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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2021 年，南京财经大学获批审核增列且需要加强建设的博士学位

授予单位和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22 年 8 月，经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正式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2022 年、2024 年，

学校分别进入“软科中国财经类大学排名”前 10。目前拥有应用经济学、

工商管理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工商

管理学、统计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国语言文学、数学、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食品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公共管

理学、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4 个，工商管理、金融、应

用统计、保险、资产评估、会计、国际商务、生物与医药、公共管理、

税务、法律、新闻与传播、旅游管理、工程管理、审计、设计、社会工

作、翻译、数字经济、美术与书法、电子信息、食品与营养硕士专业学

位授权点 22 个。 

（二）学科建设情况 

学校以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为目标，立足长三角、面

向全国，聚焦财经领域和粮食行业，加速实施“财经底色”“粮食特色”“工

科亮色”“文体增色”四大特色工程。2021 年，学校成功入选江苏省高水

平大学建设高峰计划建设“B 类建设高校”名单。“农业科学”“工程科

学”“一般社会科学”“经济学与商学”进入 ESI 国际学科排名全球前 1%，

其中“农业科学”进入 ESI 国际学科排名全球前 2.56‰。 

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等 3 个学科入选江苏高

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四期项目，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应用经济学

为 B、工商管理学为 B、食品科学与工程为 B-；在全国第五轮学科评

估中，3 个优势学科都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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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济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

数学、软件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公共管理学等 9 个学科入选江苏省

“十四五”重点学科。 

在“2023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4 个学科入榜“世界一流学科

排名”。11 个学科入榜“2024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其中，应用经济

学位列全国排名前 6%，工商管理学位列全国排名前 12%，应用经济学

和工商管理学进入软科“中国一流学科”；食品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学、

统计学等 3 个学科位列全国排名前 20%。 

学校依托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江苏

高校优势学科、江苏省重点学科，打造了一批高水平学科团队。  

（三）研究生招生情况   

2024 年，学校严格执行研究生招生考试政策，圆满完成硕士研究

生、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平安顺利完成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

南京财经大学考点考试工作，整体招生工作平稳有序。 

2024 年，学校共录取博士研究生 27 人，较去年增长 28.57%；共

录取硕士研究生 1655 人。其中，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597 人，全

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782 人，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276

人。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 25 人；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报考数量为 171 人，

较去年增长 51.33%，录取人数为 27 人，录取比例 15.79%，来自双一

流高校的学生人数 3 人，占比 11.11%。 

（四）在校生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学校在校研究生 4426 人，其中，学术

型博士研究生 94 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1756 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 2576 人；全日制研究生 3564 人，非全日制 862 人。硕士研究生中学

术型与专业学位占比分别为 40.54%、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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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业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学校研究生的总就业率达到 95.60%，其中，

升学 54 人，占比为 3.66%，单位就业人数为 1351 人，占比为 91.47%。

2024 届硕士研究生就业情况见表 1，升学名单见表 2。 

表 1  2024 届研究生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表 

培养单位 毕业生

数量 

单位就业情况 
（不含升学） 

总就业情况 
（含升学）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全校 1477 1351 91.47% 1412 95.60% 

应用数学学院 35 24 68.57%  35 100.00%  
艺术设计学院 6 5 83.33% 6 100.00%  
金融学院 136 127 93.38% 134 98.53%  

国际经贸学院 79 71 89.87% 75 94.94%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1 18 85.71% 20 95.24%  

公共管理学院 140 136 97.14% 138 98.57%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67 59 88.06% 67 100.00% 

经济学院 111 105 94.59% 109 98.20%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9 29 100.00%  29 100.00%  

工商管理学院 73 71 97.26%  72 98.63% 
财政与税务学院 46 45 97.83% 45 97.83%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22 21 95.45% 22 100.00% 
会计学院 287 273 95.12% 277 96.52% 
法学院 82 75 91.46% 75 91.46% 

信息工程学院 37 32 86.49% 36 97.3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5 14 56.00% 21 84.00% 
MBA 教育中心 195 176 90.26% 176 90.26% 

新闻学院 43 33 76.74% 37 86.05% 
外国语学院 10 7 70.00%  8 80.00%  

粮食和物资学院 33 30 90.91% 30 90.91% 

表 2  2024 届硕士研究生升学名单 
学号 姓名 专业 录取院校 

1120210014 李梓峻 应用经济学 东南大学 
1120210304 钱宇航 会计学 上海财经大学 
1120210519 胡进展 金融学 南开大学 
1120210543 朱雨瑶 金融学 南京理工大学 
1120210656 张蕤 应用经济学 南京财经大学 
1120210667 黄蒙 理论经济学 重庆大学 
1120210672 李双 理论经济学 神户大学 
1120210771 卓铭杰 统计学 中国农业大学 
1120210941 陈鹏宇 数学 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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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10948 何恩雨 数学 扬州大学 
1120210953 刘何熠 数学 河北大学 
1120210959 孙斌 数学 东华大学 
1120210962 王萌 数学 安徽大学 
1120210965 谢秉言 数学 布里斯托大学 
1120210966 徐佳俊 数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120210972 张清龄 数学 南京大学 
1120211023 柏雅蓉 马克思主义理论 南京大学 
1120211029 韩敏 马克思主义理论 南京理工大学 
1120211041 岳子雄 马克思主义理论 南京大学 
1120211106 柏诗琪 食品科学与工程 南京农业大学 
1120211131 李心月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中国农业大学 
1120211136 马赛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东北农业大学 
1120211143 孙晟源 食品科学与工程 西南大学 
1120211147 王威威 食品科学与工程 江南大学 
1120211204 徐瑞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北京理工大学 
1120211206 张善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西安交通大学 
1120211229 郑天生 软件工程 南京农业大学 
1120211244 冯栋琨 应用经济学 武汉大学 
1120211245 傅晨 应用经济学 南京财经大学 
1220220028 严景 国际商务 南京大学 
1220220331 辛至明 会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220220415 丁儒豪 保险 南京农业大学 
1220220478 李如珩 金融 南京农业大学 
1220220679 汪政通 新闻与传播 复旦大学 
1120211045 周昊禹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东南大学 
1120210175 朱俊俊 工商管理 南京大学 
1120210969 杨柳 数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220220489 黄一禅 金融 南京财经大学 
1220220419 丰远博 保险 中央财经大学 
1120210034 昝琳 应用经济学 南京财经大学 
1120211145 滕梓帆 食品科学与工程 新加坡国立大学 
1220220388 谭深 资产评估 河海大学 
1220220411 朱秋名 保险 华东师范大学 
1220220017 郭奇 国际商务 南京财经大学 
1120210171 丁子军 工商管理 根特大学 
1120211126 黄雪荣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东华大学 
1120210291 蒋蒙蒙 会计学 厦门大学 
1120210855 陈双双 工商管理 华东理工大学 
1120211219 缪佳伟 软件工程 合肥工业大学 
1120210960 涂明玥 数学 东南大学 
1120210954 刘家菁 数学 东南大学 
1120211048 朱茜 马克思主义理论 扬州大学 
1120210759 代一方 统计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120211043 张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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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位授予基本状况 

     2024 全年授予学术学位博士 21 人，授予硕士学位 1393 人，其

中包括学术学位硕士 560 人，专业学位硕士 833 人。（见表 3） 

表 3  2024 年学位授予情况统计表 
序号 学科（专业）代码 学科（专业）名称 学位类型 人数 

1 020200 应用经济学 学术学位博士 21 
2 020100 理论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35 
3 020200 应用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115 
4 020204 金融学 学术学位硕士 31 
5 027000 统计学 学术学位硕士 14 
6 030100 法学 学术学位硕士 30 
7 030105 民商法学 学术学位硕士 1 
8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术学位硕士 25 
9 05020A 外国语言文学 学术学位硕士 8 
10 05020B 外国语言文学 学术学位硕士 2 
11 070100 数学 学术学位硕士 35 
12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术学位硕士 18 
13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学术学位硕士 67 
14 083500 软件工程 学术学位硕士 19 
15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术学位硕士 22 
16 120200 工商管理 学术学位硕士 85 
17 120201 会计学 学术学位硕士 51 
18 1202J1 房地产管理学 学术学位硕士 2 
19 025100 金融 专业学位硕士 75 
20 025200 应用统计 专业学位硕士 54 
21 025300 税务 专业学位硕士 31 
22 025400 国际商务 专业学位硕士 35 
23 025500 保险 专业学位硕士 31 
24 025600 资产评估 专业学位硕士 31 
25 035101 法律（非法学） 专业学位硕士 30 
26 035102 法律（法学） 专业学位硕士 21 
27 055200 新闻与传播 专业学位硕士 34 
28 125100 工商管理 专业学位硕士 185 
29 125200 公共管理 专业学位硕士 68 
30 125300 会计 专业学位硕士 204 
31 12530Z 会计（非全日制） 专业学位硕士 1 
32 125400 旅游管理 专业学位硕士 20 
33 125601 工程管理 专业学位硕士 13 
34 025400 国际商务 留学生(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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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生导师状况 

学校目前共有研究生导师 658 人，其中包括硕士研究生导师 619

人，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36 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3 人。聘请校外行

业导师 386 人。校外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 29 人，校外兼职博士研究生

导师 2 人，校外行业导师 386 人（见表 4）。 

表 4  研究生导师基本情况表 

年龄 
合

计  

其

中

：

女  

按专业技术职务分  按指导关系分  

正高

级 
副高

级 
中级 

博士

导师 
硕士

导师 

其

中：

女 

博士、

硕 士

导师 

其中：

女 

合计 658 251 211 272 175 3 619 247 36 4 
29 岁及以下 3 2 0 0 3 0 3 2 0 0 
30 到 34 岁 104 46 0 32 72 0 104 46 0 0 
35 到 39 岁  176 68 6 94 76 0 174 68 2 0 
40 到 44 岁 124 55 42 61 21 1 115 53 8 2 
45 到 49 岁 94 34 45 46 3 0 87 34 7 0 
50 到 54 岁 69 26 44 25 0 0 64 24 5 2 
55 到 59 岁 56 18 43 13 0 1 51 18 4 0 
60 到 64 岁 28 2 27 1 0 1 21 2 6 0 
65 岁及以上 4 0 4 0 0 0 0 0 4 0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学校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构建一支以研究生

导师和辅导员为主体、研究生秘书协同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

伍；明确专门的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负责组织协调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在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截至 2024 年 12 月，学校有专职研究生辅导

员 22 人。为提升专职研究生辅导员的专业能力，学校举办了 15 次专

题培训，涵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力提升和素质能力提升等方面。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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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辅导员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与掌握，并增

强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学校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

建设的有关要求，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弘扬

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引导广大研究生准确理解和把握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

国教育大会会议精神，引领研究生在思想旗帜的感召指引下坚定前行；

按照共青团中央、团省委的要求，召开学校第五届研究生代表大会，持

续推进校研究生会改革；组织研究生骨干培训班，明确研究生使命，勇

担责任，争做砥砺奋斗、引领风气之先的先锋表率；紧扣学校“粮食特

色”，会同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粮食和物资学院等相关单位，开展迎

校庆主题系列活动，推动产学研用结合，为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持续

贡献南财智慧与力量。 

（三）校园文化建设  

加强校园新媒体建设，打造立体化、全环绕网络宣传阵地。作为学

校展示研究生教育的官方微信平台，“南财研究生”致力于弘扬正能量，

传播主旋律，是研究生网上思政教育的主平台。2024 年，官微结合时

事热点、重要纪念日推送高质量文章，引导学生理性认识形势任务，认

真抓好学习主业，宣传先进典型，讲好优秀研究生故事，发挥榜样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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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传递更多正能量，全年共推出 94 篇文章。着力培养研究生科研

创新和实践创新能力。以学术研讨会、案例大赛、数学建模、模拟股市

大赛等活动为载体，培育研究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积极组织研究生参加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实践创新（技能）大赛和文体竞赛等赛事。

举办第七届研究生科技文化节、第十届全国高校研究生财经论坛暨

2024 年江苏省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选取社会热点问题为大会研讨主

题，邀请哲社名家做主题报告，将学术引导和价值引领融为一体。 

案例 1：举办第十届全国高校研究生财经论坛暨 2024 年江苏省研

究生学术创新论坛，打造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南财品牌” 

学校连续举办此项研究生品牌学术活动，为来自全国众多高校的

研究生提供了学术思想创新、自我教育与发展及交流交友的广阔舞台。

2024 年，我校举办“第十届全国高校研究生财经论坛暨 2024 年江苏省

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本届论坛特邀报告嘉宾、我校相关职能部门负

责人、全国 60 余所兄弟高校研究生代表、论文大赛决赛 30 位答辩选

手、部分论文作者、我校研究生代表参加论坛。论坛开设了优秀论文答

辩、校际研会主席团联席会、名师讲座等系列子活动，为来自全国众多

高校的研究生提供了学术思想创新、自我教育与发展及交流交友的广

阔舞台。论坛论文大赛共评选出特等奖 3 篇、一等奖 9 篇，二等奖 18

篇，优胜奖 20 篇。 

论坛引领研究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形成

了勇于创新、敢于试错、不怕困难的良好学术氛围。论坛进一步培育和

弘扬优良学风，努力提高广大师生遵守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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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升了研究生科研道德和学风建设的效果，在全国范围内了打造

了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的“南财品牌”。 

（四）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2024 年，我校研究生日常管理工作在严格遵循国家和学校相关规

章制度的基础上，围绕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这一主线，加强精细化管理

和个性化服务，努力构建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完善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学校重视研究生权益保障，在研究生学

习环境、生活待遇、身心健康、安全保障等多方面健全研究生权益保护

规章制度。学生医保制度使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因疾病、住院或意外伤害，

保障本人能够及时就医，学校鼓励研究生参加大学生医保，自愿参保并

实行个人缴费，给予贫困医疗研究生适当的补助和帮扶；宿舍管理办法

要求住宿研究生公寓的研究生必须遵守《南京财经大学学生公寓管理

条例（试行）》（南财大学字〔2021〕13 号）；向研究生群体推送权益

维护知识，增强研究生权益意识。 

推进校园文明建设和舍风建设，营造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宿舍氛

围。根据《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文明宿舍、最美劳动宿舍评比细则》，

学校举办了“文明宿舍、最美劳动宿舍”评比活动，共评选出 60 个“文明

宿舍”，10 个“最美劳动宿舍”，提高了研究生环境卫生意识，创建了整

洁文明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激发了研究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

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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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 

1.紧扣国家需求，凝练培养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国家和地方发展需要，以立德树人、服务需求、

提高质量、追求卓越为主线，根据学科总体定位和发展，充分体现分类

培养原则，确定个性鲜明、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 

2.明确培养目标，分类培养方案。学术学位重在面向知识创新发展

需要，培养具备较高学术素养、较强原创精神、扎实科研能力的学术创

新型人才；专业学位重在面向行业产业发展需要，培养具备扎实系统专

业基础、较强实践能力、较高职业素养的实践创新型人才。以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教育部《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专业学位类

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全国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等为依据，完成 33 个硕士专业、1 个博士专

业的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3.多措并举，持续推进我校研究生优质教学资源培育建设。开展校

级研究生精品教材、精品课程建设遴选工作，8 门研究生课程和 3 部研

究生教材分获得校级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精品教材建设项目立

项。6 门研究生精品课程（在线开放课程）拍摄上线工作持续稳步推进。 

2024年，我校共有45篇案例入选国家级及国际知名案例库，其中，

1 篇入选毅伟案例库，18 个案例入选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案例库，17

篇案例入选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9 篇案例入选全国各专业学位教指

委案例库。5 篇获评第十五届“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获奖数位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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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一、全国财经类高校第二；1 篇获会计硕士专业学位优秀教学案例

奖。4 项教育部学位中心主题案例顺利结题；5 项主题案例获 2023 年

教育部学位中心主题案例征集立项，立项数在省内并列第一、全国财经

类高校并列第三。 

（二）导师选拔培训情况 

根据《南京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试行）》（南

财大学位字〔2023〕20 号），2024 年认定博士生导师 2 人。根据《南

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南财大学位字〔2022〕30

号）以及各培养单位制定的具体遴选方案，完成了 2024 年度硕士研究

生导师遴选工作，新增学硕导师 48 人，学硕兼职导师 6 人，专硕导师

55 人、专硕兼职导师 7 人。开展 2024 年江苏省研究生导师在线培训；

开展新增博士、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邀请南京邮电大学李飞教授、

东南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培养办公室主任陆建教授为新增研究生导师

开展讲座培训，进一步强调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学

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等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第一责任人的角色和使命，组

织导师认真学习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生导师管理、学位论文管

理等方面最新文件，提高导师指导水平和育人能力。2024 全年共举行

导师集中培训 90 余场次，人均分散培训 2 次，培训研究生导师 600 余

人次。不断整合校内外资源，强化跨学科跨单位合作，持续丰富与企业

共建“双导师”内涵，形成了一批校内为主，校外赋能的特色导师团队，

如“粮食+财经”“会计+金融”“经济+贸易”团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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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学校在《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审核工作办法（试行）》（南

财大学位字〔2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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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强调导师是研究生培养

第一责任人职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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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明确规定：研究生出现学术

不端行为、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出现“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等情况的，

将取消导师资格或减少招生名额。学校全面贯彻研究生导师职业道德

规范“十不准”，实行职称评聘、年度考核、评奖评优等方面“一票否决”

制。在《南京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南财大学位字

〔2024〕15 号）《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南财

大学位字〔2024〕14 号）中，将政治素质过硬、师德师风高尚、业务素

质精湛作为研究生导师选聘和考核的第一基本要求。 

同时，学校高度重视辅导员师德师风建设，致力于提升辅导员队伍

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邀请包括“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最

美奋斗者”以及“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获得者曲建武教授在内的多

位全国知名优秀辅导员来校进行经验交流。这些杰出的辅导员通过分

享他们的宝贵经验和先进做法，为辅导员队伍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进一

步激发了辅导员们的职业热情和责任感。   

（四）学术训练情况 

积极落实校院二级联动工作机制，整合学科、学院、导师资源，搭

建多元化创新实践平台，拓宽研究生学术视野，培育创新精神。设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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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创新计划专项基金，精心组织开展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活动项目、

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活动保持高水

平运行，激发全校师生参与科研项目和学科竞赛的激情，锤炼实践才干

助力研究生学术与实践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 

2024 年，学校举办江苏省研究生“开放型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学术创新论坛、江苏省研究生“现代管理与新质生产力”学术创新论坛；

与江苏大学联合举办江苏省研究生“开放经济与产业发展”科研创新实

践大赛。 

研究生在第十届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全国总决赛中斩获亚军，获

第四届“中和杯”全国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中获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第十届 MPAcc 学生案例大赛三等奖 1 项，第七届全

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三等奖 1 项，“中和杯”第十二届资

产评估教学案例大赛三等奖 1 项，“华为杯”第二十一届中国研究生数学

建模竞赛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9 项，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

研究生组二等奖 1 项。   

（五）学术交流情况  

学校注重推进研究生培养与科研创新深度融合，将科学精神、创新

思维、创造能力培养贯穿教育全过程中，加大经费投入，举办各类研究

生学术文化活动。2024 年 10 月举办学校研究生品牌学术活动—“第十

届全国高校研究生财经论坛暨 2024 年江苏省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

本届论坛特邀报告嘉宾、我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全国 60 余所兄弟

高校研究生代表、论文大赛决赛 30 位答辩选手、部分论文作者、我校



14 
 

研究生代表参加论坛。论坛特邀嘉宾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叶康涛教授、西

交利物浦大学 Steven Dellaportas 教授、澳门大学肖泽忠教授和我校李

翔教授分别以“信息披露的产品市场后果”、“Revisiting the Concept of the 

Public Interest in Accounting: A Stakeholder Analysis”、“It Takes Two to 

Tango: The Real Effects of Independent Director and Shareholder Dissent”、

“国家战略与审计监督”为题作主旨报告。论坛还开设了论文大赛、博士

生论坛、校际研会主席团联席会等系列子活动，为来自全国众多高校的

研究生提供了学术思想创新、自我教育与发展及交流交友的广阔舞台。

论坛论文大赛共评选出特等奖 3 篇、一等奖 9 篇，二等奖 18 篇，优胜

奖 20 篇（见表 5）。 

表 5  第十届全国高校研究生财经论坛论文大赛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姓名 论文题目 

特等奖（3 名） 

1 南京大学 王星月、汪涛 
企业绿色转型的非正式制度动因研究——来自

高管地缘关系视角的证据 

2 南京财经大学 倪梦娇 
国家产融合作试点政策能否提升实体企业新质

生产力？ 

3 河海大学 董萱、张杰 
Small is beautiful: How small banks promote 
SMEs innovation? 

一等奖（9 名） 

1 中国人民大学 汤佳 产业融合、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联农带农 

2 安徽大学 王志成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ESG 评级与企业绿色创新 

3 南京大学 申晨荣 
数据要素市场化、动态能力与关键核心技术创

新 

4 清华大学 王明哲 
Undetected corruption Exploring imitative rent-
seeking behaviors of firms 

5 上海财经大学 曹倩雯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

税收“放管服”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6 南京财经大学 杨冰青 
股东行为对员工薪酬的影响研究 
—基于超额现金分红视角 

7 东北财经大学 翟宝宝 城市创业活跃度促进在位企业创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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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论文题目 

8 南京师范大学 锁艳竹 注册制改革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研究 
9 南京林业大学 吕笠瞻 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城市实体经济效益攀升 

二等奖（18 名） 

1 南京财经大学 周柏樊 
贫因关注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吗? ——基

于"县际竞争”的理论分析框架 

2 上海财经大学 
张明媛、谢立

成、谷兰娟 
电子商务发展与地方税收竞争策略 

3 河北大学 王丽 
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理论

逻辑与经验证据 
4 山西财经大学 张钰泽、闫雅琴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法制建设与企业 ESG 表现 

5 江苏大学 周玉洁、郭天翔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赋能低碳贸易竞争力提升 

6 南京大学 
刘玉杰、石志

如、顾江 
数字化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重塑——创

新升级与效率变革 

7 南京财经大学 华莹 
Does digital 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inhibit 
corporate fraud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8 上海财经大学 刘毛桃、方徐兵 
数实融合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来自上市公司

专利信息的证据 

9 
内蒙古财经大

学 
张祎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融资风险?——基于

债权和股权双重路径的检验 

10 南开大学 夏帅、王煜昊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新质生产力:“赋能”还是”负
能"? 

11 天津财经大学 卢泓宇 
优化营商环境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

究:来自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12 苏州大学 李荣荣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企业研发投资效率与全要素

生产率——基于非效率视角的实证研究 

13 辽宁师范大学 
梁晨露、 
陈小龙、 

狄乾斌 

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与效应——以东北地区为例 

14 南京师范大学 
陈佳丽、 

黄兴 
绩效期望反馈与企业策略性 ESG 行为 

15 
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 
方徐兵、 
潘镇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数字知识溢出与企业数

字鸿沟弥合 

16 厦门大学 周锴 
非国有资本参股与国企审计意见购买:来自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经验证据 

17 暨南大学 李昕彦 
环境保护税的实施提升了企业的 ESG 表现

吗？ 

18 南京农业大学 严雨婷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风险承担与信贷配置 

19 南京财经大学 王良良 
贫因关注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吗? ——基

于"县际竞争”的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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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论文题目 

优胜奖（20 名） 

1 辽宁师范大学 
陈小龙、梁晨

露、张洁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效应与驱动机

制 

2 南京财经大学 赵保成 公共数据开放可以提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吗？ 

3 南京财经大学 孙亚宁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4 河北经贸大学 鲍艳冬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碳排企业韧性 
5 山西财经大学 张钰泽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如何稳就业 

6 南京财经大学 
田真真、 
袁杰 

唐诗文化对我国旅游经济的长期影响效应 

7 南京财经大学 李丁汉 
高效优化营商环境的数字治理路径研究——基

于 DEA 和 fsqca 的实证分析 

8 南京大学 王星月 
底层的力量：员工持股计划对于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影响研究 

9 南京财经大学 宋畅 “环保费改税”与制造业新质生产力 

10 南京财经大学 张健晔 
数字化政府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

于大数据管理局的证据  

11 安徽大学 刘玉、张波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新型货币政策扩容对企业绿

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12 南开大学 石纪辉 
“绿色债券政策效应及其漂绿风险”的识别与检

验——基于上市公司外部审计的视角 

13 南京大学 李宗泽 
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ESG 表现与企业跨地区

发展 

14 南京财经大学 任呈杰 
非遗短视频传播影响因素研究——以抖音平台

为例 
15 南京财经大学 金雨露 企业专有信息水平与股价同步性 

16 南京财经大学 
冷艳蕾、万绪

才、何昭丽 
抖音短视频营销对消费者出游意愿的影响——
基于情境实验的分析 

17 江西财经大学 干嘉豫、张剑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 
18 青岛科技大学 王光旭 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19 南京财经大学 陈曦、陈许玥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创新 

20 南京财经大学 
黄庆庆、郭文

旌、叶举 
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

检验 

（六）研究生奖助情况 

学校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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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9 号），包括研究生奖

学金体系、助学金体系两部分，鼓励研究生在校期间勤奋学习，勇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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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培养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见表 6）。 

表 6  研究生奖助体系情况一览表 

序号 奖助贷名称 资助水平 覆盖比率 

1 国家奖学金 博士：3 万；硕士：2 万 
依据教育部、财政

部下达的通知而定 
2 国家助学金 博士：1.5 万/年；硕士：0.6 万/年 100% 

3 学业奖学金 

博士：一等奖学金：1.8 万，二等奖学金：

1.4 万 
硕士：一等奖学金 1.2 万，二等奖学金 0.8
万，三等奖学金 0.6 万 

博士 100%，硕士

约 100%（存在少

数补考情况） 

4 
社会捐赠 

奖助学金 
根据学生情况自己申请，数额不等 每年情况不同 

5 国家助学贷款 根据学生情况自己申请，数额不等 每年情况不同 

6 “三助一辅” 
助管：400 元/月、辅导员助理：400 元/
月、助教：480 元/月 

每年情况不同 

研究生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校长奖学金以

及研究生社会捐赠类奖学金等。在 2024 年，共有 83 名研究生荣获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发放金额 169 万元；共有 3413 名研究生荣获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发放金额约 2690.5 万元；2 名表现卓越的研究生荣获校长

奖学金，奖励金额 2 万元；此外，5 名研究生获暖阳奖学金，发放金额

2 万元。 

研究生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研究生“三助一辅”、研究生残疾生

学费减免以及研究生服兵役学费减免等项目组成。2024 年，研究生国

家助学金惠及 4578 人，发放金额约 2034.45 万元；研究生“三助一辅”

覆盖 367 人，发放金额约 60.43 万元；研究生残疾生学费减免 6 人，学

费减免金额 5.4 万元；研究生服兵役学费减免 1 人，学费减免金额 1 万

元（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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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4 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名单 
序号 学院 姓名 专业 学号 

1 粮食和物资学院 陈彦池 应用经济学 1920220008 
2 金融学院 倪梦娇 应用经济学 1920230007 
3 国际经贸学院 李艳丽 应用经济学 1920230013 
4 经济学院 程慷 理论经济学 1120220241 
5 经济学院 蹇耀德 理论经济学 1120220245 
6 经济学院 操文慧 应用统计 1220230595 
7 经济学院 程小涵 应用统计 1220230600 
8 经济学院 高雅馨 应用统计 1220230609 
9 经济学院 郭冰洁 应用统计 1220230610 
10 经济学院 许立诚 应用统计 1220230634 
11 财政与税务学院 姬宇阳 应用经济学 1120220334 
12 财政与税务学院 周慧歆 应用经济学 1120220351 
13 财政与税务学院 王新悦 税务 1220230732 
14 金融学院 何萍 金融学 1120220200 
15 金融学院 李诗韵 金融学 1120220205 
16 金融学院 方继明 金融学 1120220206 
17 金融学院 王泽国 金融学 1120230215 
18 金融学院 李娇娇 金融 1220230500 
19 金融学院 王嘉卫 金融 1220230519 
20 金融学院 尹丁 金融 1220230537 
21 国际经贸学院 陈汉 应用经济学 1120220020 
22 国际经贸学院 陈诗茹 应用经济学 1120220023 
23 国际经贸学院 夏钰钊 应用经济学 1120220043 
24 国际经贸学院 周秦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20220052 
25 国际经贸学院 章泽仁 应用经济学 1120230032 
26 国际经贸学院 马茹钰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20230047 
27 会计学院 夏文婷 会计学 1120220140 
28 会计学院 王小敏 会计学 1120220153 
29 会计学院 张鹏飞 会计学 1120220165 
30 会计学院 叶灵 会计学 1120220172 
31 会计学院 戴冰 会计学 1120220175 
32 会计学院 蔡雅琪 会计学 1120230140 
33 会计学院 陈思楠 会计学 1120230143 
34 会计学院 申雨 资产评估 1220230149 
35 会计学院 孙梦琪 资产评估 1220230151 

36 会计学院 再米拉·亚
尔买买提 资产评估 1220230157 

37 会计学院 李智慧 会计 1220230340 
38 会计学院 沈佳怡 会计 1220230366 
39 会计学院 沈妍伶 会计 1220230367 
40 会计学院 孙鸿茹 会计 1220230371 
41 会计学院 王诗佳 会计 1220230392 
42 工商管理学院 李思欣 工商管理 1120220059 
43 工商管理学院 张婷宇 工商管理 1120220074 
44 工商管理学院 叶雨潇 工商管理 1120220077 
45 工商管理学院 董卓冉 工商管理 11202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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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工商管理学院 郑金坤 工商管理 1120230090 
47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李佳宁 工商管理 1120220309 
48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王小雨 工商管理 1120220319 
49 公共管理学院 张彩莉 工商管理 1120220116 
50 公共管理学院 邬可 工商管理 1120220118 
51 公共管理学院 张胜杰 应用经济学 1120220133 
52 马克思主义学院 董红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120220408 
53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金雨 马克思主义理论 1120220409 
54 法学院 康曦文 法学 1120220276 
55 法学院 付瑞 法学 1120220284 
56 法学院 刘书鑫 法学 1120220295 
57 法学院 孙舒曼 法学 1120220296 
58 法学院 孙可含 法律（非法学） 1220230662 
59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尚雪丽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220471 
60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练瑶瑶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220477 
61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付丽霄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220497 
6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余梦兰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220500 
63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瑶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220504 
64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郑佳雨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220507 
65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沈舒晗 生物与医药 1220220707 
66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许月 生物与医药 1220220714 
67 信息工程学院 柯嘉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20220511 
68 信息工程学院 徐子涵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20220516 
69 信息工程学院 潘庆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20220524 
70 艺术设计学院 赵保成 应用经济学 1120230234 
71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曲俊衡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20220422 
72 应用数学学院 徐星怡 数学 1120220360 
73 应用数学学院 乔姝 数学 1120220366 
74 新闻学院 吴彬 新闻与传播 1220230768 
75 新闻学院 张元媛 新闻与传播 1220230775 
76 粮食和物资学院 马幸巧 应用经济学 1120220550 
77 MBA 教育中心 郝爽 工商管理 1220220752 
78 MBA 教育中心 刘子涵 工商管理 1220220786 
79 MBA 教育中心 王雪聪 工商管理 1220220788 
80 MBA 教育中心 梁雅莉 工商管理 1220220789 
81 MBA 教育中心 孔文洋 工商管理 1220220790 
82 MBA 教育中心 李想 工商管理 1220230850 
83 MBA 教育中心 汤舒 工商管理 1220230883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改革创新情况  

1.完善学位论文质量保障和监控体系 

严格执行《南京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南财大学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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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3 号）《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审核工作办法（试行）》

（南财大学位字〔2023〕9 号）《南京财经大学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相关文件，建立健全学位论

文质量审查程序和标准。自 2018 年起，我校引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心学位论文质量监测服务平台，实现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100%盲审，确保论文盲审的规范性、权威性、科学性，切实保证研究

生学位论文质量。2024年我校投入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费近 130万元。 

2.学校高度重视学位论文管理制度建设，制定《南京财经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开题管理规定》（南财研字〔2024〕27 号）等文件，保证学位

论文质量，确保学位工作规范有序。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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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财大研字〔2019〕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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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建立健全学位论文质量审查程序和标准。加

强学位论文过程管理，严控学位论文关键环节；加强科研诚信和学术道

德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将所有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报送

学位中心工作平台盲审，实现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100%盲审，确保论

文盲审的规范性、权威性、科学性，切实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截

至 2024 年 12 月，共完成 1542 篇次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3008 篇次学

位论文匿名送审工作。在 2024 年度江苏省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工作，我

获 2024 年江苏省优秀学位论文共 11 篇，其中，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篇，优秀学硕论文 5 篇，优秀专硕论文 5 篇（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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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2024 年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奖名单 

序号 论文题目 培养单位 作者 导师姓名 

1 
粮油加工产业集聚的低碳效应

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 冯佑帅 曹宝明 

表 8-2：2024 年江苏省优秀学硕论文获奖名单 

序号 论文题目 培养单位 作者 导师姓名 

1 
多维贫困视角下农村低保的减

贫效应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 孙培栋 陶纪坤 

2 
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影响企业

生产效率吗 南京财经大学 许瀚文 沈永建 

3 
考虑配送员因素的众包物流平

台运营决策优化 南京财经大学 刘波 孟秀丽 

4 
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

对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 南京财经大学 陈东强 黄建伟 

5 
多巴胺基因介导谷蠹磷化氢保

护性昏迷的机制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 沈旭 唐培安 

表 8-3: 2024 年江苏省优秀专硕论文获奖名单 

序号 论文题目 培养单位 作者 导师姓名 

1 
共同富裕背景下区域基本公共

教育服务均等化对相对贫困的

影响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 刘韵绮 朱红根 

2 
基于熵权物元分析的制造业企

业电子商务能力评价研究—以

江苏省制造业企业为例 
南京财经大学 董卫华 程永波 

3 
绿色财政对能源转型的影响研

究 
南京财经大学 陈港 方国昌 

4 
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组织韧性

提升路径及经济后果研究——
以中国石化为例 

南京财经大学 宋子悦 钱坤 

5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负面信

息隐藏行为研究——以 Y 公司

为例 
南京财经大学 陈灿 陈华 

3. 持续探索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在全校各专硕培养过程中，实

践和推广“全程协同、双元融合”的人才培养理念，以学校为“内元”，政

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海外高校等为“外元”，双元共创课程

教材、共商案例教学、共建智库平台，凝练和丰富“全程双元”专业硕士

学位培养模式内涵，持续探索形成“启智润心、数智赋能、跨界协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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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学资源建设方案，以省研究生教改课题重大课题研究为牵引，

不断夯实和深化南财特色的专硕研究生培养模式。 

4. 积极开展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探索，2024 年我校获批省级研究

生教改重点课题 2 项，一般课题 3 项。组织开展省级研究生教改课题

结题评审和 2024 年校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课题申报、结题工作，1 项

省级研究生教改课题重大项目，2 项目重点项目，4 项一般项目已通过

校级验收并报省教育厅，10 项校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课题获批立项，

19 项校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课题完成结题。 

5. 加强监督检查，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充分发挥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督导的作用，完善质量控制和保障制度，出台《南京财经大学博士

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定时定点开展研究生期中

教学检查和中期考核，全面开展研究生课程学生评教工作，下一步研究

生院将根据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逐步落实整改措施，切实保证研究生培

养质量。 

（二）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创新情况 

1. 坚持党委领导，健全党管人才体制机制 

成立南京财经大学党委教师工作委员会，出台《南京财经大学党建

和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标准》等系列制度，开展提升教师政治意识系列讲

座，定期组织新进教职工开展岗前培训，帮助新进教职工提高政治理论

水平、学习先进教育理念，全面提升岗位适应能力和铸魂育人能力，更

好地担负起立德树人的崇高使命。全面实施《南京财经大学招聘人员思

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考察工作办法》《南京财经大学教师师德失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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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处理办法》等师德师风制度文件，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发展的首要条

件，在教师招聘、人才引进、年度考核、职称晋升、评奖评优、人才工

程、岗位聘任等方面实行师德失范行为“一票否决制”。 

2.坚持引育并举，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 

学校把服务国家战略作为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坚持把人才培育

作为重要基石和第一职责，坚持“创新驱动、特色发展、人才集聚、开

放融合、民生筑基”五大发展战略，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的人

才培养新范式。2024 年全职引进博士 64 人，已入职博士、师资博士后

47 人，其中世界 200 强高校毕业博士 25 人、具有海外联合培养博士经

历 8 人。积极推进人才培育工作，精心组织各类人才项目申报，国家海

外高层次人才项目实现零的突破。2024 年共组织 16 项各类人才项目

180 人次申报，获批 36 人次，其中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入选

者 1 人，海外博士后引才入选 1 人，全国粮食行业科技领军人才 1 人、

全国粮食行业青年拔尖人才 2 人，江苏省“333 工程高层次人才”培养对

象 11 人。 

3.坚持分类施策，提升教师发展保障 

坚持“破五唯”与“立新标”并举，加强分类评价，尊重学科差异、岗

位差异，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开辟破格、

直评、推荐、特优青年等多个职称晋升通道，全面、客观、准确地评价

教师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工作，促进教师各施其才、各显

其能、各展所长。筹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人才交流中心，积极改善教师

办公条件，营造“尊才爱才”的交流、合作、发展良好氛围，为学校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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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和培养人才提供有力保障。  

（三）科学研究改革创新情况 

学校注重引导研究生不断提升科学研究水平。2024 年，持续做好

“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申报工作，获批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

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125 项，资助额 118.2 万元（见表 9）。 
表 9  2024 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一览表 

培养单位 总数 科研创新计划 实践创新计划 

MBA 教育中心 3 0 3 

财政与税务学院 3 2 1 

法学院 10 6 4 

工商管理学院 23 18 5 

公共管理学院 11 10 1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 1 0 

国际经贸学院 3 3 0 

会计学院 10 7 3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1 1 0 

金融学院 9 6 3 

经济学院 3 3 0 

粮食和物资学院 4 4 0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5 0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3 17 6 

外国语学院 1 1 0 

新闻学院 1 0 1 

信息工程学院 2 2 0 

艺术设计学院 1 0 1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 10 0 

应用数学学院 1 1 0 

总计 125 9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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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作为第一作者或者与研究生导师合作在 SSCI、SCI、CSSCI

来源期刊等发表高水平论文 300 多篇（见表 10）。 

表 10  2024 年度研究生发表的代表性高水平论文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研究生 
姓名 

ES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蔡雅琪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 and internal capital 
allocation in business groups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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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艳 

服务贸易协定能否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兼论正面

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有效性 
财贸经济 郝思婕 

产业承接与内陆地区空气质量——来自国家级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的证据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黄必银 

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分化之谜：偏向型开放视角的

解读 
经济研究 高凯 

Research on the coupled evol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姜亮宇 

Unlocking innovation potential: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capac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姜亮宇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city and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s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Environmental Research 刘栩君 

Stochastic optimal control and piecewise 
parameterization and optimization method for 
inventory control system improvement 

Chaos, Solitons & Fractals 黄甜 

Multiple-factor optimistic value based model and 
parameter estimation for uncertain portfolio 
optimization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徐佳俊 

Portfolio optimization with mental accounts under 
uncertain random environment and butterfly 
optimization algorithm with adaptive strategies 

Applied Soft Computing 黄雅怡 

Maximal canards in a slow–fast Rosenzweig–
MacArthur model with intraspecific competition 
among predators 

Chaos, Solitons and Fractals 徐星怡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NEPL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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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series forecasting of stock market indices based 
on DLWR-LSTM model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闫凯 

Linguistic-induced life insurance consumption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殷伟俊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方继明 

Application of Event Study Methodology in the 
Analysis of Cryptocurrency Returns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周凡 

Does “Son Preference” affect rural floating parents’ 
willingness to settle in towns and citi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胡运芝 

Management myopia and gree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金美琳 

What influences online users’ tourism information 
sharing?: A study based on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李思欣 

A stud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online users 
tourism information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李思欣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destination 
embedding in online games on players’ travel 
inten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alytics 

陈梦停 

Enhanced hypoglycemic effects of konjac 
glucomannan combined with Polygonatum cyrtonema 
Hua polysaccharide in complete nutritional liquid diet 
fed type 2 diabetes m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常乐 

基于介质阻挡放电低温等离子体分析储藏稻谷高温

胁迫下酚类代谢规律 
中国农业科学 侯帅 

Rapid and visual detection of Listeria monocytogenes 
based on polymerase spiral reaction in fresh-cut fruit 

LWT 张莫然 

Constructing soybean protein isolate /bacterial 
cellulose co-assemblies by pH shifting treatment: 
Molecular conformation and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Food Chemistry 严孙辉 

线粒体编码基因 ND6 和 ATP6 介导锈赤扁谷盗低温

耐受性形成的机制 
中国农业科学 袁国庆 

Extraction mechanism and bio-activities of 
capsaicinoids from lantern peppers placenta using deep 
eutectic solvents 

Food Chemistry 杨琴 

CA-g-CS/PLA film packaging improved storage 
stability through the MAPK signaling pathway of 
postharvestAgaricus bisporus 

Postharvest Biology and 
Technology 

柏诗琪 

Prediction of moisture content of Agaricus 
bisporusslices as affected by vacuum freeze drying 
using hyperspectral imaging 

Food Control 柏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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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inoa peptide protects impaired mucus barriers 
in colitis mice by inhibiting NF-κB-TRPV1 signaling 
and regulating the gut microbiota 

Food & Function 王銮凤 

中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模式及其碳足迹演化特征 环境科学 孙璇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t soybean oil forms on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surimi myofibrillar 
protein gel: The role of soybean protein isolate and κ-
carrageen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薛美云 

添加杏鲍菇粉对挤压米品质特性的影响 中国农业科学 姜雯 

Effects of wheat cultivar, bran concentration and 
endoxylanase on the thermomechanical, viscoelastic 
and microstructural properties of whole wheat flour 
doug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孙昕炀 

Red swamp crayfish (procambarus clarkii) as a 
growing food sourc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Foods 陈碧敏 

Microencapsulated cinnamon essential oil extends 
bread shelf life and alters microbial diversity 

Food Bioscience 赵爽 

Metabolic changes related to the Maillard reaction in 
rice yellowing induced by fungal infection: A study 
based on untargeted metabolomics analysis 

Food Bioscience 周云静 

Screening of bile salt hydrolase-producing lactic acid 
bacteria and evaluation of cholesterol-lowering activity 
in vitro 

Food Bioscience 吕程龙 

Improvement in the rheological properties and gas 
phase of dough, and overall quality of dietary fibre 
enriched products: Enzymatic modification on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dietary fibre 

Food Hydrocolloids 刘晴阳 

线粒体编码基因 ND6 和 ATP6 介导锈赤扁谷盗低温

耐受性形成的机制 
中国农业科学 袁国庆 

Selenium-containing peptides as effective alleviators 
for low-level lead induced neural damage 

Food Bioscience 郑佳雨 

Potentials of dietary fiber and polyphenols in whole 
grain wheat flour to release the liver function and 
intestinal tract injury in lead-induced m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郑佳雨 

Fluorescence sensor based on IFE between 
AEP@UCNPs and oxTMB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d2+ in paddy rice combined with HRP enzyme 
inhibition mechanism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 

丁海臻 

Preparation of trilayer film with slow-release, 
antioxidant, and antibacterial activities and its effects 
on scallop preservation 

Food Bioscience 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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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and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ies of novel polysaccharides obtained from 
Pleurotus eryngii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 

王晗 

Novel aptasensor based on polyaniline functionalized 
carboxylated dobby carbon nanotubes and 
molybdenum disulfide for endotoxin detection 

Talanta 王森 

MiR-107-3p/ Atp6v0e1 contributes to protective 
effects of two selenium-containing peptides, TSeMMM 
and SeMDPGQQ on lead-induced neurotoxicity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 

黄天航 

Prediction of moisture content of Agaricus bisporus 
slices as affected by vacuum freeze drying using 
hyperspectral imaging 

Food Control 柏诗琪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rch structure and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The impact of extrusion on 
highland barley flour 

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葛飞 

Prediction of moisture content of Agaricus bisporus 
slices as affected by  vacuum freeze drying using 
hyperspectral imaging 

Food Control 柏诗琪 

Deciphering the binding behavior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apigenin and α-glucosidase based on 
multi-spectroscopic and molecular simulation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孟可瑜 

Enhancing bread preservation through non-contact 
application of starch-based composite film infused with 
clove essential oil nanoemul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范赛凤 

Enhanced emulsification performance and interfacial 
properties of Janus-like rapeseed cruciferin through 
asymmetric acylation modif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胡盛庆 

CA-g-CS_PLA film packaging improved storage 
stability through the MAPK signaling pathway of 
postharvest Agaricus bisporus 

Postharvest Biology and 
Technology 

柏诗琪 

小麦胚芽活性肽通过 AMPK/SIRT1 改善大鼠肝脏衰

老损伤的作用机制研究 
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罗涛 

Investigating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air-
water interface adsorption behavior of 
transglutaminase-crosslinking rapeseed protein isolate 

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陆姗姗 

CA-g-CS/PLA film packaging improved storage 
stability through the MAPK signaling pathway of 
postharvest Agaricus bisporus 

Postharvest Biology and 
Technology 

柏诗琪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tarch/PBAT film 
containing hydroxypropyl-β-cyclodextrin/Lauroyl 
arginate ethyl/cinnamon essential oil microcapsul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preservation of strawber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胡董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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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inoa peptide protects impaired mucus barriers in 
colitis mice by inhibiting NF-κB-TRPV1 signaling and 
regulating the gut microbiota 

Food and Function 吴树凤 

Nano selenium functionalized chitosan gel beads for 
Hg(II) removal from apple ju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邵志颖 

Interactions between intestinal microbial  
fermentation products of Pleurotus eryngii  
polysaccharide with gut mucus 

Food & Function 马赛 

Adding insult to injury: Living in a remote 
locationincreases the burden of gift expenses among 
the rural poor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丁沈琪 

Reducing farmland abandonment by raising women’s 
education level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丁沈琪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and public health in China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车美萱 
盐城市县域碳汇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环境科学 张彩莉 
“减污降碳”视角下长三角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

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  
环境科学 孙燕 

长三角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时空演变及其驱动机

制 
环境科学 廖钟淇 

（四）传承创新优秀文化改革创新情况 

学校充分发挥研究生科技文化节的育人载体作用，积极推动校园

优秀文化建设。2024 年组织开展第七届研究生科技文化节，活动项目，

见表 11。活动涵盖了主题教育活动、科研与实践创新类论坛、赛事等

活动。科技文化节营造了浓郁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引导

研究生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养和能力，展现了学校研究

生学子的良好形象。 
表 11  第七届研究生科技文化节校级活动立项情况表 

序号 立项单位 立项活动 立项类别 

1 经济学院 

1.“经世立民，抒我见解”——第五届“紫经杯”研究生科

技论坛 
重点立项 

2.青春志愿行 爱心助梦想 
3.逐梦新征程，职引向未来 

2 金融学院 

1.“金融赋能产业 科技融创未来”——“数字金融”主题

教育 
重点立项 

2.“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书写教育强国建设新篇章”
主题教育 



30 
 

3.2024 年江苏省金融学类（含保险）研究生教学案例

大赛 
4.第七届江苏省研究生模拟炒股大赛 

3 会计学院 

1.“法眼看财”主题系列活动 

重点立项 
2.“财赋矩阵”主题系列活动 
3.“学思践悟·启航” TSD 研究生演说家大赛 
4.“承中华文脉，展青年风采”传统文化系列活动 

4 
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 
1.“食尚绿动，健康未来”食品创新大赛 

重点立项 
2.“追溯红粮记忆，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演讲比赛 

5 
财政与税务学

院 

1.“税月同行，财智共创”——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财税

系列活动 
一般立项

A 类 
2.“税”智比拼，“说”才竞秀 

6 
国际经贸学

院、江苏产业

发展研究院 

1.科技报国立宏志·强国有我书华章 
一般立项

A 类 2.“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产业新优势”学术交流活动 

7 工商管理学院 
1.“科研赋能践使命 挺膺担当青年行”主题活动 一般立项

A 类 2.“研”途相伴 “职”梦启航--研究生职业能力训练营 

8 法学院 法治启航·梦想飞扬——校园法治文化节 
一般立项

A 类 

9 
管理科学与工

程学院 

1.“未来之星，一往“职”前”研究生模拟招聘会 

一般立项

A 类 

2.“辩以明思，坐而论道”辩论赛 
3.光影绿意：科技与生态共融摄影大赛 
4.和平之路，同心共筑 
5.学习为舟，快乐做桨，知识成洋 
6.追寻红色足迹——家乡名人名事故事会 
7.“树科研理想，担报国使命”——首届研究生学术演讲

比赛暨研究生宣讲团选拔活动 

10 应用数学学院 

1.德馨传道，业臻育人—— 南京财经⼤学第二届“德业

杯”教师技能大赛 一般立项

A 类 2.数创未来，智解万象—— 南京财经⼤学研究⼤数学

建模论坛 

11 新闻学院 

1.“研情偶寄”系列读书会 

一般立项

A 类 

2.“忆红色岁月，追红色记忆”缅怀感悟之行 
3.“新光初绽，开学映像”校园摄影大赛 
4.“青春每一帧，限定光影校园”征集 vlog 活动 
5.“致敬记者初心，彼方荣光永在”海报设计大赛 

12 
粮食和物资学

院 

1.“研途相伴·三全育人”研究生科研创新素养训练强基

计划 一般立项

A 类 2.“爱粮节粮·有你有我”世界粮食日暨全国粮食安全宣

传周主题宣教活动 

13 
营销与物流管

理学院 
“创新致远，融聚未来”-----物流品牌广告策划方案设计

大赛 
一般立项

B 类 

http://csxy.nufe.edu.cn/
http://csxy.n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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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马克思主义学

院 
“科技引领，知识筑梦”演讲大赛 

一般立项

B 类 

15 信息工程学院 “IT 工匠”——南京财经大学计算机维修技能挑战赛 
一般立项

B 类 

16 外国语学院 青春向党歌未央  廉洁守粮语四方 
一般立项

B 类 

17 艺术设计学院 
跨界•创想•融合——“湖畔学会”研究生艺术课堂学术沙

龙活动 
一般立项

B 类 

18 校研究生会 
“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主题系

列活动 
一般立项

B 类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不断创新新

时代高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形式与方法，充分发挥高校文

化传承创新的优势与作用，学校应用经济学（文化创意产业方向）专业

以全国高校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基地之一的篆刻传承项目为依托，注重

在传承优秀文化方面的人才培养，积极把课程建设、科学研究、研究生

实践等方面结合起来，引领研究生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

和弘扬者，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坚定文化自

信、增强文化自觉。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作用，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五）国际合作交流改革创新情况 

1. 积极推进与世界一流大学、顶尖科研机构建立实质性学术交流

与合作，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密切合作，商谈合作举办非独立法人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同步推进与梅西大学、圣约瑟夫大学、史蒂文斯理工学

院硕士和博士层面合作，寻求开展合作办学机会。 

2. 积极申请并成功获批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2024 年国际产

学研用合作会议框架下中外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招生计划，我校首次

获批专项招生计划 24 人，其中博士 4 人、硕士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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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校进一步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研究生国际合作交流稳

中有升。2024 年，我校招收来华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11 名，目前正在

积极推进接收来华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系列工

作（见表 12）。 
表 12  2024 年招收来华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情况表 

学位类别 专业 学院 人数 

学术学位 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学院 2 

专业学位 

工商管理 MBA 教育中心 1 

新闻与传播 新闻学院 4 

设计 艺术设计学院 1 

旅游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3 

 

3.加强国际化项目申报及平台建设。获批中外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

招生计划，打造人才培养新阵地。积极申请并成功获批教育部国际合作

与交流司 2024 年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框架下中外导师联合培养研究

生招生计划，我校首次获批专项招生计划 24 人，其中博士 4 人、硕士

20 人。2024 年，我校与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共同签署了博士双学位

联合培养项目及本硕贯通卓越人才培养项目合作协议，为学生开辟了

本、硕、博全层次的学业晋升通道；获批留基委“粮食智能收储与绿色

加工复合”乡村振兴人才培养项目立项和资助；“粮食安全理论与政策创

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立项。为我校研究生获得留基委资助提供

了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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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1. 我校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建设较少能形成体系，单兵作战

的形式较为普遍，对于研究生教学质量提升的实际推动作用还不明显。 

2. 研究生优质教学资源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拓展相关

课程和教材建设覆盖面。培养单位和广大教师对于优质资源建设的积

极性和参与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3. 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原创性科研成果产出、

高水平学术论文成果发表、高水平学科竞赛参与度和获奖等方面，只有

不断培养和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科研能力，才能在学术研究、创新

创业方面取得更好的成绩，进而满足国家和社会对高水平人才的需求。 

（二）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按照江苏省教育评估院的统一部署，2024 年 6 月我校研究生院启

动了 2024 年江苏省抽检硕士学位论文工作。我校严格遵循省教育评估

院的要求，精心组织，认真谋划，所有材料均按时保质保量地提交给江

苏省教育评估院。共抽检了硕士学位论文共计 66 篇，其中学术学位论

文 25 篇，专业学位论文 41 篇。目前抽检结果尚未公布。  

六、改进措施 

（一）切实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建设 

1. 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成效。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

生院将进一步加强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对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统一部署、统一实施、统一检查和评估的整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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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研究生培养和管理的各个环节，加强各部

门的协同联动，更好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培养紧密结合，努力提升全

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工作实效。二是进一步加强导师、

研究生辅导员队伍的思政工作能力建设，在继续加强常态化培训的同

时，加强培训后的效果评估和跟踪反馈。定期组织导师、研究生辅导员

队伍开展教书育人、管理服务育人工作经验交流，积极选树优秀导师、

优秀导师团队及优秀辅导员典型，发挥先进的引领示范作用。三是进一

步加强研究生会及研究生社团建设，持续增强研究生自我教育效能。加

强导师、专业课教师与学工队伍的协同联动，积极培育一支擅长讲好学

科专业思政故事的研究生骨干队伍。大力宣传表彰研究生中的先进典

型和先进事迹，积极营造研究生自我教育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2. 多渠道推进研究生高质量就业。一是加强职业生涯教育和日常

培养工作相融合。研究生教育需要强化以就业为导向，创新培养模式，

进一步推动落实研究生全程双元培养模式。二是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

养质量。以行业发展需求、企业用人需求为导向，通过企事业单位深度

参与人才培养，不断提升学校研究生教育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配性与

融合度。根据研究生的不同发展需求，更好发挥导师培养质量第一责任

人作用，充分利用研究生工作站、行业导师、实践基地等资源，强化研

究生学术素养训练和实践教学训练。以过硬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高

质量就业目标的最终实现。三是凝聚研究生就业工作合力。毕业生就业

工作不仅是学工人员的工作，需要全校各单位和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

一方面，要持续加强培养单位的内部协同，确保每一名教职员工都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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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岗位实际，服务好毕业生就业；一方面，要加强培养单位和部门

之间的协同。相关职能部门和培养单位要加大融合对接力度，切实做到

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全力保障毕业生就业高质量发展。   

（二）研究生招生 

1. 加大招生宣传力度。举办校园开放日、体验课程及特色活动，

制作创意宣传材料，建立合作联盟，同时组建专业招生团队并进行培训，

深入优质生源地，开展线下招生宣传，进行师生面对面交流，同时要注

重潜在学生的后续跟进与个性化咨询服务，全面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

吸引力。 

2. 加强招生就业联动。优化硕士研究生招生学科专业布局，合理

调控招生指标。通过校企合作、实践教学等方式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根据学科专业发展情况以及就业情况，对于就业较低的专业分析原因，

适当扣减其招生指标；同时建立毕业生就业跟踪与反馈系统，形成招生

与就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满意度。 

（三）研究生教学资源体系 

1. 持续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建设。构建“研究生院为主导、

专业学位点为主体、一线任课教师为主力”的教学案例建设工作系统，

强化优秀案例开发协作机制，推动高水平教学案例开发入库，形成财经

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开发南财品牌。 

2. 实施校级研究生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培优计划。支持研究生导

师参与国家研究生核心课程建设和教材编写，以课程建设、教材建设、

教学案例建设和教学内容改革为核心，充分发挥各学科专业的优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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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加大培育和引导力度，从研究生精品课程、精品教材、优秀教学案

例、课程思政、实习实践基地、教育教学成果培育和教改研究等方面加

强优质教学资源体系建设。 

3. 构建研究生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提升研究生课堂教学质量。加

强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完善质量监督评价机制，促进研究生

教学质量评价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定《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教学质

量评价方案》等系列文件并付诸实施，以评促教，引导教师把立德树人

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增强授课教师教学责任心，形成良好的教学氛围，

提升教风学风。  

（四）产教融合育人机制  

1. 持续挖掘校外办学资源。不断扩大学校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

位、科研院所等对接合作，新增建设一批高质量研究生工作站，持续开

展产业教授选聘，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学校各学科专业研究生的产教融

合培养平台。 

2. 积极探索全程双元培养机制。推动联合培养基地制度化建设，

加强校内外教学资源汇聚能力，着力推进校内校外双元共建培养载体，

共管培养过程，共享培养成果的深度融合共生机制，推进我校产教融合

工作再上新台阶。  

（五）学位论文与导师队伍 

1. 优化论文质控体系。首先在学术道德上下功夫，严控关键环节，

加强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建设营造良好环境，提升学位论文盲审、学术

道德规范惩戒等工作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其次，在强化流程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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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开展学位规范管理确保授予顺利，强化学位授予过程管理提升质

量，包括严格答辩管理、开展督导、强化论文修改要求、压实审查责任

等。最后，在执行制度上下功夫。严格执行《南京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

员会章程》《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审核工作办法（试行）》等

文件，规范学位授予活动，明确审核责任，准确授予学位，严格把控审

核质量。 

2. 完善导师培训体系。针对新导师，培训课程重点涵盖研究生培

养的基本规范内容，针对资深导师，重点聚焦于学科前沿动态、新兴交

叉学科知识，初步实现精准化培训体系。线上搭建导师培训平台，线下

常态化举行专家讲学，开展实地考察和实践操作训练等活动。 

3. 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举办师德师风专题讲座，多渠道宣

传优秀导师的师德事迹，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严格执行师德师风考核

一票否决制，进一步规范学术道德。 

4. 提升导师教研能力。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类教改项目支持力度，

在招生名额分配，学术交流资助等方面进一步向骨干导师倾斜，持续提

高导师指导能力。 

5. 发挥先进模范作用。开展优秀导师和导师团队的经验传承活动，

充分发挥名师工作室的作用，为优秀导师提供专门的工作空间和资源，

开展示范教学、学术研讨等活动，供其他导师观摩学习。 

（六）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 

1. 确保系统可靠性。正在全力推进研究生管理系统功能的有效落

实。借助今年的试运行契机，积极协同开发人员，对各模块的功能实现、



38 
 

界面形式、操作方式等进行细致考量与精心设计，使各模块符合设计要

求，进而确保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实现全面信息化管理。将与开发人

员协同，反复核查代码逻辑，确保系统在复杂情形下稳定运行，防止程

序崩溃与数据错误。遵循既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规则，涵盖学生入

学至毕业的各个环节，在系统内实现标准化流程管理。将反复实验排查

风险隐患，确保学位评定、学生成绩管理等事务的公正性与准确性，涵

盖数据录入、存储与传输等所有环节。 

2. 增强系统体验感。持续收集反馈意见，不断提升用户满意度。

努力为各类用户提供简洁、一致的操作界面，减少界面差异造成的困扰，

提高信息系统使用界面的体感。将基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实际

需求进行考量，确保功能切实可用，避免冗余，提高模块实用性。 

（七）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水平 

1. 加大研究生科研支持力度。多层次、多类型、全方位的开展研

究生学术与实践创新项目，鼓励与产教融合项目、创新创业项目及社会

服务项目相结合，拓宽研究生学术视野，培育创新精神，锤炼实践才干。 

2. 激发学院承办活动热情。指导、协助相关学院积极承办江苏省

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大赛、江苏省研究生暑期学校、江苏省研究生学术

创新论坛等各项科研创新活动，加强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

划项目过程管理，引导学院和指导教师创造条件促进项目研究顺利开

展，全面提升研究生学术与实践创新能力。  

（八）提升研究生国际交流合作水平 

1. 打造高质量国际合作交流平台。积极举办国际学术交流会议，

鼓励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开展国际交流学业规划，为学生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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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答疑解惑；探索实施研究生学术交流资助计划，为学生参加国际交

流解除后顾之忧。拓展国际合作渠道，协同国际交流处和国际教育学院，

不断探索国际交流合作新机制，加强与国际组织、世界高水平大学和顶

尖学术机构的深度合作交流，提升学校优势特色学科国际影响力；协同

相关部门构建国际合作综合平台，为研究生创造与国际学术大师面对

面交流与学习的机会。 

2. 建立硕博研究生国（境）外双向交流机制。将拟定英文版人才

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研究生导师介绍、学生在读证明及成绩单等

材料纳入日常工作；不断建立及完善硕博研究生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

目管理办法；配合国际教育学院健全外国留学生研究生学籍管理、学位

授予等制度。 

3. 做好研究生国（境）外双向交流全过程管理。配合做好研究生

层次中外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各类留基委项目的招生及派出工作，

尤其是博士生的招生及派出；将研究生出国（境）相关奖学金资助纳入

学生奖学金资助体系；将国（境）外交流纳入新生入学教育、职业生涯

规划课程体系；做好研究生国（境）外交流管理及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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