361-0926

SCI 检索，DOI:

10.1080/03610926.2010.503019

2011 1/3

5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for semiparametric

comparison of population

means and variances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Theory and Methods,

ISSN： 0361-0926

SCI 检索，DOI:

10.1080/03610926.2014.882169

2016 1/3

主持和作为

主要参与承

担的主要教

学改革与科

研项目（限填

5 项）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下达编号）

项目

来源

项目

起讫时间
承担人（*）

经费

（万元）

1
ROC 曲面半参数统计

分析（11001119）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201101-201312 万树文(1/3) 10

2

金融数学专业概率统

计研究性教学探索

（2015029）

南京财经大

学教改课题
201501-201512 万树文(1/4) 0.3

学科方向名称 应用数学

姓名 方国昌
性别 男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备注

出生年月 197908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最高学位、最后学历
2013 年 6 月、江苏大学、系统工程、工学博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南京财经大学应用数学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 非线性分析及经济应用

国内外学术兼职情况

（限填 3 项）

中国“双法”研究会低碳发展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生态环境系统工程专委会委员；

江苏省运筹学会理事。

主要学术荣誉称号

（限填 3 项）

2019 年，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2018 年，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

2016 年，江苏省“333 工程”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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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科研情况

指导研究生

情况

博士生 硕士生

招生数 已授学位数 招生数 已授学位数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32 12

最有代表性

的获奖项目、

专著、论文等

（限填 5 项）

序

号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

专著、发明专利、鉴定

成果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物名

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单位及

ISBN，专利授权号，鉴定单位等

获得

时间

本人署名

次序/署名

人数

1 能源碳排放系统分析

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

一等奖，国家级

教社科证字（2015）第 023 号

2015 年 4/4

2
节能减排路径优化理

论分析及政策选择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59658-1
2020 年 1/1

3

What drives urba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 Spatial

analysis based on

nighttime light data

Applied Energy，

ESI 高被引，

ISSN: 0306-2619

SCI 检索，

DOI:

10.1016/j.apenergy.2022.118772

2022 年 1/4

4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rehensive

multidimensional

energy index

Energy Economics，

ISSN: 0140-9883，

SSCI 检索，

DOI: 10.1016/j.eneco.2020.104875

2020 1/3

5
碳交易驱动下的政企

碳减排演化博弈分析

中国管理科学,

ISSN: 1003-207X
2021 1/3

主持和作为

主要参与承

担的主要教

学改革与科

研项目（限填

5 项）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下达编号）

项目

来源

项目

起讫时间
承担人（*）

经费

（万元）

1

建“三优一高”教学资

源、创“四位一体”育

人模式，培养应用创新

人才

南京财经大学
202309-

202409
方国昌（1/6） 0.5

2

碳再平衡视域下能源

转型和碳交易交互耦

合效应与政策协同研

究(7227409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2301-

202612
方国昌（1/9） 45

3

碳交易驱动视角下的

新能源发展路径优化

与政策协同研究

（7177407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801-

202112
方国昌（1/8）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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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空地一体典型区域

中尺度碳排放核算体

系及碳管理范式研究

(22&ZD13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子课题)

202301-

202712
方国昌（1/5） 8

5

典型区域中尺度碳监

测体系研究与试点示

范（BE2022612）

江苏省碳达峰碳中

和科技创新专项资

金项目

202207-

202506
方国昌（1/5） 25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简况表

学科方向名称 项目 姓名 职称 主要学术职务

基础数学

带头人 潘颢 教授
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

南京师范大学兼职博导

中青年学

术骨干

1 李梅 教授 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

2 张闪 副教授

3 焦小玉 副教授

4 肖伟梁 讲师

5 席文斐 讲师

计算数学

带头人 吴波 教授
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

江苏省高校教研会理事

中青年学

术骨干

1 申远 教授 江苏省计算数学学会常务理事

2 刘保庆 副教授 江苏省计算数学学会理事

3 谭玉顺 副教授

4 公维强 讲师

5 张芳芳 讲师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带头人 万树文 教授
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

江苏省运筹学会会员

中青年学

术骨干

1 宋瑞丽 教授

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江苏省

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理事、江

苏省运筹学会理事

2 孙春燕 副教授

3 孙成峰 副教授 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

4 慕艳敏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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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波 讲师
中国运筹学会不确定系统分会

常务理事

应用数学

带头人 方国昌 教授

中国“双法”研究会低碳发展管

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能源经

济与管理研究分会理事、生态环

境系统工程专委会委员、江苏省

运筹学会理事

中青年学

术骨干

1 王宏勇 教授

2 陈娜 副教授

3 顾红 副教授 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

4 杜淼 副教授 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

5 王成 讲师

2.3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 2023 年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以及在研项目情况如下。

2023 年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以及在研项目简况表

序号
名称

（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

时间
负责人

批准经费

（万元）

1

碳再平衡视域下能源转型和

碳交易交互耦合效应与政策

协同研究（7227409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面上项目

202301-2

02612
方国昌 59

2

天空地一体典型区域中尺度

碳排放核算体系及碳管理范

式研究（22&ZD136）

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办公

室

重大项目

子课题

202301-2

02712
方国昌 8

3
Ramsey 型的单色子图及

计数问题（12101298）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青年项目

202201-

202412
张芳芳 30

4

温度和环境变化对蚊媒传

染病影响的模型分析

（12101301）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青年项目

202201-

202412
张梦芸 30

5

关于截断超几何函数及其

相关序列的超同余式

（12071208）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面上项目

202101-

202412
潘颢 51

6
极小拓扑群中若干问题的

研究（12001264）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青年项目

202101-

202312
席文斐 24

7

几何奇异摄动理论及其在

生物学模型动力学中的应

用（1200126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青年项目

202101-

202312
王成 24

8
不确定环境下控制系统的

生存性与优化问题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青年项目

202101-

202312
盛林雪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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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3158）

9

“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中

我国企业生态位提升与共

生机制研究（20BGL028）

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办公

室

面上项目
202007-

202306
申远 20

10

拓扑群的极小性及其相关

性质的研究生

（BK20200834）

江苏省科学技

术厅
青年项目

202007-

202306
席文斐 20

11

快-慢系统的几何奇异摄

动理论与动力学分析

（BK20200829）

江苏省科学技

术厅
青年项目

202007-

202306
王成 20

12

探究数据异质性新模型的

估计方法及算法

（23KJB11011）

江苏省教育厅

省高等学

校自然科

学研究面

上资助经

费项目

202307-2

02507
曾珍 3

13

几类地球物理流体方程的

动力学研究

（BK20231301）

江苏省科技厅

省科技厅

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面上项

目

202307-2

02607
孙成峰 10

本学位点 2023 年度发表主要科研论文

序号 名称 作者 作者类型 发表刊物/出版社
期刊收

录情况

1

Can green tax policy promote
China's energy
transformation?— A nonlinear
analysis from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erspectives

方国昌 第一作者 Energy SCI

2

How the new energy industry
contributes to carbon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方国昌 第一作者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CI

3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superseded pollution fees,
does China effectively abate
ecological footprints?

方国昌 第一作者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SCI

4

Uncertain random portfolio
optimization with
non‑ dominated sorting
genetic algorithm‑ II and
optimal solution criterion

李波 通讯作者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view
SCI

5

Observer-based
event-triggered control for
interval type-2 fuzzy
networked system with

谭玉顺 第一作者
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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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attacks

6

Dynamic event-triggered
security control for networked
T-S fuzzy system with
non-uniform sampling

谭玉顺 第一作者 Fuzzy sets and systems SCI

7
Strategic joining rules in
unobservable queues with
dynamic service rate

马双凤 第一作者
IMA Journal of

Management Mathematics
SCI

8

Explo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environmental expenditure
based on the CO2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urban China

方国昌 第一作者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SSCI

9

Uncertain random enhanced
index tracking for portfolio
selection with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hypothesis test

李 波 第一作者
Chaos, Solitons and

Fractals
SCI

10
Uncertain random portfolio
selection with different mental
accounts based on mixed data

李 波 第一作者
Chaos, Solitons and

Fractals
SCI

11
Keller-Segel 系统在 Besov 空

间中部分大初值的全局解
肖伟梁 第一作者 数学学报(中文版) CSCD

12

Global well-posedness for the
three-dimensional
Navier–Stokes–Maxwell
system with damping

孙成峰 通讯作者
Applied Mathematics

Letters
SCI

13
The average shortest distance
of three colored substitution
networks

吴 波 通讯作者 Chaos, Solitons & Fractals SCI

14

Antidiagonalization theory and
algorithm of matrices from
skew symmetric matrices to
arbitrary matrices

吴云云 第一作者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
SCI

15
The peakon solutions of a new
integrable Camassa-Holm
equation

王 昀 通讯作者
Applied Mathematics

Letters
SCI

16
Negative order mKdV
equation and -solitons

王 昀 第一作者
Applied Mathematics

Letters
SCI

17

Multi-period portfolio
selection based on uncertainty
theory with bankruptcy control
and liquidity

李 波 第一作者 Automatica SCI

18
Existence and uniqueness of
solutions for uncertain
nonlinear switched systems

李 波 其 它 Automatica SCI

19

Understanding the
Convergence of the
Preconditioned PDHG
Method: A View of Indefinite
Proximal ADMM

马玉敏 第一作者
Journal of Scientific

Computing
SCI

20
Iterative methods for multiple
roots with memory using
self-accelerating technique

刘保庆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SCI

21
Gallai–Ramsey number of odd
cycles with chords

张芳芳 第一作者
European Journal of

Combinatorics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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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On two conjectural
congruences of Sun involving
harmonic numbers

潘 颢 通讯作者

Revista de la Real
Academia de Ciencias

Exactas, Fisicas y
Naturales. Serie A:

Matematicas. RACSAM

SCI

23
On the generalized restricted
sumsets in abelian groups

潘 颢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Combinatorial

Theory. Series A
SCI

24
Martingale solution for the
compressible liquid crystal
system

邱召阳 第一作者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Fluid and Mechanics
SCI

25

Asymmetric Multifractal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Energy Futures and Energy
Stock Markets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

王宏勇 通讯作者
Fluctuation and Noise

Letters
SCI

26

Time-periodic solutions for 2D
MHD equations with
horizontal dissipation and
horizontal magnetic diffusion

孙成峰 第一作者
Zeitschrift fur angewandte
Mathematik und Physik

SCI

27

Hurwicz criterion based
optimal control model for
uncertain descriptor system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industrial management

盛林雪 其 他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SCI

28

An optimal neural network
design for fractional deep
learning
of logistic growth

刘保庆 通讯作者
Neural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SCI

29

Supercongruences concerning
lacunary sums of Catalan
numbers and binomial
coefficients

潘 颢 通讯作者
Publicationes

Mathematicae Debrecen
SCI

30
A remark on Zolotarev’s
theorem

潘 颢 通讯作者 Colloquium Mathematicum SCI

31
A Lucas-type congruence for
q-Delannoy numbers

潘 颢 第一作者 Discrete Mathematics SCI

32

Rainbow subgraphs in
Hamiltonian cycle
decompositions of complete
graphs

刘昱辰 第一作者
Tohoku Mathematical

Journal
SCI

33

Critical conditions and
asymptotics for discrete
systems of the
hardy-littlewood-sobolev type

李亚云 其 他
Romanian Journal of

Physics
SCI

34

Decentralized control for
interconnected
semi-markovian jump systems
with partially accessible
transition rates: a dynamic
memory event-triggered
mechanism

谭玉顺 第一作者
Complex Engineering

Systems
SCI

35
Invariant measure for the 2D
cahn-hilliard navier stokes
equations

邱召阳 第一作者 Stochastic and Dynamics SCI

36
On the Coupled of NBEM and
CFEM for an Anisotropic

刘保庆 通讯作者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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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silinear Problem in an
Unbounded Domain with a
Concave Angle

Mathematics

37
求解三块变量约束凸优化问

题的邻近部分平行分裂算法
申 远 第一作者 吉林大学学报（理学版） CSCD

作者类型：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其他。

期刊收录情况：CSSCI、CSCD、SCI、SSCI、EI、A&HCI、其他。

2.4 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具有良好的教学、科研和实践条件。学校藏有丰富的图

书资料，建有 200 余个多媒体教室，拥有江苏省电子商务重点实验室、

经济数学实验室、金融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盐

城聚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威仕达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等多个实验室和产学研合作基地，能够为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

提供充足的资料和良好的实验与实践平台。

重点实验室、人才培养基地、研究生工作站及部分产学研合作基地情况

名称 类别 批准单位与时间

江苏省重点实验室
电子商务实验室（经济数学

实验室是其中一部分）

江苏省政府，

2000 年

金融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江苏省高校金融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

江苏省教育厅，

2009 年

金融工程实验室 省部共建实验室
江苏省教育厅，

2004 年

盐城聚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

2016_273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2016 年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南京分所 产学研合作基地 南京财经大学，2023 年

南京安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产学研合作基地 南京财经大学，2023 年

贝蒂斯（苏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产学研合作基地 南京财经大学，2023 年

2.5 奖助体系

学校建立健全了各项奖助制度，先后出台了《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

暂行办法》《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南京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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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大学研究生专项奖学金评定办法》《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三助一

辅”工作实施细则》等管理文件。应用数学学院也出台了《南京财经

大学应用数学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细则》《南京财经

大学应用数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细则》《南京

财经大学应用数学学院专项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细则》等制度文件，

保证研究生各项评奖评优以及资助政策能够落实到位。

学校为研究生提供了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助学金、

专项奖学金和“安徽同曦商会奖学金”等社会奖学金各种奖项，学院

也为本院研究生设立了“高顿奖助学金”。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覆

盖面为 100%，其中一等学业奖学金比例为 20%，奖励金额为 12000 元

/年•生，二等学业奖学金比例为 30%，奖励金额为 8000 元/年•生，

三等学业奖学比例为 50%，奖励金额为 6000 元/年•生。国家奖学金

为 20000 元/生，学院每年均有学生获奖。助学金 6000 元/年•生，覆

盖面达到 100%。学校和学院为研究生还设立了“助教、助研、助管”

等勤工助学岗位，确保每一位研究生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不能完成学

业。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研究生报名数量较为充足，2023 年有 50 余人一志愿报

考，录取 28 人，其中第一志愿录取比例 100%。为保证生源质量，本

学位点每年通过赴国内有关高校现场宣传、通过寄发招生简章书面宣

传、通过新媒体网络宣传、通过在校研究生向本科母校电话宣传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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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措施进行招生宣传，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3.2 思政教育

根据培养方案，开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和

《自然辩证法概论》两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注重加强课程思政建设，

运用价值引领和素质引领，通过数学文化、数学思维和数学方法等途

径深入推进课程思政。不断挖掘每门课程、每个章节中的思政元素，

将数学文化、数学思维、数学方法中的科学伦理、家国情怀、职业精

神、职业素养以及数学家的探索精神与奉献精神等融入课程中。

学位点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作为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整体规划、统筹安排，不

断提高研究生辅导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学院研究生辅导员有丰

富工作经验，积极参加国家、省、校三级辅导员培训，理论水平、业

务水平和实践能力得到不断提升，年度考核位居学校前列。研究生辅

导员考核机制完善，将辅导员工作业绩和创新点考核、日常工作考核、

学生满意度考核、述职答辩考核相结合，进行综合测评。

学位点高度重视研究生党建工作，研究生党支部在校院两级党组

织的指导下，建立健全工作体制、组织机构、专职队伍等常规工作的

基础上，不断拓宽思路、积极探索、整合资源，围绕学院专业特点，

将党建与教育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起来，不断拓展党建工作

的新领域、新视野，形成了“以项目为引擎，领跑数院学子”的鲜明

独特的工作理念，发挥了党建工作在育人方面的统领作用。研究生党

支部作为南京财经大学样板党支部（培育），与学院分团委、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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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会密切联系，将党建与教育教学紧密结合，坚持党建带团建，

以服务师生和学校事业发展为自觉追求和基本职责，积极创建学习型、

创新型、服务型党组织，创造性地开展党建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3.3课程教学

3.3.1 本学位点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

且须修满 27 学分。

公共基础课（4门，9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6 门，18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

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8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

活动（1 学分）；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

分）。

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简况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教师

学时/学分
授课

语言姓名
专业技术

职务
所在院系

1 实分析 学位课 王宏勇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2 拓扑学 学位课 潘颢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3 Matlab 程序设计 学位课 申远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4 Basic Algebra（双语） 学位课 万树文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双语

5 运筹学及其应用 学位课 方国昌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6 偏微分方程 学位课 李梅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7 非线性优化 学位课 李梅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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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等概率论 学位课 宋瑞丽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9 随机过程 学位课 吴波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10 数值分析 学位课 吴波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11 金融数学 学位课 宋瑞丽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12 高等数理统计 学位课 姚定俊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13 泛函分析 学位课 方国昌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14 数据分析方法 学位课 姚定俊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15 非线性分析 专业选修课 杜淼 副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16
算法代数

（双语）
专业选修课 潘颢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双语

17 金融经济学 专业选修课 王波 副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18 数理经济学 专业选修课 孙春燕 副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19 矩阵论 专业选修课 谭玉顺 副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34/2 中文

20 复杂网络理论及应用 专业选修课 吴波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34/2 中文

21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专业选修课 刘保庆 副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22 调和分析 专业选修课 肖伟梁 讲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23

EllipticPartial

DifferentialEquationsof

SecondOrder（双语）

专业选修课 张闪 副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双语

24 微分方程定性理论 专业选修课 顾红 副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25 凸优化与凸分析 专业选修课 申远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26 分形基础与金融应用 专业选修课 王宏勇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27 集值分析与经济应用 专业选修课 公维强 副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28 金融随机分析 专业选修课 王小灵 副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29 经济应用模型 专业选修课 杨靖三 副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34/2 中文

30 小波分析及应用 专业选修课 王宏勇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31 文献选读 专业选修课
王宏勇/

申远

教授/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32 神经网络及应用 专业选修课 公维强 讲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33 时滞系统的鲁棒控制 专业选修课 谭玉顺 副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34/2 中文

34 Stata 软件操作 专业选修课 周木生 讲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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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期权定价的数学模型

和方法
专业选修课 宋瑞丽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36 生物数学模型及应用 专业选修课 顾红 副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37 代数学选讲（双语） 专业选修课 席文斐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双语

38 有限元方法 专业选修课 刘保庆 副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39 算法分析与设计 专业选修课 申远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40 广义线性模型 专业选修课 万树文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41 贝叶斯统计 专业选修课 孙春燕 副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42 现代数学讲座 专业选修课 王宏勇 教授 应用数学学院 51/3 中文

3.3.2 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本学位点重视课程教学环节的改革与质量标准的建设，制定了包

括培养方案、课程建设与改革、课堂教学、教材建设与选用、成绩考

核、实习、学位论文等各个环节的规范性文件，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

准齐全合理；对各个教学环节的质量进行定期监测，依据可靠，数据

详实。

（1）合理设计教学环节，规范质量标准

学校层面：重视各个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的建设，实行校院两级

管理。制订了完善的教学质量保证制度体系，包括专业与课程建设系

统、课堂教学系统、课程考核系统、毕业设计（论文）系统、教学激

励和约束系统等。

学院层面：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教学环节的科学化和规

范化，在执行学校的各项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学院出台了相

关细化的制度规定，以培养方案制定、课堂教学抽查、期中教学检查、

教学业绩考核、学生评教、考试巡视、试卷抽查、毕业论文检查等方

式对教学过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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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和评价。

教学质量监测结果通过《南京财经大学教学督导简报》定期反馈。

学院坚持院领导听课制度，课程组坚持定期开展教研活动，特别是对

新任主讲教师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效果、教学育人等方面进

行评价，有效提高教学水平。

3.3.3 教材建设情况

学位点通过学校教材和专著资助计划，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材建

设。学科出版了多部经济数学教材，拥有江苏省优秀课程2门，精品

课程1门，精品教材和重点教材1部。

3.4 导师指导

本学位点有 26 位硕导（含 1 位博导），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比

96%，45 岁以下的中青年硕导占比 76.9%。学校和学院有严格的导师

选聘、培训和考核计划。校研究生院每年在师生互选之前均发布《南

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办法》，本学位点按此办法制定

详细的实施细则，确保每年硕导选聘工作顺利完成。学校和学院每年

组织新聘硕导进行岗位培训，并安排富有指导经验的硕导进行传帮带。

依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导师考核暂行办法》，学校和学院定期对

所有硕导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招生指标和各类奖惩措施相关联。

学校出台了《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南京财经大

学研究生工作督导检查条例》等规章制度，本学位点也建立了相应的

实施办法，并严格执行。迄今为止，本学位点未发生一起教学事故和

学术道德以及师德师风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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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硕士生导师基本情况

序号 教师姓名
专业技

术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学位 学术头衔或人才称号

所属学科

方向

1 方国昌 教授 学硕导师 工学博士

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

人、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

人才、省“333 工程”中青年学术

技术带头人、省“青蓝工程”优

秀青年骨干教师、中国“双法”

研究会低碳发展管理专业委员

会常务委员、能源经济与管理

研究分会理事、生态环境系统

工程专委会委员、江苏省运筹

学会理事

应用数学

2 王宏勇 教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省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 应用数学

3 李梅 教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计算数学

4 万树文 教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5 宋瑞丽 教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6 潘颢 教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省 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

三层次
基础数学

7 申远 教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省青蓝工程骨干教师 计算数学

8 吴波 教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省 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

三层次
计算数学

9 孙春燕 副教授 学硕导师 理学硕士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10 王小灵 副教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11 谭玉顺 副教授 学硕导师 工学博士 计算数学

12 陈娜 副教授 学硕导师
管理学博

士
应用数学

13 孙成峰 副教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14 刘保庆 副教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省青蓝工程骨干教师 计算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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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闪 副教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基础数学

16 顾红 副教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应用数学

17 杜淼 副教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应用数学

18 慕艳敏 讲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19 公维强 讲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计算数学

20 肖伟梁 讲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基础数学

21 李波 讲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22 王成 讲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应用数学

23 席文斐 讲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基础数学

24 盛林雪 讲师 学硕导师 工学博士 应用数学

25 张芳芳 讲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基础数学

26 张梦芸 讲师 学硕导师 理学博士 应用数学

3.5 学术训练

本学位点积极组织研究生参与各类学术训练，鼓励和支持研究生

积极参与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的研究和申报。制定了研究生参加各类创

新创业活动和学科竞赛的相关制度，并为相关学术活动提供经费支持。

2023 年主持一项“江苏省学术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3.6 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积极组织研究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为研究生的

学术交流提供经费支持。2023 年有 7 名研究生在国内相关学术会议

作学术报告，有 2名研究生获学会论文奖。学院承办 2023 年江苏省

运筹学会研究生创新论坛。

2023 年研究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情况表

序号 姓名 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会议 会议时间 是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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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1 王梦雨 2023 年江苏省计算数学学术年会 中国-盐城 国内 2023.5.27 是

2 徐牧云 2023 年江苏省计算数学学术年会 中国-盐城 国内 2023.5.27 是

3 胡钟仁 广东省“多媒体信息安全”暑期学校 中国-广东 国内 2023.7.8 是

4 黄雅怡 江苏省运筹学会研究生创新论坛 中国-南京 国内 2023.6.10 是

5 韩宇茜 江苏省运筹学会研究生创新论坛 中国-南京 国内 2023.6.10 是

6 徐佳俊 江苏省工业年会 中国-南京 国内 2023.12 是

7 王萌 江苏省工业年会 中国-南京 国内 2023.12 是

3.7 论文质量

学位点所有研究生学位论文均实行“双盲”评审制度，严格按照

外审专家的评审意见，决定研究生是否能参加最后的学位论文答辩。

对外审专家评价不高的学位论文，要求导师指导学生进行修改和完善。

该制度有效地保证了学位论文的质量。2023 年本学位点硕士学位论

文“双盲”评审共 52 份，通过 52 份，通过率 100%。

学位点认真开展学位论文抽检工作，确保抽检通过率百分百。

2023 年，本学位点的硕士学位论文未被抽检。

学位点高度重视学位论文的质量，从学生入学之初，就强调参与

课题研究，提高研究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小论文写作，训练研究生

的学术素养。在学位论文的选题设计、开题报告、论文撰写、预答辩、

答辩等整个过程中，研究生导师注重与学生沟通，努力提高研究生学

位论文水平。本学位点的所有毕业研究生均在学校规定的期刊上发表

一篇以上的学术论文，部分研究生独立或与导师合作发表了高质量的

论文。

3.8 质量保证

本学位点自开展研究生招生工作以来，依据省、学校和学院相关

规章制度，对招生过程，培养过程实施全程监控，确保培养质量。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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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校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相关管理规定，明确工作分工、强化管理

监督职责。依据《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

见》《江苏省研究生导师职业道德规范“十不准”》《全面落实研究生

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制定学院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

强化导师第一责任人机制，严格管控责任。

建立分流淘汰机制，在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

期考核和论文开题工作，主要考核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

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社会实践情况进

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以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生做

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迄今为止，本学位点尚未出现中期考核不合格而分流淘汰的情况。

3.9 学风教育

本学位点每年均组织导师和研究生集中学习有关科学道德和学

术规范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高等学校

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关于严厉查处高等学校学位论文买

卖、代写行为的通知》《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江

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

条例》，并要求每一位研究生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

学术规范承诺书》。在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坚持不懈地将学风建

设、学术道德和科研诚信教育等放在重要位置，防患于未然。迄今为

止，本学位点未发生一起学术不端行为。

3.10 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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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力服务人才培养，学院有党总支书记、院长、分管研究生教

育副书记、副院长、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秘书等专职管理人员。为

使研究生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并实际落实，学校和学院从下列四个方

面入手切实保障研究生的权益，即加强研究生权益保障的意识教育、

完善研究生权益保障的规章制度、建立研究生民主参与并监督的机制

体系、畅通研究生权益保障的渠道路径。

学校先后出台了《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业务费使用和管理办法》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条例》《南京财经大学学术型研究生

在学期间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规定》《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公寓管理

规定》《南京财经大学关于研究生婚育的规定》等政策文件，从制度

上保证研究生权益有章可循。学校和学院在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过程

中通过召开座谈会、推选研究生代表等形式，保证研究生对权益保障

制度建设的参与权。在研究生各项奖助学金评定小组中，均吸纳研究

生代表参与，发挥研究生过程参与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学校和学院还

通过设立校院两级研究生会、校长开放日、院长信箱等方式，建立研

究生维权正当程序，畅通研究生权利救济申诉途径，健全研究生权益

保护组织，保证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落到实处。通过满意度调查，发

现在学研究生的学习满意度高。

3.11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重视毕业研究生的就业发展，通过多种方式拓宽就业渠

道。2023 届硕士生毕业率和就业率均为 100%，学位率为 100%。研究

生毕业跟踪调查与用人单位意见反馈显示，毕业生对学院研究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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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及就业服务指导都有较高的满意度，用人单位对研究生的工作能

力和综合素质也有较高的评价。

2023 年就业统计数据表

（一）就业情况统计

年度
学生

类型

毕业生总

数

授予学

位数

就业情况
就业人数

及就业率协议和合同

就业

自主

创业

灵活

就业

升学

境内 境外

2023 硕士 26 26 22 0 0 4 0 26/100%

（二）签约单位类型分布

单位

类别

党政

机关

高等

教育

单位

中初等教

育单位

科研

设计

单位

医疗

卫生

单位

其他事

业单位

国有

企业

金融

机构

民营

企业

部

队
其他

硕士

签约
1 2 9 6 4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本学科作为财经类高校的基础性学科，依托本校财经特色和优势，

努力发挥数学在工程科学、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注重基础理论与

实际应用相结合，积极有效地促进数学学科的研究技术、科研成果在

工程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转化和应用。本学科对本校工程科学

2021年进入ESI全球学科排名前1%贡献度第一；本学科致力将微分方

程动力系统理论、大数据分析、运筹学与控制等数学理论和成果应用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2023年在研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

可持续发展中我国企业生态位提升与共生机制研究）、一项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基于OBE的金融数学专业课程教考

分离改革与实践）、一项2023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

4.2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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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坚持以江苏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要服务方向，依

托本校财经背景优势，充分发挥学科特色和人才专长，通过产学研互

动，加强服务基地建设。学院积极整合资源，完成横向课题 10 万元

（合作单位：江苏利安达永诚会计师事务所）；意向横向课题 8.5 万

元（合作单位：国家电网南通分公司）；社会培训 3万元（合作单位：

江苏龙麒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 万元（南京财讯科技有限公司）；

新增产学研合作基地 3个。

4.3 文化建设

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类在生存与发展中不断

探索与创造出来的一种理性文化。本学科致力于弘扬数学文化，彰显

数学魅力，展示数学能力。学院坚持每年举办一次“数学文化节”，

截至2023年已连续举办了十五届，该活动已成为我校特色品牌活动之

一。从刚开始的校内“文化推广”和“学术沙龙”到逐渐地走出校门，

走进街道、社区，走进养老院，走进中小学，走向企业，让更多的人

发现人文之美、数学之美。通过数学名家讲坛、数学知识竞赛、数学

建模指导、数学微课堂、数学赶集大讲堂等方式，邀请了数学名家诸

如中科院院士郭柏灵、徐宗本、汤涛，南京大学教授苏维宜、清华大

学教授文志英、国家教学名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刘三阳、江苏省

教学名师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王庚等作讲座，提升学生逻辑思辨能力、

数学分析能力，为同学们搭建了全面提高数学能力素质的平台。通过

不断地推陈出新和沉淀积累，现在，数学文化节已与社会调研和三下

乡等其他社会活动相结合，已成为我校培养复合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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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同时也成为数学学科开展公益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 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科领军人才匮乏，学术骨干、学术团队

与教学团队的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学科的研究方向尚需进一步凝练。

2. 教师在学界公认的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高层次

的科研项目数量偏少，科研经费人均偏少，高等级的科研和教学获奖

有待进一步培育。

3. 硕士生的培养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科研训练的能力有待进

一步加强，在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能力有待提高，省优硕论

文尚未产生，学生进一步学习和深造的动力和意愿不强。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 进一步加大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

完善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的选拔和培养机制，鼓励拔尖人才

脱颖而出。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汇聚人才，打造队伍，构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学术团队与教学团队。

2. 建立和完善科研激励机制，激发科研创新积极性。注重理论

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不断提升科研综合实力。不断加强数学与工

程学、经管类学科的交叉融合，鼓励教师将自身的科研方向与学校的

主流学科相结合。拟发表高水平论文 40 篇以上，其中 Top 期刊论文

5 篇以上。力争获批国家级课题 4 项，省部级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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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积极鼓励和支持教师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加强国际合作研

究，拟举办一次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进一步提高学科社会服务

的层次和质量，为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024

年力争新增一个研究生工作站和若干产学研合作平台，新增两项以上

横向课题和社会培训。

4. 进一步加强招生宣传力度，提高生源质量，扩大招生规模。

进一步改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提高课程思政水平和课堂教学质量。加

强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进一步改善研究生的学习、工作条件，提

高科研能力，激发学习动力。加强就业发展的指导和服务，努力提升

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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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2003 年，统计学学科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南京财经大学首

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之一；2011 年，统计学一级学科获得硕士

学位授予权。统计学科为江苏省重点建设学科（2003 年），“十一五”

省重点学科，“十二五”“十三五”省重点（培育）学科，江苏省高

校“青蓝工程”优秀学科梯队。 

 

（一）目标与标准 

1.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

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

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

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备扎实的统计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

本学科发展动态，掌握统计学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和

担负专门工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

料，并能综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

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2.学位标准 

（1）政治思想要求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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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制度，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培养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能够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课程要求 

在规定期限内通过学位课程考试，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培养环节，

修满并取得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毕业应修总学分 46 分（公共基础课、

学位课必修且须修满学分，专业选修课至少修满 10 学分，听取学术讲

座 1 学分，社会实践 1 学分，学位论文 6 学分），必修课考核成绩加

权平均在 75 分（含）以上。 

（3）外语要求 

掌握一门外国语，要求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有良

好的外文听说和写作能力，同时达到下列条件之一： 

①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国际期刊（SSCI、SCI 期刊）上

发表全英文论文一篇； 

②大学英语六级成绩达到 425 分（含）以上； 

③托福考试成绩达到 85 分（含）以上； 

④雅思成绩达到 6.0 分（含）以上； 

⑤英语（PETS-5）笔试总分 50 分（含）以上，其中口试总分 2 分

（含）以上。 

（4）学位论文要求 

①论文选题应属于本学科研究领域，其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

议应有学术价值或对国民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②论文研究应能体现出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

的专业知识； 

③应反映出科学的方法和较熟练的技能； 

④应具有新的见解和一定的科研或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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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论文结构、体例和打印符合规范，参考文献符合学校规定的著

录格式，一般应在 3 万字以上，中文摘要为 1000 字左右。 

 

（二）基本条件 

1.培养方向 

（1）社会经济统计。运用现代统计方法，针对中国经济运行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开展经济社会统计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研究：①致力

于完善社会经济统计体系建设，探索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综合评价方

法；②推进 “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实物账户的发展和

应用，建立和完善区域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体系；③量化研究经济政

策效果，开展经济统计方法与应用的研究。 

（2）大数据统计。将统计学、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开展大

数据分析和应用研究：①基于生物统计、生物信息学等领域的重要问

题，开展统计方法的创新研究，重点考虑稳健模型下的高维数据变量

选择方法、算法以及相关理论等；②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开展企业

技术创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碳税约束

下的节能减排演化机理及调控战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转型的影响路

径分析、区域水环境生态评价、碳排放权交易实验分析、失能老人长

期照料现状及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 

（3）现代金融统计。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研究金融运行问题，研

究金融数据之间的关系和数据中的变化规律：①注重将统计分析方法

与金融现象的随机特性相结合，建立各种理论模型对金融风险进行测

度和预测；②注重宏观微观结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研究我国宏观金

融调控、资本市场运行、金融风险管理、保险产品研发与设计等；③

注重定性定量统一，在理论演绎与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并解决宏观调



 

 - 4 -

控、金融工程、风险管理、产品设计等问题；④注重服务地方经济，

基于区域视角研究地方金融发展问题。 

 

2.师资队伍 

目前本学科共有教师 28 人，其中高级职称占比 68%、拥有博士学

位占比 93%、硕士生导师占比 64%。围绕研究生培养方向，组建三个

导师团队：（1）社会经济统计。团队成员 10 人，其中教授 3 人、副

教授 3 人、讲师 4 人。（2）大数据统计。团队成员 8 人，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4 人、讲师 3 人。（3）现代金融统计。团队成员 10 人，

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6 人、讲师 2 人。 

 

3.科学研究 

（1）科研项目 

本年度学位点新增新增纵向科研经费 13.0 万元、横向科研经费

30.0 万元。 

目前在研的国家级项目 11 项，省部级项目 10 项。 

（2）科研成果 

本年度学位点发表学术论文 20 篇，其中 SCI 期刊 6 篇，SSCI 期

刊 5 篇，CSSCI 期刊 5 篇，SCIE 期刊 2 篇，CSCD 期刊 1 篇。 

 

4.教学科研支撑 

（1）平台建设 

本学位点拥有的教学科研支撑平台，如表 1。 

 

表 1 教学科研支撑平台 

名称 类别 批准单位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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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人才培养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 年

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一期工程 人才培养基地 江苏省教育厅，2015 年 

江苏省统计科学研究基地 产学研合作基地 江苏省统计局，2011 年 

大数据经济统计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南京财经大学，2018 年 

 

（2）图书资料 

本学位点拥有的图书资料情况，如表 2。 

表 2 图书资料情况 

中文藏书

（万册） 

外文藏书

（万册） 

订阅国内

专业期刊

（种） 

订阅国外

专业期刊

（种） 

中文数据

库数（个）

外文数据

库数（个） 

电子期刊

读物（种）

15.0 0.2 45 16 45 17 230 

 

（3）经费支持 

全年为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学术会议、各种竞赛活动等）提

供经费支持，报销差旅费、注册费、参赛费等 5 万多元；若在学校奖

励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或硕士毕业论文被评定为江苏省优秀硕士论

文，学科给予相应的配套奖励 0.1 万元，从而提升大家的科研积极性、

提高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若在各种竞赛活动中取得名次，根据获得

的名次给予相应的奖励等。 

 

5.奖助体系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方案》，对本学科研究

生在学期间实施奖助。其奖助体系分为奖优、助学、解困三部分。其

中，奖优包含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专项奖学金；助学包含国家

助学金、“三助”岗位津贴；解困包含国家助学贷款、特困补助金、

新生绿色通道。 

本学年学位点研究生奖助情况，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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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在校研究生的资助情况 

奖项 项目总数（个） 总额（万元） 覆盖学生数（人） 覆盖学生比例（%）

奖学金 1 22.6 29 100 

助学金 1 17.4 29 100 

 

（三）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 

通过校内外招生宣讲、公众号推送、平面宣传等方式，吸引了东

南大学等双一流高校优秀学生报考本学科研究生。 

 

2.思政教育  

《统计学》课程为首批入选江苏省高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依托

名师工作室，多次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研讨，并将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

紧密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通过学习交流、集中研讨

等多种形式，开展系列思政教育活动，加强思政教育等。 

 

3.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所开设的专业课程体系，包括：（1）学位课。高级微观

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中级计量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高等

数理统计，国民经济核算，多元统计分析，抽样调查方法（双语）。

（2）专业选修课。试验设计，统计预测与决策，金融统计方法与数据

分析，Spark 与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与 Python 实现，数据挖掘与大数

据分析，统计建模与 R 实现，投入产出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生态与

环境统计，非参数统计，经济数据分析与评估，文献选读与论文写作。 

根据学科特点及研究生就业发展的需要，优化课程体系，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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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金融统计方法与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与 Python 实现”等；出

版省规划教材《统计模型与统计实验》。 

 

4.导师指导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办法》，鼓励符合

条件和要求的教师进入导师队伍，并按学校统一安排对新加入导师进

行系统的培训；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导师考核暂行办法》，开

展本学位点的导师考核工作，并将考核结果与薪酬挂钩；根据《南京

财经大学兼职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管理规定》，本学位点聘请了一位

具有一定学术影响教授担任兼职导师。通过定期组织讨论班、深度学

习班等方式，提升各位导师的指导水平与学术水平；通过学科经费资

助，鼓励各位导师外出培训与交流。 

 

5.学术训练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管理办法 》，要

求本学位点在读研究生积极组队申报实践创新项目；通过学科经费支

持，鼓励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全国大学生统计建

模大赛”“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等全国性的赛事活动，

本学科研究生在第六届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获得全

国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3 项；在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获得

全国总决赛中获得二等奖 1 项，省级赛中获得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2 项；在正大杯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研究生组总决赛中获得三等奖 2 项，省级赛中获得一等奖 2 项、二等

奖 1 项、三等奖 1 项等。组织学生深入专业实习基地，开展专业实习

实训活动；通过导师课题经费支持，鼓励学生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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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 

 

6.学术交流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学术交流活 

动的规定》，鼓励本学位点在读研究生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并给

予一定的经费支持。本年度在校研究生主要参加线上或邀请专家进校

等方式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其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学生数达到 60余人次。 

 

7.论文质量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严格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

文开题报告管理规定》《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的规

定》和《南京财经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规

范要求，学位论文选题及撰写要求明确，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

预答辩、正式答辩等各环节健全严格；本学科所有研究生学位论文均

实行“双盲”评审制度，本年度“双盲”通过率为 100%；在江苏省研

究生学位论文抽检中，本学科被抽检学位论文一篇，评审结果为“合

格”。本年度研究生学位授予率为 100%，在校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数

3 篇，其中在 CS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 1 篇。 

 

8.质量保证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要求，培养

期间对每位在读研究生实行中期考核，对于考核等级为 C 者，给予当

事人一次申辩的机会，并进行复评，复评结果仍为 C 等级，终止培养。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达不到相关要求，将

不接受学位申请或取消申请学位资格。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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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处理办法》，对于抽检不合格的毕业论文，本学

位点将对指导教师及学生本人，根据不同情况作相应的处理。 

 

9.学风教育 

每届新生入学，组织新生、老生、导师见面会，会上组织大家学

习《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

为办法》《南京财经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

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等，以增强大家学风意识、规范意识和责任

意识。 

对履职不力、所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存在买卖、代写、学术不端

情形的指导教师，学校将追究其失职责任；对于学生，给予开除学籍

处分，已获得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依法予以撤销。 

 

10.管理服务 

本学科所在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设置研究生秘书和专职研究

生辅导员各 1 人，负责研究生的日常管理。研究生秘书的岗位职责包

括：研究生日常教学的组织管理，日常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研究生进

行论文开题、中期检查、论文答辩、学位申请等工作。专职研究生辅

导员的岗位职责包括：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日常管理，研

究生评奖评优，研究生就业，研究生档案管理等。 

本学科建立了完备的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本学科通过研究生座

谈会、研究生谈心、走访研究生宿舍等多种形式调查了解研究生的学

习和生活情况。各项研究生评奖评优表彰都能按照学校和学院规章制

度的要求，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评选，奖（助）学金获

得者必须符合各类奖（助）学金评选条件的要求。初评结果都通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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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或宣传栏等方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若对初评

结果有异议，研究生可以通过规定途径顺畅反映问题并得到及时答复。 

 

11.就业发展 

本学科今年毕业研究生 11 名，协议或合同就业率为 90.90%，未就

业 9.09%。签约单位类型分布为：党政机关 2 人（占比 18.18%），国

有企业 4 人（占比 36.36%），民营企业 2 人（占比 18.18%），三资

企业 1 人（占比 9.09%），自主创业 1 人（占比 9.09%），其他 1 人

（占比 9.09%）。 

定期对本学科毕业研究生的用人单位进行访谈，对毕业研究生发

展质量进行调查。从访谈结果来看，毕业研究生进一步进行学术深造、

进入单位的中层、企业高管等人数较多，毕业生发展质量较高，用人

单位对本学科毕业研究生的满意率达到 90%以上。 

 

（四）服务贡献 

1.科技进步 

本年度学位点新增新增纵向科研经费 13.0 万元、横向科研经费

30.0 万元。 

 

2.经济发展 

本年度承担招标课题 4 项，积极为实现江苏省地方社会经济高质

量发展、企业发展献计献策，充分发挥了本学科的科研优势。 

 

3.文化建设 

本年度第十一届统计文化节在校园如期开幕，本届统计文化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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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据明理，计数知义”为主题。本次活动为期一个月，除了“一张

统计图”“午后时光沙龙”等传统活动外，还包括精彩纷呈的创新活

动，如统计初印象、统计知识竞赛、统计数据可视化等。让同学们领

略了统计文化之美，为今后的学习生活打牢坚实的基础。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生源供给略显不足 

目前本学科年招生规模 5 人，招生规模小，同时一志愿达线人数

还不能完全覆盖招生指标，生源质量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2）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本学科在学术带头人的培养和学术梯队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目前看，高水平领军人物的培养与引

进、创新团队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水平仍有待提高。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做强学科，加大宣传 

通过做强、做优学科，利用好校内外招生宣讲、公众号推送、平

面宣传等招生宣传方式，不断增加本学科研究生的报考人数；通过不

断提升在校研究生培养与就业质量，吸引较高水平学生报考，提升本

学科研究生的招生层次。 

（2）多方筹措，保障供给 

通过多方（学校、学科、导师等）筹措，保障研究生培养经费需

求。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做好研究

生培养经费保“基本”工作；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统计学学科经费使

用暂行办法（修订）》，做好研究生学术交流、成果奖励的保“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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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通过就业实习基地的补贴、导师课题经费支持等，做好研究生

学术实践、课题研究的保“质量”工作等。寻求多方经费支持，强化

师资队伍建设，招揽高层次人才的加盟。 

（3）搭建平台，创新发展 

①基地建设：依托“江苏省统计科学研究基地”，加强与各级统

计部门的沟通联系，主持完成统计科研课题研究 2 项以上。 

②学术交流：选送 1名左右骨干教师赴境外知名大学进行为期 3-12

月的学术交流。 

③人才引进：从国内外引进高水平人才至少 1 名。 

④教育教学：完成教育教学课题立项 1 项以上；在核心期刊发表

教育教学研究论文 2 篇；获得校级、省级优秀毕业论文 1 篇。 

⑤科研项目：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立项数 2 项以上。 

⑥发表论文：在 SCI、SSCI、CSSCI 期刊上及其他高水平期刊上

发表论文 8 篇以上。 

⑦学术交流：参加重要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1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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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于 2011 年获批，并于 2016 年被确定

为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学科（培育）；依托国家级电子商务交易技术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国家级电子商务信息处理国际联合研究中

心、江苏省电子商务重点实验室、江苏省粮食大数据挖掘与应用重点

实验室、江苏省商务大数据工程研究中心、江苏省粮食物联网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多个国家、省级科研平台，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形

成了“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服务计算与优化决策”、“多媒体技术”、“物

联网技术与应用”这四个具有自身特色与优势的学科方向。

（一）目标与标准

1.1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

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

(2)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思维能力、算法

设计与分析能力，了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前沿和动态，具有从

事本学科相关领域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能独立承担本学科专

门技术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3)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

能综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因特网查阅、

搜集和处理相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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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本专业的学习和工作。

1.2学位标准

本学位点制定了与我校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予质量

标准，在培养和学位授予的各个环节，学校印发有专门的文件，进行

严格要求。与此同时，本学位点结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特点，制

定了包括培养方案、学位授予细则、优秀硕士学位评选方案、教学管

理规定、开题管理规定、中期考核管理办法、论文撰写规范、学籍管

理等在内的多项规章制度，形成了完整的质量保障与认证体系。通过

对学位标准和有关规定的严格执行，本学科点没有发生一例学位论文

质量问题，在省学位论文抽检和学校论文盲审等诸环节，都没有出现

不合格论文，而且近年来，学位论文大多在良好以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如下：

(1) 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

修满 27 学分，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

语课程组成。学位课（6 门，18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

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 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研究生可依据研究方向，在专业选修课中选修相关课程。研究生

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

考核成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3) 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

（1 学分）；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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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

的视野，关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

取学术报告 10 次，参加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至少 1 次，应填写学术

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

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

能力。学校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

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

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

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宣讲教育报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

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

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

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二）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拥有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和计算机应用技术二级学科，以

及“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服务计算与优化决策”、“多媒体技术”、“物

联网技术与应用”四个稳定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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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与应用：该学科方向以电子商务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化

应用、粮食大数据处理与工程应用为特色。围绕商务智能化和粮食物

联网领域对海量数据处理与分析的需求，重点开展增量式数据的约简

与知识获取、混合数据的聚类分析、基于粒计算的过程系统分析与评

价、商务智能计算等智能信息处理及大数据分析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本学科依托国家粮食大数据采集与应用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级电子商

务交易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等多个科研平台，并与航信集团、

苏粮集团等多家企业开展合作研究，具有较好的学科基础。

服务计算与优化决策：该学科方向侧重于智能软件相关的理论研

究及其在软件工程中的应用，既包含智能软件相关算法机制的设计与

改进，也包括算法理论、模式识别技术的研究。研究成果一方面对计

算机学科理论研究有一定的贡献，也对相关企业在决策优化、数据可

靠性提升、生产力提高等方面起到了较为显著的效果。该学科方向重

点围绕深度学习理论与算法，在图像理解，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

与知识图谱方面展开理论与实践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并应用于

粮情预测、粮库智能管控、网络数据安全、VR 培训等，曾获得全国

粮油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多媒体技术：该学科方向主要研究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多媒

体技术、信息可视化、信息检索等领域。聚焦于媒体计算技术在智慧

农业、智能商务、地理信息可视化、食品安全检测等领域的应用，推

动解决了一系列挑战性问题，如作物品种细粒度识别、商品草图检索、

中医舌体图像分析、基于计算机视觉的肉品质量检测等，已在该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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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顶尖国际学术期刊和会议 IEEE TIP、Pattern Recognition、CVPR、

ECCV 等，以及交叉学科方向刊物，如 IEEE TCBB，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 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本学科方向已与澳

洲格里菲斯大学智能系统与集成研究院的高永晟研究团队、中国科学

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的冯献忠研究团队等在数据资源共享、

科学问题提炼、高端人才培养方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该学科方向重点开展粮食物联网体系架构、

智能信息调控、物联网信息安全、粮食安全跟踪与追溯等方面的基础

理论与应用研究，以我国粮食信息化过程中实际市场需求为导向，积

极从事粮食物联网行业新技术、新产品及一系列工程化技术的研究开

发，利用物联网技术来促进粮食的安全保障、粮食企业的供应链协同

及农户和消费者的粮食信息获取，为我国粮食行业智能信息化建设提

供有力保障。该学科方向依托江苏省粮食物联网技术研究中心，加速

实现粮食物联网领域内的科技成果工程化和产业化，强化辐射功能，

推进粮食物联网领域的技术创新和进步。

2.2 师资队伍

表 1：专任师资队伍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

专业技术职

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硕士导

师人数

最高学

位非本

单位授

予的人

数

兼职硕导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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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高级 5 0 0 2 2 1 5 0 4 5 0

副高级 9 0 1 5 3 0 9 0 6 9 0

中级 10 0 7 3 0 0 10 0 3 1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24 0 8 10 5 1 24 0 13 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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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 所示，本学位点共有专职教师 24 人，其中硕士生导师 13

人；正高级职称教师 5 人、副高级职称教师 9 人，中级职称教师 10

人；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24 人；26 至 35 岁的教师 8 人，36 至 45 岁

的教师 10 人，46 至 59 岁的教师 5 人，45 岁及以下教师 18 人。本学

位点还拥有江苏省优秀科技创新团队 1 个。2023 年度，本学位点新

引进了朱利涛博士，其主要从事服务计算与优化决策方面的研究，进

一步完善了本学科师资队伍结构。

本学位点目前拥有一支职称年龄学历结构合理、治学严谨、教学

和学术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形成了多个以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

骨干为主体的学术梯队；授课教师均一直从事教学工作，教学经验丰

富。各学科方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具体信息如表 2 所示。

表 2：各学科方向带头人（表格中的第一位）和骨干教师信息表

学科方向名称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年龄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马福民 197906 44 信息工程学院 正高

丁晓剑 198206 41 信息工程学院 高级工程师

韩伟 197501 48 信息工程学院 副高

杨帆 199010 33 信息工程学院 中级

佟德宇 198912 34 信息工程学院 中级

王凯翔 199501 28 信息工程学院 中级

服务计算与优化决策

张志旺 197306 50 信息工程学院 正高

韩忠愿 196312 60 信息工程学院 正高

蒋婷 198807 35 信息工程学院 副高

刘禹锋 198702 36 信息工程学院 中级

马丹丹 198806 35 信息工程学院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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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涛 199112 32 信息工程学院 中级

多媒体技术

王斌 196912 53 信息工程学院 正高

张备伟 197607 47 信息工程学院 副高

蒋晔 198208 41 信息工程学院 副高

苏杭丽 197305 50 信息工程学院 副高

解愉嘉 198903 34 信息工程学院 中级

李嵩 199109 32 信息工程学院 中级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毛波 198310 40 信息工程学院 正高

张银 198603 37 信息工程学院 副高

李燕 198310 40 信息工程学院 副高

查利娟 198506 38 信息工程学院 副高

赵玮 198711 36 信息工程学院 中级

陈小莉 198309 40 信息工程学院 中级

2.3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坚持以国家科技进步为方向，在发展信息技术的同时充

分融合智能商务、粮食大数据、智慧农业等特色方向，坚持立德树人，

确保培养质量，强化能力培养。学位点师生坚持以理论创新为基础，

在“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服务计算与优化决策”、“多媒体技术”、“物

联网技术与应用”四个具有自身特色与优势的学科方向深入开展理论

研究，在国内外知名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获授

权多项发明专利，在学术界赢得了较好的声誉。在此基础上，将理论

创新成果成功应用于工程实践，为产学研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2023

年度纵向科研到校经费 140 万元，横向科研到校经费 34.7 万元（见

表 3）；其中，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2 项，江苏省科技厅

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1 项。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本学位点的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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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的国家级项目有 10 项在研（见表 4）。

表 3：2023年纵向、横向到校科研经费数

年度

数量

纵向科研经费 横向科研经费

2023 140 万元 34.7 万元

表 4：代表性的国家级科研项目

序号 姓名 年龄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获批年度 项目起止年月 项目类型
合同经费

（万元）

1 马福民 44

面向生产

过程能效

评估的海

量及不健

全信息粒

计算处理

方法研究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员会

2019-08-18
2020-01-01 至

2023-12-3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60

2 佟德宇 34

矢量地理

数据水印

鲁棒性计

算模型研

究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员会

2023-09-14
2024-01-01 至

2026-12-0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30

3 陈小莉 40

未知混合

攻击下信

息物理系

统的攻击

重构、补

偿与安全

控制一体

化设计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员会

2023-09-14
2024-01-01 至

2026-12-3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30

4 朱利涛 32

基于“点-

链-图”知

识模型的

室内地标

导航智能

推荐方法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员会

2023-09-14
2024-01-01 至

2026-12-3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30

5 查利娟 38

复杂约束

下网络化

系统事件

触发安全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员会

2023-01-01
2024-01-01 至

2026-12-3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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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研究

6 杨帆 33

多通道复

杂光谱成

像的隐式

补偿机理

及畸变校

正研究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员会

2021-01-01
2021-01-01 至

2023-12-3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30

7 张银 37

基于各向

异性电磁

超构表面

的太赫兹

波多功能

调控研究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员会

2020-09-18
2021-01-01 至

2023-12-3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30

8 赵玮 36

非理想环

境下网络

化多智能

体系统的

最优一致

性控制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员会

2022-09-07
2023-01-01 至

2025-12-3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30

9 刘禹锋 36

图文法形

式框架下

的空间语

义机制研

究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员会

2021-01-01
2021-01-01 至

2023-12-3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30

10 毛波 40

成品粮多

式联运高

效衔接技

术及装备

创新应用

示范

国家科技

部
2022-11-27

2022-12-01 至

2026-10-31

国家科技

部项目-国

家科技部

项目(子课

题)

60

2023年度学科专任教师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Cybernetics (中

科院一区、Top 期刊、CCF-B 类期刊、中国自动化学会推荐的 A 类权

威期刊、影响因子为 11.079)，Information Sciences (中科院一区、Top

期刊、CCF-B 类期刊、信息系统领域 Top 期刊、影响因子为 8.1)，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同时被 SSCI 和 SCI 检索、

中科院一区、Top 权威学术期刊，CCF-B 类期刊，影响因子为 8.6),

Neural Networks (中科院一区、top 期刊、影响因子 8.4，CCF-B 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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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计算机科学、

人工智能领域的中科院一区 Top 学术期刊，收录内容广泛包括人工智

能与机器学习方法在解决工程问题的应用,影响因子为 8.0)，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期刊、

中科院一区、Top 期刊、影响因子为 8.3) 等高水平期刊上发表发表论

文 16 篇（见表 5），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3 篇，SSCI 收录论文 1 篇，

EI 收录论文 2 篇。

表 5：2023年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论文

序

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

名

作者

类型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

期刊收录

情况

1

Local Boundary Fuzzified

Rough K-Means-Based

Information Granulation

Algorithm Under the

Principle of Justifiable

Granularity

马福民
通讯

作者

IEEE

Transactions on

Cybernetics

2023 SCI

2

Efficient discrete

cross-modal hashing with

semantic correlations and

similarity preserving

马福民
通讯

作者

Information

Sciences
2023 SCI

3

Maximum Decentral

Projection Margin

Classifier for High

Dimension and Low

Sample Size problems

张志旺
第一

作者

Neural

Networks
2023 SCI

4

Label embedding

asymmetric discrete

hashing for efficient

cross-modal retrieval

杨帆
第一

作者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3 SCI

5

EDMH: Efficient discrete

matrix factorization

hashing for multi-modal

similarity retrieval

杨帆
第一

作者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2023 SSCI,SCI

6

Two-stage sparse

multi-kernel optimization

classifier method for more

accurate and explainable

张志旺
第一

作者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23 SCIE,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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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7

Semantic preserving

asymmetric discrete

hashing for cross-modal

retrieval

杨帆
第一

作者

Applied

Intelligence
2023 SCI

8

Adaptive event-triggered

control for networked

interconnected systems

with cyber-attacks

查利娟
通讯

作者

Nonlinear

Analysis-Hybrid

Systems

2023 SCI

9

Attack parameter

dependent resilient

H-infinity path-following

control design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under cyber attacks

陈小莉
通讯

作者

Control

Engineering

Practice

2023 SCI

10

Outlier-resistant

quantized control for T-S

fuzzy systems under

multi-channel-enabled

round-robin protocol and

deception attacks

查利娟
第一

作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ust and

Nonlinear

Control

2023 SCI

11

Graph Grammar

Formalism with

Multigranularity for

Spatial Graphs

刘禹锋
第一

作者

Journal of Logic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2023 SCI

12

A fuzzy structure

processing mechanism for

graph grammar

刘禹锋
第一

作者

Journal of logic

and

computation

2023 SCIE

13

Inter-reflection

compensation for

immersive projection

display

杨帆
第一

作者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2023 SCI

14

Resilient Load Frequency

Control of Multi-Area

Power Systems under

DoS Attacks

陈小莉
通讯

作者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Forensics and

Security

2023 EI

15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Monitoring

Postgraduate Quality

Based on Big Data

查利娟
第一

作者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23

16
An enhanced grammatical

approach for graph
刘禹锋

第一

作者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2023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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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irtual Reality,

and

Visualization

2.4 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拥有一流的教学、科研、实验环境，通过“电子商务信

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和“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

室”这两个国家级平台，以及“江苏省商务大数据工程研究中心”和“江

苏省商务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两个省级科研平台，有力地支撑

智能商务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有效利用我校在粮食科技领域的

学科优势，本学位点近年来建设了“国家粮食大数据采集与应用技术

创新中心”、“江苏省粮食大数据挖掘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为开展粮

食科技和信息化工程的研究和开发提供了平台支撑。现有的科研平台

作为优质资源，极大地促进了本学科在电子商务和粮食信息科技领域

的特色创新和发展，具体情况见表 6。

表 6：本学科的教学科研支撑平台

平台名称 平台级别 批准单位与时间 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

电子商务交易技术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实验室

国家级
国家发改委，

2015.03

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服务计算与优化

决策方向的人才培养提供教学系统研

发、教学资源整合等支持；为课程实践

教学环节提供电子商务全流程模拟实

验支持；为研究生科研实践提供实验数

据、实验平台与研究环境支撑。

电子商务信息处理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国家级 科技部，2013.09

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服务计算与优化

决策方向的人才培养提供教学系统研

发、教学资源整合等支持；为课程实践

教学环节提供电子商务全流程模拟实

验支持；为研究生科研实践提供实验数

据、实验平台与研究环境支撑。

粮食大数据挖掘与

应用重点实验室
厅局级

江苏省教育厅，

2016.12

为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多媒体技术方向

的人才培养提供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

源整合等支持；为实践教学环节提供粮

食数字化全流程模拟实验支持；为粮情

监控、粮食溯源、舆情分析等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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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与实验平台支撑。

江苏省粮食物联网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部级

江苏省科技厅，

2013.10

为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多媒体技术方向

的人才培养提供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

源整合等支持；为实践教学环节提供粮

食数字化全流程模拟实验支持；为粮情

监控、粮食溯源、舆情分析等研究提供

基础数据与实验平台支撑。

江苏省电子商务交

易技术工程实验室
省部级

江苏省发改委，

2013.01

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服务计算与优化

决策方向的人才培养提供教学系统研

发、教学资源整合等支持；为课程实践

教学环节提供电子商务全流程模拟实

验支持；为研究生科研实践提供实验数

据、实验平台与研究环境支撑。

江苏省电子商务省

级重点实验室
厅局级

江苏省教育厅，

2000.09

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服务计算与优化

决策方向的人才培养提供教学系统研

发、教学资源整合等支持；为课程实践

教学环节提供电子商务全流程模拟实

验支持；为研究生科研实践提供实验数

据、实验平台与研究环境支撑。

江苏省商务软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部级

江苏省科技厅，

2009.08

为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多媒体技术方向

的人才培养提供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

源整合等支持；为实践教学环节提供粮

食数字化全流程模拟实验支持；为粮情

监控、粮食溯源、舆情分析等研究提供

基础数据与实验平台支撑。

南京市商务软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厅局级

南京市科委，

2008.12

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服务计算与优化

决策方向的人才培养提供教学系统研

发、教学资源整合等支持；为课程实践

教学环节提供电子商务全流程模拟实

验支持；为研究生科研实践提供实验数

据、实验平台与研究环境支撑。

江苏省商务大数据

工程研究中心
省部级

江苏省发改委，

2019.12

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服务计算与优化

决策方向的人才培养提供教学系统研

发、教学资源整合等支持；为课程实践

教学环节提供电子商务全流程模拟实

验支持；为研究生科研实践提供实验数

据、实验平台与研究环境支撑。

国家粮食大数据采

集与应用技术创新

中心

省部级
国家粮食与物质

储备局，2020.03

为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多媒体技术方向

的人才培养提供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

源整合等支持；为实践教学环节提供粮

食数字化全流程模拟实验支持；为粮情

监控、粮食溯源、舆情分析等研究提供

基础数据与实验平台支撑。

表 7：本学科的仪器设备及实验室情况

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210.34

代表性仪器设备名称

1.IBM 高性能服务器、IBM7026-M80；2.视频检测

仪、视频检测仪 1 套；3.IBM 服务器、IBM3850X5；
4.IBM 存储设备，IBM V3700；5.溯源信息可视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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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系统、溯源信息可视化设备系统一套。

实验室总面积（M2） 615

依托上述的科研平台，本学位点凝聚了“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服

务计算与优化决策”、“多媒体技术”、“物联网技术与应用”等方向的

高素质师资队伍，建立了包含大批高性能 GPU、CPU 计算集群的软

硬件平台，包含：IBM 高性能服务器、IBM7026-M80；视频检测仪、

视频检测仪 1 套；IBM 服务器、IBM3850X5；IBM 存储设备，IBM

V3700；溯源信息可视化设备系统、溯源信息可视化设备系统 1 套。

仪器设备总值 210.34 万元，实验室总面积 615 平方米，如表 7 所示。

本学科的仪器设备有效支撑了本学位点师资队伍的产学研工作和高

素质研究生的培养。

2.5 奖助体系

学位点建有一系列比较完善的研究生奖助学金制度，制定了《信

息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规则》和《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评审实施方案》。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以及学校、学位点

制定的相关文件，结合本学科特点进行公平、公开化各级评选。根据

教育部《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

暂行办法》和《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评审实施办法》等奖助办法，奖、

助学金项目包括“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

助学贷款”等。学业奖学金覆盖所有研究生，奖助覆盖面广，奖助力

度大；奖助学体系完善，为研究生学习和科研提供有力保障。

表 8：本学位点 2023年奖助学金资助情况表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年度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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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2023 2 1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023 3.56 46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023 2.36 46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100%。其中，一等学业奖学

金覆盖面为 20%，二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30%，三等学业奖学金覆

盖面为 50%。此外，学校还设有各类社会捐赠类奖（助）学金：同曦

助学金、中储粮校友基金；暖阳奖学金、四维奖学金。研究生在校可

申请“三助一辅”等工作岗位；还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对于家庭特

别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困难补助。表 8 列出了本学位点 2023 年奖助

学金资助情况。

（三）人才培养

3.1招生选拔

为了确保研究生的招生质量，本学位点一贯重视研究生招生选拔

工作，严格执行招生政策和规定，始终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2022 年招收全日制研究生 18 名，2023 年招收全日制研究生 11

名，皆为第一志愿录取。2023 级本专业学生生源分布广泛，所有学

生第一学历专业均为本专业或紧密相关专业（见表 9 所示）。选拔方

式为首先选取达到教育部组织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合格水平的考生，然

后进行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等文件做到

政策透明、程序公正、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健全，以维护考生的合法

权益。在对考生德智体基本情况全面考察基础上，突出对专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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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等综合方面的考核。坚持客观评价，业务课考

核成绩清晰量化，综合素质考核也有明确的等次结果。

表 9：本学位点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

学科方向名称 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研究生招生人数 18 11

其中：全日制招生人数 18 11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0

招录学生中本科推免生人数 0 0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18 11

授予学位人数 16 19

3.2思政教育

本学位点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学校党委《关于实施学生党支部政治

辅导员领航计划的意见》精神，引导学生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校第四次党代会精神。

信息工程学院党委近期开展组织党支部政治辅导员专题党课活动。为

引导 2023 级新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本学位点组织开展

新生入学教育暨新生团课。院党委书记孙菲以《坚定理想信念，努力

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题，为 2023 级全体新生讲授

了开学第一课。开展“书记面对面”活动。党委书记张利民深入我院学

生宿舍开展结对辅导工作。张利民书记强调，要进一步融合推进学生

党支部政治辅导员领航计划、教职工党员结对学生宿舍行动以及“一

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为了建设一支具有基础雄厚、学

识渊博、功底扎实、思想开阔、具有较高素质和水平的研究生导师队

伍，推进导师培训规范化、管理制度化，本学位点部分教师参与 2023

年研究生导师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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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课程教学

本学点对研究生教学进行严格质量监控，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严格按照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规定设置课程体系、

任课教师需制定详细全面的课程教学计划和进度安排。为促进教师的

相互交流与学习、推进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活动、及时发现并解决教

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学院鼓励并要求领导和教师积极听课评课，并

广泛开展教学交流和教学研究活动，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优化课

程体系。2023 年度本学位点的马福民教授立项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

式一流课程一门；8 门学位课程采用了双语教学，采用国外原版教材

和双语教学的课程已达到 50%。主要课程开设情况如表 10 所示。

表 10：研究生主要课程开设情况

序号
课程

名称

课程类

型
学分

授课

教师

课程简介

（不超过 100 字）

授课

语言

1
矩阵

论
必修课 3

陈小

莉

《矩阵论》是数学学科的重要分支，是一门

不可或缺的专业基础课，在自然科学、工程

技术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该课程主要研

究线性代数基础、矩阵分解、范数理论、矩

阵函数、广义逆矩阵、矩阵 Kronecker 积等

内容。

中文

2

决策

科学

与算

法

（双

语）

必修课 3

王凯

翔,吴

骏

决策科学与算法这门课程主要从决策支持的

角度出发，培养学生对于计算思维和求解问

题的能力，本课程涉及数据库技术、机器学

习、统计学等多学科领域知识，注重针对实

际需求，进行数学建模并选择高效求解算法

的训练。

中英

双语

3

数据

挖掘

（双

语）

必修课 3 蒋晔

数据挖掘课程介绍数据挖掘的基本概念、方

法和技术，包括数据处理、算法应用和模型

评估。学生将学习数据挖掘工具和编程技能，

掌握数据清洗、模型优化等技术，以挖掘数

据中的有价值信息。通过该课程培养学生数

据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数据驱动

的决策和创新提供支持。

中英

双语

4
机器

学习
必修课 3

朱桂

祥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核心，课程用结合案

例，讲解机器学习算法，如经典算法：线性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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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逻辑回归、决策树等，同时讲解集成

学习算法，如 XGBoost、LightGBM 等。学

生既能学习基础理论又能获得利用机器学习

解决问题的实用技术。

5

多媒

体信

息处

理技

术

（双

语）

必修课 3
张备

伟

本课程涉及多媒体信息的概念、基本信号处

理、色彩空间及可视化技术、图像、视频和

音频数据分析处理技术等。指导学生研读相

关的最新学术论文和学术报告，以拓宽学生

的视野，并通过复现相关的算法锻炼他们的

科研能力。

中英

双语

6

智能

优化

方法

必修课 3

杨冠

男,佟

德宇

智能优化方法近年来在计算机、自动化、人

工智能、通信等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通过

系统学习典型的现代优化算法，如模拟退火、

遗传、群智能及神经网络算法等，为学生科

学研究及工程应用提供优化理论基础和实践

方法。

中文

7

Semi

nar与

专业

论文

写作

（双

语）

选修课 3

马福

民，

杨帆

本课程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软件工程的

研究生，旨在帮助研究生熟悉英文科技论文

特点，提高科技论文写作水平，助力高水平

学术期刊论文发表。课程内容由浅入深、由

点及面，从微观要素入手，逐步过渡到构建

整篇论文。

中英

双语

8

智能

系统

文献

选讲

（双

语）

选修课 3 李燕

本课程针对智能系统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和

相关技术方法，包括复杂网络系统、多智能

体系统、T-S 模糊系统、最优化算法、博弈

理论和拍卖理论，选取相关前沿文献进行详

细分析和讲解。为学生的科学研究提供理论

指导。

中英

双语

9

文本

信息

处理

选修课 2
马丹

丹

课程主要介绍文本信息处理的基本理论、技

术及其应用领域。学生通过课程学习，了解

和掌握文本信息处理的主要研究内容，如词

法分析、文本表示、文本分类、文本聚类、

情感分析和自动文摘等。

中文

10

人工

智能

（双

语）

选修课 2 王斌

本课程旨在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概

念、原理和最新研究进展，具体内容包括：

问题求解与搜索策略、知识表示方法，推理

与规划，不确定知识与推理，机器学习与深

度学习的原理及方法、自然语言处理、计算

机视觉等。

中英

双语

11

数字

图像

处理

选修课 3
张备

伟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是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发

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随着计算机的发展，

以及应用领域的不断加深和扩展，数字图像

中英

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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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语）

处理技术已取得长足的进展，出现了许多相

关的新理论、新方法、新算法、新手段和新

设备，并在军事公安、航空、航天、遥感、

医学、通信、自动控制、天气预报以及教育、

娱乐、管理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12

复杂

系统

建模

与仿

真

（双

语）

选修课 3
查利

娟

本课程将建模与仿真相结合,每一部分基本

上是先论述建模的原理,然后讲解相应的仿

真方法。针对这些建模与仿真方法,分别给出

比较完整的算法,从而提高学生的建模与仿

真能力。

中英

双语

13

Matla

b 与

科学

计算

选修课 3 赵玮

本课程讲授 MATLAB 基础入门知识，重点

介绍 MATLAB 的数据可视化、数值计算的

基本步骤以及如何使用 MATLAB 语言编写

整洁、高效、规范的程序，并涉及一些具体

的专业应用工具箱。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

求学生掌握 MATLAB 的基本编程方法，具

备解决复杂数学计算问题的能力。

中文

14
商务

智能
选修课 2

王凯

翔

商务智能利用数据挖掘等方法对商务数据进

行分析，本课程涉及数据库技术、机器学习、

统计学等多学科领域知识，以商务智能基本

概念和方法为主要内容，以方法的应用为主

线，介绍数据仓库以及数据挖掘的基本算法

等内容。

中文

3.4 导师指导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办法》，鼓励符合

条件和要求的教师进入导师队伍，并按学校统一安排进行系统地培训。

通过制定“信息工程学院硕士生与导师互选指南”和“信息工程学院硕

士生导师指导研究生绩效评估细则和奖惩条例”，强化了对导师指导

研究生的过程监督和绩效考核。按照《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的

文件精神，开展了多次有关研究生导师行为规范方面的培训，使研究

生导师牢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宗旨，树立底线思维，保持积极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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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

本学位点定期组织研究生座谈会，及时向研究生导师反馈学生的

需求，从而使其改进指导方法，提升科研效率。在学术道德规范方面，

明确研究生导师的责任，加强研究生学术行为管理，对违反学术道德

的行为零容忍，维护学术的纯洁性。通过培训的常态化使研究生导师

始终牢记思政教育“第一责任人”的位置。此外，学位点不仅要求研

究生导师在科研方面进行指导，还明确了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在道德

规范、行为举止、待人接物、人生规划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引导责任。

3.5 学术训练

在学术训练方面，通过多种途径，吸纳学生参与高层次的科研活

动，提高他们的科研兴趣，提升他们的学术素养，并鼓励学生发表高

水平论文、参与导师课题、申请科研项目、参加学术会议、参与学科

竞赛等。在 2023 年度，如表 11 所示，本学位点研究生在《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IEEE

Transactions on Control of Network Systems》、《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Information Sciences》、《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等期刊上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表 11： 研究生发表论文情况

学号 姓名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 年份

1120211204 徐瑞卿

A General Spammer
Indicator of Rating Systems

Uncovering Rating
Preferences and Bi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C
2023.11.8

1120211202 魏金鹏
参差质量工人环境中的

众包任务全局分配模型
计算机科学 2023.11.1

1120211202 魏金鹏

A Crowdsourcing Task
Allocation Mechanism for

Hybrid Worker Context Based
on Skill Level Updating

Chinese
CSCW2023

2023.7.29

1120211197 韩梦
Label embedding

asymmetric discrete hashing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20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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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fficient cross-modal
retriev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120211197 韩梦
Disperse Asymmetric

Subspace Relation Hashing for
Cross-Modal Retrieval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2023.5.1

1120211205 张峤曦

Efficient discrete
cross-modal hashing with
semantic correlations and

similarity preserving

Information
Sciences

2023.5.1

1120211195 龚恩宇

Outlier-Resistant
Recursive Security Filtering

for Multirate Networked
Systems Under Fading

Measurements and
Round-Robin Protocol

IEEE Transactions
on Control of
Network Systems

2023.3.13

1120211195 龚恩宇

Observer-Based Security
Fuzzy Control for Nonlinear
Networked Systems Under

Weighted Try-Once-Discard
Protocol

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

2023.4.26

1120211195 龚恩宇

Interval Type-2
Fuzzy-Model-Based Filtering
for Nonlinear Systems with
Event-Triggering Weighted
Try-Once-Discard Protocol

and Cyber-Attacks

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

2023.8.16

1120211209 周洋臣
A Grammar-Based

Layout Method for Graph
Models

AIPMV2023 2023.8.16

1120211194 丁雯
《A new weighted

multi-scale descriptor for hand
gesture recognition》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2023.10.12

1120211206 张善凡

Community-aware
empathetic social choice for

social network group decision
making

Information
Sciences

2023.5.30

1120211206 张善凡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自

适应股指预测研究
管理科学学报 2023.4.1

1120220511 柯嘉晨

Secure Event-Triggered
Control for IT-2 Fuzzy

Networked Systems With
Stochastic Communication
Protocol and FDI Attacks

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

2023.9.27

1120220524 潘庆伟

基于网络知识空间分析

的学术虚拟社区知识交流效

率测度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3.4.1

本学位点在 2023 年度举办了"科技月掀风潮，机器智能闪耀校园

新火花"信息工程学院机器学习知识普及大赛，大赛旨在激发同学们

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科学探究的正确态度，同时让学生及时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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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近年来，本学位点教师承担了大量的纵向和横

向项目，其中承担项目的导师，吸收研究生加入研发队伍，定期开展

项目研讨。学院大力支持研究生撰写省研究生创新项目申报书，鼓励

导师用自有经费资助研究生申报省研究生创新项目，并给予适当配套

的措施。另外，学院还鼓励研究生参加国内外竞赛，并给予配套奖励。

表格 12 列出了 2023 年度本学位点学生参加国内外竞赛获奖情况。

表 12：本年度学生国内外竞赛获奖项目

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

等级
获奖时间 组织单位名称

组织单

位类型
获奖人姓名

1
“华为杯”第二十届中

国研究生数学建模
二等奖 2023.11.14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心
政府 徐瑞卿

3.6 学术交流

在学术交流方面，本学位点鼓励学生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

2023 年度有 6 人次参加了学术会议，如蒋金正参加了第五届 IEEE 电

子工程与信息学国际学术会议和第二届图像处理、目标检测与跟踪国

际学术会议，郭雅萍参加了第五届机器人、智能控制与人工智能国际

学术会议（RICAI 2023），并受邀做了口头报告。本学位点研究生参

加国际会议的详细情况见表 13。

表 13：2023年度学生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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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蒋金

正

第五届 IEEE 电子工程

与信息学国际学术会议

基于双网络特征融合的图

像分类方法研究
2023/6/30

中国-

武汉

2
2023

年

蒋金

正

第二届图像处理、目标

检测与跟踪国际学术会

议

Research on Image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Dual Network

Feature Fusion

2023/8/11
中国-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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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3

年

曹玉

洁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Science

Wheat Price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TimeF-iForest-Transformer

2023/8/14 线上

4
2023

年
孙巍

商务数据与决策科学紫

金学术论坛

Evaluation of the

Geographic Video

Synopsis Effect Based on

Eye Movement Data

2023/8/18
中国-

南京

5
2023

年

魏金

鹏

第 18 届全国计算机支持

的协同工作与社会计算

学术会议

ChineseCSCW2023

A Crowdsourcing Task

Allocation Mechanism for

Hybrid Worker Context

Based on Skill Level

Updating

2023/8/18

中国-

哈尔

滨

6
2023

年

周洋

臣

2023 年算法、图像处理

与机器视觉国际学术会

议

A Grammar-Based Layout

Method for Graph Models
2023/9 线上

7
2023

年

郭雅

萍

第五届机器人、智能控

制与人工智能国际学术

会议（RICAI 2023）

Outlier-Resistant

Protocol-Based Distributed

Fusion

Estimator Design for

Cyber-Physical Systems

2023/12/1 线上

3.7 论文质量和质量保证

本学位点严格控制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建立学位论文的质量控

制体系。在研究生培育的关键环节，包括论文开题、中期考核、学位

论文送外盲审、预答辩、正式答辩等，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培育质量的

过程监控。在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方面，本学

位点建立了研究生培养督导组，聘请担任导师时间长、培养经验丰富

的教师担任督导员，加强对研究生培养各个环节的监督。为把好出口

关，在最后的答辩环节，组织了由校外专家担任组长、校外专家人数

占 40%以上的答辩小组，对毕业生的学位论文水平、所研究的研究问

题的深度和广度进行全面地评估。通过以上措施保证了学位论文质量

和研究生培养质量。在 2023 年度，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

检中均无不合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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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学风建设

积极加强学风建设，学院领导和专任教师走入研究生宿舍，与学

生谈心，鼓励学生积极向上；发挥研究生党员作用，建立研究生党支

部《党员帮扶制度》，开展“一对一党员帮扶”活动。为保证研究生的

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学位点定期开展学风教育工作会，督促导

师正确引导学生规范科学道德和学术态度。学位点重视学风建设工作，

对有严重违反师德师风行为、碰触师德师风红线、造成不良影响和后

果的导师，以及违反学术道德、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导师和学生，均根

据学校及学院的相关文件规定进行处理。在导师培训的学风建设中，

本学位点部分专任教师参加了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组织的

2023 年新增研究生导师“四有导师学院”网络培训，重点涉及为师为范、

四史教育、政策解读、教育动态等内容。

3.9 管理服务

学院设有专门的研究生培养管理机构，配有专职研究生秘书和研

究生辅导员，负责研究生的培养的业务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

时学院的其他机构如学院办公室、科研办、团委和学生办也协助研究

生管理服务工作。学院领导由一名党委副书记主抓研究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和日常管理，以及一名副院长负责研究生的业务管理和专业培养。

在抓好研究生的日常管理的同时，学院也要求研究生导师积极配合做

好研究生的管理服务工作，特别是研究生的政治思想方面的教育工作。

为提高管理服务的质量，学院制定了有关针对研究生管理服务的规章

制度和考核细则，定期进行考核；每年还对在读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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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召开研究生座谈会，与研究生进行个别交流。此外，本学位点

还派员赴外校考察等各种方式，提升管理服务的水平。

3.10 就业发展

学院高度重视研究生的就业发展工作，成立了研究生就业工作领

导小组，为促进研究生的高质量就业提供服务。2023 年度，本学位

点招收硕士研究生 11 名，毕业硕士研究生 19 名，就业 17 名，升学

1 人，毕业率达到 100%，就业率达到 95%，毕业研究生遍布各类政

府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内外知名企业，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特

别在量化投资、人工智能以及金融科技等领域，本学位点研究生具有

很强的竞争力，其中毕业生签署就业去向包括党政机关 1 人，其他事

业单位 2 人，国有企业 5 人，民营企业 7 人，三资企业 2 人，升学 1

人。用人单位高度评价本学位点学生培养质量，毕业生所在单位，都

将毕业生当作技术、管理骨干进行培养，如表 14 所示。

表 14：毕业生在相关领域的贡献者

序

号
姓名

毕业年

份
类型 突出贡献项目

1 王有权 2010 全日制

现任南京财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多年来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项

目一项、面上项目一项，参与包括国家自然面上项目、 青

年项目以及国家科技支撑、国际合作等项目 10 余项。

2 贺龙豹 2013 全日制

目前就职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手机研发解决 方

案工作，具体负责手机端 telephony 研发分析，提高 系统

的性能及低功耗问题。

3 周鹏程 2016 全日制

参与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项目编号：BY2015010-05），
并在省级刊物发表论文一篇。现就职于上汽集团享道出 行

南京研发中心，任开发工程师。主要从事网约车业务、 分

布式中间件开发。

4 张子成 2017 全日制

2016 年创立南京汇宁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司 2019 年

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获得南京

市青年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第二届南京市科协双创比赛

三等奖，入选句容市“福地英才”高层次人才。

5 庄光光 2018 全日制
通过“宿迁市 2018 年度选聘应届优秀高校毕业生”人 才

引进项目进入县住建局路灯所工作，从事城区路灯智 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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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工作，目前被借调至泗洪县政府投资建设 项目代

建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县政府投资代建行业管理工作。

6 刘留 2019 全日制

读研期间两次获得一等学业奖学金，并于《计算机研究 与

发展》发表论文一篇。现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南通市中心

支行科技科。

7 陈鑫 2020 全日制

在国内权威期刊《软件学报》、国外高影响因子 SCI 期刊、

国际知名会议 ICPR 发表多篇论文。获得 2021 年度江苏

省人工智能学会优秀硕士论文入围奖、获得国外知名大学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博士入学全额奖学金。

8 唐慧 2021 全日制

读研期间在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 发表重

奖论文一篇，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参与江苏省研究生

创新项目，获校级优秀毕业生，现就职于亚信安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9 陈泉汝 2022 全日制

读研期间发表高水平论文一篇，多次获得研究生二等奖学

金，参与江苏省研究生创新项目，就职于中国石化上海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 张楠 2023 全日制

读研期间发表重奖论文一篇，曾获得国家奖学金一次，多

次获得研究生三等奖学金，参与江苏省研究生创新项目，

现就职于江苏瑞中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四）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本硕士学位点通过培养高层次人才、推动科研创新、与产业界深

度合作等方面，为科技进步贡献着丰富的智力资源和前沿科技成果，

在 2023 年度成果转化和咨询服务到校金额为 34.7 万。

本学位点作为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在科技进步中发挥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首先，学位点通过深入的专业课程和前沿研究项目培

养了一大批卓越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这些学子们在学术研

究和实践项目中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功底，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的人

才基础。其次，学位点致力于推动科研创新，通过承担国家和地方级

的科研项目，参与前沿技术领域的研究，不断推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的发展。另外，学位点与企业、产业界的合作也在推动科技进步中扮

演着关键的角色。合作项目不仅提供了学生实践的机会，也使得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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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更贴近实际需求，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创新。这种紧密的产学研结

合，加速了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过程，为科技进步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

境。

4.2 经济发展

本学位点通过培养高素质的计算机专业人才，为科技产业输送了

一批具备领先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这些毕业生不仅在技术研

发方面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而且在解决实际问题和推动产业创新方

面表现突出。本学位点的研究生不仅参与学术研究，还积极投身于实

际产业项目，推动科研成果的应用和商业化。这种产学研结合不仅促

进了科技创新，也为企业提供了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进一步提高了

产业的竞争力。学位点还通过科技服务、咨询和与企业的合作，为当

地经济社会提供了专业化的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学位点的师资力量

和研究生参与了大量的技术咨询与服务项目，不仅提升了学术水平，

也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综上所述，本学位点通过人才

培养、科研创新、产业合作等多方面的努力，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

科技的快速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4.3 文化建设

本学位点致力于营造积极、创新、合作的学术文化，以激发学生

的学术热情和创造力。学位点强调学术自由与开放，鼓励师生在学术

研究中追求独立思考，提倡大胆尝试新的研究方向。这种自由的学术

氛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推动学术研究的不断突破。同时，

学位点注重多元文化的融合，倡导国际化的学术交流，通过鼓励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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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际学术合作项目，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与碰撞。这不仅能

够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也有助于将学术研究置于全球范围内进行，

推动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学位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和

成绩，但是还存在发展不完善、不全面、不均衡等问题，未来面临着

诸多挑战。具体表现如下：

（1）本学位点的课程思政建设需进一步做实做强。在对研究生

进行综合评价的过程中，专业知识、技能及科研能力成为衡量研究生

是否优秀的主要标准，而一定程度上轻视了研究生道德素质、心理承

受能力、健全人格等方面的评价。需进一步加强宣传引领，力争做到

课程思政全覆盖、强融合、达实效，加强任课教师课程思政建设培训，

健全课程思政的评价机制。

（2）近年来，本学位点从整体上看，研究生在学术论文发表、

发明专利授权、参与导师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等方面，数量和质量上

有了明显变化，但是从反映研究生标志性科研成果和国家级学科竞赛

获奖上看，代表性的高水平成果还比较缺乏，学科竞赛的国家特等奖

和一等奖还有待突破，发展上总体还不完善、不全面。

（3）与行业合作和实际应用的融合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加强。

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本学位点需要不断调整课程内容，确保学生

学到的知识与行业需求保持一致，还需加强与行业的联系，提供实习

和项目机会，使学生更好地适应职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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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学位点的科技创新工

作机制，健全科技创新平台、创新团队和创新管理机制的全方位支撑

体系；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流程，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加强过程引导和

监督作用，做好科技创新保障服务工作。2024 年度发展规划如下：

（1）落实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提供师资培

训，鼓励计算机专业教师参与思政教育相关培训和研讨会，以提高他

们在思政课程中的教学水平。设计符合计算机专业背景和实际需求的

思政内容，强调与技术发展、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关联，提高学生对思

政课程的兴趣。

（2）为争取计算机研究生标志性科研成果和国家级学科竞赛获

奖，鼓励导师与学生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组织学术讨论、研讨

会等形式，促进学术思想的碰撞和交流，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引

导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国家级学科竞赛，并提供专业的指导和支持；

为研究生提供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平台，鼓励他们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

拓展学术视野。

（3）为了与行业需求更好地结合，探索建立与企业的长期合作

关系，推动校企合作项目的开展。邀请行业专家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

定期组织学术研讨会和行业交流活动，以便更好地了解实际需求并调

整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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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南京财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授权点源于 1956 年

国家粮食部隶属的南京粮食学校粮油储藏系，2006 获食品科学、农

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2011 获食品科学与工

程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本学位授权点依托江苏省重点（培育）学

科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在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取得显著进步（第

四轮 B
-
）。2023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第 17 位，世界一流学科排名

第 50 位，以本学科为最主要贡献的“农业科学”全球排名 390 位，

学科 ESI 排名进入全球前 3.19‰。

现已形成了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粮食储运工程与技术）、食

品科学、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食品营养和食品安全五个稳定

的学科方向，服务国家粮食行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其中农产品加工及

贮藏工程（粮食储运工程与技术）为本学科特色研究方向。在粮食节

能干燥与绿色储运、粮油质量安全检测、菜籽蛋白加工利用、富硒功

能农产品的创制、食用菌精深加工等领域研究特色明显，荣获江苏省

科学技术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粮油学会一等奖等

20 余项。

现有专任教师 81 人，其中教授 23 人、副教授 23 人、讲师 35 人，

博士学位人员占比 93.83%，一年以上海外留学经历人员占比 53.09%。

教师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 人、Elsevier 高被引学者 1 人、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

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



- 4 -

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全国粮食行业青年拔尖人才、江苏省特聘教

授、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江苏省“青蓝工程”中

青年学术带头人等省级以上人才 67 人次。

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培养目标明确，培养方案符合国家与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学生生源质量较好，培养过程管理有序，培养质量

较高，研究生奖助体系完善，学术训练扎实，就业层次较高。2023

年本学位授权点共招生 65 人，毕业 62 人，在读 204 人，2023 年总

就业率为 100%。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本学位授权点的培养目标为：

（1）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

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品德和强

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2）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及团队协作精神。掌握扎实的化

学、生物学、现代检测技术基础和食品化学与分析、食品营养、食品

加工工程与储藏、食品微生物以及食品安全等系统的食品科学专业知

识和实验技能，并具备工程化能力，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发展动态、研

究方向及部分学术前沿，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和独立科研工作的

能力。



- 5 -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

资料，并能综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

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1.2 学位标准

本学位授予点授予硕士学位的学位标准如下：

（1）政治思想要求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

主义制度，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培养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能够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课程要求

在规定学习年限内通过学位课程考试，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培养

环节，修满并取得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必修课考核成绩平均在 75

分（含）以上。

（3）外语要求

掌握一门外国语，要求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有良

好的外文听说和写作能力，学术型硕士应达到下列条件之一：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 SSCI、SCI 检索期刊上发表全英文

论文一篇；

大学英语六级成绩达到 425分（含）以上；

托福成绩达到 85分（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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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成绩达到 6.0分（含）以上；

英语（PETS‐5）笔试总分 50 分（含）以上，其中口试总分 2 分

（含）以上。

培养方案规定的公共基础课中的外国语课程考核成绩加权平均

在 80 分（含）以上（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

科专业）。

（4）学位论文要求

论文选题应属于本学科研究领域，其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

应有学术价值或对国民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文研究应能体现出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

的专门知识；

应反映出科学的方法和较熟练的技能；

应具有新的见解和一定的科研或技术成果。

论文结构、体例和打印符合规范，参考文献符合学校规定的著录

格式，一般应在 3万字以上，中文摘要为 1000 字左右。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本学位授权点基于学科发展历史和特色优势，形成了农产品加工

及贮藏工程（粮食储运工程与技术）、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食品科学、食品营养和食品安全五个稳定的学科方向。

（1）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粮食储运工程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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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向针对我国粮食储运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需求，

开展粮食节能干燥、粮食生态储藏、储粮有害生物监测与治理、粮食

品质检测及信息化新技术等研究和开发，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理

论支撑和技术保障。

（2）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该方向针对我国粮油与植物蛋白加工产品低值同质化问题突出、

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开展粮油资源差别化高效利用、加工副产物全

值化利用、可再生资源高分子综合利用等理论与技术研究。

（3）食品科学

该方向针对食品营养组分及加工品质等科学问题，研究粮油、食

用菌、肉制品等食品大分子结构及分子间相互作用，谷物蛋白、多糖

等功能成分的制备、修饰和强化原理与技术。本学科方向在食用菌资

源功能利用方面优势明显。

（4）食品营养

该方向针对国民膳食营养供给不平衡等问题，开展以食品中重要

功能因子与人体健康关系的基本规律、功能性粮油食品设计与评价技

术等理论研究与技术开发，在粮油食品功能因子的可调控递送体系、

食品精准营养的个性化健康调控方面取得了一批原创性成果。

（5）食品安全

该方向针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突出、过程控制能力薄弱等，开展

食品安全危害识别与毒性机制、危害物迁移转化规律与安全控制机理

等基础研究，以及过程控制、检验检测等技术开发，在食品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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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平台构建、粮食质量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原创性成果，

有力促进了我国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2.2 师资队伍

本学位授权点现有专任教师 81 人，其中教授 23 人、副教授 23

人，博士生导师 7人，硕士生导师 69 人，博士学位人员占比 93.83%，

一年以上海外留学经历人员占比 53.09%。从罗格斯大学、西班牙维

戈大学、美国迪西生物医药公司弹性引进 2 名知名学者担任海外教授。

2023 年，本学位授权点新引进教师 3 人，博士后 1 人，新聘任

研究生学硕导师 9 人，专硕导师 12 人，校外兼职导师 2 人；新增江

苏省产业教授 2人；全额资助汪芳副教授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访学

深造；王康旭博士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王光宇副教授入

选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陈超师资博后获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师资整体实力得到较好补充和提升，为

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本学位授权点目前已形成了一支专业素

养高、结构合理、学术特色鲜明、创新意识突出的师资队伍。具体情

况见表 1和表 2。

表 1 师资队伍人员结构表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硕士导

师人数

最高学位非

本单位授予

的人数

兼职硕

导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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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高级 23 0 0 10 12 1 21 1 23 22 12

副高级 23 0 6 13 4 0 21 2 20 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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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 35 0 26 8 1 0 34 1 22 35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81 0 32 31 17 1 76 4 65 80 13

表 2 学科主要方向、学科带头人及中青年学术骨干

学科方

向名称
项目 姓名 职称 代表性学术成果

农 产 品

加 工 及

贮 藏 工

程

学科带头人 邱伟芬 教授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气态肉桂醛离线诱导黄

曲霉修复损伤的分子机理研究》

2. 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项目《江苏优质稻谷收

储运中霉菌毒素的快速筛查、识别检测及综合防控

新技术产品研发》

3. 在 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发表学术论文 New

insights into the persistent effect of transient
cinnamaldehyde vapor treatment on growth and
aflatoxin synthesis of Aspergillus flavus

中青年学

术骨干

1 唐培安 教授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粮油原料虫霉动态监测

预警处置系统的优化与应用示范》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线粒体基因 ATP6 和

ATP8 介导赤拟谷盗低氧适应性的分子机制

3. 在 Pesticide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y 发表学术

论 文 Identification of cuticular protein genes and

analysis of their roles in phosphine resistance of the
rusty grain beetle Cryptolestes ferrugineus

2 都立辉 教授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粮油原料重金属污染

数据库及风险预测模型的建立与应用示范》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红外辐射钝化脂肪

酶对储藏稻谷己醛形成的阻控机制》

3. 在 Food Chemistry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Effect of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cold plasma treatments on
flavor fingerprints of brown rice

3 丁超
副教

授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基于多能互补的粮食

产地烘储技术装备研发与示范》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红外辐射钝化脂肪

酶对储藏稻谷己醛形成的阻控机制》

3. Preparation method of citric acid modified starch

with digestion-resistant property 获得美国发明专利

（授权）GBBWTC002-PKG

粮 食 油

脂 及 植

物 蛋 白

工程

带头人 沈新春 教授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大豆品质劣变风

险预警防控系统的研究》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麦胚抗氧化肽靶向调控成

骨细胞内氧化应激以维持骨稳态的作用机制研究》

3.在 Critical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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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学术论文 A nexus of dietary restriction and gut

microbiota: Recent insights into metabolic health

中青年学

术骨干

1 刘琴 教授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粮食质量安全调查扦样

规范研究与典型区域污染物数据库构建》

2. 在 Comparative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y, Part

C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Adverse effects of bisphenol B

exposure on the thyroid and nervous system in early
life stages of zebrafish

3. 在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Cyanidin-3-O-glucoside, cyanidin, and oxidation
products of cyanidin protect neuronal function through
alleviating inflammation and oxidative damage

2 刘兴训 教授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同步辐射 SAXS 技术原

位探究淀粉凝胶化过程的结构演变及其对淀粉消化

性能的影响》

2. 在 Critical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High-amylose starch: Structure,

functionality and applications

3. 在 Carbohydrate Polymers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High-pressure pasting performance and multilevel
structures of short-term microwave-treated
high-amylose maize starch

3 雷红 教授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芝麻素酚重组酚法糖苷

化及其促进益生菌黏附定值的分子机制》

2. 在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发表学术论文

Promotive effects of sesamin on proliferation and
adhesion of intestinal probiotics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3. 在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发表学术论文

Effect of α-linolenic acid (ALA) on proliferation of

probiotics and its adhesion to colonic epithelial cells

食品科

学

学科带头人 胡秋辉 教授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环境胁迫下粮油保质减

损关键技术和装备联合研发与示范》

2. 在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 发表学术论

文 Effect of ionic strength and mixing ratio on complex

coacervation of soy protein isolate/Flammulina
velutipes polysaccharide

3. 在 Food Chemistry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Selenium

biofortification in Pleurotus eryngii and its effect on
lead adsorption of gut microbiota via in vitro
fermentation

中青年学

术骨干
1 杨文建 教授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粮食质量安全调查扦样

规范研究与典型区域污染物数据库构建》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低氧调控金针菇木质化

品质劣变分子机制研究》

3. 在 Journal of Food Processing and Preservation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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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ffects of aw storage condition on quality

deterioration of dried cabbages

2 陈银基 教授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凝胶基质网络中含长链

多不饱和脂肪酸重构脂质嵌入与稳定机制研究》

2. 在《中国农业科学》发表学术论文《纤维素替代

淀粉对肌原纤维蛋白凝胶特性的影响》

3. 在 Meat Science 发表学术论文 The effects of three

polysaccharides on the gelation properties of
myofibrillar protein: Phase behaviour and moisture
stability

3 何荣
副教

授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酶驱动菜籽肽微马达的

构建及运动机制研究》

2. 在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发

表学术论文 Rapeseed peptide inhibits HepG2 cell

proliferation by regulating the mitochondrial and P53
signaling pathways

3. 在 Food Chemistry 发表学术论文 Study on the

hypolipidemic activity of rapeseed protein-derived
peptides

食品安

全

学科带头人 方勇 教授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粮食产后收储保质减损

与绿色智慧仓储关键技术集成与产业化示范》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miRNA 介导大米硒肽靶

向 Keap1/Nrf2 信号通路保护铅致神经氧化的分子调

控机制》

3. 在 Food Chemistry 发表学术论文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 microstructure, and
molecular interactions of a novel rice-pea protein gel

中青年学

术骨干

1 汤晓智 教授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食品安全检验在线质控

系统研究》

2. 在 Food Chemistry 发表学术论文 Quinoa protein

Pickering emulsion: a promising cryoprotectant to
enhance the freeze-thaw stability of fish myofibril gels

3. 在 Carbohydrate Polymers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arnauba
wax-based particle with hiera

2 沈飞 教授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新型食品全链条风险因

子高效识别与毒性鉴定关键技术研究》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花生中黄曲霉毒素 B1

单光子与双光子诱导荧光检测差异机制研究》

3. 在 Food Chemistry 发表学术论文 Modification of

soy protein isolate using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cold plasma assisted by modified atmosphere
packaging

3 李彭
副教

授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硒功能化磁性吸附剂对

大米蛋白中重金属的脱除机理与方法研究》

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优质粮食分类判别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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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

3. 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Novel green

chitosan-pectin gel beads for the removal of Cu(II),
Cd(II), Hg(II) and Pb(II) from aqueous solution

食 品 营

养

学科带头人 王立峰 教授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项目

《小麦加工的微观历程中面粉品质形成机制与调控

研究》

2. 在 Food Chemistry 发表 学术论 文 Synergistic

growth-inhibition effect of quercetin and
N-Acetyl-L-cysteine against HepG2 cells relying on the
improvement of quercetin stability

3. 在 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发表学术论文 A

novel 3D bio-printing “liver lobule” microtissue

biosensor for the detection of AFB1

中青年学

术骨干

1 陆颖健 教授

1. 在 Food Chemistry 发表学术论文 The effect of

processing and cooking on glucoraphanin and
sulforaphane in brassica vegetables

2. 在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Lacticaseibacillus rhamnosus Fmb14 prevents purine

induced hyperuricemia and alleviate renal fibrosis
through gut-kidney axis

3. 在 Comprehensive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Food Safety 发表学术论文 Combating biofilms of

foodborne pathogens with bacteriocins by lactic acid
bacteria in the food industry

2 汪芳
副教

授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辣木叶多糖 MOs-2 与肠

道菌群互作调节高脂饮食大鼠食欲及脂代谢的作用

机制研究》

2. 在 Critical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发表学术论文 A review on processing methods and

functions of wheat germ-derived bioactive peptides

3. 在 Phtomedicine 发表学术论文 A peptide from

wheat germ abolishes the senile osteoporosis by
regulating OPG/RANKL/RANK/TRAF6 signaling
pathway

3 裴斐
副教

授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CO2介导Hog1-MAPK

调控双孢蘑菇采后细胞稳态的分子机制研究》

2. 在 Food Packaging and Shelf Life 发表学术论文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lm assembled by caffeic
acid-grafted-chitosan/polylactic acid and its effect on
the postharvest quality of Agaricus bisporus

3. 在 Food Hydrocolloids 发表学术论文 The effects of

cooperative fermentation by yeast and lactic acid
bacteria on the dough rheology, retention and
stabilization of gas cells in a whole wheat flour d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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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 review

2.3 科学研究

本学位授权点在粮食节能干燥与绿色储运、粮油质量安全检测、

菜籽蛋白加工利用、富硒功能农产品的创制、食用菌精深加工等领域

研究特色明显。2023 年，新增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35 项（表 3），

其中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

发展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和面上项目 16

项，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 1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项和

青年项目 2项，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现代农业）项目 3 项，江苏省

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 1 项，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项目

3项，江苏高校自然科学项目 3项，其他各类横向课题经费到账 210

余万元；发表学术论文 140 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40 余项。胡秋辉教

授牵头的“食用菌采后减损保质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获江苏省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方勇教授牵头的“粮油中主要真菌毒素快速检测技术

创新及其防控应用”获教育部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唐培安教授牵头的

《储粮害虫智慧监测与绿色防控新技术研发及应用》和沈飞教授牵头

的《粮食典型真菌毒素全链条监测预警与减菌控毒关键技术研发及应

用》获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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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学位授权点 2023 年度新增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来源 类型 负责人
批准经费

（万元）

1
植物基香辛料高效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

产业化示范
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
杨文建 2000

2
太阳能低温储粮及智能监控关键技术和

装备联合研发与应用
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政府间

国际科技创新合

作）

刘强 150

3
香菇多维时空品质评价及精准调控关键

技术
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青年科学家项

目

马高兴 200

4
小麦加工的微观历程中面粉品质形成机

制与调控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创新发展联合基

金项目
王立峰 257

5
增强无麸质面团流变性能的合成微生群

落构建及其改善机理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张晶 30

6
氧 脂 素 调 控 解 淀 粉 芽 孢 杆 菌

Bacillomycin D 合成的分子机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孙静 30

7
基于 3T3-L1 细胞和肠道菌群研究荞麦

多酚差异性吸收组分调节脂质代谢机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姚轶俊 30

8
内切木聚糖酶介导麦麸膳食纤维调控面

团气泡粒径分布的作用机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孙昕炀 30

9
基于“湿热-挤出成型”联动调控大米淀粉

多尺度结构的演化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杨帆 30

10
大豆蛋白/纳米纤维素共聚体模拟网状纤

维结构对油凝胶乳化固化机制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庄昕波 30

11
亚临界水双效调控淀粉凝胶孔隙结构对

其复水性能的影响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孟令晗 30

12
低氧介导 OsDOG1L-3 以调控储藏稻谷

次生休眠的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董雪 30

13
高 CO2 介导 Hog1-MAPK 调控双孢蘑菇

采后细胞稳态的分子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面上项目 裴斐 50

14
荷电多糖介导下热诱导高蛋白溶液流体

行为形成的机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面上项目 熊文飞 50

15
相分离视角下交联互穿网络对高温鱼糜

凝胶质构与消化特性的影响机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面上项目 张涛 50

16
酶驱动菜籽肽微马达的构建及运动机制

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面上项目 何荣 50

17
肠道粘蛋白 MUC2 介导杏鲍菇多糖免疫

增强功能作用机理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面上项目 马高兴 50

18
藜麦萌发促进蛋白质纤维聚集及调控蛋

白凝胶性的机理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面上项目 冯潇 50

19 环糊精超分子高效脱除食用油中玉米赤 国家自然科 面上项目 汪振炯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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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烯酮的界面行为研究 学基金委

20

同步辐射 SAXS 技术原位探究淀粉凝胶

化过程的结构演变及其对淀粉消化性能

的影响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面上项目 刘兴训 50

21
智能化稻谷绿色低温保鲜储藏关键技术

和装备的研发与示范应用

江苏省科技

厅

江苏省科技厅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

现代农业

丁超 250

22
食用菌产后供应链保鲜减损与节本增效

关键技术创新

江苏省科技

厅

江苏省科技厅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

现代农业

杨文建 80

23
粮食产后保质减损及绿色智慧仓储关键

技术和装备研发与应用

江苏省科技

厅

江苏省科技厅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

现代农业

王立峰 250

24 食品源微塑料的检测技术研究与应用
江苏省科技

厅

江苏省科技厅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

社会发展

谢旻皓 40

25
壳聚糖基纳米颗粒多样态聚集行为对乳

液凝胶脂肪模拟物流变性能影响机制

江苏省科技

厅

江苏省科技厅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面上项目

高成成 10

26
金针菇多糖吸收代谢及免疫活性分子机

制研究

江苏省科技

厅

江苏省科技厅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面上项目

苏安祥 10

27
米糠清蛋白-酚酸共价相互作用的构效

关系及其抗氧化活性分子机制

江苏省科技

厅

江苏省科技厅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面上项目

石嘉怿 10

28
魔芋葡甘聚糖胃内动态水化重建食糜结

构及稳定餐后血糖机制研究

江苏省科技

厅

江苏省科技厅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郭丽萍 20

29
基于组学技术研究内源性发酵法介导下

无麸质面团品质改善机制

江苏省科技

厅

江苏省科技厅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张晶 20

30
小麦麸皮配料化加工关键技术与新产品

创制

江苏省财政

厅

农业自主创新项

目
王立峰 200

31
全谷物低 GI 重组糙米关键制备技术及

营养健康效应评价

江苏省财政

厅

农业自主创新项

目
丁俭 30

32 食用菌蛋白替代肉关键技术创制
江苏省财政

厅

农业自主创新项

目
马高兴 30

33

魔芋葡甘聚糖在胃消化过程中的水化动

力学行为及其调控食糜结构演化与餐后

血糖的机制

江苏省教育

厅

江苏省高校自然

科学研究面上项

目

郭丽萍 3

34
碳纳米管对剩余污泥水热炭化滤出液厌

氧消化抑制问题的调控机制

江苏省教育

厅

江苏省高校自然

科学研究面上项

目

毛利伟 3

35 亚临界水双效转化调控淀粉凝胶孔隙结 江苏省教育 江苏省高校自然 孟令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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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机制研究 厅 科学研究面上项

目

2.4 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授权点建有粮食储运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粮食产后服

务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油质量检测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江苏高校粮油质量安全控制及深加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点、

国家粮油标准研究验证测试中心、农业部农药残留检测方法国家标准

验证单位、全国名特优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鉴定机构、“现代粮食流

通与安全”江苏省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粮食储运与营养健康工

程研究中心、粮油国际标准研究中心（粮油食品质量检测）、江苏省

食用菌保鲜与深加工工程研究中心、“粮食流通与安全”国际合作联

合实验室、江苏省粮油品质控制及深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江苏省粮

油品质与安全控制公共技术服务中心、中国粮食流通管理培训中心、

食品与粮食工程江苏省实验教学与实践教育中心、江苏省大学物理实

践教学示范中心等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机构。实验室面积 2万平方

米，仪器设备总值逾 1亿元。

此外，本学位授权点与江苏省农垦米业有限公司、南京粮食集团

有限公司、中央储备粮镇江直属库、南京远望富硒农产品有限责任公

司等各类相关企业共同建设了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 18 个，2023 年新

增 1个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江苏省沿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研

究生开展科研创新和学术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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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奖助体系

本学位授权点构建了完善的研究生奖助体系，主要设有国家奖学

金、学业奖学金、专项奖学金、校长奖学金、优秀毕业研究生、优秀

学位论文等各类奖学金，同时借助社会资源设立了社会捐赠类奖助学

金体系。此外，研究生导师以科研劳务费的形式给予研究生生活费资

助，另有部分研究生通过助管、助教等岗位获取津贴。学校制定了《南

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及评优表彰管理办法》（南财大研字

〔2019〕28 号），学院设有《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

金评定细则》、《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

等各类具体奖助学金细则，成立学院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确保评

选工作公平公正公开。

具体奖学金奖励标准如下：

（1）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 20000 元/年•生。2022 年国家奖

学金获奖 3人次，共资助 6万元。

（2）学业奖学金：用于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和潜心科研。范围

覆盖所有全日制研究生，分三个等级：一等奖学金覆盖面为 20%，奖

励金额为12000元/年•生；二等奖学金覆盖面为30%,奖励金额为8000

元/年•生；三等奖学金覆盖面为 50%，奖励金额为 6000 元/年•生。

（3）国家助学金：用于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范围覆盖所

有全日制研究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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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捐赠类奖助学金：暖阳奖学金、中储粮校友基金助学

金、同曦助学金等，资助范围及标准参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

学金及评优表彰管理办法》。

（5）校长奖学金：是学校为了促进人才培养、奖励优秀学子而

设立的校级最高荣誉奖。个人类奖项奖励人民币 10000 元/人；集体

类奖项奖励人民币 20000-50000 元/项。

（6）制定《南京财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高质量成

果培育办法》，进一步鼓励研究生的科研上水平、出成果、创效益，

更多地产出高水平成果，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主要对研究生发表

的高质量论文和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等进行培育。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2023 年，报考本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共 156 人，录取 65 人，

其中第一志愿 43 人。本学位授权点创新多种宣传形式，如院长寄语、

专业（领域）解读、师兄师姐有话说、校友寄语、举办优秀大学生暑

期夏令营活动、线上网络直播宣讲等多种形式，努力提高研究生生源

数量和质量。成功举办 2023 年南京财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全

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线上直播宣讲 3 场，场均在线人数超过

3000 人。通过在江苏科技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 20 余所相关高校线

上线下宣讲，详细介绍学院的学科特色和优势，动员优秀考生报考我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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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授权点根据研究生招生管理制度规定充分考虑质量、公平、

公正、效率和可行操作，硕士生招生分为全国统一组织的资格考试和

学位点安排专业笔试和复试、择优录取。在招生选拔机制上，在初试

和面试两方面针对性选拔符合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特色的学生。

3.2 思政教育

本学位授权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三全

育人”综合改革，明确工作要点及学科工作思路，突出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三个重点，依托南京财经大学“十大育人体系”，

努力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1）建立更新主体观念机制，树立全员育人的思想：发挥辅导

员、导师、专业课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阵

地作用，协同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实行思政课教师联系专业教

师“结对子”制度，帮助设计课程思政的教案、教学资料、授课内容

等，建设一批校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2）树立模范标杆，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设立教学名师、

师风师德先进个人等模范标杆，强化教师教书育人意识，加强师德修

养，提高育人能力。强化导师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加强业务培训，做好老带新教学经验交流，提高教学技

能和教学效果。真正使研究生导师特别是年轻导师先把握好自己的

“为人”，再去完成“育人”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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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抓实践育人，重视科研实践活动：引导研究生正确认识

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

抱负和脚踏实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重视实践锻

炼和素质拓展，鼓励研究生开展创新研究项目，通过开展研究生科技

文化节、研究生食品设计创新大赛等活动，实现研究生实践锻炼“项

目化、全员化、制度化”。通过党员教育基地培训、支部联合共建等

方式，在提升研究生专业素质和实践能力同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

有效渗透。

（4）以高水平思政工作队伍培养高质量时代新人：多元集结创

新人才加入思政工作队伍，树立大思政观，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

建设一支以党务工作者、辅导员为主体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引入高

学历、高素质、协调组织能力强的专职辅导员，经常聆听学生所思所

想，不断探索建立青年学生喜闻乐见、乐于参与的互联网体验和交互

场景，打造双向互动的网络育人平台，探索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的有效途径。

（5）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本学位授权点

下设5个基层党支部，其中教师党支部2个，学生党支部3个。将党建

工作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各项工作融合谋划。各支部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两学一做”

主题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多种形式开展理论学习；组织开展微党课比

赛，食品安全进社区等活动，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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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课程教学

为进一步适应国家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形势，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

教育会议精神，进一步优化研究生课程体系和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

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升研究生教育内涵质量。建立了完

善的学分考核制度，设置公共基础课、学位课、选修课、专业实践以

及科学道德和学风教育的考核权重。设置“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

划”和“研究生实践基地”，更加重视研究生的能力培养和长远发展。

改进研究生课程教学方式，更加注重前沿引领和方法传授，建立并充

分利用仿真模拟教学方式，建立以国家级虚拟仿真教学平台为引领的

仿真教学新模式，利用“案例式教学”、“在线课程”等方式，全面

提升了课程教学质量。

教师严格遵守教学秩序，不随意调课、停课和改变地点。聘请教

学督导自主、随机进行课堂听课，检查教学计划落实情况和开展教学

评价，并通过加强师风师德建设，规范调停课制度、完善导师和学生

双方评价机制，实行教学质量奖惩机制等措施，端正了教风和学风，

促进了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

3.4 导师指导

研究生导师以学科发展和导师队伍建设的需要为前提，选拔执行

《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办法》（南财大学位字

[2021]14 号），基于学校的遴选原则与基本条件，2023 年新聘任研

究生学硕导师 9 人，专硕导师 12 人，校外兼职导师 2人。根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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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导师考核暂行办法》，每三年对本领域研究生导师

进行一次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履行职责、学术业绩、培养质量效果三

个方面，对考核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导师减少招生人数或暂停招生资格，

严重者通报批评。现有研究生导师参加学校每年教学和科研考核均在

合格及以上。

本学位授权点非常重视研究生导师的培训和责任落实工作，每年

组织新聘任研究生导师培训会、“师德师风”系列讲座等活动，针对

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指导工作水平、师生关系构建等方面进行针对性

培训，不定期通报全国导师违反《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的案例

等，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政教育中“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建立

教育、宣传、监督、考核和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机制，培

育优良教风学风，引导教师爱岗敬业、立德树人，建成一支具有基础

雄厚、学识渊博、功底扎实、思想开阔、具有较高素质和水平的研究

生导师队伍。目前本学位授权点有研究生导师 65 人，其中博士生导

师 7人；另有相关科研院所兼职导师 13 人，江苏省产业教授 6 人。

3.5 学术训练

针对国家社会发展和食品行业对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的需求，制

定符合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发展的实践教学制度保障和经费支

持办法，依托粮食储运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现代粮食流通与安全江苏

高校协同创新中心等各类科研平台，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95%以上

硕士研究生参与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粮食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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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业科研专项等省部级以上课题的研究工作。同时，研究生积极申

请各类科研创新项目，2023 年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研究生科

研与实践创新计划立项 16 项。与南京粮食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农

垦米业有限公司等 18 家企业共建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2023 年

新增 1个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江苏省沿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

研究生开展科研创新和学术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为了拓宽研究生的视野，促进研究生主动关心和了解学科前沿的

进展，培养方案中设置学术活动等必修环节，对研究生听取的学术报

告（讲座）的次数、内容等进行考查。学院定期举办食品科学与工程

学科前沿讲堂、学术沙龙等系列活动，活跃研究生学术交流氛围。同

时完善升级“科研仪器预约共享平台系统”，邀请工程师对超高分辨

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等仪器使用进行培训，提升实验技能。2023 年，

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 140 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40 余项。

学生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的代表性论文见表 4。

表 4 学生第一作者发表的代表性论文

序

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

名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

及卷（期）

数

期刊收

录情况

1

Beer-derived nitrogen, phosphorus co-doped

carbon quantum dots: Highly selective

on–off-on fluorescent probes for the detection

of ascorbic acid in fruits

李心月 Food Chemistry 2023,409 SCI

2

Effects of frozen storage on the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frozen whole buckwheat

extruded noodles

夏如卉 Food Chemistry 2023,429 SCI

3

Investigating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air-water interface adsorption behavior of

Transglutaminase-crossl inking rapeseed

protein isolate

陆姗姗
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23,174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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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oading of cinnamon essential oil into

electrospun octenylsuccinylated starch-pullulan

nanofiber mats: Electrospinnability evaluation,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and antibacterial

potential

黄雪荣
Food

Hydrocolloids
2023,148 SCI

5

Effect of nano-TiO2 particle size on the

bonding performance and film-forming

properties of starch-based wood adhesives

邢正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2023,235 SCI

6

Recent design strategies and applications of

organic fluorescent probes of food freshness

detection

龚诗语
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23,174 SCI

7
The influence of polusaccharides on lipid

metabolism: insights from gut microbiota
黄倩倩

Molecular

Nutrition and

Food Research

2023 SCI

8

Afatoxins degradation and quality evaluation in

naturally contaminated rice by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cold plasma

支爱

Innovative Food

Science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2023,88 SCI

9

Caffeic acid-grafted chitosan/polylacitc acid

packaging affects bacterial infestation and

volatile flavor of postharvast Agaricus bisporus

柏诗琪

Journal of Food

Composition and

Analysis

2023,122 SCI

10
Effects of phytase/ethanol treatment on aroma

characteristics of rapeseed protein isolates
陈瑶 Food Chemistry 2023,431 SCI

11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tent of EGGG or caffeic

acid addition on the

structure,cooking,antioxidant characteristics

and in vitro starch digestibility of extruced

buckwheat noodles

唐沛琪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2023,252 SCI

12

The mechanism of alkali-induced rice protein

gel formation:effect of alkali concentration and

temperature

练瑶瑶
Food

Hydrocolloids
2023,147 SCI

13
不同盐离子对藜麦蛋白凝胶特性及分子间作

用力的影响
武朝升 中国农业科学

2023,56(

21)
CSCD

组织研究生积极参与“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各类学科竞赛，

在备赛过程中提升学术与科研能力。在学科竞赛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

步，具体情况见表 5。

表 5 2023 年省部级及以上获奖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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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作品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组织单位名称

组织单

位类型
获奖人姓名

1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高教主赛

道国际项目）

安粮无忧—

—中国储粮

害虫监测防

治一体化领

军者

国赛银

奖

2023-12

-06

教育部、中央

统战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

政府
孙晟源、孙德

宏、杨宁

2

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揭榜挂帅”专项赛

守粮卫士-储

粮害虫智慧

监测预警和

绿色防治技

术研发

一等奖
2023-09

-21

共青团中央、

中国科协、教

育部

政府

孙晟源、李孟

凡、陈梦秋、

徐宏磊

3

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揭榜挂帅”专项赛

用科技力量

践行国家粮

食安全和健

康中国战略

—高质量节

粮减损创新

方案设计

三等奖
2023-09

-21

共青团中央、

中国科协、教

育部

政府
陈佳强、杨家

琦

4
2022 年江苏省研究生食品

健康、安全及智能制造大赛

可食性菜籽

分离蛋白的

研发

一等奖 2023-04

江苏省工学 4

类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

政府

许同一、熊政、

陈瑶、陶璇、

马雨婷

5
2022 年江苏省研究生食品

健康、安全及智能制造大赛

以淀替塑—

淀粉可食包

装材料的开

发与应用

二等奖 2023-04

江苏省工学 4

类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

政府

唐沛琪、邢正、

余梦兰、许彤

彤、付丽霄、

陈龙薇

6
2022 年江苏省研究生食品

健康、安全及智能制造大赛

守粮卫士-开

创储粮害虫

防治新时代

二等奖 2023-04

江苏省工学 4

类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

政府

孙晟源、董家

琳、沈丹蓉、

陈微

3.6 学术交流

本学位授权点承办了第十一届食品科学国际年会、第一届食品安

全与营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Food Safety and Health》编委论坛、助

力食品科学研究理论及技术创新，并协办了中国粮油学会第四届新青

年论坛等学术会议。此外，积极组织研究生参与行业内的各项学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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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包括中国粮油学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第二届“未来食品产业创

新发展峰会”、FFC 2023 中国功能性食品大会、2023 年粮食安全与

食品科技创新国际论坛会议、第六届中国食品科学青年论坛、第一届

全国精准营养与生命健康创新大会、第三届 ICC 亚太区粮食科技大

会、第十四届亚洲营养大会等，通过对外学术交流鼓励研究生了解学

科前沿，掌握最新动态，进一步提升学术兴趣和科研能力。

2023 年在校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达 100 余人次，共有 18

名研究生参与各类学术会议或论坛并做口头报告，具体情况见表6。

表 6 学生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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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陈烩铃
第一届食品安全与营养

国际学术研讨会

Oxidation induced

structureal change of

wheat germ protein and

its effect on

inflammatory state and

intestinal flora in mice

2023-08-0

9

中 国 - 镇

江

2 2023 郭锐林
第一届食品安全与营养

国际学术研讨会

Mechanism of rice

bran nanocellulose

synergistic with bovine

serum albumin for

stabilisation of

Pickering emulsion and

delivery of apigenin

2023-08-0

9

中 国 - 镇

江

3 2023 李心月
第一届食品安全与营养

国际学术研讨会

Rapid detection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adulteration of fragrant

rice based on

ARMS-PCR in a

portable device

2023-08-0

9

中 国 - 镇

江

4 2023 武朝升
第一届食品安全与营养

国际学术研讨会

Effects of different salt

ions on heat-induced

quinoa protein gels: gel

properties and

molecular interactions

2023-08-0

9

中 国 - 镇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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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3 高铭蔚
第一届食品安全与营养

国际学术研讨会

大蒜外泌体的提取、表

征及其体内外抗炎活

性

2023-08-0

9

中 国 - 镇

江

6 2023 郑佳雨
第一届食品安全与营养

国际学术研讨会

Immunomodulatory

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selenium-containing

peptide

TSeMMM-encapsulate

d nanoparticles in

immunocompromised

mice

2023-08-0

9

中 国 - 镇

江

7 2023 唐文倩
第十一届食品科学国际

年会

淀粉基纳米纤维的成

型机制、结构表征与抗

菌性质研究

2023-08-0

5

中 国 - 南

京

8 2023 潘志勇
第十一届食品科学国际

年会

Concentration of apple

juice by forward

osmosis technology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2023-08-0

5

中 国 - 南

京

9 2023 王庆燕
第十一届食品科学国际

年会

Protective effects of

EGCG on

BPA-induced

reproductive toxicity

2023-08-0

5

中 国 - 南

京

10 2023 张莫然
第十一届食品科学国际

年会

Research on

Polymerase Spiral

Reaction Technology

in Rapid Detection of

Foodborne Pathogens

2023-08-0

5

中 国 - 南

京

11 2023 张丽冕
第十一届食品科学国际

年会

Adsorptive

performance and

mechanism exploration

of L-lysine

functionalized

celluloses for enhanced

removal of Pb(II)

2023-08-0

5

中 国 - 南

京

12 2023 陈迪
第十一届食品科学国际

年会

糯米品种对糯米凝胶

3D打印特性的影响及

亲水胶体延缓凝胶制

品的回生机制

2023-08-0

5

中 国 - 南

京

13 2023 钱明继
第十一届食品科学国际

年会

碾磨和储藏条件对苏

香粳大米特征香气化

合物变化的影响及其

脂质代谢的研究机制

2023-08-0

5

中 国 - 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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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3 刘异洲
第十一届食品科学国际

年会

几丁质酶对双孢蘑菇

后生长的调控作用机

制

2023-08-0

5

中 国 - 南

京

15 2023 刘异洲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产后

病理学专业委员会2023

年学术年会

AbChi1调控双孢蘑菇

后生长分子机制

2023-10-2

0

中 国 - 南

京

16 2023 孙晟源
2023全国粮油储藏学术

交流大会

转录组揭示硅藻土胁

迫下赤拟谷盗感官基

因的响应

2023-08-2

5

中 国 - 延

吉

17 2023 董玉
2023全国粮油储藏学术

交流大会

包装大米的储藏品质

变化规律分析

2023-08-2

5

中 国 - 延

吉

18 2023 唐文倩
第七届植物化学物质国

际会议

Zein and gum arabic

nanoparticles: A

potential enhancer for

the immunomodulatory

functional activity of

selenium-containing

peptides

2023-08-0

4

中 国 - 北

京

3.7 论文质量

本学位授权点严格执行《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

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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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5]号）、《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

检测工作办法》（南财大学位字 2021[12]号）、《南京财经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盲审管理办法》等论文质量保障制度。认真组织学生开题

报告、中期检查、论文盲审、答辩等关键环节，确保论文质量。结合

本学位授权点实际，出台《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开题和中

期考核实施办法》，完成 2022 级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开题答

辩。中期考核在入校的第二学年第二学期进行，由中期考核小组对研

究生政治思想表现、课程学习和科研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及评定

以及时发现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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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出台《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工作的规定》，学位

论文通过学校复制比检测后，全部参加由学校组织的“盲审”环节。

并根据评审结果进行答辩申请。答辩过程设立预答辩与二次答辩环节，

严把学位授予关键环节，提高培养质量。本年度参与硕士学位毕业论

文盲审共 62 篇，“双盲”评阅通过率为 100%。硕士学位论文抽检 3

篇，均为合格，论文总体质量较好。

3.8 质量保证

制定了“督促检查、质量评估、研究问题、指导建议”的督导工

作思路，有计划地对研究生教育的重点环节如学位论文开题、教学期

中检查等进行监督、检查、评估和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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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

就业、教育管理等方面开展全程督导，更加注重质量督导制度建设，

做到“督”要实事求是，“导”要以理服人。建立了督导质量评价制

度，实时监控研究生招生工作质量、课程教学质量、教学档案管理、

专业实践质量、学位论文过程质量，形成《督导工作质量评价表》并

及时反馈质量监控中心和责任教师。建立了质量督导保障制度，划拨

督导专项经费，要求指导教师、授课教师和研究生应积极配合、大力

支持督导组工作的正常开展。

3.9 学风建设

良好的教风与学风建设是提升研究生教学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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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将科学精神、学术诚信、学术规范、职业操守和伦理道德

作为导师培训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内容，抓住研究生培养关键环节，

建立长效机制。

本学位授权点严格执行《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风建

设宣讲教育实施方案》、《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

例》等学术道德及学术规范管理制度，在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学风

建设月中，以研究生论坛、沙龙、专题报告等形式，开展研究生学术

规范与科学道德专题教育。同时，在研究生党支部中开展学风建设、

经验分享等专题活动，以学生党建推动和引领科学道德建设。多年来，

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无学术不端行为。

3.10 管理服务

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管理服务扎实有效。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成

立了以院长、党委书记为组长，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副书记为

副组长的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学院研究生办公室配有专职

研究生秘书和辅导员，具体负责研究生的日常管理、评奖评优、就业

指导和心理疏导等事务性工作。学院设有研究生会，围绕广大研究生

的切身利益和需求，做好学术交流、文化体育、新闻宣传等工作。学

院设有安全员老师，定期开展实验室安全培训与检查，做好易燃易爆

实验试剂管理维护等。二是重视研究生规章管理制度建设。研究生的

招生、培养、学位和日常管理工作规章制度完善，确保了研究生培养

过程规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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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就业发展

2023 年，本学位授权点硕士毕业研究生 62 人，就业率为 100%。

7 名学生考取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大连工业大学等

国内外一流大学博士研究生，升学率为 11.3%。从就业形式来看，签

订协议 25 人，签订合同 30 人。从就业单位分布情况来看，党政机关

1人，高等教育单位 1人，国有企业 5 人，三资企业 5 人，其他企业

43 人。

4．服务贡献

（1）突破粮食储运关键技术

本学位授权点重点围绕我国粮食储运领域的重大科技需求，在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重大科研项目资助下，创新研发了偏高水分粮

食安全处置技术、谷物新型干燥与保鲜储藏一体化技术、储粮霉菌快

速检测与防治技术、储粮害虫实时在线监测预警防控技术及装备等，

研发储藏过程监测预警系统及装备，编制粮食储运相关标准和技术规

程，培训粮食储运相关企事业单位技术骨干、管理人员600余人。学

科成果应用到全国多个国家和地方粮食储备库，总仓容超过10万吨，

实现了粮食储运机械化作业效率提升10%，储粮化学药剂使用量降低

15%。相关成果的应用创新引领粮食分类收储，实现粮食优质优价，

促进了我国粮食行业供给侧改革，保障农民根本利益，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提高粮食流通产业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和人才支持。

（2）创新食用菌精深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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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授权点针对食用菌加工过程存在的风味营养损失、功能成

分失活、色泽质构劣变是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以食用菌加

工关键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为目标，阐明了食用菌加工过程中品质变

化规律以及功能成分作用机制，构建了食用菌分类加工适应性标准和

我国唯一的食用菌加工产业数据共享平台，为食用菌分类加工提供基

础理论支撑；同时，创制了超声渗透组合脱水技术、挤压预糊化交联

技术、复合酶解-美拉德提鲜增香精准控制技术，使食用菌加工过程

中的特征营养与风味成分损失率控制在30%以内，褐变度显著降低，

功能成分工业化提取率提升至70%以上，开发了食用菌主食食品系列、

即食休闲食品系列、功能健康食品系列等数十种产品，在江苏安惠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进行应用，新增利润超2000万元。实现食

用菌从单一的“鲜食烹饪”模式向“方便即食”多元化快消食品加工

的转型升级。

（3）突破富硒农产品加工技术

本学位授权点学科团队针对硒的生物转化效率低、富硒农产品营

养评价标准缺失、富硒食品深加工技术创新与应用不足等关键科技问

题，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重大专项等课题的支持下，开展

了硒肥高效制备、富硒农产品生产等关键技术，可控酶解技术、功能

成份分离纯化等富硒食品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研制生物硒肥、硒蛋

白粉、硒肽和米乳饮料等多种高附加值产品，并在企业进行成果应用

转化，经济效益显著。

依托本学位授权点相关科研平台，开展了农产品富硒新资源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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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评估，推动优质富硒农产品市场化。在江西丰城等贫困地区累计培

训农业种植人员、企业技术骨干300余名，推广富硒大米等农产品生

产与加工技术，有效延长富硒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进一

步促进贫困地区就业，带动农民增收脱贫。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学位点软硬件资源建设仍需加强

在博士点、国家现代产业学院、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创新平台、

省级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等软硬件资源方面的建设仍需突破。

（2）引培学位点领军人才仍需加强

本学位授权点团队建设成效显著，协同能力和成果产出取得了长

足发展，但国家特支计划杰出人才、领军人才或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讲席学者等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工

作尚未全面突破。

（3）教师和学生获得国家级奖励情况仍需加强

教师在具有影响力的省级和国家级教学科研获奖方面相对薄弱，

应不断鼓励和支持教师积累成果参与评奖，助力学位点发展；学生参

加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中国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国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情况较之前有所好转，但仍需不断加强推广力度。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加强学位点软硬件资源建设，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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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积极申请博士点、完善实验平台建设、建立产教融合中心、

建立产业学院，深入实施优秀研究生、本科生培养计划，本、硕、博

精英人才培养计划，加大科研引导和激励措施，为我国粮食行业提供

高层次人才。

（2）加大学位点领军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突破高端人才培养

瓶颈

进一步加大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做好人

才引进配套保障工作；同时提高对学位点优秀人才的绩效奖励，鼓励

攀爬科研高峰，实现对优秀人才“引进来、留得住、用得好”，为取

得行业领先的重大科研成果奠定人才基础。

（3）加强激励师生参与国家级比赛，提升学位点社会影响力

学位点需要着力引导教师和学生开拓创新思维、思辨能力和竞争

意识。借鉴国内参赛获奖的高水平大学的参赛运行模式，改革参赛体

制机制，提高师生的积极性，进而提升学位点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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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于 2011 年获批，并于 2012 年获评

江苏省重点培育学科，于 2022 年被确定为江苏省“十四五”重点学

科；依托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国家级电子

商务信息处理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江苏省电子商务重点实验室、江

苏省粮食物联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一批国家、省级科研平台，立

足于江苏，着眼于服务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面向电子商

务领域和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智能软件处理领域培养应用型人才，

注重实践教学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

“软件方法与技术”、“商务智能”、 “数据管理与信息检索”这三个具

有自身特色与优势的学科方向。

（一）目标与标准

1.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熟悉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秉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备出色的政治素养、学术道德和显著的事业心，为促进我国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努力。

（2）面向我国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的需求，培养高级软件工程

开发、软件项目管理及软件企业管理等方面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要

求掌握软件工程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思维能力、软件设计与分析

能力，了解软件工程发展的前沿和动态，具有从事本学科相关领域

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掌握软件工程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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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备运用先进的工程化方法和工具从事软件

分析、开发、维护的能力、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团队协作

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能独立承担本学科专门技术

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鼓励学生将工程的概念、原理和技术有机结

合到软件项目的开发与管理中。

2.学位标准

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学习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原则上在

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基本完成课程学习，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

四学期开设。在第一学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

确定每位研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

养计划，并在征得研究生的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

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

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年龄互补的

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本学位点严格执行学位标准和相关规定，

在学位论文质量方面未曾发生质量问题。在学校论文盲审以及省级

学位论文抽检等各个环节，均未发现任何不合格论文。近年来，大

部分学位论文评价结果均达到良好水平以上。

软件工程学科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如下：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

且须修满 27 学分。其中包括 1)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

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2)学位课（6 门，18 学分），由学科

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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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8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

活动（1 学分）、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

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关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积极参加

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在学期间必须听取学术

报告至少 10 次，参加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至少 1 次，填写学术交流

活动报告，并由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学术交

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

践能力。学校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

研合作项目。硕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

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

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

设宣讲教育报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

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

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

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自主测试，

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二）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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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方向

软件方法与技术：以新工科背景下的软件工程理论及应用为导

向，深入探讨多源异构资源共享及语义关联理论，深入探究人工智

能驱动的知识表示与融合模式，并进一步研究社会化商务数据分析

与挖掘策略。同时，结合现代电子商务社交网络软件和复杂网络软

件的研究热点，对诸如多关系社交网络和复杂加权网络中重要社团

结构的自动发现和抽取、网络资源管理与电子商务服务资源分配、

跨数据中心的电子商务动态资源联合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旨

在解决当前软件工程领域中的重要问题，并通过创新性的理论及方

法为电子商务社交网络软件和复杂网络软件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

支持和实践指导，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和应用发展。

商务智能：在江苏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致力于研究大

规模智能商务软件平台中用户群体行为和演化模式，深入探索社会

化智能商务软件网络中用户群体行为属性画像的关键技术，以解决

智能商务软件网络中用户信息和产品信息融合的挑战。基于博弈优

化等相关理论的研究，构建智能商务软件中群组社区演化模型，并

设计防御机制，以应对网络演化过程中可能遭到的恶意用户攻击。

努力寻求为社会化智能商务软件中的动态社会化营销和网络舆情管

理提供有效工具的方法。相关研究得到了商务部、苏宁易购、焦点

科技、途牛网络等单位的合作与支持，在电子商务数据处理、应用

集成、管理信息化和协同平台研发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

智能商务软件行业内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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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与信息检索：本研究方向在电子商务海量数据处理方

面具有显著特色，通过深度分析用户行为特征，综合利用包括显式

和隐式数据的多种数据资源，设计和完善各种致力于实现个性化推

荐服务和个性化信息检索等相关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研究不仅关注

数据的表面特征，还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关联与模式，强调对各种数

据资源的全面利用，通过整合和分析这些数据，为个性化推荐和信

息检索提供更准确、更有效的支持。本研究方向的优势在于对数据

的深度理解和高效处理能力，能够处理大规模、高复杂度的数据，

并提供高效、精准的推荐和检索服务，并以电子商务应用为基础，

广泛探索了在金融、文献服务等其他领域的应用结合研究。

2.师资队伍

软件方法与技术：学科方向带头人为曹杰教授，2002 年毕业于

东南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南京理工大学兼职博导、电子商务信

息处理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主任（科技部）、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地

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主任（国家发改委）、2013-2017 年教育部电子商

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培养对象、江苏

省科技创新团队的负责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

省 333 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江苏省青蓝工程骨干教师、以及江

苏省六大人才培养对象。长期从事电子商务与商务智能方面的科研

与教学工作。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1 项重点）、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2 项、国家软科学项目 2 项、科技部国际合

作重点专项 1 项。在 TKDE、TIFS、TPDS、TCYB、InfSci 等国内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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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75 篇，其中 SSCI/SCI 论文 37 篇，CCF A 类会

议论文 5篇，单篇论文最高引用次数超 80 次，影响因子累计超 60。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2 项，其中第一发明人 7 项。牵头制定行业标准

2项。主要师资成员有王愈、程永上、陶海成、孙宏亮、杨冠男等。

商务智能：学科方向带头人为黄健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南

京财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现为江苏省“333 工程”中青年学

科带头人、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南京财经大学

首届“学科领军人才”。主持和参与国家级项目近 10 余项，其中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香港研究资助局项目 1 项和国家留学基

金面上项目 1 项。同时，还主持江苏省科技厅前暂性研究计划重大

项目 1 项。近年来，在国内外顶级和权威期刊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UTD)、IISE Transactions(国际工业工程学会会

刊)、Decision Sciences(国际决策科学学会会刊)、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s Research( 欧 洲 运 筹 学 会 会 刊 ) ，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

发表文章总共被引用 900 余次。主要师资成员有刘阳、蒋玖川、吴

骏、王有权、朱桂祥等。

数据管理与信息检索：学科方向带头人为李树青教授、硕士生

导师，现任南京财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个性化服

务、大数据管理和推荐系统等研究。在科研上，主持国家社科重大

项目子课题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目 1 项、主持和参与国家自

科基金 2 项、省教育厅自然科学重点课题 1 项、省教育厅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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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前发表专业核心论文 5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和图书 10 部。

在教学上，完成多部省级重点建设教材、多门省级一流线上课程、

多项省级教育教改课题。主要承担公共基础课《Python 大数据分

析》、公共选修课《文献与信息检索》、通识选修课《互联网创新创

业》、专业课《学科导论》、研究生《推荐系统》等课程的教学，指

导获得优秀毕业设计多项。主要师资成员有苏震、钱钢、刘健、刘

予飞、吕冬晴等。

表 1 专任教师数量及结构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硕士导师

人数

最高学位

非本单位

授予的人

数

兼职硕

导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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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高级 4 0 0 1 3 0 4 0 4 4 0

副高级 6 0 1 2 3 0 6 0 4 6 0

中级 8 0 2 6 0 0 8 0 1 8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18 0 3 9 6 0 18 0 9 18 0

如表 1 所示，本学位点共有专职教师 18 人，其中硕士生导师 9

人；正高级职称教师 4 人、副高级职称教师 6 人、中级职称教师 8

人；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18 人；26 至 35 岁的教师 3 人，36 至 45

岁的教师 9 人，46 至 59 岁的教师 6 人，45 岁及以下教师 12 人。

2023 年度，本学位点新引进了吕冬晴博士，其主要从事数据管理与

信息检索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本学科师资队伍结构。

本学位点目前拥有一支职称年龄学历结构合理、治学严谨、教

学和学术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形成了多个以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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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骨干为主体的学术梯队；授课教师均一直从事教学工作，教学

经验丰富。各学科方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具体信息如表 2 所示。

表 2 学科主要方向、学科带头人及中青年学术骨干

学科方向名称 项目 姓名 年龄 职称

软件方法与技术

带头人 曹杰 54 教授

中青年学术骨干

1 王愈 37 副教授

2 程永上 52 副教授

3 陶海成 36 讲师

4 孙宏亮 41 讲师

5 杨冠男 41 讲师

商务智能

带头人 黄健 47 教授

中青年学术骨干

1 刘阳 42 教授

2 蒋玖川 42 副教授

3 吴骏 42 讲师

4 王有权 39 讲师

5 朱桂祥 35 讲师

数据管理与信息检索

带头人 李树青 47 教授

中青年学术骨干

1 苏震 46 副教授

2 钱钢 48 副教授

3 刘健 33 副教授

4 刘予飞 40 讲师

5 吕冬晴 29 讲师

3.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坚持以国家科技进步为方向，在发展信息技术的同时

充分融合商务智能、软件方法、信息检索等特色方向，坚持立德树

人，确保培养质量，强化能力培养。学位点师生坚持以理论创新为

基础，在“软件方法与技术”、“商务智能”、“数据管理与信息检索”

四个具有自身特色与优势的学科方向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在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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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获授权多项发明专

利，在学术界赢得了较好的声誉。在此基础上，将理论创新成果成

功应用于工程实践，为产学研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2023 年度纵向

科研到校经费 51 万元，横向科研到校经费 131.3 万元（见表 3）；

其中，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基金 1项（见表 4）。

表 3 纵向、横向到校科研经费数

年度
数量（万元）

纵向科研经费 横向科研经费

2022 50 185.95

2023 51 131.3

表 4 目前在研的国家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分类
项目起讫

时间

项目经

费（万

元）

负责人

1

面向国家战略的情报学教

育与发展研究（课题 3：
面向国家战略的情报学教

育使命与定位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

课题
2021.1-2023.6 8 李树青

2
电子商务虚假购买行为检

测：用户购买全过程视角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022.1-2025.12 62 王有权

3
多重社会网络中大规模复

杂任务的群智众包商务机

制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一般项目

（级别等同国

自科面上）

2022.9-2025.6 20 蒋玖川

4
个体-团队动态关联视角

的科学团队创新突破机制

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2024.1-2026.12 30 吕冬晴

5
可塑性势结构诱导参激随

机共振的微弱信号增强方

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2021.1-2023.12 30 刘健

6
基于计算学习理论的最优

移动数据卸载机制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一般项目

（级别等同国

自科面上）

2023.6-2026.6 20 吴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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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学科专任教师在 ACM Transactions on the Web (中科

院一区、Top期刊、CCF-B类期刊)，World Wide Web (CCF-B 类期

刊)，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领域

的顶级期刊、Top期刊、影响因子为 8.3) ，软件学报等国内外高水

平期刊上发表发表论文 13 篇（见表 5），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1篇，

SSCI 收录论文 1 篇，EI 收录论文 4 篇。

表 5 教师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的代表性论文

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

名

作者

类型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及

卷（期）数

期刊收

录情况

1

A Multi-Task Graph
Neural Network with

Variational Graph Auto-
Encoders for Session-
Based Travel Packages

Recommendation

朱桂祥
第一

作者

ACM
Transactions on

the Web
2023,17(3) SCI

2
一种基于算法机制设计

的社会法则合成方法
吴骏

第一

作者
软件学报 2023, EI

3

HAN-CAD: hierarchical
attention network for

context anomaly detection
in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陶海成
第一

作者
World Wide Web 2023, SCI

4

A robust ranking method
for online rating systems

with spammers by interval
division

孙宏亮
第一

作者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23, SCI

5

Selection bias mitigation
in recommender system
using uninteresting items

based on temporal
visibility

李树青
通讯

作者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23,213 SCI

6

Reconstruction-based
anomaly detection for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using contrastive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陶海成
通讯

作者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2024,61
SSCI,
SCI

7

Weight prediction and
recognition of latent

subject terms based on the
fusion of explicit &

implicit information about
keyword

李树青
第一

作者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3,126 SCI

8 Recognition of unilateral 蒋玖川 第一 Neuroscience 2023,800 EI,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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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 limb movement
based on EEG signals with

ERP-PCA analysis

作者 Letters

9

Capped L21-norm-based
common spatial patterns

for EEG signals
classification applicable to

BCI systems

蒋玖川
第一

作者

Medical &
Biological

Engineering &
Computing

2023, EI, SCI

10

Multi-objectiv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pproach for trip
recommendation

王有权
通讯

作者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23,226 SCI

11

Community-Aware
Empathetic Social Choice
for Social Network Group

Decision Making

蒋玖川
通讯

作者
Information

Sciences
2023,644 EI, SCI

12

GAA-PPO: A novel graph
adversarial attack method
by incorporating proximal

policy optimization

朱桂祥
通讯

作者
Neurocomputing 2023,557 SCI

13
FERSF:随机模型检验引

导的公平性增强推荐系

统框架

刘阳
通讯

作者
计算机应用研究 2023,40(6)

北大中

文核心

4.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现有多个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其中，拥有国家

级科技创新基地 2 个，省部级科技创新基地 5 个，厅局级科研创新

基地 3个。实验室总面积 615 平方米，最大实验室面积 300 平方米，

仪器设备总值 210.34 万元。

表 6 科研平台对本学科人才培养支撑作用情况

平台名称 平台级别 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限 100 内）

电子商务交易技术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实验室

国家级

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服务计算与优化决策方向

的人才培养提供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源整合等

支持；为课程实践教学环节提供电子商务全流程

模拟实验支持；为研究生科研实践提供实验数

据、实验平台与研究环境支撑。

电子商务信息处理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国家级

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服务计算与优化决策方向

的人才培养提供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源整合等

支持，为课程实践教学环节提供电子商务全流程

模拟实验支持；为研究生科研实践提供实验数

据、实验平台与研究环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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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大数据挖掘与

应用重点实验室
厅局级

为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多媒体技术方向的人才培

养提供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源整合等支持；为

实践教学环节提供粮食数字化全流程模拟实验支

持；为粮情监控、粮食溯源、舆情分析等研究提供

基础数据与实验平台支撑。

江苏省粮食物联网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部级

为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多媒体技术方向的人才培

养提供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源整合等支持；为

实践教学环节提供粮食数字化全流程模拟实验支

持；为粮情监控、粮食溯源、舆情分析等研究提供

基础数据与实验平台支撑。

江苏省电子商务交

易技术工程实验室
省部级

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服务计算与优化决策方向

的人才培养提供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源整合等

支持；为课程实践教学环节提供电子商务全流程

模拟实验支持；为研究生科研实践提供实验数

据、实验平台与研究环境支撑。

江苏省电子商务省

级重点实验室
厅局级

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服务计算与优化决策方向

的人才培养提供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源整合等

支持；为课程实践教学环节提供电子商务全流程

模拟实验支持；为研究生科研实践提供实验数

据、实验平台与研究环境支撑。

江苏省商务软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部级

为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多媒体技术方向的人才培

养提供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源整合等支持；为

实践教学环节提供粮食数字化全流程模拟实验支

持；为粮情监控、粮食溯源、舆情分析等研究提供

基础数据与实验平台支撑。

南京市商务软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厅局级

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服务计算与优化决策方向

的人才培养提供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源整合等

支持；为课程实践教学环节提供电子商务全流程

模拟实验支持；为研究生科研实践提供实验数

据、实验平台与研究环境支撑。

江苏省商务大数据

工程研究中心
省部级

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服务计算与优化决策方向

的人才培养提供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源整合等

支持；为课程实践教学环节提供电子商务全流程

模拟实验支持；为研究生科研实践提供实验数

据、实验平台与研究环境支撑。

国家粮食大数据采

集与应用技术创新

中心

省部级

为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多媒体技术方向的人才培

养提供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源整合等支持；为

实践教学环节提供粮食数字化全流程模拟实验支

持；为粮情监控、粮食溯源、舆情分析等研究提供

基础数据与实验平台支撑。

5.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加强相关学生奖励管理制度的建设。目前学院已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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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制定或修订了《南京

财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新生奖学金细则》、《南京财经大学信

息工程学院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办法》、《南京财经大学信息工

程学院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办法》、《南京财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细则说明》、《南京财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研究

生优秀奖学金评定办法补充规则》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保障学生奖

励管理工作的规范、有序。导师和研究生满意度非常高。

在资助水平和覆盖面上，奖助学体系完善，为研究生学习和科

研提供有力保障。奖、助学金项目包括“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

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等。学业奖学金覆盖所有研究

生，奖助覆盖面广，奖助力度大。其中，一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20%，二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30%，三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50%。此外，学校还设有各类社会捐赠类奖（助）学金：同曦助学

金、中储粮校友基金；暖阳奖学金、四维奖学金。研究生在校可申

请“三助一辅”等工作岗位；还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对于家庭特

别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困难补助。表 8 列出了本学位点 2023 年奖助

学金资助情况。学业奖学金共资助学生 55 人，总金额为 4.32 万元；

国家助学金共资助学生 57 人，总金额为 2.73 万元。

表 7 奖助学金情况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年度 总金额（万

元）

资助学生数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023 4.32 55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023 2.73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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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

学校多年被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评为优秀招生单位。在本专业的

研究生招生过程中，学院积极配合学校相关工作，多次组织相关人

员到省内外高校进行了专业宣讲。生源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明显

的改善。把握大财经背景下对软件工程专业研究生层次人才需求契

机，不断总结以往招生制度的经验，寻找不足，积极寻求解决措施，

促进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合理与优化，吸引具有更高综合素质、扎实

理论基础、拥有专业特长、具备创新潜能的学生报考，为提高研究

生培养质量打下坚实基础。2022 年招收全日制研究生 18 名，2023

年招收全日制研究生 19 名，皆为第一志愿录取。2023 级本专业学生

生源分布广泛，所有学生第一学历专业均为本专业或紧密相关专业

（见表 8 所示）。

表 8 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

学科方向名称 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软件工程各方向

研究生招生人数 18 19

其中：全日制招生人数 18 19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0

招录学生中本科推免生人数 0 0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18 19

授予学位人数 5 10

2.思政教育

思政教育对软件工程研究生树立职业道德、工匠精神和培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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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国家人民的感情至关重要，还有助于培养研究生的团队协作和

沟通能力，促使其在专业研究中更好地结合实际，为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为体现国情和我校的“财经本色、粮食特

色”，教学所涉及到的行业、岗位、团队和国计民生，既引导性介

绍专业工作的性质、内容和方法，又凸显工程实践中团队精神和责

任担当，从而按照课程的知识线索适时地融入思政的内容。在学科

专业教学过程中，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和国际科技竞争态势，明确软

件产业为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树立学生的

责任感、使命感和对学科的热爱。

2023 年，校党委书记张利民多次深入我院学生宿舍进行结对辅

导工作，紧密联系学生实际，关心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与此同时，

信息工程学院也在积极履行党支部政治辅导员的职责，组织上党课

活动，强化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了迎接 2023 级新生，信息工程

学院开展了新生入学教育暨开学第一课，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帮

助新生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与教育活动同步进行的是“科技月掀

风潮，机器智能闪耀校园新火花”主题下的信息工程学院机器学习

知识普及大赛。通过这些举措，信息工程学院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

展现了全方位的教育与培养工作，为学生提供了全面发展的平台。

目前已承担 2020 年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堂项目建设重点立项项

目，“‘工科’讲出‘德育味’”受到交汇点等新闻媒体的报道。

获 2021 年我校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立项。2021 年，曹

杰教授等 4 位专任老师将积极探讨思政与教书育人工作相结合，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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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校级党建思政课题立项。2023 年 9 月本学位点选派新增研究生导

师参加了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举办的“四有导师学院”网络

培训，学习了为师为范、四史教育、政策解读、教育动态等方面的

课程；2023 年 11 月，在“名师名课示范观摩”活动中，本学位点

的韩忠愿教授以“教师的情怀”为主题，面向青年教师开展了关于

师德师风及职业发展的讲座。2023 年，辅导员郭秀芳老师的《研究

生就业服务育人质量提升探析》项目获得校级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

目立项。

3.课程教学

本学点对研究生教学进行严格质量监控，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严格按照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规定设置课程

体系、任课教师需制定详细全面的课程教学计划和进度安排。为促

进教师的相互交流与学习、推进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活动、及时发

现并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学院鼓励并要求领导和教师积极

听课评课，并广泛开展教学交流和教学研究活动，积极推进教育教

学改革，优化课程体系。本学位点的李树青教授完成多部省级重点

建设教材、多门省级一流线上课程；5 门学位课程采用了双语教学，

1 门学位课采用全英文教学。采用国外原版教材和双语教学的课程

已达到 50%。主要课程开设情况如表 9 所示。

表 9 研究生主要课程开设情况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

型

学

分

授课教

师
课程简介

授课

语言

1 矩阵论 必修课 3 陈小莉

《矩阵论》是数学学科的重要分

支，是一门不可或缺的专业基础

课，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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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广泛的应用。该课程主要研究

线性代数基础、矩阵分解、范数理

论、矩阵函数、广义逆矩阵、矩阵

Kronecker 积等内容。

2
高级数据库

原理与技术
必修课 3 钱钢

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关系模型、图数

据模型、RDF 数据模型的表示

（Discovery）、存储（行/列

/Parquet）、索引、查询（包括聚

合查询）与优化等方面的关键技

术，阐述了不同数据模型的应用背

景、主要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

中文

3

软件系统可

靠性方法

（双语）

必修课 3 刘阳

本课程通过讨论形式化方法

（Formal Methods）为代表的软件

系统可靠性方法，来系统地阐述软

件可靠性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实

践，使学生能系统地认识和进一步

理解形式化方法的本质，掌握形式

化方法的基本理论、技术和方法。

中英

双语

4

Algorithms

:Design

and

Analysis
（全英文）

必修课 3 吴骏

本课程采用全英文教学，通过介绍

和讨论算法设计与分析的基本理

论、可计算性与计算复杂性理论、

经典的算法设计思路等，使学生系

统地掌握基本的算法设计与分析技

能，同时锻炼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

的能力。

全英

文

5

决策科学与

算法（双

语）

必修课
王凯翔,

吴骏

决策科学与算法这门课程主要从决

策支持的角度出发，培养学生对于

计算思维和求解问题的能力，本课

程涉及数据库技术、机器学习、统

计学等多学科领域知识，注重针对

实际需求，进行数学建模并选择高

效求解算法的训练。

中英

双语

6
复杂网络理

论及其应用
必修课 3 孙宏亮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深入了解复杂网

络的基本原理与应用，培养其分析

大规模网络结构与动态的能力。通

过理论授课、实践案例和团队项

目，提高学生的网络建模与分析技

能，加强跨学科思维。

中文

7
Seminar 与

专业论文写

作（双语）

选修课 3 马福民

本课程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软

件工程的研究生，旨在帮助研究生

熟悉英文科技论文特点，提高科技

论文写作水平，助力高水平学术期

刊论文发表。课程内容由浅入深、

由点及面，从微观要素入手，逐步

过渡到构建整篇论文。

中英

双语

8
推荐系统导

论
选修课 3 李树青

该课讲授协同过滤方法、基于内容

的推荐方法、社会化推荐、情境推

荐和推荐系统设计等内容，结合案

例剖析相关技术应用现状和前景，

使学生能认识和理解推荐系统的基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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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论，掌握推荐技术的基本算

法，并能在实践中运用。

9 数理逻辑 选修课 3 胡号

数理逻辑是培养学生抽象思维和严

密概括能力的素质训练课程，为信

息学科各分支领域解决基本问题提

供强有力的数学工具。通过课程学

生掌握使用数学语言或符号系统处

理问题的基本方法，提高学生的逻

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形式

化思维能力。

中文

10
Python 语言

程序设计

（双语）

选修课 3 毛波

通过教学使得学生能够理解 Python

的编程模式，验证、理解直至熟练

运用课堂所学知识。能够熟练使用

集成开发环境，解决实际问题，将

python 用于数据分析、网络爬虫以

及可视化等方面。

中英

双语

11

软件需求工

程与软件项

目管理

选修课 刘予飞

《软件需求工程与软件项目管理》

研究生课程深度探讨软件需求分

析、项目计划、团队协作和风险管

理等核心概念。培养学生在软件开

发中精准把握需求、高效管理项

目，为成功交付高质量软件打下坚

实基础。

中文

12
智能优化方

法
选修课 3

杨冠男,

佟德宇

智能优化方法近年来在计算机、自

动化、人工智能、通信等多领域得

到广泛应用。通过系统学习典型的

现代优化算法，如模拟退火、遗

传、群智能及神经网络算法等，为

学生科学研究及工程应用提供优化

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

中文

13

智能系统文

献选讲（双

语）

选修课 3 李燕

本课程针对智能系统领域的主要研

究内容和相关技术方法，包括复杂

网络系统、多智能体系统、T-S 模

糊系统、最优化算法、博弈理论和

拍卖理论，选取相关前沿文献进行

详细分析和讲解。为学生的科学研

究提供理论指导。

中英

双语

14
学术信息资

源获取与利

用

选修课 2 赵庆华

该课程是一门面向研究生的公共基

础课程，学习它有助于系统地培养

学生对学术文献信息获取、组织、

评价和综合利用能力，提高学生的

学术素养和科研创新技能，满足学

生快速、准确、高效地获取和利用

学术信息资源的需求。

中文

4.导师指导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办法》，鼓励符合

条件和要求的教师进入导师队伍，并按学校统一安排进行系统地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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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通过制定“信息工程学院硕士生与导师互选指南”和“信息工

程学院硕士生导师指导研究生绩效评估细则和奖惩条例”，强化了对

导师指导研究生的过程监督和绩效考核。按照《研究生导师指导行

为准则》的文件精神，开展了多次有关研究生导师行为规范方面的

培训，使研究生导师牢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宗旨，树立底线思维，

保持积极的奉献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

所本学位点定期组织研究生座谈会，及时向研究生导师反馈学

生的需求，从而使其改进指导方法。在学术道德规范方面，明确研

究生导师的责任，加强研究生学术行为管理，对违反学术道德的行

为零容忍，维护学术的纯洁性。通过培训的常态化使研究生导师始

终牢记思政教育“第一责任人”的位置。此外，学位点不仅要求研

究生导师在科研方面进行指导，还明确了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在道

德规范、行为举止、待人接物、人生规划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引导责

任。不定期开展研究生导师指导情况调查，并将结果在本学科工作

会议上进行汇报，总结经验，发现问题，限期整改，强化导师责任

意识。截止 2023 年年底，先后有 71 人毕业，70 人被授予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授予率较高，平均硕士学位授予率为 98.59%，

5.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通过制定科研配套政策，能够对研究生进行严格、完整、系统

的科研训练。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管理

办法》，凡是校级立项的研究生创新项目，对于立项不资助的项目，

院里每项配套资助 1000 元；对于立项资助的项目，院里按 1：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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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配套，但必须是在完成任务之后才能给予资助。凡是省级立项

的研究生创新项目，对于立项不资助的项目，在校级配套基础上再

资助 1000 元；对于立项资助的项目，在校级配套基础上按 1：1 的

比例配套，但必须是在完成任务之后才能给予资助。本学位点在

2023 年度举办了"科技月掀风潮，机器智能闪耀校园新火花"信息工

程学院机器学习知识普及大赛，大赛旨在激发同学们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培养科学探究的正确态度，同时让学生及时了解人工智能领

域的发展。近年来，本学位点教师承担了大量的纵向和横向项目，

其中承担项目的导师，吸收研究生加入研发队伍，通过多种途径，

吸纳学生参与高层次的科研活动，提高他们的科研兴趣，提升他们

的学术素养，并鼓励学生发表高水平论文、申请科研项目、参加学

术会议、参与学科竞赛等。近三年本学位点学生参加国内外竞赛获

奖情况如表 10 所示；2023 年度本学位点研究生在《Academic

Journal of Computing & Information Science》、3rd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Science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 等期刊和会议上

发表了高质量学术论文，如表 11所示。

表 10 研究生国内外竞赛获奖项目

序号 年度 奖项名称
获奖

作品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组织单位名称

组织单

位类型

获奖人

姓名

1 2021
“华为杯”第十八届

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

竞赛

无 三等奖 2021.12
教育部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中

心

政府 胡博涛

2 2021
“华为杯”第十八届

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

竞赛

无 二等奖 2021.12
教育部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中

心

政府 郑天生

3 2022
第十三届蓝桥杯全国

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

人才大赛

无 三等奖 2022.05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才交流中心
政府 张金伟

4 2022 第十三届蓝桥杯全国 无 一等奖 2022.05 工业和信息化部 政府 胡博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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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

人才大赛

人才交流中心

5 2022
第十二届 Mathorcup高
校数学建模挑战赛研

究生组

无 三等奖 2022.06
中国优选法统筹

法与经济数学研

究会

学会

蔡万

强、王

诗佳、

蒋金正

表 11 研究生论文发表情况

学号 姓名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会议
卷

期
年份

收录

情况

说

明

11202
11227

俞俊

Simultaneous Prediction
of Phase and Amplitude

Spectrum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 Reflective
Metasurface

2023 Int. Conf. on
Microwave and
Millimeter Wave

Technology

2023 EI
国

际

会

议

11202
11227

俞俊

基于低色散相位梯度超

表面的可调平面三棱镜

研究

2023年全国微波毫

米波会议
2023 EI

国

内

会

议

11202
11225

王诗佳

An Encoder-Decoder
Deep Model for Semantic

Segmentation of Leaf
Vein Patterns

3rd Int. Conf.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irtual
Reality, and
Visualization
(AIVRV 2023)

2023 EI
国

际

会

议

11202
11213

11202
11220

陈志恒

牛元浩

HTGAT: A Heterogeneous
Temporal Graph Attention

Network for
Scholars’Impact

Prediction

4th Int. Conf.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y

2023 EI
国

际

会

议

11202
11213

11202
11220

陈志恒

牛元浩

Dynamic Feature
Collaborative Variational

Auto-Encoders for
Academic Paper
Recommendation

7th Int. Conf. o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EITCE 2023)

2023 EI
国

际

会

议

11202
11215

缑芸合
A lightweight biomedical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with pre-trained model

3rd IEEE Int. Conf.
on Data Science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

(ICDSCA 2023)

2023 EI
国

际

会

议

11202
20533

张汪晖 信息超材料与信息系统
第二届全国超材料

大会
2023

国

内

会

议

11202
20539 张坤坤

CLASSIFICATION
TASK ASSISTED
SEGMENTATION

2023 IEEE Int. Conf.
on Image

Processing(ICIP)
2023 EI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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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FOR
BREAST TUMOR

SEGMENTATION IN
ULTRASOUND

IMAGES

际

会

议

11202
20541

刘丹喆
元系统：元控制与分布

式控制

2023 IEEE/CAA
Journal of

Automatica Sinica
Conference

2023 EI
国

际

会

议

11202
11216

郭嘉琪

Controlled Symmetry
with Woods-Saxon

Stochastic Resonance
Enabled Weak Fault

Detection

Sensors
已

录

用

2023 SCI
国

际

期

刊

11202
11217

黄涛

Outlier-resistant quantized
control for T-S fuzzy
systems under multi-

channel-enabled round-
robin protocol and
deception attac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ust and

Nonlinear Control

v
ol.3
3,
no.
18

2023 SCI
国

际

期

刊

11202
11218

蒋明锋

Weight prediction and
recognition of latent

subject terms based on the
fusion of explicit &

implicit information about
keywor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3 SCI
国

际

期

刊

11202
11219

缪佳伟

Reconstruction-based
anomaly detection for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using contrastive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o
l.61

,
Iss
ue
1

2023 SCI

国

际

期

刊

11202
11223

汪皓天
Medical Relation

Extraction Based on
Feature Fusion Forest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biquitous
Intelligence and

Computing

2023 EI

国

际

会

议

11202
11225

王诗佳

An Encoder-Decoder
Deep Model for Semantic

Segmentation of Leaf
Vein Patterns

2023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irtual
Reality and

Visualization(AIVR
V 2023)

2023 EI
国

际

会

议

11202
11226

魏礼爽

Secure state estimation for
complex networks with
multi-channel oriented
round robin protocol

Nonlinear Analysis:
Hybrid Systems

2
023
.10
137
1

2023 SCI

国

际

期

刊

11202
20539

张坤坤
CLASSIFICATION
TASK ASSISTED
SEGMENTATION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mage

Processing (ICIP)
2023 EI 国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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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FOR
BREAST TUMOR

SEGMENTATION IN
ULTRASOUND

IMAGES

会

议

6.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近 5 年来主办、承办国际或全国性学术年会 5 次，在

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报告 4次，邀请境外专家讲座报告二十余次。

所有本学位点自己主办承办的国际或全国性学术年会都要求所有研

究生参加，同时在学习期间必须参加至少 30 场以上的相关专家讲座。

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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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时间
报告
地点

1
2023
年

俞俊

202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crowave and
Millimeter Wave

Technology

Simultaneous Prediction
of Phase and Amplitude

Spectrum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 Reflective
Metasurface

2023/5/14
至

2023/5/17

中国-
青岛

2
2023
年

俞俊
2023 年全国微波毫米

波会议

基于低色散相位梯度

超表面的可调平面三

棱镜研究

2023/5/14
至

2023/5/17

中国-
青岛

3
2023
年

王诗佳
2023 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

An Encoder-Decoder
Deep Model for

Semantic Segmentation
of Leaf Vein Patterns

2023/7/6
至

2023/7/8

中国-
上海

4
2023
年

陈志恒

牛元浩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y

HTGAT: A
Heterogeneous

Temporal Graph
Attention Network for

Scholars’Impact
Prediction

2023/10/13
至

2023/10/15

中国-
西安

6
2023
年

陈志恒

牛元浩

第七届电子信息技术

与计算机工程国际学

术会议

Dynamic Feature
Collaborative

Variational Auto-
Encoders for Academic
Paper Recommendation

2023/10/20
至

2023/10/22

中国-
厦门

9
2023
年

张汪晖
第二届全国超材料大

会

信息超材料与信息系

统

2023 年 5
月

中国-
南京

10
2023
年

张坤坤

2023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mage
Processing(ICIP)

CLASSIFICATION
TASK ASSISTED
SEGMENTATION
NETWORK FOR
BREAST TUMOR

SEGMENTATION IN
ULTRASOUND

IMAGES

2023年 10
月

马来

西亚-
吉隆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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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23
年

刘丹喆
2023 IEEE/CAA

Journal of Automatica
Sinica Conference

元系统：元控制与分

布式控制

2023 年 9
月

中国-
北京

7.论文质量

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是关乎研究生整个培养质量的关键。学

院重视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规范对研究生培养从论文撰写、开

题、中期检查、论文检测、送审、答辩的每个环节均有明确的要求，

并对导师职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健全学位论文设计各个环节，从

严把好质量关。对学位论文的选题要求明确，力求贴近前沿，联系

实际，鼓励学生把当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选题进行深入研究。

学院鼓励研究生在科研上争取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学院在各项

研究生评选过程中，会充分考虑研究生的学术成果水平。为更好衡

量我院研究生的学术成果水平以便于学院内部进行各项学生评选，

考虑到我院学科建设的自身特点，学院认定的论文等级在遵照《南

京财经大学科研综合评价实施方案（试行）南财大校字〔2023〕10

号》的基础上，进一步参照中国计算机学会的推荐国外刊物列表，

进一步将 CCF A、B、C 类期刊及会议分别予以高级别的档次认定。

实行毕业论文“双盲”评审制度，力争提高同行认可度。本学

位点所有研究生学位论文均实行“双盲”评审制度。为了进一步加

强对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检查，我院在研究生毕业论文工作的预

答辩环节增加实验程序及实验结果的真实性评审环节，由院组织答

辩老师在答辩前进行评审，并据此来评定学生是否有资格参与最终

答辩。

8.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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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坚持学位授予的高标准及程序规范，提高社会认可度。

本学科严格坚持学位授予标准，规范学位授予程序，学位论文质量

高，培养的研究生得到社会普遍好评。

学院适时出台和调整各种软件工程学科培养要求，确保学生质

量。尤其在 2021 年来，随着学校不再要求学位授予与学术论文发表

硬性挂钩，学院采取了以鼓励论文、专利和应用成果为主的多标准

综合考核方案。

本学位点提供各种科研实验所需要的各种软硬件条件以满足学

生学习和科研的需求，每位研究生都有自己的工作台和工作设备。

表 13 列出了一些代表性的仪器设备情况。

表 13 仪器设备及实验室情况

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210.34

代表性仪器设备名称（限填 5

项）

1.IBM 高性能服务器、IBM7026-M80；2.视频检

测仪、视频检测仪 1 套； 3.IBM 服务器、

IBM3850X5；4.IBM 存储设备，IBM V3700；5.溯

源信息可视化设备系统、溯源信息可视化设备系

统一套。

实验室总面积（M2） 615

9.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科研道德规范工作。截至目前为止本学位点

师生从未发生论文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等不良行为，教学相长，

教风学风进一步提高。

本学位点所在学院成立了专门的教风、学风督导领导小组，立

章建制规范教风学风，专门制定了针对任课教师、学生和各教学系

室部门的制度，如《南京财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关于加强教师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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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风建设的若干意见》、《南京财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关于研

究生学风建设工程实施指导意见》，从领导组织、规章制度、教学改

革、教学相促、学风督导、特色活动等六个大的方面全面而细致地

开展学风建设。通过维护课堂尊严，确保课堂教学质量；挖掘宣传

学生认可度高的优秀教师，发挥优秀教师的典型示范作用；严格执

行学校学生课堂请假制度；加强学风督导，检查学生的出勤情况、

课堂听课情况等；推进“三风”建设，营造优良学风氛围；学院推

进舍风、班风和考风建设，以“三风”带学风，在全院范围内营造

浓郁的学习氛围；加强学业帮扶，抓住工作对象的“关键少数” 学

院通过专场指导会、学业培训班、学业预警、结对帮扶、本研互助、

家校联系、批评教育等多种形式帮助有需要的同学，将学风建设工

作真正落到实处；重视学生力量，发挥“领军学生”的影响力；挖

掘宣传学风建设中的正面典型学生，用他们的事迹感染人心、凝聚

力量；推进师德师风建设，抓教风促学风；加强学风检查与督导，

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引导，帮助学生克服惰性，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教风学风活动，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活动作为载体，努力营造良好的教风和学风环境。学院组织教师、

辅导员和学生会人员组成专门的督导小组，对教室进行抽查，检查

迟到、早退、旷课等行为，加强课程出勤情况检查。该方案实施以

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0.管理服务

本学位点对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规范建设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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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如《南京财经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就详细明确了相关研究

生权益保障和维护的相关具体规定。研究生应当自觉遵守公民道德

规范，自觉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创造和维护文明、整洁、优美、安

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树立安全风险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保障自

身合法权益。在校内组织、参加学生团体，以适当方式参与学校管

理，对学校与学生权益相关事务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

督权。对学校给予的处理或者处分有异议，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

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

行为，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我校对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规范建设和落实，

如《南京财经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就详细明确了相关研究生权

益保障和维护的相关具体规定。研究生应当自觉遵守公民道德规范，

自觉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创造和维护文明、整洁、优美、安全的学

习和生活环境，树立安全风险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保障自身合法

权益。在校内组织、参加学生团体，以适当方式参与学校管理，对

学校与学生权益相关事务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对学校给予的处理或者处分有异议，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

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

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11.就业发展

在培养“良好的科学素养、宽厚的业务基础，较强的创新能力”

的人才培养理念下，通过分析毕业生所需各种知识、能力、素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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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内在联系，在研究培养方案中设置相应的课程、教学环节、创

新训练、社会实践等，并有计划地开展行业人才需求的跟踪调查，

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和校友资源为学生就业提供支持和保障，营造有

利于研究生就业的各项基础条件，努力提高研究生就业层次。

2023 年度，本学位点招收硕士研究生 19 名，毕业硕士研究生

11 名，就业 9 名，毕业率达到 100%，就业率达到 82%，毕业研究生

遍布各类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内外知名企业，受到用人单

位的好评。特别在软件开发、商务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领域，本学

位点研究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其中毕业生签署就业去向如表 14 所

示，包括医疗卫生单位 1 人，国有企业 6 人，民营企业 2 人。用人

单位高度评价本学位点学生培养质量。毕业生所在单位，都将毕业

生当作技术、管理骨干进行培养，如表 15 所示。

表 14 毕业生签约单位类型分布

单位

类别

年

度

党

政

机

关

高等

教育

单位

中初

等教

育单

位

科

研

设

计

单

位

医

疗

卫

生

单

位

其

他

事

业

单

位

国

有

企

业

民

营

企

业

三资

企业

部

队

自

主

创

业

升

学

其

他

全日

制

硕士

202

2
1 0 0 0 0 1 1 2 0 0 0 0 0

202

3
0 0 0 0 1 0 6 2 0 0 0 0 2

非全

日制

硕士

202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2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表 15 毕业生在相关领域突出贡献者

序

号
姓名

毕业

年份
类型 突出贡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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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润驰 2015
全日

制

现于南京大学商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目前主要的研究

方向为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参与过的项目有： 1.在

香港黑格尔资本集团研究中国 A 股市场量化交易模型。

2.参与当代商业银行信用评估模型指标体系研究。

2 刘锋 2018
全日

制

主要研究方向为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在国内权威刊

物《软件学报》，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学术会议上发表多

篇研究论文。

3 章超权 2018
全日

制

现于武汉大学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工程专业博士

在读。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三维点云的目标检测与三维重

建。主要使用深度学习从三维机载和地面站点云中提取

建筑目标，随后对其进行三维模型重建及可视化。

4 贾甜博 2019
全日

制

现于苏州市水利水务信息调度指挥中心从事水利水务信

息化相关工作。参与过的项目有： 1.苏州城市河湖智慧

监管系统； 2.调度指挥中心视频会议系统建设项目。

5 顾媛媛 2019
全日

制

读研期间发表 SCI 论文三篇，有一篇入选高被引论文；

主持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一项。硕士学位论文获

评江苏省优秀学位论文。

6 杨萌 2020
全日

制

发表 SCI 论文 3 篇，其中 IEEE Trans 论文两篇，有

一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

7 尹婷婷 2020
全日

制

参与江苏省研究生创新项目，并发表高水平论文 5 篇，

读研期间获国家奖学金、一等奖学金。现于南京林业大

学攻读博士学位，从事机电工程相关研究与应用。

8 丁达 2021
全日

制

在 INFORMATION SCIENCES 发表论文一篇，获得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参与研究生创新项目，获校级优秀毕业生，现于河

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基于多模态数据的信

息融合与异常检测，主要是通过基于生成式对抗网络学习多

模态数据的潜在表示，基于重构误差对异常数据进行判别。

9 郭翔 2021
全日

制

现于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攻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复杂光

照场景下的行人重识别，针对光照差异严重影响行人重识别

质量的问题，根据多点户外复杂光照条件下同尺度监控视频

数据，研究高质量行人重识别技术，提升监控视频分析技术

的环境适应能力。

10 杨泽宇 2022
全日

制

读研期间发表高水平论文一篇，参与江苏省研究生创新项

目，多次获得研究生二等奖学金，一等奖学金，现就职于中

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四）服务贡献

1.科技进步

自“十八大”以来，学科围绕“软件方法与技术”“商务智能”

“数据管理与信息检索”三个方向，共主持国家级或省部级纵向项

目 70 余项，包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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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面上、青年项目 14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任务 8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子课题 4 项；在包

括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的 A类期刊和会议如 IEEE TIP、IEEE TKDE、

IEEE TPDS、AAAI 以及国际管理学顶级刊物列表 UTD 收录的 ISR 等

期刊和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其中 15 篇论文获评 ESI 高引

论文，4 篇获评 ESI 热点论文；35 件发明专利获国家授权，其中 8

件专利成功实施了转让；5 项成果通过专家鉴定，其中 4 项成果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制定行业标准 8 项；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7 项。

学科还承办了中加大数据管理与决策研讨会（ICKG 2020）、国际电

子商务高峰论坛、中国决策科学学术年会等大型学术会议10 余次。

2.经济发展

在人才输出方面，本学科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输送了一批“基

础理论扎实、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本科、硕士和博士人才，

目前已有不少人已成长为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如成都数联铭品有

限责任公司（市值 25 亿元）CEO 曾途、南京奥派信息产业股份公司

（教育领域上市公司）董事长徐林海。

在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本学位点依托各类项目研究，立足

经济社会发展，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如关于电子商

务服务技术的研究获得 2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支持，为苏宁易购、

焦点科技、途牛科技等多家单位提供技术支持，对改善网络环境、

提升推荐可信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企业创造了 10 亿元以上的经济

效益，荣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以及中国商业联合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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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奖一等奖。

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学科牵头建设了南京市新型研发机

构“云境商务智能研究院”和“苏粮硅谷”创新平台，其中云境商

务智能研究院已成功入围南京市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培育对象；“苏

粮硅谷”平台实现了政策性粮食云平台、粮食应急管理大数据平台

以及粮食技术转移和科普平台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得到新华

社、人民网、科学网、新浪网等主流媒体的关注报道。

在参与地方社会发展方面，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需要，在产业经济与区域规划、产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了许多卓

有成效的工作：为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累计完成了 30 余项规划及报

告的编制工作，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领导的肯定；依托电子

商务实验室，学科多次承办全国高校电子商务专业负责人和骨干教

师高级研修班，累计培训教师千余人次。

3.文化建设

在学科带头人黄健教授的带领下，软件工程学科在文化建设方

面取得了累累硕果。学科教师 2017 年入选了省级优秀科技创新团队，

并在 2021 年再次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目前，已成功创

建了国家级电子商务信息处理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科技部，全省仅

有 2 家在“十二五”期间通过认定）、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地方联

合实验室（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大数据采集与应用技术创新中心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 3 个国家级平台，2 个省级重点实验

室、4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省级大数据融合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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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中 13 人具有国外学习经历，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 1 人，江苏省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 人，江苏省“333 高

层次人才培养工程”4 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 4

人，江苏省“双创计划”双创博士 2人，以及江苏高校“青蓝工程”

9人。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师资队伍建设

导师数量不足：需增加研究生导师的数量，以更好地满足学位

授权点的培养需求。

导师比例需提升：应当提高导师在专任教师中的比例，以确保

学生能够得到更充分的指导。

团队建设需加强：需要加大力度构建校级以上科研教学团队，

提高团队整体水平。

2.科研水平提升

科研奖项突破：需要在国家级科研奖项上取得更为显著的成绩，

提升学位授权点的学术声誉。

科研项目数量增加：进一步提高国家级科研项目的数量，促进

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

3.招生规模扩大

研究生招生规模：应当积极扩大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以满足社

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国际合作加强：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拓宽研究生培养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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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提升教育质量。

4.学位论文质量提高

论文质量提升：需要进一步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注重培养学

生扎实的研究能力和学术写作水平。

省级论文评选突破：努力争取在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中

取得显著突破，展现学位授权点的学术实力。

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提升学位授权点的整体水平、促进科研和

培养优秀研究生具有重要意义。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办学质量和学科层次

 在学校"十四五"规划和学科建设目标的指导下，加强制度建设，

完善管理体制。

 营造自由宽松的科研环境，实施学科建设成果考核责任制。

 针对当前仅具备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状况，努力提高学科建设水平，

争取获得博士学位授予点，以推动学科的全面发展。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打造一流师资队伍

 通过海外办学和国际合作交流，引进和培养国内外高层次人才。

 加强学科带头人的引进和培养力度，持续引入海外高层次人才，

提高师资队伍整体水平。

 通过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不断提升学科师资队伍的研究水平和

层次，致力打造一支一流的师资队伍。

3.严把教学与科研关，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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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的发展形势，更新和完善各种教学基础设施，改善教学条

件，强化保障体系建设。

 严格把关研究生的教学管理和科研水平，确保培养出高素质的研

究生。

 积极拓展研究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培养质量，争取获评更

多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进一步彰显学科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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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本授权点研究生培养目标旨在为我国管理科学领域输送亟需的

掌握现代管理科学基础理论与方法，具备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模型

对管理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决策和组织实施的复合型高级人才,

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以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坚

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品德和强烈

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2）系统掌握管理基础理论，具备扎实的管理科学研究方法，了

解国内外本学科的发展动态，熟练运用运筹优化方法、计量经济学和

信息技术等手段解决实际的经济管理问题，掌握商务大数据分析、运

营管理、工业工程与质量管理、复杂生产系统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能

够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先进的管理方法与技术。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

料，并能综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

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1.2 学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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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习年限：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基本学制为 3 年，在

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征入伍休学除

外）最长不超过 5年。

2）培养方式：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

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在第一学

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制订培养计划，研

究生的培养方式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

方向相近、知识或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研究生专业课

程的学习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养目标，着重提

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向研究生传授知识，更重

要的是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严格考核，建立健全淘

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3）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

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9 学分。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

满 10 学分。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包含学术

活动（1学分）、专业实践（1学分）及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4）考核方式：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以笔试为主，部分学

位课可酌情采用课程论文方式，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及

运用能力。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论文形式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

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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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位论文：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注重抓

好学位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

节。学位论文字数要求在 3万字以上。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

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6）毕业与学位授予：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

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

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2.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的有七个主要培养方向：

1）管理科学：系统掌握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利用定量分析方

法与信息管理技术对运营管理、组织管理和技术管理中的问题进行分

析和决策，为企事业及政府部门提供数据分析和管理决策。

2）管理系统工程：综合运用系统科学、管理科学、数学、经济

和行为科学及工程方法，结合信息技术研究各种系统建模、分析、设

计、实现及综合等问题的理论、技术与方法，主要用于解决社会、经

济、工程等方面的管理问题。

3）工业工程：应用工程技术与管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赋能下的工业制造系统、生

产服务系统、物流系统及复杂装备系统等进行系统规划、优化设计、

定量分析、改进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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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数学

分析方法、信息资源管理、计算机及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等方面的理

论和知识，接受信息系统开发方法、企事业单位资源计划实施以及信

息系统战略规划与实施等方面的训练，具备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5）大数据与管理信息系统：致力于大数据和管理信息系统方面

的研究，结合数据驱动类相关研究方法，培养适应新时代数据特征的

管理信息系统方面人才。

6）电子商务企业运营管理：立足电子商务特色，结合电商企业

实务性问题，把握电商发展新趋势，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计算

机科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工具，聚焦电商企业运营管理实践中的理论

与实践问题，培养能够从事电子商务运作与管理的创新复合型人才。

7）复杂生产系统智能优化：智能制造技术迅速普及和推广背景

下，传统生产制造系统在呈现一系列新特征，针对相对复杂生产系统

中不确定性、约束性和优化费时等难点，研究基于智能计算的优化设

计框架，培养具备多学科知识交叉背景以及面向工程实践类的应用复

合型人才。

2.2 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具有较强的师资力量，教师当中具有正高级职称的 9人

（含校外兼职教授 1名），硕士生导师 27 名（含校外兼职导师 1名），

教师入选江苏省“333 工程”、“青蓝工程”等省级人才工程 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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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科方向名称 姓 名
最后学位、

学历
任职

专业技术职

务
备注

1 管理科学

唐润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教授 方向带头人

王月虎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

刘健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

谭仲春 硕士、研究生 讲师

田晨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讲师

王大澳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讲师

王婷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讲师

陈浩 博士、研究生 讲师

吴亮 博士、研究生 讲师

徐祥 博士、研究生 讲师

柴彩春 博士、研究生 讲师

马妍 博士、研究生 讲师

工业工程

程永波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研究员 方向带头人

孟秀丽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教授

陈亚林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

孙树垒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

仲琴 硕士、研究生 副教授

周林泉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金灿灿 博士、研究生 讲师

刘层层 博士、研究生 讲师

万良琪 博士、研究生 讲师

叶璟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

朱倩倩 博士、研究生 讲师

丁建鹏 博士、研究生 讲师

刘慧媛 博士、研究生 讲师

3 管理系统工程 黄健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教授 方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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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洪武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兼） 研究员

张庆民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

张正勇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

于荣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

沙敏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

杨帆 博士、研究生 讲师

周盼盼 博士、研究生 讲师

李晓鹏 博士、研究生 讲师

4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刘军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教授 方向带头人

陈欣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

吴士亮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

李大芳 博士、研究生 讲师

杨文娟 博士、研究生 讲师

5 大数据与管理信

息系统

吴刚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教授 方向带头人

胡曦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

吴薇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讲师

薛雨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讲师

6 电子商务企业运

营管理

杨风召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教授 方向带头人

胡立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讲师

袁孝勇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讲师

韦林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讲师

7 复杂生产系统智

能优化

胡雅蓓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教授 方向带头人

徐德华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

曹禺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讲师

陈黎明 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 讲师

2.3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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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本学位授权点的老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20 项（含国家自科重大项目子课题 1项），科技部国家重

点研发子课题 1项目、教育部和江苏省级课题多项。

序号 项目名称 下达部门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1
基于数据重采样的航空复杂装备产品

质量特性组合建模及仿真验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2101-202412 49

2
大数据驱动的全景式食品安全云决策

公共服务平台及示范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大研究计划子课题
201801-202112 75

3 矿山安全态势分析及预测预警系统
科技部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子课题
201707-202107 209

4
考虑顾客预估偏差属性的服务商退换

订策略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801-202112 49

5
付费会员机制下的平台供应链运作优

化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2301-202612 44

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互联网+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201607-202002 20

7
数字乡村战略下我国农村电商集群持

续发展的机理、路径及效果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202009-202306 20

8

基于微芯片高通量技术及动态数据融

合算法的牛奶制品质量安全判别分析

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201701-201912 24

9
食品质量管理问题驱动的非线性微分

博弈研究：均衡分析与保序性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202101-202312 24

10
提供互联网信用支付零售商的库存决

策模型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202201-202412 30

11
新型消费下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与

监管机制研究：以乳制品为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202201-202412 30

12
零售商公益营销下的供应链运作优化

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202301-202512 30

13
基于数据驱动的鲁棒电商技术服务多

技能人员调度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202301-202512 30

14
数字经济背景下众包物流平台企业运

营管理与优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重点项目
202311-202512 35

15
直播模式下考虑在线评论的农产品供

应链决策与协调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202309-20261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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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消费者行为视角下的渠道管理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
201909-202109 20

17

竞争视角下众包平台接包者的自我效

能感知及影响其持续参与行为的机制

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202001-202212 20

18
平台代理模式下农产品供应链生产和

融资策略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202201-202412 30

19
全渠道情境下渠道拓展和协调优化研

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201901-202112 19

20
区域层级分工、空间集聚与生产性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后期资助一般项目
201909-202109 25

21
江苏高端装备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及

政策体系设计

江苏省科技厅软科

学项目
202310-202409 5

22
智能制造背景下单件订单加工调度分

散决策优化问题研究

江苏省省高校哲社

基金一般项目
202307-202512 1

23
物联网加持下基于环保的智能设备使

用周期延长策略研究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

学面上项目
202309-202509 3

24
正品保障视角下跨境电商平台消费者

信任源构建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

科一般项目
202309-202509 1

25
复杂装备协同研发机制及其财政补贴

政策优化研究

江苏省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
201701-202012 8

26
财经类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

保障体系的构建

江苏研究生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课题重

点项目

201707-201907 2

27
基于GERT大学科技园与高新区协同创

新机制研究

江苏省高校社科重

点项目
201706-202006 12

28
基于出行路径决策规则的多机场系统

结构性矛盾化解策略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

目
201807-202107 8

29
水资源约束下的涉煤产业政策:机理、

模型与仿真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

目
201807-202107 8

30
外部扰动驱动下的大米鉴伪方法及模

型优化研究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项目
201807-202106 20

31 基于非线性分析方法的均衡税率研究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项目
201707-202006 20

32 企业环境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项目
201907-202207 20

33
江苏“互联网+农业”产业链协同平

台建设及支持政策研究

江苏省高校社科项

目重点项目
201709-20210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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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互联网+”背景下江苏零售企业转

型升级研究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

金青年项目
201909-202112 5

35
重大公共危机中江苏省食品安全风险

识别与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

金青年项目
202009-202212 5

36
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江苏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研究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

金青年项目
201909-202112 5

37
基于数据共治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机

制研究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

金一般项目
202207-202406 5

38
基于扰动信息融合的白酒灰色体系质

量安全鉴别技术研究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

学面上项目
201609-201808 3

39
面向大米鉴别的美拉德反应动力学规

律及工艺研究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

学面上项目
201707-201908 2

40
带上下界均衡问题在税负均衡中的应

用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

学面上项目
201609-201808 3

41
供应链企业相关利益者关注行为演化

研究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

学面上项目
201707-202012 3

42
数字赋能的食药体系关键控制点识别

与智能决策系统开发
江苏省科技厅 202211-202311 30

43
不确定性电商多技能人员服务调度理

论和算法研究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

学面上项目
202207-202407 3

44
基于飞行时间质谱特征挖掘和融合的

大米农残检测研究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

学面上项目
202207-202407 5

45
绿证与电力双市场的发电商投资-交

易策略及配额制政策机制优化研究

江苏省省高校哲社

基金一般项目
202207-202612 1

46
消费者社群下的绿色农产品供应链网

络效应传导机制研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01901-202012 5

47 社交购物情境下的消费者行为
江苏省“双创博

士”
202009-202209 15

48
平台供应链背景下的全渠道加盟机制

和付费会员问题研究

江苏省“双创博

士”
202009-202209 15

49
双一致视角下社交电商平台消费者购

买行为决策与影响因素研究

江苏省“双创博

士”
202009-202209 15

50
自营 C2C 平台下的产品更新换代策略

研究

江苏省“双创博

士”
202009-202209 15

51
考虑典型行为与机制特征的全渠道管

理问题研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01809-201906 5

52
江苏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

金一般项目
201909-2021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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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考虑消费者参考效应的生鲜农产品动

态定价、保鲜和库存决策研究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

学面上项目
202110-202309 3

54
社会化媒体用户画像及其在社会化推

荐中的应用

江苏省哲学社科一

般项目
201809-202109 1

2023 年本学位授权点的教师发表高质量期刊论文多篇，选取部

分论文列于下表。

序

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类型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及

卷（期）数
期刊收

录情况

1
基于节点重要度动态评估的复杂

网络级联失效分析
张正勇 通讯作者 科学技术与工程 2023，23（31）

2

Distributionally Robust Production

and Replenishment Problem for

Hydrogen Supply Chains

丁建鹏 通讯作者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Review

2023,179
SSCI,

SCI

3

A novel criterion based on

continuous ranked probability score

fo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ontrol charts

周盼盼 第一作者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2023,39（6） SCI

4

基于知识生成理念的高校实践教

学模式改革与探索——以南京财

经大学为例

张正勇 第一作者
教书育人（高教

论坛）
2023（24）

5
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策

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万良琪 第一作者 未来与发展 2023,47（09）

6
基于多属性评价的粮食供应链网

络关键节点识别
张正勇 通讯作者 粮食科技与经济 2023,48（04）

7
增值税在项目经济效果评价中的

核算及比较分析
刘层层 第一作者 中国集体经济 2023（23）

8
考虑大数据技术水平和供应竞争

的众包物流服务质量最优控制
孟秀丽 第一作者 运筹与管理 2023,32（07） CSSCI

9

Q-learning based strategy analysis

of cyber-physical systems

considering unequal cost

陈欣 第一作者

Intelligent and

Converged

Networks

2023,4（2） EI

10

Efficient determination of

pesticides in rice by QuEChERS

and UV spectroscopy in

combination with chemometrics

沙敏 通讯作者 Cereal Chemistry
2023,100

（05）
SCI

11
考虑配送员交互作用和服务质量

的众包物流运营模式选择
孟秀丽 第一作者 中国管理科学 2023,31（05） CSSCI

12
Identification of Radix Bupleuri

From Different Geographic Origins
张正勇 第一作者

Journal of

AOAC
2023,106（6）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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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Algorithm

International

13
考虑发包方满意度和自由配送员

数量的众包物流平台最优决策
孟秀丽 第一作者 管理学报 2023,20（05） CSSCI

14
大米中敌稗残留量测定的综合实

验设计
沙敏 第一作者 广州化工 2023,51（09）

15
Target-based resource pooling

problem
丁建鹏 通讯作者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23,32（4） SCI

16
我国粮食安全与粮食质量研究动

态的可视化比对分析
张正勇 通讯作者 粮食问题研究 2023（02）

17

Optimized identification of cheese

products based on Raman

spectroscopy and an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张正勇 第一作者
New Journal of

Chemistry
2023,47（14） SCI

18
江苏省绿色食品产业集聚水平测

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张正勇 通讯作者 粮食科技与经济 2023,48（01）

19
基于 SWOT 分析的工程管理硕士

人才培养与提升路径研究
张正勇 第一作者

牡丹江教育学院

学报
2023（01）

20
基于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的中国

区块链和供应链交叉研究分析
唐润 通讯作者 粮食科技与经济 2023,48（01）

21

An interval feature discrete

grey-Markov model based on data

distributions and applications

叶璟 第一作者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2023,117 SCI

22

Understanding sustained

participation in crowdsourcing

platforms: the role of autonomy,

temporal value, and hedonic value

吴薇 第一作者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eople

2023 年 02 期 SSCI

23

Role of motivations,

self-regulations, and perceived

competitive intensity in solvers’

continuance intention in

crowdsourcing contests

吴薇 第一作者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23 年 13 期
SSCI/S

CI

24

Differentiated premium

membership mechanism in platform

competition

胡立 第一作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2023, 61(2) SCI

25

Logistics choices in a platform

supply chain: A co-opetitive

perspective

胡立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2023, 74(1)
SCI,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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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Optimal distribution strategy of

coupons on e-commerce platforms:

Sufficient or scarce?

胡立 第一作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23,10
SSCI/

SCI

27

Dual-Channel Structure Design for

Sales of Blind Box Products

Considering Probability

Discrimination.

胡立 第一作者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23,11 SCI

28

Hiding or disclosing? Information

discrimination in member-only

discounts

胡立 第一作者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Review

2023.04
SSCI/

SCI

29

Integrated stochastic multicriteria
acceptability analysis and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with
fixed-sum

outputs: an application for

evaluating participating nations in

the Winter Olympics Games

韦林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2023.12
SSCI/
SCI

30
The manufacturer's strategic

involvement in product sharing
曹禺 通讯作者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2023(180) SCI

31

Stability and Hopf bifurcation

analysis of a delayed predator–prey

model with age-structure and

Holling III functional response

曹禺 通讯作者

Zeitschrift für

angewandte

Mathematik und

Physik

2023(148) SCI

32

Impulsive social shopping in social

commerce platforms: The role of

perceived proximity

吴薇 第一作者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2023 年线上

发表
SCI

33

Elucidating trust-building sources

in social shopping: A consumer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trust

perspective

吴薇 第一作者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

2023(03) SSCI

34
电商情境下智能客服持续使用意

愿影响研究
吴薇 第一作者

F513《市场营销

（理论版）》 09

期

2023(09)

人大书

报资料

中心复

印报刊

资料全

文转载

35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R&D

investmen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tock options

袁孝勇 通讯作者
Management

Decision
2023(61)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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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学科研支撑

围绕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本授权点建有现代制造业

质量管理和控制实践教育中心，包含两个实验室：质量工程实验室和

工业工程实验室。质量工程实验室和工业工程实验室的应用系统包括

质量设计系统、安装搬运系统、自动传输系统、立体仓储系统、质量

检测系统、数控加工系统、质量分级系统、零件质量自动分类及管理

物联网系统、质量工程实验室综合展示系统等。质量工程和工业工程

管理系统包括质量数据采集系统、质量数据分析系统、质量数据管理

系统、质量人因工程设计系统等。并且为了“工业工程实验室”和“质

量工程实验室”各系统或单元之间的质量数据共享，以及物料流通和

配送，实验室专门建设了机器人自动巡航系统。

通过实验室建设、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的建设，努力搭建管理科

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实践”的培养平台。

支撑平台

名称 类别 批准单位与时间

现代制造业质量管理和控制实践

教育中心

江苏省高等学校

实验教学与实践教育中心
江苏省教育厅，2013 年

联合培养单位-苏州飞宇精密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 江苏省教育厅，2020 年

2.5 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建有完善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制度，覆盖面均达到 100%。

有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

标兵、优秀研究生干部以及各类社会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奖励分为三

个标准：一等奖 1.2 万，奖励比例 20%；二等奖 0.8 万，奖励比例 30%；

三等奖 0.6 万，奖励比例 50%。学业奖学金在标准学制内实行动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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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针对不同年级研究生建立不同的评选标准。另外，国家助学金每

生合计 6000 元/年，分 10 个月发放，覆盖面达到 100%。

为了培养研究生的实践能力、解决部分研究生的经济困难问题，

对在校研究生提供 89 个助管岗位、40 个助教岗位、10 个研究生辅导

员岗位。助管岗位注重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资助标准为 400 元/月/生，每年发放不超过 10 个月。进一步

落实精准资助，本硕士点对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发放冬季补助、路费

补贴、疫情、洪水受灾补贴等。

3.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2023 年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招录的学生其本科

专业符合本硕士点研究方向内容，生源结构较好，录取生源有来自南

京理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双一流院校，整体生源

质量较高。

本学科点在明确学科定位，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采取诸多措

施改革创新研究生培养机制，利用和整合学校的各种宣传平台，充分

利用宣传横幅、校园网（学院主页）、校内报刊、报告会等媒体和阵

地，积极向本校学生宣传学院学科优势和读研奖助政策等，营造良好

的宣传氛围，举办研究生招生宣传活动（如考研宣传动员会、主题班

会等形式），为学生提供面对面咨询的机会，激发本校学生考研热情，

提高本校生源录取比例。充分利用中国研招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

开展招生宣传和咨询活动，及时发布招生信息，全面解读招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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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解答考生报考疑问，提高招生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及考生获取信息

的便捷性。

3.2 思政教育

本授权点开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

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等至少 2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相关课程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多形式结合，形成协同效应。

本硕士点突出课程思政，将专业教育与思政育人紧密结合。探索

构建全员、全课程的大思政教育体系，研究生导师在专业教育中融入

思政元素，带领学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加快建设高水平财经大

学做出贡献。增强学生的价值认同与道路自信，坚定中国立场。充分

发挥了课堂主渠道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突出品牌打造，构

建“感情、认同、信仰”三层次思想引领目标。

本硕士点设有专职研究生辅导员，从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

常管理工作，在“立德树人”的目标指向下，健全研究生辅导员选拔

准入机制，完善研究生辅导员培养培训机制，优化高校研究生辅导员

管理考评机制，不断提升研究生辅导员职业认同感和服务专业化。

研究生党支部共有 22 名党员，其中包括正式党员 17 名，预备党

员 5个，党员比例达到 47%。坚持“爱国爱党教育与成长成才”相辅

相成的培养理念，致力于建设一支信念坚定、素质优良、模范作用突

出的研究生党员队伍。支部扎实抓好党建基础工作，认真落实“三会



- 16 -

一课”制度，定期谈心谈话，定时召开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活动等

党组织要求的基本动作外，不断探索新时代的支部建设之路，创新活

动形式，增强支部的凝聚力、向心力和行动力。学院研究生党支部与

本科生党支部结对共建，在“一站式”学生社区联合举办“榜样引领

共学共建”主题党日活动。研究生党员进行经验分享，学生党员们共

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并

进行了知识竞赛活动。研究生党支部依托“一站式”学生社区，以“心

理育人”为中心，以先锋示范为导向，聚焦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学业

发展、就业服务等方面工作，举办了多次党员学习日、党课和党日活

动，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提升心理健康素养、增进党员互动交流、

加深党内信任关系、增强党员服务意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持续

开展政治辅导员“领航计划”，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赵国栋作为研究

生支部政治辅导员定期前往研究生宿舍走访看望结对联系的同学，听

取同学们在学业就业、学术科研、宿舍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与

研究生支部党员开展座谈交流，切实帮助学生党员解决学习、生活、

实践中的困难，对支部工作进行指导。

3.3 课程教学

本授权点严格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

并结合专业特点制定和实施人才培养方案，每两年修订一次，目前开

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老师如下表所示：

序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学分 主讲教师

1 管理运筹学 51 3 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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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系统工程 51 3 陈亚林

3 决策理论与方法 51 3 王月虎

4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51 3 刘军

5 现代质量工程理论与方法 51 3 孟秀丽

6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51 3 胡立

7 统计分析与软件应用（双语） 34 2 陈亚林

8 管理科学建模与方法（双语） 51 3 黄健

9 量化分析与程序设计 51 3 刘军

10 最优化理论（双语） 51 3 黄健

11 生产和服务管理（双语） 51 3 孟秀丽

12 随机过程及应用（双语） 51 3 王月虎

1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51 3 吴薇

14 供应链金融 34 2 袁孝勇

15 数据、模型与决策分析 34 2 韦林

16 商务大数据分析 34 2 杨风召

17 智慧物流与产业供应链 34 2 薛雨

18 网络消费者行为分析 34 2 胡曦

19 平台经济专题研究 34 2 曹禺

20 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34 2 韦林

3.4 导师指导

学院加强和规范导师队伍建设，明晰导师遴选制度，筛选优秀人

才，我院实行岗位动态管理和分类管理，严格控制导师招生数量，加

强导师综合素质考察，健全导师定期考核机制和杜绝导师脱离科研一

线等现象，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办法》，认

真做好导师聘任工作。推进导师培训规范化、管理制度化，保证和提

高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定期召开研究生导师培训会，强调各位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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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履行立德树人职责，让每一个研究生“阳光地进来，阳光地出

去”。

我院为提高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过

程中师生双方的满意度，经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导师集体讨论后特

制定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方案》并按

照依规执行，做到尊重学生的志愿选择，保障师生双方在相互选择过

程中享有平等的权利。

3.5 学术训练

为激发我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的科研热情，鼓励研究生

申报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促进我院硕士点建设和

学科建设水平，根据学院与导师共同资助的原则，按照制定的《管理

科学与工程学院对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的资助管

理规定》对学生的科研项目进行资助，2023 年学生成功申报江苏省

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序号 负责人 名称 类别

资助标

准

（万元）

1 魏雨萌
基于自适应代理模型的复杂装备产品

可靠性分析及优化设计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

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0.8

2 任正兰
不同融资模式下品牌商线上供应链运

作策略研究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

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0.8

3 杨钰
基于级联失效模型下对医疗协同网络

的构建及资源分配研究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

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0.8

4 王博 “双碳”背景下的电力市场规制研究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

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0.8



- 19 -

5 牟雅晴
多市场协同控碳背景下的发电商竞价

行为建模与仿真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

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0.8

6 郭明明
数字技术驱动下农业绿色发展的实现

路径研究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

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0.8

7 刘政雨
基于深度森林算法的大豆期货价格预

测研究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

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0.8

8

程吉祥（二

作，导师一

作）

Q-learning based strategy analysis of

cyber-physical systems considering

unequal cost

Intelligent and

Converged Networks

三类

期刊

9
李艳（二作，

导师一作）

A novel multivariate time-lag discrete

grey model based on action time and

intensities for predicting the

productions in food industry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TOPB 类

期刊

9

姜敏勤（二

作，导师一

作）

《Optimization identification of cheese

products based on Raman spectroscopy

and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New Journal of

Chemistry

三类

期刊

10

姜敏勤（二

作，导师一

作）

《基于节点重要度动态评估的复杂网

络级联失效分析》

科学技术与工程

五类
期刊

11

杨子浩（二

作，导师一

作）

考虑旅客出行延误的机场群航空客流

均衡分配模型；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四类
期刊

12
李艳（二作，

导师一作） 双向灰色 A-S 型综合关联模型及应用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一类
期刊

13

李艳（二作，

导师一作）
基于扎根理论的乳制品安全综合治理

机制的政策分析

食品科学

二类
期刊

14

牟雅晴（二

作，导师一

作）

复杂网络视角下农村能源结构升级研

究：社交结构与个体选择

运筹与管理

三类
期刊

15

杨子浩（三

作，导师一

作）

Subsidization of public transit service

under double moral hazard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二类

期刊

本授权点鼓励研究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提升科学研究能力，

研究生参与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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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参与导师课题情况

序号 姓名
导师

姓名
导师课题名称 负责内容简介

1 杨子浩 陈欣

《面向新商科的数据挖掘示范课程建设》、《产

教融合课程与教学内容体系探索与研究——以

数据挖掘课程为例》、《新冠疫情下基于机器

学习的大学生网课学习效率评价研究》、

《ChatGPT 环境下商科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

养和评价研究》

数据收集和处理、项目

报告撰写

2 李艳 叶璟

《新型消费下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与监管机

制研究》《重大公共危机中江苏食品安全风险

识别与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数据收集与处理、模型

探究

3
魏雨萌

曲俊衡
程永波

《常熟市虞山高新区科技政策实施效果实证测

度》《2023 年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满意

度测评》《产学研结合人才培养机制设计与实

践》《江苏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路

径及政策支持体系设计》《新一代智能制造背

景下的质量管理工程专业数字化教学内容及课

程体系改革探索》

数据收集和处理、项目

报告撰写、调查问卷设

计

4 王思航 吴薇
《正品保障视角下跨境电商平台消费者信任源

构建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资料收集、访谈、研究

报告撰写

5 莫锦飞 吴薇
《竞争视角下众包平台接包者的自我效能感知

及影响其持续参与行为的机制研究》

资料收集、文献整理、

学术论文撰写

6 黄灵璐 袁孝勇
《平台代理模式下农产品供应链生产和融资策

略研究》

资料收集、文献整理、

学术论文撰写

7 马茹钰 袁孝勇
《平台代理模式下农产品供应链生产和融资策

略研究》

文献整理、模型推导、

学术论文撰写

8 范志远 袁孝勇
《平台代理模式下农产品供应链生产和融资策

略研究》

资料收集、文献整理、

学术论文撰写

9 李英睿 胡立
《平台供应链背景下的全渠道加盟机制和付费

会员问题研究》

学术论文发表，案例调

研整理

10 郭旭东 胡立 《付费会员机制下平台供应链运作优化研究》
市场调研、数学建模、

学术论文撰写

11 周秦 胡立 《消费寒冬下中小型电商企业的营销新探索》 企业调研、案例撰写

3.6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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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参与交流情况

序号 时间 姓名 学术会议名称 地点

1 2023. 5.11 曲俊衡
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不确定性下的系统选

择性维护决策
线上

2 2023.6.30 孙夏惠 杭州 POM 中国 2023 年会 杭州

3 2023.6.17 张未怡
第十六届全国青年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学

术会议暨管理学期刊发展论坛
徐州

4 2023.6.17 孙夏惠
第十六届全国青年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学

术会议暨管理学期刊发展论坛
徐州

5 2023. 7.8 曲俊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3 年大学生主题创新

区学术夏令营经管人文会场
中国-南京

6 2023.9.22 李艳、张罗澜

2023 灰色系统与不确定性分析国际会议

（2023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GSUA） 暨

第 37 届全国灰色系统学术会议通知

中国-郑州

7 2023.11.11 安坤 绿色转型与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南京工程学院

8 2023.11.18 王博、孙慧
第四届中国气电产业三十人论坛学术年会

线下
中国-南京

9 2023.11.25 魏雨萌、曲俊衡 江苏省系统工程学会第十八届学术年会 中国-南京

10 2022.11.26 魏雨萌

2022 年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

会工业工程分会学术交流暨学会年会

NJUST 质量管理与可靠性工程团队

线上

11 2023.12.1 马茹钰、黄灵璐 第四届全国供应链与运营管理学术年会 上海

12
2023.12.14

虞梦雅、郦晨阳
2023 年“运筹学与数据科学新发展”主编论

坛
中国-南京

13 2023.12.16-12.17

姜敏勤、曲俊衡、周

琳、郭明明、张明月、

张罗澜、虞梦雅、苏

健生、张沈琴、封蓉

蓉、朱梦瑶、郦晨阳、

第一届管理前沿与创新国际年会 南京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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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嘉欣、杨俊杰、魏

雨萌

14 2023.12.16

马茹钰、范志远、周

秦、葛卓然、尹子轩、

张哲睿、付敬美

第十五届 BOM 学术年会 无锡

3.7 论文质量

本学位点抓住开题、中期考核、评阅和预答辩这些关键环节，从

质量保障角度入手，强化过程管理，由于开题环节质量直接决定了硕

士学位论文写作的可行性和方向，因此，学院发挥团队力量和学科特

色，对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内容、行文规范等进行高质量指导，在论

文定稿后，学校对学位申请人学位论文进行复制比检测。学位论文复

制比检测程序和处理办法均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

比检测工作办法》执行。在学校对学位申请人学位论文进行盲审过程

中，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盲审管理办法》执行。学位论

文“盲审”通过的，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

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较好，学位论文质量较高，到目前为止论文

抽检未发生过抽检结果为不合格的现象。

3.8 质量保证

本授权点严格执行学校在研究招生和培养方面的各项管理制度

和学院的各项研究生管理制度。研究生学位教学事务工作由学院分管

研究生工作副院长具体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由学院副书记负责，相关

学术指导与评价由学院成立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导师队伍选聘和考核

工作主要依据《南京财经大学选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和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导师考核暂行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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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学风建设

为提高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专门成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学位论文自查工作小组，由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担任组长。自

招生以来，未出现学术不端现象。

3.10 管理服务

学院除了分管研究生的副院长之外，学院副书记也负责对研究生

思想引领和日常管理工作，还配备了研究生辅导员一名、研究生秘书

一名。日常疫情防控、核酸检测、权益维护、评奖评优、档案管理等

工作有序完成。学院成立了院学术委员会、院学位分委员会来负责对

研究生的学术和学位问题进行处理，同时通过学院的党政联席会制度

来保障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各环节中的程序公开、公平公正，保障研究

生的合法权益。每学期学院通过召开期中教学座谈会、研究生座谈会、

党员领导干部下基层（下到研究生当中听取学生心声）等多种方式对

在学研究生的满意度进行调查，总体来说，学生反馈的满意度非常高。

3.11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硕士生就业率较高。毕业硕士生求职信息主要来源于学

校以及学院组织的招聘会、宣讲会以及导师推荐等。2023 届研究生

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 100%，其中协议和合同就业率为 100%，升学率

为 14.29%。4 人去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2 人升学攻读博士。总体

来说，本学位点就业率保持平稳，发展良好。

本学位点硕士生发展情况良好。据调查，毕业研究生对自身发展

的满意度较高，对导师的人格品德示范满意度较高，对母校的总体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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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很高，对母校的推荐度也很高，大多数毕业生认为读研后科研能

力有所提高。毕业生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比例较高，

其次是工伤保险。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硕士生评价较高。据调查，在

知识方面，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生的现代科技基础知识、社会人

文知识的满意度较高；在职业能力方面，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生

的动手操作能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满意度较高；在职业素养方面，

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生的情感与价值观、做事方式较为满意。用

人单位对学校及学院人才培养改进的建议主要是强化专业实践环节。

4.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本学位点的管理系统工程团队开展了数字赋能的食品药品关键

控制点识别与智能决策系统开发研究，建立了食药样品多源异构数据

采集方法及数字化表征数据库，实现了质量数据源平台搭建，以及食

药分子质量关键控制点识别与管控技术，构建了食药复杂网络智能决

策系统，有效提升了企业在健康管理领域智能化信息处理水平。

4.2 经济发展

本学位点的团队成员与江苏省发改委在江苏省沿海港口差异化

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方面展开了深入的合作，研究分析了江苏沿海三

大港口具体发展路径，提出了针对性发展政策建议，研究成果为江苏

沿海港口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决策参考。

4.3 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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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

善理论学习制度，建设和用好网络学习平台。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

育形式，成功申报“一站式”学生社区党建+思政精品项目，打造“心

理育人”新模式，构建“党建+思政”新格局；落实研究生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研究生支部制定意识形态责任制清单，并一一对照落实。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推动理想信念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进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

一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组织了第六届研究

生科技文化节“法随我行，律动我心”法律知识竞赛，旨在普及法律

知识，提高同学们的法律意识，加强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为

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风采的平台。比赛中，选手们表现出了扎

实的法律基础和较高的综合素质，展现了南京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

程专业硕士生的风采和实力。通过此次比赛，同学们表示对法律知识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并将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更好地运用法律知识。

举办“品读好书共沐书香”读书交流分享会，引导养成良好的读书习

惯，积极营造“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好”的深厚氛围。

本学位点积极开展学术文化交流活动。为提高我校研究生的学术

文化素养，增加同学们对学术文化论坛的了解，以及搭建一个高水平

的学术文化交流平台，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会举办管理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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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坛活动。另外，研究生积极参加讲座、学术研讨和学术报告会，

了解学科发展现状，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研究生的第一志愿报考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我校目前还没有

管理类的博士授权点，教育经历的延续度不足，加之学科宣传力度也

相对不足，造成目前第一志愿的报考率不足，优质生源反而要靠调剂

来录取，经过 2022 年的扩大宣传，报考率和上线率均有所提升，2023

年一志愿录取率 100%，招生分数线超出国家线 2 分。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针对第一志愿上线率不足和生源所在院校层次不高的问题，学院

将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扩大招生影响力，吸引更多优质生源报考，

同时学院也将为研究生招生宣传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希望来自

双一流高校的学生报考我校的生源占比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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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为：

（1）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

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品德和强

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2）具有大财经视野，掌握坚实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基础和

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工商管理学科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具

备分析和解决工商管理理论与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胜任工商管理学

术研究或具有独立担负工商管理相关工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

资料，并能综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

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1.2 学位标准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

课程学习，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

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其中相关要求如下：

（1）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培养计划中制定的课程学习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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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环节的全部内容，修满规定的学分，方可进入论文撰写阶段，申请

论文答辩。毕业应修总学分分布在 43-48 学分之间（含学位论文 6学

分）。

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

满 25-30 学分。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

国语课程组成。学位课（7 门，16-21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

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专业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学分。其中，学术活动 1

学分；专业实践 1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位论文，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

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学分。

（2）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硕士研究生学

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须有新

思想和新见解。学校对学位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

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学位论文要对论题有较系统、

全面的把握，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一般在 3万字以上。

（3）科学研究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要求

要求每位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学分。要

求每位硕士研究生参加不少于 3 个月的专业实践，专业实践考核合格

者给予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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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学道德与学风的要求

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科

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

经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

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

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2.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可追溯至 1962 年设立的财会专业，2003 年获批企业管

理和会计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1 年获批工商管理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依托南京财经大学学科体系，形成了 6个交叉融

合、协同发展、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主要培养方向，在国内外具有

较好的声誉。

（1）会计学

培养具有大财经视野，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理论

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发展动态，掌握会计学、

财务管理、审计学、资产评估的专业技能，具有较强地解决实际问题

和担负专门工作的能力的人才。

（2）企业管理（含人力资源管理）

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企业管理专

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发展动态，掌握企业组织与战略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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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管理、创新与创业管理的专业技能，具有较强地解决实际问题

和担负专门工作的能力的人才。

（3）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聚焦于“互联网+”背景下的品牌管理、网络营销及大数据营销

等研究领域，结合互联网环境的新变化，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与管

理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企业管理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发展动

态，掌握大数据与电子商务、市场营销、智能商务等专业技能，具有

较强地解决实际问题和担负专门工作的能力的人才。

（4）旅游管理

培养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旅游管理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

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发展动态，掌握服务于旅游产业发展和

旅游企业管理的专业技能，具有较强地解决实际问题和担负专业相关

工作的能力。

（5）技术经济及管理

培养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工程科学、技术经济及管理理

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发展动态，能够运用定

性与定量方法发现并解决技术经济与管理相关问题，掌握投融资管理、

技术经济分析、项目管理、以及资产评估等专业技能，具有较强地解

决实际问题和担负专业相关工作的能力的人才。

（6）营销与物流管理

培养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物流管理理论及营销管理理论

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发展动态，培养物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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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品牌战略理论、物流营销与广告策划、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专业

技能，掌握现代管理方法与技术，能独立从事理论研究和胜任企业中

的高层管理工作的人才。

2.2 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如下：

（1）会计学

会计学培养方向拥有一支教学经验丰富、科研能力突出，在实务

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师资团队。其中，会计学院院长姚文韵教授担任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带头人、省级虚拟教研室建设培育点带头

人、财政部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咨询专家、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立项单位主持人、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

次人选、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教学团队带头人等；采取国外引进、在

职培训、外派挂职和外聘兼职等多种方式，加大硕导队伍建设力度，

优化师资结构，形成一支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

和学缘结构搭建合理，教学水平高、科研和实践能力强的专兼职结合

的研究生导师队伍。中青年学术骨干有沈永建教授、管亚梅教授、李

万福副教授、张正勇教授、李翔教授等。现有专任教师 110 人，拥有

正高职称教师数占比为 16%，拥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占比为 77%，高水

平的师资队伍可以保障研究生教学的高质量。

（2）企业管理（含人力资源管理）

该方向学科带头人是张文勤教授，中青年学术骨干有秦伟平教授、

顾远东教授、欧阳哲副教授、李召敏副教授等。共拥有专任教师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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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授 10 人，硕士生导师 24 人。张文勤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

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目前聚焦“创新与创业团队管理”与“组织中

的压力管理”两个稳定的研究方向。迄今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3 项及其他各类课题 20 余项；出版专著 1 部，在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ess

Management、南开管理评论、科研管理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

研究成果获中国人才研究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1项、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教学与实践研究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1项和二等奖 2项；主持和参与政

府、企业咨询课题 10 多项，为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做报告或培训

近 30 场。先后承担本科生《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管

理沟通》、《管理统计与 SPSS 应用》及 MBA《组织行为学》等课程

教学任务；目前是省级在线开放课程《人力资源管理》的负责人，主

持开发的1项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被认定为2020年度省一流课程；

指导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2项；指导本科生获江苏优秀本

科毕业论文二等奖 1次、三等奖 2 次；指导企业管理研究生 50 余人，

其中多人获国家奖学金、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3）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企业管理（营销）培养方向现以姚杰教授和刘杰教授为培养方向

带头人，有张太海教授、张敏教授、陈效林副教授、程鹏副教授等学

术骨干，主要专任教师 16 人，其中博士学位 14 人，硕士学位 2 人；

正高级职称 3 人，副高级职称 7 人，中级职称 10 人；硕导 8 人。2

人获得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骨干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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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旅游管理

该方向学科带头人是万绪才教授，中青年学术骨干有徐文燕教授、

何昭丽教授、刘泽华副教授、钟士恩副教授、廉同辉教授等。共拥有

专任教师 20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5人。万绪才教授是江苏省高校“青

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江苏省旅游学会副会长。学科骨干徐文

燕教授是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刘泽华副教授、

钟士恩副教授入选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

（5）技术经济管理

该方向学科带头人是万兴教授，学术骨干有周丽萍副教授、徐莉

副教授、李烨副教授等。该学科方向人均有两个国家级课题，已经发

表 SSCI，CSSCI 论文 60 多篇，获得多项省哲社优秀成果奖，形成了

一定的特色和优势。45 岁以下老师均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5

岁以上老师人年均横向课题经费 100 万。所在学科团队在国内外权威

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政策咨询报告等研究成果两次得到省部级以

上领导批示，在江苏省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6）营销与物流管理

营销与物流管理培养方向现以陶经辉教授为培养方向带头人，有

乔均教授、吴志华教授、韩世莲教授和肖玉杰副教授等学术骨干，主

要专任教师 23 人，其中博士学位 23 人；正高级职称 4 人，副高级职

称 8人，中级职称 12 人；硕导 12 人。2 人入选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1人入选江苏省“333 工程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带头人。

2.3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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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多措并举提升教师科研创新能力，科研氛围浓厚，科研

成果突出。近 5年共立项省级各级纵向课题 116 项。其中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

后期资助项目共 26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共 39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7 项，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共 31 项。本学位点近 5 年代表性科研项目

见表 1。

表 1 本学位点近 5 年代表性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立项

年度

结项

年度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基于雾霾治理视角的政府环境责任审计监督机制研究 2018 2022

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数字化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双元创新与价值实现

机制研究
2022 2025

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百年中国文学史编撰研究 2023 2028

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效能评价与提升 2022 2024

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企业盈利水平的地区行业差异与平衡充分发展研究 2018 2022

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企业新生代农民工雇佣关系模式优化机制研究 2018 2023

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联盟视角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 2019 2021

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数字经济趋势下企业组织变革及其治理研究 2019 2021

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基于国际游客视角的中国国家形象认知、构建与传播

研究
2019 2021

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提升新生代创业幸福感的工作-家庭和谐机制研究 2019 2022

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社会化问答社区用户知识付费行为机制研究 2019 2022

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人口红利衰减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2019 2023

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社会责任背景下公司伪善行为研究 2019 2023

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制造企业产品质量意识形成机理与

提升研究
2020 2023



- 9 -

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企业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经济后果及动力机制 2020 2024

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新型线上交易的制度治理机制研究 2020 2024

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传统文化传承创新视域下企业内部控制效能提升路径

与机制研究
2020 2024

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减税降费背景下我国企业并购税制的效果评价也优化

设计研究
2020 2024

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在线用户旅游信息分享行为及协同监管研究 2020 2022

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电商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互动行为与治理策略研究 2021 2024

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研究
2021 2024

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户电商采纳提升农业经营绩效的作

用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2021 2025

2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环境信用评价对农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机理及后果研究 2021 2025

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视听艺术精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2022 2025

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藏粮于链探索研究 2022 2025

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物本资本审计理论创新研究 2022 2024

2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数字技术赋能环保产业升级的机制、路径和对策研究 2023 2026

2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数字文化产业业态变迁与政策优化研究——以用户

生成内容 UGC 为例
2023 2026

2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深度媒介化视阈下的公共事件舆情风险及其协同治理

研究
2023 2028

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领导反馈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中介机制与调节效

应
2018 2021

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基于碳排放的中国省域旅游生态效率的波动性、收敛

性及影响机制
2018 2021

3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文字景观与城市旅游地场所精神感知的符号互动及影

响机制研究
2018 2021

3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移动互联背景下共享单车投放点动态布局与调度问题

研究
2018 2022

3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碳资产的管理机制研究 2018 2022

3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消极面”：表现形式、作用机理

与控制策略研究
2018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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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基于价值创造的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机理及经济后

果研究
2018 2022

3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声誉提升、审计监督与公司治理：基于签字审计师声

誉提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2018 2022

3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采用期权契约分担风险的资金约束零售商混合融资订

购决策研究
2019 2022

3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耐用品创新不确定下的更新换代策略研究 2019 2022

4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单元（Seru）生产系统的多能工配置与分配方法 2019 2022

4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稠密人际网络中的新产品扩散机制研究：基于完全垄

断市场和双寡头市场
2019 2022

4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反馈对研发团队成员行为及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 2019 2023

4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亲子旅游、亲子关系与儿童旅游地理关键问题研究 2019 2023

4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劳动力成本影响的传导机制及企业

应对策略研究
2019 2023

4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区域行政整合与微观企业转型升级：基于撤县设区的

准自然实验研究
2019 2023

4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基于强情境化分析的项目适应性环境管理研究 2019 2023

4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国情境下亲领导非伦理行为的内涵、测量及其形成

机制研究
2020 2023

4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干旱区旅游水足迹测算模型与用水适配性评价 2020 2023

4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基于产品责任与追溯视角的工业化食品供应链运作决

策研究
2020 2023

5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人工智能产品交互特征对消费者体验的影响研究：基

于模糊痕迹理论
2020 2023

5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基于深度学习的在线商品评论细粒度比较观点挖掘和

竞争情报获取
2020 2024

5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数字创业企业迭代创新模式、竞争动态与成长演化路

径研究
2021 2024

5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理性还是冲动？不确定环境下的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

不一致性研究
2021 2024

5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环境污染情景下公众参与行为决策机制及政府干预策

略研究
2021 2024

5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基于线性规划的马尔可夫过程求解算法设计 2021 2025

5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员工压力反应研究：多重要求

与认知评价的视角
2021 2025

5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企业不端行为曝光情境下资本市场惩戒的威慑效应：

基于社会学习视角的研究
2021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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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知识生态系统中企业创新绩效的差异影响机制以及动

态演进研究
2022 2024

5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资海外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的测度及其因果机制研

究： 以马来西亚为例
2022 2025

6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外联内通”式高铁网络对农村空间相对贫困的影响

及作用机制研究
2022 2025

6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周边环境机制防治面源污染的综合实验研究 2022 2026

6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基于企业集团视角非金融企业杠杆背离的机理分析与

对策研究
2022 2026

6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战略联盟组合配置对企业吸收速度的影响 2023 2026

6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环境规制、高管特征与企业绿色创新 2023 2026

6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数字认知与投资行为偏差：行为和神经科学实验研究 2023 2026

6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上市公司强制退市的竞争对手溢出效应——资本市场

和 产品市场双重视角的实证研究
2023 2026

6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养老保险统筹改革对企业劳动力配置的影响及机理研

究
2023 2026

6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创新驱动型供应链知识产权保护和融资决策研究 2023 2027

6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一般项目

效率与公平视角下中国“十三五”时期省际碳排放权

分配研究
2018 2020

7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一般项目

基于价值创造的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机理与经济后

果研究
2018 2020

7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一般项目

节能减排约束下中国省域旅游生态效率的测度、时空

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
2018 2021

7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一般项目

考虑风险偏好供应链资金约束零售商混合融资订购决

策及效率评价研究
2019 2021

7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一般项目

供应商客户关系对审计师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机理研

究
2019 2021

7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一般项目
海归技术高管与企业创新：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 2019 2021

7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一般项目

央企业绩考核制度变化、收入操纵与外部审计主体应

对策略——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
2019 2021

7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一般项目

APP 图标视觉设计元素对消费者下载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调节定向情境的视角
2020 2022

7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一般项目
资金约束下供应链绿色运营决策与外部融资决策研究 2020 2022

7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一般项目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及溢出效应研究 2020 2022

7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一般项目
员工不道德行为的前因及其干预策略研究 2020 2023

8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一般项目

基于“组织权变—治理协同”视角的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融合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
2021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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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一般项目

高铁网络对收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机制及政策

设计研究
2021 2024

82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青年项目
"边缘媒体人"与非典型新闻工作研究 2023 2026

83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重大课题攻关

项目

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研究 2023 2026

84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青年项目

环境信用评价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机理、效

应及制度优化研究
2023 2026

85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青年项目

扩大内需战略实施背景下企业生产性投资结构的动态

优化研究
2023 2026

86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互联网+”驱动江苏制造企业智能化战略路径及模

式研究
2018 2018

87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消费者行为定价理论研究 2018 2019

88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质量观、TQM 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2018 2020

89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消费者行为定价理论研究 2018 2019

90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风险感知视角下游客防护性行为决策与调控策略研究 2018 2021

91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大数据环境下在线车货匹配与路径集成优化 2019 2022

92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民企股东治理对民营企业创新

影响研究
2020 2022

93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智能手机成瘾的形成机制：基于工作环境情感事件视

角的实证研究
2020 2022

94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江苏省港口和腹地运输连通性提升策略研究 2020 2022

95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中国早期电影业投融资研究（1905-1937） 2020 2022

96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驱动因素及引导策略研究 2020 2023

97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技术创业团队特征对新创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研究 2020 2022

98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人工智能对高校大学生就业影响的

研究
2020 2022

99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基于青年受众的主流意识形态公益广告价值认同研究 2021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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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新时代江苏文化业态创新机制与路径研究 2021 2022

101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基于青年受众的主流意识形态公益广告价值认同研究 2021 2023

102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新发展理念下基于市域差异的江苏双碳目标实现情景

与策略研究
2021 2024

103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江苏慈善组织治理的评价体系与优化对策研究 2021 2023

104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碳市场下“保险+再制造”绿色转型路径研究 2022 2024

105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财经类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及综合素质培养

理论研究与实践
2022 2023

106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学科跨学科融合发展研究——以

《旅游英语翻译》为例
2022 2023

107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创新驱动型跨国并购知识整合机制研究 2022 2025

108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双向开放式创新视角下江苏中小企业创新持续性影响

机制及协同演化研究
2022 2024

109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江苏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框架要素与路径研究 2022 2023

110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数字时代医养结合政策优化南京老龄化治理的研究 2022 2023

111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南京财经大学_产教融合视域下财经类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校企协同培养机制研究
2022 2023

112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平台化企业审计委员会治理模式下资源环境智能审计

协同机制研究
2022 2025

113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后期资助
数字经济背景下小微企业成本管理进阶方略研究 2022 2023

114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后期资助
我国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研究 2022 2023

115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呈现、体验与传播研究 2023 2025

116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传统文化推动江苏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机制与激发

路径研究
2023 2025

本学位点 2023 年在高级别期刊发表 76，科研成果获省部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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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本学位点 2023 年代表性科研获奖见表 2。

表 2 本学位点 2023 年代表性科研奖项

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成果名称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1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高管团队经验、动态能力与企业战略突变：管理自

主权的调节效应
一等奖 2023

2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内

部匹配与外部公平的双重视角
二等奖 2023

3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空气质量改善能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吗? 二等奖 2023

4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无锡国家电影产业创新实验区研究报告 二等奖 2023

5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羁束”还是“自由裁量”？——管理决断权调整

研究述评与展望
三等奖 2023

6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届

第十七届学术大会优秀

论文奖

技术创新与文化业态生命周期 二等奖 2023

2.4 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依托江苏高校工商管理优势学科，目前拥有江苏省现代

财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江苏省现代

物流重点实验室、南京财经大学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类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财务共享大数据中心、云财务实验室等多

个平台。多类型和多层次的平台建设为本学位点研究生乃至全校师生

提供了优良的教学保障和科研条件。科研平台和实践教学实验室名单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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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学位点科研平台和实践教学实验室

序号 名称 级别

1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国家级

2 南京财经大学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国家级

3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国家级

4 江苏省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院 省级

5 江苏省现代物流重点实验室 省级

6 江苏省现代财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省级

7 物流与供应链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省级

8 江苏一带一路研究院 校级

9 财务共享大数据中心 校级

10 云财务实验室 校级

11 紫金文化企业研究中心 校级

2.5 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如下：

（1）制度建设

本学位点构建了完善的研究生奖助体系，主要设有国家奖学金、

学业奖学金、专项奖学金、校长奖学金、优秀学位论文奖学金等各类

奖学金，同时借助社会资源设立了社会奖助学金体系。据学校研究生

奖助学金管理办法，学院制定了《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计分办法及标准》、《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

选计分办法及标准》。各学院成立“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工作

领导小组”，负责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困难补助和国家助学贷

款的评审工作，评审小组由学院党政领导、研究生秘书、研究生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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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导师代表、研究生代表组成。

（2）奖助水平、覆盖面

研究生资助体系完备、覆盖面广，目前已设立包括奖优、助学、

解困在内的研究生资助体系。奖优体系包含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

社会奖学金、专项奖学金。其中，国家奖学金资助标准 20000 元/年•

生；一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20%，奖励金额为 12000 元/年•生；二

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30%，奖励金额为 8000 元/年•生；三等学业

奖学金覆盖面为 50%，奖励金额为 6000 元/年•生，奖学金覆盖率达

到 100%。助学体系包含国家助学金、“三助”（助教、助研、助管）

岗位津贴、国家助学贷款。解困体系包含特困补助金、新生绿色通道

等。2023 年度国家奖学金金额为 6 万元，资助学生 3 名；学业奖学

金金额为 306.2 万元，资助学生 373 名；国家助学金金额为 223.56

万元，资助学生 466 名。社会捐赠类奖学金（瑞华杯大学生年度人物）

金额为 1万元，资助学生 1名。本学位点国家及学校奖助学金体系情

况见表 4，社会奖助学金设立情况见表 5，本年度奖助学金发放情况

见表 6。

表 4 本学位点部分研究生奖助学金

奖助学金名称 名额或比例 金额

国家奖学金 3% 20000 元

国家助学金 100% 6000 元/年

学业奖学金

一等，20% 12000 元

二等，30% 8000 元

三等，50% 6000 元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优秀奖学金 一等，5%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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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10% 1000 元

三等，20% 500 元

南京财经大学单项优秀奖学金

创新创业奖 500 元

社会实践奖，10% 500 元

社会工作奖 500 元

文体活动奖 500 元

南京财经大学“奖学奖教基金” 2 名/年 2000 元

表 5 本学位点部分社会奖助学金

奖学金名称 对象 名额比例 金额

四维奖学金 全日制研究生 1 名/年 5000 元

暖阳奖学金 全日制研究生 1 名/年 4000 元

中储粮校友奖学金 全日制研究生 1 名/年 3000 元

铸才奖学金 全日制研究生 2 名/年 3000 元

翠竹奖学金 全日制研究生 2 名/年 2500 元

南京安徽商会

同曦奖助学金
安徽籍研究生

A 类 1 名/年 8000 元

B 类 1 名/年 4000 元

C 类 2 名/年 2000 元

苏州校友会助学金 苏州籍贫困生 1 名/年 10000 元

瑞华杯大学生年度人物 全日制研究生 1 名/年 10000 元

表 6 本学位点 2023 年度部分奖助学金详细情况

奖助学金名称 奖助学金类型 发放总额（万元） 人数

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16 8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307.6 392

国家助学金 奖学金 192.24 420

瑞华杯大学生年度人物 奖学金 0 0

宝供物流奖学金 奖学金 2023 年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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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硕士学位招生包括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和由全国统一

考试选拔两种形式，均严格遵循资格审查、初试、复试、录取等一系

列招生流程。同时，研究生处专设招生系统，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做到政策透明、程序公正、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健全，有效维护推免

生合法权益。

为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本学位点非常重视优质生源的培养与拓

展，每年在研究生考试报考前期都派出招生团队前往主要生源高校举

办专场宣讲会，吸引优秀考生报考我校。从录取情况来看，2023 年

度报名确认 861 人，统考录取 134 人，录取比例 18.70%，其中来自

双一流高校的学生 15 人。本学位点 2023 年报考及录取情况见表 7。

表 7 本学位点 2023 年硕士录取情况表

年份 2023

网报确认人数 2398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307

招录学生中本科推免生人数 59

录取率 15.26%

3.2 思政教育

本学位点注重思政教育，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

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生党建等方面主要工作如下：

（1）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

本学位点为研究生开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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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两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全面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对引导广大青少

年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志听党话、跟党走，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具有重大意义。

（2）课程思政

本学位点注重在学科专业知识体系中寻找与德育知识体系的“触

点”，用学生深度思考启示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开展德育教育，得

到学生的好评。以“树立全员、全课程育人理念”为导向，以“启发

式教学、问题链教学”为抓手，解绑传统的结论灌输式教学，让学生

在课程学习中主动思考领悟人生真谛，树立家国情怀，增强对我们国

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历史文化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注重将

德育内涵列为教学计划的关键条目和课堂讲授的重要内容，将知识教

育同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使课程的专业元素与思政元素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本学位授权点与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结对，先后多次

邀请院内外专家交流研讨，帮助任课教师梳理所授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鼓励教师参加各级课程思政相关赛事，杨海龙副教授、刘明副教授分

别获得校课程思政微课比赛一等奖和二等奖，杨海龙副教授以“销售

中的是是非非”为主题的课程思政微课获得江苏省微课大赛一等奖；

将课程思政与劳动育人有机融合，以“田间工厂里的思政课”为主题

探讨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为现代网络营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3）辅导员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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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致力于全面提升辅导员铸

魂育人能力，更好地担负起立德树人的崇高使命，不断提高队伍的专

业水平和职业能力。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全面贯彻落实《普通高等学

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并且结合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辅导员日

常工作规章制度，全面加强辅导员纪律作风建设。积极组织辅导员参

加职业技能竞赛、高校辅导员能力提升暨辅导员队伍建设研修班等多

种活动。定期召集辅导员开展师德专题教育会议，通过学习《新时代

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多个文件精神，进一步提升研究生辅

导员队伍建设质量。

注重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各研究生党支部都配备有专门的政治

辅导员，并定期进支部为研究生党员讲专题党课。采取“思政+”模

式，强化教师在研究生德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将育德意识与能力

评价纳入教师职称评定和评奖评优考察重点；要求学院领导每学期为

学生讲一次思想政治课，形成全员参与的思政团队。

（4）研究生党建工作

本学位授权点始终把党建作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龙头”。在

南京财经大学党委的领导下，按照专业、年级划分确立了研究生党支

部，研究生党建工作扎实开展，包括积极分子培养和党员发展、党员

教育管理监督、基层党支部建设等。

本学位授权点根据中央和学校党委统一部署，组织全校研究生开

展“青春正拼搏，献礼二十大”、“百年记忆，红色传承”、“三严

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育，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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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并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

的二十大及历次全会精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全国研

究生教育会议精神等内容，通过党团活动、理论学习、社会实践、宣

讲报告等方式进行学习贯彻，实现党的专题教育班班讲、人人懂、全

覆盖。

多措并举，努力壮大积极分子队伍，加强党员发展全流程培训，

提高党员发展质量。“五老讲师团”面向研究生举办党史学习教育讲

座，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研究生党课体系；举办“以赛促学悟

原理，踔厉奋发新征程”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知识竞赛，强化党员教

育效果；定期召开“党员学习日”活动，及时学习党中央的最新会议

精神及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全面提升党建骨干综合素质。

3.3 课程教学

（1）核心课程

课程设置上严格执行人才培养方案，局部调整有章可循，统一按

培养计划下达教学任务。各门课程均由资深教授或副教授负责教学。

目前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共计 27 门专业必修课，29 门专业选修课。

所开设课程均有详实科学的教学大纲，且经过教研组和学院研究生管

理培养委员会审核通过。本学位点开设的部分代表性核心课程及主讲

老师见表 9。

表 9 本学位点代表性课程及主讲老师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分 授课教师 授课语言

1 中级管理学 必修课 3 杨林 中文

2 市场营销专题研究 必修课 3 乔均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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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运筹学 必修课 3 王亮 中文

4 供应链管理研究 必修课 3 吴志华 中文

5 管理统计学 必修课 3 金梦洁 中文

6 管理学与管理理论前沿 必修课 3 陶经辉 中文

7 计量经济学与 STATA 应用 必修课 3 熊虎、徐巍 中文

8 公司财务理论与方法 必修课 3 李连军 中文

9 管理会计研究 必修课 3 朱秀丽、吴艾莉 中文

10 审计理论与方法 必修课 3 周友梅 中文

11 组织与管理理论 必修课 2 欧阳哲 中文

12 战略管理研究 必修课 2 万兴、余承科 双语

13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必修课 2 徐国华 中文

14 管理运筹学 必修课 2 彭以忱 中文

15 管理学研究方法 必修课 2 殷华方 中文

16 物流规划与运作管理 选修课 2 张巧可 中文

17 最优化理论方法与应用 选修课 2 卓文焱 中文

18 会计研究方法 选修课 2 沈永建、李万福 中文

19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选修课 2 何玉 中文

20 财务会计理论 选修课 2 许凤 双语

21 旅游消费行为与市场营销 选修课 2 孙旭华 英文

22 跨文化领导与沟通 选修课 1 刘永强 英文

（2）课程教学质量及持续改进机制

教师严格遵守教学秩序，学校聘请教学督导，实行教学质量奖惩

机制，端正教风学风，促进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出台《南京财经大

学课程建设实施办法》等教学改革文件，积极开展新课程、精品在线

课程、双语课程、精品实验课程等建设，创新课程形式，改进课堂教

学，努力构建反映学科水平和专业特色、内容丰富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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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课实施课程主讲教授团队制，以主讲教授为核心组建教学团

队，形成课程教学合力。已组建 10 支知识结构互补、校内外资源融

合的教学团队。纳入研究生课程改革试点的课程须施行团队教学。秉

承“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原则，推动课程教学改革，凝练教

学规律，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加强示范与推广。“启发式”“案例

式”“研讨式”等教学方式常态化，学生学习兴趣、学习能力明显提

升。

出台《南京财经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条例（试行）》，

成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督导组，对招生工作、课堂教学、专业实践、

学位授予、就业工作和教育管理实施“全流程”监督、检查、评估和

指导，针对存在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并提出具体改进措施和参考建

议。督导深入研究生教学管理一线，发现问题、现场沟通；定期召开

督导工作例会，汇集分析工作信息，以督导报告形式反馈检查结果和

意见；建立信息化反馈平台，将检查结果与改进建议以表单的形式实

时反馈到相关单位和责任人。问题相关单位和责任人需在收到反馈信

息的 5个工作日内答复或制定整改计划，并在信息化反馈平台中提交，

由督导督促整改。发现问题严重的则由学校评估及质量监控中心组织

专家进行持续跟踪与督导。本学位点积极开展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教材建设情况

学校相继出台了《南京财经大学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南京财

经大学自编出版教材、自编讲义使用管理办法》，规范教材使用管理。



- 24 -

明确要求优先使用近 3年出版的国家规划教材和获奖教材、教育主管

部门或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的教材以及公认水平较高的教材；

优先使用或直接引进先进的、能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国外原版教材。

3.4 导师指导

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办法》，严格选拔

导师队伍。研究生导师以学科发展和导师队伍建设的需要为前提，采

取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议、审议的方式遴

选导师。导师上岗前，必须参加规范化、制度化的培训。学校组织开

展专题报告和分组研讨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对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

进行介绍，邀请经验丰富的优秀研究生导师分享经验和心得体会。根

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导师考核暂行办法》（南财大研字[2012]19

号），每三年对本学科研究生导师进行一次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履行

职责、学术业绩、培养质量效果等方面，考核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导师，

减少其招生名额或暂停招生资格，严重者通报批评。

3.5 学术训练

本学位点严格执行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研究生必须积极参加各

种学术交流活动和较广泛地阅读中文和外文资料，能够撰写并公开发

表学术论文与研究报告。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在全国范围内举办的研

究生大型团体学术科技竞赛活动。硕士研究生在完成有关学术交流活

动后，需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各培养点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者给予 1学分。

本学位点规定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参加不少于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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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社会实践。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国家、省等有关部门开展的社会

实践项目与活动。鼓励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产、学、研、政

合作项目和实践活动，提升研究生科研素质和学术能力。

本学位点鼓励硕士研究生积极申报及参与科研课题，2023 年获

得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立项共46项，详细清单见表10。

表 10 本学位点 2023 年度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立项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1 基于品牌美学的我国母婴市场购买意愿影响研究 沈心怡

2 营商环境与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 NCA 与 QCA 方法 汤 冉

3 江苏省文旅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殷建磊

4 红色旅游空间意象感知与游客国家认同研究 朱鸿辉

5 直播电商情境下消费者强迫性购买倾向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叶 威

6 具身视域下的旅游者幸福感及其生成机制-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例 纪雨璐

7 南博特展前中后的游客体验研究 孙常慧

8 基于新消费结构南京市文旅产业淡旺季应对策略研究 柯云川

9 企业 ESG 信息披露传染效应研究 尤家湙

10 双碳目标下企业碳资产管理研究 王熠琳

11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梅紫微

12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数字金融促进绿色创新机制研究 吴蔓

13 绿色金融驱动低碳经济转型分析--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夏文婷

14 交易所网络平台互动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 邓小小

15 《社会保险法》颁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尤克如

16 企业 ESG 表现与审计费用——基于审计成本和经营风险效应 夏玲玲

17 企业数字化与劳动投资效率 张雪

18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供应链溢出效应研究 张鹏飞

19 环境信用评价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崔琬婧

20 新冠疫情、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叶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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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司派现行为对员工利益影响研究 杨冰青

22
绿色金融发展驱动企业绿色发展的实证分析：

基于企业类型与绿色金融结构异质性视角
孔文心

23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并购绩效 吕沐涵

24 股权集中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章安康

25 “诚信”企业文化与投资效率 许睿

26 环境信用评价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研究 戚晨路

27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宋佳盈

28 数字金融发展、企业 ESG 优势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研究 张佳慧

29 CEO 职业关注、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 石畅

30 公司治理、媒体关注与环境信息披露 王小敏

31 逆向混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周飞飞

32 CEO 复合型职业经历、内部控制与审计 戴冰

33 逆向混改对民营环保上市公司融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匡佳丽

34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下供应链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顾颖莹

35 我国新能源汽车媒介形象研究 汪鑫

36 慢性病网络社群中的健康传播机制创新研究 丁昕怡

37 媒介实践视阈下的平台文化生产研究 汪政通

38 社交网络中青年群体的媒介使用行为与规范研究 何玉叶

39 双渠道环境下电商平台自有品牌引入策略及协调机制研究 李轩谊

40 微信朋友圈信息流广告回避影响因素研究 袁 欣

41 双渠道供应链中的质量投资与成本分摊决策研究 晁 璇

42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物流园区生态效率评价与优化研究 汤新灿

43 越智能越没耐心？智能产品自动化水平对消费者耐心影响研究 李佳宁

44 危化品运输平台治理——以满帮集团为例 孔歆乐

45 长江经济带物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时空差异及实现路径 王小雨

46 质量强国背景下制造企业产品质量内涵探究及提升路径 朱亦磊

3.6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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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调动硕士研究生自觉参加学术活动的积极性，提高硕士研究生

的培养质量，我校制定有《南京财经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规定》，由研究生所在学院和指导教师提供经费

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通过线上与线下的形式积极参与国际国内

学术交流。例如与西安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等高等院校频繁交流，同时积极参与长三角研究生学术论坛，探讨

学术前沿问题。受疫情的影响，本学位点研究生近两年参加学术交流

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国内，参与国际交流的学生数较少，未来本学位点

将加大对学生参加国际交流的资金支持和奖助力度，帮助学生降低出

国学习成本。

3.7 论文质量

本学位点严格执行《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处理办法》等论文质量

保障制度。从研究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撰写、答辩等环

节进行跟踪监控和纠偏，确保论文质量。所有研究生均需通过开题报

告、中期检查等过程管理，论文答辩前，全部进行重复率审核及“双

盲”评阅，评阅结果为“不同意答辩”者，论文须经认真修改至少三

个月之后方可再次送审，评阅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本学位点本

年度学位论文“双盲”评阅通过率 98%以上，论文答辩一次性通过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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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质量保证

（1）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

为适应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需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就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

加强研究生教育过程管理，健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监控体系，提

高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推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我校

成立了南京财经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督导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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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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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监控和保障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实践教学质量，切实有效地对硕士研究生

的专业实践进行全过程的管理、服务和评价，本学位点在《南京财经

大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办法》的指导下，整体规划，统筹协调，

主动与企事业单位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或联合培养基地，推进硕

士研究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

供需互动机制，为硕士研究生进行专业实践提供长效、稳定的实践基

地。具体的实践考核要求如下：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

中，学术活动（1学分）和专业实践（1学分）。

在学术活动方面，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

宽自己的视野，关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

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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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

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在专业实践方面，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

业实践能力。学校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

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个

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

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

给予 1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2）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

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其能否

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

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

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

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具体要求如下：（1）硕士研

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2）

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

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

并进行可行性论证；（3）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究生在导师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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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4）学位论文

字数要求一般在 3万字以上。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

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学位授予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严格执

行，硕士学位申请人员应通过硕士学位课程考试，成绩合格，修满并

取得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完成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

的培养环节；在完成学位论文后，经导师审核认为符合答辩要求的，

方可向指导教师书面提出答辩申请。

（3）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

为了充分发挥研究生指导教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强化

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我校制定了《南京

财经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本学位点严格执行此工作条例，

要求导师指导和检查研究生的课程学习、社会实践、科学研究和学位

论文写作（包括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按时作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

等环节；认真审核研究生学位论文，坚持标准，严格把关，组织学位

论文答辩；对评选奖学金、优秀学位论文、优秀调查报告等的人选进

行推荐；对欲提前毕业的研究生或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时完成学习计

划需延长学习年限者，应敦促研究生提前提出申请并签署意见；对因

中期考核不合格，或因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组织纪律等方面表现很

差，或因无故完不成学位论文、在科研中剽窃或弄虚作假、擅自离校、

长期请事假、患有特殊疾病等原因而不宜继续培养的研究生，有责任

根据学籍管理等有关文件规定及时向学院汇报并提出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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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流淘汰机制

我校已颁布研究生培养分流淘汰制度，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硕士

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硕士研究生在修读完研究生培养方案中

规定的课程之后，我校统一组织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中期考核结果

设三个等级：A 合格，同意进入下一阶段培养；B 不合格，一段时间

后重新考核；C不合格，终止培养。评定标准如下：

A 合格，同意进入下一阶段培养。思想政治表现达到研究生培养

目标的要求；身心健康，能继续从事论文阶段的研究工作；并达到下

列条件：

Ⅰ．按培养方案要求修满中期考核之前所有学期的规定学分；

Ⅱ．学位必修课程平均成绩达到学位授予规定的成绩要求；

Ⅲ．参加社会实践并获得学分；或虽未曾参加社会实践，但已拟

定可行的社会实践计划。

Ⅳ．有相应的科学研究能力或潜力。发表过论文；或获得过科研

奖励；或参加过科学研究课题（包括各类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课题）

研究；或具有科学研究潜质。

B 不合格，一段时间后重新考核。思想政治表现达到研究生培养

目标的要求；身心健康，能继续从事论文阶段的研究工作。但未完全

达到上述Ⅰ—Ⅳ条件。

C不合格，终止培养。思想政治表现有严重错误；或身体和心理

健康状况较差，无法继续从事论文阶段的研究工作；或课程学习成绩、

科学研究能力等较差，没有培养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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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学位点研究生中期考核数据来看，尚未有硕士生因中期考核

被评定为 C而被分流淘汰。

3.9 学风建设

（1）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

在学风建设方面，本学位点在研究生入学和论文开题时均由学院

统一举办学术道德和规范讲座。学院组织研究生学习《全国科学道德

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

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

范管理条例》、《南京财经大学科研诚信管理办法》和《中国研究生

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要求学生完成自学任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同时，在日常培养

过程中，要求导师承担监督学生学术道德的责任。也开展了多种多样

活动，以研究生论坛、沙龙等形式进行宣传，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学

术道德价值观。这些学风建设活动使研究生对学术道德与诚信有了更

深一步的理解，从而可以提升研究生的思想品德、科学道德和创新能

力，规范研究生的学术行为，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本年度未发生一

起论文抄袭或剽窃他人科研成果事件。

（2）教学质量和反馈体系建设情况

在教学质量和反馈体系建设方面，本学位点以加强优良学风建设

为目标，一方面，通过课前教案检查、督导听课与教学观摩、课后作

业检查、期末课程总结等环节对教学质量进行过程监管，端正师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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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营造良好学风的态度；另一方面设立研究生教学委员会和教学督导

组，通过听课制度、检查考评、总结汇报、课堂延伸等环节及时发现

问题，营造良好的教学和学习氛围，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培养学生

们的学习兴趣及自主学习动力，树立并维护知识的尊严。

（3）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

为规范研究生学术行为，我校制定有《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术

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

讲教育实施方案》等学术道德及学术规范管理制度，本学位点严格执

行相关管理制度，查处研究生的学术不端行为。具体处理标准如下：

（1）违反学术道德规范者，经查实后若情节轻微将分别给予责令改

正、批评教育、延缓答辩、取消相关奖项及取消学位申请资格的学业

处理；（2）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有关规

定，如发现研究生严重违反学术道德规范，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不接受

学位申请。对已经授予学位的，学校将撤销所授予的学位并刊登撤销

学位公告；（3）违反学术道德特别严重而触犯法律者，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3.10 管理服务

（1）专职管理人员配备

本学位点研究生管理服务扎实有效。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了

以院长、党委书记为组长，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副书记为副组

长的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学院研究生办公室配有专职研究

生秘书和辅导员，具体负责研究生的日常管理、评奖评优、就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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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理疏导等事务性工作。学院设有研究生会，围绕广大研究生的切

身利益和需求，做好学术交流、文化体育、新闻宣传等工作。二是重

视研究生规章管理制度建设。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学位和日常管理

工作规章制度完善，确保了研究生培养过程规范有序。

（2）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

本学位点的研究生权益保护工作主要由研究生会下设的研究生

权益管理团队负责，旨在全心全意为研究生服务，及时反映研究生生

活、学习、科研等各方面权益诉求，合理表达和维护研究生正当权益。

同时，学校还制定颁发了一系列保障研究生权益的相关文件，如《南

京财经大学研究生“三助一辅”工作实施细则》、《南京财经大学学

生申诉处理办法》、《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业务费使用和管理办法》

等。

本年度未发生因管理不到位而出现的事故，学生对学院管理服务

水平总体满意度超过 95%。

3.11 就业发展

为持续提升培养质量和就业服务满意度，本学位点积极开展面向

用人单位、应届毕业生和历届校友的跟踪调查。并通过就业质量和企

业反馈等对专业改革和培养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形成了基于评价的专

业改革成效持续改进的跟踪反馈机制。

本学位点培养方向紧密贴合社会实际人才需求，培养的学生就业

状况良好，就业方向与专业培养目标契合度高，就业去向呈现多样化、

多层次的态势，充分体现学科特点和优势。在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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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发展质量调查中，本学位点毕业生获得同事和领导的一致认可，

兢兢业业，脚踏实地，专注于自己的岗位和事业，众多毕业生在专业

领域获得突出成果。

4.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本学位点十分重视科研工作，并积极地促成科研成果进一步转化，

为地方创新发展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服务。本年度签订产学研横向合

作合同 19 个，其中多项研究成果获得领导批示，代表性的有 2 项获

政府领导人批示，包括《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的建议》

的成果获吴政隆批示、《以中欧班列提质增效为契入点 推动江苏一

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成果获季昆林批示。1 项被相关政府部门采纳，

即《淮安市小巨人、瞪羚、雏鹰文化企业榜单》的成果被中共淮安市

委宣传部采纳。

4.2 经济发展

近年来，本学位点充分发挥学科领域的研究专长，致力于服务经

济和社会发展，积极服务于地方发展，为破解区域发展难题提供智力

支撑，2023 年横向科研经费总额达 744.52，代表性案例有：

（1）为政府机关、大型企业等 5 家单位设计、构建大数据型内

控体系，帮助单位防范风险、提升治理效率。

（2）通过人力资源数字化管理提升服务项目，帮助企业聚焦人

力资源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建设，尽快

补齐短板和弱项，有效增强竞争实力，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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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文化建设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不断完善全员参与、

全方位体现、全过程渗透的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机制。通过一系列创建

活动，构建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优美的自然生态、优良浓厚

的育人生态。文化建设工作呈现出许多新的特色和亮点。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点：

（1）拓展爱国教育阵地。举办了“先锋青年·理论夜校”党的

二十大精神专题宣讲第一课活动，推动研究生积极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并将之转化为促进学习的强大动力，踏上新征程，勇担

新使命，建功新时代。

（2）注重文化建设的载体培育。加强院标的视觉识别，通过院

墙悬挂、门厅布置、廉洁文化墙建设等文化标识和新教师入职、新生

入学、毕业生离校等文化仪式集中宣讲。注重环境艺术的教化功能，

开发利用内部资源，加强文化景观建设。坚持文化发展与队伍建设相

结合，学位点以新老教师传帮带、关工委建设等方式，激发教师投身

文化建设的热情，发挥个人精神风貌、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对文化氛

围、育人质量的正面影响作用。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学术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虽然该学位点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但在领域内公认的国际顶

尖期刊发表论文数量不足，国际一流成果有待增加，在国内乃至国外

的学术影响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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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待进一步深入

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待进一步深入。虽然本学位点和国外多所大学

建立了合作关系，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合作，

但缺乏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在校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需要加强，

承办有影响力的国际化会议仍然不足。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本学位点将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提高

学科方向带头人的学术影响力。设立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育专项基金，

大力培育学科领军人才，构建高水平的导师队伍。

（2）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研究生培养质量是本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的最终目标。本学位点

将通过加大招生宣传、设立新生奖学金等方式吸引优秀生源；加大和

优化研究生科研成果的奖励力度，鼓励高水平科研论文等的产出，提

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

与国外高水平大学进行联合培养，全面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3）进一步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

积极主办本学科国内、国际高水平学术会议，并鼓励师生积极参

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交流，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力，争取成为领域内

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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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目标与标准

1.1培养目标

（1）专业定位。我校于 2010年获批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于 2011年开始招生。本学位点坚持以服务长三角地区经济金融发展

为导向，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金融学理论基础，系统掌握投融资管

理、金融分析、金融产品设计与定价、金融风险管理等相关领域的知

识和技能，充分了解当前金融领域的发展前沿，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富有创新精神，具备解决实际问题卓越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专业

人才。

（2）定位特色。思政引领，立德铸魂，把稳专业办学方向。基

于中华传统文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职业道德等

维度凝练金融硕士专业课程思政内涵，将其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两

元并重，三链融合，彰显专业高阶属性。形成前沿金融理论与金融实

践技能结合的两元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培养目标、培养途径、培养机

制的三链融合；战略导向，科技赋能，突出专业创新发展。为满足当

前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的战略需求与大数据时代技术进步的需要，完善

课程体系，实施交叉学科特色人才培养计划。

（3）社会需求结合情况。以服务国家和区域金融发展的战略需

求为根本，以适应经济金融变革和发展趋势为导向，培养能在国家金

融监管机构、政府部门和各类市场化金融机构从事风险管理、产品设

计等相关工作的高级应用型金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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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学位标准

本学位点的学位授予标准是根据《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

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和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要求

制定的，学制为 2年，课程教学环节需修满 21学分的必修课（包含

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和 15学分的选修课，实践教育环节需参加行

业讲座（1学分）、专业实践（4学分）和科学道德和学风教育，毕

业前需完成毕业论文并答辩通过（6学分）。

本学位点的学位授予标准针对长三角地域特征，在传统金融基础

上专注于数字金融、科技金融、量化投资、区域金融、小微企业金融、

农村金融，密切关注区域经济的发展；在课程设计中将 CFA、FRM

等全球顶尖资质证书的考试内容融入到专业选修课程中，激励研究生

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在立足地方经济需求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与当地

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起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

期货公司、投资公司等多元化的实践基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应

用能力。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实习实践，以案例分析、调研报告、产

品设计等多元化方式完成毕业。

2基本条件

2.1培养特色

（1）科研反哺教学，六维驱动蕴能力。以研究型教学为抓手、

以科研项目为载体、以导师制为保障，从科研成果进课堂、科研成果

进教材和科研成果全方位渗透 3个层面实现“科研反哺教学”，促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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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积极构建教学科研互动平台，有效整

合校内资源，通过“名师、金课、平台、赛事、技能、游学”六个维度

强化能力提升，培养复合创新型研究生人才。

（2）多元主体参与，政产学研齐育人。本学位点注重强化“政产

学研”协同创新，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机制，通过专题座谈会、调研走

访等形式与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海外企业集团、省金融业联合会、

南京大学等 20余家“政产学研”各界专家加强联动、协同发力，加快

补齐育人模式中的短板和弱项。

（3）质量监控闭环，“五五三三”做保障。本学位点构建了由目

标管理、运行实施、监督评价、实时反馈和调控改进“五大系统”，校、

院、专业、教学团队和课程组“五级组织”，教师、学生和用人单位“三

大要素”，教学组织指挥、运行保障和质量改进“三维闭环”组成的“五

五三三”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各教学环节质量要求清晰明确、科学合

理。

2.2师资队伍

（1）校内师资实力雄厚。本专业学位点 2023年新增硕士研究生

导师 6名，现有校内硕士研究生导师 33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2人，

全部拥有博士学位。现有专任教师 79人，其中教授 13人、副教授

16人、讲师 50人，71人具有博士学位（金融专业学位点教研名师情

况见表 1）。

（2）校外师资日渐壮大。本学位点实行双导师制，聘请校外行

业精英担任校外导师。2023年新增校外行业导师 2名，校外导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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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不断长大，指导更加有力。目前已拥有来自江苏银保监局、江苏银

行、农银人寿江苏分公司总经理蒋国民等 28名校外导师，其中 1名

导师入选江苏省研究生产业教授。

表 1.金融专业学位点教研名师情况

序号 姓名 称号或荣誉

1 华仁海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2 宣烨

江苏现代服务业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创新团队（制造业服务化）带头人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带头人

3 卞志村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第十届“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人选

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4 郭文旌
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江苏省“333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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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科学研究（各类成果统计见表 2、3、4）

表 2.金融专业学位点 2023年国家级项目统计

序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立项

时间
项目分类

批准

经费（万

元

1 刘敏楼
数字金融赋能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效应评估、实现路径与优化策略
2023

教育部人文社

科研究项目
10

2 郭平

虚拟与地理双重集聚增进中国制

造业产业链韧性的机制与路径研

究

2023
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20

3 朱辰
跨境资本异动下我国系统性金融

风险传导及防控研究
2023

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20

4 陈开璞
碳中和转型背景下的自然利率测

算和影响因素研究
2023

教育部人文社

科研究项目
8

5 董恺强
扩大内需战略实施背景下企业生

产性投资结构的动态优化研究
2023

教育部人文社

科研究项目
8

6 张昱昭
股票市场个体投资者异质信念问

题研究：基于动态演化的视角
2023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0

7 孔傲

异质投资者结构影响下的交易行

为与股市流动性的形成机制--基

于科创板的研究

2023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0

8 周波
要素投入视角下转型金融对高碳

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
2023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0

表 3.金融专业学位点 2023年省部级项目统计

序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立项

时间
项目分类

批准

经费（万

元）

1 孙光林
数字普惠金融对南京市中小企业

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2023

南京市科技局

项目（软科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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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宏扬

数字技术助推江苏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的机制和路

径优化研究

2023
省社科联各类

项目
0

3 王宏扬
数字赋能南京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高质量发展研究
2023

南京市科技局

项目（软科学）
5

4 宣烨
建设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 研究
2023

省社科联各类

项目
5

5 朱文文
“三全育人”理念下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合力育人机制研究
2023

省（市）其他

厅局项目
1

6 宣烨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江苏现代服务

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

合路径研究

2023
省社科联各类

项目
5.5

7 宣烨
江苏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

新体系路径研究
2023

省社科联各类

项目
4

表 4.金融专业学位点 2023年论文成果统计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发表时

间
期刊名

1 吴珊

The asymmetric effects of climate

risk on higher-moment

connectedness among carbon,

energy and metals markets

202311
Nature

Communications

2 张恒彬

The effect of equity market

uncertainty on informational

efficiency: Cross-sectional

evidence

202308 Global Finance Journal

3 潘群星

An improved FIGARCH model

with the fractional differencing

operator (1-νL)d

202307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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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潘群星

Changes in volatility leverage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crude oil futures

markets affected by the 2022

Russia-Ukraine conflict

202312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5 余博

Green finance,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202306 Resources Policy

6 胡恒强

Financial development,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30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7 周汉

Firm’s perception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efficiency

202309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

8 周汉

Grabbing hand or financial

constraint mitigation effect?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cash holdings

202303 Accounting & Finance

9 尹雷

The influence of the bank–firm

relationship on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

2023.11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0 周波

When green finance meets banking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hard-to-abate enterprises of China

202304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11 周波

Where should the money go? The

green effect of governmental

guidance when sustainable finance

impacts brown firms

202304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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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周波

How public attention drives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ffects and channels

202306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3 丁慧

Have the predictability of oil

change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s

202305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14 丁慧

Central bank lending facility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non-SOEs:

evidence from China

202309 Economic Modelling

15 丁慧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corporate maturity mismatch: The

role of bank competition

202312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16 丁慧

Creditor protection and labor

investment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

202312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17 翁辰

Does climate policy uncertainty

affect Chinese stock market

volatility?

202301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8 吴珊

Time-varying impacts of oil price

shocks on China’s stock market

under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202303 Applied Economics

19 吴珊
Post financial forecasting game

theory and decision making
202312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 杜修立
Does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on financial stability work?
202305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1 杜修立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vestor attention and post-earnings

announcement drift

202305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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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教学科研支撑

（1）强化制度建设与过程管理，保障教学质量。本学位点依据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管理文

件汇编》等文件要求，修订了《2023年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2023年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2023年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标兵、优秀研究生干部评审实施细则》《2023

年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单项奖评审实施细则》等一系列包括

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各个环节在内的管理细则，强化过程管理，

建立和完善质量保障体系。2023年，本学位点 1人入选学校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督导组，以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督导组的课堂教学意见

反馈为导向，及时处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督导简报》所提出的意见

以及相关反馈。

（2）加强基础设施和学术资源建设，创造科研环境。本学位点

高度重视加强实验室建设，积极为学生创造科研条件，金融工程实验

室为江苏省金融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是学校国家级经管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室可获取全球金融即时信息，20余门课

程实现有软件支持的工程化教学。同时，本学位点学术资源检索渠道

丰富多样，图书馆和资料室收藏了大量国内外图书资源，通过图书馆

电子资源，可查找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以及 ELSEVIER、Web of

Science 等中外文数据库，图书馆与各兄弟高校图书馆，在文献信息

资源共建、共享方面有着广泛友好的协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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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奖助体系

本专业奖助体系由校、院两级制定的较全面和较成熟的一系列规

章制度组成，制度完善，执行有力。学业奖学金覆盖面 100%，其中，

一等学业奖学金奖励金额为 12000元/年/生；二等学业奖学金奖励金

额为 8000元/年/生；三等学业奖学金奖励金额为 6000元/年/生。

2023年度学业奖学金共，覆盖本学位点全部 154名在校生，总

金额为 120.2万元，一等奖学金 31人次、二等奖学金 46人次、三等

奖学金 77人次。2023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本学位点 1名同学获

得，金额为 2万元。

3人才培养

3.1招生选拔

（1）招生复试工作圆满完成。2023年，本学位点根据教育部及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南京财经大学 2023年硕士

研究生招生复试和录取工作办法》等有关要求，本着为国选材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精心部署、规范开展研究生复试和调剂工作。学院成立

了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生招生工作监督小组、研究生招生

工作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小组、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命题小组和

若干面试小组。各小组本着对招生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秉承严谨规

范的原则，各司其职、协同合作，圆满地完成本年度招生任务。本年

度本专业学位点最终录取 78人。

（2）招生宣传工作另辟蹊径。2023年，本学位点圆满完成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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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以“展示学校实力、宣

传专业特色、吸引优质生源”为指导思想，对学位点进行宣传。吸引

更多高校的优秀生源报考的同时，充分挖掘校内本科存量，减少外校

分流。2023年，学院分管研究生工作副院长、研究生秘书、研究生

辅导员，多次开展线上线下招生宣讲，先后赴天津、厦门、上海等地

进行招生宣传，同时在各类视频网站进行线上直播招生宣讲。

（3）研究生招生工作再寻突破。2023年，本学位点在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申请将金融硕士的培养年限修改为 3年。目前学校已经审

核通过，预计从 2024级金融硕士开始，培养年限更改为 3年。

3.2思政教育

（1）强化思想抓引领，推进课程思政改革。①以新思想铸魂育

人，建立“第一议题”学习制度，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

特别是最新指示精神作为教学第一议题，切实做到将新思想第一时间

融入课堂；②以新理念引领工作，着力构建以思政理论课为核心圈，

专业课协同发挥圈层效应的“同心圆式”课程育人体系，做到课程门门

有思政；③以新路径推进教学，构建“课堂思政、公寓思政和校园思

政”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多维思政立体课堂，形成“全程化互动式”课程

思政。

（2）从严从实抓阵地，筑牢意识形态防线。①守牢课堂主阵地，

制定课堂意识形态管理办法，完善“学生评教、同行评教、督导评教”

体系，把好教师政治关；②占领网络新阵地，设立“金小鳄”线上思政

工作室，充分运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开展网络思政教育；③把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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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阵地。着力打造红色文化“铸魂”、传统文化“修身”、专业文化“强

骨”的三大文化工程，提升师生对校园文化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3）提高站位抓党建，加强党组织建设。①线上+线下相结合，

设立党支部工作室、书记热线和“书记接待日”，在学生公寓设立“党

员活动角”，开展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党日活动，打造研究生样板党

支部；②党建+专业相融合，发挥教职工党员专业特色，将党员导师

加入学生支部，开展“红色调研”，打造“党建+教学+科研+育人”特色

模式。

（4）强基固本抓队伍，夯实人才培养基石。①强化队伍标准，

把好队伍选拔关，配齐配强辅导员，遴选一批红色导师进入思政团队

发展。把好队伍考评关，开展“辅导员认人清单”、“导师十不准”等一

系列师风师德检查和考核制度；②提升队伍素质，开展常态化思政学

习，定期召开导师座谈和辅导员沙龙，设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

课题开展专题研讨。

（5）五育并举抓实践，完善育人体系架构。①拓展第二课堂广

度，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榜样典型引路为抓手，通过“公益之

星”“文体之星”“三助一辅”标兵等评选活动深入推进育人体系；②挖

掘第二课堂深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立足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和社

团建设三个领域，实施以“学习+服务”“公益+专业”“兴趣+成长”为特

色的实践育人举措，深度打造实践育人品牌活动。

3.3课程教学

（1）课程教学体系：本学位点紧紧围绕培养“具有从事金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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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要求，

构建了包括必修课、选修课和必修环节在内的课程体系。围绕课程体

系，已建 5个课程组，并打造线上与线下结合的金课群，塑造多元课

程体系，支撑本学位点培养目标，夯实学生专业知识（具体课程设置

见表 5）。

（2）融合机制建设：①思教融合，饯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立德树人为根本，不仅单独开设政治理论必修课，而且在专业课

程中融入课程思政；②科教融合，依托教师科研课题与论文，将科学

问题与研究方法导入课程体系建设；③产教融合，强调专业实践环节，

鼓励案例教学，通过行业讲座引导学生了解行业发展前沿，将职业能

力培养融入课程体系，构建 CFA课程体系，有效对接学位点的专业

教学，帮助学生获得证书，提升职业竞争力；④学科融合，注重学科

交叉课程体系建设，增加其他学院开设的相关选修课，旨在培养复合

型人才。

（3）教材建设情况：2023年，本专业学位点课程《金融统计及

金融计量》获评 2023年江苏省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项教学

案例获评江苏省研究生优质教学资源。目前，本专业学位点还拥有一

批国家级课程以及教材：《金融学》为国家级一流课程，获得国家精

品在线课程立项；《金融市场学》《中央银行学》《金融综合实验分

析》获批江苏省重点教材；《投资银行学》《证券投资学》获江苏省

高校在线开放课程立项；《金融统计与金融计量：问题与方法》获南

京财经大学校级研究生精品教材建设立项；以上课程及教材支撑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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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核心课程群建设。

表 5.金融专业学位点课程开设情况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学

分

学

时
课程简介

1 金融理论与政策 学位课 3 51

该课程力图使学生在掌握和深入

理解金融理论的基础上，了解国内外经

济和金融体制的共性与特性，比较不同

体制下金融运行的特点；运用现代经济

学和金融学的研究方法，辨析主要金融

理论流派的观点与主张。

2 投资学（双语） 学位课 3 51

该课程是一门研究投资运行规律

的科学，是建立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

基础之上，与金融学、统计学、工程等

学科密切结合的一门综合性、基础性、

实践性的独立学科。同时该课程相关章

节也可帮助学生准备 CFA考试。

3 财务报表分析 学位课 3 51

该课程主要介绍财务报表分析的

基本方法、行业和公司分析、三大会计

报表的分析、财务指标和估值分析等内

容。本课程学习能够使学生比较系统地

掌握财务报表分析的基本方法和基本

框架，将知识熟练运用到实践中。

4 公司金融（双语） 学位课 3 51

该课程建设的宗旨是融合中外现

代公司金融理论和实务，以市场经济作

为研究的基础环境，较为全面的介绍公

司资金融通和运用的理论、方法和策

略。

5 金融经济学 学位课 3 51

该课程是一门研究金融资源有效

配置的科学，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商

品经济的价值规律是否还能完全指导

所有的经济主体（个人、机构、企业和

政府等）在参与金融活动中所做的决

策。

6 固定收益证券
专业

选修课
3 51

该课程要让学生理解并掌握固定

收益证券行业中的重要术语；掌握分析

利率变化和评估固定收益证券及其衍

生品价值的工具；学会管理固定收益证

券的利率风险；掌握确定债券选择权或

者暗含选择权的最佳执行策略。

7 计量经济学软件
专业

选修课
2 34

该课程使学生能够应用计量经济

学所学的理论方法，根据经济系统中经

济现象反映的问题，提出反映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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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的经济计量模型，并通过上机实际

操作，完成模型的参数估计，模型的统

计检验，从而建立经济计量模型。

8 金融风险管理
专业

选修课
3 51

该课程系统地讲授银行、证券公司

等金融机构以及个人投资者如何管理

自身面临的风险，并详细地讨论了风险

中性世界、波动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管理理论与方法，以此培养学生掌握金

融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提升管控风险

的能力和意识，为今后从事金融行业工

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9 金融衍生工具
专业

选修课
3 51

该课程系统介绍了金融衍生工具

市场的运作机制、包括远期、期货、互

换和期权等基本衍生工具的价格决定

以及衍生工具的交易策略等问题，同时

理解衍生工具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

10 资产定价研究
专业

选修课
3 51

该课程的教学要让学生熟悉能够

影响股票横截面收益率的变量；掌握组

合分析方法和 Fama-MacBeth截面回归

方法；了解金融异象与资产定价的关

系。

11 金融机构与市场
专业

选修课
2 34

该课程让学生掌握金融市场与金

融机构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金

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各种运行机制，使

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解决金融

市场与金融机构的相关问题。

12 行为金融学
专业

选修课
2 34

该课程教学的目的在于让学生了

解基于心理视角的金融学理论前沿，更

现实地理解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掌握

理性的、科学的金融投资决策程序和方

法。通过对心理学实验成果的展示和人

类认知特征，解析人类投资决策过程中

的心理和行为偏差，并理解这些偏差对

投资者个体行为特征、群体行为特征决

策以及对金融市场均衡性与稳定性的

影响。

13
国际金融专题研

究

专业

选修课
3 51

该课程是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的一门选修课程。该课程的目的是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当前国际金

融方面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研究这些

问题的一些前沿方法，提高分析国际金

融方面的能力，提高宏观经济分析的能

力，把握国际金融运行的脉搏，为今后

的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 17 -

14 量化投资
专业

选修课
3 51

该课程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量化

投资理论、原理、过程、方法、步骤及

相关技术，重点论述量化投资交易仿真

交易平台、趋势投资原理和协整投资策

略等。

15
商业银行

经营管理案例

专业

选修课
2 34

该课程是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商业银行是一

国金融体系中的骨干，也是国民经济的

最重要的组成部份。随着经济改革的深

入，商业银行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中枢

地位也日渐确立。本课程要让学生熟悉

我国商业银行的基本特征和基本业务，

并对如何管理和改善我国商业银行能

提出自己的见解。

16 金融法专题
专业

选修课
3 51

该课程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金

融法学的基本原理、把握金融法体系的

总体框架，进而为以后各章的学习、为

准备把握金融法的各具体法律制度奠

定基本的金融法学理论基础。

17
投资银行理论

与实务

专业

选修课
2 34

该课程介绍了投资银行的功能、组

织结构和主要业务，系统阐述了资本运

营的基本原理、运作机制和管理方法。

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基

本理论对资本市场案例分析，鼓励学生

们的创新性思维，发现投资银行与资本

运营背后的商业逻辑。

18
文献选读与

写作指导

专业

选修课
2 34

该课程主要目的是阐明金融学（含

保险学）研究的基本规范，讲授学位论

文与科学文章写作方法，培养学生运用

学术资料的能力、把握科研选题的能

力、实施科研试验的能力、分析实验与

调查资料的能力。

19 中级经济学
专业选

修课
3 51

该课程作为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

经济学的前置课程，课程主要对中级微

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进行专题学

习，让学生建立起经济学体系和经济学

感觉。

3.4导师指导

（1）重视师资培训，切实提升导师工作水平。2023年，本学位

点多名导师挂职锻炼结束，提升了导师队伍的实践育人水平；联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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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院进行了 10余场导师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导师队伍的综合素质；

资助本学位点导师参加重要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和赛事等 10人次，切

实提高了导师队伍的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

（2）重视师德师风，着力构建和谐师生关系。2023年，本专业

学位点 5次组织研究生导师下沉宿舍，关心研究生身心健康。全年共

组织了 4次师德师风自查工作，联合校纪委和研究生院开展了 2次师

德师风专项检查工作。全年未发现任何有违师德师风的事项，师生反

映良好，师生关系和谐。

（3）重视思政教育，发挥导师第一责任人作用。2023年，本学

位点研究生导师姚定俊、陈晓慧、尹雷等为学生们讲授党课或开展思

政教育专题会 8场次；学生们积极参加各类志愿者活动，积极向党组

织靠拢，未发生任何违反校规校纪或法律的事件，德育效果良好。

3.5实践教学

（1）基本情况。①在深刻领会、充分发挥历届办赛经验的基础

上，成功主办了“2023年江苏省金融学类（含保险）研究生教学案例

大赛”；②本学位点把专业实践设置成必修课程要求：每位学生至少

听取行业讲座 6次，至少参加 3个月的专业实践，完成合格后方可申

请答辩；③本学位点为每位学生聘请资深业界专家导师，至今已聘请

行业导师 28位，引领学生近距离接触金融相关行业，切实提升学生

行业技能；④本学位点依托国家级重点金融实验教学中心平台，对《金

融衍生工具》《金融风险管理》等课程开展模拟操作、实验实训。

（2）制度保证。本专业学位点根据《金融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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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方案》结合学生的职业规划，帮助学生选择适合自身职业

发展的实践方式与内容。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工作站管理办法

（试行）》等文件要求，已与江苏多飞科技网络有限公司、江苏安立

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合作并签约建成实践基地和研究生

工作站共近 30个。

（3）培养成效。2023年，本专业学位点 3篇优秀教学案例《银

发时代破解长期护理之“困”——社保“第六险”的探索与实践》《灵丹

妙药还是饮鸩止渴：2015年股灾期间的“国家队”救市》《砥砺中前行

——百万医疗和惠民保的披荆斩棘》入选全国专业教指委案例中心。

同时，本学位点研究生 30余人在省级案例大赛、模拟炒股大赛等实

践创新比赛中获奖，1人主持江苏省研究生实践创新课题。

3.6学术交流

（1）重大活动承办促培养质量提升。2023年，本专业学位点为

持续提升金融学类研究生案例教学水平，在深刻领会、充分发挥历届

办赛经验的基础上，成功主办了“2023年江苏省金融学类（含保险）

研究生教学案例大赛”，共收取省内外案例 200余份。同时，为提高

本专业学位点研究生实景操作技能和投资技巧，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成功主办了“第六届江苏省研究生模拟炒股大赛”，本专业学位点学生

在赛事中取得可喜成绩。案例大赛和模拟炒股大赛的成功举办以及本

专业师生收获的可喜成绩是本专业学位点积极推动研究生培养模式

改革的又一重要成果。

（2）学生重要获奖数量显著增加。2023年，本专业学位点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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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研究生教学案例分别被全国保险专业教指委案例中心、全国金融教

指委案例中心评为优秀案例并入库。研究生累计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30余篇，其中三类期刊 1篇，四类期刊 3篇，五类期刊 4篇。4篇硕

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获评年度南京财经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1名研

究生获得 2023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30余名研究生在省级学术创

新论坛、案例大赛以及模拟炒股大赛等比赛中获奖。1名研究生主持

江苏省研究生实践创新课题。

3.7论文质量

（1）关注社会现实，解决实际问题。本学位点学位论文选题科

学合理，突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在对银行、股价、债券等传统金融

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研究的同时，关注金融科技、绿色金融、数字普惠

金融、“一带一路”金融联动等金融发展的前沿问题，注重实践问题的

解决，符合本学位点的培养目标与教学要求，符合科技、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

（2）探索行业前沿，强化应用价值。本学位点学位论文注重金

融行业的前沿实务问题，在文献整理、实地调研、社会实践等前期工

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金融专业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对研究的具

体问题进行客观、准确的分析，探索解决实务问题的优化解决方案。

论文成果不仅为金融机构在决策前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而且在实务中已得到很好的借鉴和应用。

（3）注重学术规范，突出内容创新。本学位点学位论文整体上

结构完整、格式规范、条理清晰、论据充分。学位论文从选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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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模型建立、实证分析等各方面强调创新。2023年，本学位点

共 4篇学位论文获评南京财经大学年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3.8质量保证

（1）加强研究生学位授予制度建设。本专业学位点加强学位授

予过程中的各项制度建设，用制度来指导和规范学位授予工作的全过

程，提高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的准确性、实效性和规范性；同时，形成

制度文化，增强师生遵守学位管理制度的主动性和自律性，保证授予

质量体系建设科学化，学位授予质量不断提高。

（2）严格研究生学位授予过程管理。2023年，本学位点努力构

建一套自下而上、从学位申请到授予学位的全环节的学位授予工作标

准化流程，严格按照学生申请、导师审核、论文评阅、论文答辩、院

学位委员会审核、校学位会审核、授予学位以及学位论文抽检的顺序

流程开展学位授予工作。通过规范学位授予环节，细化各环节的责任

主体，推动管理体系的系统化建设。

（3）提高师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意识。本专业学位点引导研究生

导师形成有效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思维，提高其指导能力和水平；

引导研究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良好心理模式，形

成正确的学位授予质量意识；引导管理人员根据研究生教育实际，有

效地开展管理研究，提升对学位工作问题的把握，实现制度建设的实

效性。

3.9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注重研究生学术道德、职业操守与伦理教育。组织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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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生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科研诚

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专门开

设《金融类研究生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教育》课程。

本专业学位点所有研究生入学时已签署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

诺书；本专业学位点所有学生在校期间均无违背学术规范行为出现；

在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遵纪守法，无重大违法行为发生。

3.10管理服务

（1）专职管理人员配备完善。本学位点配备分管副院长 1人、

研究生秘书 1人、研究生辅导员 2人，共计 4名专职管理人员，符合

相关规定。

（2）专职管理人员培训到位。本学位点正在努力建设一支高素

质、高水平、高能力的管理队伍，常态化、规范化举行研究生秘书和

研究生辅导员等管理人员的培训活动。在提高管理队伍素质的同时，

本专业学位点还注重完善相关管理规章制度建设，除了研究生日常生

活管理制度、学籍管理制度以及其他相关制度外，还不断加强管理人

员的监督、检查和考核制度。对于管理人员实行评审考核制度，明确

奖惩机制，不断优化管理员队伍结构，推动合力育人，提高育人水平。

3.11就业发展

（1）积极开展访企拓岗活动，实施高质量的就业服务模式。2023

年，本学位点积极实施精准招聘模式，学院党政领导带领学院就业指

导团队开展“访企拓岗”，通过收集各实习基地的招聘信息岗位，与研

究生的就业档案进行匹配，提升精准的就业服务。已与近 30家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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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类公司签订实习基地协议，与江苏安立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

苏省生产力中心等单位共建研究生工作站，每名学生均配备行业导师。

（2）就业服务模式效果优良，就业率稳中有进。2023年，本专

业学位点毕业生就业率为 100%。毕业生主要在各类党政机关（如地

方税务局、银保监等）、各类银行总行或南京分行（如中国银行南京

分行、南京银行等）等部门就业；本专业学位点毕业生的专业素养与

专业实践能力在各用人单位受到一致好评；多次在创新创业等赛事获

重要奖项。据用人单位反馈，本专业学位点培养的研究生具有较高的

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4服务贡献

本专业学位点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养地方经济发展所急

需的高层次金融人才为目标，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在服

务国家实体经济、金融风险防控、深化金融改革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

献：

4.1聚焦热点难点，为深化金融改革献计献策

深化金融改革才能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本专业学位点师

生积极主动投身深化金融改革的主战场。承担了“数字金融发展对货

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制和政策协调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银行治理能力的影响研究”

等 11 项科研与实践创新课题，为地方金融改革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4.2深入金融机构一线，为机构转型与业务创新开展专业咨询

随着互联网+和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机构顺应时代的潮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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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转型升级和业务创新。本学位点为金融机构提供市场趋势把握、机

构转型路径、业务与产品设计等多方面的专业咨询服务。宣烨教授等

为江苏安立丰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提出建议，姚定俊教授等为中国人寿

保险江苏分公司业务决策提供了高质量的调研数据和决策支持，陈晓

慧副教授等为江苏多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建言献策。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存在的问题

1.1招生宣传范围和力度较小，生源基本集中于本省和周边省份，

生源质量有待提升。

虽然近年来生源质量和层次有所上升，但是总体上看还有提升空

间，主要表现为生源毕业院校的本科培养体系与本校存在差异，一部

分生源跨专业报考，入学后需要差异化培养等。

1.2在全日制研究生扩招和培养年限延长的双重压力下，硕导数

量依然与学生规模不匹配，且硕导培训制度有待健全。

本学位点的师资队伍建设尚有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校内硕士生导师队伍总体数量还显不够，生师比相对偏高；第二，专

业领军人物较为缺乏，在本学科、本专业领域还缺乏国内有影响力的

大师级人物；第三，对应于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专职教学人员

虽然理论功底较为深厚，但是普遍实践经验较为缺乏。

2.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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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关于“招生宣传范围和力度较小，生源基本集中于本省和周边

省份，且生源质量有待提升”的整改措施。

（1）优化研究生的考核选拔方式，科学设置考核科目及内容，

注重考核考生的专业基础知识、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

（2）不断完善奖助体系和吸引优秀生源政策，增加金融硕士的

吸引力，优化生源质量。

（3）加强对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建立毕业生跟踪指导

机制，做好研究生就业工作，增强研究生的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发展后

劲。

（4）与金融行业合作打造多层次共同育人平台，突出金融硕士

培养特色，满足行业需求。

2.2关于“在全日制研究生扩招和培养年限延长的双重压力下，硕

导数量依然与学生规模不匹配，且硕导培训制度有待健全。”的整改

措施。

（1）引进高水平教师。计划在未来 3-5年内，引进高水平教师

3-5名。

（2）大力培养年轻博士教师。近年金融学院引进了海内外多名

年轻博士，他们研究能力较为突出，学术视野宽阔。学院将搭建平台，

计划每年派年轻教师赴境外一流大学访学进修和参加国际性学术会

议，为他们迅速成长为合格的硕士生导师提供多方面支持。

（3）根据学校相关政策规定，学院配套鼓励，每年选派 1-2名

年轻教师赴金融企业或金融管理部门挂职锻炼，丰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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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继续承办重大学术活动，提升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能力。

2024年，本专业学位点计划依托江苏省经济学类研究生教指委，

积极申报江苏省研究生教学案例大赛、科研创新实践大赛、研究生暑

期学校和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等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活动。组织相关

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任课教师积极参与各类科研创新实践活动，充分

发挥各类赛事的导向作用、激励作用和推动作用，以赛促学、以赛促

教、以赛促改，促进各学科研究生交流与合作，拓宽研究生的学术视

野，激发创新思维，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2.鼓励申报优质教学资源，提升研究生教育教学整体质量。

2024年，本专业学位点将坚决贯彻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江苏省

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落实《南京财经大学教材管理办法》《南京财

经大学研究生精品教材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等具体办法，鼓励相

关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任课教师积极申报相关校级、省级优秀教学资

源。努力建设一批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和时代发展步伐，有效服务国家

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需要的教学资源，带动研究生教育质

量整体提升。

3.稳中求进开展招生工作，确保招生工作增量提质。

2024年，本专业学位点计划充分利用线下和线上资源开展研究

生招生宣讲，以“展示学校实力、宣传专业特色、吸引优质生源”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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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思想，吸引更多高校的优秀生源报考我院研究生。既要保证本专业

招生持续增量提质，也要充分挖掘校内本科存量，减少校外分流。同

时，本学位点计划对即将到来的 3年制金融硕士培养工作做好预案，

确保相关工作顺利开展。

4.推进研究生导师培养和发展计划，建设一支高水平导师队伍。

2024年，为保证和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本专业学位点计划将

研究生导师培训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定期举行研究生导师培训活动，

努力建成一支具有基础雄厚、学识渊博、功底扎实、思想开阔、具有

较高素质和水平的研究生导师队伍。同时，本学位点计划在现有导师

队伍基础上，继续扩充数量、优化结构，努力建成一支知识结构、年

龄结构以及专业技术职务结构等方面均衡合理的导师队伍。

5.健全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控体系，进一步提高培养质量。

2024年，本专业学位点将继续健全研究生培养的各环节规章制

度，努力完善包括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质量、就业、教学与管理

等方面在内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控体系，重点加强研究生学位质量

监控，及时把握研究生培养运行状况，构建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控与保

障的闭环系统，进一步提高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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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1）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

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品德和强

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2）掌握应用统计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熟练应用统计分析软件，

具备从事数据收集、整理、分析、预测和应用的基本技能。能够独立

从事实际领域的应用统计工作。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使用外语开展本专业相关工作。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1.2 学位标准

（1）政治思想要求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遵纪守

法，有较强社会责任感，愿意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

（2）课程要求

在规定期限内通过学位课程考试，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培养环节，

修满并取得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毕业应修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

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1 学分。选修课，每位硕

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1 学分。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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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其中，行业讲座（1 学分）；专业实践（4 学分）；科学道德与

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3）行业讲座

应用统计专硕应主动了解行业动态，拓宽自己的视野，关心和了

解行业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行业讲座 8 次，

参加行业讲座时，应填写行业讲座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行业讲座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4）专业实践

应用统计专硕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

校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

实践活动。专业实践从第三学期开始，专业实践考核必须在毕业论文

正式答辩前 2 个月完成。应用统计专硕在校期间必须参加不少于半年

的专业实践，以保证专业实践教学的质量。研究生参加专业实践后，

须提交相应的实践报告（5000 字以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

（合格与不合格）。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4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

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5）学位论文要求

应用统计专硕学位论文应具有一定的新见解，突出学以致用，注

重解决实际问题。在写作上要求理论正确，条理清晰，分析严谨，文

字简明，应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

独立完成，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学位论文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采用学术论文、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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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案例分析等形式。学位论文一般应在 3万字左右。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1）社会经济统计。运用现代统计方法，针对中国经济运行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开展经济社会统计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研究：①致

力于完善社会经济统计体系建设，探索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综合评价

方法；②推进 “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实物账户的发展

和应用，建立和完善区域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体系；③量化研究经济

政策效果，开展经济统计方法与应用的研究。

（2）大数据统计。将统计学、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开展

大数据分析和应用研究：①基于生物统计、生物信息学等领域的重要

问题，开展统计方法的创新研究，重点考虑稳健模型下的高维数据变

量选择方法、算法以及相关理论等；②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开展企

业技术创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碳税约

束下的节能减排演化机理及调控战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路径分析、区域水环境生态评价、碳排放权交易实验分析、失能老人

长期照料现状及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

（3）现代金融统计。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研究金融运行问题，

研究金融数据之间的关系和数据中的变化规律：①注重将统计分析方

法与金融现象的随机特性相结合，建立各种理论模型对金融风险进行

测度和预测；②注重宏观微观结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研究我国宏观

金融调控、资本市场运行、金融风险管理、保险产品研发与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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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注重定性定量统一，在理论演绎与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并解决宏观

调控、金融工程、风险管理、产品设计等问题；④注重服务地方经济，

基于区域视角研究地方金融发展问题。

2.2 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师资队伍的基本情况，如表 1。

表 1 师资队伍基本情况

培养方向

名称
姓 名

出生

年月

最后学位、

学历

专 业

技术职务
主要学术职务 备注

社会经济

统计

韩 中 1984.12 博士、研究生 教 授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

理事，全国青年统计学

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

商业统计学会理事

方向带头

人，硕导

朱红根 1976.5 博士、研究生 教 授
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

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学术骨

干，硕导

白先春 1966.11 博士、研究生 教 授

中国统计教育学会常务

理事，江苏省统计学会

常务理事，江苏省残疾

人事业发展研究会副秘

书长

学科带头

人，硕导

朱琴华 1962.11 硕士、研究生 教 授
学术骨

干，硕导

张继良 1961.10 博士、研究生 教 授
学术骨

干，硕导

李丰 1974.6 博士、研究生 教 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通讯评审专家

学术骨

干，硕导

朱龙杰 1961.08 学士、大学本

科
副教授 学术骨干

王 芳 1976.12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学术骨

干，硕导

黄莉芳 1979.05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学术骨干

周元春 1982.10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学术骨干

丁 辉 1984.02 博士、研究生 讲 师

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大

数据统计分会第一届理

事

学术骨

干，硕导

汤美微 1987.08 博士、研究生 讲 师 学术骨干

陈冉冉 1988.08 博士、研究生 讲 师 学术骨干

华中昱 1993.01 博士、研究生 讲 师 学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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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统

计

史兴杰 1987.06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国际统计协会推选会

士、中国现场统计研究

会大数据统计分会理事

方向带头

人，硕导

李 刚 1967.11 博士、研究生 教 授
江苏省应用统计学会常

务理事

学术骨

干，硕导

孙瑞博 1972.10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学术骨

干，硕导

徐立霞 1979.01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学术骨干

张艳芳 1985.05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学术骨

干，硕导

王平平 1989.03 博士、研究生 讲 师

全国工业统计学教学研

究会青年统计学家协会

理事，中国现场统计研

究会大数据统计分会理

事

学术骨

干，硕导

武伟娜 1990.06 博士、研究生 讲 师 学术骨干

陈海清 1982.10 博士、研究生 讲 师
中国全国工业统计学教

学研究会理事

学术骨

干，硕导

陈燕华 1988.11 博士、研究生 讲 师 学术骨干

刘余 1993.6 博士、研究生 讲 师 学术骨干

现代金融

统计

李庆海 1982.11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理事

会理事，民建江苏省直

工委经济委员会委员，

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研

究员

方向带头

人，硕导

王 庚 1960.07
学士、大学本

科
教 授

学术骨

干，硕导

陈耀辉 1963.04 博士、研究生 教 授

江苏省统计学会副会

长，南京市统计学会副

会长，中国商业统计学

会常务理事

学术骨

干，硕导

郭存芝 1969.1 博士、研究生 教 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通讯评审专家

学术骨

干，硕导

柳杰民 1963.02 学士、大学本

科
副教授 学术骨干

李昌峰 1974.08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江苏省健康产业研究会

理事

学术骨

干，硕导

康 宁 1986.01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学术骨

干，硕导

穆 燕 1988.10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学术骨

干，硕导

程恭品 1981.06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全国工业统计学教学研

究会青年统计学家协会

理事

学术骨

干，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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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凤君 1990.07 博士、研究生 讲 师 学术骨干

周朋朋 1983.03 博士、研究生 讲 师 学术骨干

杨泳冰 1990.06 博士、研究生 讲 师 学术骨干

目前本学位点共有教师 36 人，其中高级职称占比 75%、拥有博

士学位占比 90%、硕士生导师占比 70%。

2.3 科学研究

（1）科研项目

本年度学位点承担的科研项目及研究经费情况，如表 2。

表 2 科研项目立项情况

序

号
负责人 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别

经费（万

元）

1 段凤君
国家自科基金

青年项目

基于指数扩散过程和机器学习的多

维相依非线性退化系统的可靠性研

究

国家

级
30

2 李庆海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我国农村金融

消费者保护测度、影响及其提升研究

国家

级
20

3 王 芳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产业转型升级对

居民消费影响的统计研究

国家

级
20

4 史兴杰
国家自科基金

面上项目

大规模遗传变异和生存表型关联分

析中的统计方法研究

国家

级
50

5 王 芳

国家统计局统

计科研一般项

目

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影

响的测度与政策评价

省部

级
0

6 李庆海

江苏省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研

究重大项目

数字鸿沟对长三角地区农户福利不

平等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研究

厅局

级
10

7 白先春

江苏省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

招标课题

江苏人口文化素质分析
厅局

级
5

8 陈耀辉

江苏省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

招标课题

江苏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

厅局

级
5

9 王 芳

江苏省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

招标课题

江苏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
厅局

级
3

10 韩 中

江苏省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

招标课题

江苏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
厅局

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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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年度有 2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完成结项，目前在研的国

家级项目 10 项，省部级项目 15 项。

（2）科研成果

本年度学位点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其中 SCI/SSCI 期刊近 10

篇，CSSCI 期刊 12 篇；出版学术专著 1 部、省规划教材 1 部。

2.4 教学科研支撑

（1）平台建设

本学位点拥有的教学科研支撑平台，如表 3。

表 3 教学科研支撑平台情况

名称 类别 批准单位与时间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人才培养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 年

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一期工程 人才培养基地 江苏省教育厅，2015 年

江苏省统计科学研究基地 产学研合作基地 江苏省统计局，2011 年

大数据经济统计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南京财经大学，2018 年

（2）图书资料

本学位点拥有的图书资料情况，如表 4。

表 4 图书资料情况

中文藏书

（万册）

外文藏书

（万册）

订阅国内

专业期刊

（种）

订阅国外

专业期刊

（种）

中文数据

库数（个）

外文数据

库数（个）

电子期刊

读物（种）

15.0 0.2 45 16 45 17 230

（3）经费支持

全年为应用统计专硕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学术会议、各种竞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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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提供经费支持，报销差旅费、注册费、参赛费等不少于 5 万元；

若在学校奖励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或硕士毕业论文被评定为江苏

省优秀硕士论文，学科给予相应的配套奖励 0.1 万元，从而提升大家

的科研积极性、提高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若在各种竞赛活动中取得

名次，根据获得的名次给予相应的奖励等。

2.5 奖助体系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方案》，对本学科研究

生在学期间实施奖助。其奖助体系分为奖优、助学、解困三部分。其

中，奖优包含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专项奖学金；助学包含国家

助学金、“三助”岗位津贴；解困包含国家助学贷款、特困补助金、

新生绿色通道。

本学年学位点研究生奖助情况，如表 5。

表 5 在校研究生的资助情况

奖项 项目总数（个） 总额（万元） 覆盖学生数（人） 覆盖学生比例（%）

奖学金 2 86 110 100

助学金 1 66 110 100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通过校内外招生宣讲、公众号推送、平面宣传等方式，吸引了南

京邮电大学双一流高校的优秀学生报考，本年度专业报录比(网报人

数/录取人数)为 7.53，网报人数为 439 人，网上确认 414 人，录取人

数 55 人，其中一志愿录取 55 人、调剂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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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思政教育

《统计学》课程入选首批江苏省高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并持续

发挥作用。依托名师工作室，多次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研讨，并将思政

元素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结合各类重要学习活动，通过学习参观、

集中研讨等多种形式，开展系列思政教育活动；组织学生集中学习党

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加强思政教育等。

3.3 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所开设的专业课程体系，如表 6。

表 6 专业课程体系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主讲教师 学分/

学时姓名 专业技术职务

1 中级计量经济学 学位课 李 刚 教授 3/51

2 高等数理统计 学位课 史兴杰 副教授 3/51

3 多元统计分析 学位课 王 芳 副教授 2/34

4 抽样调查方法（双语） 学位课 黄莉芳 副教授 2/34

5 试验设计 学位课 张艳芳 副教授 2/34

6 金融风险管理 专业选修课 陈耀辉 教授 3/51

7 综合评价理论与应用 专业选修课 白先春 教授 2/34

8 统计学前沿文献阅读 专业选修课 白先春 教授 2/34

9 经济数据分析与评估 专业选修课 张继良 教授 2/34

10 生态与环境统计 专业选修课 李 刚 教授 2/34

11 投入产出分析 专业选修课 韩 中 教授 2/34

12 现代金融统计分析 专业选修课 李庆海 副教授 2/34

13 机器学习与 Python 实现 专业选修课 陈海清 副教授 2/34

14 数据挖掘与大数据分析 专业选修课 李昌峰 副教授 3/51

15 统计建模与 R 实现 专业选修课 史兴杰 副教授 2/34

16 时间序列分析 专业选修课 徐立霞 副教授 3/51

17 国民经济统计 专业选修课 汤美微 讲师 2/34

18 企业经济学 专业选修课 丁 辉 讲师 2/34

19 统计预测与决策 专业选修课 周朋朋 讲师 2/34

20 计量经济学软件 专业选修课 段凤君 讲师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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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科特点及研究生就业发展的需要，优化课程体系，如增加

了课程“现代金融统计分析”“机器学习与 Python 实现”等；出版省

规划教材《统计模型与统计实验》。

3.4 导师指导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办法》，鼓励符合

条件和要求的教师进入导师队伍，本年度新加入的导师数为 3 人，并

按学校统一安排对新加入导师进行系统的培训；根据《南京财经大学

研究生导师考核暂行办法》，开展本学位点的导师考核工作，并将考

核结果与薪酬挂钩；根据《南京财经大学兼职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管

理规定》，本学位点长期聘请具有一定业界影响的专家担任行业导师。

通过定期组织讨论班、深度学习班等方式，提升各位导师的指导水平

与学术水平；通过学科经费资助，鼓励各位导师外出培训与交流。

3.5 学术训练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管理办法 》，要

求本学位点在读研究生积极组队申报实践创新项目；通过学科经费支

持，鼓励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全国大学生统计建

模大赛”“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等全国性的赛事活动，

2023 年，获得大挑国赛特等奖 1 项，省赛一等奖 1 项；在第六届全

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获得全国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等；在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获得三等奖2 项；

获得 2023 年（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江苏赛区省赛一等

奖 1项。组织学生深入专业实习基地，开展专业实习实训活动；通过

导师课题经费支持，鼓励学生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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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学术交流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学术交流活

动的规定》，鼓励本学位点在读研究生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并给

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因“疫情”防控的需要，本年度在校研究生主要

参加线上或邀请专家进校等方式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其参加学术交流

活动学生数达到 400 人次左右。

3.7 论文质量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严格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

文开题报告管理规定》《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的规

定》和《南京财经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规

范要求，学位论文选题及撰写要求明确，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

预答辩、正式答辩等各环节健全严格；本学科所有研究生学位论文均

实行“双盲”评审制度，本年度“双盲”通过率为 100%。本年度研

究生学位授予率为 100%，在校研究生学科竞赛获奖近 40 人次，其中

国家级学科竞赛获奖 30 余人左右。

3.8 质量保证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要求，培养

期间对每位在读研究生实行中期考核，对于考核等级为 C 者，给予

当事人一次申辩的机会，并进行复评，复评结果仍为 C 等级，终止

培养。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达不到相关要

求，将不接受学位申请或取消申请学位资格。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研

究生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处理办法》，对于抽检不合格的毕业论文，

本学位点将对指导教师及学生本人，根据不同情况作相应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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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学风教育

每届新生入学，组织新生、老生、导师见面会，会上组织大家学

习《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

为办法》《南京财经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等，以增强大家学风意识、规范意识和责任意

识。

对履职不力、所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存在买卖、代写、学术不端

情形的指导教师，学校将追究其失职责任；对于学生，给予开除学籍

处分，已获得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依法予以撤销。

3.10 管理服务

（1）使用权和知情权

研究生入学初，开展为期一周左右的入学教育活动，内容包括：

图书馆学术资源使用讲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手册》的学习、各

项规章制度的学习、本学科发展情况及研究生培养情况的介绍等。

（2）选择权和监督权

开学第一周，由于受疫情防控的限制，采用“线上”方式专门组

织本学科导师见面会，每位导师对自己的研究方向、承担课题情况作

全面展示，研究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自由选择导师；同时，在课

程安排上，既开设了专业必修课、又有一定数量的专业选修课，研究

生根据自身的发展方向，赋予他们一定的自主选择课程的权利。每门

课程在教学活动中，都会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研究生对教师的教学

水平、教学态度以及课堂教学质量等进行全面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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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奖贷权和就业权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本学科研

究生具有根据学校的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或助学金的权利。

通过就业指导、搭建就业平台、建立实习实训基地等，为毕业研究生

及时提供就业信息和提供“双向选择”的机会，做好就业指导和服务

工作。

3.11 就业发展

本专业今年毕业研究生 55 名，协议或合同就业率为 100.00%，

未就业 0.00%。签约单位类型分布为：党政机关 3 人， 事业单位 2

人，出国 3 人，国有企业 15 人，其他企业 17 人等。

定期对本学科毕业研究生的用人单位进行访谈，对毕业研究生发

展质量进行调查。从访谈结果来看，毕业研究生进一步进行学术深造、

进入单位的中层、企业高管等人数较多，毕业生发展质量较高，用人

单位对本学科毕业研究生的满意率达到 90%以上。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本年度有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通过结项，新增国家自然基

金项目 1 项，教育部课题 1 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4.2 经济发展

本年度继续承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江苏省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招标课题多项，积极为实现江苏省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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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计献策，充分发挥了本学科的科研优势。

4.3 文化建设

本年度第十一届统计文化节在校园如期开幕，本届统计文化节以

“统智广才，计明致远”为主题，旨在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带领同

学们领略统计文化的魅力，为更好地适应大数据时代做好铺垫。统计

文化节是本学科特色品牌活动之一，包括“图书漂流”“一张统计图

评比”“趣味统计知识竞赛”“午后统计时光沙龙”四个模块，为期 1

个月。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高质量生源供给不足

通过校内外招生宣讲、公众号推送、平面宣传等方式，吸引了华

南理工大学、石河子大学两所双一流高校优秀学生报考，一志愿上线

率几乎 100%。但报考生源中部分为非统计、数学等相关专业，双非

院校学校学生在 95%以上，为今后学习、实践带来一定困扰。

（2）建设经费有限

当前学科建设经费只能维持学科基本开支，很难继续资助研究生

开展系列学术活动，同时也无法实现对教师高质量科研成果的奖补，

难以吸引高水平人才加入科研队伍。

（3）缺高层次人才

尽管目前本专业在编教师 33 人，但有 4 位教师于本年度退休或

即将退休，40-50 岁中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短缺，人才结构明显不合

理，急需有高层次人才的加入。除此之外，在编教师承担繁重的本科

生、研究生、第二专业、微专业、梅西学院等课程，亟需引入高水平

博士。



- 15 -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做强学科，加大宣传

通过做强、做优学科，利用好校内外招生宣讲、公众号推送、平

面宣传等招生宣传方式，不断增加本学科研究生的报考人数；通过不

断提升在校研究生培养与就业质量，吸引较高水平学生报考，提升本

学科研究生的招生层次。

（2）多方筹措，保障供给

通过多方（学校、学科、导师等）筹措，保障研究生培养经费需

求。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做好研究

生培养经费保“基本”工作；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统计学学科经费使

用暂行办法（修订）》，做好研究生学术交流、成果奖励的保“提高”

工作；通过就业实习基地的补贴、导师课题经费支持等，做好研究生

学术实践、课题研究的保“质量”工作等。利用重点学科建设契机，

寻求相关经费支持，招揽高层次人才的加盟。

（3）搭建平台，创新发展

①基地建设：依托“江苏省统计科学研究基地”，加强与各级统

计部门的沟通联系，主持完成统计科研课题研究 5 项以上；发挥本学

科优势与特长，新增产学研基地 1 个。

②学术交流：选送 1-2 名骨干教师赴境外知名大学进行为期 3-12

月的学术交流。

③人才引进：从国内外引进高水平人才至少 1 名；新聘或者延聘

1-2 位高水平行业导师。

④教育教学：完成教育教学课题立项 1项以上；在核心期刊发表

教育教学研究论文 2篇；获得校级、省级优秀毕业论文 1 篇。

⑤科研项目：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立项数 2 项以上。



- 16 -

⑥发表论文：在 SCI、SSCI、CSSCI 期刊上及其他高水平期刊上

发表论文 5 篇以上。

⑦学术交流：参加重要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1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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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目标与标准

1.培养目标

我校 MIB 学位授权点从 2015 年开始招生。为顺应我国尤其是长

三角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需要，我校 MIB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立

足长三角地区，培养具有大财经视野，熟练掌握国际商务及其相关领

域的知识和技能，具备全球视野和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够运用

国际商务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胜任于政府部门、涉外企事业单

位和社会团体从事国际商务运营与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

才。

（1）定位特色。培养的学生能够系统掌握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

知识体系，熟练运用一门外语，具备全球视野、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意

识，具有较高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出色的国际商务谈判技能，适应经

济全球化和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需要，具备国际商务运作、国际市场

开拓和跨国经营管理能力。

（2）与社会需求结合情况。面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转型、

发展方式转变、发展路径转轨和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的要求，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形成市场需求到人才培养进而到地区经济发展的闭环。

通过复合型国际商务人才的培养，为长三角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持续

的智力支持，为进一步挖掘长三角地区的出口潜力、优化出口商品结

构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撑。

2.学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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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水平研究工作转化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资源能力。依

托学院雄厚的学科实力和高水平研究成果，开设了一些交叉复合课程

或新兴领域课程，如《商务大数据分析》、《跨国制度比较》、《数字贸

易研究》等，为学生提供国际商务方面的前沿知识与方法。

（2）校外资源参与办学。从政府部门和企业聘请了 20 余名校外

导师，吸纳学生参加实习实践，参与学生毕业论文的开题、调研、素

材搜集、写作、预答辩、答辩等环节，在 MIB 学生培养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3）质量保障与认证。制定了包括培养方案、专业实践管理暂

行办法、教学管理规定、开题管理规定、中期考核管理办法、论文撰

写规范、学籍管理等在内的 20 多项规章制度，形成了完整的质量保

障与认证体系。

（4）培养成效及影响力。毕业生的总体表现较为出色，就业单

位包括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东软集团等业内知名企业或中

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还有部分同学考入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等知名高校继续深造。

（二）基本条件

1.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致力于培养既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具备极强的实践

能力的复合型高级人才，毕业生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培养胜任

在涉外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从事国际商务经营运作与管

理工作，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通晓现代商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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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理论，具备完善的国际商务知识、国际商务分析与决策能力，熟练

掌握现代国际商务实践技能，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较强的跨文化交

流能力。为此，本学位点专门设置了跨国经营管理、国际投资管理、

国际商务营销三个研究方向，供研究生在读期间根据个人特长和目标

定位进行选择。

2.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校内外师资结构合理，导师队伍建设持续推进。具体而

言，校内教师人数为 26 人，其中包括 9 名教授，9 名副教授，8 名讲

师，教授和副教授的年龄主要分布于 36-45 岁。在所有专任教师中，

除 1名拥有硕士学位以外，其他教师都拥有博士学位。硕士生导师人

数为 20 人，包含 8名教授和 9 名副教授。

校外教师人数为 21 人，均来自于影响力较大的企业，人均工作

经验在 10 年以上，21 人全部为校外导师。

3.科学研究

近年来，国际商务学位点科学研究成果丰硕。本学位点近年来承

担课题的数量稳中有增，2023 年，本学位点共承担国家级课题 2 项，

其中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并且承担

省部级和厅局级课题 4项。

2023 年国际商务学位点专任教师发表高水平论文数量呈大幅度

增长态势，共发表学术论文 33 篇，其中 TOP 类 11 篇，一类 3篇，体

现了本学位点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

2023 年，本学位点承担横向课题也呈较快的增长趋势，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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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承担横向课题 8 项，合同经费达到 83 万元。横向课题的规模体现

了本学位点社会服务的能力和对外影响力，是促进我校国际商务学位

点建设的重要外部力量。

4.教学科研支撑

（1）案例教学

我校高度重视MIB专业案例教学以及案例库建设，《国际商务》、

《经济分析与应用》等课程均选用了案例教学法，所选择的案例既

注重借鉴和吸收国外经典案例，也注重总结和凝练本土典型案例。

此外，我们组织MIB学位点的老师们集体编写了《国际商务硕士（MIB）

教学案例精选》，并于 2018 年 12 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

我们建设的案例库包括 18 个案例，涵盖跨文化管理与企业国际化、

关系网络与企业国际化、技术标准化、跨国并购、OFDI 的区位选择、

国际市场营销、国际争端解决、本土化战略、跨国公司外汇风险管

理、国际结算、跨文化经营、国际贸易规则比较等主题，涉及领域

较为广泛，有助于更好地加深 MIB 学生对现实国际商务活动的认识

和理解。

（2）实践教学设施

学校有专门的实践导师和实践基地，为学生的实践学习提供保

障。聘请叶俊、汪明、陈乾、徐林海等 10 多名校外资深专家与业

内知名人士担任实践导师，其中 1 名荣获“江苏省研究生导师类产

业教授”称号。主要职责侧重于指导学生提高实务操作能力，培养

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增加实践认知能力以及职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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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本学科点与南京福康通、昆山炫生活等 5家企业共同建

设的研究生工作站获批为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此外，本学位点与

26 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并设立了相应的研究生实

践基地。

（3）联合培养基地建设

我校与南京福康通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昆山炫生活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等 5家单位合作，建立了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南京福

康通研究生工作站设立以来已经有数十名研究生进站学习。

近四年来进入昆山炫生活研究生工作站学习半年以上的研究

生有四名，该工作站设立以来进行的技术研发项目有炫生活服务平

台和乡村振兴大数据服务平台，获得众多软著、专利。进站学习的

研究生成功在著名期刊发表论文。

5.奖助体系

（1）制度建设

学院根据《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印发〈江

苏省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和《南京财经大学

研究生奖（助）学金及评优表彰管理办法》等制度规定，秉持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鼓励先进，争先创优，科学合理地制定本院研

究生奖助学金评选细则，每年根据学校规定的名额严格进行资格审

查，并选出院内品学兼优的研究生奖助学金候选人。

（2）奖助情况

学院根据学校的要求，按规定设立奖助学金。主要包括国家奖



- 6 -

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和社会捐赠类奖（助）学金。其中

国家奖学金 20000 元/年；学业奖学金一等奖 12000 元/年，二等奖

8000 元/年，三等奖 6000 元/年，覆盖率为 100%；国家助学金 6000

元/年，覆盖率为 100%；社会捐赠类奖（助）学金的评定和颁奖由

学校与捐资方协商共同确定，用以奖励品学兼优或家庭经济困难的

研究生。此外，研究生还可通过兼任“三助”工作（助教、助研、

助管）获得相应的岗位津贴。

（3）评审程序

以上奖助学金的评比按如下程序执行：学院成立院评审领导小

组，院党委（总支）书记、院长任组长，党委（总支）副书记、副

院长、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秘书、导师代表、研究生代表为小组

成员，负责院内研究生奖助学金的初评、汇总、报审和复议等工作，

并对结果进行公示。公示阶段全体学生可以提出任何异议，领导小

组将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有效保障研究生在评奖过程中的权益，

确保奖助学金的评审工作做到公平、公正。

（三）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

（1）制度建设

我校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加强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的指

导意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了严格的规章

制度，尤其是在复试阶段，我校每年均制定详细的复试工作组织方

案，成立 MIB 研究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录取过程中资格审查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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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和面试过程规范公平，被录取的 MIB 研究生的学历等资格条件

全部符合国务院学位办文件要求。为吸引优质生源，我校一方面以

优质的教学、规范的管理和增值的服务打造 MIB 品牌，提高对考生

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通过项目推介、现场说明、媒体宣传等方式对

我校 MIB 专业进行推广。整体而言，目前生源数量充足，质量呈现

出稳步提高趋势。

（2）招生数据

我校 MIB 专业设立以来招生人数总体呈增长趋势，生源结构较

好，生源质量稳步提高。从本学位点最初招生至今为止，报考与录

取的比例从 0.78:1 增长到 2022 年的 8.5:1，招生人数也从最初的

10 人增加到 2023 年的 35 人。这表明我校国际商务硕士的影响力正

在逐步扩大。

2.思政教育

我校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入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

革，思想政治教育特色进一步彰显。

（1）多措并举、全程育人，开启课程思政新征程

成立课程思政领导小组和推进工作组，系统谋划课程思政。吸

纳思政课程教师加入专业课程组，构建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专业

教学与实践育人相促相长的全程育人体系。从专业建设经费中划拨

出专项经费（生均不低于 100 元/年），开展校级“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重点培育课程遴选和课程思政研究课题立项工作，每年组织

课程思政教学公开赛，评选课程思政优秀教师，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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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外结合、全方位育人，拓展社会实践新空间

全面实施第二导师制度，邀请行业导师和创业专家走进课堂，

分享创业经历，指导学生设计职业规划。与行业领军型企业合作，

力争每年新建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1-2 个。出台了《南京财经大学国

际商务研究生社会实践指导意见》，明确社会实践的主题、程序、

实践成果认定等具体要求，推动社会实践规范化。

（3）健全机制、坚守阵地，把控意识形态主动权

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责任主体，层层压实工作职

责，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年度目标考核，贯穿人

才培养工作全过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机制，建立研究生信息

员制度，密切关注研究生思想动态，结合谈心谈话、主题教育，定

期对学生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进行及时分析研判。签订《研究生导

师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书》，明确研究生导师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将其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

（4）拓展载体、培根铸魂，打造基层组织建设新境界

按照学科、专业纵向设置党支部，推进党支部（党小组）与课

题组（项目组）的深度融合，推进党建工作与教学、科研等工作齐

头并进。优化党团班工作协同机制，健全“党建带团班建、团班建

促党建”工作体系，打造研究生组织建设“一体三翼”服务引领体

系，全力提升党支部凝聚力。

（5）专兼并行、全员育人，构筑思政队伍建设新高地

出台《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实施意见》，打造以思政专业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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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为核心，以辅导员、行政管理干部和专业课教师为主体，以学生

骨干队伍为主力，以导师小组队伍、关工委队伍、网络思政队伍为

补充，多元化、专业化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立职称职务双线晋升

办法和保障激励机制，推动思政队伍专业化专家化建设。设立思政

队伍建设专项经费，资助思政课题研究，召开思政成果研讨会，出

版思政研究成果，选派思政教师培训深造。

3.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确立了“夯实经济学基础、强化商务应用环节”的培

养模式，人才培养具有鲜明的特色，师资团队擅长从经济学角度把

握国际商务发展规律，深度挖掘经济学与国际商务活动的结合点。

第一，在将应用能力和职业能力培养融入课程体系方面：本学

位点注重研究生深度分析能力的锤炼，设置的课程包括《国际商务》、

《经济学分析与应用》、《国际财务管理》和《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

等，还注重适应商务环境变化能力的培养，设置的课程包括《企业

国际化案例研究》、《商务大数据分析》和《国际商法专题》等。

第二，在课程体系设计响应社会行业发展需求方面：本学位点

密切跟踪社会行业发展需求的动态切换，确保课程体系的设计与社

会实际需要相融合，设置了具有实践特征的应用型课程，着力于培

养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能较好地对接和适应市场的国际商务高级

专门人才。

第三，在知识素养培育和职业能力无缝对接方面：本学位点长

期聘请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企业专家担任硕士生导师，以便强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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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的应用能力的培养。近年来，本学位点先后投入 140 余万元经

费建成国际贸易实验室，同时与企业合作建立了 10 余家教学实践

基地，教学科研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本学位点的代表性课程主要有程进主讲的《国际商务》、杨继

军主讲的《经济学分析与应用》、戴德生主讲的《国际商法专题》

和杨风召主讲的《商务大数据分析》等。

4.导师指导

为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我校在 MIB 学位授权点设立之初就制

定了明确的MIB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已制定包括指导教师选聘办法、

指导教师考核办法、任课教师管理规定、青年教师支持计划等在内

的较为完善的教师管理制度。目前，学院 MIB 专业共有专任教师 25

名，校外行业教师 20 名。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学缘

结构、职称结构合理，其中校内师资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比例达到

73.1%，完全能够满足课程教学、论文指导和实践训练的需要。

（1）导师聘用及培训

坚持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基的原则，对于新聘导师，

要求有半年以上工作经验，并且先培训后上岗，从科学道德、学术

规范、教学模式创新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动态式培训。

（2）双师型导师队伍建设

坚持“双师型”导师队伍，校内导师的遴选要求具有博士学位，

同时结合专业特长、科研水平进行综合考察，校外行业产业导师则

需要具有丰富的商务管理和商务实践经验，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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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校外导师积极吸纳学生参加实习实践，并参与学生毕业论文的

开题、调研、素材搜集、写作、预答辩、答辩等环节，与校内导师

共同在 MIB 学生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导师组制探索

积极探索研究生导师组制培养模式，由主导师、副导师和合作

导师组成，以发挥多学科多视角的交叉融合。目前，“国际贸易与

产业发展”入选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国际贸易教学团队”入

选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

5.实践教学

根据培养方案要求，学院专门制定了实践教学方案，采取如下

形式开展实践教学。

结合入学教育，在入学初期组织素质拓展活动，使学生能尽快

融入班级，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增强其组织纪律性，提升其

职业素养。

要求每个学生利用寒假或暑假时间至少参与 1次社会调研，返

校后向学院提交社会调研报告。

通过国际贸易实验室、电子商务实验室等校内实训平台，组织

MIB 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国际商务相关实训活动，提高学生的实际动

手能力。

要求学生校外实习时间不少于 6 个月，学位点对实习内容、过

程及考核进行严格监控；学生在实习结束后需要提交一份社会实习

报告，由论文指导老师和校外专家联合对报告质量按照优、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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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等四个等次进行评价，获得中等以上（含中等）评价者，方可申

请学位论文送审和答辩。

上述实践教学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深受学生和实践单

位的好评。

6.学术交流

2023 年，本学位点举办 10 余场讲座，积极组织南京大学、中

国社科院等名校教授为学生分享学术经验，不仅深化了学生对最新

研究动态的了解，也加强了学生将课堂理论与问题分析相结合的能

力，增加了学生的科研兴趣。

7.论文质量

（1）选题的应用性

学位论文选题贴合培养方案中的主要研究方向，涵盖了诸如高

新技术产品出口、对外投资与母国企业竞争力、企业跨国并购、企

业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出口效率、制造业 FDI

与生产性服务业效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产品出

口技术复杂度等选题，这些选题都是国际商务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

题，应用性特征明显，符合国际商务硕士的培养目标。

（2）解决实际问题成效及行业应用价值

大部分学位论文所提的对策建议或政策建议均具有较强的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对于提高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企业国际竞争

力、优化跨国并购布局、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提升出口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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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等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和应用价值。

（3）论文评优及抽检情况

2018 届国际商务硕士吴雨天的硕士学位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

秀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和“南京财经大学优秀专业学位硕士论

文”，2019 届国际商务硕士陈逸箫和 2020 届国际商务硕士吴邱虹的

硕士学位论文被评为“南京财经大学优秀专业学位硕士论文”。每

年均按时报送国际商务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并且抽检全部合格。

2023 年本学位点共有 3篇学位论文被抽检，学位点高度重视毕业生

论文写作质量，从严审查各个环节，确保达到教育部和学校的要求。

8.质量保证

（1）课程教学监控

为了保障教学质量，我校严格执行课程成绩考核制度、教学督

导制度及学生评教制度，并通过建立稳定、通畅的师生沟通渠道和

机制，及时解决教学管理中的问题。

一是课程成绩考核制度。实行“三考（考勤、考核、考试）”

制度，优化考核和评价体系，课程成绩由考勤、平时考核和考试成

绩三部分加权求和而得，注重过程管理及平时考核的作用。

二是教学督导制度。学院自 2015 年开始设立 MIB 教学督导制

度，聘请了徐从才、杨风召、高觉民、韩耀等四位德高望重的教授

担任 MIB 教学督导。从推行情况来看，四位督导认真负责，定期举

行碰头会，就听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理并向学位点反馈，由

学位点与相关教师进行沟通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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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学生评教制度。学院每个学期针对每门 MIB 课程均开展学

生评教活动，目前已对 16 门课程进行了总计 30 多次评教活动。从

评教情况看，学生对所修课程总体评价较高，平均分达到 94 分以

上。

（2）学位论文质量监控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为确保

MIB 学位论文的质量，根据《南京财经大学国际商务硕士（MIB）学

位论文撰写指导与答辩规定》，我校对 MIB 研究生毕业论文进行严

格的过程管理。

具体如图 1所示。

MIB 毕业论文写作专题辅导 全体导师和学生必须参加

资格审查

开题报告会

二次开题报告会

中期检查

预答辩

匿名评阅

复制比检测

正式答辩

写作前修满所有课程学分

导师必须就学生选题及研究方案进行客观评价

选题和/或研究计划建议做重大修改的必须参加二次开题

学生必须结合第一次开题报告会的建议做详细修改说明

就论文的内容、规范性、导师指导情况等方面进行全面检

查，填写中期检查表，不合格的不能进入预答辩环节

模拟正式答辩，提出修改建议，全程做好记录

每篇论文送 2 位校外专家双向匿名评阅

复制比检测不合格的，不得送审

学院组织答辩，全程记录，未通过的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图 1 学位论文质量监控流程图

9.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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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学风是学校办学声誉的重要体现，是提高学生培养质量的

重要保障。我校高度重视 MIB 学生的学风建设，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学

风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入学教育中从学术规范、校训精神、学习目标、学习任

务、MIB 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系统宣讲，力争使学生在入学之初

便形成良好的学风和学习习惯。

第二，利用导师和学生双向选择的机会，请经验丰富的教师从学

习方法、学术道德、职业规划等方面做重点发言，引导学生端正学习

态度。

第三，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学风教育，通过《经济学分析与应用》、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等课程进一步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

学风和学术素养。

我校自开办 MIB 教育以来，学生的学习状态良好，学习氛围浓郁，

学习态度端正，各届学生之间形成良性互促的局面，没有发生课程考

试或学位论文当中的学术不端行为。

10.管理服务

（1）学校成立了专门的 MIB 教育指导委员会，由校长程永波教

授担任主任委员，成员由研究生院、国际经贸学院、各相关职能部门

主要负责人以及熟悉 MIB 教育的专家组成。MIB 教育指导委员会是我

校 MIB 教育的最高决策和咨询机构。

（2）依托国际经贸学院设立了 MIB 教育中心，负责 MIB 专业硕

士点的日常管理工作。MIB教育中心直接向MIB教育指导委员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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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由学院院长余泳泽教授担任、副主任由学院副院长唐保庆教

授和 MIB 学位点负责人李逢春副教授担任，设有专职教学秘书、教学

督导和研究生助管岗位。

11.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 2023 届毕业生就业情况见表 1。从统计数据来看，我

校国际商务硕士点的毕业生初次就业率高达 100%，同时，就业层次

也较高，其中接近 60%进入了事业单位或者大型企业。

表 1 毕业生就业情况

就业情况统计（人数及比例）

年份 类别

毕业

生总

人数

学位

授予

人数

就业

未就业

初次就业

率（系统

生成）

从事本专业学

位相关工作的

情况

签 订

协议
升学

自 主

创业
其他

学校

填报

问卷

调查

2023

全日制

硕士研

究生

35 35 33 0 0 0 2 94.29%

毕业生就业单位类型分布（人数及比例）

年份 类别 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三资企业 民营企业 其他单位

2023

全日制

硕士研

究生

6（17.14%） 1（2.86%）
16

（45.71%）
0 0 10（28.57%）

（四）服务贡献

1.科技进步

基于对国际市场竞争处境下高质量发展的科学研究成果，在激发

内需市场潜力、促进江苏新型消费数字化转型给出切实的建议：一是

加大各种方式促消费，加强市场监管和规范，二是探索创新型融资政

策，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三是建设数字化治理体系，加强跨部门地

区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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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极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增强经

济发展的动力和引擎，推动现代化的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形态

更高级，从实践逻辑看，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始终都蕴含着经

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现代化的

前提条件和中心任务。江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有所担当：

国际商务教师给出的建议是：要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抓手，科技创新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第一动力，生

态环境改善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文明意蕴，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生特点，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的必由之路。

中国城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科学研究，从产业规模、产业

结构、产业创新、产业环境和产业协同五个维度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进行科学界定与测度，构建了一套全面科学的城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为促进城市服务业结构调整、扩大城市服务业发展机

遇提供决策参考。

2.经济发展

（1）为区域实体经济发展贡献智慧

本硕士点不仅为整个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提供智慧支持，而且还深

入不同的地级市，使社会服务渗透到不同发展特征的区域。本硕士点

充分与南京财经大学现代服务业智库协同，为地方政府的科学决策提

供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智力支持，部分成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如

现代服务业智库提出形成新增长引擎要将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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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实为本，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加大对实体经济

的政策支持力度，。二是以虚促实，进一步提高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

济的能力。三是防范风险，有效克服虚拟经济部门在现代化进程中过

度扩张的内在冲动，遏制虚拟经济领域过度投机，加强和完善同现代

化经济体系相适应的金融监管制度约束。

（2）为区域产业链良性发展建言献策

近年来，本硕士点对社会服务的范畴扩大到区域产业链领域，尤

其对江苏强链补链延链上展现新作为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团

队已经获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并且提出了相关建议：一要持续

加大对产业创新的支持力度。江苏要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

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二要继续深

化开放合作，拓宽产业链的延伸空间。三要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和科技

人才培养，培育一批技术领军人才和高素质创新团队。

（3）为“三农”问题提出宝贵建议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为乡村振兴战略赋能，“三农”问题

正呈现出“以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出发点、以建设和美乡村为着力点、

以增进农民福祉为落脚点”的特征。国际商务大部分教师也是江苏现

代服务业创新中心的研究员，长期关注江苏三农问题，形成了较多的

研究成果，主要有：建议以数字农业引领多业态深度融合，以高效的

乡村治理推进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三效合一”，以“外帮”“内

扶”协同促使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

3.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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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

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为了

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更是为了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

自信。国际商务专业教师对此进行“把脉开方”，指出：在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中要特别注重发挥其作为美学空间和文化载体的美育

意义，遵循相应的美学原则，于潜移默化中全方位展现好中华审美风

范。

南京是一座历史古都、文化名城，孕育了深厚的非遗文化。南京

云锦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中国传统的丝制工艺品代表，近年

来其技艺和相关产业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其文化品

牌的打造，精湛工艺的传承等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国际商务专业教师

对此提出发展观点：政府应充当支持、协调和监督的角色，既要从政

策的角度，适时给予相应的非遗保护和税收减免扶持，激发相关产业

与云锦企业联动的积极性，也要多加关注优质云锦企业“融资难”等

发展问题，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鼓励金融企业及社会投资者参与南

京云锦的非遗文化保护与发展工作。此外，政府应注意加强对市场的

监管，建立更加健全的行业规范及从业标准，为南京云锦行业的健康

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网络科技是 20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最前沿、最便捷的现代技术之

一，改变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治理模式。为此，国际

商务专业教师揭示了智能时代网络科技的社会风险，包括：数据胁迫

致使网络科技叫板社会治理；资本绑架致使网络科技成为资本家奴；



- 20 -

政治博弈致使网络科技涉猎政治生态。化解之策在于纠偏和创新：一

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则校准；二是商业模式和核心科技的协同进

化。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我校 MIB 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

提高。自评结果显示，我校 MIB 专业硕士教育存在如下问题与不足。

（一）研究生科研水平有待提升。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属于同时具

备较强学术能力和实践能力的综合型人才，在培养过程中要注重科研

能力和学术水平的提升。目前受到学制短（共 2年）的限制，本年度

我校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在学术交流方面存在不足，有待今后采取措施

进行加强。

（二）校外导师和行业导师的作用有待优化。虽然我校 MIB 开办

以来较为重视案例教学，并组织学位点导师编写了案例集（南京大学

出版社即将出版），还积极开展启发式教学和翻转课堂教学，但是校

外导师主要负责专业实践部分的较多，对于课堂教学和培养方案的制

定参与较少，很难充分发挥校外导师的作用，因此在今后的建设中要

充分发挥校外导师在课堂教学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国际交流和合作程度有待提升。我校当前的 MIB 教育仍然

主要局限于国内教师为主，外籍教师较少，国内教师出国访学的占比

也较低，而从 MIB 教育发展趋势看，与境外高水平大学或跨国公司联

合培养研究生将成为必然选择。因此，我校在国际招生、国际化培养

和国际化就业等方面有待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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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一）发展目标

针对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我们制定了以下发展目标：一

是稳步推进学术研究能力；二是持续优化教学方式；三是进一步提升

国际化程度。

（二）保障措施

1.以制度创新推进科研能力的提升与创新。本学位点将通过规章

制度的建立，规定国际商务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学术研讨活动的

次数，并且形成参会笔记，由导师负责检查参会的质量，并且签署检

查意见。对于不符合规定的研究生，学院将出具学术活动警示。

2.校内校外导师合作推动教学水平的提高。案例教学是国际商务

硕士培养模式的重要特征，本学位点将积极组织校外和校内导师根据

学科发展的最新特点和演变趋势，共同编写经济发展前沿问题的国际

商务教学案例，并且经由学院的学术委员会审定，确定能够用于教学

的优秀案例。同时，在使用教学案例的过程中，建立学生反馈意见的

通道，鼓励学生提出案例优化的意见，作为完善的重要基础。

3. 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提升办学的国际影响力。首先，学术交流

是提升专业国际化水平的主要路径，可以通过邀请国外知名高校的教

授来我院进行学术讲座和交流，也可以派遣本专业优秀教师到国外参

加学术会议或学术访问，提升学院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其次，可

以从其它高校汲取国际商务硕士国际化办学的成功经验，从我校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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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留学生来源、专业属性、教学方式等多个维度综合分析成功办

好国际化的可行路径，总结出符合我校特点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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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目标与标准

1.1培养目标

（1）面向未来，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人才。本专业学位点遵循新

时代立德树人的内涵要求，坚持政产学研协同办学理念，顺应互联网

+保险的时代趋势，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具备良好政治思想素质和职

业道德素养，为各类保险公司、保险监管部门、灾害预防和控制机构、

社会保障组织和各类企事业单位服务，专门从事风险评估与管理、保

险产品设计、保险精算、保险财务管理和保险业务运营管理等工作的

复合型、应用型高层次专业人才。

（2）专注特长，双元培养彰显专业特色。构建课程教学与专业

实践相结合的全程双元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充分反映保险实践

领域对高层次人才的知识和素质要求；专业实践运用团队学习、案例

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多途径，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3）立足江苏，服务长江三角金融发展。江苏省保费收入连续

多年位居全国前三，省内设有保险公司分支机构 5 千多家，对保险专

业人才需求量旺盛。本专业学位点自 2011 年开始招收保险专硕，是

江苏省内最早培养保险专硕的单位，招生人数逐年上升，培养的人才

立足江苏，服务于长三角金融行业，从事金融风险管理和保险工作，

本校的保险硕士培养为长江三角金融行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2学位标准

本专业学位授予点的培养方案学制 2 年，课程教学环节需修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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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学分的必修课（包含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和 15 学分的选修课，

实践教育环节需参加行业讲座（1 学分）、专业实践（4 学分）和科

学道德和学风教育，毕业前需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6 学分）。

本专业学位点的学位授予标准是根据《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

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2014 年）和全国保险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学指导委员会要求编制的。2003 年本校开始招收保险学专业本科生，

2011 年作为首批高校开始招收保险专业硕士生，学位授予标准是在

广泛调研和充分论证基础上修订的，丰富的办学基础，多年的实验实

践教学基地建设，保障了该学位授予标准的可行性。

本专业学位点人才培养体系完整，支撑培养目标力度强。培养体

系包含课程教学、专业实践、双导师制，足够支撑培养目标中对思想

品德、综合素质、专业理论基础、应用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求。

2基本条件

2.1培养特色

（1）江苏省内领先，办学经验丰富。2010 在教育部正式设立

保险硕士点后，我校成为首批获批设立并招生的高校。办学过程中

建立了完善的保险人才培养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是江苏

省内最早具有保险硕士招生资格的高校，在省内及长三角地区拥有

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近年来，每年均有“双一流”或 985 学校毕

业的学生选择到本学位点就读，生源质量较高。

（2）科研反哺教学，突出专业创新。本专业学位点依托金融学

院，师资力量雄厚，45 岁以下教师均具有博士学位，导师团队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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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突出，研究生导师均具有国家级课题，师资科研能力促进教学研

究发展，近年来多位教师获得金融实验教学“智盛奖”。学生培养中，

鼓励导师指导学生参与江苏省保险学会课题研究，同时鼓励学生参与

导师国家课题，注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3）政产学研协同，培养成效显著。本专业学位点积极探索“政

府主导、市场引导、企业主体、学校主为”的协同育人模式，深化产

教融合育人。已与近 30 家金融保险类公司签订实习基地协议，与江

苏多飞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安立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建研究

生工作站，每名学生均配备行业导师。毕业生就业率为 100%，且均

从事保险金融相关行业，据用人单位反馈，本学位点培养的研究生具

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2.2师资队伍

（1）院内师资实力雄厚。2023 年上半年，本专业学位点新增保

险专业硕士生导师 1 人，现有校内硕士研究生导师 15 人，全部拥有

博士学位。现有专任教师 79 人，其中教授 13 人、副教授 22 人、讲

师 44 人，71 人具有博士学位。（保险专业学位点教研名师情况见表

1）。

（2）校外师资日渐壮大。本专业学位点实行双导师制，聘请校

外行业精英担任校外导师。近年来校外导师队伍不断长大，指导更加

有力。目前已拥有江苏银保监局副局长丁灿、太平洋人寿江苏分公司

总经理朱宝、农银人寿江苏分公司总经理蒋国民等 28 名校外导师，

其中 1 人入选江苏省研究生产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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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保险专业学位点教研名师情况

序号 姓名 称号或荣誉

1 姚定俊

江苏省社科优青

江苏省“333 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江苏省保险学会理事

2 郭文旌
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江苏省“333 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3 闫海峰

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江苏省“333 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江苏省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4 童馨乐

江苏省“333 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金融实验教学“智盛奖”优秀教师

2.3科学研究（各类成果统计见表 2、3、4）

表 2.金融专业学位点 2023年国家级项目统计

序

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立项

时间
项目分类

批准

经费（万

元

1 刘敏楼
数字金融赋能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效应评估、实现路径与优化策略
2023

教育部人文社

科研究项目
10

2 郭平
虚拟与地理双重集聚增进中国制造

业产业链韧性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2023

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20

3 朱辰
跨境资本异动下我国系统性金融风

险传导及防控研究
2023

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20

4 陈开璞
碳中和转型背景下的自然利率测算

和影响因素研究
2023

教育部人文社

科研究项目
8

5 董恺强
扩大内需战略实施背景下企业生产

性投资结构的动态优化研究
2023

教育部人文社

科研究项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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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昱昭
股票市场个体投资者异质信念问题

研究：基于动态演化的视角
2023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0

7 孔傲

异质投资者结构影响下的交易行为

与股市流动性的形成机制--基于科

创板的研究

2023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0

8 周波
要素投入视角下转型金融对高碳企

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
2023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0

表 3.金融专业学位点 2023年省部级项目统计

序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立项

时间
项目分类

批准

经费（万

元）

1 孙光林
数字普惠金融对南京市中小企业

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2023

南京市科技局

项目（软科学）
5

2 王宏扬

数字技术助推江苏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的机制和路

径优化研究

2023
社科联各类项

目
0

3 王宏扬
数字赋能南京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高质量发展研究
2023

南京市科技局

项目（软科学）
5

4 宣烨
建设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 研究
2023

社科联各类项

目
5

5 朱文文
“三全育人”理念下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合力育人机制研究
2023

省（市）其他

厅局项目
1

6 宣烨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江苏现代服务

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

合路径研究

2023
社科联各类项

目
5.5

7 宣烨
江苏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

新体系路径研究
2023

社科联各类项

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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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保险专业学位点 2023年论文成果统计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发表

时间
期刊名

1 张彩斌

Constrained mean-variance portfolio

optimization for jump diffusion process

under partial information

202310 Stochastic Models

2 刘兵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climate risk and

the non-linear role of climate policy

uncertainty on insurance demand: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202307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3 刘兵

Portfolio selections for insurers with

ambiguityaversion: minimizing the

probability of ruin

202306 Applied Economics

4 刘兵
Robust consumption for individuals

with pessimistic survival beliefs
202309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 Theory and

Methods

5 赵瑞
Adoption and content of key audit

matters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202305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6 狄丹阳

Environmental credit constraints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blacklisting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fraud

202305 Ecological Economics

7 孙光林
Extreme risk spillover from uncertainty

to carbon markets in China and the EU
202301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8 孙光林

Risk linkages between China’s stock

market and APEC stock markets under

China’s market liberalization

202303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9 孙光林
Digital finance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fraud
202305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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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孙光林
Digital finance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202312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1 孙光林

Big data application, factor allocation,

and green innovation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202307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12 孙光林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carbon-related factors on China's new

energy market: Based on different

market conditions

202312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13 姚定俊

How does fintech influence carbon

emissions: Evidence from China’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202305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14 姚定俊

Do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mprove the

enthusiasm and quality of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202307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

15 李梦婷

The role of long- and short-run

correlation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selection

20230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16 种曌天

Is the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policy effective in China?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olicy synergy

based on text mining

202310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17 徐伟举

Chinese crude oil futures volat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An uncertainty indices

perspective

202301 Resources Policy

18 徐伟举
Stock market volatility prediction:

Evidence from a new bagging model
202309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19 徐伟举 Examining the volatility of soybean 202310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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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in the MIDAS framework: The

importance of bagging-based weather

information

Financial Analysis

20 汪红霞

An ARDL Approach to Study the

Cointegrati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Shanghai Crude Oil Futures and Global

Markets

202302 Applied Economics

21 贾俊生

Does green finance reform promote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202309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4教学科研支撑

（1）强化制度建设与过程管理，保障教学质量。为保证教学与

科研管理的延续性，本专业学位点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培养方

案》《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管理文件汇编》等文件要求，强化过

程管理，建立和完善包括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各个环节的学位质

量保障体系。最后，为保证教学管理的科学性，本学位点以学校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督导组的课堂教学意见反馈为导向，及时处理《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督导简报》所提出的意见以及相关反馈。

（2）加强基础设施和学术资源建设，创造科研环境。本专业学

位点高度重视加强实验室建设，积极为学生创造科研条件，金融工程

实验室为江苏省金融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是学校国家级经管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室可获取全球金融即时信息，20 余

门课程实现有软件支持的工程化教学。同时，本学位点学术资源检索

渠道丰富多样，图书馆和资料室收藏了大量国内外图书资源，通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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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电子资源，可查找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以及 ELSEVIER、Web

of Science 等中外文数据库，图书馆与各兄弟高校图书馆，在文献信

息资源共建、共享方面有着广泛友好的协作关系。

2.5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奖助体系由校、院两级制定的较全面和较成熟的一系列

规章制度组成，制度完善，执行有力。学业奖学金覆盖面 100%。其

中，一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20%，奖励金额为 12000 元/年•生；二

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30%，奖励金额为 8000 元/年•生；三等学业

奖学金覆盖面为 50%，奖励金额为 6000 元/年•生。

2023 年度学业奖学金共，覆盖本学位点全部 62 名在校生，总金

额为 48.2 万元，一等奖学金 12 人次、二等奖学金 19 人次、三等奖

学金 31 人次。

3人才培养

3.1招生选拔

（1）招生复试工作圆满完成。2023 年，本学位点根据教育部及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南京财经大学 2023 年硕士

研究生招生复试和录取工作办法》等有关要求，本着为国选材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精心部署、规范开展研究生复试和调剂工作。学院成立

了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生招生工作监督小组、研究生招生

工作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小组、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命题小组和

若干面试小组。各小组本着对招生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秉承严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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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原则，各司其职、协同合作，圆满地完成本年度招生任务。本年

度本学位点录取 33 名研究生，录取人数再创新高的同时，生源质量

也显著提高。

（2）招生宣传工作另辟蹊径。2023 年，本学位点高度重视研究

生招生宣传工作，以“展示学校实力、宣传专业特色、吸引优质生源”

为指导思想，对学位点进行宣传和引导，吸引更多高校的优秀生源报

考的同时，充分挖掘校内本科存量，减少外专业分流。2023 年，学

院分管研究生工作副院长、研究生秘书、研究生辅导员，多次开展线

上线下招生宣讲，先后赴天津、厦门、上海等地进行招生宣传，同时

在各类视频网站进行线上直播招生宣讲。

3.2思政教育

（1）强化思想抓引领，推进课程思政改革。①以新思想铸魂育

人，建立“第一议题”学习制度，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

特别是最新指示精神作为教学第一议题，切实做到将新思想第一时间

融入课堂；②以新理念引领工作，着力构建以思政理论课为核心圈，

专业课协同发挥圈层效应的“同心圆式”课程育人体系，做到课程门门

有思政；③以新路径推进教学，构建“课堂思政、公寓思政和校园思

政”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多维思政立体课堂，形成“全程化互动式”课程

思政。

（2）从严从实抓阵地，筑牢意识形态防线。①守牢课堂主阵地，

制定课堂意识形态管理办法，完善“学生评教、同行评教、督导评教”

体系，把好教师政治关；②占领网络新阵地，设立“金小鳄”线上思政



- 11 -

工作室，充分运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开展网络思政教育；③把严文

化大阵地。着力打造红色文化“铸魂”、传统文化“修身”、专业文化“强

骨”的三大文化工程，提升师生对校园文化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3）提高站位抓党建，加强党组织建设。①线上+线下相结合，

设立党支部工作室、书记热线和“书记接待日”，在学生公寓设立“党

员活动角”，开展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党日活动，打造研究生样板党

支部；②党建+专业相融合，发挥教职工党员专业特色，将党员导师

加入学生支部，开展“红色调研”，打造“党建+教学+科研+育人”特色

模式。

（4）强基固本抓队伍，夯实人才培养基石。①强化队伍标准，

把好队伍选拔关，配齐配强辅导员，遴选一批红色导师进入思政团队

发展。把好队伍考评关，开展“辅导员认人清单”、“导师十不准”等一

系列师风师德检查和考核制度；②提升队伍素质，开展常态化思政学

习，定期召开导师座谈和辅导员沙龙，设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

课题开展专题研讨。

（5）五育并举抓实践，完善育人体系架构。①拓展第二课堂广

度，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榜样典型引路为抓手，通过“公益之

星”“文体之星”“三助一辅”标兵等评选活动深入推进育人体系；②挖

掘第二课堂深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立足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和社

团建设三个领域，实施以“学习+服务”“公益+专业”“兴趣+成长”为特

色的实践育人举措，深度打造实践育人品牌活动。

3.3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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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教学体系：本学位点紧紧围绕培养“具有从事金融保险

行业所需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复合型、应用型高层次专门

人才”的要求，构建了包括必修课、选修课和必修环节在内的保险特

色课程体系，组建了保险学、精算学和保险经济 3 个课程组，建成了

寿险精算等 5 门专业核心“金课”（具体课程设置见表 5）。

（2）融合机制建设：①思教融合，饯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立德树人为根本，不仅单独开设政治理论必修课，而且在专业课

程中融入课程思政；②科教融合，依托教师科研课题与论文，将科学

问题与研究方法导入课程体系建设；③产教融合，强调专业实践环节，

鼓励案例教学，通过行业讲座引导学生了解行业发展前沿，将职业能

力培养融入课程体系，构建 CFA 课程体系，有效对接学位点的专业

教学，帮助学生获得证书，提升职业竞争力；④学科融合，注重学科

交叉课程体系建设，增加其他学院开设的相关选修课，旨在培养复合

型人才。

（3）教材建设情况：2023 年，本专业学位 1 项教学案例《保险

之惑：返还骗局 or 投保良机？基于风险偏好和生命周期视角下的险

种选择》获评江苏省研究生优质教学资源点课程，《金融统计及金融

计量》获评 2023 年江苏省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目前，本专业

学位点还拥有一批国家级课程以及教材：《金融学》为国家级一流课

程，获得国家精品在线课程立项；《金融市场学》《中央银行学》《金

融综合实验分析》获批江苏省重点教材；《投资银行学》《证券投资

学》获江苏省高校在线开放课程立项；《金融统计与金融计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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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法》南京财经大学 2022 年校级研究生精品教材建设立项；以上

课程及教材支撑着学位点核心课程群建设。

表 5.保险专业学位点课程开设情况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学分 学时 课程简介

1
保险法律制度

与监管政策
学位课 3 51

该课程使学生掌握保险法基本理

论与基本知识。培养学生运用保险法的

知识，分析和解决保险活动的实际问

题，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保险法的理论

水平。

2 金融理论与政策 学位课 3 51

该课程力图使学生在掌握和深入

理解金融理论的基础上，了解国内外经

济和金融体制的共性与特性，比较不同

体制下金融运行的特点；运用现代经济

学和金融学的研究方法，辨析主要金融

理论流派的观点与主张。

3 寿险精算 学位课 3 51

该课程以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为工

具研究人寿保险的寿命分布规律，寿险

出险规律，寿险产品的定价，责任准备

金的计算，保单现金价值的估值等问

题，培养学生定量分析的能力。

4 保险理论研究 学位课 3 51

该课程在保险学理论基本框架的

基础上，对传统理论和国内外保险业发

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理

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从而夯实学生理论

基础，提高学生运用相关知识的能力。

5 财务报表分析 学位课 3 51

该课程主要介绍财务报表分析的

基本方法、行业和公司分析、三大会计

报表的分析财务指标和估值分析等内

容。本课程学习可以使学生比较系统地

掌握财务报表分析的一些基本方法和

框架。

6 投资学（双语）
专业选

修课
3 51

该课程是一门研究投资运行规律

的科学，是建立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

基础之上，与金融学、统计学、工程等

学科密切结合的一门综合性、基础性、

实践性的独立学科。同时该课程相关章

节也可帮助学生准备 CFA 考试。

7 精算模型
专业选

修课
3 51

该课程主要使学生熟悉基本的风

险模型；掌握以概率统计为研究工具对

保险经营中的损失风险和经营风险进

行定量地刻画，并建立精算模型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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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运用所学精算模型知识分析现代保

险中的相关问题。

8 非寿险精算
专业选

修课
3 51

该课程展示保险公司经营除寿险

以外的所有保险业务为核心的数量分

析及计算方法。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让学

生掌握非寿险精算的基本理论、基本方

法和基本技能。

9
人身保险理论

与实务

专业选

修课
3 51

该课程的是在人身保险学理论基

本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外人身保险业

发展现状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和

实务分析，从而夯实学生的人身保险学

理论基础，提高学生运用保险学相关知

识研究和分析人身保险新问题的能力。

10 公司金融（双语）
专业选

修课
3 51

该课程建设的宗旨是融合中外现

代公司金融理论和实务，以市场经济作

为研究的基础环境，较为全面的介绍公

司资金融通和运用的理论、方法和策

略。

11 固定收益证券
专业选

修课
3 51

该课程要让学生理解并掌握固定

收益证券行业中的重要术语；掌握分析

利率变化和评估固定收益证券及其衍

生品价值的工具；学会管理固定收益证

券的利率风险；掌握确定债券选择权或

者暗含选择权的最佳执行策略。

12 计量经济学软件
专业选

修课
2 34

该课程使学生能够应用计量经济

学所学的理论方法，根据经济系统中经

济现象反映的问题，提出反映经济现象

本质的经济计量模型，并通过上机实际

操作，完成模型的参数估计，模型的统

计检验，从而建立经济计量模型。

13 金融风险管理
专业选

修课
3 51

该课程系统地讲授银行、证券公司

等金融机构以及个人投资者如何管理

自身面临的风险，并详细地讨论了风险

中性世界、波动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管理理论与方法，以此培养学生掌握金

融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提升管控风险

的能力和意识。

14 金融衍生工具
专业选

修课
3 51

该课程系统介绍了金融衍生工具

市场的运作机制、包括远期、期货、互

换以及期权等基本衍生工具的价格决

定以及衍生工具的交易策略等问题，同

时理解衍生工具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作

用。

15 金融机构与市场
专业选

修课
2 34

该课程让学生掌握金融市场与金

融机构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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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各种运行机制以

及主要金融变量的相互关系及各金融

市场主体的行为，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

理论分析解决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

相关问题。

16 量化投资
专业选

修课
3 51

该课程将较为系统的介绍量化投

资理论、原理、过程、方法、步骤及相

关技术，重点论述量化投资交易仿真交

易平台、趋势投资原理和协整投资策略

等，开展模拟仿真投资实验，在模拟仿

真实战中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实战经

验。

17 金融法专题
专业选

修课
3 51

该课程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金

融法学的基本原理、把握金融法体系的

总体框架，进而为以后各章的学习、为

准备把握金融法的各具体法律制度奠

定基本的金融法学理论基础。

18
文献选读

与写作指导

专业选

修课
2 34

该课程主要目的是阐明金融学（含

保险学）研究的基本规范，讲授学位论

文与科学文章写作方法，培养学生运用

学术资料的能力、把握科研选题的能

力、实施科研试验的能力、分析实验与

调查资料的能力。

19 中级经济学
专业选

修课
3 51

该课程作为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

宏观经济学的前置课程，课程主要对中

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进行专

题学习，让学生建立起经济学体系和经

济学感觉。

3.4导师指导

（1）重视师资培训，切实提升导师工作水平。2023 年，本专业

学位点多名导师挂职锻炼结束，提升了导师队伍的实践育人水平；联

合研究生院进行了 10 余场导师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导师队伍的综合

素质；资助本学位点导师参加重要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和赛事等 10 人

次，切实提高了导师队伍的学术水平。

（2）重视师德师风，着力构建和谐师生关系。2023 年，本专业

学位点 5 次组织研究生导师下沉宿舍，关心研究生身心健康。全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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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了 4 次师德师风自查工作，联合校纪委和研究生院开展了 2 次师

德师风专项检查工作。全年未发现任何有违师德师风的事项，师生反

映良好，师生关系和谐。

（3）重视思政教育，发挥导师第一责任人作用。2023 年，本专

业学位点研究生导师姚定俊、李鹏、张彩斌等为学生们讲授党课或开

展思政教育专题会 8 场次；学生们积极参加各类志愿者活动，积极向

党组织靠拢，未发生任何违反校规校纪或法律的事件，德育效果良好。

3.5实践教学

（1）基本情况。①在深刻领会、充分发挥历届办赛经验的基础

上，成功主办了“2023 年江苏省金融学类（含保险）研究生教学案例

大赛”；②本学位点把专业实践设置成必修课程要求：每位学生至少

听取行业讲座 6 次，至少参加 3 个月的专业实践，完成合格后方可申

请答辩；③本学位点为每位学生聘请资深业界专家导师，至今已聘请

行业导师 28 位，引领学生近距离接触金融相关行业，切实提升学生

行业技能；④本学位点依托国家级重点金融实验教学中心平台，对《保

险法律制度与监管政策》《人身保险保险理论与实务》《金融衍生工

具》等课程开展模拟操作、实验实训、案例教学等。

（2）培养成效。2023 年，本专业学位点点 3 篇优秀教学案例《银

发时代破解长期护理之“困”——社保“第六险”的探索与实践》《灵丹

妙药还是饮鸩止渴：2015 年股灾期间的“国家队”救市》《砥砺中前行

——百万医疗和惠民保的披荆斩棘》入选全国专业教指委案例中心。

同时，本专业学位点研究生 30 余人在省级案例大赛、模拟炒股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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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实践创新比赛中获奖，2 人主持江苏省研究生实践创新课题。

（3）制度保证。本专业学位点根据《保险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培养方案》文件要求，结合学生的职业规划，帮助学生选择适

合自身职业发展的实践方式与内容。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工作

站管理办法（试行）》的文件要求，已与江苏多飞科技网络有限公司、

江苏安立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合作并签约建成实践基地

和研究生工作站共近 30 个。

3.6学术交流

（1）重大活动承办促培养质量提升。2023 年，本专业学位点为

持续提升金融学类研究生案例教学水平，在深刻领会、充分发挥历届

办赛经验的基础上，成功主办了“2023 年江苏省金融学类（含保险）

研究生教学案例大赛”，共收取省内外案例 200 余份。同时，为提高

本专业学位点研究生实景操作技能和投资技巧，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成功主办了“第六届江苏省研究生模拟炒股大赛”，本专业学位点学生

在赛事中取得可喜成绩。案例大赛和模拟炒股大赛的成功举办以及我

院师生收获的可喜成绩是我院积极推动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又一

重要成果。

（2）学生重要获奖数量显著增加。2023 年，本专业学位点有 3

篇研究生教学案例分别被全国保险专业教指委案例中心、全国金融教

指委案例中心评为优秀案例并入库。2 篇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获评南

京财经大学年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其中 1 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20 余名研究生在省级学术创新论坛、案例大赛以及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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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股大赛等比赛中获奖。2名研究生主持江苏省研究生实践创新课题。

3.7论文质量

（1）关注社会现实，解决实际问题。本专业学位点学位论文选

题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主要围绕保险科技、相互保、养老保险、巨灾

保险、银保合作、以及对住房抵押、违约传染、长期护理、存款保证、

信用保证、消费贷等风险的保险产品开发、保险产品定价等实务中的

难题和社会前沿问题选定，突出论文研究水平的同时，注重实务应用。

（2）探索行业前沿，强化应用价值。本专业学位点历年论文重

视保险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问题，采用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等研究方

法，在收集保险经营管理实务中的技术难题和行业前沿的基础上，采

用双导师制，通过对企业典型案例的分析，探索实务问题中的优化解

决方案。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保险金融机构在进行市场决策前

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而且在实务中已得到很好的借鉴和

应用。

（3）注重学术规范，突出内容创新。本专业学位点学位论文整

体上结构完整、格式规范、条理清晰、论据充分。学位论文从选题、

研究方法、模型建立、实证分析等各方面强调创新。2023 年，本学

位点共 2 篇学位论文获评南京财经大学年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1 篇

学位论文获评江苏省优秀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

3.8质量保证

（1）加强研究生学位授予制度建设。2023 年，本专业学位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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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位授予过程中的各项制度建设，用制度来指导和规范学位授予工

作的全过程，提高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的准确性、实效性和规范性；同

时，形成制度文化，增强师生遵守学位管理制度的主动性和自律性，

保证授予质量体系建设科学化，学位授予质量不断提高。

（2）严格研究生学位授予过程管理。2023 年，本学位点努力构

建一套自下而上、从学位申请到授予学位的全环节的学位授予工作标

准化流程，严格按照学生申请、导师审核、论文评阅、论文答辩、院

学位委员会审核、校学位会审核、授予学位以及学位论文抽检的顺序

流程开展学位授予工作。通过规范学位授予环节，细化各环节的责任

主体，推动管理体系的系统化建设。

（3）提高师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意识。本专业学位点引导研究生

导师形成有效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思维，提高其指导能力和水平；

引导研究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良好心理模式，形

成正确的学位授予质量意识；引导管理人员根据研究生教育实际，有

效地开展管理研究，提升对学位工作问题的把握，实现制度建设的实

效性。

3.9学风建设

本专业学位点注重研究生学术道德、职业操守与伦理教育。组织

导师和研究生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科

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专

门开设《就热烈研究生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教育》课程。

本专业学位点所有研究生入学时已签署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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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书；在校期间均无违背学术规范行为出现；在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

后，遵纪守法，无重大违法行为发生。

3.10管理服务

（1）专职管理人员配备完善。本专业学位点配备分管副院长 1

人、研究生秘书 1 人、研究生辅导员 2 人，共计 4 名专职管理人员，

符合相关规定。

（2）专职管理人员培训到位。本专业学位点正在努力建设一支

高素质、高水平、高能力的管理队伍，常态化、规范化举行研究生秘

书和研究生辅导员等管理人员的培训活动。在提高管理队伍素质的同

时，本专业学位点还注重完善相关管理规章制度建设，除了研究生日

常生活管理制度、学籍管理制度以及其他相关制度外，还不断加强管

理人员的监督、检查和考核制度。对于管理人员实行评审考核制度，

明确奖惩机制，不断优化管理员队伍结构，推动合力育人，提高育人

水平。

3.11就业发展

（1）积极开展访企拓岗，实施高质量的就业服务模式。2023 年，

本专业学位点积极实施精准招聘模式，学院党政领导带领学院就业指

导团队开展“访企拓岗”，通过收集各实习基地的招聘信息岗位，与研

究生的就业档案进行匹配，提升精准的就业服务。已与近 30 家金融

保险类公司签订实习基地协议，与江苏安立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

苏省生产力中心等单位共建研究生工作站，每名学生均配备行业导师。

（2）就业服务模式效果优良，就业率稳中有进。2023 年，本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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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位点毕业生就业率为 100%。毕业生主要在各类党政机关（如地

方税务局、银保监、商务局等）、各类保险公司、科研部门就业；主

要从事诸如精算、风控等关键性工作；专业素养与专业实践能力在各

用人单位受到一致好评；多次在创新创业等赛事获重要奖项。据用人

单位反馈，本学位点培养的研究生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4服务贡献

本专业学位点坚持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并重，充分发

挥智库作用和专业优势，长期在服务金融保险改革、现代保险服务业

建设、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金融保险扶贫等领域作出显著贡献：

4.1贡献金融智慧，助推金融保险业改革升级

本专业学位点依托保险智库和现代服务业智库专家团队，聚焦金

融服务实体产业、保险业发展政策与机制构建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前

沿，积极组织专家智囊为各级政府和行业决策咨询建言献策，多名专

家多次参与政府和行业学会主办的座谈会，多篇研究报告内容获得相

关领导批示和部门采纳，大幅提升学位点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

4.2深入行业一线，支持现代保险服务业建设

江苏省正处于从“保险大省”向“保险强省”的跨越期，对地区保险

高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本专业学位点充分利用区域

优势，积极与各类企事业单位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交流，建立近 30

家金融保险实习基地，并通过提供专业培训、产学对话对接、教师挂

职锻炼等多种形式，有力支持江苏省现代保险服务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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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关注民生保障，赋能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专业学位点积极发挥专业特长，携手主流媒体向民众传递保险

知识，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长期组织研究生深入群众了解民生

情况，围绕医疗卫生、“三农”发展、特殊群体保障等重点问题开展调

查研究，向相关部门和金融保险机构提供专业意见，加强和创新社会

治理功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提升了本学位点的社会知名度和

美誉度。

4.4发挥专业优势，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本专业学位点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关切，依托专家团队和研究生培养

平台，通过实地调研、形式创新、机制研究等方式为中央政府机构和地

区相关单位提供高质量决策参考，为巩固扶贫脱贫成果、创新发展扶贫

机制发挥积极助推作用，进一步扩大本学位点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提

升师生团队及时服务社会重大现实需求能力。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存在的问题

1.1招生宣传范围和力度较小，生源基本集中于本省和周边省份，

且生源质量有待提升。

虽然近年来生源质量和层次在不断提升，但是总体上看还有提升

空间，主要表现为生源毕业院校的本科培养体系与本校存在差异，以

部分生源跨专业报考，入学后需要差异化培养等。同时，毕业生就业

质量还需进一步提高，职业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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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全日制研究生扩招和培养年限延长的双重压力下，硕导数

量依然与学生规模不匹配，且硕导培训制度有待健全。

本学位点的师资队伍建设尚有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校内硕士生导师队伍总体数量还显不够，生师比相对偏高；第二，专

业领军人物较为缺乏，在本学科、本专业领域还缺乏国内有影响力的

大师级人物；第三，对应于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专职教学人员

虽然理论功底较为深厚，但是普遍实践经验较为缺乏。

2.整改措施：

2.1关于“招生宣传范围和力度较小，生源基本集中于本省和周边

省份，且生源质量有待提升”的整改措施。

（1）优化研究生的考核选拔方式，科学设置考核科目及内容，

注重考核考生的专业基础知识、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

（2）不断完善奖助体系和吸引优秀生源政策，增加保险硕士的

吸引力，优化生源质量。

（3）加强对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建立毕业生跟踪指导

机制，做好研究生就业工作，增强研究生的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发展后

劲。

（4）与金融保险行业合作打造多层次共同育人平台，突出保险

硕士培养特色，满足行业需求。

2.2关于“在全日制研究生扩招和培养年限延长的双重压力下，硕

导数量依然与学生规模不匹配，且硕导培训制度有待健全。”的整改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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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进高水平教师。计划在未来 3-5 年内，引进高水平教师

3-5 名。

（2）大力培养年轻博士教师。近年金融学院引进了海内外多名

年轻博士，他们研究能力较为突出，学术视野宽阔。学院将搭建平台，

计划每年派年轻教师赴境外一流大学访学进修和参加国际性学术会

议，为他们迅速成长为合格的硕士生导师提供多方面支持。

（3）根据学校相关政策规定，学院配套鼓励，每年选派 1-2 名

年轻教师赴金融保险企业或管理部门挂职锻炼，丰富实践经验。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继续承办重大学术活动，提升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能力。

2024 年，本专业学位点计划依托江苏省经济学类研究生教指委，

积极申报江苏省研究生教学案例大赛、科研创新实践大赛、研究生暑

期学校和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等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活动。组织相关

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任课教师积极参与各类科研创新实践活动，充分

发挥各类赛事的导向作用、激励作用和推动作用，以赛促学、以赛促

教、以赛促改，促进各学科研究生交流与合作，拓宽研究生的学术视

野，激发创新思维，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2.鼓励申报优质教学资源，提升研究生教育教学整体质量。

2024 年，本专业学位点将坚决贯彻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江苏省

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落实《南京财经大学教材管理办法》《南京财

经大学研究生精品教材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等具体办法，鼓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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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教师积极申报相关校级、省级优秀教学资源。努力建设一批紧跟国

际学术前沿和时代发展步伐，有效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人

才培养需要的教学资源，带动研究生教育质量整体提升。

3.稳中求进开展招生工作，确保招生工作增量提质。

2024 年，本专业学位点计划充分利用线下和线上资源开展研究

生招生宣讲，以“展示学校实力、宣传专业特色、吸引优质生源”为指

导思想，吸引更多高校的优秀生源报考保险硕士。既要保证本专业招

生持续增量提质，也要充分挖掘校内本科存量，减少校外专业流。

4.推进研究生导师培养和发展计划，建设一支高水平导师队伍。

2024 年，为保证和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本专业学位点计划将

研究生导师培训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定期举行研究生导师培训活动，

努力建成一支具有基础雄厚、学识渊博、功底扎实、思想开阔、具有

较高素质和水平的研究生导师队伍。同时，本学位点计划在现有导师

队伍基础上，继续扩充数量、优化结构，努力建成一支知识结构、年

龄结构以及专业技术职务结构等方面均衡合理的导师队伍。

5.健全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控体系，进一步提高培养质量。

2024 年，本专业学位点将继续健全研究生培养的各环节规章制

度，努力完善包括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质量、就业、教学与管理

等方面在内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控体系，重点加强研究生学位质量

监控，及时把握研究生培养运行状况，构建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控与保

障的闭环系统，进一步提高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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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南京财经大学是全国首开（2005 年）资产评估本科专业的院校

以及教育部首批（2010 年）资产评估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单位，在

《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2020-2021）》中资产评估专业排名

第 1。本学位点的人才培养目标是：立足长三角、辐射全国，融合大

财经背景，培养具备经世济民、诚信天下、德法兼修、家国情怀，掌

握信息技术能力、职业适应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管理执行能力和创

新创业能力的新商科复合型资产评估高端人才。

我校资产评估以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及行业发展需要为根本，适

应经济全球化和管理信息化环境为导向，满足社会多元估值需求，本

专业学位点现已成为培养能在资产评估事务所、金融与房地产企业、

政府与事业单位等从事估值与财务相关工作的复合应用型高素质高

端人才的摇篮。

1.2 学位标准

依据《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全日制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等规章制度的要求，本学位点授予硕士学位的

基本标准如下：

（1）政治思想要求。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

遵纪守法。

（2）课程要求。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各类课程学分，成绩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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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总学分不少于 40 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 20 学分，选

修课 13 学分，必修环节（行业讲座+专业实践）7 学分。另外，本科

阶段未修习《中级财务会计》和《财务管理》课程的学生（以成绩单

为准），入学后须补修该 2 门课程，并取得合格成绩。

（3）外语要求。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阅读本专业的

外文资料，使用外语开展本专业相关工作。

（4）专业实践要求。资产评估专业硕士研究生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每位硕士研究生应在资产评估事务所、

房地产估价事务所、土地估价事务所、资产评估行业管理部门、会计

师事务所、金融机构、企业、政府管理等工作部门进行实习，且应在

校外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专业实践。专业实践时间从第二学期暑假开始，

时长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考核必须在毕业论文正式答辩前二个月完

成。学生参加专业实践后，须提交相应的实践总结报告，实践总结报

告经考核合格后方能获得 6 学分。

（5）学位论文要求。学位论文应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第二学期结

束前，在导师的指导下，选定研究课题。选题应注意在国家经济建设

中的应用需求，应具有一定创新和实用价值。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第三

学期初，由学院组织有关专家审议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通过

后，硕士研究生在其导师的指导下，拟定学位论文的写作计划，并独

立完成学位论文。论文内容应着眼实际、面向资产评估实务研究。学

位论文应具有一定的新见解，突出学以致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在

写作上要求理论正确，条理清晰，分析严谨，文字简明，应有实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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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科学态度。论文形式可以是理论研究、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

项研究或调查等。论文字数 3 万字以上。论文复制比不能高于 15%。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

获得 6 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

课程学习，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颁

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并授予资产评估硕士学位证书。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特色

（1）探索商能并重的人才培养方案与质量保障体系

坚持商能并重的人才培养方案，构建目标管理、运行实施、监督

评价、实时反馈和调控改进的质量保障系统，通过人才培养个性化、

三个课堂一体化和教与学协同化，在平台建设、学科建设、团队建设

以及学生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得到学校、社会、学界的普遍

认可。

①专业教师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江苏省教学成果奖特等

奖等教学奖励。

②报考人数逐年递增，生源范围不断扩大，2023 年一志愿报录

比 6.7，无需调剂。

③历年学生评教分数均为优秀，涌现出多名文化青年英才、校教

学名师和校学生最喜爱教师。

（2）打造全程双元与三链融合的专硕人才培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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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思教融合、产教融合、科教融合，通过塑造共同目标，构建

“富于学习性”的人才培养平台。

①校外资源参与办学程度高，聘请中资评协秘书长为荣誉教授，

江苏省财政厅、资产评估协会历届领导、行业专家多次来校指导、讲

学、报告和交流。

②获批财政部全国资产评估学科建设基地，建有 23 家校外实习

实训基地和 2 个高端人才培养平台。

③以教学为主线、科研为龙头，团队教师主持十余项国家级课题，

三十多项企事业单位社会服务课题，师生合作发表数十篇高水平论文，

社会服务项目获得受托单位广泛好评。

2.2 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非常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已经形成以下三种特色做法。

（1）打造思政与教学融合的高素质名师队伍。多名教师入选中

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江苏省 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江苏

省青蓝工程、校级教学名师、校学生最喜爱教师等。

（2）打造产业与教学融合的双师型导师队伍。实施双导师制，

校内导师近 60%教师具有专业实务经验，75%导师参与过多项企事业

单位咨询项目，校内外导师联合指导专业学位论文比例达 56%，其中

2 篇获省优秀论文、11 篇获校优秀论文；联合开发专业案例 18 项，

其中 6 项获业内专业奖。

（3）打造传帮带与企业实践相结合的高素质青年导师队伍。严

格导师聘用及培训制度，要求新晋导师培训后上岗，且具有半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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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践工作经验；深化资深导师带徒制度，形成优势互补的 3-5 人

导师组，助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2.1 校内师资

本学位点设置专职教学管理人员 3人，其中专职研究生秘书 1人，

专职教学管理 1 人，专职辅导员 1 人。

本学位点共有专任教师 15 人（表 1）。年龄结构方面，35 岁以下

教师为 4 人，36-45 岁教师 7 人，45 岁以下教师比例为 73.33%；硕

导人数方面，资产评估专硕导师 7 人，占比 46.67%；职称结构方面，

高级职称人数为 8人，其中教授职称人数 3人，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

比例为 53.33%；学缘结构方面，获外单位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比例

为 100%，具有海外经历的教师 5名，占比 33.33%。

表 1 专任教师数量及结构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合

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硕士导师

人数

行业经历

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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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高级 3 0 0 1 1 1 2 1 3 3

副高级 5 0 1 3 1 0 5 0 4 5

中级 7 0 3 3 1 0 5 2 0 4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15 0 4 7 3 1 12 3 7 12

2.2.2 骨干教师

本学位点共有骨干教师 7 名，均从事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和

专业必修课的教学，具有博士学历或者高级职称，具有至少 3 年以上

的实际教龄和至少 2 年的硕士生指导培养经历，发表高水平学术成果

人均超过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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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行业教师队伍规模及结构

本学位点重视行业教师队伍建设，现有 21 名行业教师，具体信

息如表 2 所示。行业教师具备资产评估师资格或是其相关行业的专家，

具有本科学历且 5 年以上资产评估行业或管理经验，与本单位建立正

式聘任关系。

行业教师多为上市公司、大型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中高层管理人

员，在资产评估、财税、财务管理等方面均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行

业教师参与招生、论文开题与答辩、实习与就业等人才培养的各个主

要环节。

表 2 行业导师数量及结构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35 岁

及以下

36 至

45 岁

46至60

岁

61 岁及以

上

博士学位

教师

硕士学位

教师

正高级 1 1

副高级 6 6 1 4

中 级 6 1 5 4

其 他 8 1 3 4 7

总 计 21 1 4 16 1 15

2.3 科学研究

2.3.1 科研项目

本学位点多措并举提升教师科研创新能力，科研氛围浓厚，科研

产出较高。近五年，本专业专任教师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9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近 50 项，人均年科研经费超过 3 万元。

2.3.2 科研成果

本学位点教师近五年来出版发行学术专著 7 部，国内外权威期刊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其中，SSCI 论文 20 余篇，SCI 论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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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篇，CSSCI 论文 60 余篇。

近五年来，本学位点教师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奖、江苏

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全国商务财会学术论文一等奖、全国资产

评估教育论坛论文一等奖等省部级科研奖项近 30 项，人均达到 2 项。

2.4 教学科研支撑

2.4.1 联合培养基地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积极推进教学与实践双基地建设。近年来，建立了金证

（上海）资产评估、江苏五星资产评估、江苏华信资产评估、大生集

团等 11 家研究生工作站，签署了南瑞集团、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江

苏分公司、南京正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等 50 余家优质实习基地。截

止目前，本学位点 100%资产评估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到相关实习基

地实习，实践教学培养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合作单位一致认为学生理

论水平高、动手能力强，并希望学生签约留用。

2.4.2 其他软硬件设施建设情况

基于全程双元培养要求，开展实践与案例教学设计多种交互方式，

包括理论与实践导师同堂研讨、线上讨论交互、非上课时间讨论、将

案例教学与学位论文要求结合等，鼓励学生大胆选择案例素材，在论

文指导环节进一步强化研究的规范性和创新性。依据专业特点，对教

学模式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案例教学为抓手，积极提升师生案例学习、

案例讨论和案例开发环节的交流频率。

截止目前，本学位点依托核心课程已开发形成数十项案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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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篇案例入选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18 项案例入选中国管理案例

共享中心，20 项案例入选中国会计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团队教

学案例获得全国资产评估教学案例大赛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教

学团队连续指导研究生参加全国资产评估教学案例大赛，并获得优秀

奖。

2.5 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拥有完善的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体系，奖助学金评选管

理严格依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执行。目

前的奖助学金主要分为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社会

捐赠类奖（助）学金等。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标准为 20000 元/生/

年。国家助学金标准为 6000 元/生/年。一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20%，

奖励金额为 12000 元/生/年；二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30%，奖励金

额为 8000 元/生/年；三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50%，奖励金额为 6000

元/生/年，学业奖学金覆盖面目前已达到 100%。本学位点在奖助学金

体系设置和覆盖方面，包括了不同奖励类型与不同奖励幅度的奖学金，

资助力度和受惠学生数均逐年增加。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3.1.1 招生流程

资产评估专业硕士学位招生包括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和由全国

统一考试选拔两种形式，均严格遵循资格审查、初试、复试、录取等

一系列招生流程。同时，研究生院专设招生系统，坚持公开、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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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做到政策透明、程序公正、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健全，有效维

护考生合法权益。

1.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形式

资产评估专业硕士学位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主要由申请、复试和

录取三大步骤组成。

（1）申请。申请人获得本科就读高校推免生资格后，有意者填

写南京财经大学接收推免生申请表进行预申请，登记个人信息和专业

意愿。

（2）复试。推免生复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复试内容包括综合

测试和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两部分。推免生复试成绩采用百分制，

满分为 100 分。综合测试和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成绩权重分别为

70%和 30%，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每位推免生复试面试时间

原则上不低于 20 分钟。受疫情影响，推免生复试采用网络远程面试

方式进行。复试过程要求全程录音、录像，专人负责记录工作，复试

记录材料保存三年。

（3）录取。学校根据学生本科阶段的成绩和复试成绩来确定是

否录取。未参加复试或复试不及格者，不予接收。凡复试合格，被我

校接收的推免生，由学校通过“全国推免服务系统”发布待录取通知，

推免生收到待录取通知后，须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全国推免服务系统”

确认，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推免生拟录取名单报我校研究生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审查后，将在研究生院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拟录取名单须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审核，未经核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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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不通过的，一律不得录取。

2.全国统一考试招生形式

全国统一考试形式过程主要由报名、入学考试、复试与录取四大

步骤组成。

（1）报名。依据国家研究生统一考试要求，包括网上报名和现

场报名，每年报考时间随政策而定。

（2）入学考试。初试科目为四门：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96 经济类综合能力；④436 资产评估专业基础。

（3）复试。复试环节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考试、专业课测试、

综合测试、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和加试等。复试采取差额形式。具

体复试录取办法和程序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专门公布。复试录取比例

基本维持在 1.2:1。复试方式包括笔试和综合面试。

（4）录取。我校在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按

照教育部有关招生录取政策规定及省级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补充

规定，根据我校招生计划、复试录取办法以及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

思想政治表现、身心健康状况等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3.1.2 招生人数

从近年的录取情况来看，南京财经大学本校应届本科生是本位学

点最主要的生源来源，其他主要生源高校均为江苏省内兄弟院校以及

长三角地区的兄弟院校。近两年，本学位点平均每年招生人数为 31

人。本学位点近两年报考与录取情况见表 3。

表 3 本学位点近两年报录情况表

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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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人数 190 208

研究生招生人数（全日制） 31 31

其中，第一志愿录取人数 8 31

3.1.3 生源质量保证

本学位点招生工作由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院统筹管理，学校与学

院官网定期发布招生信息，进行招生宣传和招生常见问题解答。此外

每年在研究生考试报考前期都派出招生团队前往主要生源高校举办

专场宣讲会，吸引优秀考生报考。

会计学院始终秉持依靠教学质量吸引学生的方针，国家一流专业

建设点及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品牌效应逐渐显现，学院办学声誉和社

会影响力在不断提高，对优秀考生的吸引力在逐渐增强。本学位点生

源质量的不断提升，为学院坚定不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能力和培养质量提供了扎实基础，形成“生源生源—培养质量

—学位质量—发展质量—就业质量”的良性循环模式。

3.2 思政教育

3.2.1 思政教育特色做法

1.坚持课程思政引领

（1）坚持“门门有思政，人人讲育人”，积极推进课程思政、专

业思政、学科思政一体化建设。

（2）思政、专业教师共挖特色课程资源，形成思政嵌入模块，

指导生涯规划、强化专业伦理，确保各类课程与思政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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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育德意识与能力评价纳入职称评定并作为教师评奖评优考

察重点，定期举行立德树人研讨会，关注学生成长发展议题，提升育

德使命感成就感。

（4）先进带普遍、局部带全域，以校课程思政标杆课程、课程

思政典型案例，以及教学示范团队、先进个人带动示范，推动课程思

政育人大格局。

（5）将认知、情感、价值观引入学生评价，综合结果、过程，

动态评价反映学生成长成才情况，在研究生复试等遴选环节加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课程思政重点的考察。

2.创新全面育人方式

（1）意识形态阵地管理严格。开展院风传承、资产评估体系建

设思考等活动、讲座强化引领；落实党政领导及教学名师听课、教材

内容定期排查、一活动一报一审批等制度，确保落实文化自信进学术、

爱国教育进学科、思想引领进读本、党的知识进培训、立德树人进课

程。

（2）党团建设有特色重创新。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党委委员联

系支部、学生党支部政治辅导员领航计划等制度；通过样板支部带动，

品牌活动示范，支部结对共建，探索形成一支部一特色一品牌，全面

推进学生党支部建设提升；开展“党员学涯、职涯及红色生涯成长培

养计划”，培育“跟研究生样板党支部看研途风景”、“红色先锋党员

示范岗”等党建品牌，以党建引领学生成长。

（3）社会实践五育并举。第一第二课堂联动，推进学习科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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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实践全情境育人；打造“红起创新创业训练营”育人平台，分阶段分

类别细化支持，育人入赛事入实践入创训；培育出“红色创业者故事”

“红七月党建馆—民营企业党建可视化系统”“红果鲜生助农共享一

体化应用与开发”等优秀科创实践、扶贫助农等项目，提升育德渗透

力。

3.发挥学工传动作用

打通本科生与研究生辅导员工作壁垒，选优配齐配强研究生辅导

员；制订辅导员工作计划表，定期召开学工例会和辅导员沙龙，开展

管理和案例研讨，实现工作细化量化规范化；发挥“思政+”作用，

对接学业、专业、校友以及朋辈导师，创建“百炼工作室”探索育人

创新实践；加强行业嵌入，丰富时代情境，共寻学科知识与思政教育

的触点，强化科研导向，提升育德合力。

3.2.2 思政教育主要成效

1.课程思政育人

学院成立课程思政党小组，打造一批重点建设课程及示范教学团

队、先进个人。其中，4 门课程获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堂；《红起创

新创业训练营——思政工作与创业实践教育深度融合的模式探索》将

思政工作与教育教学目标、创新创业及专业内容结合，打造红色双创

培养模式，获校级课程思政精品项目；训练营每年孵化培育 10 个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获省级及以上立项或奖励 30 余项，多个项目得

以落地和延续。

2.科创实践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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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获评南京财经大学双创培育示范点，获“挑战杯”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国赛金奖、铜奖，省金奖、铜奖；“创青春”江苏省大学

生创业大赛银奖；“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二等奖、三等

奖；江苏省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一等奖；全国财经院校创新创业大赛一、

二、三等奖。学生创业项目入选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江苏志愿

服务展示交流会、“互联网+”大赛江苏省“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启动

仪式参展项目。

3.基层党建育人

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品教育项目’

案例（2020 年）”一等奖。学院有南京财经大学党员教育实境课堂、

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各 1 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 2 个，优质党支部 2 个，

校外党员教育基地 3 个，与 15 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党建联盟。

4.思政队伍育人

学工队伍获校级及以上综合表彰 20 余项，团队成员多次在研究

生工作交流会议上作为代表发言；团队研究实力强，主持省级、校级

研究课题多项，获南财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优秀论文二、三等奖，江苏

省社会实践项目大赛省级二等奖；书记院长双带头，充分发挥专业教

师力量参与一线思政工作，形成了学生工作的“大思政”团队品牌；

学院连续两年获评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多次获校“五四红旗分团委”、暑期社会

实践先进单位等称号。

3.3 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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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

1.基本情况

依据《资产评估专业硕士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基于自身优势

与特色，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形成了适应目标、符合社会需求的资产

评估特色课程体系。

（1）拓展《资产评估理论与案例》《无形资产评估理论和实务》

等专业核心课程的深度，满足专业高阶性要求。

（2）打造《数量分析方法》《财务报表与企业经营分析》等优质

精品课程，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3）新增《行业分析专题》《资产管理理论与实务》等新兴交叉

科学课程，响应社会行业发展需求。

2.建设特色

（1）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紧密结合，

促进“思教融合”。

（2）实施“名师工程”计划，开展“传帮带”活动，激励教师开

展理论课程、实践教学建设，促进“科教融合”。

（3）将应用能力和职业能力培养融入课程体系，完善实践教学

体系，推广案例教学，促进“产教融合”。

3.建设成效

（1）《产学合作的资产评估专业科研型教学团队建设》获教育部

产学合作项目立项，获江苏省资产评估协会立项。

（2）《资产评估学基础》入选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第二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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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名单。

（3）《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入选“十二五”江苏省专业类建设

核心课教材。

3.3.2 核心课程

根据我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本学位点核

心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其中公共基

础课（3 门），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学位课（5 门），

由基础学位课程和专业学位课程构成，表 4 列举了本学位点代表性核

心课程。

表 4 本学位点代表性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课程资源 教学方式

资产评估理论

与案例
钱坤；高永

选用教材-资产评估实务（一）,教学案例-森林

资源资产评估案例、矿业权评估案例、企业并

购评估案例、评估报告案例诊断等

课程讲授,案例分析

企业价值评估

理论与实务
胡晓明；叶玲

选用教材-企业价值评估,教学案例-企业价值

收益法评估案例、企业价值市场法评估案例、

可比公司选择案例等

课程讲授,案例分析

无形资产评估

理论和实务
刘小峰；邱聿旻

选用教材-无形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教学案例

-商誉评估案例、专利权评估案例、电容量实

物期权评估案例、合并对价分摊案例

课程讲授,案例分析

中外资产评估

准则
郭文；叶玲

选用教材-中外资产评估准则,参考文献-国际

评估准则（IVS），美国评估准则（USPAP），

英国评估准则（Red Book），欧洲评估准则

（EVS）

课程讲授，其他-小

组讨论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梅景辉；茆素琼；

王敏光；叶昌友

选用教材-邓小平文选;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课程讲授,专题讲座

3.3.4 教学质量与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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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推进我校研究生课程及教学体系的优

化，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本校制订了《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

课程管理办法》，对于课程要求、教师要求、督促与检查等教学评估

有系统的考核办法，并由研究生教学系统跟进，对评估结果进行处理。

在这一系列的教学机制保障下，本学位点近两年来荣获首届全国高校

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二等奖、首届江苏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特等奖

等大量优秀教学成果获奖。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本学位点利用南京财经大学

开发的“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对资产评估硕士所有课程的教学质量

进行有效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应的任课教师；资产评估

硕士项目组根据《南京财经大学关于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的管理规定》

等，在课程组中选择教学经验丰富、学术能力强的老师担任该门课程

的任课老师；根据学校督导管理制度，学校将定期与不定期安排督导

老师深入课堂对老师的上课质量进行跟踪、检查。对教学质量较差的

教师，我校也有通报批评、取消导师资格、暂停职称评审等处罚措施。

通过科学的评价系统与完备的评价体系，保障资产评估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本学位点还充分发挥学生的评教作用，

通过问卷调查、上课质量反馈以及评教打分等多种方式来收集学生对

于教学质量的要求与建议。

会计学院还组织教师定期参加各种线上线下举办的教科研队伍

建设和教研员能力提升培训活动，尤其是对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培训

更加重视。通过培训促进本学位点专业教师掌握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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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能力基础知识，培养职业道德修养，促进教师形成符合时代需要

的新型教学核心素养，从而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动力。

3.4 导师指导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我校专门制定了《南京

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办法》，本学位点在硕士生导师的

选聘、培训、考核等方面严格按此规定执行。此外，为了更好的适应

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点的建设，提高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学

科建设水平。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研究生硕士指导教师的选聘、考核、

续聘等按照此办法的制度要求严格执行。

3.4.1 本学位点的硕士生导师任职条件

本学位点的硕士生导师应满足以下基本任职条件：

1.基本任职条件

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热爱

研究生教育事业，熟悉国家和学校有关研究生学位与教育工作的政策

法规和规章制度，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严谨的治学态度，能认真履

行立德树人职责。

②具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良好，能独立开设与本专

业相关的研究生课程。

③具有正高级职称的申请人年龄不超过 57 周岁，具有副高级职

称的申请人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截止时间为申请当年的 6 月 30 日）。

身体健康，能胜任指导研究生的工作。

2. 专硕导师学术条件。申请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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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已获得相关学科硕士学位并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者已获

得相关学科博士学位且年龄不超过 50 周岁（截止时间为申请当年的

6 月 30 日）。

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近三年主持过省部级或以上科研项目；

2.近三年在四类或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中文期刊认定第一作

者和通讯作者，英文期刊认定全部作者）；3.主编硕士生教材 1 部或

出版学术专著 1 部（排名前三，负责撰写的字数超过 7 万字）；4.指

导研究生比赛获得全国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或相当的与本学

科直接相关的学科竞赛奖项 1 项（排名前三），或江苏省各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与本学科直接相关的学科竞赛奖项 1 项；5.编写

教学案例并入选案例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案例库、加拿大

西安大略毅伟商学院案例库、欧洲案例交流中心案例库，并由以上案

例库开发机构编辑正式出版的案例；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百篇优秀管理案例”；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案

例库；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各专业学位全国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设立的案例库。

③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应在相关专业学位领域具有 6 个月以上

挂职或社会实践经历（包括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规模以上企业，

由个人联系的社会实践，须经会计学院批准同意并事先向学校人事处

申请备案登记），或曾经从事相关专业学位领域工作 6 个月以上；2.

在其他培养单位有获聘相关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的经历；3.申请者在

其他培养单位作为其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的助手，协助指导过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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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研究生；4.指导学生参加省级及以上比赛获奖；5.具有注册

会计师、税务师、资产评估师等行业公认的专业资格证书；6.获批教

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排名前五）；7.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

与专业学位领域相关的咨询项目；8.负责联系并获批江苏省研究生工

作站一个。

④横向科研到账经费 2 万元以上。

3.4.2 本学位点的行业导师任职条件

1. 职称或专业资格要求：具备副高级或以上职称，或具有注册会

计师、税务师、资产评估师等行业公认的专业资格证书。

2. 职务要求：正在或曾经在规模以上企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非

盈利机构，担任与专业学位有关的部门负责人（正、副职）或单位领

导（正、副职）。

3. 业绩要求：曾作为负责人主持过与专业学位有关的专业规划、

实施或建设工作，并取得突出业绩。

3.5 实践教学

3.5.1 专业实践基本情况

施行全程双元培养模式，以行业需求与标准为导向，将职业教育

与研究生教育相融合，将职业化、专业化的培养目标贯穿于研究生教

育的全过程。要求每位硕士研究生应在资产评估事务所、房地产估价

事务所、土地估价事务所、资产评估行业管理部门、会计师事务所、

金融机构、企业、政府等工作部门进行相关专业实习，时长必须保证

不少于半年，且应在校外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专业实践；学生须提交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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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报告，答辩合格后才能取得学分。

3.5.2 专业实践特色

（1）施行“双导师制”培养模式。聘请王冬梅、岳修奎、彭征安、

何小平、王武强 5 名江苏省产业教授，黄忠全、王顺林、俞家清、徐

晓斌等 20 余名校外资深资产评估专家与业内知名人士担任实践导师，

主要职责侧重于指导学生提高实务操作能力，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职

业道德，增加实践认知能力以及职业适应能力。

（2）积极推进教学与实践双基地建设。近五来，建立了金证（上

海）资产评估、五星资产评估、华信资产评估、大生集团等 11 家研

究生工作站，签署了南瑞集团、南京熊猫、中联资产评估评估等 50

余家优质实习基地。

3.5.3 专业实践成效

100%资产评估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到相关实习基地实习，实习

基地计划获得了学生、学校和社会导师的三方认可。合作单位一致认

为学生理论水平高、动手能力强，并希望学生签约留用。

3.6 学术交流

为调动硕士研究生自觉参加学术活动的积极性，提高硕士研究生

的培养质量，我校制定有《南京财经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规定》，由研究生所在学院和指导教师提供经费

支持研究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学生通过线上与线下的形式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

流，例如与西安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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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

高等院校频繁交流，同时积极参与长三角研究生学术论坛，探讨学术

前沿问题。

受疫情的影响，本学位点研究生近两年参加学术交流的地点主要

集中在国内，参与国际交流的学生数较少，未来本学位点将加大对学

生参加国际交流的资金支持和奖助力度，帮助学生降低出国学习成本。

3.7 论文质量

（1）学位论文选题的应用性

本学位点资产评估专硕历年的论文选题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主要

围绕企业价值评估、无形资产评估、金融资产评估、PPP 项目评估、

信用评估、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评估方法改进与应用等资产评

估实务中的关键点和难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汇集学科的前沿研究方

向，突出论文研究水平的同时，强调评估案例实务应用。

（2）解决实际问题成效及行业应用价值

本学位点资产评估专硕学位论文主要采用案例分析研究方法，在

收集资产评估行业评估实务工作中技术难题的基础上，采用双导师指

导，以一个或多个典型企业案例的分析，以小见大，探索评估实务中

技术难题的优化解决方案。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和实践指导性，成果已经在资产评估实务中得到借鉴和应用。近五年

资产评估硕士研究生获江苏省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立项 24 项。

（3）论文评优及抽检情况

本学位点学生学位论文获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2 篇、校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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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硕士学位论文 2 篇，历年的学位论文抽检全部合格。学位论文研究

成果发表在《中国资产评估》《资产评估研究》等行业权威期刊以及

CSSCI 来源期刊近 30 余篇，同行引用数百次。

3.8 质量保证

本学位点严格实施研究生分流淘汰制度，通过招生考试、课程学

习、课程考试、中期考核、学位论文等环节，严把研究生培养质量关。

本学位点的学位授予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

则》严格执行，硕士学位申请人员应通过硕士学位课程考试，成绩合

格，修满并取得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完成硕士研究生培

养方案规定的培养环节；学位申请人在完成学位论文后，经导师审核

认为符合答辩要求的，方可向指导教师书面提出答辩申请。与此同时，

学校制定了《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发挥研究生

指导教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

对所指导的研究生的课程学习、社会实践、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写作

等环节，严格把关，全程监控。

3.9 学风建设

3.9.1 主要做法

（1）强调思政教育进课堂。要求专业团队教师有效利用在线课

堂教学主阵地，将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相结合，将职业道德和伦

理教育融入专业课程，同时鼓励专业教师充分利用时事新闻和专业新

闻讲述职业规范。

（2）组织开展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专题教育。组织导师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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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科研诚信知识

读本》《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

规范》《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业务

专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开设讲座或承担部分课程。要求每位专业硕

士研究生完成 6 次与资产评估相关的讲座活动，并填写相应活动报告，

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

（3）通过专业实践提升职业素养。实践教学方案中强调专业实

践中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教育，构建课程实验、实习实践、创新创

业、学科竞赛相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要求学生须完成 6 个学分以上

的专业实践课程。

（4）学术道德规范方面严格要求。学院统一举办学术道德和规

范讲座，在日常培养过程中，要求导师承担监督学生学术道德的责任。

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方面，对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学生，根据《南

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若情节轻微，学

校将分别给予责令改正、批评教育、延缓答辩、取消相关奖项及取消

学位申请资格等学业处理；若情节严重，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不接受学

位申请，对已经授予学位的，学校将撤销所授予的学位并刊登撤销学

位公告。

3.9.2 主要成效

（1）所有研究生完成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自学任务和自主测试，

并签署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提高学生个人品德、学术规范。

（2）通过职业培训与职业实践，培养学生职业价值观和职业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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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学到最新的产业新知识，增强资产评估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核心竞

争力。

3.10 管理服务

本学位点依托学校统一管理，具有系统的教学管理制度和学生管

理制度。研究生权益保障工作主要由研究生会下设的研究生权益管理

团队负责，旨在全心全意为研究生服务，及时反映研究生生活、学习、

科研等各方面权益诉求，合理表达和维护研究生正当权益。同时，学

校还制定颁发了一系列保障研究生权益的相关文件，如《南京财经大

学研究生“三助一辅”工作实施细则》《南京财经大学学生申诉处理

办法》《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及评优表彰管理办法》等。

近年来，本学位点的研究生培养满意度调查结果均为满意，未出现学

生投诉等事件。

3.11 就业发展

为持续提升培养质量和就业服务满意度，本学位点积极开展面向

用人单位、应届毕业生和历届校友的跟踪调查。用人单位反馈普遍认

为资产评估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高，经过适当培训就可以高质量的完

成工作任务，毕业生工作情况和素质能力得到社会充分肯定。本学位

点培养方向紧密贴合社会实际人才需求，培养的学生就业状况良好。

近两年硕士研究生就业的具体情况见表 5。

表 5 资产评估专硕就业情况（2020-2023）

年份 毕业生总数

就业情况（人）

党政

机关

国有

企业

高等教育

单位

其他事业

单位

医疗卫

生单位

民营

企业
其他

未就

业

2020 19 7 1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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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11 1 1 9 0

2022 20 3 5 1 9 1 1

2023 22 2 3 1 13 3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1）取得科技成果的数量总体情况。近两年来，师生发表论文

62 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与社会科学基金 8 项，主持省部

级课题 10 余项。

（2）成果转化情况。本学位点教师观大局、谋要事，把调查研

究做“深”做“准”。关注国家及江苏省经济运行大事要事，为相关部委

出谋划策、贡献智慧。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广泛开展调研，大量

走访座谈，征求意见建议，提交“加快推进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利

用”“推动土壤修复工作再上新台阶”“提升公益慈善组织公信力”“增强

中国经济内循环动力”“提升我省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等方面的提案

和建议，为国家部委和江苏省政府提供高质量决策参考。并且在江苏

省财政厅领导下，受江苏现代财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委托，在文献研

究、调研访谈和政策研读基础上，提出了组建江苏省国有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的建议方案（含章程、组织架构），撰写了多份研究报告，其

中《江苏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关

于组建江苏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的建议》等方案获得江苏省人民

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

4.2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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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身地方经济实践，为行政事业单位建章立制。本学位点

教师团队应财政部系列内控建设与评价要求，通过实地调研、数据分

析，为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稽查分局、南京市质监局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局、南京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南京市水务局、南京市社保局、龙

煤集团等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构建完善且切实可行的内部控制制

度体系。

（2）打造专业研究团队，服务行业法制与标准建设。本学位点

邀请协会领导、专家来学校作讲座、指导工作，积极开展行业法制建

设、行业标准化建设以及参与行业重大课题研究，参与制定《资产评

估法》修改意见的讨论以及资产评估评估准则的征求意见的提交，积

极承接中评协和省评协委托项目多项。建立产学合作的科研型教学基

地，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拓展现场教学；开展校际合作，多项教学成

果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3）输送评估、管理、财务类专业骨干人才，服务国家整体经

济发展。近两年，本学位点累计为社会输送了 40 多名优秀研究毕业

生，他们都具备资产评估、金融、财税等专业的扎实的理论背景，已

经成长为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企业的业务和管理骨干。毕业生

因“综合素质高、动手能力强、适应岗位快”而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学校因此赢得了社会普遍赞誉。

4.3 文化建设

（1）拓展爱国教育阵地，拍摄特色鲜明的课程思政视频资源“党

史中的财经故事”，铸就了精神文化高地，树立了育人标杆，引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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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尚。该系列微课程结合财经类专业特点，经过数月精心打磨而

成，在学习强国平台连续推出，并获得 2021 年江苏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课程育人类精品项目立项。

（2）传承红色创业者精神，打造全国首个红色创业者故事为主

题的可移动策展博物馆。该博物馆选取建党百年来近百名党员创业者

故事，通过旧报刊、旧书籍、徽章证照、手稿笔记、股票债券等展现

他们的初心和使命。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问题及分析

本硕士学位点建设主要存在问题有：

1. 生源分布不均衡

近年来，资产评估专业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屡创新高，但第一志

愿生源分布不均衡，双一流高校生源较少，同类财经类高校优质生源

较少。与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西南

财经大学等名校相比，本学位点生源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2. 标志性教研成果仍需进一步努力

目前，本学位点积累了一定的高水平教学成果，但标志性教研成

果仍需加强，如省部级以上研究生教材较少，国家级研究生教材亟待

突破；高水平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较少，面对新文科、大数据等

时代要求，尚未形成系统的教育教学成果；研究生国际化教学水平还

需要进一步提升，学生参与国际交流频次较低。

3. 全程双元培养模式仍需进一步深化

资产评估在学科专业体系中的地位需要进一步凸显，人才需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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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状况的动态反馈机制不够完善，与职业资格的衔接需要深化，多

元投入机制需要加强，产教融合育人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学校管理

机制仍需创新。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 进一步提高专业美誉度

利用报纸、媒体、网络等手段加大宣传力度，让广大考生和家长

以及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研究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树立南京财经大

学资产评估专业硕士品牌，提升专业美誉度，积极推动本学位点紧密

服务区域、行业产业发展，尝试改革考试与考核方式，争取逐步提升

生源质量。

2. 进一步深化专硕导师的双元融合

坚持正确育人导向，强化导师育人职责，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思

想水平、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推动学校和行业产业之间的人才交流

与共享，健全行业产业导师选聘制度，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

鼓励在校专任教师主持行业产业课题研究、项目研发，带队到行业产

业开展调研实践。

3. 深化产教融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坚持正确育人导向，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学

术道德和职业伦理教育，提升实践创新能力和未来职业发展能力，促

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推进课程设置与资产评估师

考核的有机衔接。推进设立资产评估机构、金融机构等用人单位“定

制化人才培养项目”，将人才培养与用人需求紧密对接，探索实施“专



- 30 -

业学位+能力拓展”育人模式，使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获得学历学位的

同时，取得相关行业产业从业资质或实践经验，提升职业胜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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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MBA）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的人才培养

目标是：培养具有优秀的思想政治素质、优良的职业能力素养，具有

大财经视野，掌握工商管理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分析工具，具有较强的

解决实际管理问题能力，具有全球视野、创新魄力和社会担当，顺应

新时代需求，应对国际竞争，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

（1）思想政治素质。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

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2）职业能力素养。专业能力与职业道德并重。一是系统掌握

工商管理专业的理论、工具和方法，了解工商管理理论发展的现状、

前沿和趋势，具有独立的科研创新能力；二是具备较强的专业实践能

力，熟悉企业管理实务，能够运用管理学相关理论、工具和方法发现、

分析和解决现实经营问题；三是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强烈的事业心、

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3）身心健康要求。身心健康，能够胜任未来管理工作需要。

1.2 学位标准

依据《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规章制度的要求，

本学位点授予硕士学位的基本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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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思想要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

度，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有较强社会责任感，愿意为国家建设事业

服务。

（2）课程要求。在规定期限内通过学位课程考试，完成培养方

案规定的培养环节，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必修课平均成绩在

75 分（含）以上。

（3）外语要求。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阅读本专业的

外文资料，使用外语开展本专业相关工作。

（4）专业实践要求。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必修环节学分，包括

管理案例分析讲座、专业实践、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4学分。

（5）学位论文要求。

①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完成，体现研究生综合运

用工商管理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论文选

题可来源于学员所在企业（或机构）的管理工作实际，所选主题能够

反映企业最新的管理实践、具有研究价值、是企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

实际管理问题。论文的选题应遵循典型性、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原则。

学位论文可采用案例分析、调研报告、研究报告、应用基础研究、规

划设计、项目管理等形式。

②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第三学期结束前，在导师的指导下，选定研

究课题。MBA 教育中心组织专家评审。选题通过后，MBA 学生在导师

指导下，开始撰写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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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第四学期初，由 MBA 教育中心组织专家进行

开题答辩。开题答辩通过后，MBA 学生在导师指导下，拟定学位论文

的写作计划，开始撰写论文。

④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第五学期初，MBA 教育中心组织专家论文进

行预答辩。参加预答辩的论文应具有一定新见解，突出学以致用，注

重解决实际问题。

⑤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第五学期中，预答辩通过后，MBA 教育中心

组织论文查重，论文复制比不超过 20%的论文进入外审环节，外审通

过进入正式答辩。

⑥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第五学期末，MBA 教育中心组织专家对外审

通过的论文进行正式答辩。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特色

（1）举全校之力办学。南京财经大学举全校之力，整合全校研

究生培养资源，形成学科之间交叉共融、协同互促的态势，向 MBA 学

员开放经济管理相关硕士生课程，支持 MBA 学员在完成核心课程学习

后，可自由选择修读相关经济管理专业课程及自己与本职工作相关的

课程，努力拓展项目的深度与广度，加速提升项目品牌的影响力。

（2）“三位一体”案例教学。MBA 教育中心重视案例教学，形成

了“三位一体”案例教学模式，即构建了“优选案例促教”、“开发案

例促教”和“案例比赛促教”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新型案例教学体

系，显著提升了 MBA 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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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色鲜明的学科优势。南财大 MBA 项目，充分发挥了学校

学科优势，强化财经特色，重点面向财务管理、金融管理、营销管理、

电子商务管理等岗位和领域，着力培养一专多强的应用型、复合型管

理人才，与我省其它高校的 MBA 教育形成明显差异，独具发展特色。

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同，为江苏和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各类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做出了难以替代的人才贡献。

2.2 师资队伍

2.2.1 骨干教师及师资队伍规模

一是加大了教师培养力度。MBA 教育中心现有授课教师 84 人，

其中校内 73 人，校外 11 人。校内教师主要来自于工商管理学院、会

计学院、营销与物流学院、金融学院、管理工程学院等部门，具体情

况见表 1

表 1：MBA 教育中心授课教师结构统计表

结构特征 人数 比例

职称

教授 42 50%

副教授 28 33.3%

讲师 10 12.9%

其它 4 4.8%

学历 博士 71 94%

二是优选校外师资，强化授课质量。目前，本学位点校外教师主

要来自政府部门、兄弟院校、国有企业、四大会计事务所等，共 11

人，其中博士学位的 8人，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是配强核心课程教师。根据《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

养方案》对学分和课程的要求，制定了授课计划。其中拟开设的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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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均配备至少 2 名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专任教

师。2023 年按照培养方案对照学分和课程的要求，制定了授课计划，

详情见表 2。

表 2：MBA 核心课程及授课教师

序号 核心课程名称 性质 学分 授课教师

1 战略管理 学位课 3 陈效林、孔群喜

2 管理经济学 学位课 2 崔向阳、闫星宇

3 人力资源管理 学位课 2 刘永强、黄海艳、顾远东

4 组织行为学 学位课 2 秦伟平、张文勤

5 数据模型与决策 学位课 2 牛文举、王晔、孙树垒

6 运营管理 学位课 2 徐小林、倪明、唐润、肖玉杰

7 财务管理 学位课 2 姚文韵、胡建雄、李连军

8 营销管理 学位课 3 许景、张敏、刘汉进

2.2.2 师资结构

本学位点专任教师队伍结构不断优化。本专业具有副高及以上职

称的专任教师比例为 83.3%，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为 94%；

具有工商管理实践经验的教师比例超过 79.5%；具有实践管理、企业

咨询和实务研究经验的教师比例约为 93%；在拟讲授核心课程的专任

教师中，具有 2次以上相近课程授课经验的教师所占比例为 87%；没

有 30 岁以下的教师，60 岁以上授课教师 3 人，占比为 3.57%，专任

教师队伍具备较好的年龄梯度。

2.3 科学研究

2.3.1 科研项目

本授权点任课教师和指导教师近五年来共承担的主要国家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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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项目 26 项，如表 3所示：

表 3：本授权点师资承担国家级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级别 年度

1 社交媒体消费社群形成与演化机理研究 国家自科 2022

2 我国粮食产后前端环节损失调查评估及节粮减损的总体思路研究 国家自科 2022

3 互联网金融风险测度方法与监管机制研究 国家社科 2022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思想体系整体建构研究 国家社科 2022

5 基于数据重采样的航空复杂装备产品质量特性组合建模及仿真验证 国家自科 2022

6 马克思主义价值链分工理论与我国国家价值链的构建研究 国家社科 2022

7 反馈对研发团队成员行为及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 国家自科 2022

8 新闻媒体对我国期货市场价格的影响效应研究 国家自科 2022

9 基于强情境化分析的项目适应性环境管理研究 国家自科 2022

10 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功能、演进趋势及培育路径研究 国家社科 2022

11 耐用品创新不确定下的更新换代策略研究 国家自科 2022

12
企业不端行为曝光情境下资本市场惩戒的威慑效应：基于社会学习视角

的研究
国家自科 2022

13 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消极面”：表现形式、 作用机理与控制策略研究 国家自科 2022

14 中国情境下亲领导非伦理行为的内涵、测量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国家自科 2022

15 单元（Seru）生产系统的多能工配置与分配方法 国家自科 2022

16 移动互联背景下共享单车投放点动态布局与调度问题研究 国家自科 2022

17 考虑电商平台自有品牌引入的制造商产品线设计策略研究 国家自科 2022

18 人工智能产品交互特征对消费者体验的影响研究：基于模糊痕迹理论 国家自科 2022

19 大国经济视域下以高端服务业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研究
国家社科

重大项目
2022

20 数字化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双元创新与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国家社科

重点项目
2022

21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短视频公益广告价值认同研究 国家社科 2022

22 信息干预下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选择、绩效评价及治理机制研究 国家自科 2022

23 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员工压力反应研究：多重要求与认知评价的视角 国家自科 2022

24 采用期权契约分担风险的资金约束零售商混合融资订购决策研究 国家自科 2022

25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研究 国家社科 2023

26 创新驱动型供应链知识产权保护和融资决策研究 国家自科 2023

总的来看，本授权点承担科研项目的数量多、层次高、经费充足，

为形成高水平科研成果奠定了基础。

2.3.2 横向项目

本授权点任课教师和指导教师2023年度共承担横向科研项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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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共计到账经费额超 419.69 万元，为促进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搭

建了很好的项目平台。具体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本学位授予点横向课题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级别 年度 到账金额

1 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建设基层实践技术服务 横向课题 2023 16.2

2 财务管理职能演变的框架和路径规划 横向课题 2023 24.3

3
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联动发展规划及现代服务业发

展规划编制服务
横向课题 2023 59.6

4 2022 年度江苏省工业电商发展报告编制 横向课题 2023 10

5 南京扬子商业保理公司新型多元用工模式建设 横向课题 2023 9.5

6 中国安徽自贸区滁州联动创新机制 横向课题 2023 28

7 现代服务业发展形式分析与评价指数报告 横向课题 2023 12

8 临沂市罗庄区国有资产整合与融资规划 横向课题 2023 56.75

9 江苏省教育厅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则和基准制定 横向课题 2023 10

10 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情况评估 横向课题 2023 8

11 南京片区服务业扩大开放下“两业融合”得制度集成创新研究 横向课题 2023 6

12 长三角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调查研究 横向课题 2023 8

13 六合文旅集团发展战略调研报告 横向课题 2023 9

14 金税四期下电网企业“以数治税”体系、典型场景与应用研究 横向课题 2023 54

15 农产品营销培训课程体系 横向课题 2023 21.365

16
地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 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成效、

问题及建议
横向课题 2023 4.75

17 南京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项目服务 横向课题 2023 5

18 安方公司 2023 年绿色现代数智供应链仓储物流指标体系研究 横向课题 2023 17.5

19 安方公司 2023 年电网企业大型退役设备循环利用研究 横向课题 2023 5

20 2023 年湖州南太湖新区管委会质量奖咨询与评审服务 横向课题 2023 15

21
2023 年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最低工资标准实施效果

评估工作
横向课题 2023 6.72

22 南京鹏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企业文化建设与落地咨询项目 横向课题 202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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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学科研支撑

2.4.1MBA 专用教室、案例讨论室等齐全

MBA 教育中心可共享学校各类教学场馆设施。目前拥有 MBA 智慧

教室 3间；MBA 专用多媒体教室 4间；案例讨论室 4间，均配备便携

式电脑和投影仪；报告厅 1个，配备有多媒体投影和音响设备，能满

足各种典礼、论坛、讲座和会议的需要。

2.4.2 MBA 教学实验室充裕

为更好地开展 MBA 实验实践教学，学校在国家级经济管理实验教

学中心内设有与 MBA 共享的 ERP 实验室、沙盘模拟实验室、工商管理

实验室、会计实验室、电子商务实验室、人力资源实验室、物流实验

室、宏观分析实验室、以及可以同步参与股票交易和进行股市分析的

证券实验室。可供 MBA 教学使用的实验教学软件有 ERP 软件、ERP 沙

盘、电子商务教学软件、人才测评软件、物流系统软件、营销软件、

物流仿真软件和证券业务综合模拟系统等。

2.4.3 图书馆与数据库建设

在研究生学术研究方面，我校图书馆藏书体系完善，覆盖哲学、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各学科门类，可用于 MBA 专硕研究生

借阅浏览的中文藏书 65.7 万册，外文藏书 2.23 万册，长期订阅国内

期刊 626 种，长期订阅外文期刊 40 种，电子期刊读物 3001 种。

我校不断完善图书文献、数据信息和研究资源的供给保障体系，

持续加大对专业资料室和阅览室的投入，加强数字化图书馆、文献资

料与数据库建设，增强电子阅览室的检索、阅读和查询功能，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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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提供信息化资源保障。

其中与工商管理学科密切相关的中文数据库资源包括 23 个：中

国知网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人

社版)、国研网数据库、EPS 数据库、万得(Wind)、RESSET 金融研究

数据库、国泰安(CSMAR)、贝特云/Inews 研报数据库、皮书数据库、

中经网数据库、布瑞克农产品数据库、创业数字图书馆、就业数字图

书馆、森图创课、百度文库、网上报告厅北大法意网在线数据库、北

大法宝读秀知识库、方正 Apabi 中华数字书苑、移动图书馆、百链、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NoteExpress 参考文献管理与检索系统。

外文数据库 16 个：Science Direct(Elsevier)、Wiley、ProQuest

ABI/INFORM、Taylor & Francis、SLCC(Springer)、EBSCO-HOST、

JSTOR、Emerald、ACS Journals、CEIC、Un Comtrade、IBFD Online

Journals Database、OECD、SSCI、 Lexis.com 、PQDT 学位论文全文

数据库。

图书资料与数据库具体情况如表 5所示：

表 5：图书资料与数据库情况

中文藏书

（万册）

外文藏书

（万册）

订阅国内专业

期刊（种）

订阅国外专业

期刊（种）

中文数据

库（个）

外文数据

库（个）

电子期刊读

物（种）

65.7 2.23 626 40 23 17 3001

2.5 奖助学金情况

本学位点拥有完善的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体系，奖助学金评选管

理严格依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执行。目

前的奖助学金主要分为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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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类奖（助）学金等。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标准为 20000 元/生/

年。国家助学金标准为6000元/生/年。一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20%，

奖励金额为 12000 元/生/年；二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30%，奖励金

额为 8000 元/生/年；三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50%，奖励金额为 6000

元/生/年，学业奖学金覆盖面目前已达到 100%。本学位点在奖助学

金体系设置和覆盖方面，包括了不同奖励类型与不同奖励幅度的奖学

金，资助力度和受惠学生数均逐年增加。本学位点 2023 年奖金项目

信息如表 6所示:

6：奖学金获得情况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年度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023 146.9 204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023 87.5 228

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2023 4 2

暖阳奖学金 助学金 2023 0.4 1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3.1.1 招生流程

MBA专业硕士学位招生由全国统一考试选拔，严格遵循资格审查、

初试、复试、录取等一系列招生流程。MBA 教育中心成立招生工作领

导小组、招生工作监督小组、招生工作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小组、

招生考试复试命题小组，同时，研究生院专设招生系统，坚持公开、

公平、公正，做到政策透明、程序公正、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健全，

有效维护 MBA 考生合法权益。

3.1.1.1 全国统一考试招生形式

全国统一考试形式过程主要由报名、入学考试、复试与录取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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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组成。（1）报名。依据国家研究生统一考试要求，包括网上报名

和现场（网上）确认，每年报考时间随政策而定。（2）入学考试。初

试科目为两门：①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3）复试。

复试环节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考试、综合测试、外国语听力及口语

测试等。复试采取差额形式。具体复试录取办法和程序在我校研究生

院网站专门公布。复试方式包括笔试和综合面试。（4）录取。MBA 教

育中心在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按照教育部有

关招生录取政策规定及省级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补充规定，根据我

校招生计划、复试录取办法以及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思想政治表现、

身心健康状况等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3.1.2 招生人数及生源结构

从近年的录取情况来看，学生年龄20-30岁之间的比例约59.93%，

呈逐年增长趋势，一方面是因为 MBA 生源呈年轻化趋势，另一方面是

因为我校全日制 MBA 录取人数逐年增加；此外，30-40 岁之间占比约

37.29%，工作经验丰富，沟通交流能力突出；生源地以江苏为主，行

业分布多样化，来自企业界生源占比达到 65%左右，来自政府机关生

源占比达到 30%左右；管理层占比达到 60%-70%，其中中高层管理者

占比达到 30%-40%。本学位点的近两年录取情况及生源结构见表 7。

表 7 本授权点近两年报录及生源结构情况表

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报考人数 280 346

研究生招生人数 164 189

其中：全日制招生人数 87 112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7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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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学位人数 150 168

学生
人数

女生比例 97（59.15%） 108（57.14%）

男生比例 67（40.85%） 81（42.86%）

学生
年龄

20-30 50.02% 69.84%

30-40 48.12% 26.46%

40+ 1.86% 3.70%

生源地区分布

南京 23.78% 16.40%

江苏（除南京） 20.12% 13.76%

安徽 14.63% 10.58%

上海 1.83% 0.51%

浙江 0 0.51%

其他 39.64% 58.24%

行业

工业/制造业 14.32% 14.53%

医药/化工 4.08% 4.96%

金融 21.97% 22.37%

IT/通讯 3.82% 3.69%

商贸/流通 10.86% 11.26%

咨询/培训 9.36% 10.98%

政府机关 12.88% 12.28%

其他 22.71% 19.93%

3.1.3 生源质量保障措施

本校 MBA 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由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处统

筹管理，学校与 MBA 教育中心官网定期发布招生信息，进行招生宣传

和招生常见问题解答。MBA 教育中心创新招生宣传方式，拓展招生宣

传途径，畅通考生咨询渠道，吸引优质生源报考。具体招生宣传措施

如下：

1.畅通咨询渠道，通过微信咨询、QQ 群咨询、电话咨询、直播

互动咨询等形式，第一时间回应考生关注的问题。

2.组织举办直播互动活动，邀请中心主任、校内外导师、优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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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与考生在线互动交流，精心开展咨询指导，及时为考生答疑解惑。

3.通过 MBAChina、MBAedu、今日头条等进行宣传推广，覆盖全

国范围考生。

4.与辅导机构联系进行现场宣讲，对南京地区的生源进行重点宣

传。

5.鼓励 MBA 学员及校友推荐，提升南财 MBA 品牌影响力。

6.邀请本校本科生辅导员宣传，吸引本校优质生源。

7.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学生活动，在各类活动中屡创佳绩，提高

南财 MBA 社会认知度，吸引更多优质生源。

通过一系列创新宣传举措，南财 MBA 品牌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不

断提高，生源质量不断提升，为我校 MBA 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内涵式发

展道路，全面提高 MBA 人才培养能力和培养质量提供了扎实基础。

3.2 思政教育

3.2.1 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

本硕士点专门为研究生开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两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积极引

导 MBA 学员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志听党话、跟党走，形成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表 8：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情况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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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公共基础课 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公共基础课 1

此外，MBA 教育中心还深耕课程思政建设，建设具有中心特色的

课程思政体系。MBA 教育中心要求每位任课教师将课程思政元素纳入

课程教学大纲，不断丰富学生课程思政的教学形式与内容。

3.2.2 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本学位点重视辅导员队伍建设，有一名专职辅导员，打造专兼职

辅导员队伍。中心创新辅导员队伍管理，全员参与辅导员相关工作，

辅导员队伍建设符合专硕辅导员工作要求和标准。

3.2.3 研究生党建工作

在南京财经大学机关党委的领导下，MBA 教育中心党支部现有正

式党员 36 位，其中教工党员 5 位，MBA 研究生党员 31 位。按照机

关党委“一支部一特色”工作安排，中心着力打造“联合共建 教学

相长 融合发展” 融合式特色党支部。通过党建活动的开展、支部文

化的建设、学术活动的交流等，实现了从形式上的“联合”向作用发

挥的“融合”转变。

一、加强思政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一是加强 MBA 师德师风建设，将“课程思政”贯穿 MBA 教育培养

全过程，上线 MBA 教学质量评估系统，将师德师风作为重要评估内容，

鼓励 MBA 学员积极参与评估，客观准确的反映 MBA 任课教师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成效；二是积极打造 MBA 思政大讲堂品牌。邀请校内外

知名党史专家、学院党委书记等为党员、发展对象、积极分子开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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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讲座。三是建强思政教育工作队伍，专职研究生辅导员对 MBA 学员

进行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及时准确掌握学员思想行为特点及思

想政治状况，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严格按照中心党支部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读书班方案和

学习要求，通过集中自学、集中研讨、专题讲座、专题党课、视频教

学等多种形式，助推 MBA 师生党员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真正入脑、入心、入行，扎实推进主题教育理论学习走深

走细走实。

二、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长效管理机制，严格执行《MBA 教育中心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清单》，组建 MBA 教育中心舆情管理工作小组，加

强中心官网、微官网、各年级微信群等网络阵地管理，对关键时间、

关键节点的舆情提前预判，及时干预并妥善处理。组织召开 MBA 教育

中心意识形态工作分析研判会，从把握正确政治导向、巩固和壮大主

流思想文化、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做好党员干部管理、加强课堂

教育教学管理、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加强 MBA 联合会管理、加强

抵制和防范宗教渗透、加强 MBA 师生思想政治工作等 9 各方面对 MBA

教育中心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专题研究。与全日制 MBA 在校生开展谈心

谈话 11 人次，准确把握学生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政教育和

思想引领，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每季度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分析研判，及时上报每季度意识形

态报告及半年报告，对 MBA 招生复试、MBA 课堂教学、MBA 学员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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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校园管控期间 MBA 学员管理、网络舆论等方面进行分析研判，

并对各类风险制定翔实可行的拟采取对策，切实履行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

三、加强“党建+”融合，推进党建联盟建设

MBA 教育中心党支部现有党员 36 位，其中教工党员 5位，MBA 研

究生党员 31 位。中心党支部通过师生党员融合共建，吸纳工作能力

强，政治觉悟高的 MBA 研究生党员加入支委会，充分发挥研究生党员

模范带头作用，高度重视师生交流，教学相长与温情育人相“融合”。

制定《MBA 教育中心“党建+”融合工作机制建实施办法》，与艺

术学院、艺术教育中心开展党建联盟，提升校内共建成效，创新推动

区域、行业党建联盟，促进党建与业务“一融双高”；加强校企党建

融合，与南京商业保理公司、先声药业集团、江苏省商业保理协会、

南京新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气电集团江苏分公司等进行支部党建

共建，积极推动访企拓岗促就业，实现 MBA 学员、教工党员、拓岗企

业“三融合”，推进产学研、校地企融会贯通、相互促进，构建“党

建共联、资源共享、互助共建、共促发展”的支部共建新局面。

四、落实党建重点任务，提升支部党建质量效能

持续深入落实“常态化下沉一线”制度，认真开展教职工党员进

学生宿舍工作，深入 MBA 学生宿舍，主动解答学生疑惑，畅通信息渠

道，积极回应关切，真正沉下身子广泛倾听 MBA 学员意见建议；开展

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带领全日制 MBA 学员先后走访了南京扬子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先声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商业保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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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电集团江苏公司等知名企业，积极推动双方在人才培养与就业方面

的深度合作，努力为我校 MBA 毕业生挖掘更多岗位资源，提供更多优

质精准就业信息，全力促进 MBA 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2023

年共 314 名毕业生需要就业，截止 2023 年底，就业共计 298 人，就

业率 94.9%。其中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293 人，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4人，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8人。

组织召开 MBA 教师座谈会和研究生座谈会，听取 MBA 师生的教学

需求及中心管理服务方面的意见及建议 7条，听取学生意见、解答学

生困惑、指导学生发展，同时强化师德师风和教风学风建设。对座谈

会提出的问题予以分析、总结，提出解决方案或整改措施，切实做好

MBA 研究生管理服务工作，提升 MBA 教学管理水平及培养质量。

围绕贯彻《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严格

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有关规定，做好中心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

召开换届选举全体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支部新一届委员，吸纳 MBA 学

生党员为宣传委员，着力打造“联合共建 教学相长 融合发展” 师

生融合式特色党支部，提升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整体效能。

五、扎实开展日常组织工作，为支部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巩固主题教育成果，持续抓好理论学习、调研成果转化、整改任

务落实和建章立制工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学习学校第四次党

代会精神，深入领会校第四次党代会提出的新目标、新举措，把学习

宣传贯彻校第四次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加强高质量党建的动力；按期召

开支部党员大会、支委会、党小组会，上好党课，严格落实“三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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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谈心谈话等制度，认真做好工作记录；保质保量完成发展党员

工作，做好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的考察培养工作，2023 年共发

展正式党员 10 人、预备党员 5人、发展对象 58 人、积极分子 60 人。

组织全体党员召开支部主题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采取个人自学、

研讨交流、党课领学等方式，线上线下相结合，组织 MBA 师生党员牢

牢把握主题教育总要求和根本任务。认真开展谈心谈话，沟通思想、

听取意见，结合反面典型案例进行深刻反思检视，建章立制各项重点

任务贯彻落实情况，严肃开着批评与自我批评，从理论学习、政治素

质、能力本领、担当作为、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等方面查摆问题，深

入剖析原因，提出整改措施。

3.3 课程教学

3.3.1 核心课程

为实现学校 MBA 培养目标，本授权点共设有战略与创业管理、品

牌与营销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金融创新与管理四个专业方向。立

足这些方向，经过科学研判和专家评估，建立了《战略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与开发》、《营销管理》等必修课程群，并同时开设了《财务

报表分析》、《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等选修课程群，由此构成 MBA 专

业硕士学位核心课程群。所开设课程均有详实科学的教学大纲，且经

过教研组和学院研究生管理培养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授权点开设的代

表性核心课程及主讲老师详细情况如表 9所示：

表 9：核心课程及授课教师

序号 核心课程名称 性质 学分 授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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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略管理 学位课 3 陈效林、孔群喜

2 管理经济学 学位课 2 崔向阳、闫星宇

3 人力资源管理 学位课 2 刘永强、黄海艳、顾远东

4 组织行为学 学位课 2 秦伟平、张文勤

5 数据模型与决策 学位课 2 牛文举、王晔、孙树垒

6 运营管理 学位课 2 徐小林、倪明、唐润、肖玉杰

7 财务管理 学位课 2 姚文韵、胡建雄、李连军

8 营销管理 学位课 3 许景、张敏、刘汉进

3.3.2 实践基地

积极引入校外实践资源，加强与政府、行业等合作。加强与企业

合作，积极探索校企合作的“双元”人才培养模式，推进教学与实践

双基地建设。近几年，南京财经大学 MBA 教育中心陆续与江苏省保理

协会、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江苏分公司、杭州

银行南京分行等单位签署联合培养教育实习基地，为全日制 MBA 学员

提供实习机会和就业岗位。实习基地建设获得了学生、学校和社会导

师的三方认可，极大促进了本授权点高质量培养目标。

3.3.3 课程教学质量

为了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推进我校研究生课程及教学体系的优

化，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本校制订了《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

课程管理办法》，对于课程要求、教师要求、督促与检查等教学评估

有系统的考核办法，并由研究生教学系统跟进，对评估结果进行处理。

相关任课教师获得 1项教学成果奖，如表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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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本学位点教师参与获得的相关教学成果奖

序号 获奖类别 获奖成果名称 获奖等级 所有完成人 获得时间

1

财经类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全

程双元”培养模

式的创新与实践

国家级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程永波，秦伟平，卞

志村，陈耀辉，胡晓

明，姚文韵，宣烨，

张成，朱军，刘小峰，

叶林祥，殷华方，余

泳泽，李召敏，钱坤

2023

3.3.4 课程教学持续改进机制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本授权点独立开发 “MBA

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并设置专门 MBA 教育质量评估模块，加强 MBA

所有课程的教学质量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应的任课教师；

MBA 教育中心根据《南京财经大学关于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的管理规

定》等，在课程组中选择教学经验丰富、学术能力强的老师担任该门

课程的任课老师；根据学校督导管理制度，学校将定期与不定期安排

督导老师深入课堂对老师的上课质量进行跟踪、检查。对教学质量较

差的教师，我校也有通报批评、取消导师资格、暂停职称评审等处罚

措施。通过科学的评价系统与完备的评价体系，保障 MBA 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本授权点还充分发挥学生的评教作用，

通过问卷调查、上课质量反馈以及评教打分等多种方式来收集学生对

于教学质量的要求与建议。

3.3.5 课程教材建设

我校在 MBA 课程教材的选用中，坚持严格甄选、适时更新的原则，

在具体教学中，根据全国 MBA 教指委组织编写的《全国工商管理硕士

（MBA）核心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使用了全国 MBA 教指委推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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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教学质量，在所有开出课程中，均配有多媒体课件、教案与

课程作业。同时主动融入在线教学的发展，在中国大学 MOOC、学习

通等平台建有多门线上课程资源，为 MBA 研究生提供了泛在、便捷的

教学资源。这些资源的建设，满足了部分特殊情况研究生的需求。MBA

教育中心针对我校 MBA 研究生的培养特征，广泛聘请专家学者来校讲

学。2023 年度共邀请国内外专家为 MBA 研究生作专题讲座和学术报

告计 8 场，协办国际会议 1场。讲座嘉宾包括高校和科研院所学术带

头人、相关职能部门的资深专家或业务骨干，内容涉及最新学术研究

动态、社会热点问题、管理创新等内容，满足了 MBA 研究生多元化、

个性化学习需求。

3.4 导师指导

3.4.1导师选聘

严格按照《南京财经大学MBA论文指导教师选聘与考核办法》，

《南京财经大学MBA兼职导师聘任办法》等相关规定做好导师选聘工

作。在校内导师队伍选拔和培养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学校制定

了严格的导师资格审批制度，遴选范围为校内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且同时满足副教授（或具有博士学位）及以上职称、主持省级以上课

题、在二类以上刊物发表论文、横向课题经费不低于2万元、且有挂

职经历。

3.4.2 导师培训

为了不断提升MBA师资的教研、管理能力，学位点积极组织教师

参加各种类型的培训活动，先后有37人次参加第二十三届MBA培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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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核心课程师资研讨会，“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网上专题班等各类培训活动。

3.4.3 导师考核

强化导师负责制，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政教育中“第一责任人”

的作用。贯彻落实《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坚持正确思想引领、

科学公正参与招生、精心尽力投入指导、正确履行指导职责、严格遵

守学校关于复制比、学术不端等规定，把关学位论文质量、严格经费

使用管理，明确导师指导行为的“十不准”，建立服务学生的沟通服

务平台，辅导员与学生事务中心教师能及时跟进解决学生反馈问题，

学生满意度高。

3.4.4 双导师制

本授权点落实“全程双元”培养理念，为培养“专业能力+职业

素养”的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遴选行业导师 54 名，积极践行双导

师制，发挥行业导师在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本

授权点行业导师统计信息如表 11 所示。

表 11：MBA 教育中心行业导师信息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学历 公司名称 职务

1 林海涛 博士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董事、副总经理

2 陈晓梅 硕士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副处长

3 方荣 硕士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副处长

4 胡大立 本科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

5 刘雪峰 硕士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6 王科文 硕士 南京新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计财部负责人

7 吴玉玲 硕士
南京江北新区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副总经理

8 徐定昊 硕士 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总监

9 徐星新 硕士 江苏省南通农村商业银行 计划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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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玉秀 硕士 江苏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资产财务部副部长

11 曹俊 硕士 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纪委书记

12 陈涛 硕士 龙腾照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13 成金 硕士 南京铁路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总会计师

14 董新平 硕士 南通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15 纪泽祥 硕士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江苏省分行 处长

16 李敏 硕士 中国药科大学 副处长

17 路 遥 硕士 国药集团江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纪检委员

18 宋 涛 硕士 江苏省环保集团 副总经理

19 孙守杰 硕士 建华建材集团 财务经理、税务师

20 万广善 本科 江苏省国信集团 集团财务部副总

21 王 芳 硕士 南京审计大学 副处长

22 王建松 硕士 江苏华瑞服装有限公司 首席财务官、董秘

23 夏天烨 硕士 太仓农商行 财务部负责人

24 杨春霞 硕士 盐城市中医院 后勤支部书记

25 袁 燕 硕士 南通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兼财务部主任

26 姚沁奇 硕士 邮储银行南京市分行 计划财务部负责人

27 张静姝 硕士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
财务经理、党支部书记

28 张 信 硕士 苏美达股份 资产财务部总经理

29 朱 敏 硕士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兼董秘

30 马 东 硕士 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31 尤新宇 硕士 南京经开区国资集团 副总经理

32 佘 俊 硕士 南通农商银行 党委书记、董事长

33 高泽扬 硕士 江苏涵田旅游产业投资集团 总经理

34 徐 刚 硕士 江苏金陵交运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

35 刘兆彬 硕士 江苏省国信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36 张新阳 硕士 南京协信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37 胡士强 博士 南京德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德锐咨询副总经理

38 司方来 博士 中邮通建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39 林跃勤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秘书长、常务理事



- 24 -

40 杨 融 博士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 部门总经理

41 冯 占 博士 江苏华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42 朱奕欣 硕士 锦泓时装集团 经理

43 朱泉生 硕士 南高齿集团 副总经理

44 谢 鹏 博士 旷世科技 副总裁、销售总监

45 石 宁 博士 南京金宁汇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46 周治翰 博士 开鑫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47 蔡宝祥 本科 江苏省商业保理协会 会长

48 高 莹 博士 悦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49 梁宝富 硕士 苏州农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50 林思明 硕士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51 王 欢 硕士 南京金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52 张春光 硕士 南京扬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53 朱 燕 硕士 昆山淀山湖可持续发展生态研究院 部门经理

54 张 震 硕士 南京常荣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董事会秘书

3.5 实践教学

3.5.1 做好案例开发，积极参与案例大赛

本学位授权点历来重视案例建设，形成了以案例课程建设为基础、

以横向项目为支撑、以“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和“江苏省 MBA 案例

赛”等大型赛事为驱动，积极开展以案促教、以赛促学、以企促案，

全方位立体化培养 MBA 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学校和中心出台多项政

策鼓励支持案例入库、案例大赛、案例教学。《南京财经大学学术成

果奖励与学术绩效分值计算标准的补充规定》、《南京财经大学 MBA 研

究生评优办法规定》也对参与案例建设师生取得成果予以奖励。2023

年度共有 10 篇入选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其中 6 篇案例获第十四

届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奖，如表 12 所示。

表 12：学生参与案例竞赛等实践活动一览表

序

号
活动或成果名称 成果等级

活 动 或 取

得 成 果 的
活动或成果简介（限 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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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1

革故鼎新，臻于

至善：马钢重型

H 型钢厂精益管

理之路

百优案例 2023.10

在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中，钢铁企业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向的

转变，钢铁企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精益管理尤为重要。如

何通过精益管理降低试错成本、提高管理水

平，是当前值得研究的话题。本案例以马钢

重型H型钢厂第一次实施精益管理失败为背

景，以钢厂在供产销流程三个阶段的精益化

探索为主线，重点描述了张厂长带领精益小

组英勇奋战、融旧铸新，并最终引领业内管

理水平的艰辛历程。

2

从“左右为难”

到“左右逢源”:

D 公司订单农业

供应链困境破解

之道

百优案例 2023.10

订单农业供应链往往涉及上游农户、焦点企

业与下游商超，对于夹在农户与商超之间的

焦点企业而言，往往是前有“农户违约”缕

缕不绝、后有“商超退货”频频发生，时常

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如何破解这一订

单农业供应链困境，使焦点企业实现从“左

右为难”到“左右逢源”的转型，是应对订

单农业供应链脆弱性的关键所在。本案例回

顾了订单农业供应链焦点企业D公司的丹东

草莓同时遭遇“大量农户违约”与“商超大额

退货”两面夹击的事件，以及在该事件中暴露

的 D 公司加工效率低下等问题，剖析了 D 公

司陷入“左右为难”困境的症结所在，再现了

D 公司如何对症下药破解这一困境进而迈向

“左右逢源”的辛路历程。

3

SNW 的 创新之

路：如何从技术

领先走向市场领

先？

百优案例 2023.10

本案例探讨的企业 SNW 是一家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聚焦于网络安全行业的网络靶场
细分市场。凭借一贯坚持的技术创新战略，
企业在该领域始终保持技术领先地位。然
而，由于行业尚未形成标准，随着众多网安
企业纷纷入局，市场同质化竞争日益激烈。
企业多年来在军工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未
能在民用领域“大展身手”，同时海外业务
的停滞也迫使团队考虑是否放弃海外市场。
如何将企业在行业内的技术领先优势转化
为市场竞争优势？这是团队面临的最大挑
战，也是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

4

星球石墨：“小巨
人”的自主创新
征程

百优案例 2023.10

本案例通过描述星球石墨在不同阶段采取
与企业匹配的自主创新模式，为站稳脚跟引
进技术加以创新、敏锐捕捉客户需求与中泰
化学合作创新、自主研发关键材料解决“卡
脖子”问题等创新柔性故事，旨在帮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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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理解和掌握自主创新动因、障碍、战略
选择以及企业家精神等核心知识点，为企业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战略决策参考。

5

马钢重型 H 型钢

厂：知识型员工

雇佣关系迷雾重

重，如何探索

百优案例 2023.10

在国家二十大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战略背景下，知识型员工逐渐成为了

落实该战略的主力，因此企业与知识型员工

之间的雇佣关系也发生着改变。本案例以马

钢重型 H型钢厂的新型钢种研发为背景，以

知识型员工的离职为线索，具体描述了马钢

重型 H型钢厂通过满足知识型员工的“三做”

需求以实现组织导向型雇佣关系模式的转

变。本案例旨在引导学生在了解员工特征的

基础上，深刻把握雇佣关系模式、理论基础

及影响结果，同时为其他企业重构雇佣关系

提供参考。

6

金禾实业：以无
糖书写转型升级
之路

百优案例 2023.10

本案例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 “把保障人民健

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国务院“以新

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等精神，

着重描述了代际传承后，金禾实业新掌门人

杨乐以敏锐的市场嗅觉，重建代糖产业市场

边界，成为全球甜味剂市场领头羊，实现公

司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历程。

7

备战 IPO：S公司

经营现金流内控

进阶之路

入库案例 2023.10

本案例以园林绿化行业的领头羊 S公司备战

IPO 时的经营现金流内控进阶之路为主线，

复现了“S 公司综合考虑园林绿化行业资金

垫付频繁、工程回款滞后、经营现金流紧张

的行业特点，以及上市后股民盈利要求增

加、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应收及应付账款进

一步增加的可能性，选择未雨绸缪，实现采

购与付款、销售与收款、研发与生产等多个

环节经营现金流入与流出的内控进阶，最终

成功上市”的心路历程。本案例旨在引导学

员思考备战 IPO 的企业可如何优化经营现金

流相关内部控制，助力企业成功上市并行稳

致远。

8

南孺小微企业内

控：“麻雀”何以

“五脏俱全”？

入库案例 2023.3

本案例以南孺小微物业公司管理者不断完

善物业收费内控流程设计为事件切入点，围

绕公司收费流程中陆续出现的他人代收款

舞弊、维修乱收费、重复收费等问题，分析

收费流程背后的内控缺陷，探讨管理者如何

基于小微企业的实际情况与自身特点，兼顾

成本效益原则，在关键控制环节实施人员的

兼任监督或实物的替代控制，有针对性地解

决内控流程设计及落地实施问题，从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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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控制环节“五脏俱全”的内部控制。本

案例旨在引导学生思考小微企业如何建设

内控，以降低风险并行稳致远。

9

复杂性的涌现与
降解：福建高速
公路项目群监管
的数字化之路

入库案例 2023.3

本案例围绕“项目群监管难”问题，描述了

福建高速集团在面临新时代的内外部环境

变化时，从单一项目监管走向项目群监管、

从传统监管走向数字化监管的管理转变过

程；刻画了福建高速基于复杂系统思想，通

过标准化、智能化、平台化和集成化等数字

化方法降解项目复杂性的管理历程。

10

会计是一门科学
还是艺术？——
金埔园林上市征
程记

入库案例 2023.3

本文以 AB 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揭示

其在申报创业板上市过程中面对新收入准

则的实施和监管层对会计政策的不同理解，

使得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经历增减变

化的过程。本文将会计收入确认、成本核算

和资产计量中存在的职业判断过程全貌充

分地展现出来，以此抛砖引玉，引发实务界

和理论界对会计这门集科学性与艺术性为

一体的学科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3.5.2 产教协同育人

本学位授权点在产教协同育人方面的主要举措有两点。一是与相

关单位建立实习实践基地。2023 年度，MBA 教育中心与南京新港高新

技术产业园共建教育实践基地、研究生工作站；前往南京凌鸥创芯电

子有限公司、AR 智能眼镜企业 Rokid 公司杭州总部开展访企托岗活

动，拓展学生实习就业渠道。落实教育实践基地的各项建设工作详实

充分，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3.6 学术交流

本学位授权点高度重视研究生的学术交流和培训活动。一是完善

了相关的政策规定，对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比照学术硕士进行资助和

鼓励。二是支持硕士生导师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座等活动，带动研

究生参与学术交流。如表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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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023 度 MBA 参加主要学术交流情况表

序号 类型 课程/讲座名称 开设时间 授课对象

1 开设讲座 MBA论文选题与写作技巧 2023.01 2022 级 MBA

2 开设讲座
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参赛组织与

经验分享
2023.03 2022 级 MBA

3 开设讲座 管理研究的选题设计 2023.03 2022 级 MBA

4 开设讲座
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中国式现代

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2023.04 2022 级 MBA

5 开设讲座

High Involvement Work Practices

in China: Presence, Genuineness,

and Alter

2023.06 2022 级 MBA

6 开设讲座 用课堂教学建构理论之美 2023.06 2022 级 MBA

7 开设讲座 研究选题、学术表达与论文投稿 2023.10 2023 级 MBA

8 开设讲座

Traditional Enterprises Embrace

Decision Suppor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in Concentration

2023.12 2023 级 MBA

3.7 论文质量

为了促进学位论文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学校学位论文管理的相

关制度，本学位点制定了相应的学位论文管理制度。学位论文应在导

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完成，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

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采用调研

报告、研究报告、应用基础研究、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

项目管理等形式。学位论文字数不少于 3 万字。硕士研究生入学后

第三学期，在导师的指导下，鼓励学生自己选定研究课题。

中心严抓学位论文质量，严格执行选题、开题、预答辩、查重盲

审、毕业答辩等环节的制度规范。论文正式答辩前举行预答辩以及学

术不端行为检查，对于重合率高于 20%的同学不能送审，论文采用校

外双盲审制度，送审论文不合格的延期 3个月再送审。论文答辩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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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校外专家严格把关，论文答辩不通过的延期 3个月再答辩。由于

有上述环节层层把关，所以同学们论文写作规范，无违反学术道德现

象。

3.8 质量保证

3.8.1 全过程质量监控

为适应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需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就研究生教育工作重要指示，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强化

研究生教育过程管理，健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监控体系，提高我

校研究生培养质量，推动 MBA 研究生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校成立了

南京财经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督导组，对研究生招生过程、教学活

动、培养过程、学位授予、就业、教风学风等进行监督、检查、评估

和指导，为 MBA 学位点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专业实践是 MBA 培养过程中重要的教学和科研训练环节，充分的、

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 MBA 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为保证学生实践工作

顺利进开展，切实有效地对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实践进行全过程的管理、

服务和评价，确保实践教学质量，本学位授权点在《南京财经大学硕

士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办法》的指导下，整体规划，统筹协调，主动

与企事业单位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或联合培养基地，推进硕士研

究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

互动机制，为硕士研究生进行专业实践提供长效、稳定的实践基地。

具体的实践考核要求如下：（1）要求学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行业

讲座 4 次，并填写行业讲座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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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考核合格者给予 1学分；（2）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参与

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独立或协助指导老师通过实地调

研形成教学案例、参与企业管理咨询活动并形成管理咨询报告、参加

学生案例大赛、发表案例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

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参与的案例开发工作情况或科研成果评定成绩，

学生取得 3学分。

3.8.2 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完成，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

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形式包括调研

报告、研究报告、应用基础研究、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

项目管理等形式。学位论文字数不少于 3 万字。具体时间要求如下：

（1）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第三学期结束前，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

选定研究课题；（2）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第四学期初，由中心组织有关

专家审议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究生在其导师

的指导下，拟定学位论文的写作计划，并开始撰写论文；（3）硕士研

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学位授予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严格执

行，硕士学位申请人员应通过硕士学位课程考试，成绩合格，修满并

取得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完成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

的培养环节；在完成学位论文后，经导师审核认为符合答辩要求的，

方可书面提出答辩申请，2023 年度学位授予情况如表 14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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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学位点硕士学位标准执行情况

专业学位类别或领域名称 2023

授予学位总人数 168

执行资格审查标准 100%

执行查重比例控制标准 20%

执行答辩流程 100%

执行学位授予规定 100%

3.8.3 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

为了充分发挥研究生指导教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强化

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我校制定了《南京

财经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本学位授权点严格执行此工作

条例，并要求导师指导和检查研究生的课程学习、社会实践、科学研

究和学位论文写作（包括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按时作学位论文的

开题报告）等环节，同时在上述各环节严格贯彻“双预警”机制；认

真审核研究生学位论文，坚持标准，严格把关，组织学位论文答辩；

对评选奖学金、优秀学位论文、优秀调查报告等的人选进行推荐；对

因中期考核不合格，或因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组织纪律等方面表现

很差，或因无故完不成学位论文、在科研中剽窃或弄虚作假、擅自离

校、长期请事假、患有特殊疾病等原因而不宜继续培养的研究生，有

责任根据学籍管理等有关文件规定及时向学院汇报并提出处理意见。

3.8.4 分流淘汰机制

我校已颁布研究生培养分流淘汰制度，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硕士

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硕士研究生在修读完研究生培养方案中

规定的课程之后，我校统一组织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中期考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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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三个等级：A 合格，同意进入下一阶段培养；B 基本合格，一段时

间后重新考核；C不合格，终止培养。评定标准如下：

A 合格，同意进入下一阶段培养。思想政治表现达到研究生培养

目标的要求；身心健康，能继续从事论文阶段的研究工作；并达到下

列条件：

Ⅰ．按培养方案要求修满中期考核之前所有学期的规定学分；

Ⅱ．学位必修课程平均成绩达到学位授予规定的成绩要求；

Ⅲ．参加社会实践并获得学分；或虽未曾参加社会实践，但已拟

定可行的社会实践计划。

Ⅳ．有相应的科学研究能力或潜力。发表过论文；或获得过科研

奖励；或参加过科学研究课题（包括各类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课题）

研究；或具有科学研究潜质。

B 基本合格，一段时间后重新考核。思想政治表现达到研究生培

养目标的要求；身心健康，能继续从事论文阶段的研究工作。但未完

全达到上述Ⅰ—Ⅳ条件。

C不合格，终止培养。思想政治表现有严重错误；或身体和心理

健康状况较差，无法继续从事论文阶段的研究工作；或课程学习成绩、

科学研究能力等较差，没有培养潜质。

从本学位点研究生中期考核数据来看，尚未有硕士生因中期考核

被评定为 C而被分流淘汰。

3.9 学风建设

3.9.1 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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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在 2023 年为全体 MBA 学生开展了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

诚信教育活动。此类学风建设活动使 MBA 学生对学术道德与诚信有了

更深的理解，有效提升了研究生的思想品德、科学道德和创新能力，

规范了 MBA 学生的学术行为，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同时，在日常培

养过程中，督促 MBA 导师承担监督学生学术道德的责任。

3.9.2 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

为规范研究生学术行为，我校制定有《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术

道德规范管理条例》，本学位授权点严格执行此管理办法，查处研究

生的学术不端行为。具体处理标准如下：（1）违反学术道德规范者，

经查实后若情节轻微将分别给予责令改正、批评教育、延缓答辩、取

消相关奖项及取消学位申请资格的学业处理；（2）根据《南京财经大

学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有关规定，如发现研究生严重违反学术

道德规范，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不接受学位申请。对已经授予学位的，

学校将撤销所授予的学位并刊登撤销学位公告；（3）违反学术道德特

别严重而触犯法律者，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3.10 管理服务

3.10.1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

本学位授权点依托学校统一管理，具有系统的教学管理制度和学

生管理制度，包括《南京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成绩管理规定》、《南京财经大学学生违纪处分

条例》等。此外，本学位点设有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秘书等专职管

理人员。近年来，本学位点的研究生培养满意度调查结果均为满意，



- 34 -

未出现学生投诉等事件。

3.10.2 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

本学位点的研究生权益保障工作主要由研究生会下设的研究生

权益管理团队负责，旨在全心全意为研究生服务，及时反映研究生生

活、学习、科研等各方面权益诉求，合理表达和维护研究生正当权益。

同时，学校还制定颁发了一系列保障研究生权益的相关文件：（1）为

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调动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教学实践和

学校及学生管理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为帮助生活贫困的研究生完成

学业，根据教育部、财政部有关文件的精神，学校在研究生中设置了

“三助一辅”（助教、助研、助管、学生辅导员）岗位，本学位点严

格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三助一辅”工作实施细则》执行相关

规定；（2）为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鼓励研究生勤奋学习，勇于

创新，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端人才，学校设立了研究生奖（助）学金和

研究生评优表彰，包括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社会

捐赠类奖（助）学金、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标兵、优秀研究生干

部、研究生单项奖、优秀毕业研究生等，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南京财

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及评优表彰管理办法》执行研究生奖助学

金的相关规定；（3）为了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学校各部分

依法依章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学校制定了《南京财经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如果

学生对学校做出的取消入学资格、取消学籍、退学、开除学籍或者其

他涉及学生个人重大利益的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不服，可以向学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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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查的意见和要求，学校会按照公开、公正、以事实为依据和有

错必纠的原则受理学生的申诉。

3.11 就业发展

为持续提升培养质量和就业服务满意度，本学位点积极开展面向

用人单位、应届毕业生和历届校友的跟踪调查。本学位点通过就业质

量和企业反馈等对专业改革和培养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形成了基于评

价的专业改革成效持续改进的跟踪反馈机制。

本学位点培养方向紧密贴合社会实际人才需求，培养的学生就业

状况良好，就业方向与专业培养目标契合度高，用人单位反馈普遍认

为本学位点培养的研究生综合素质高，可以高质量的完成工作任务，

毕业生工作情况和素质能力得到社会充分肯定。近两年 MBA 毕业生就

业情况如表 15 所示。

表 15：2023 年度本硕士授权点研究生就业情况统计

单位

类别
年度

党

政

机

关

高

等

教

育

单

位

中初等

教育单

位

科研

设计

单位

医疗

卫生

单位

其他

事业

单位

国

有

企

业

民

营

企

业

三

资

企

业

部

队

自

主

创

业

升

学
其他

全日制

硕士
2023 2 3 0 0 0 1 7 0 1 0 0 0 9

非全日

制硕士
2023 39 4 0 1 3 11 70 0 12 0 0 0 135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应用性科学研究，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本学位授权点十分重视师生应用性科学研究，积极促进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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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政府政策建议等。中心授课老师和导

师带领 MBA 学员积极承担各类应用型课题，通过横溪西瓜地理标志农

产品保护工程项目、射阳港现代水产产业园综合规划、山东省费县国

有资产整合与融资规划、江苏省公共体育发展研究项目、文瑞源战略

管理咨询项目等 37 项横向课题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服务。

4.2 经济发展：高层次管理人才培养，提供创新创业人才

本学位点办学以来共承接各类培训达 3000 人次，为政府、事业

单位和大型企业培训财务、税务、人力资源、管理等专门人才。举办

小微企业负责人培训，成立 MBA 教育中心企业家联合会，助力小微企

业发展。截止目前，举办了 8期总裁班，共有 400 多位企业家参加学

习。

本学位授权点近两年累计为社会输送了约 300 名优秀研究毕业

生，他们大多数成为金融、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企业的业务和管理

骨干，部分毕业生成功创业。毕业生因“专业能力强、职业综合素质

高、适应岗位快”而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南财 MBA 赢得了社会广泛

赞誉。

4.3 文化建设：党建文化与专业特色同频共振，营造学校 MBA 独

特文化

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到学校 MBA 教育全过程，通过思政教育，打

造独特 MBA 教育文化：成为南财大一名 MBA 学员意味着加入了一个共

享社区。不同的背景、地区、兴趣、观点、经验和抱负是南财大 MBA

独特性来源和宝贵资源，为大家建立行业和社交网络创造了无限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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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也是塑造独特领导品质的最佳场所。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江苏是教育大省、也是 MBA 教育的大省，特别是在高校林立的南

京，我校作为省属财经类大学，MBA 教育面临着多重挑战。

1.彰显特色、品牌定位有待进一步凝练

目前在 MBA 建设中按照规定动作进行布置的较多，自选特色动作

谋划相对较少。在如何与工商管理一级硕士点相互协同发展上的统筹

考虑不足。在南京和江苏竞争对手林立的 MBA 教育竞争格局中，如何

进一步凸显优势，错位发展，聚焦方向，形成财经特色，增强管理亮

色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2.规模扩大，师资队伍建设需要加强

随着学校对 MBA 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近三年来招生规模逐步

扩大。但一方面，生源相当部分来自于调剂，优质生源的竞争上尚有

不足，加上学校对导师队伍的资格申报严格，师资队伍年轻化与兼职

导师评聘难。中心现有师资 35 岁以下的占比有待进一步优化，他们

已经具备 MBA 指导教师的学术能力，但在实践经验方面还需加强。由

于 MBA 学生在精力和时间上难以保证足够的投入，论文质量过多依赖

于导师；特别是随着学生延迟毕业数量增多，部分导师指导压力剧增，

对于进一步提高质量有所制约。同时论文外审专家队伍范围大，远超

出 MBA 教师的范围，论文外审结果有一定的误差，给指导老师增加了

很大压力，部分导师长期超负荷工作，也降低了新申报导师的积极性。

3.产教双元协同育人仍需进一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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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授权点实行“校内+校外”双导师制，但从近年来的指导

实践来看，产教协同育人的目标还未完全实现，原因主要在于：一方

面，双导师之间沟通不足导致的理论与实践脱节，双导师制需要学术

导师与校外实践导师的联合教学，教学内容和实践内容应具有同步性

和时效性，将其理论更好地融入到实践中。双导师之间沟通不足，一

定程度上导致专硕论文写作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术化倾向。同时，学术

导师的指导与校外实践导师的指导存在脱节，进一步造成了人才培养

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不强的问题。另一方面，相关制度不完善导致校

外实践导师投入有限，由于缺乏对企业导师有效的激励和考核，一定

程度上造成分配校外实践导师流于形式。多数实践导师仍以开设讲座

为主，论文指导参与度较低。同时，由于实践导师自身事务繁重，精

力有限，很难抽出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专硕人才的培养中。这些都导致

了双导师制协同育人目标现实落地的困难性。

三、下一步建设计划

1. 发挥平台优势，助推 MBA 教育发展。

一是借助学校工商管理省级优势学科和一级学科硕士点建设平

台，促进 MBA 教育发展与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发展同频共振，实现实验

平台、实践教学平台、优势师资和特色课程资源的共建与共享。

二是通过积极争取学校政策支持，资金扶持，推动更高层次实验、

实践和研究平台建设，进一步为 MBA 教育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三是以教育部和教指委各类评估、评价和专项检查为抓手，以国

内国际相关认证为标准，进一步提升 MBA 培养质量，促进 MBA 教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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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

2. 优化激励机制，师资队伍建设再上新台阶

一是坚持按照高标准严要求，对现有工商管理教师队伍进行有针

对性的培养和开发，跟踪管理，满足导师的发展需要；积极向学校争

取更加灵活的导师资格条件，加快研究生导师培养，扩大导师队伍的

规模，每年争取增加 8-15 名导师。

二是抓好培训和能力提升。对现有的教师和导师队伍严格按照工

商管理教指委相关规定进行培训，提升综合素质。积极鼓励和支持

MBA 教师参加全国 MBA 教指委的各项培训活动和学术交流会议。

三是加大选聘力度。针对 MBA 教育的需要，今后在校内外选聘优

秀师资，要重点考虑 MBA“全程双元”教育需要，聘用一批有实战经

验的德才兼备的优秀 MBA 教师，并加强师资岗位培训工作。

四是做好校外导师的综合评估和动态管理，完善激励机制，提升

内外结合、协同培养的机制。进一步落实导师激励考核制度和教师管

理制度，进一步做好校外导师选聘与规范化管理工作。

3. 凝练方向，狠抓规范化管理，彰显专业特色。

一是进一步凝练和加强特色方向。目前 MBA 共有 4 大专业方向，

未来要聚力发展，挖掘资源内涵，结合校院学科基础，集中人、财、

物资源，大力加强具有特色的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

二是立足江苏、面向长三角，走差异化路线。南财 MBA 致力于整

合校内外资源，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经营管理高层次人才，形成

自身特色和品牌优势，提高培养质量和社会认可度，成为江苏、长三



- 40 -

角地区乃至全国认可的高层次工商管理人才培养优质基地。一方面，

深化联合培养基地的联合培养机制和考核机制，提升联合培养基地规

模和质量，充分展示“全程双元”培养效果；另一方面，切实围绕品

牌建设和特色打造，提升办学特色和社会美誉度，加大宣传力度，扩

大招生范围，增强生源吸引力，为国家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优

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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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 目标与标准

1.1 目标

本学位点结合财经高校的特点完善培养目标体系。培养目标包含

四个维度：一是坚持思政引领，立德树人。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

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二是注重德才兼备，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着力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品德和强烈的事业

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的高层次人才，服务江苏乃至长三角经

济社会发展。三是突出财经特色，彰显管理本色。着力培养有大财经

与公共管理视野，掌握系统的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和方法，具备从事

公共管理与政策分析能力，面向基层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具有职业

胜任力的高层次复合型专门人才。四是身心健康，胜任时代要求和使

命担当。注重培养身心成长和能力提升同步、专业素养和心理素质合

格并担当民族复兴重担和使命的人才。

1.2 标准

1.2.1 标准制定

学校出台并修订了《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南

财大学位字〔2021〕16 号），进一步明确了申请条件：一是政治思

想要求；二是课程要求；三是外语要求；四是学位论文要求。规定有

下列情况之一者，不接受学位申请或取消申请学位资格：在校学习期

间受过“记过”及以上处分，在毕业前不能免除者；有学术不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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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其它情况经审查认为不宜授予学位者。

1.2.2 标准执行

一是加强了资格审查：由培养单位负责审核所有学位申请材料，

认定符合上述要求之后，报送研究生院。学校对学位申请人学位论文

进行复制比检测，并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盲审。二是完善学位论文答

辩规范：论文答辩由培养单位负责组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三至五人组成。学位论文答辩公开举行，事先在本单位网站或明显位

置张贴答辩海报，同时将答辩人姓名、学位论文题目、答辩时间、答

辩地点等上报研究生院。 三是严格答辩程序：答辩委员会的决议经

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报送研究生院。四是加强学位授予管理：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达到三分之二的成员出席方得召开，作出授予

硕士学位的建议时需听取答辩委员会的汇报。所形成的决议以无记名

投票方式，超过全体参会成员半数通过方为有效。

表 1 本学位点硕士学位标准执行情况

专业学位类别或

领域名称

2023 年

数量 比例

授予学位总人数 63 100%

执行资格审查标准 63 100%

执行查重比例控制标准 63 100%

执行答辩流程 63 100%

执行学位授予规定 63 100%

2．基本条件

2.1 培养特色

2.1.1 聚焦地方公共经济治理，突出管理本色，彰显财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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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在培养方向上聚焦地方公共经济治理，立足江苏，服

务长三角，打造人才培养区域特色与财经特色。在培养方案上，除

规定的核心课程和必修课程外，突出宏观经济、财政政策、公共项

目管理、民生保障与教育经济等公共经济领域课程设置。在导师资

源方面，整合我校管理、财政、经济等公共经济方向师资，凸显财

经特色。在研究选题和论文指导上，突出地方公共经济治理方面的

热点难点问题，80%以上选题与此紧密相关。

2.1.2 教学学术与专业学术融合，案例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通过课题研究与教学研究相结合，以科研课题带动 MPA 研究生培

养，提高学术研究能力和实践分析能力。通过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

案例分析相结合，实现专业学术与教学学术的深度融合。以案例团队

建设和案例开发为龙头，师生组队、教学相长，开发了相当数量的自

主知识产权案例，通过案例连接理论与实践，融合方法与工具，推动

了培养模式的创新。

2.1.3 内外结合，双元培养

通过校内导师与行业导师密切配合，提高专业硕士的培养质量。

一是共同进行培养方案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培养方案突出专业知识和

实践技能的协调配合。二是对论文选题进行交叉论证，发挥校内导师

的专业和理论指导作用的同时，发挥好行业导师实践前沿问题的追踪

功能，实现选题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是充分发挥行业导师在实践

基地建设和实践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大多数行业导师为研究生所在行

业或部门的主管领导，为培养研究生实践能力和实现毕业选题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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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料获取提供便利。四是培养过程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

的方式。组织研究生走出校园，参与调研，与行业导师探讨管理实践

问题。将行业导师请进校园做专题报告，实现改革实践前沿问题的反

哺。

2.2 师资队伍

2.2.1 队伍建设

一是加大了培训和培养力度。截至 2023 年底，学位点 MPA 专

职教师 49 人，副高以上职称占 67.35%，具有博士学位占 81.63%，全

国 MPA 优秀教师 2 人，入选江苏省“青蓝工程”6 人次，江苏省“333

人才工程”2 人次，江苏省“双创博士”4 人。江永清、金志云老师

为全国 MPA 优秀教师，巩世广老师为全国 MPA 优秀教学管理工作

者。黄建伟、詹国辉老师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黄建伟、江永清、汪栋、薛金刚四位老师为 2023 年江苏省研究生公

共管理案例分析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专任教师的数量和结构见下表：

表 2 本学位点专职教师队伍数据结构表

MPA 专职

教师总数

教授职称 副教授以上职称 博士学位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49 15 30.61 33 67.35 40 81.63

二是突出行业导师遴选，实行双导师制。学校专门制定 MPA 行

业导师遴选制度，规定在党政机关担任正科级以上职务的现任领导干

部且具有较高学术造诣或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职称人员方可申请行

业导师。绝大多数校外导师是研究生所在单位和行业的主管领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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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本学位点具备充足的双师型师资队伍，行业导师 17 人，其中厅

局级干部 3 人，江苏省土地整理开发中心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隋雪

艳，被聘为江苏省产业教授，2023 年新增 2 名产业教授。他们具有

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绝大部分在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

机构从事中高层领导工作。具体情况见下表 3：

表 3 本学位点行业导师相关情况一览表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

合计

35 岁

及以下

36 至

45 岁

46至 60

岁

61 岁

及以上

博士学位

教师

硕士学位

教师

正高级 5 0 2 3 0 3 2

副高级 1 0 0 1 0 1 0

中 级 1 0 1 0 0 0 1

其 他 10 0 2 8 0 2 5

总 计 17 0 5 12 0 6 8

三是配足配强核心课程教师。根据《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对学分和课程的要求，制定了授课计划。其中开

设的各门核心课程均配备 2名以上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授以上职称

的专任教师，同一名教师不作为不同核心课程的核心成员。

表 4 部分核心课程授课计划安排表

序号 核心课程名称 性质 学分 授课教师 教授人数

1 政治学 必修课 2 黄建伟 王永生 1

2 公共管理 必修课 3 唐祥来 金志云 1

3 公共经济学 必修课 2 袁国敏 秦建国 1

4 公共政策分析 必修课 3 赵强 汪家焰 1

5 政府机关运行保障 必修课 2 江永清王永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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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按照培养方案对照学分和课程的要求，制定了授课计划，

具体计划详见当年培养计划与授课计划表。

2.2.2 人员结构

本学位点专任教师队伍结构不断优化。本专业专任教师均具有副

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其中具有公共管理及相近专业博士学位的教

师比例为 81.63%；具有实践经验（包括参与过实际部门工作或主持

过相关横向研究项目）的比例为 83.67%。在讲授核心课程的专任教

师中，具有 2 次以上相近课程授课经验的教师所占比例为 100%，教

授所占比例为 30.61%。专任教师队伍具备较好的年龄梯度，其中 30

岁以下和 60 岁以上的专任教师人数分别为 0%和 10.2%，远低于 15%

的规定标准。

2.2.3 骨干教师

目前，本学位点拥有 49 名专职骨干教师，“公共管理”和“公

共政策分析”这两门核心课程的骨干教师均为 2 名。2023 年本院专

任教师在公共管理及相近领域发表的高水平学术成果 52 篇，主持的

省部级及以上相关科研课题 3 项，骨干教师在本单位或其他单位的公

共管理相近学科指导过 2 名以上硕士研究生，并至少在一个相关学术

团体担任职务。

表 5 2023 专任教师学术兼职情况

序号 教师姓名 学术组织名称 担任职务 任职期限

1 黄建伟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 常务理事 2021-2025

2 黄建伟 江苏省行政管理学会 理事 2020-2024

3 汪栋 江苏省教育经济学会 副秘书长 201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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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汪栋 中国教育经济学会 理事 2018-2022

5 梁誉 江苏老年学学会青年委员会 秘书长 2019-2023

6 梁誉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青年委员会 理事 2019-2023

7 梁誉 江苏人口学会 理事 2020-2024

8 李晓鹤 南京老年学学会 理事 2019-2023

9 孙燕 南京市房地产学会 理事 2018-2022

10 张芳怡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地理专业委员会 委员 2019-2024

11 吕立刚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 委员 2020-2024

12 吕立刚 江苏省地理学会青年专业委员会 委员 2018-2022

2.3 科学研究

2023 年，学位点多措并举提高教师队伍的科研能力和水平。一

是建立激励机制，完善相关奖励政策，鼓励教师多发表高层次成果。

二是结合公共经济治理，开展课题申报和研究。先后开展专题辅导讲

座 10 多场次，并邀请专家进行内部评审把关。三是建立案例培育团

队，投入经费 8余万元，成立 2 个校级、四个院级培育团队做好教学

案例的研发。

2023 年，本院专职教师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52 篇，其中

CSSCI/SSCI/SCI 期刊论文 43 篇；研究报告 25 篇，其中获得省级以

上领导批示的咨询报告 3 份，全年人均科研成果 1.07 篇。在课题

立项方面：学院教师立项教育部人文项目 2项、省社科基金 1项。

表 6 本学位点 2023 年主要科研项目立项情况一览

序号 项目名称
下达项目部门或

单位

项目起讫

时间

项目经费

（万元）

项目负责人/

名次

1 健全国家粮食安全体系问题研究 江苏省社科规划办 20230613 10 黄建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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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支持政策促进女性“就业-生育”

平衡的机理、效果与制度设计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20231024 8 汪润泉/1

3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的尺

度效应及优化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20231018 8 李建豹/1

4
江苏省新兴产业生态体系韧性评价与

提升策略研究

省高校哲社基金项目

（教育厅社政）
20230706 1 戴培超/1

5
高校劳动教育平台建设对学生学业水

平提升问题研究

省高校哲社基金项目

（教育厅社政）
20230706 1 孙启/1

6
大学生国家认同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

研究

省高校哲社基金项目

（教育厅社政）
20230706 1 杨洲/1

7
领导干部“潜绩”考核的整体性评价

研究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

精品工程高质量发展

综合考核专题课题

20230821 0 詹国辉/1

8
南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供应链韧性提

升与治理研究

南京市科技局项目

（软科学）
20231130 5 戴培超/1

2023 年科研到账经费 152.99 万元，其中纵向经费 110.19 万元。

在服务社会方面，学院积极与地方政府和科技主管部门进行广泛

交流，并与扬州、泰州、常州等地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签署了合

作协议，2023 年，学院签署了 8 项横向合同，经费达 82 万元，为

学院教师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决策咨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表 7 本学位点 2023 年科研经费到账情况一览

2023 年
数量（万元）

纵向科研经费 横向科研经费

合计 110.19 42.8

2.3.2 教学、科研获奖情况

学位点 2023 年在教学方面的成果获得了奖励情况。详见下表：

表 8 学位点 2023 年获得各级教学类成果奖励一览表

序号 成果名称 奖项类型 奖项等级 成果完成人
单位署

名次序
获奖时间

1

跨“时”而用，乘“时”

而为：时间银行的实践效

果与优化策略——基于南

京、西安、青岛的调查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获国赛

国赛二等奖 梁誉 1 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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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时”而用，乘“时”

而为：时间银行的实践效

果与优化策略——基于南

京、西安、青岛的调查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省赛

省级特等奖 梁誉 1 2023.5

3 德馨•耕读园

江苏省高教学会主办

的高等学校劳动教育

优秀实践项目

省级一等奖 秦建国 1 2023.3

4
“一带一路”沿线粮食贸

易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

第十一届“江苏省大学

生工程管理创新、创业

与实践大赛”

省级一等奖 戴靓 1 2023.11

5

南京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水

平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分

析

指导学生毕业论文 省级三等奖 朱高立 1 2023.8

6

做温柔还是严厉的领导？

——费德勒权变理论的内

涵与应用

“领航杯”江苏省教师

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

动

省级三等奖 缪燕子 1 2023.10

7

低碳目标下城市土地利用

效率时空特征与提升路径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第十一届江苏省大学

生工程管理创新、创业

与实践竞赛

省级三等奖 范业婷 1 2023.11

8

数字童年：数字技术对儿

童发展的影响及其友好体

系建构研究

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

省级重点项

目
曾迪洋/高丽茹 1 2023.9

9

青年群体“慢就业”现象

的本质解读和解困机制研

究

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

省级重点项

目
李晓鹤 1 2023.9

10
长江中游城际技术转移的

路径演化与驱动机制

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

省级一般项

目
戴靓 1 2023.9

11

从冲突到平衡：就业、生

育双重目标下的家庭支持

政策体系研究

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

省级一般项

目
汪润泉 1 2023.9

12
长三角耕地利用生态效率

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

源地理专业委员会、教

育工作委员会

2023 联合学

术年会研究

生论坛优秀

论文奖

范业婷 1 2023.9

13

认识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

长理论的辩证统一：以三

线建设为例

第三届校“课程思政”

专项微课教学比赛
校级二等奖 刘子恒 1 2023.10

14

《寺庙咖啡馆的前世今生

——商业地产内涵及发展

趋势》

南京财经大学第三届

校“课程思政”专项微

课比赛

校级二等奖 宣超 1 2023.10

15 人才红利
第三届校“课程思政”

专项微课教学比赛
校级三等奖 秦建国 1 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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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学科研支撑

2.4.1 案例与实验教学软硬件设施

学位点高度重视教学软硬件的建设。近年来加大投入力度，多措

并举提升科研教学的支撑条件。一是在资源紧张的条件下优先满足

MPA 实验室和案例分析室的需求。二是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共享，

将一级学科的实验室和资料、案例分析室与 MPA 教学共享。三是加大

联合培养基地的建设和完善力度，根据生源特点和学生特点来进一步

充实和完善培养基地，扩大规模，提升质量，实现基地建设、行业导

师和学生行业岗位特点相匹配。四是加强了研究生资料档案室的改造

和管理，增强资料的保存和保密工作。

本学位点拥有案例分析室 6个，其中：大、中、小均为 2个；公

共管理实验室 1个，设备 78 台套；拥有教学软件 6套。能够满足 MPA

教学对教室和案例研讨的较高标准需求。

表 9 本学位点实验室与案例分析讨论室情况一览表

名称 容纳人数 主要功能 硬件 软件

德济楼 502MPA 教室（一） 78 上课、学习软件操作
多功能电脑 78台

多媒体设备 1 套
6套软件

德济楼 508MPA 教室（二） 67 上课、案例讨论 多媒体设备 1 套

德济楼 534MPA 案例研讨室 20 上课、案例讨论 多媒体设备 1 套

德济楼 301MPA 案例讨论室（四） 30 上课、案例讨论 多媒体设备 1 套

德济楼 615MPA 案例讨论室（一） 10 案例讨论 多媒体设备 1 套

德济楼 616MPA 案例讨论室（二） 10 案例讨论 多媒体设备 1 套

德济楼 619MPA 案例讨论室（三） 10 案例讨论 多媒体设备 1 套

2.4.2 实践实训基地的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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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高度重视联合培养基地的建设，一方面在原有的基础上适

时根据培养需要扩大规模；另一方面，不断提高联合培养基地的质量，

完善联合培养的制度和软件设施，从而提高联合培养的有效性和匹配

性。2023 年新建联合培养基地 2 个，现有的培养基地包含省级 3 个，

校级 4个。

表 10 本学位点联合培养基地情况表

实践实训基地名称 设置时间
累计接受

培养人数
培养基地的级别

扬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06 8 校级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业管理部 2020.06 145 省级

南京溧水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2020.06 145 校级

南京溧水区委党校 2017.06 35 校级

南京高淳区委党校 2018.06 35 校级

江苏省土地勘测规划院 2023.09 5 省级

江苏省土地开发整理中心 2023.09 5 省级

2.5 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的研究生绝大多数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因此，

奖助体系更加侧重于对研究生的学业和科研激励：一是在奖学金方面

参照学硕进行管理，按照相关的制度来执行；二是根据 MPA 教育自身

的特点，制定了优秀毕业生奖励制度和案例大赛奖励制度、案例金点

子奖励制度等相关激励教研和论文写作方面的制度。三是做好执行和

兑现，取信于生，发挥激励作用。2023 年共兑现奖励 4.5 万元，奖

励 MPA 师生及学硕 106 人次。（优秀毕业生：4 人*1000 元=4000 元；

金选题：3金*3000 元=9000 元、7 支*2000 元=14000 元；全国案例大

赛：百强三等奖 6000 元，7支*1000 元报销=7000 元；省案例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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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元+2 支*1500 元=5000 元）（学生：102 人，教师：4 人）

2.5.1 研究生奖助制度

表 11 研究生奖助制度情况一览表

奖助制度名称 发文时间 主要奖助目的 奖助对象

南京财经大学MPA研究生评

奖评优管理办法
2020．7．1

鼓励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MPA）

刻苦学习、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精通

突破，培养具有职业胜任力的高层次应

用型、复合型专业人才。

公共管理硕

士（MPA）

南京财经大学MPA研究生评

奖评优管理办法（2023 修订

版）

2023.3.6

鼓励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MPA）

刻苦学习、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精通

突破，培养具有职业胜任力的高层次应

用型、复合型专业人才。

公共管理硕

士（MPA）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优秀

学位论文评选办法
2016．2．29

培养和激励研究生的创新精神，提高我

校研究生培养质量，提高我校全国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和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

学位论文的中选率。

全校研究生

2.5.2 研究生奖助水平和覆盖面

2023 年，本学位点奖助经费共计 4.5 万元，生均 190 元，资助

对象 102 人，资助率为：奖学金 10%、案例大赛 43%。（2020-2022

级共 237 人）。

表 12 研究生奖助情况与奖助覆盖面

年份 资助经费 人均资助强度 资助人数 资助覆盖面

2023 4.5 万元 190 元 102 43%

表 13 部分专题奖助项目和奖助经费表

项目名称 年度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

优秀毕业生奖学金 2023 0.4 4

金选题大赛 2023 2.3 46

江苏省优秀学位论文 2023 0.5 1

江苏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2023 0.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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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在招生和选拔上做好了以下几点：一是做好生源调研和

招生宣传，每年开展定向和非定向的招生宣传活动，有针对性、有重

点地进行招生宣传，提高有效性。2023 年由唐润、江永清教授分别

带队到安徽广德、江苏盐城等地进行实地走访调研，做好招生的宣传

和发动工作。二是发动教师和导师，运用其社会关系，针对重点区域

和联合培养基地做好发动工作。比如南京高淳区、溧水区，安徽广德、

马鞍山等地成为重点招生区域。三是利用好组织部门的政策，做好金

融、税务、政法、医疗等行业和系统的招生宣传和动员工作，效果逐

步显现。

3.1.1 学位点招生选拔与生源情况

表 14 招生选拔与录取情况一览表

年份 报考数量 录取人数 录取比例

2023 220 70 29%

表 15 本学位点 2022 年招生生源构成情况一览表

年份/地区
2022 2023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江苏 54 52.95% 20 28.57%

安徽 10 9.8% 6 8.57%

其他 38 37.75% 44 62.86%

长三角地区 64 62.25% 31 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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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选拔机制与生源质量

学校2023年将专硕招生增加名额向MPA倾斜，每年分配给MPA 的

招生名额逐年递增。MPA 生源广泛分布于江苏、安徽、云南、河北、

内蒙等省市，82.86 %的生源分布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等公共部门。

3.1.3 招生选拔质量保障措施

一是明确标准，做好资格审查和复试考察工作。规定报名参加公

共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大学

本科毕业后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

毕业学历或大学本科结业后，符合我校相关学业要求，达到大学本科

毕业同等学力并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

学位后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二是强化思政考核和综合考核。

坚持专硕复试条件与学硕同等标准，在学校制定的2023年《南京财经

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和录取工作办法》中，进一步强化了思想政

治和综合素质的考察。同时，在复试的过程中，为了克服后疫情时期

的影响，学位点对面试的老师安排进行了科学调度和优化，以满足考

生面试的实际需要，解决工作时间冲突问题。三是注重优胜劣汰，保

证生源质量。在复试环节，复试采取差额形式，比例一般为150%，提

高复试淘汰比例。复试全过程公开，特别是疫情期间，全程录像，确

保选拔公平公正。

3.2 思政教育

3.2.1 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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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的研究生统一由学校开设两门政治理论课程《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在必修课程中开设了《政治学》作为重要的政治基础知识和理论课程。

表 16 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情况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学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公共基础课 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公共基础课 1

3.2.2 课程思政

一是做好课程思政设计。为优化专业课的育人功能，自 2020 年

下半年起，在教学大纲撰写修订时，所有开设的专业课程中都深入挖

掘其中的思政教育元素，撰写课程思政要点及落实方式。二是开展思

政活动。曾请学院党委书记高晓东、江苏省委党校刘伟教授、南京师

范大学赵晖教授、江苏省政策研究室金世斌研究员等给 MPA 研究生上

党课，做思想政治教育。考虑到学生工作特点和分布情况因素，学生

通过线上与线下多途径参与，提高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3.2.3 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本学位点拥有专职辅导员 3 人，辅导员队伍建设与学术硕士辅导

员队伍标准相同。

3.2.4 研究生党建工作情况

本学位点的学生党员均为机关在职干部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党组织关系均未转入本校，目前不具备成立专业硕士党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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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但学生党员参与本学位点的党建学习活动。学院党委副书记孙

启获得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1 项，课题名称：高校劳动教养

平台建设对学生学业水平提升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3SJSZ0125）

3.3 课程教学

3.3.1 学科支撑

本学位点具有公共管理一级学科支撑，且同时拥有应用经济学、

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

等学科协同配合。截至 2023 年，我校已开展了 40 年本科教育工作，

毕业生人数众多。

3.3.2 课程计划与培养方向

学位点突出专业方向特色，整合教学资源和师资力量推进教学计划的

优化和方向的聚焦：一是不断优化教学计划。根据全国 MPA 教指委《公

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结合办学实践，经广

泛调研，办学 7年来制定培养方案并修订 3 次，确立“面向基层、能

力导向、财经特色”的 MPA 人才培养定位，凝练了公共经济治理为主

要特色方向，此外还包含地方政府治理、社会保障管理、政府机关运

行保障、数字政府、物资储备与粮食安全等多个专业方向，设置了

10 门必修课程（要求修满 21 个学分）、4门方向必选课（要求修满

8个学分），共 14 门核心课程，并针对专业方向设置 14 门选修课（要

求修满 8个学分）（详见 2023 版培养方案）。认真贯彻落实 2020 年

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为了引导 MPA 师生及学硕把研究做在中国

大地上，培养实践创新能力，鼓励学生参与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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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加强了《公共管理案例撰写与分析》课程，所有课程学分学时

均符合教指委规定。二是扎实推进“金课”建设。MPA 研究生学科专

业背景多元，基于生成性教学思维理念，对所有课程均成立包含 2 名

及以上任课教师的课程组，由课程负责人组织课程组讨论编写教学大

纲，并要求任课老师及时修订大纲。大纲突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

与基本方法”，参照“金课”标准，把最新研究成果引入教学内容、

做好课程教学设计，及时回应环境变化与学生需求。三是加强教学督

导，提升教学管理规范化水平。成立了以赵强教授牵头的 MPA 教学督

导小组，抽调教师 2-3 名，每学期对试卷、课程论文和教学过程进行

专项督导，加强教学过程的督导，院领导参与听课 5次以上，进一步

促进了教学管理的规范化。出台了《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关于

加强 MPA 学风督查工作的通知》，对学生学风和教学情况进行线上

线下常态化督查，保障教学质量，提升学风水平。

3.3.3 课程计划与主讲教师

表 17 主要课程计划与主讲教师安排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分 授课教师

1 学术规范和论文写作 必修课 1 金志云 李波

2 社会研究方法 必修课 3 汪栋 崔烨 曾迪洋 戴靓

3 政治学 必修课 2 黄建伟 王永生

4 公共管理 必修课 3 唐祥来 金志云

5 公共经济学 必修课 2 袁国敏 秦建国

6 公共政策分析 必修课 3 赵强 汪家焰

7 政府机关运行保障 必修课 2 江永清王永生

8 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选修课 2 梁誉、 汪润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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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选修课 2 李晓鹤、范雯

10 宏观经济政策 选修课 2 胡永远、

11 基层社会治理专题 选修课 2 汪家焰、饶芳萍

12 地方政府治理专题 选修课 2 黄建伟、江永清

13 公共危机管理 选修课 2 周昊玥、孙燕

14 数字政府治理 选修课 2 詹国辉、靳亮

15 公共管理案例撰写与分析 选修课 2
赵强、 江永清、 金志云、

秦建国、 靳亮、 汪家焰

16 决策与领导力 选修课 2 吴文俊、 杨洲

17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与统计

软件的使用
选修课 2 戴靓、范业婷

18 粮政学 选修课 2 黄建伟、靳亮

3.3.4 课程教材建设和教学成果

我校在 MPA 课程教材的选用中，坚持严格甄选、适时更新的原则，

在具体教学中，根据全国 MPA 教指委组织编写的《全国公共管理硕士

（MPA）核心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使用了全国 MPA 教指委推荐教材。

为了确保教学质量，在所有开出课程中，均配有多媒体课件、教案与

课程作业。同时主动融入在线教学的发展，在中国大学 MOOC、学习

通等平台建有多门线上课程资源，其中《公共管理》运用微课视频、

经典文献、原创案例、前沿论文、热点传真等多种线上资源，通过研

讨、辩论等环节进行共享协作交互的训练，为 MPA 研究生提供了丰富、

便捷的教学资源；这些资源的建设，满足了部分特殊情况研究生的需

求，也有力地应对新冠疫情对教学节奏的影响。2023 年春季学期以

来，MPA15 门课程全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授课方式进行。MPA 教

育中心针对我校 MPA 研究生的特点，广泛聘请专家学者来校或者在线

讲学。讲座嘉宾包括高校和科研院所学术带头人、相关职能部门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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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专家或业务骨干，内容涉及最新学术研究动态、社会热点问题、管

理创新等内容，满足了 MPA 研究生多元化、个性化学习需求。另外，

2023 年本学位点获得教学成果见下表 18。

表 18 本学位点获得的公共管理类教学项目

序号 成果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等级 项目负责人 单位署名次序 获奖时间

1
高校教师教学学术能力评价标

准、政策纠偏与提升路径擘画
本科校级教改项目 校级 汪 栋 1

2023-11

2
项目化小组学习引领的全过程混

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以公共管理

学为例

本科校级教改项目 校级 周昊玥 1 2023-11

3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立体式推进

策略与路径
本科校级教改项目 校级 汪润泉 1

2023-05

4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研究

与实践--以南京财经大学为例
本科校级教改项目 校级 朱高立 1 2023-11

5

基于专业与就业匹配的课程体系

建设与优化：以南京高校房地产

开发与管理专业为例

本科校级教改项目 校级 饶芳萍 1 2023-11

6
“课程思政”理念下的《大学生劳

动教育》课程建设与教学探索
本科校级教改项目 校级 李波 1 2023-11

7
大学生竞赛与专业课程融合的探

索与实践
本科校级教改项目 校级 戴培超 1 2024-10

8

公共管理通识教育课程教学质量

保障体系的研究与实践本科校级

教改项目

本科校级教改项目 校级 刘欣 1 2024-12

9
线上线下混合模式在《市政管理

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优化研究
本科校级教改项目 校级 詹国辉 1

2024-12

3.4 导师指导

3.4.1 导师选聘

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南财大学位字〔2022〕30 号《南京财经大学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的规定做好导师选聘工作。在校内导

师队伍的选拔和培养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学校制定了严格的导

师选聘制度，要求校内 MPA 指导教师必须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博

士学位、主持省级以上课题或在二类以上刊物发表论文、且有挂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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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和横向课题。为了满足 MPA 培养规模扩展的师资需要，我们按照 南

财公管字〔2023〕5 号《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细则》，

参照学校专业硕士导师选聘的标准和条件，公共管理学院进行了认真

研究和对照，并结合公共管理学院的师资队伍实际，按照坚持标准，

适度放宽，利于培养的原则制定了学院导师自聘试点工作方案。2023

年新增 MPA 教师 6名，导师 4 名；此举既满足培养的质量要求，又

要适应导师规模扩展的需要。与此同时，我们进行了以老带薪结对活

动，召开了结对交流会，制定了 6名具有丰富经验的导师跟年轻导师

结对子，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3.4.2 导师培训

为了不断提升 MPA 师资的教研、管理能力，学位点积极组织教师

参加各种类型的培训活动。2023 年师资共参加各类培训 63 人次，参

加全国 MPA 教指委主办的师资活动共 2 人次，保证每位 MPA 核心课

程任课教师平均每年参加 1次以上的师资培训活动。其中，黄建伟院

长参加延安研政治讨班，金志云副教授参加在成都举行的第八届中国

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启动会。我校非常重视同行之间的交流，积

极利用“江苏省 MPA 论坛”、全国财经院校 MPA 联盟、CAAPA、NASPPA

平台进行了广泛交流，学校还派遣 MPA 教师孙燕作为访问学者出境开

展合作研究，聘请朱宇等海外教授为学员授课。学位点专任教师 2023

年内参加校外组织的公共管理教育相关的培训、专业研修、课程研讨、

考察交流或出国进修等活动具体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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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学位点部分导师与教师培训、研修、交流情况表

序

号
培训主题 培训时间

培训

人次
主办单位

1
江苏省高层次人才理想信念

专题教育培训班
2023.7.6‐10 1

江苏省人社厅、陕西延安

干部学院

2
高校本科一流课程建设专题

研讨会
2023.4.14‐4.17 3 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

3
第三届财经类院校 MPA教育

联盟大会
2023.12.8‐12.9 1

全国财经类院校 MPA联

盟、山东财经大学

4 社会主义学院第九期培训班 2023.05.19 1
南京财经大学社会主义

学院

5
第八届全国社会保障师资培

训班
2023.07.06 1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

6 “劳关天下”夏季专修班 2023.07.16 1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

学院

7

全国高校住房与城乡建设领

域实践案例教学暑期师资培

训

2023.07.30 1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培训

中心、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房地产专业委员会

8
高校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研讨

会
2023.08.04 1 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

9
教师党支部“双带头人”培

训
2023.07.17 1 南京财经大学

10
2023年全国MPA院长政治建

设专题研讨班
2023.07.01 1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11
2023年江苏省高等院校劳

动教育师资培训
2023.11.30 1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

劳动教育研究委员会

12
全国首届公共管理学科发

展与教材建设研讨会会
2023.11.06 1

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

所（国家教材委员会专

家委员会秘书处）

3.4.3 强化导师责任

强化导师负责制，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政教育中“第一责任人”

的作用。贯彻落实《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坚持正确思想引领、

科学公正参与招生、精心尽力投入指导、正确履行指导职责、严格遵

守学校关于复制比、学术不端等规定，把关学位论文质量、严格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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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管理，明确导师指导行为的“十不准”，建立服务学生的沟通服

务平台，辅导员与学生事务中心教师及时跟进解决学生反馈问题，学

生满意度高。

3.5 实践教学

3.5.1 做好案例开发，积极组织和参与案例大赛

学位点历来重视案例建设，形成了以案例课程建设为基础、以项

目团队为依托、以“金选题”大赛为驱动，融合政产社媒资源，以案

促教、以赛促学，形成案例建设为支撑的 MPA 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培

养集成体系。校院出台多项政策鼓励支持案例入库、案例大赛、案例

教学。《南京财经大学学术成果奖励与学术绩效分值计算标准的补充

规定》、《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案例培育团队规定》、

《南京财经大学 MPA 研究生评优办法规定》也对参与案例建设师生取

得成果予以奖励。2023 年获得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三等奖

一项，组织奖一项，优秀指导教师 2人，江苏省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一

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优秀组织奖 1 项，优秀指导教师 4 人。继续

资助院级案例开发团队 4个，投入费用 6.2 万元。

成功承办江苏省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本次大赛参赛队伍多，

队伍来源广。来自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财经大

学、河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省内 24 所高校的 155

支队伍参加了初赛，经专家匿名评审，有 96 支队伍进入复赛，再经

专家匿名评审，有 40 支队伍进入决赛。此次大赛规格之高，规模之

大，获奖人数之多，均创历史新记录。江苏省管理学类研究生教指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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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么重要的比赛交给我院来承办，相给我院 20 年院庆增添不少光

彩。

表 20 本学位点学生参与案例竞赛与教师入库案例编写实践活动一览表

序号 活动或成果名称
活动或取得

成果的年月
活动或成果简介（限 200 字）

1
中国研究生公共

管理案例大赛
2023 年 4 月

组织了 7 支队伍参赛，其中 1 支队伍获得全国三等奖、全国前

百强，其余 6 支队伍获得成功参赛证书。

2
江苏省公共管理

案例分析大赛
2023 年 11 月

荣获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并获得优秀组织奖,4 名教师获

评优秀指导教师。

3

第五届南京财经

大学公共管理案

例“金选题”大

赛

2023 年 11 月 共评出金奖 3 项，银奖 7 项。

4
南京财经大学入

库案例评选
2023 年 1 月

项江苏省教育厅组织江苏省研究生优质教学资源评选，《从生

到死的无监道：N 市 Q 区液化气钢瓶监管的窘境与破局》评

为优秀研究生教学案例

3.5.2 产教协同育人

本学位点在产教协同育人方面的主要举措有两点：一是与专业相

关的事业单位建立实习实践基地。南京社保中心研究生工作站，继续

通过联合开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财

务供给多元主体融合机制、模式与制度架构研究），以及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社会保险费率调整与就业促进的互动

机制研究）等课题的研究，取得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在研究生培养

上，每年联合培养 2-3 名研究生，从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长期护

理保险等科研与相关业务的研究与学习，为研究生实践锻炼提供了良

好的平台。二是与知名企业建立人才培养联合体，与中南、融创、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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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等企业建立校企人才培养联合体，采用校企双向挂职、共同开发课

程、合作指导学生等方式开展合作，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获批的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研究生工作站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

站。该工作站于 2018 年 6 月设立，南京市溧水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局实践基地 2019 年 6 月设立。2023 年 9 月，获批两个研究生工作

站，分别是江苏省土地规划勘测院和江苏省土地开发整理中心，该研

究生工作站的设立，进一步拓宽和丰富了本学位点的研究内容和培养

方向，建立了学校和政府事业单位联合人才培养的新机制，各研究生

工作站 2023 年新接收人数 18 人，为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奠定

了基础。

根据全国 MPA 教指委“正在公共部门工作或曾经在公共部门工作

过的 MPA 研究生可以在本单位完成社会实践”的精神，我校 MPA 社会

实践的主要环节采取“明确主题的在岗实践、社会调研、研究生创新

项目、拓展训练”四个方式进行，先后进行房地产调控、教育财政、

城市社区治理、城市应急管理等多主题调研活动。学校还多次采用与

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合作调研实习等形式，形成“校政合作型”、

“社会服务型”的多样化实践教学平台。学位点所在单位与江苏省财

政厅共建江苏现代财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与江苏省人社厅共建南京

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院，共同开展教研合作与公共管理热点问题调

研；与江苏省盐城市地税局、安徽省广德市委组织部、南京市溧水区

委组织部、高淳区委组织部、扬中市政府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订单式培养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共管理高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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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研究生的学术交流和培训活动。一是完善了相

关的政策规定，对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比照学术硕士进行资助和鼓励。

二是支持研究生导师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座等活动，带动研究生参

与学术交流。2023 年江苏 MPA 论坛，获得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

三是通过以赛促交流，以调研促研讨。通过参加案例比赛和课题调研

活动参加学术和实践交流活动。学生参与学术交流活动，2023 年为

人次，生均为 3人次。

表 21 2023 本学位点师生参加主要学术交流情况表

序号 类型
课程/讲

座名称

主讲人
开设时间

授课学

时
授课对象

姓名 工作单位

1 开设讲座

媒体网络舆

论引导与突

发事件危机

应对

刘斌
南京市委网信

办
2023.2.19 3 硕士

2 开设讲座

灾害救援应

急指挥困境

分析与启示

胡象明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2023.9.18 3 硕士

3 开设讲座
从机关事务

看时代变迁
徐炜

江苏省机关事

务管理局
2023.12.10 4 硕士

4 开设讲座

DRG 绩效

指标与支付

盈亏预测

杨兵全
东南大学附属

中大医院
2023.3.29 4 硕士

5 开设讲座

智慧城市与

数字公共治

理

张毅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2023.4.14 4 硕士

6 开设讲座

公共管理思

想发展的理

念和脉络

唐任伍

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研究

院

2023.4.20 4 硕士

7 开设讲座

社科研究的

理论建模方

法

童星

南京大学社会

风险和公共危

机管理研究中

心

2023.6.21 4 硕士

8 开设讲座
全方位夯实

粮食安全根
李蕊 中国政法大学 2023.6.27 4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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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的法治进

路

9 论坛

青年教师教

学科研协同

推进：探索

与实践

宁泽逵 西安财经大学 2023.6.21 4 导师

10 讲座

医养结合：

国家战略与

实践困境

杨翠迎 上海财经大学 2023.9.13 4 硕士

11 讲座

数智时代的

社会风险与

平台治理

吕鹏

中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研究所

经济与科技社

会学研究室

2023.9.28 4 硕士

3.7 论文质量

3.7.1 论文质量管理制度

一是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防范学术不端行为。学校出台的《南

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工作办法》、《南京财经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处理办法》规定：硕士学位论文初检复

制比<20%，初检检测结果为“合格”，可申请学位论文“盲审”；20%≤

硕士学位论文初检复制比45%，初检检测结果为“修改后复检”，研

究生须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硕士学位论文修改时间不少于两周。修

改后经指导教师、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的，方可申请

学位论文复检；硕士学位论文初检复制比≥45%，检测结果为“不合

格”，本次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申请无效，不得申请学位论文“盲审”。

研究生须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硕士学位论文修改时间不少于三个

月。二是强化导师责任，加强审核管理。学位论文修改后经指导教师、

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的，方可重新提出学位论文复制

比检测申请；学位论文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经专家认定，研究生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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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轻重给予研究生批评教育、警告、严重警告、推迟申请学位直至

取消其申请学位资格等处分，并视情节轻重，建议学校按《南京财经

大学学术道德规范》文件规定给予研究生指导教师相应处理。

3.7.2 严格执行评审规则和审查办法

认真执行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程序和处理办法，严格按照《南京

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工作办法》执行。学校对学位申

请人学位论文进行盲审。学位论文盲审程序和处理办法按照《南京财

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盲审管理办法》执行。

3.7.3 加强论文质量管理与监控

学位论文是检验研究生学习与运用知识理论的重要环节，也是体

现学术与应用能力的综合平台。学位点高度重视学位论文工作，通过

多渠道传递学位论文重要性，改变部分学生对学位论文质量认识的偏

差，建立了一整套程序性制度。一是配备优秀师资讲授《学术规范与

论文写作》课程。从论文写作辅导讲座、任务下达、开题报告、进度

跟踪、中期检查、论文审阅、答辩等环节严抓毕业设计质量。在选题

上除了要符合专业要求外，注重向公共经济治理方向聚焦，凸显财经

特色和优势。二是严格把关。学校建立学位论文二次开题与多次预答

辩制度，进行层层严格把关。2023 年首次开题通过率约 94.74 %，开

题环节的严格与规范性，加深了 MPA 研究生对学位论文写作严肃性与

重要性的认识。2023 经过二轮及以上答辩之后，占比 91.04 %左右的

论文送出盲审；学位论文盲审通过后，组织校内外专家进行论文答辩。

2023 年来获得省级优秀专业硕士论文 1篇，另有 2 篇专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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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评校级优秀论文。

表 22 论文外审与抽检情况一览表

年份 外审数量 合格数量 外审合格比例 省抽检数量 合格数量 抽检合格比例

2023 65 63 96.92% 6 6 100%

3.8 质量保证

3.8.1 质量保障制度

学校和学院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了多项制度来保障 MPA 教育质量

的稳步提升，构建全方位多层级的质量保障长效机制。详见表23：

表 23 学位点质量保障相关制度与规定一览表

质量保障制度名称
制度发文时

间
主要目的 管理与服务对象

南京财经大学 MPA 招

生复试和录取办法
2015.1.5.

为完善和规范我校公共管理硕士（MPA）研究生

复试和录取工作，保证研究生生源质量，提高

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水平，确保研究生招生工

作的公开、公平、公正

公共管理硕士

（MPA）

南京财经大学关于

MPA 课程任课教师的

管理规定

2015.9.4.
保证和提高 MPA 研究生培养质量，打造南京财

经大学 MPA 品牌

公共管理硕士

（MPA）教师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关于实施公共

管理案例开发团队培

育工作的相关规定

2020.9.30

推动公共管理教育教学法改革，提升公共管理

专业学生运用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鼓励师生积极参与、投入案例开发、撰写、

研究及案例教学工作

公共管理硕士

（MPA）

关于调整南京财经大

学 MPA 教学委员会的

通知

2021.9.15 加强 MPA 培养工作

公共管理硕士

（MPA）教学委员

会成员

南京财经大学 MPA 论

文指导教师选聘与考

核办法

2015.9.4

加强 MPA 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发挥导师在研

究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

的不断提高

公共管理硕士

（MPA）导师

南京财经大学 MPA 兼

职导师聘任办法
2015.9.4.

推动 MPA 教育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我校 MPA

教育的声誉，改善师资队伍构成，提高 MPA 研

究生培养质量和水平，加强和规范对 MPA 兼职

导师的管理

公共管理硕士

（MPA）兼职导师

南京财经大学 MPA 研

究生学籍管理规定
2015.9.1

为了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为国家培

养高层次专业人才的中心，加强和完善 MPA 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学籍管理，保证 MPA 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公共管理硕士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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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 MPA 研

究生课程管理办法
2015.9.1

加强 MPA 研究生课程建设，促进 MPA 研究生培

养质量的提高

公共管理硕士

（MPA）

南京财经大学 MPA 研

究生课程考核与成绩

管理规定

2015.9.4
确保 MPA 研究生培养质量，规范和加强 MPA 研

究生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公共管理硕士

（MPA）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

成绩管理规定
2015.1.9

为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规范和加强研究生成

绩管理

公共管理硕士

（MPA）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

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

例

2015.1

为规范研究生学术行为，营造良好的学术研究

氛围和制度环境，促进学术进步和学术创新，

杜绝学术虚假现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为准绳，贯彻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

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有关精神

全校研究生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

理硕士（MPA）专业学

位研究生学位论文过

程管理规定

2015.9.9

进一步提高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加强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

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过程管理，建立完

善的 MPA 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

公共管理硕士

（MPA）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关于硕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质量控制

的补充规定

2018.10.23
为进一步加强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控制，

提升硕士研究生论文质量。

公共管理硕士

（MPA）

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盲审管理办法
2019.1.14 为进一步提升硕士研究生论文质量。

公共管理硕士

（MPA）

南京财经大学 MPA 研

究生评奖评优管理办

法

2020．9．30

鼓励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MPA）刻苦学习、

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精通突破，培养具有职

业胜任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业人才。

公共管理硕士

（MPA）

南京财经大学 MPA 研

究生评奖评优管理办

法

2021．5．29

鼓励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MPA）刻苦学习、

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精通突破，培养具有职

业胜任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业人才。

公共管理硕士

（MPA）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院聘导师管理

办法

2022.6.13
根据学校授权，自主聘用专硕导师，满足人才

培养需求，新增院聘导师 15 人。

公共管理硕士

（MPA）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关于加强学风

督查工作的通知

2023.6.1

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持续改进学风，

根据学校有关文件精神，经公共管理学院党政

联席会研究决定加强 MPA 学风督查工作，现将

会议形成的具体决定通知。

公共管理硕士

（MPA）

南京财经大学 MPA 研

究生评奖评优管理办

法（2023 修订版）

2023.3.6

为鼓励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MPA）刻苦学

习、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精通突破，培养具

有职业胜任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业人

才。根据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相关文件及《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奖

（助）学金及评优表彰管理办法》精神，制订

本办法。

公共管理硕士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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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导师质量管控责任

严格规范校内外论文导师的资格，同时为了应对部分导师指导生

数增加带来的压力，学位点出台 MPA 学位论文团队指导暂行办法，鼓

励更多有能力有精力有责任、但暂不具备导师资格的教师参与到导师

团队中，协助导师更好地指导学生论文写作。为了督促研究生导师保

质保量的进行论文指导工作，学校特就论文导师工作作出如下补充规

定：凡是指导论文双盲审中成绩有 60 分以下且另一成绩 70 分以下，

指导教师下一年度减半指导研究生人数，连续出现上述情况两人次暂

停指导教师招生。对于指导论文获得省优硕士学位论文的奖励 20000

元，校级优秀论文的 2000 元。2023 年，由于论文指导质量考核标准

的执行，有 1名导师暂停一年的招生资格，2名导师招生名额进行减

半处理。同时，对于人事关系调离本学位点的导师，视情况分别进行

了停招转出和减招等手续和程序，保证指导质量和指导工作的有效衔

接。

3.8.3 制度执行

强化主体责任，建立专业化管理、督导的机构与队伍。为了进一

步规范优化 MPA 教学，成立了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组，进行常态化、

长效教学监管；完善制度机制，在学生教学和培养管理中，严格考勤、

考试、考核制度，优化考核评价体系与结构，制定和实行了较为严格

的请假报批制度；以服务要质量，严格管理与用心服务相互增益，中

心建立了全方位的师生沟通渠道，通过中心网站、微信公众号、班级

QQ 群、微信群等方式立体化地加强沟通和联络，发布信息和收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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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见建议，解答解决问题，做到管理育人，服务育人。

3.9 学风建设

3.9.1 学风管理制度执行

在学生教学和培养管理中，严格考勤、考试、考核制度，优化考

核评价体系与结构，制定和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请假报批制度，要求学

生出具单位人事部门的证明并经中心分管领导同意后才允许请假；强

化平时管理，课程成绩中平时成绩占比 30%-40%。同时严格执行集中

授课考核制度、课程成绩考核制度、教学实践考核制度，并建立了稳

定、畅通的师生沟通渠道和教学质量反馈机制。

3.9.2 学风教育活动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学风教育，大力推动学风建设活动的开展，努

力增强研究生学术道德水平。

表 24 2022 研究生参加学风教育活动一览表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

形式
参加人数 教育内容（限 100 字）

1 学术论文的规范
线 上 讲

座

2022-2023 级

MPA34 人

学术论文与学位论文的格式规范与论文标准

以及参考文献的规范和相关细节问题

2
学术规范和学位

论文写作
课 程

2022级MPA67

人

遵循科研规律，维护学术道德，坚守科研诚

信，进行系统的选题、文献综述、选择研究

方法、进行研究设计、撰写论文的技术与工

具的讲授与训练，特别是有针对性地进行从

相关性分析到因果推断方法的运用训练。

3
2023 级新生入学

教育

线上报

告会

2022级MPA63

人

引领与鼓励研究生深入实践、加强科学思维

与方法训练，维护学术道德，坚守科研诚信，

做扎根中国大地上学问的重要课程。

4.

学习《南京财经大

学研究生学位论

文复制比检测工

作方法》

专 题 会

议

MPA 导师及团

队成员 27 人

新老文件对比解读，强调复制比检测系统、

检测内容等细节、复制比检测结果处理的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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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习学风督查工

作的通知

专 题 会

议

2022\2023 级

MPA

向学生讲解学风督查的具体执行细节及旷课

违纪等认定标准。

3.10 管理服务

3.10.1 管理与人员配备

学校高度重视和支持学位点的建设和管理工作。2019 年起在原

有行政、教务办公室管理体系上，增设 MPA 教育中心案例建设、学生

事务与发展、国际交流与认证办公室，现包含 MPA 行政办公室及辅导

员、研究生秘书、教务秘书专职管理人员 3人，兼职管理人员 6人。

3.10.2 评价与反馈

学校将 MPA 教学评价纳入研究生教育统一评价体系中，每门课程

结束时，由学生填写《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教学质量

评估问卷》，2023 学年问卷均分为 98.5 分，学生的课程参与度、课

程活跃度较高，特别是案例教学中参与率达到 100%。为孕产、哺乳

期同学提供线上线下同步学习资源，能及时回应并解决学生反馈的各

类意见与建议，以优质服务提升培养质量和管理效率。

4．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由于本学位点建设单位为文科类院校，主要任务是培养公共管理

专业硕士，专任教师的科研工作主要聚焦在社会科学领域，虽然进行

部分实训系统和仿真系统开发，但在科技进步的贡献方面尚有待突破。

4.2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和决策咨询，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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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究基地社会保障研究院为顺利通过验收，与校内外合作申报的

江苏现代财税治理研究院获批省级重点智库。

2023 年，校院两级制定政策切实提高学位点的社会服务水平。

一是加强与行政机关、企事业对口单位的横向联系与合作，开拓精品、

高端培训项目，通过社会服务层次的提升来提高师资水平、实践教学

水平及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院的社会影响力与美誉度。MPA 骨干

教师在实地调研基础上撰写并在省级以上智库平台或报刊发表资政

建言类智库成果 20 余篇，其中获省部领导批示或省级以上部门采纳

的智库成果 2 项。二是注重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MPA 骨干教师立足

学校办学特色，利用在国家粮食安全治理方面的前期积累，积极参加

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的政策制定。2023 年 7 月，黄建伟教授受邀参加

《粮食安全法（草案）》的立法咨询且提交的咨询意见得到全国人大

法工委和相关部委的肯定。2023 年 2 月，詹国辉撰写的研究报告《充

分运用信息技术唱响我省“有事好商量”线上议事平台的对策建议》

得到省政协主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

4.3 文化建设

本学位点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公共管理高级复合型人才，在文

化建设方面主要是突出思政教育，增强公共管理研究生的理论自信、

文化自信。在教学科研中注重研究公共管理中的中国管理文化与管理

哲学，丰富了人才培养的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的内涵。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江苏是 MPA 教育的大省，特别是在高校林立的南京，作为省属财

经类大学的我校 MPA 教育面临着如下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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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彰显特色、树立品牌仍有差距

目前在 MPA 建设中按照规定动作进行规范化培养的措施较多，自

选特色动作谋划相对较少。如何在与公共管理一级硕士点相互协同发

展的统筹考虑不足。与南京和江苏竞争对手林立的 MPA 教育竞争格局

中，如何进一步凸显优势，错位发展，聚焦方向，形成财经特色，增

强管理亮色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2.新增导师队伍综合素质能力待提升

随着学校对 MPA 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近三年来招生规模逐步

扩大，但相当部分生源来自于调剂，在优质生源的竞争力上尚有不足，

学院现有师资 35 岁以下的占比较高，他们已经具备 MPA 指导教师的

学术能力，但在实践经验、社会阅历方面还需加强。其次，MPA 教育

培养与学硕培养不同，他们没有完整的培养过程历练，在对话沟通和

指导方法方面有待提高。 由于 MPA 师生及学硕在精力和时间上难以

保证足够的投入，论文质量过多依赖于导师；特别是随着延迟毕业学

生的数量增多，部分导师指导压力加大，对于进一步提高培养质量有

所制约。同时论文外审专家队伍范围大，远远超出 MPA 导师的范围，

论文外审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给指导老师增加了很大的压力，部分

导师长期超负荷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增导师申报的积极

性。2022 年 为了解决导师队伍的数量不足，我们争取到学校的政策

试点，自主选聘了 15 名院聘导师，2023 年新增了 4名导师，年轻的

导师指导经验和指导能力方面尚有所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培训和促

进以老带新，提升新增导师的指导能力。



- 35 -

3.生源来源和职业构成多元，工学矛盾较为突出，精细化培养管

理实现有难度

随着招生范围和规模的扩大，部分生源通过调剂而来，2022 级

学生居住地分布苏、徽、云、冀、蒙等地，部分生源的职业构成也较

以往更为复杂化，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占比相对下降，这样为

后续的论文选题和就业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我校来自基层的 MPA 师生及学硕占比达 80%以上，他们的工学矛

盾比较突出，培养质量管控难度大。叠加疫情影响，教学与管理基本

以线上为主，精细化培养服务管控难度大。MPA 学员目前采用“不脱

产”在岗学习方式，授课基本上在周末进行，这对于本学位点生源以

基层工作为主的研究生来说，百分之百到课存在困难；学位论文写作

也由于时间精力制约，近 3年的延期毕业的研究生数量有所增加，这

构成了我们当前办学的重大挑战。为研究生设计更精准的学习与论文

写作指导服务体系，用高水平的培养体系吸引人、用严格的制度管理

来规范人、用人性化的服务感动人方面，依旧需要努力。

4.本地域招生竞争加剧，用人单位的报销政策对招生形成重大影

响。本学位点所在的江苏地区培养单位不断增加，数量达到 20 多家，

且与上海、浙江等长三角形成竞争的关系，在生源有效的情况下，招

生的难度增大，尤其是在江苏地区招生竞争格局呈现两极分化，985

高校生源仍然充足，生源质量高。其他高校学位点则面临生源衰减问

题。与此同时，由于财力紧张，原有的国税、银行、区县政府的学费

报销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由原来的的大比例报销和补贴交通费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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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为不报销和小比例报销，对于报考意愿和学习持续性形成冲击。

三、下一步建设计划

1. 发挥平台优势，助推 MPA 教育发展

一是借助学校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平台和学院公共管理一级学科

硕士点建设平台，促进 MPA 教育发展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点的共同发

展，实现实验平台、实践教学平台、优势师资和特色课程资源的共享

和反哺。

二是通过积极争取省有关部门和学校的政策支持，资金扶持，推

动更高层次的实验、实践和研究平台建设，推动公共管理课程粮食安

全应急管理仿真实验室建设和公共政策分析模拟实验室建设，为 MPA

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三是通过国际认证的相关基础工作，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努

力打造国际化的平台。

2.多措并举，师资队伍建设再上新台阶

一是坚持按照高标准严要求，对现有公共管理教师队伍进行有针

对性的培养和开发，跟踪管理，满足导师的发展需要；积极向学校争

取更加灵活的导师资格条件，加快研究生导师培养，扩大导师队伍的

规模，每年争取增加 2-3 名导师。

二是抓好专任教师和导师的培训和能力提升。对现有的教师和导

师队伍严格按照教指委的相关规定进行培训和交流，提升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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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鼓励和支持 MPA 教师参加全国 MPA 教指委的各项培训活动，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提高师资水平。资助 MPA 教师参加国际学术

交流和访学活动，开拓国际视野。加强院聘导师的进一步培训和以老

带薪结对活动。

三是加大师资引进力度。针对 MPA 教育的需要，今后在引进人才

中，重点考虑 MPA 教育和一级硕士点建设的需要，优先引进一批优秀

的 MPA 教师。重点做好公共管理的领军人才和 MPA 优秀教师的引进工

作。

四是做好行业导师的综合评估和动态管理，完善激励机制，实现

内外结合，双元培养。进一步落实导师激励考核制度和教师管理制度，

进一步做好行业导师的动态管理工作。

3. 凝练方向，彰显专业特色

一是以数字经济与数字政府治理方向为核心，凝练培养特色。目

前 MPA 专兼职队伍共有 5个团队方向，未来要聚力发展，挖掘资源内

涵，结合校院学科基础，集中人、财、物资源，大力加强具有专业（行

业）特色的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其中以公共经济治理为核心，将研

究的重心、师资优势资源和课程设计的重点向公共经济治理方向倾

斜，进一步强化培养特色，同时兼顾地方政府治理、社会保障、应急

管理和数字政府方向。考虑到在土地资源管理方面的优势师资力量，

考虑增设土地资源管理方向。

二是立足江苏、放眼长三角，走差异化发展路线，整合校内外资

源，培养行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人才，形成自身特色和品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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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提高培养质量和社会认可度，成为江苏及安徽等周边区域社会认

可的高层次基层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优质基地。一方面，深化联合培养

基地的联合培养机制和考核机制，提升联合培养基地的规模和质量；

另一方面，切实围绕品牌和特色打造，提升办学特色和社会美誉度，

加大宣传和传播，增强招生的吸引力，大力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满

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加大招生宣传，优化奖学金制度，对重点行业和系统进行有针对

性的宣传和动员，对有合作意向或者合作经历的重点区县进行结对合

作，推动合作办学和深化合作机制，招生机制和培养机制同步更新，

创新培养模式和招生模式同步进行，扩大招生数量的同时提高生源质

量。

三是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进一步开创特色。一方面，加强

中心教师与南京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院、南京财经大学政府管理研

究中心的协同，与联合培养基地合作，开展横向项目合作和课题研究，

增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二是开展地方数字经济与

数字政府治理大调研活动，以导师组为单位组织学生开展联合调查，

撰写调查报告，呈报相关实践部门，加速成果的应用和转化，提升社

会影响力。

四是进一步抓好以赛促学，教育学术与科研学术融合。以案例团

队建设和案例开发为龙头，积极开发相当数量的自主知识产权案例，

通过组织参加国家和省级案例大赛，案例连接理论与实践，融合方法

与工具，推动培养模式的创新。积极做好案例入库的准备工作，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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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参与案例入库的积极性。继续鼓励导师以课题为牵引，带动学生

参与学术研究，提升学术能力，融合进入教学和研究，实现学术与教

学工作进一步融合。

4.健全激励机制，切实提高培养质量

制度建设是保持 MPA 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进一步完善校、

中心原有制度，特别是根据合格评估的专家组建议进行制度的“废、

改、立”。

一是抓实践教学和示范引领，促进 MPA 教学管理的规范化、标准

化。抓教材建设，出台《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材建设实施方

案》；推进重点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一体化协同推进。通过培养方案

调整，学位论文流程管理等制度实现整个教学流程的规范化管理。制

定出台“播种计划”，加大对优秀学位论文师生的激励。

二是进一步落实导师责任，切实提升培养质量。尤其是狠抓导师

组工作的落实，强化导师的指导责任。在提高论文选题质量上下足功

夫，在研究方法上做足功课，在学生进度管理上用足精力，设立指导

老师与学生论文半月进度管理制度，落实各个环节的考核与预警工作，

发挥有效的激励作用，提高准时毕业率。

三是进一步争取学校支持，落实 MPA 教指委关于办学经费的投入

标准和比例，加大导师队伍培养的支持力度，加强实践基地和实验室

建设，从而形成良性发展的格局，为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供保障。

新的一年，新的起点，新的挑战。2024 年，在党的二十大开启

的新征程上，我们将抓住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全力促进学生专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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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实践能力的综合提升，服务地方经济治理，培养高层次、复合

型公共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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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南京财经大学会计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具有

坚定的思想政治素质、优良的职业道德、扎实的专业知识功底、广阔

的国际视野、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开拓创新能

力，能够适应不同环境，在各类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和

中介组织中从事高层次会计、财务、审计与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

专门人才。 

（1）思想政治素质。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

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2）专业综合能力。理论、实务与职业道德并重。一是系统掌

握会计学专业理论知识，了解相关理论前沿、发展趋势和现状，具有

独立的科研创新能力；二是具备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熟悉企业实情

和会计实务，能够运用会计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现实问题；

三是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积

极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 

（3）身心健康要求。具有良好的体魄和健全的心理素质。 

1.2 学位标准 

依据《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规章制度的要求，

本学位点授予硕士学位的基本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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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思想要求。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

遵纪守法。 

（2）课程要求。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必修课平均成绩在

75 分（含）以上。 

（3）外语要求。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阅读本专业的

外文资料，使用外语开展本专业相关工作。 

（4）专业实践要求。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实习实践活动，提交

实践计划，撰写实践总结报告。 

（5）学位论文要求。论文选题应属于本学科研究领域，其基本

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有学术价值及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

应能体现出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应反映出科学的方法和较熟练的技能，具有一定的新见解，突出

学以致用；论文结构、体例和打印符合规范，参考文献符合学校规定

的著录格式，论文字数不少于 3 万字。论文复制比不能高于 15%。通

过学位论文外审和答辩环节。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特色 

在新科技革命与文科融合化发展背景下，学院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秉承“德育润心+会计筑基+

数智治理”的育人理念，依托一流师资团队、一流学科专业和一流课

程体系，以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及行业发展需要为导向，以适应全球

化和“大智移云”科技创新为立足点，前瞻性地将大数据、人工智能、



 

- 4 - 

区块链等技术融入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全国一流、世界有影响力的专

业。培养恪守职业道德，具备财经专业能力、数智技术能力、业务协

同能力和战略决策能力，服务于政府、企事业单位“有德有才有情怀”

的高素质会计人才。 

2.2 师资队伍 

2.2.1 骨干教师 

本硕士点通过实施专项培训、组织多校协同的跨学科教学研修活

动等方式，组建了一批教学经验丰富、科研成果突出的教学团队。 

2.2.2 教师资质 

会计专业学位点采取国内外引进、在职培训、外派挂职和外聘兼

职等多种方式，加大硕导队伍建设力度，优化师资结构，形成一支知

识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和学缘结构搭建合理，教学

水平高、科研和实践能力强的专兼职结合的研究生导师队伍，其中，

正高职称教师数占比在 14%以上，拥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占比在 71%以

上。 

南京财经大学会计专业学位点拥有一支教学经验丰富、科研能力

突出，在实务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师资团队。其中，会计骨干教师、

副校长姚文韵教授担任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带头人、省级虚拟

教研室建设培育点带头人、财政部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咨询专家、教

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立项单位主持人、江苏省“333 高层次

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人选、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教学团队带头人

等；沈永建、张正勇教授为全国会计领军人才、江苏省线下一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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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负责人、中国会计学会会员高级专家、江苏省青蓝工程学

术带头人等。 

本授权点积极加强学院与企业深度合作，打造双元优秀师资队

伍，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元培养理念，提升培养研究生的实践

能力和综合素质。从知名企业中选聘一批实践经验丰富的行业专家担

任实践导师，主要职责侧重于指导学生提高实务操作能力，培养学生

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指导学生体验并形成初步的职业判断能力，解

决学生理论学习的不足，增加实践认知能力以及适应未来工作的能

力。本授权点聘请了江苏舜天、南京高科、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安永会计事务所、大生集团等企事业单位业务能力强、知名度高的实

务界专家担任本授权点的校外实践导师。至今，本授权点已聘请 124

位行业导师。 

2.3 科学研究 

2.3.1 科研项目 

本授权点多措并举提升教师科研创新能力，科研氛围浓厚，近五

年来共承担科研项目 120 多项，总经费超过 1200 万元。其中，纵向

科研项目 40 多项，总经费超过 700 万元；国家级科研项目近 20 项，

总经费 500 多万元。总的来看，本授权点承担科研项目的数量多、层

次高、经费充足，为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提供了资金保障。 

2.3.2 科研成果 

本授权点专任教师近五年来在《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

《Economic Modelling》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公开发表的高水平学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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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120 余篇，获得省部级科研奖项 10 余项，出版发行学术专著 10 余

部，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2 项，

全国商务财会学术论文一等奖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结项1项。 

2.4 教学科研支撑 

2.4.1 科研平台建设 

本学位点依托江苏高校工商管理优势学科，成立并发展了由江苏

省财政厅与南京财经大学共同发起、协同建设、产学研一体化的江苏

省现代财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另外，本学位点拥有财务共享大数据

中心和云财务实验室，充足的多媒体教室和实验实训平台、多类型和

多层次的平台建设为本学位点研究生乃至全校师生提供了优良的教

学保障和科研条件。 

2.4.2 出国留学项目 

本学位点与埃克塞特大学、哈德斯菲尔德大学以及堪培拉大学等

多所国际知名大学展开硕士项目合作培养模式。 

2.4.3 图书馆与数据库建设 

在研究生学术研究方面，我校图书馆藏书体系完善，覆盖哲学、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各学科门类，可用于会计专硕研究生

借阅浏览的中文藏书 65.7 万册，外文藏书 2.23 万册，长期订阅国内

期刊 626 种，长期订阅外文期刊 40 种，电子期刊读物 3001 种。 

我校不断完善图书文献、数据信息和研究资源的供给保障体系，

持续加大对专业资料室和阅览室的投入，加强数字化图书馆、文献资

料与数据库建设，增强电子阅览室的检索、阅读和查询功能，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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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提供信息化资源保障。 

其中与会计学科密切相关的中文数据库资源包括 23 个：中国知

网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人社版)、

国研网数据库、EPS 数据库、万得(Wind)、RESSET 金融研究数据库、

国泰安(CSMAR)、贝特云/Inews 研报数据库、皮书数据库、中经网数

据库、布瑞克农产品数据库、创业数字图书馆、就业数字图书馆、森

图创课、百度文库、网上报告厅北大法意网在线数据库、北大法宝读

秀知识库、方正 Apabi 中华数字书苑、移动图书馆、百链、全球案例

发现系统、NoteExpress 参考文献管理与检索系统。 

外文数据库 17 个：Science Direct(Elsevier)、Wiley、ProQuest 

ABI/INFORM、Taylor & Francis、SLCC(Springer)、EBSCO-HOST、JSTOR、

Emerald、ACS Journals、CEIC、全球新兴市场商业资讯数据库（EMIS）、

Un Comtrade、IBFD Online Journals Database、OECD、SSCI、 

Lexis.com 、PQDT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5 奖助学金情况 

本学位点拥有完善的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体系，奖助学金评选管

理严格依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执行。目

前的奖助学金主要分为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社会

捐赠类奖（助）学金等。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标准为 20000 元/生/

年。国家助学金标准为6000元/生/年。一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20%，

奖励金额为 12000 元/生/年；二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30%，奖励金

额为 8000 元/生/年；三等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50%，奖励金额为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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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生/年，学业奖学金覆盖面目前已达到 100%。本学位点在奖助学

金体系设置和覆盖方面，包括了不同奖励类型与不同奖励幅度的奖学

金，资助力度和受惠学生数均逐年增加。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3.1.1 招生流程 

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包括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和由全国统

一考试选拔两种形式，均严格遵循资格审查、初试、复试、录取等一

系列招生流程。同时，研究生院专设招生系统，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做到政策透明、程序公正、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健全，有效维护

考生合法权益。 

（1）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形式 

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主要由申请、复试和录取三大步骤组成。Ⅰ 

申请。申请人获得本科就读高校推免生资格后，有意者请先填写南京

财经大学接收推免生申请表进行预申请，登记个人信息和专业意愿。

Ⅱ 复试。推免生复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复试内容包括综合测试和

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两部分。推免生复试成绩采用百分制，满分为

100 分。综合测试和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成绩权重分别为 70%和

30%，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每位推免生复试面试时间原则上

不低于 20 分钟。受疫情影响，推免生复试采用网络远程面试方式进

行。复试过程要求全程录音、录像，专人负责记录工作，复试记录材

料保存三年。Ⅲ 录取。学校根据学生本科阶段的成绩和复试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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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是否录取。未参加复试或复试不及格者，不予接收。凡复试合格，

被我校接收的推免生，由学校通过“全国推免服务系统”发布待录取

通知，推免生收到待录取通知后，须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全国推免服

务系统”确认，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推免生拟录取名单报我校研究生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后，将在研究生院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

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拟录取名单须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审核，未经

核准或审核不通过的，一律不得录取。 

（2）全国统一考试招生形式 

全国统一考试形式过程主要由报名、入学考试、复试与录取四大

步骤组成。Ⅰ 报名。依据国家研究生统一考试要求，包括网上报名

和现场报名，每年报考时间随政策而定。Ⅱ 入学考试。初试科目为

两门：①199 管理类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Ⅲ 复试。复试环节主

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考试、专业课测试、综合测试、外国语听力及口

语测试和加试等。复试采取差额形式。具体复试录取办法和程序在我

校研究生院网站专门公布。复试方式包括笔试和综合面试。Ⅳ 录取。

我校在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按照教育部有关招生

录取政策规定及省级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补充规定，根据我校招生

计划、复试录取办法以及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思想政治表现、身心

健康状况等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3.1.2 招生人数 

从近年的录取情况来看，南京财经大学本校应届本科生是本位学

点最主要的生源来源，其他主要生源高校为全国知名高校及长三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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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兄弟院校，如西南财经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安徽财经大学等。

近两年本授权点平均每年招生人数为 206 人。 

3.1.3 生源质量保障措施 

本校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由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院统

筹管理，学校与学院官网定期发布招生信息，进行招生宣传和招生常

见问题解答。此外每年在研究生考试报考前期都派出招生团队前往主

要生源高校举办专场宣讲会，吸引优秀考生报考本专业。 

会计学院始终秉持依靠教学质量吸引学生的方针，近年来国家一

流专业及省级一流专业建设品牌效应逐渐显现，学院办学声誉和社会

影响力在不断提高，对优秀考生的吸引力逐渐增强。本硕士点生源质

量不断提升，为学院坚定不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能力和培养质量提供了扎实基础，形成生源质量、培养质量、学位质

量、发展质量共同提升的良性循环模式。 

3.2 思政教育 

3.2.1 课程思政 

本学位点为研究生开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两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全

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对引导研究

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志听党话、跟党走，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会计学院还深耕课程思政建设，建设具有学院特色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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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体系。一方面，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结合专业特点，将党史与

专业课程有机融合，挖掘生动鲜活的思政元素，培育时代新人，于

2021 年在学习强国推出 20 集“党史中的财经故事”系列微课程，如

“马背银行中的会计”“红色管家担使命 扁担银行挑初心”等，极大

丰富了学生课程思政的教学形式与内容。另一方面，聚焦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结合财经特色和学科优势，深入挖掘建党百年来 50 多位共

产党员的生平事迹、精神与情怀，传承和弘扬创业者精神，培养大学

生创业者经世济民的情怀和实业报国的精神，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推动

铸魂育人走深走实。通过展览、宣讲团宣讲、微党课、编写教材等方

式，将红色资源有效转化为“大思政课”的教学资源。成立师生宣讲

团，宣讲团走进党课、团课、班会，覆盖师生 3000 余名。所参赛项

目获得第十一届江苏省挑战杯金奖、挑战杯国赛铜奖及网络人气奖、

全国财经院校创业大赛二等奖等荣誉。 

3.2.2 辅导员队伍建设 

会计学院历来高度重视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致力于全面

提升辅导员铸魂育人能力，更好地担负起立德树人的崇高使命，不断

提高队伍的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全面贯彻落实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并且结合本学院实际情况，

制订了相应的辅导员日常工作规章制度，全面加强辅导员纪律作风建

设。积极组织辅导员参加职业技能竞赛、高校辅导员能力提升暨辅导

员队伍建设研修班等多种活动。学院还定期召集辅导员开展师德专题

教育会议，通过学习多个文件精神，进一步提升了研究生辅导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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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质量。 

此外，会计学院还注重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各研究生党支部都

配备有专门的政治辅导员，并定期进支部为研究生党员讲专题党课。

党课主题不仅围绕思想政治方面，还包括为人处世、职业规划以及心

理健康等多方面内容，为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促使其全面发展提供

有力支持。 

3.2.3 研究生党建工作 

在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党委的领导下，按照专业、年级对研究

生划分确立党支部，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党建工作扎实开展。支部组

织开展“读-讲-答”系列学四史专题活动、百年红起文化墙和廉文化

主题教育展等多项专题党日活动，发表活动推文 20 余篇，使“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除此

之外，支部还定期召开“党员学习日”活动，及时学习党中央的最新

会议精神及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研究生党支部通过全国高校“百个

研究生样板党支部”验收。 

3.3 课程教学 

3.3.1 核心课程 

本学位点致力于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

础，并适应会计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本学

位点共设有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审计理论与

实务以及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四个研究方向。立足这些研究方向，经

过科学研判和专家评估，开设《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财务管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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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务》《审计理论与实务》等必修课程和《财务报表与企业经营

分析》《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等选修课。本授权点开设的代表性核

心课程及主讲老师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  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必修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分 授课教师 

1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必修课 3 任兆柯、徐建玲 

2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必修课 3 
孟翠湖、张正勇、温美琴、

韩小芳、毛敏、尹律 

3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必修课 3 
李连军、蒋琰、谭文浩、

胡建雄、张莉芳、于琴 

4 审计理论与实务 必修课 3 
阚京华、管亚梅、何玉、

朱海涛 

5 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必修课 3 陈良、朱秀丽 

 

3.3.2 实践基地 

积极引入校外实践资源，加强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合作，

积极探索校企合作的“双元”人才培养模式，推进教学与实践双基地

建设。近几年，学院陆续签署了 50 余家实习基地，会计专业学位研

究生都完成不少于半年的专业实习。 

3.3.3 课程教学质量 

为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优化研究生课程及教学体系，提高研究

生培养质量，本校制订了《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课程管理办法》，对

课程要求、教师要求、督促与检查等方面进行评估，并由研究生教学

系统跟进，对评估结果进行处理。 

在这一系列的教学机制保障下，本学位点的硕导近两年来荣获首

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二等奖、首届江苏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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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特等奖等大量优秀教学成果。  

3.3.4 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本学位点利用南京财经大学

“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对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所有课程的教学质

量进行有效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应的任课教师。学院根

据《南京财经大学关于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的管理规定》，在课程组

中挑选教学经验丰富、学术能力强的老师担任该门课程的任课老师；

根据学校督导管理制度，学校将定期与不定期安排督导老师深入课堂

对老师的上课质量进行跟踪、检查。对教学质量较差的教师，学校实

行通报批评、取消导师资格、暂停职称评审等处罚措施。通过科学的

评价系统与完备的评价体系，保障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另一方面，本学位点还充分发挥学生的评教作用，通过问卷调查、上

课质量反馈以及评教打分等多种方式来收集学生对于教学质量的要

求与建议。 

会计学院还组织教师定期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能力提升培训活

动，尤其是对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培训更加重视。通过培训促进本学

位点专业教师掌握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教学能力基础知识，培养职业

道德修养，促进教师形成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教学核心素养，从而为

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动力。 

3.4 导师指导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我校专门制定了《南京

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办法》，本学位点在硕士生导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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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聘、培训、考核等方面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此外，为了更好的适应

会计专业学位点的建设，提高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学

科建设水平，我院在学校相关文件的基础上制定了《南京财经大学会

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学院选聘办法》。会计专业学位研究

生硕士指导教师的选聘、考核、续聘等按照本办法严格执行。 

本学位点实行双导师制，由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分别负责其学术

创新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校内导师、校

外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制定每位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

划”。鼓励团队研讨活动，发挥集体培养作用，吸收实践单位、企业

与政府部门中相关人员参与研究生培养工作。 

本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老师考核周期为三年。导师队伍的考核续

聘、解聘和暂停聘任，严格按照《南京财经大学会计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指导教师学院选聘办法》执行。 

本学位点硕士生导师近年来多次参与教指委举办的研讨会及相

关培训，同时为提高本学位点硕士生导师队伍的整体实力，我院针对

本学位点的硕士生导师，举办了大量的职业道德与教学、科研能力提

升讲座。 

3.5 实践教学 

3.5.1 专业实践 

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参加

专业实践活动和参与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 

（1）参加专业实践活动。从第二学期暑假开始，必须完成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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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半年的实习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学生

应提交实践计划，撰写实践总结报告，通过后获得 5 学分，以此作

为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硕士研究生不参加专业实践或参加专业实践

考核未通过，不得申请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 

（2）参与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在学习期间必须参与案例研究

与开发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独立或协助指导老师通过实地调研形成教

学案例、参与企业管理咨询活动并形成管理咨询报告、参加学生案例

大赛、发表案例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由指导教

师根据学生参与的案例开发工作情况或科研成果评定成绩，学生获得

2 学分。积极参加全国 MPAcc 案例大赛，并于 2023 年取得华东赛区

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的好成绩。 

积极引入校外实践资源，加强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合作，

建立研究生工作站，积极探索校企合作的新模式，推进教学与实践双

基地建设。近几年，学院陆续签署了 50 余家实习基地，如南瑞集团

有限公司、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中海企业发展集团南京公司、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江苏苏港会计师事务所、江苏苏亚金城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中

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等，每年均派出会计专业

学位研究生到相关实习基地实习，产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显著。 

3.5.2 行业协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 

硕士研究生应主动了解行业动态，拓宽视野，关注行业发展前沿。

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行业讲座 6 次。参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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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讲座时，应填写行业讲座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

不合格）。行业讲座考核合格者获得 1 学分。 

近年来，本院多次聘请行业导师和专家参与授课，组织多场财会

相关领域的讲座或课程。  

3.6 学术交流 

为调动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积极性，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

养质量，我校制定有《南京财经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

学术交流活动的规定》， 由研究生所在学院和指导教师提供经费支持

研究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专业硕士研究生通过线上与线下的形式积极参与国际

国内学术交流，加强与兄弟院校沟通交流，参与长三角研究生学术论

坛，探讨学术前沿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南京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于2018年至2023年连续举办了六届新兴市场会计与财务国

际学术研讨会，2023 年我院还举办了第六届新制度会计学会议、审

计理论创新发展论坛、第一届管理前沿与创新国际年会等学术会议，

研究生参与度高。 

3.7 论文质量 

为促进学位论文工作的顺利开展，本学位点制定了严格的学位论

文制度规范，学位论文字数不少于 3 万字。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

下由学生独立完成，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采用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应用基础研究、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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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形式。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第二学期结束前，在导师的指导下，确

定研究课题。选题应注意在经济建设中的应用，具有创新和实用价值。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第三学期初，由学院组织有关专家审议研究生的开

题报告。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究生在其导师的指导下撰写论文。

学位论文应具有一定的新见解，突出学以致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在写作上要求理论正确，条理清晰，分析严谨，文字简明，应有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

会审议通过后，方可获得相应学分。论文写作规范，严格按照全国会

计硕士（MPAcc）教指委论文写作要求进行学位论文写作，理论联系

实际，内容完整充实，立意深刻高远，无违反学术道德现象。 

本学位点的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一直保持较高水准，送审和答辩成

绩整体良好，2018 年 1 篇会计专硕论文获得全国 MPAcc 优秀论文。

近 5 年，累计有 9 篇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3.8 质量保证 

3.8.1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 

为适应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需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就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加

强研究生教育过程管理，健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监控体系，提高

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推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我校成

立了南京财经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学督导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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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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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和决策服务，是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监控和保障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专业实践是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重要的教学和科研训练环节，

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为保证硕士研究生

实践工作的顺利进行，切实有效地对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实践进行全过

程的管理、服务和评价，确保实践教学质量，本学位点在《南京财经

大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办法》的指导下，整体规划，统筹协调，

主动与企事业单位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或联合培养基地，推进硕

士研究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

供需互动机制，为硕士研究生进行专业实践提供长效、稳定的实践基

地。具体的实践考核要求如下：（1）硕士研究生应主动了解行业动态，

拓宽视野，关注行业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行

业讲座 6 次，参加行业讲座时，应填写行业讲座报告，学院与导师给

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行业讲座考核合格者获得 1 学分。（2）

硕士研究生从第二学期暑假开始，必须完成不少于半年的实习实践，

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学生应提交实践计划，撰

写实践总结报告，通过后获得 5 学分，以此作为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不参加专业实践或参加专业实践考核未通过，不得申请毕

业和学位论文答辩。（3）硕士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必须参与案例研究与

开发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独立或协助指导老师通过实地调研形成教学

案例、参与企业管理咨询活动并形成管理咨询报告、参加学生案例大

赛、发表案例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由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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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生参与的案例开发工作情况或科研成果评定成绩，学生获得 2

学分。 

3.8.2 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完成，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

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的形式可以多

种多样，可采用调研报告、研究报告、应用基础研究、规划设计、产

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等形式。学位论文字数不少于 3 万字。

具体时间要求如下：（1）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第二学期结束前，在导师

及导师组指导下，选定研究课题。选题应注意在经济建设中的应用，

具有创新和实用价值。（2）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第三学期初，由学院组

织有关专家审议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究生在

其导师的指导下撰写论文。（3）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

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学位授予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严格执

行，硕士学位申请人员应通过硕士学位课程考试，成绩合格，修满并

取得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完成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

的培养环节；在完成学位论文后，经导师审核认为符合答辩要求的，

方可向指导教师书面提出答辩申请。 

3.8.3 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 

为充分发挥研究生指导教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强化指

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我校制定了《南京财

经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本学位点严格执行此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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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导师指导和检查研究生的课程学习、社会实践、科学研究和学位

论文写作（包括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按时撰写学位论文的开题报

告）等环节；认真审核研究生学位论文，坚持标准，严格把关，组织

学位论文答辩；对评选奖学金、优秀学位论文、优秀调查报告等的人

选进行推荐；对计划提前毕业的研究生或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时完成

学习计划需延长学习年限者，应督促研究生提前提出申请并签署意

见；对因中期考核不合格，或因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组织纪律等方

面表现很差，或因无故完不成学位论文、在科研中剽窃或弄虚作假、

擅自离校、长期请事假、患有特殊疾病等原因而不宜继续培养的研究

生，有责任根据学籍管理等有关文件规定及时向学院汇报并提出处理

意见。 

3.8.4 分流淘汰机制 

我校已颁布研究生培养分流淘汰制度，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硕士

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硕士研究生在修读完研究生培养方案中

规定的课程之后，我校统一组织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中期考核结果

设三个等级：（1）合格，同意进入下一阶段培养；（2）不合格，一段

时间后重新考核；（3）不合格，终止培养。评定标准如下： 

（1）合格，同意进入下一阶段培养。思想政治表现达到研究生

培养目标的要求；身心健康，能继续从事论文阶段的研究工作；并达

到下列条件： 

Ⅰ．按培养方案要求修满中期考核之前所有学期的规定学分； 

Ⅱ．学位必修课程平均成绩达到学位授予规定的成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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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参加社会实践并获得学分；或虽未曾参加社会实践，但已拟

定可行的社会实践计划。 

Ⅳ．有相应的科学研究能力或潜力。发表过论文；或获得过科研

奖励；或参加过科学研究课题（包括各类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课题）

研究；或具有科学研究潜质。 

（2）不合格，一段时间后重新考核。思想政治表现达到研究生

培养目标的要求；身心健康，能继续从事论文阶段的研究工作。但未

完全达到上述Ⅰ—Ⅳ条件。 

（3）不合格，终止培养。思想政治表现有严重错误；或身体和

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无法继续从事论文阶段的研究工作；或课程学习

成绩、科学研究能力等较差，没有培养潜质。 

从本学位点研究生中期考核数据来看，尚未有硕士生因中期考核

被评定为 C 而被分流淘汰。 

3.9 学风建设 

3.9.1 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 

在学风建设方面，本学位点在研究生入学和论文开题时均由学院

统一举办学术道德和规范讲座。同时，在日常培养过程中，要求导师

承担监督学生学术道德的责任。本学位点每一学年开学就为全院硕士

研究新生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诚信教育。此外，本学位点在 2020

年还组织研究生参加了“科学理性，学术道德”主题辩论赛和全国科

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教育直播报告会。这些学风建设活动使研究生对学

术道德与诚信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从而可以提升研究生的思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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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科学道德和创新能力，规范研究生的学术行为，形成良好的学术

风气。 

3.9.2 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 

为规范研究生学术行为，我校制定有《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术

道德规范管理条例》，本学位点严格执行本管理条例，查处研究生的

学术不端行为。具体处理标准如下：（1）违反学术道德规范者，经查

实后若情节轻微将分别给予责令改正、批评教育、延缓答辩、取消相

关奖项及取消学位申请资格的学业处理；（2）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研

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有关规定，如发现研究生严重违反学术道德

规范，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不接受学位申请。对已经授予学位的，学校

将撤销所授予的学位并刊登撤销学位公告；（3）违反学术道德特别严

重而触犯法律者，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3.10 管理服务 

3.10.1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 

本学位授权点依托学校统一管理，具有系统的教学管理制度和学

生管理制度，包括《南京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成绩管理规定》《南京财经大学学生违纪处分

条例》等。此外，本学位点配备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秘书等专职管

理人员。近年来，本学位点的研究生培养满意度调查结果均为满意，

未出现学生投诉等事件。 

3.10.2 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 

本学位点的研究生权益保障工作主要由研究生会负责，旨在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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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意为研究生服务，及时反映研究生生活、学习、科研等各方面权益

诉求，合理表达和维护研究生正当权益。同时，学校还制定颁发了一

系列保障研究生权益的相关文件：（1）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调动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教学实践和学校及学生管理工作的积极

性，同时也为帮助生活贫困的研究生完成学业，根据教育部、财政部

有关文件的精神，学校在研究生中设置了“三助一辅”（助教、助研、

助管、学生辅导员）岗位，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

“三助一辅”工作实施细则》执行相关规定；（2）为深化研究生培养

机制改革，鼓励研究生勤奋学习,勇于创新，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端人

才，学校设立了研究生奖（助）学金和研究生评优表彰，包括国家奖

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社会捐赠类奖（助）学金、优秀研

究生、优秀研究生标兵、优秀研究生干部、研究生单项奖、优秀毕业

研究生等，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及

评优表彰管理办法》执行研究生奖助学金的相关规定；（3）为了保护

学生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学校各部分依法依章行使职权，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学校制定了《南

京财经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如果学生对学校做出的取消入学资

格、取消学籍、退学、开除学籍或者其他涉及学生个人重大利益的处

理或者处分决定不服，可以向学校提出重新审查的意见和要求，学校

会按照公开、公正、以事实为依据和有错必纠的原则受理学生的申诉。 

3.11 就业发展 

为持续提升培养质量和就业服务满意度，本学位点积极开展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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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应届毕业生和历届校友的跟踪调查。本学位点通过就业质

量和企业反馈等对专业改革和培养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形成了基于专

业改革成效持续改进的跟踪反馈机制。 

本学位点培养方向紧密贴合社会实际人才需求，培养的学生就业

状况良好，就业方向与专业培养目标契合度高，就业率达 100%。根

据用人单位反馈，普遍认为本学位点培养的研究生综合素质高，经过

适当培训就可以高质量的完成工作任务，毕业生工作情况和素质能力

得到社会充分肯定。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学院非常重视科研工作，并积极促成科研成果进一步转化，为地

方创新发展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服务。其中，“江苏国有文化企业法

人治理结构研究”课题获省委常委批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经营性

国有资产的统一监管咨询报告”获省领导批示；“关于组建江苏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的建设方案”获省领导批示。签订产学研横向合

作项目 32 项，服务实体经济效果显著。 

4.2 经济发展 

1.成立“爱泰克”(Accounting+Technology)中小企业成长服务

团，为近百家中小微企业提供定制化、高质量决策咨询服务，实现专

业输出，履行现代大学服务社会基本职能。 

2.为政府机关、大型企业等 22 家单位设计、构建大数据型内控

体系，帮助单位防范风险、提升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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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生“综合素质高、动手能力强、适应岗位快”，受到用人

单位的欢迎，学位点的人才培养赢得了社会普遍赞誉。 

4.3 文化建设 

本学位点拍摄了特色鲜明的课程思政视频资源“党史中的财经故

事”，该系列微课程结合财经类专业特点，在学习强国平台连续推出，

铸就了精神文化高地。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问题及分析 

本硕士学位点建设主要存在问题有： 

1.标志性科研成果人均数量有望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相较于其他硕士学位点，本学科授权点的师资规模较大；

另一方面，由于专业属性导致研究方向较为集中，国家级基金申报竞

争相对激烈。因此，本学位授权点的国家两金项目人均立项数量以及

标志性科研成果人均数量还可以进一步提升。 

    2.围绕国家战略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提供咨询的数量和质量

需进一步提升 

目前，会计专硕授权点的成果转化项目的数量和质量还略显不

足，主要原因为：一方面，项目研究与市场结合度需进一步提高；在

纵向课题立项、研究和结项等管理环节，往往追求预期研究成果的学

术性和创新性，对市场转化度方面考虑相对不足。另一方面，目前的

科研评价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课题、经费、论文以及成果的数量是

目前评价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导致科研人员相对重视纵向课题研

究，而对社会服务和应用研究重视不足，尤其是面向国家战略和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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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相关决策提供咨询的数量和质量等还有待提升，制约了本学位

点横向课题成果的产出和成果转化项目的研究产出。 

3.产教协同育人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变革 

本学位授权点实行“校内+校外”双导师制，但从近年来的指导

实践来看，产教协同育人的目标还未完全实现，原因主要在于：双导

师之间沟通不足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环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双导师

制需要学术导师与校外实践导师联合教学，教学内容和实践内容应具

有同步性和时效性。目前，学术导师的指导与校外实践导师的指导存

在一定程度脱节，造成了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不强。同时，

多数校外实践导师仍以开设讲座为主，论文指导方面参与度相对不

足，因此，双导师制协同育人理念在实践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发展。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 全员动员，加快推进会计专业硕士授权点 AAPEQ 认证准备

工作 

AAPEQ 认证，即会计专业学位教育质量认证（Accreditation for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Quality，简称“AAPEQ”）是全国

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对会计专业学位培养单位的会

计硕士专业学位项目进行的教育质量认证。目前，全国 AAPEQ 认证

A 级成员单位共 18 家，而全国 MPAcc 培养院校接近 300 家，A 级认

证单位占比仅为 6%，A 级认证通过难度较大。本学位点已经申请并

通过 MPAcc 教指委审核，成为 AAPEQ 认证成员单位。在认证准备

阶段，需要根据 AAPEQ 认证标准及会计教指委的改进意见调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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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作，为进入认证评审阶段做准备。本学位点将根据质量认证工作

手册要求，对标认证指标 A 级标准，筛查问题并制定相应整改计划，

同时动员本学位点全体教职员工和广大 MPAcc 学员，在接下来的一

年内，扎实有序推进认证准备工作。 

2. 加强科研投入力度，搭建科研课题组平台方式提高标志性科

研成果产出 

科研人才培养的最好方式是参与科研团队，在参与过程中能够共

同学习、共同成长。本学科授权点拟采用“统筹利用学科建设经费+

自筹经费+教授牵头+鼓励年轻教师参与”的四方联合方式加强队伍建

设，提升科研服务水平，扩大科研平台影响，鼓励知名教授牵头，年

轻教师广泛参与课题组建设，形成科研合理，不断提高标志性科研课

题的申报命中率以及标志性科研成果的产出能力。 

3.多举并用，激发科研人员成果转化和社会服务意愿和能力 

一方面，通过多途径提升校内导师的实践意愿和实践能力。通过

企业挂职、调查研究，开展相关咨询服务、横向课题研究，与实践导

师联合开发企业案例、参与企业培训等形式全面提升校内导师的实践

能力。另一方面，聘任校友担任 MPAcc 中心实践导师，通过第二课堂，

搭建一个校友与在校学生分享与探讨的交流平台。同时，与校友所在

企业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共建实践基地。通过产学研合作（校友进

课堂带来实践中需解决的问题，学术导师到校友企业挂职、开展横向

课题或相关咨询服务）、产学合作（学生到实践基地实习、挂职、做

校友实践导师个人助理，培养管理思维与战略眼光等），校内校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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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双向联动，切实激发科研人员成果申报、成果转化的市场服务动机

和能力。 

4.推进课程组建设和案例建设，完善制度，推动产教融合、协同

育人 

以案例开发与分析大赛为抓手，不断提升案例教学质量。依托学

校案例研究中心，聚焦于中国背景下本土企业的经济管理实践，MPAcc

教育中心整合校内论文导师、校外实践导师、研究生组成案例开发团

队，通过实践调研与考察、专业实习等形式完成案例联合开发。通过

案例采编与分析聚焦相关理论，锻炼学生剖析企业实践问题、制定解

决方案的能力。实践导师的聘任，加强了校企间的合作与交流，为案

例素材的搜集、调查对象的选择提供基础，使案例的选题能够更大范

围地反映地区、行业经营管理问题。同时，在科研人员年度考核，职

称材料院内评审等环节，切实落实科研人员社会服务和协同育人绩效

的考核指标，完善校企合作制度保障和激励机制设计，推动校内外校

导师加强产教融合和协同育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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