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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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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拥有应

用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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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管理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3 个，工商管理（MBA）、金融、应

用统计、保险、资产评估、会计、国际商务、生物与医药、公共管理

（MPA）、税务、法律、新闻与传播、旅游管理、工程管理、审计、设

计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6 个。 

2.学科建设情况 

学校以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为目标，立足长三角、

面向全国，聚焦财经领域和粮食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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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2022 软科中国大学排名”正式发布，学校进入“2022 软

科中国财经类大学排名”前 10。“农业科学”“工程科学”进入 ESI

国际学科排名全球前 1%。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食品科学与工程 3

个学科入选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均为 B 类。

理论经济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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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软件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公共管理等 9 个学科入选江苏省

“十四五”重点学科。学校依托应用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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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研究生招生情况 

2022年，学校严格执行研究生招生考试政策，切实落实疫情防控

工作要求，圆满完成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获评江苏省研究生招生管

理“优秀招生单位”，学校已连续 13 年获此荣誉，连续三年作为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点，获评江苏省研究生招生管理“优秀报

考点”。 

2022年，学校共录取博士研究生 19 人，较去年增长 5.6%；共录

取硕士研究生 1455 人。其中，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577 人，全

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696 人，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182

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报考数量为 3413 人，录取人数为 577 人，录

取比例 16.91%，其中一志愿录取人数 341 人，占比 59.10%，推荐免

试硕士研究生 22人，占比 3.81%，来自双一流高校的学生人数 79人，

占比 13.69%。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报考数量为 56 人，录取人数为 19

人，录取比例 33.93%，来自双一流高校的学生人数 4人，占比 21.05%。 

4.在校生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学校在校研究生 3979 人，其中，学术

型博士研究生 81 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1673 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 2225人。博士、硕士研究生中学术型与专业学位占比分别为 44.09%、

55.91%。硕士研究生中学术型与专业学位占比分别为 42.92%、5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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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就业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学校硕士研究生的总就业率达到 93.56% ，

其中，升学 39 人，占比为 2.99%，协议和合同就业人数为 1126 人，

占比为 86.28%。各培养单位就业率见表 1。 

表 1  南京财经大学 2022届硕士毕业生就业率统计表 

培养单位 合计 

协议和合同就业情况 

（不含升学） 

总就业情况 

（含升学）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合计 1305 1126 86.28% 1221 93.56% 

应用数学学院 26 15 57.69%  26 100.00%  

艺术设计学院 4 4 100.00% 4 100.00%  

外国语学院 4 2 50.00%  4 100.00%  

金融学院 127 121 95.28% 127 100.00%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10 9 90.00% 10 100.00%  

公共管理学院 119 115 96.64% 119 100.00%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71 63 88.73% 70 98.59% 

经济学院 96 89 92.71% 94 97.92%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37 35 94.59%  36 97.30%  

国际经贸学院 62 58 93.55% 60 96.77%  

工商管理学院 57 49 85.96%  55 96.49% 

财政与税务学院 51 48 94.12% 49 96.08%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22 18 81.82% 21 95.45% 

会计学院 254 213 83.86% 238 93.70% 

法学院 59 43 72.88% 54 91.53% 

信息工程学院 23 21 91.30% 21 91.3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1 15 71.43% 19 90.48% 

MBA 教育中心 210 172 81.90% 172 81.90% 

新闻学院 42 31 73.81% 34 8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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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单位 合计 

协议和合同就业情况 

（不含升学） 

总就业情况 

（含升学）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粮食经济研究院 10 5 50.00% 8 80.00% 

2022届硕士研究生升学名单见表 2。 

表 2  2022届硕士研究生升学名单 

学号 姓名 专业 录取院校 

1120190564 赵凯 经济法学 大连理工大学 

1120190081 徐彩霞 旅游管理 南京大学 

1120190074 郭丽佳 旅游管理 南京大学 

1220200113 程雪芬 旅游管理 又松大学（韩国） 

1120190113 张兆亮 房地产管理学  南京农业大学 

1120190100 何沛芸 劳动经济学 南京大学 

1120190743 张凯月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南京大学 

1120190005 焦东丹 国民经济学 中央财经大学 

1120190240 周志远 会计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120190231 张磊 会计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120190211 曲潇仪 会计学 广西大学 

1120190843 申晨荣 区域经济学 南京大学 

1220200609 郭铖宋 保险 中国农业大学 

1120190480 乔纪 经济思想史 暨南大学 

1120190501 姚阳阳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南京师范大学 

1120190499 王庆玲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120190505 毛逸波 数量经济学 南京大学 

1220200728 张爱欣 应用统计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120190835 饶清玲 贸易经济(粮食经济) 上海财经大学 

1120190840 周琦宇 贸易经济(粮食经济) 南京农业大学 

1120190833 孟静 贸易经济(粮食经济) 韩国釜庆大学 

1120190714 骆祥慧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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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90730 叶一鸣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扬州大学 

1120190769 潘泓杉 食品科学与工程 南京农业大学 

1120190773 生凯凯 食品科学与工程 武汉大学 

1120190766 吕重阳 食品科学与工程 南京农业大学 

1120190759 梁丽姣 食品科学与工程 浙江大学 

1120190748 崔颖 食品科学与工程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 

1120190705 丁梦瑶 传媒经营管理 河海大学 

1120190613 刘业深 营销与物流管理 南京大学 

1120190619 周丹 营销与物流管理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120190656 费翔 基础数学 安徽师范大学 

1120190662 汪志伟 计算数学 南京理工大学 

1120190658 付婷 计算数学 国防科技大学 

1120190661 罗成 计算数学 西南大学 

1120190677 温琦慧 应用数学 英国华威大学 

1120190673 刘潘婷 应用数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120190671 戴忠 应用数学 山东大学 

1120190674 沈思敏 应用数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6.学位授予基本状况 

2022年南京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授予学术学位博士 1人，

学术学位硕士 428人，专业学位硕士 737 人，见表 3。 

表 3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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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020101 政治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5 

3 020102 经济思想史 学术学位硕士 4 

4 020104 西方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12 

5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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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科（专业）代码 学科（专业）名称 学位类型 人数 

6 0202Z1 贸易经济(粮食经济) 学术学位硕士 10 

7 0202Z2 文化创意产业 学术学位硕士 4 

8 020201 国民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9 

9 020202 区域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10 

10 020203 财政学 学术学位硕士 16 

11 020204 金融学 学术学位硕士 26 

12 020205 产业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9 

13 020206 国际贸易学 学术学位硕士 18 

14 020207 劳动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11 

15 020209 数量经济学 学术学位硕士 5 

16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学术学位硕士 4 

17 030105 民商法学 学术学位硕士 4 

18 030106 诉讼法学 学术学位硕士 5 

19 030107 经济法学 学术学位硕士 5 

20 030109 国际法学 学术学位硕士 4 

21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学术学位硕士 6 

22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学术学位硕士 4 

23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学术学位硕士 7 

24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学术学位硕士 4 

25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学术学位硕士 4 

26 070101 基础数学 学术学位硕士 3 

27 070102 计算数学 学术学位硕士 7 

28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学术学位硕士 5 

29 070104 应用数学 学术学位硕士 10 

30 071400 统计学 学术学位硕士 10 

31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学术学位硕士 7 

32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学术学位硕士 10 

33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学术学位硕士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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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科（专业）代码 学科（专业）名称 学位类型 人数 

34 083500 软件工程 学术学位硕士 5 

35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术学位硕士 13 

36 1202Z1 营销与物流管理 学术学位硕士 8 

37 1202Z2 传媒经营管理 学术学位硕士 7 

38 99J1 房地产管理学 学术学位硕士 6 

39 120201 会计学 学术学位硕士 49 

40 120202 企业管理 学术学位硕士 31 

41 120203 旅游管理 学术学位硕士 8 

42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学术学位硕士 4 

43 0251 金融 专业学位硕士 84 

44 0252 应用统计 专业学位硕士 51 

45 0253 税务 专业学位硕士 35 

46 0254 国际商务 专业学位硕士 26 

47 0255 保险 专业学位硕士 16 

48 0256 资产评估 专业学位硕士 20 

49 0351 法律 专业学位硕士 36 

50 0552 新闻与传播 专业学位硕士 35 

51 0860 生物与医药 专业学位硕士 19 

52 1251 工商管理 专业学位硕士 142 

53 1252 公共管理 专业学位硕士 64 

54 1253 会计 专业学位硕士 178 

55 1254 旅游管理 专业学位硕士 24 

56 1256 工程管理 专业学位硕士 7 

合计    1166 

7.研究生导师状况 

学校目前共有研究生导师 614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导师 547 人，

校外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 29 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36 人，校外兼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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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研究生导师 2人，见表 4。聘请校外行业导师 273 人。 

表 4  研究生导师基本情况表 

年龄 总计 

其

中：

女 

按专业技术职务分 按指导关系分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博士

导师 

其中：

女 

硕士

导师 

其中：

女 

合计 614 190 261 200 153 38 2 576 188 

29 岁及以下 2 0 0 0 2 0 0 2 0 

30-34 岁 118 41 0 20 98 0 0 118 41 

35-39 岁 110 39 12 56 42 2 0 108 39 

40-44 岁 103 34 42 51 10 8 1 95 33 

45-49 岁 87 30 48 39 0 6 1 81 29 

50-54 岁 75 22 54 20 1 6 0 69 22 

55-59 岁 86 23 73 13 0 9 0 77 23 

60-64 岁 30 1 29 1 0 6 0 24 1 

65 岁及以上 3 0 3 0 0 1 0 2 0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022 年学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认真贯

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贯彻

落实《南京财经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若

干意见》（南财大党字〔2018〕18 号）文件精神，从严从实推动研究

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1.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学校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专职研

究生辅导员队伍，建立以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为主体、研究生秘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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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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2月，学校现有专职研究生辅导员 19 人，研究生班主任 2 人。加

强对研究生专职辅导员的培训，定期组织研究生辅导员专项学习，开

展专题研讨，组织专职研究生辅导员考核工作。不断提升研究生思政

教育队伍的理论水平，2022年共设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课题 31项，

见表 5。 

表 5  2022 年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课题立项名单 

序号 课题类别 课题编号 题目 负责人 单位 

1 重点课题 YSZ2201 
立德树人视域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李玉

琴、朱

文文 

金融学院 

2 重点课题 YSZ2202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教师的研究生课

程思政教学能力评价与提升研究 
廉同辉 工商管理学院 

3 重点委托 YSZ2203 研究生实践育人研究 范渊凯 马克思主义学院 

4 一般课题 YSZ2204 
高校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问题与对策 
杜修立 研究生院 

5 一般课题 YSZ2205 
基于案例实训的研究生课程思政教

学设计与实践研究 
戴靓 公共管理学院 

6 一般课题 YSZ2206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课程思政推进

的方式、方法与体系研究 
胡建雄 会计学院 

7 一般课题 YSZ2207 
“以美育人”融入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路径研究 
徐璐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

院 

8 一般课题 YSZ2208 
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和科研诚信建

设研究 
丁文 科研处 

9 一般课题 YSZ2209 
人类文明新形态融入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张颖聪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 一般课题 YSZ2210 
工程硕士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实践

路径研究 
王卓君 研究生院 

11 一般课题 YSZ2211 “五育”并举促进研究生全面发展 顾亚涛 研究生院 

12 一般课题 YSZ2212 
基于学生感知的研究生思政课教学

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李卉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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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类别 课题编号 题目 负责人 单位 

13 一般课题 YSZ2213 研究生心理压力与纾解路径研究 欧亚 研究生院 

14 一般课题 YSZ221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论述研究 
单宗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 一般课题 YSZ2215 
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创新

--基于“三全育人”视域背景 
任康 研究生院 

16 一般课题 YSZ2216 
高校立德树人文化载体及其优化机

制研究 
万梦宇 人事处 

17 一般课题 YSZ2217 
三全育人背景下科研育人赋能研究

生创新人才培养的路径探析 
穆凌峰 科研处 

18 一般课题 YSZ2218 
新时代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队伍建设研究 
吴利亚 粮食和物资学院 

19 一般课题 YSZ2219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研究 吴昊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 一般课题 YSZ2220 
红色美育视域下新时代研究生思政

教育研究 
仲巧林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

院 

21 一般课题 YSZ2221 
新粮食安全观融入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 
曹雪 人事处 

22 一般课题 YSZ2222 
新冠疫情对开展研究生思政教育的

影响研究 
刘娟 MBA 教育中心 

23 一般课题 YSZ2223 
融入思政元素的案例式教学探索与

实践 
吴昊 经济学院 

24 一般课题 YSZ2224 
立德树人理念下的研究生心理健康

教育问题研究 
于海量 马克思主义学院 

25 一般课题 YSZ2225 
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 
陈佳园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26 一般课题 YSZ2226 
新时代研究生文化自信及其培育研

究 
孙辉 外国语学院 

27 一般课题 YSZ2227 
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研究生思想

政治工作创新研究 
吕张怡 经济学院 

28 一般课题 YSZ2228 
“三全育人”背景下研究生校友文

化育人机制研究 
涂浚洋 对外联络处 

29 一般课题 YSZ2229 
“大思政”视域下研究生志愿服务

实践育人功能探究 
徐曼 校团委 

30 一般课题 YSZ2230 
认知与践行：财经类高校研究生廉

洁文化教育路径探析 
刘英华 外国语学院 

31 一般课题 YSZ2231 
基于职业期待视角提升财经类专业

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的路径研究 
栾亮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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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学校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党

的建设的有关要求，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

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引导广大研究生准确理解和

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

化观。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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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第三届研究生代表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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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校园文化建设 

加强校园新媒体建设，打造立体化、全环绕网络宣传阵地。作为

学校展示研究生教育的官方微信平台，“南财研究生”致力于弘扬正

能量，传播主旋律，是研究生网上思政教育的主平台。2022 年，官微

结合时事热点、重要纪念日推送高质量评论文章，引导学生理性认识

形势任务，认真抓好学习主业，宣传先进典型，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传递更多正能量，全年共推出 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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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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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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第五届研究生科技文化节、第八届全国高校研究生财经论坛暨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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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第八届全国高校研究生财经论坛暨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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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我校举办“第八届全国高校研究生财经论坛暨 2022年江苏

省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来自全国 50 余所高校研究生代表、论文

作者代表、我校研究生代表等 600余人次线上参加了本届论坛。论坛

开设了优秀论文答辩、研会主席高峰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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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篇、一等奖

10篇，二等奖 20篇，优胜奖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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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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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2022 年疫情期间，学校以保障研究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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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任务，多措并举，有序开展研究生日常管理服务工作。坚持疫情

防控不放松和研究生日常管理两手抓。疫情期间，学校扎实做好新冠

疫情防控工作，保障研究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完善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学校重视研究生权益保障，将权益保

护工作贯穿研究生学习、生活全过程。学生医保制度使学生在校学习

期间因疾病、住院或意外伤害，保障本人能够及时就医，学校鼓励研

究生参加大学生医保，自愿参保并实行个人缴费，给予贫困医疗研究

生适当的补助和帮扶；宿舍管理办法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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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研究生生活园区建设，营造文明和谐的宿舍文化。根据《南

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文明宿舍、最美劳动宿舍评比细则》，学校举办了

“研究生文明宿舍、最美劳动宿舍”评比活动，共评选出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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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2022 年学校着力构建创新引领的教学育人体系，完善研究生课

程体系，突出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做好研究生导师分类

遴选工作，强化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完善学位论文质量保障和监控体

系，规范研究生学位管理；调动培养单位、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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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生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建立健全研究生奖助体系，保障和激

励研究生专心从事学术研究。 

1.课程建设 

为创新研究生培养体制机制和优化研究生课程体系，提升我校研

究生教育内涵质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新要求和

新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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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指导性培养方案等为依据，

聚焦一级学科，组织部分研究生培养单位开展 2022 级研究生培养方

案制订和修订工作。研究生院积极应对各类疫情突发状况，一切以师

生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为首位，全年执行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

强化学校软硬件保障，课堂可以线上线下自由切换，确保所有学生能

够同步学习。正常开展研究生期中教学检查，加强研究生教学线上线

下督导，强化关键环节质量控制。 

积极探索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符合创新人才培养目标、体现办学

特色的研究生优质教学资源体系建设，加强优质资源建设组织工作，

为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2022 年组织申报江苏省研

究生优质教学资源（含研究生优秀课程、优秀教材和优秀教学案例）

16 项，最终立项 8 项，其中优秀课程 4 项、优秀教材 2 项和优秀教

学案例 2 项。组织开展校级精品教材和精品课程评选与遴选工作，

2022年校级研究生精品教材立项 5项，研究生精品课程立项 7 项。 

2.导师选拔培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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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导师选聘标准，强化导师立德树人职责。根据上级文件精神

和要求，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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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

办法》，起草《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指导质量评价办法》，

进一步优化导师遴选程序，全面落实导师第一责任人和立德树人职责，

强化导师岗位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和管理，保障导师

指导质量。2022 年新增学术型硕士校内导师 51 人，学术型硕士校外

兼职导师 5 人，专业学位硕士校内导师 58 人。加强博士研究生导师

队伍建设，促进学科交叉融合，鼓励教师在校外担任兼职博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共认定 12 名校外兼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为我校博士研

究生指导教师。加强榜样引领，开展第三届江苏省“十佳研究生导师”

和“十佳研究生导师团队”评选工作，获评江苏省“十佳研究生导师

团队”1个、江苏省“十佳研究生导师”提名 1个。 

加强导师学习与培训，规范导师指导行为。学校构建研究生导师

“三位一体”全程化校院两级培训体系，实现岗前培训、专题培训和

常规培训相结合。新增硕士生导师必须接受学校组织的研究生导师岗

前培训，在岗硕士生导师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培养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导

师专题培训和常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政治理论、国情教育、法治

教育、导师职责、师德师风、研究生教育政策、教学管理制度、指导

方法、科研诚信、学术伦理、学术规范、心理学知识等，通过专家报

告、经验分享、学习研讨等多种形式，切实保障培训效果。2022 全年

培训导师 700 余人（次）。进一步明确导师权责，规范导师指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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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和激励导师在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指导研究生恪守学术道

德、加强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等方面，切实将职责履行到位。 

3.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统一思想，加强组织领导。认真传达《中共南京财经大学委员会

关于开展师德专题教育的实施意见》（南财大党字〔2021〕38 号），

继续将师德专题教育贯穿 2022年全年，全面深入学习领会文件精神，

加强对导师师德专题教育，突出“明师德要求、强四史教育、学师德

楷模、遵师德规范、守师德底线”，将师德教育纳入每一年新增导师

培训的必要内容，引导教师学习践行新时代师德规范，结合师德警示

教育和专项督查，切实将课程思政内容有机融入课堂教学。 

全面覆盖，深化学习成效。开展面向全体导师的师德专题教育。

组织全体研究生导师及时跟进学、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

际学，深化学习成效。要求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及时组织研究生导师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重要指示、全国全省研究生教

育会议精神以及师德专题教育有关文件，制定深入学习贯彻的思路方

案，提出具体、务实、可行的工作举措，切实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

设，有效提升导师队伍育人水平，压实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充分发挥

引路人的关键作用。组织开展研究生导师专题培训、新聘研究生导师

培训会、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专题学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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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标找差，建立长效机制。健全研究生辅导员队伍考核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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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断提升辅导员业务能力和水平，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职业

化辅导员队伍，构建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牵头，相关部门、学院党委

共同参与的考评体系，按照研究生辅导员考核要求，组织开展 2021-

2022 学年研究生专兼职辅导员考核，对研究生辅导员职业道德素质

及能力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研究生班团组织建设、研究

生日常事务管理、校园稳定维护和廉洁自律等情况进行重点考核，考

核结果与辅导员的职务聘任、奖惩、晋级等挂钩。全面落实研究生导

师立德树人职责。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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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0 号），明确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要求。认

真贯彻落实《江苏省研究生导师职业道德规范“十不准”（试行）》

文件精神，全面清查请研究生导师违反“十不准”的情况，2022 年学

校研究生导师未存在违规情况。 

【案例 2】胡秋辉教授领衔“粮食营养与功能食品”研究生导师团

队入选江苏省“十佳研究生导师团队” 

“粮食营养与功能食品”研究生导师团队由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胡秋辉教授于 2009年领衔组建，团队成员包括“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青年学者、国家青年拔尖人才、“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

农业部国家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等。团队以为国家守好天下粮仓为

使命担当，围绕我国粮食行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的重大

需求，以及粮食加工、营养健康等领域所存在的瓶颈技术难题，紧扣

制约本领域产业发展的重大关键科学问题，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粮食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科研项目 5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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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通过科研攻关，共发表论文 40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40 余项，

科技成果转化 15 项，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教育部科学技

术奖二等奖等多项科研奖励。团队为我国粮食工业发展培养了一批优

秀毕业研究生，已在本领域的国内外科研院所、管理部门、企业等单

位成长为中坚力量。经过十多年发展，团队已成为一支坚持立德树人，

注重培育粮食行业顶尖人才以及执着科研攻关的研究生导师团队，彰

显了师者的使命担当与高尚风范、学者的深厚造诣与家国情怀。 

4.学术训练情况 

学校积极营造研究生创新实践氛围,提高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和

学科竞赛比例。2022 年，我校研究生获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

赛一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第五届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案

例大赛二等奖 2项、三等奖 2 项，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3 项，2022 年（第八届）Mpacc 学生案例大赛二等奖 1 项，

第五届“中企华杯”高校资产评估专业研究生知识竞赛三等奖 1 项，

第十届“中和杯”资产评估教学案例大赛三等奖 2 项，第十二届全国

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6 项，

见表 6。 

表 6  研究生参与学科竞赛获国家级奖项情况一览表 

序号 培养单位 指导教师 竞赛名称 研究生姓名 获奖等级 

1 经济学院 陈耀辉、李庆海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

模大赛 
杨坤、吴琦、吴晶晶 一等奖 

2 经济学院 王平平、陈耀辉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

模大赛 
吴星月、卓铭杰、徐洁 一等奖 

3 经济学院 郭存芝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

模大赛 
李嘉利、李灏玲、季青松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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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养单位 指导教师 竞赛名称 研究生姓名 获奖等级 

4 经济学院 陈海清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

模大赛 
张慧、代一方、尹航 三等奖 

5 经济学院 陈耀辉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

模大赛 
李宛洁、林雨婷、凌姊 三等奖 

6 国际经贸学院 宣烨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

模大赛 
彭婕、谭蔚、彭嫱 三等奖 

7 经济学院 陈耀辉 
第五届全国应用统计专业

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 
林雨婷、凌姊、李宛洁 二等奖 

8 经济学院 陈耀辉 
第五届全国应用统计专业

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 
徐洁、吴琦、潘书豪 二等奖 

9 经济学院 李庆海 
第五届全国应用统计专业

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 
张向向、周秀珠、戚芳菲 三等奖 

10 经济学院 陈海清 
第五届全国应用统计专业

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 
汤世兰、王铮、金禹含 三等奖 

11 经济学院 杨靖三等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武湘涵、刘宇、吴亚娟 二等奖 

12 经济学院 杨靖三等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马雨婷、钱永淇、代一方 二等奖 

13 应用数学学院 杨靖三等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段腾飞、袁天媛、肖煜清 二等奖 

14 
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院 
杨靖三等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吴妩、杨子浩、赵嘉鑫 二等奖 

15 
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院 
杨靖三等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孙慧、王博、郭明明 三等奖 

16 
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院 
杨靖三等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李嵘嵘、许莉莉、王祎璇 三等奖 

17 经济学院 杨靖三等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赵红雨、陈飞祥、邓若心 三等奖 

18 会计学院 胡建雄 
第八届 Mpacc 学生案例大

赛 
周泰成、王璐晨、王红艳 二等奖 

19 会计学院 刘小峰 

第五届“中企华杯”高校资

产评估专业研究生知识竞

赛 

张稚清、王思怡、施饶梦

子 
三等奖 

20 会计学院 刘小峰 
第十届“中和杯”资产评估

教学案例大赛 

范文豪、张经炜、邱聿

旻、武志平 
三等奖 

21 会计学院 胡晓明 
第十届“中和杯”资产评估

教学案例大赛 

周锴、戴冰、黄昊晨、袁

航 
三等奖 

22 经济学院 韩中、柳杰民、

陈耀辉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市场

调查与分析大赛 

闵柳烨、潘晨好、苑馨

月、顾香、阮瑾 
一等奖 

23 经济学院 穆燕、柳杰民、

陈耀辉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市场

调查与分析大赛 
赵泓敏、龚金斤、李双、

费云绮、冯珊珊 
一等奖 

24 经济学院 王芳、柳杰民、

李刚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市场

调查与分析大赛 
邱雅洁、马兆婷、齐盛

勤、陈港、蔡培焱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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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养单位 指导教师 竞赛名称 研究生姓名 获奖等级 

25 经济学院 程恭品、周元

春、朱红根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市场

调查与分析大赛 
罗洪迪、周卢、陆敏苇、

史月珺 
三等奖 

26 经济学院 叶林祥、姚定俊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市场

调查与分析大赛 
毛雪松、陈瑛琦、陈英、

姜成、杜少杰 
三等奖 

27 经济学院 李庆海、陈耀

辉、王芳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市场

调查与分析大赛 
汤世兰、张咬福、何艺

璇、马梦南、王少凯 
三等奖 

28 经济学院 柳杰民、刘余、

寻舟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市场

调查与分析大赛 
武湘涵、吴立宇、覃雅

娣、沈康旭、杨晏辛泽 
三等奖 

29 经济学院 李庆海、陈耀

辉、王芳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市场

调查与分析大赛 
徐洁、于一丹、徐一凡、

吴琦、吴晶晶 
三等奖 

30 经济学院 陈冉冉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市场

调查与分析大赛 
朱文正、张伟伟、陈永

春、马晴晴、刘韵绮 
三等奖 

5.学术交流情况 

学校注重推进研究生培养与科研创新深度融合，将科学精神、

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培养贯穿教育全过程中，加大经费投入，举办

各类研究生学术文化活动。2022 年 11月举办学校研究生品牌学术

活动——“第八届全国高校研究生财经论坛暨 2022 年江苏省研究生

学术创新论坛”。来自全国 50余所高校研究生代表、论文作者代

表、我校研究生代表等 600余人次线上参加了本届论坛，党委常

委、副校长李群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江苏省经济学类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主任华仁海应邀发表线上讲话。论坛特邀嘉宾南京大学沈

坤荣教授、南京理工大学王玉东教授分别以“以高质量发展开启现

代化新征程”、“基于卫星图像的收益率预测探索”为题线上作主

旨报告。论坛还开设了优秀论文答辩、研会主席高峰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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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篇、一等奖 10 篇，二等奖 20 篇，优胜奖 50 篇，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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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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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名） 

1 上海财经大学 王媛媛 地方财政压力、公共服务供给与劳动力配置 

2 上海财经大学 潘妍 
无心插柳柳成荫：减税政策的环保效应 

——来自增值税税率下调的依据 
一等奖（10 名） 

1 安徽财经大学 王宋伟 
碳排放权交易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了吗？ 

——来自碳交易试点的准自然实验数据 

2 北京大学 周欣雨 
企业精准扶贫如何促进县域金融发展？ 

——基于企业—县域匹配的视角 

3 华南师范大学 李影 数字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包容性绿色增长 

4 南京财经大学 张敬亭 政府债务、宽松货币政策与非均衡增长 

5 南京财经大学 许瀚文、时冰洁 人口老龄化、员工话语权与企业费用粘性 

6 南京大学 彭丹 
开发区设立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经营绩效与生产

率的解释 

7 南京师范大学 吴代龙 
市场需求规模与中国服务贸易质量：基于赋能高质

量的本地市场效应验证 

8 浙江大学 赵乐新、张陆 
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劳动收入份额 

——来自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证据 

9 中央财经大学 姜可心 房价波动、抵押资产价值与企业杠杆率 

10 华南理工大学 王琳 连锁股东、信息桥与投资趋同 

二等奖（20 名）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吕泰亨、李嘉琪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否提高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王希瑞 
PPP 开发模式与县域政府债务规模——基于产业新

城项目的经验证据 

3 中山大学 陈思诺、江亦晗 
企业 ESG 能否缓解融资约束——基于机构投资者

持股比例和债务融资成本的实证经验 

4 浙江工商大学 徐冰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5 上海财经大学 李鑫 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预决算偏离 

6 北京大学 周梓洵 企业数字化转型、员工参与和劳动收入份额 

7 南京财经大学 时国美 财政压力如何影响土地资源配置 

8 重庆工商大学 贾文浩 
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的“金融加速器”效应：金融禀

赋与土地财政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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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论文题目 

9 安徽财经大学 郑修娟 
税收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否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深化税收“放管服”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10 天津财经大学 赵锐 
绿色债券是否存在“绿色”激励？——基于投融两

端的视角 

11 武汉大学 刘怡琪 盈余管理与年报变化：掩饰还是传递 

12 南京师范大学 吴金龙、钱非非 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内价值链与中国经济发展韧性 

13 华侨大学 闵玉刚 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人们的获得感 

14 安徽财经大学 张晓凡 存量资本的治理效应：ESG 与企业投资效率 

15 江苏大学 
任苗苗、苗芃

加、杨洁 
中国城市群创新韧性的时空演变及收敛性分析 

16 南京财经大学 洪娇 
供应网络中心位置促进还是阻碍了企业创新——来

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17 南京理工大学 开吉 

A novel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 for 

controlling COVID-19 outbreak with 

considering  

multi-heterogeneous factors 

18 南京审计大学 阮慧婷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政府补贴与产能过剩—

—基于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的理论研究 

19 南京财经大学 

朱德高、程锦

锋、夏叶、吴慧

洁、季天文 

央行金融稳定沟通是否有效？——基于中国股票市

场的实证研究 

20 南京财经大学 
姚阳阳、徐虎、

张蕤 

“赶英超美”会成为现实吗？——来自中国制造业

的数据分析 

优胜奖（50 名）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曹宁宁 
审计独立性改革有助于营商环境优化吗？——基于

地方审计机关改革的自然实验研究 

2 上海财经大学 郗曼 
扶贫区域试点的“求同存异”——基于国家扶贫改

革试验区的实践探索 

3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 王明哲 
疫情冲击下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业企业经营恢复的作

用研究——基于全国代表性农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4 南京财经大学 夏龙龙 城市财政目标压力驱动碳减排“任重”而“道远” 

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双龙 技术引进税收优惠是否促进了企业减排？ 

6 上海财经大学 薛迎迎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促进了企业突破式创新吗？ 

7 浙江工商大学 崔国虎 环保税费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孙淑慧 中国共同富裕的内涵解构、综合测度与区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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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论文题目 

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王宝顺、谢立成 
数字赋能的财政代价:数字产业化与增值税横向分

配失衡 

1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尹傲雪 财政分权、税收竞争与地方环境污染 

11 南京财经大学 苏萍 
房价干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来自房产税改

革试点的证据 

12 河海大学 斯洪诚 
“双碳目标”下数字普惠金融、新型城镇化与居民

碳排放的互动关系研究 

13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李娜 
财政支出竞争和制度环境如何影响要素配置？——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与要素协同配置效率的视角 

14 重庆工商大学 
蒋青松、黎毅、

罗剑朝 

数字经济发展能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吗？—

—基于省级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

实证分析 

15 安徽财经大学 王志豪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地方政府收入吗？——基于空

间溢出视角的实证检验 

16 中央财经大学 
王南萱、彭俞

超、顾雷雷 

防范经济数字化转型中的金融风险——基于披露真

实性和股价暴跌的分析 

17 南京财经大学 晏敏、韩静静 产品竞争压力对财险公司财务稳定性的影响 

18 西南大学 何小龙 
司法专业化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专业化金融审

判机构建立的经验研究 

19 上海财经大学 刘毛桃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20 山东师范大学 
马一森、乔翠

霞、王晨光 

金融发展模式与科技成果转化——基于全球 64 个

经济体的经验研究 

21 山东财经大学 马永凡、胡兴存 资管新规与中小企业创新：来自新三板的证据 

22 山东师范大学 徐振华 黄河流域城市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耦合协调研究 

23 南京邮电大学 康曼 数字金融、溢出效应与碳排放效率 

24 南京师范大学 王儒奇 数字经济、政府干预和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 

25 南京师范大学 方徐兵、李光勤 
通向能源高效利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来自中

国污染企业的微观证据 

26 南京师范大学 彭亮、李国祥 
数字金融的污染减排与增效之路：来自产业绿色转

型证据 

27 南京审计大学 高惟肖 
“釜底抽薪”还是“火上浇油”？——数字化转型

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影响研究 

28 南京财经大学 吴亚娟、余博 汇率动态风险测度与网络传染效应研究 

29 江西财经大学 饶俏 
金融数字化能否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来自

海关数据的证据 

30 南京财经大学 李荣荣 
高铁开通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基于多中心空间结

构视角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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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论文题目 

31 南京财经大学 吴恒宇 
设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能否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 

32 暨南大学 江康奇 
金融隐性分权与企业风险——农商行改制的准自然

实验 

33 南京财经大学 江杨思捷 
两种类型保险业发展的空间格局差异研究——基于

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 

34 南京财经大学 王瑞洁 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创业——基于 CFPS 实证分析 

35 中央财经大学 
孙光宇、郭田

勇、夏聪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银行经营稳定的影响研究

——基于时空双维度视角 

36 安徽财经大学 张二宇、贺晓宇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效应”研究：理论

机制与实证检验 

37 贵州财经大学 
傅俊、丁锐、杜

琳钰 
数字经济韧性的时空跃迁与影响因素分析 

3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杨丹 江苏省区域人均生产总值趋同效应分析 

39 南京财经大学 朱雨瑶、王萌 
城市市民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双向社区邻避效应——

现象识别与机制检验 

40 复旦大学 李茂林 
银行金融科技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基于避险和逐

利动机 

41 东南大学 

李经纬、李守

伟、张永红、唐

潇雨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f “regulatory 

capture” in inventory financing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42 南京财经大学 鲁凤杰、王智斌 多层次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就业效应的研究 

43 南京财经大学 石志如、王威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

与影响因素研究 

44 安徽大学 张波 
一枝独秀抑或携手并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

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45 安徽大学 
史依铭、潘韵

婷、唐文层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共同富裕 

46 安徽财经大学 李傲翔 
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绿色创新能力区域差异、

结构来源与形成机理 

47 东北师范大学 陈凯旋 
人工智能可以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吗?——来自中

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48 西南财经大学 张博凯、姚晔 
人工智能可以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吗?——来自中

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49 中国人民大学 庄宗武 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50 南京财经大学 刘青藤、陆汉娟 后疫情时代我国电子商务经济的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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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生奖助情况 

学校建立健全研究生奖助体系，包括研究生奖学金体系、助学金

体系两部分，保障、激励研究生安心从事学术研究，见表 8。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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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万/年 

硕士：0.6 万/年 
100% 

3 学业奖学金 

博士：一等奖学金：1.8 万 

硕士：一等奖学金 1.2 万，二等奖学金

0.8 万，三等奖学金 0.6 万 

博士 100%，硕士约

100%（存在部分挂

科情况） 

4 社会捐赠奖助学金 根据学生情况自己申请，数额不等 每年情况不同 

5 国家助学贷款 根据学生情况自己申请，数额不等 每年情况不同 

6 “三助一辅” 
助管：400 元/月、辅导员助理：400 元/

月、助教：480 元/月 
每年情况不同 

研究生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博士覆盖率

达 100%）、研究生社会捐赠类奖学金等。2022 年，获得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 40 人，发放金额 81 万元，见表 9；3033 名研究生获得学业奖

学金，发放金额 2400.2 万元。此外，学校还吸引社会团体或个人设

立了社会捐赠类奖学金，有 5 名研究生获得“瑞华杯奖学金”、5 名

研究生获得“暖阳奖学金”，共计发放金额 6万元。 

表 9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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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蓉 应用经济学 1920200001 

2 经济学院 高征烨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1120200654 

3 经济学院 田璇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1120200662 

4 经济学院 王丽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1120200663 

5 经济学院 王琼 西方经济学 1120200648 

6 财政与税务学院 时国美 财政学 1120200858 

7 金融学院 吴静 金融学 1120200511 



 

- 26 - 

8 国际经贸学院 吴恒宇 产业经济学 1120200018 

9 国际经贸学院 王佳音 国际贸易学 1120200035 

10 国际经贸学院 孙夏惠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20200044 

11 会计学院 邢旋 会计学 1120200272 

12 工商管理学院 潘聪聪 企业管理 1120200081 

13 工商管理学院 李畅 旅游管理 1120200098 

14 公共管理学院 纪宇凡 房地产管理学 1120200164 

15 法学院 周凡 法学 1120200765 

16 法学院 齐瑶 法学 1120200748 

17 法学院 李聿涵 法学 1120200745 

18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琦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201055 

19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程佳钰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201039 

20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倩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20201084 

21 信息工程学院 宋飞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20201130 

22 信息工程学院 廖荣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20201129 

23 艺术设计学院 石志如 文化创意产业 1120200622 

24 应用数学学院 李祥发 数学 1120200908 

25 新闻学院 王鑫 传媒经营管理 1120200929 

2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芷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120200983 

27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李荣荣 区域经济学 1120201170 

28 粮食和物资学院 凃正健 贸易经济（粮食经济） 1120201158 

29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晓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20201001 

30 财政与税务学院 王心怡 税务 1220210923 

31 会计学院 罗心怡 资产评估 1220210266 

32 会计学院 王璐晨 会计 1220210446 

33 会计学院 周泰成 会计 1220210505 

34 会计学院 胡德洁 会计 1220210363 

35 会计学院 宋子悦 会计 1220210428 

36 会计学院 王红艳 会计 1220210445 

37 MBA 教育中心 陈思润 工商管理 1220201189 

38 MBA 教育中心 梁琦 工商管理 1220201197 

39 金融学院 何亚如 金融 1220210560 

40 金融学院 陈志聪 保险 1220210631 

研究生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博士覆盖率达 100%）、研究生

“三助一辅”、残疾生免学费等项目组成。2022年，研究生国家助学

金覆盖 3978 人，发放金额约 1739.92 万元；研究生“三助一辅”覆

盖 315 人，发放金额约 48.97 万元；残疾生免学费 5人，减免学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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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万元。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学校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

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认真学习领会《关

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

案（2020-2025）》等最新文件，系统讨论学校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相关问题，切实做好全国及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及文件精神的再学

习、再设计和具体落实。围绕“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

求卓越”主线，结合学校“十四五”改革与发展规划，全面部署学校

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任务，加快构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生教育体

系。 

1.人才培养改革创新情况 

（1）完善学位论文质量保障和监控体系 

学校高度重视学位论文管理制度建设，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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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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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南财大学位字〔2021〕17 号），进一步明确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送

审与评优的评议标准，将全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报送学位中心工作

平台盲审，提高论文盲审的规范性、权威性、科学性。严格规范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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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和答辩等关键环节，确保研究生培养质

量不放松。加强学位论文管理，严查学位论文买卖、代写等学术不端

行为，加强学术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2022 年学校共

完成 1280 篇次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2480 篇次学位论文匿名送审工

作。学校在 2022 年江苏省硕士学位论文补充抽检评议中，未出现“存

在问题论文”。2022 年学校共有 10 篇优秀硕士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其中，优秀学术学位硕士论文 4 篇，优秀专业学位

硕士论文 6 篇，见表 10。 

表 10  2022年度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姓名 

学位 

类型 

学科 

专业 

指导 

教师 

1 药品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的冲突与协调 胡成莲 学术学位硕士 法学 储敏 

2 
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

研究 
宋成校 学术学位硕士 理论经济学 朱红根 

3 

植物乳杆菌 LB-1/酵母菌协同发酵对面

团组分行为及全麦面包品质提升作用研

究 

孙磊 学术学位硕士 食品科学与

工程 
裴斐 

4 
基于大数据技术水平的众包物流服务质

量最优控制 
杨静 学术学位硕士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孟秀丽 

5 新业态从业者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朱瑶 专业学位硕士 法律 
李磊 

黄伟峰 

6 
货币政策公告对股票市场 PEAD 异象的

影响研究——基于有限注意力视角 
施会全 专业学位硕士 金融 

杜修立 

刘长宏 

7 
改进的 BP 神经网络模型下科技型企业

贷款保险定价研究 
张政 专业学位硕士 保险 

姚定俊 

王龙根 

8 
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传染效应研究——

以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为例 
何蕾 专业学位硕士 会计 

沈永建 

江小三 

9 
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移动公共服务平台服

务 优化研究——以“我的南京”为例 
江畅 专业学位硕士 公共管理 

程永波 

虞水 

10 
基于网络在线评论的酒店服务质量测评

与提升研究——以金陵饭店为例 
于婷婷 专业学位硕士 旅游管理 

万绪才 

隆卫良 

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要求，经个人申请、学院推荐、专家评审、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并公示，学校评选出 2022 年度优秀学术学位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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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论文 26 篇，优秀专业学位硕士论文 38 篇，见表 11。 

表 11  2022年度南京财经大学优秀学位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姓名 

学位 

类型 

学科 

专业 

指导 

教师 

1 
税收优惠政策对股价的影响—基于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刘琳 

学术学位

硕士 
财政学 汪卢俊 

2 政府采购法停权期限立法完善研究 邵文佳 
学术学位

硕士 

宪法学与行政法

学 
夏清瑕 

3 民法典视域下土地经营权的性质研究 赵健 
学术学位

硕士 
民商法学 焦富民 

4 
心理契约违背对知识型员工双元创新的影

响研究 
成胜楠 

学术学位

硕士 
企业管理 李召敏 

5 二孩政策对女性收入的影响研究 张嘉祺 
学术学位

硕士 
劳动经济学 胡永远 

6 
房价、非耐用品消费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基于 CGSS2017 的实证研究 
丁星桐 

学术学位

硕士 
房地产管理学 孙燕 

7 
考虑质量优化的众包物流服务网络均衡模

型研究 
吴一凡 

学术学位

硕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孟秀丽 

8 
纳税诚信对民营上市公司债券发行成本的

影响研究 
王鑫月 

学术学位

硕士 
会计学 倪婷婷 

9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张磊 
学术学位

硕士 
会计学 胡建雄 

10 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研究 申晨荣 
学术学位

硕士 
区域经济学 孔群喜 

11 
地方偏向性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

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林彬彬 

学术学位

硕士 
区域经济学 余泳泽 

12 CEO 家乡偏好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 章玮梓 
学术学位

硕士 
金融学 华仁海 

13 
严格碳管制的能源回弹效应——基于有偏

技术进步的视角 
吕祥秋 

学术学位

硕士 

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 
杨振兵 

14 新能源系统演化机理与路径优化研究 王庆玲 
学术学位

硕士 

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 
方国昌 

15 
城镇女性劳动供给的长期趋势研究：基于

生育负担的解释 
毛逸波 

学术学位

硕士 
数量经济学 王庚 

16 
我国夫妻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

素研究 
吴文铠 

学术学位

硕士 
统计学 韩中 

17 
撤县设区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

究 
周琦宇 

学术学位

硕士 

贸易经济（粮食

经济） 
李宁 

18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骆祥慧 
学术学位

硕士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梅景辉 

19 
添加山茶油与物理处理方式对肌原纤维蛋

白凝胶与乳化特性的影响 
韩柯颖 

学术学位

硕士 
食品科学与工程 杨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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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姓名 

学位 

类型 

学科 

专业 

指导 

教师 

20 
金针菇多糖-大豆分离蛋白凝胶 3D 打印性

质及其免疫特性研究 
潘泓杉 

学术学位

硕士 
食品科学与工程 胡秋辉 

21 
壳聚糖基复合纳米颗粒及其稳定的高内相

Pickering 乳液的构建、结构与应用 
汤洋 

学术学位

硕士 
食品科学与工程 高成成 

22 
TPB 视角下网络问答社区品牌价值共创

研究 
丁梦瑶 

学术学位

硕士 
传媒经营管理 蒋建梅 

23 
一种基于图高阶结构和图自编码器的有向

图链路预测方法 
伊涛 

学术学位

硕士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卜湛 

24 
面向选择偏差消除的无趣项挖掘及其在推

荐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石磊 

学术学位

硕士 
软件工程 李树青 

25 
消费者虚拟品牌社区参与对品牌对抗忠诚

的影响研究 
章欣 

学术学位

硕士 
企业管理 乔均 

26 
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约束的不确定投资组

合优化问题 
张冉冉 

学术学位

硕士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 
李波 

27 
A 国有投资集团数字资产交易平台战略研

究 
钱曌 

专业学位

硕士 
工商管理 陈效林 

28 后疫情时代徐工集团国际化战略研究 秦宇 
专业学位

硕士 
工商管理 张为付 

29 
中小型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激励策略研究

——以 B 公司为例 
陶元婧 

专业学位

硕士 
工商管理 李召敏 

30 
社区银行营销策略优化研究—以G城市商

业银行为例 
韦业辉 

专业学位

硕士 
工商管理 程永波 

31 
产业园区酒店经营绩效评价与提升策略研

究——以南京翠屏新港假日酒店为例 
刘婷 

专业学位

硕士 
工商管理 万绪才 

32 
国有演艺集团的企业文化体系建设研究--

以江苏省演艺集团为例 
孙剑 

专业学位

硕士 
工商管理 陈效林 

33 
CV 企业商业模式研究—基于双案例的探

索性研究 
许亿伍 

专业学位

硕士 
工商管理 秦伟平 

34 
财税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效

应研究 
吴叶菲 

专业学位

硕士 
税务 管永昊 

35 财税激励、技术创新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杨延明 
专业学位

硕士 
税务 程瑶 

36 破产法中劣后债权制度研究 蒋雯倩 
专业学位

硕士 
法律（非法学） 汪华亮 

37 新型支付方式下盗窃与诈骗的界分  王海飞 
专业学位

硕士 
法律（非法学） 王骏 

38 
景区门票预约服务评价及改进研究——以

南京市 5A 和 4A 级景区为例 
严群 

专业学位

硕士 
旅游管理 刘泽华 

39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中的数字赋能研究

——以 J 省省级抽查合格率数字化应用为

例 

韩璇 
专业学位

硕士 

公共管理

（MPA） 
程永波 

40 
G 区基层公务员的职业认同对工作投入的

影响研究 
钱琛琛 

专业学位

硕士 

公共管理

（MPA） 
陶纪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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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姓名 

学位 

类型 

学科 

专业 

指导 

教师 

41 
基于 SFIC 模型的城乡违法建设协同治理

路径研究-以 N 市 L 区为例 
于先军 

专业学位

硕士 

公共管理

（MPA） 
金志云 

42 
离岸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研究 
方锐 

专业学位

硕士 
国际商务 杨继军 

43 
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的地方融资平台企业

信用评估研究——以京能洁能为例 
吕修琪 

专业学位

硕士 
资产评估 钱坤 

44 
互联网平台企业排他性交易的动因与后果

——以“阿里”为例 
顾雨兰 

专业学位

硕士 
会计 李翔 

45 
注册制改革背景下新三板企业转板科创板

动因及效果研究——以南微医学为例 
胡志盟 

专业学位

硕士 
会计 徐建玲 

46 

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企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上海建工为

例 

刘明君 
专业学位

硕士 
会计 倪婷婷 

47 
数字经济背景下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

响机制研究——以上汽集团为例 
魏来 

专业学位

硕士 
会计 韩晓芳 

48 
企业“永不裁员”宣告动因及对企业价值

影响——以苏州固锝为例 
吴月萍 

专业学位

硕士 
会计 沈永建 

49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研究 
胥琛 

专业学位

硕士 
会计 何玉 

50 
基于 DEA 模型的煤炭企业环境绩效评价

研究——以中国神华为例 
张蕙 

专业学位

硕士 
会计 钱坤 

51 
轻资产运营模式的动因与相匹配的财务战

略及效果研究——以芒果超媒为例 
张煜 

专业学位

硕士 
会计 周友梅 

52 

多主体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事件网络

舆情对股价波动的影响——以拼多多公司

为例 

张煜巍 
专业学位

硕士 
会计 陈华 

53 
央行金融稳定沟通是否有效？ ——基于

中国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 
程锦锋 

专业学位

硕士 
金融 杜修立 

54 
数字货币市场的阶跃行为以及与全球主要

股市的联动效应研究 
侯伟 

专业学位

硕士 
金融 郭文旌 

55 
数字普惠金融、科技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

-基于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徐方凯 

专业学位

硕士 
金融 雷鸣 

56 
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响研究——

来自中国 30 个省市的经验证据 
姚畅 

专业学位

硕士 
金融 刘敏楼 

57 
黄土高原旱塬冬麦区小麦天气指数保险研

究——以山西省长治市为例 
郭铖宋 

专业学位

硕士 
保险 童馨乐 

58 
普惠保险发展对多维贫困缓解的作用分析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刘志雯 

专业学位

硕士 
保险 黄志勇 

59 基于深度学习的中文文本语义匹配研究 梁帅轩 
专业学位

硕士 
应用统计 史兴杰 

60 
我国居民收入极化问题研究—基于高收入

群体的再审视 
陆雨 

专业学位

硕士 
应用统计 李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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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姓名 

学位 

类型 

学科 

专业 

指导 

教师 

61 
地区文化产业关联特征的比较分析——基

于京津冀与江浙地区投入产出表 
孙宇 

专业学位

硕士 
应用统计 王芳 

62 
藜麦蛋白 Pickering 乳液对肌原纤维蛋白

凝胶特性及其冻融稳定性的影响 
岑凯悦 

专业学位

硕士 
生物与医药 汤晓智  

63 
社交媒体用户的人际关系建构研究——基

于媒介实践论的角度 
陈晨 

专业学位

硕士 
新闻与传播 刘泱育 

64 
《中国体育报》奥运报道话语变迁研究

（1984-2021） 
崔璨 

专业学位

硕士 
新闻与传播 朱云 

（2）进一步推进全程双元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点和难

点，财经类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理论素养难提升，应用

能力难落实”的困境，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人

才培养要求，学校紧扣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解码财

经类专硕教育难点，探索双元融合、全程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

围绕专硕培养模式改革中教学团队、教学资源与教学活动等若干核心

问题，在导师队伍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产教融合、案例教学、

省优论文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结合南京财经大学的优势与特色，

在人民日报、光明网、中国教育报、人民政协报等重要媒体发表了多

篇署名文章。撰写的研究生教育专著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一等奖，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

系列成果深入探索了专硕教育的重点难点问题，凝练了学校专硕人才

培养模式的经验，接受了社会与学界的广泛检验。学校积极推动全程

双元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深化改革，“财经类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全程双元”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获评 2021 年江苏省教学

成果奖特等奖，2022 年被推荐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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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类）。 

学校以“政产学研协同”理论为先导，坚持立德树人、德能并

举，立足理实结合、知行合一，全力打造“全程协同赋能、双元融

合共生”教育生态系统，持续深化全程双元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

式改革，全面推进财经类专业学位研究生科教产教融合培养实践，

在人才培养、教学资源、平台建设和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形成了“财经底色、案例亮色、服务增色”的培养特色。2022

年我校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国管理案例学学科建设高峰论坛暨青年

研讨会”，1篇案例入选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案例库，

18篇案例入选国家级案例库，其中，5篇案例入选全国“百篇优秀

管理案例”，入选数量位居江苏省高校第一，位列全国财经类高校

第一，新增江苏省产业教授 8名，新增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 8个。

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成果获得学界和业界积极评价，“财经类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全程双元’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获评江苏省

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推荐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研究生

类），成功出版财经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成果编著《财

经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2022年）。 

（3）积极推动产教融合 

学校重视产教融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组织各学院积极

【案例 3】多措并举深化研究生科教产教融合培养，凝练财经类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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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江苏省产业教授和研究生工作站，2022年新增江苏省产业教授 8

人，见表 12；新增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 8 个，见表 13。鼓励学院与

实务部门紧密联系，引入业界专家为研究生授课、指导论文和学科竞

赛。江苏省粮食集团昆山收储有限公司在 2022 年江苏省研究生工作

站期满验收中获得“优秀”等级，南京福康通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汪明

和南京远望富硒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尹正丰分别在 2021年、2022 年

江苏省产业教授期满考核中获得“优秀”等级。 

表 12  2022年新增江苏省产业教授（研究生导师类）名单 

产业教授姓名 产业教授所在单位 岗位名称 

邵颖萍 江苏匠工营国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旅游管理 

隋雪艳 江苏省土地开发整理中心 公共管理 

何小平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南京分所 
会计 

柴荔 中诚区块链研究院（南京）有限公司 理论经济学 

韩赟 无锡中粮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科学与工程 

向新跃 江苏省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科学与工程 

李彬 南京海事法院 法学 

叶俊 中电鸿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应用经济学 

表 13  2022年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设站单位名单 

设站单位 联合培养学科或专业类别 

中诚区块链研究院（南京）有限公司 应用经济学 

南京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 食品工程 

江苏省粮油质量监测中心 食品工程 

智器云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法学 

无锡中粮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工程 

浙江创谱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工程 

江苏华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工程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税务 

【案例 4】持续深化科教产教融合，提升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人才



 

- 35 - 

支撑能力 

为促进人才培养紧跟产业发展，满足行业需求，学校在经济管理

专业跨学院构建科教产教融合培养机制，依托全国性学科专业研究会、

省级研究生工作站群、行业培养基地及产业教授，面向区域经济和行

业发展最新需求，聚焦区块链+、数字经济、科技金融、智慧会计等

急需专业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推出系列举措持续深化科教产教

融合，切实提升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支撑能力。主要举措：

（1）学校与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中国

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管理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第二届中国

管理案例学学科建设高峰论坛暨青年研讨会，搭建校内外教育交流平

台。（2）学校推出研究生工作站、产业教授规范管理，围绕经济管理

类人才培养，学校新增江苏省产业教授 8名，新增江苏省研究生工作

站 8 个。（3）校企联合开设行业实践课程。面向经济类专业持续开

展“期货未来人才培训班”，聘请行业内专家进校授课，与华泰期货

联合开设《资产管理与量化投资》、《模拟实操》等系列行业前沿与

实践课程，在行业企业与学校人才培养之间搭建良好的交流平台。（4）

将“数智化知识”融入人才培养方案，校企合作建设教学资源，共筹

共建共享教研共同体，开设智慧会计创新实验班，成立智慧会计虚拟

教研室，积极筹建产业学院，提出“创建生态主导型产业学院，发动

会计科技革命”的思想，构建“1+3+X”产业生态圈。 

（4）切实推进研究生教学案例建设 

学校高度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将研究生教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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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入库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并给予专项经费支持，充分调动教

师编案例用案例热情，提高学校案例编写质量和案例教学水平。2022

年学校共有 1 篇案例入选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案例库，见

表 14；5篇案例入选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含微案例），见表 15；

11 篇案例入选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见表 16；2 篇案例入选中国

金融专业学位案例中心，见表 17。 

表 14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案例库入库情况一览表 

序号 完成人 案例名称 专业类别 

1 朱偃 Suning.com：Managing The Challenges Of Expansion 工商管理 

表 15  第十二届“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微案例）入库情况一览表 

序号 完成人 案例名称 专业类别 

1 韩小芳 
奋进在没有硝烟的战场：马钢重型 H型钢厂自主创

新之路 
工商管理 

2 李召敏 
应时而革，随事而制：重型 H型钢厂张厂长的领导风

格 
工商管理 

3 钱坤 极智嘉：“极客精神”驱动创业之路 工商管理 

4 李召敏 
安得农工心，谁人不识“菌”：华绿新生代农民工雇

佣关系的探索之路 
工商管理 

5 钱坤 
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地平线打造开放“芯”

生态 
工商管理 

表 16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入库情况一览表 

序号 完成人 案例名称 专业类别 

1 叶玲 上善若水资本助力：中科水治理的融资发展新路径 工商管理 

2 胡晓明 世界品牌，中国龙蟠-是口出狂言还是功到自然成？ 工商管理 

3 胡立 众禾黑果：如何打破营销困局？ 工商管理 

4 胡立 大箕模式：破局农村电商扶贫发展中的人才困境 工商管理 

5 胡立 
从“深度贫困村”到“省级示范村”——大箕村电商

可持续发展之路 
工商管理 



 

- 37 - 

6 杨帆 怪兽充电，“怪力”何来？ 工商管理 

7 李召敏 
铁肩担使命，实干谋脱贫：马钢重型 H 型钢厂精准

助力马楼村 
工商管理 

8 杨晶 义利双全，价值共赢：迈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工商管理 

9 胡晓明 
连续并购：航锦科技“化工、军工、电子”协同发展

之路 
工商管理 

10 胡晓明 魔音神曲：龙蟠科技品牌营销转型之道 工商管理 

11 胡立 “逆境中破局”——上海梦熬的私域运营之道 工商管理 

表 17  中国金融专业学位案例中心入库情况一览表 

序号 完成人 案例名称 专业类别 

1 曹瓅 迷雾重重：恒大路在何方？ 金融 

2 张成 
中小银行治理疑无路？且看恒丰银行柳暗花明获新

生 
金融 

2.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创新情况 

学校坚持人才强效战略，持续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不断优化人才

结构。截止 2022 年 12 月，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300 余人，其中，具

有正高级职称教师 200 余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870 余人。现有“全

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 个，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1个，江苏省

“十佳研究生导师团队”1个，江苏高校“青蓝工程”团队 8 个，江

苏省高校科技优秀创新团队 7 个，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

（含培育点）4个。拥有国家级人才称号者 30 余人次，全国文化名家

暨“四个一批”人才 3 人，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2人，国家级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 人，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才 3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 8 人，中国环境优秀科技工作者 1 人。近年来，教师入选江苏省

“333 工程”“青蓝工程”“六大人才高峰”“双创计划”等省级人



 

- 38 - 

才工程 315 人次，获江苏省特聘教授、教学名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等荣誉称号者 40 余人次。 

3.科学研究改革创新情况 

学校注重引导研究生不断提升科学研究水平。2022 年，继续做好

“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申报工作，获评江苏省研究生科

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150项，资助 138.9万元，见表 18。 

表 18  2022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一览表 

学院 总数 科研创新计划 实践创新计划 

MBA 教育中心 3  3 

财政与税务学院 2 1 1 

法学院 4 4  

工商管理学院 16 13 3 

公共管理学院 9 8 1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4 3 1 

国际经贸学院 5 4 1 

会计学院 42 21 21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 2  

金融学院 10 7 3 

经济学院 5 4 1 

粮食和物资学院 9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5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5 14 1 

新闻学院 2 1 1 

信息工程学院 10 10  

艺术设计学院 2 2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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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总数 科研创新计划 实践创新计划 

应用数学学院 1 1  

总计 150 11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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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篇，代表性高水平论文见表 19。 

表 19  南京财经大学 2022年度研究生发表的代表性高水平论文 

序号 
研究生

姓名 
论文题目 期刊 

1 李祥发 

A new uncertain random portfolio 

optimization model for complex systems 

with downside risks and diversification 

Chaos, Solitons 

and Fractals 

2 王思宇 

On the existence and limit behavior of 

ground states for two coupled Hartree 

equations 

Journal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3 徐佳俊 

Piecewise parameterization for multifactor 

uncertain system and uncertain inventory-

promotion optimization 

Knowledge-Based 

Systems 

4 张祺启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national 

savings level: Evidence from macro dat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5 郝春燕 

Appropriate technology and energy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6 高征烨 

What drives urba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Spatial analysis based on 

nighttime light data 

Applied Energy 

7 高征烨 
How does green innovation drive urba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8 田璇 
The Impact of Air Pollution on Residents’ 

Happi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9 杨坤 

Can environmental tax promote renewable 

ener?..(https://doi.org/10.1016/j.energy.2

022.125193) 

Energy 

10 王朝 
Polyethylene-based packaging material 

loaded with nano-Ag/TiO2 delays quality 

Postharvest 

Bi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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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究生

姓名 
论文题目 期刊 

deterioration of Agaricus bisporus via 

membrane lipid metabolism regulation 

Technology 

11 吴茜 
Recent applications of hydrogels in food 

safety sensing: Role of hydrogels 

Trends in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 

12 张敬亭 
Hard budget constraint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3 

徐昊

堃、张

悦 

Local government debt and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from China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14 梅晓雯 

Modeling 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s 

with leverage effects and volatility 

spillover effect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and US stock markets affected by 

the recent trade friction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5 叶群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电影、信号强度与旅游业

增长 
世界经济 

16 王立健 纤维素替代淀粉对肌原纤维蛋白凝胶特性的影响 中国农业科学 

17 王朝 
基于 TMT 定量蛋白质组学揭示纳米包装双孢蘑

菇采后冷藏生理代谢规律 
中国农业科学 

18 
凃正健

张久玉 

双循环格局下中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路径研

究 
国际经济评论 

19 高婧 
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

基于农地权属的调节效应 
资源科学 

20 郝春燕 中国工业部门节能技术选择路径研究 科学学研究 

21 吴恒宇 
服务贸易、结构变迁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

前向关联效应与后向关联效应 
南开经济研究 

22 魏佳丽 

New semi-analytical solutions of the time-

fractional Fokker-Planck equation by the 

neural network method 

Optik 

23 张钟方 

Effect of zero growth of fertilizer 

action on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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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究生

姓名 
论文题目 期刊 

24 邵凯超 

Did the cyberspace foster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women with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5 赵璐璐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ased on promotion 

incentive perspective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volume 

26 林思源 

 Construction of a Traceability System for 

Food Industry Chain Safety Information 

Based on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7 黄金旺 
基于显隐式信息融合和单类协同过滤方法的文献

主题词推荐 
图书情报工作 

28 宫婷 基于 Zipf分布的网格密度峰值聚类算法 控制与决策 

29 蒋明锋 
基于扩展有效关键词量化特征的学术虚拟社区知

识交流效率测度 
情报科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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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林思源 

Analyzing dynamic impacts of 

deagriculturalization on CO2 emissions in 

selected Asian economies: a tale of 

two shock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32 董艳慧 

Event-based security tracking control for 

networked control systems against 

stochastic cyber-attacks 

Information 

Sciences 

33 孙夏惠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targeted 

marketing under the platform membership 

mechanism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34 龚春燕 

How does region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ffect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35 李月月 

How does digital technology promot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e-commerce pilot city policy in 

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36 刘嘉楠 

Uptake kinetics and subcellular 

distribution of three classes of typical 

pesticides in 

rice plants.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https://link.springer.com/journal/11356
https://link.springer.com/journal/11356
https://link.springer.com/journal/11356
https://link.springer.com/journal/1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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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究生

姓名 
论文题目 期刊 

37 徐倩 

Characterization of polysaccharide from 

Pleurotus eryngii during simulated 

gastrointestinal digestion and 

fermentation 

Food Chemistry 

38 张攀容 

Nanocomposite packaging materials delay 

the browning of Agaricus bisporus by 

modulating the melanin pathway 

Postharvest 

Biology and 

Technology 

39 张淑仪 

Effects of soaking conditions on the 

quality and in vitro starch digestibility 

of extruded whole buckwheat noodles 

Journal of Cereal 

Science 

40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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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管理科学 

4.传承创新优秀文化改革创新情况 

学校充分发挥研究生科技文化节的育人载体作用，积极推动校园

优秀文化建设。2022 年组织开展第五届研究生科技文化节，活动项目

见表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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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活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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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南京财经大学第五届研究生科技文化节校级活动立项表 

序号 题目 培养单位 立项结果 

1 
“探学术之道，创科研之新”——第三届“紫

经杯”研究生科技论坛  
经济学院 

重点立项 

2 “百年征程忆初心,青春献礼二十大”  工商管理学院 重点立项 

3 第五届“南财杯”江苏省研究生模拟炒股大赛  金融学院 重点立项 

4 

“聚焦双碳目标，共建低碳经济”——南京财

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学

术征文活动  

国际经贸学院、江苏省产业发展

研究院 
重点立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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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和物资学院 

重点立项 

6 
“执笔书情怀，泼彩颂青春”——季夏手帐设

计大赛  
艺术设计学院 

重点立项 

7 
“与你为‘膳’，不负‘食’光”膳食设计大

赛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点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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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强体魄 享健康 致青春——南京财经大学财政

与税务学院研究生科技文化节活动  
财政与税务学院 

重点立项 

9 “经典塑魂，文化润心”线上主题演讲比赛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点立项 

10 “逐梦新时代”科技文化活动  新闻学院 重点立项 

11 
“后疫情时代金融经济新趋势”科研创新学术

论坛 
金融学院 一般立项 

12 
走近数学，“模”力无限——南京财经大学研

究生数学建模论坛  
应用数学学院 一般立项 

13 
“后疫情时代城市应急物流建设”案例分析大

赛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一般立项 

14 喜迎二十大，争做新青年——英语演讲大赛  外国语学院 一般立项 

15 “青春留痕，奋斗有声”配音大赛 会计学院 一般立项 

16 第四届公共管理案例“金选题” 大赛  公共管理学院 一般立项 

17 计算机知识宣传普及大赛  信息工程学院 一般立项 

18 与法同行，创时代篇章   法学院 一般立项 

19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般立项 

20 “砥砺奋进，共迎二十大”学科交叉创新论坛 工商管理学院 一般立项 

21 优 show简历，职为你来  会计学院 一般立项 

22 
“翰墨书香展风采，砥砺奋进守初心”——线

上书法绘画大赛 
校研究生会 一般立项 

23 
百舸争流 百家争鸣——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

务学院研究生辩论赛活动 
财政与税务学院 一般立项 

24 
“喜迎二十大，家乡我代言”——短视频作品

征集活动 
艺术设计学院 一般立项 

25 
“商道有道，维实维新”——南京财经大学国

际经贸学院商业案例分析大赛 
国际经贸学院 一般立项 

26 经济发展与绿色未来——SDGs视角圆桌会谈 金融学院 一般立项 

27 青春志愿行 爱心助梦想 经济学院 一般立项 

28 
“喜迎二十大、我与祖国同奋进”照片里的奋

斗故事征集活动 
艺术设计学院 一般立项 

29 

“百年芳华丹心向党，青春正好逐梦前行”—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江苏产业发展

研究院主题实践活动 

国际经贸学院、江苏省产业发展

研究院 
一般立项 

30 呵护心理，疏导情绪 校研究生会 一般立项 

31 “抗疫前行，你我共绘”心理漫画大赛 金融学院 
立项不资

助 

32 2022年第八届中国 MPAcc学生案例大赛 会计学院 
立项不资

助 

33 抗疫同心，“羽”你同行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立项不资

助 

34 逐梦新征程，职引向未来 经济学院 
立项不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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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征程”人力资源职业技

能大赛 
工商管理学院 

立项不资

助 

36 

“战‘疫’有我，勇往直前”——南京财经大

学国际经贸学院、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1天

Keep打卡活动 

国际经贸学院、江苏省产业发展

研究院 

立项不资

助 

37 “无色彩 不青春”——绚烂阳光跑 会计学院 
立项不资

助 

38 第二届“研途有你”研究生趣味运动会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立项不资

助 

39 
别出心“财”的 offer——南京财经大学第三

届研究生职业规划大赛  
应用数学学院 

立项不资

助 

40 
“诵读经典，书香管工”——庆祝建团一百周

年读书节活动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立项不资

助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不断创新新

时代高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形式与方法，充分发挥高校

文化传承创新的优势与作用，学校应用经济学（文化创意产业方向）

专业以全国高校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基地之一的篆刻传承项目为依托，

注重在传承优秀文化方面的人才培养，积极把课程建设、科学研究、

研究生实践等方面结合起来，引领研究生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

继承者和弘扬者，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坚

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作用，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5.国际合作交流改革创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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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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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研究生学术交

流资助计划，遴选一批拥护党的领导、学习成绩优良、发展潜力较大

的品学兼优的研究生赴海外高水平大学参加联合培养、短期访学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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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流、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提升我校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水

平。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1.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学校积极组织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制定了学校学位授权点

合格评估工作方案，相关学位点对照抽评要素认真开展自我评估。对

照抽评要素，学校研究生教育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研究生思政工

作体系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思政工作是一个系统性问题，需

要全校各部门、导师、辅导员等共同努力，需要在体系建设上做出更

大努力。二是研究生课程和教材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学校研究生课

程与教材建设尚未形成规模，省级及以上有影响的高质量研究生课程

和教材还较少。三是新增研究生工作站的数量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目前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的建设在学位点布局上结构不够合理，部分

学位授权点尚未建设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学校目前建设完成的研究

生工作站中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的数量较少。四是导师职业素养

有待进一步提升。少部分导师指导学生的时间精力投入还不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育人成效。五是研究生国际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学

生赴海外高水平大学参加联合培养、短期访学与国际学术会议交流的

比例还相对较低。 

2.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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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 2022 年江苏省硕士学位论文补充抽检工作中，未出现

“存在问题论文”。学校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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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办法》（南财大学位字〔2022〕30 号）、《南

京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对学术不端

行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处理办法，将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

与学校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研究生教育管理考核、学位授权点评估

与动态调整等工作直接挂钩，并将其作为研究生指导教师导师资格、

招生资格确定和考核工作的重要依据。学校将持续提升研究生学位论

文质量，强化研究生培养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学位论文质量保障

和监控体系，充分发挥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中的指导、

把关作用，确保学位授予质量。 

 

六、改进措施 

1．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成效 

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

示，落实《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要求，把立

德树人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扎实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

要求，切实构建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价值引领、科研创新能力培养融

为一体的研究生“十大育人体系”，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完善人才培

养体系，完善课程体系，加强科教融合，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完善教

育评价体系，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提高对研究生思政教育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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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认识，进一步完善思政工作体系和队伍建设。一是确立辅导员在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主体地位。重视研究生辅导员的选拔和

配备，加强对研究生辅导员的管理和监督，将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纳

入考评范围，不断强化思想政治工作能力。二是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

建设。强化导师的责任意识，增强导师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力度，不断

提升导师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引领导师勇于担起

育人职责，做好育人工作。 

2．推动建设高质量的研究生教学资源体系 

加快打造研究生教学研究资源体系，做好研究生教学资源体系建

设和科学研究工作。建设高质量的研究生教学资源体系，遴选研究生

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建设一批高质量的全英文专业课程、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和产教融合类课程，积极推动优秀教材建设和案例库建设。

做好校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课题的结项与立项工作，为我校研究

生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智力支持。 

3．强化产教融合育人机制 

积极推动产教融合，提高产业教授和研究生工作站的数量和使用

质量。强化产教融合育人机制，与大型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合作共

建研究生工作站，用活用好产业教授和研究生工作站的资源，推进我

校研究生教育科产教融合工作再上新台阶。 

4．培养德才兼备的导师队伍 

推进导师培养和发展计划，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研究生导师队伍。

继续遴选一批素质优良、学术造诣和专业水平高、指导能力强、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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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培养要求的研究生导师。强化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建设，

遴选优秀研究生导师、优秀研究生导师团队，充分发挥优秀导师和优

秀导师团队的示范引领作用。 

5．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水平 

搭建研究生学术创新平台，大力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实施好研

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继续做好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暑期学校、

创新实践大赛等研究生学术创新与实践活动组织工作，进一步提升研

究生学术创新平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继续对江苏省研究生学术与实

践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给予项目经费支持。 

6．继续推进高水平研究生国际交流合作 

探索实施研究生学术交流资助计划，提升研究生国际交流合作水

平。遴选一批拥护党的领导、学习成绩优良、发展潜力较大的品学兼

优的研究生赴海外高水平大学参加联合培养、短期访学与学术交流、

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提升我校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