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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4 年）

一、应用经济学学位点建设情况

2024 年，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经济学学位点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国民经

济主战场，持续提升了本学位点的内涵发展。学位点紧紧围绕应用经济学的重

点研究方向开展学术研究，收获颇丰。2024 年本学位点获批纵向国家级项目 5

项、省部级项目 4 项，其中 1 项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2024 年本学位点在中外

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111 篇，在国内外高水平期刊均有论文发表。

1、学位点基本情况

应用经济学科博士学位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秉持“连接商业与科技，培养知行合一的经管人才”的办学使命，旨在培养具

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经济学研究人才。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应系

统掌握扎实的应用经济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熟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

法，深刻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规律，具有独立研究经济问题的能力。本学位点

注重对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等方面

的培养，注重学生创新应用能力的提升。学位获得者适合在学术机构、金融与

产业部门和政府机构从事经济学研究和经济管理工作。

本学位点下设区域经济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二级科学

研究方向。（1）产业经济学方向：本方向主动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引领学

位点发展方向，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能源产业链、能源经

济和环境政策等领域形成研究特色。（2）区域经济学方向：本方向积极服务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学位点高质量发展，在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空间经济

理论与政策、城市经济与管理、农村经济发展、公共经济与管理、人口流动与

区域经济发展等领域形成研究特色。（3）金融学方向：本方向深度对接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交叉融合锚定学位点前沿，在金融风险管理、金融市场、绿色金

融、资产定价等领域形成研究特色。（4）国际贸易学方向：本方向积极响应国

家重大战略举措，推进学位点跨越式发展，在农产品贸易、数字服务贸易、国

际商法等领域形成研究特色。

本学位点在招生、培养、就业等方面发展情况良好。目前在读博士生 59人，

2024年录取博士生 13人、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11人。

2、 师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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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具有一支学术思想端正，年龄结构合理，具有较宽学科研究领域的

导师队伍。2024年新增教师 3 人，离职 2人；新增博导 2人、硕导 1人，退休

硕导 2人。

应用经济学位点师资总体情况

职称
专任

教师

年龄分布
博士学

位教师

博士生

导师

硕士生

导师

留学归国及具有海

外访学经历的教师
35岁及

以下

36至
45岁

46至
55岁

56岁及

以上

正高 16 0 4 7 5 16 15 16 14

副高 31 1 14 11 5 27 3 24 22

讲师 21 6 8 7 0 15 0 0 15

总计 68 7 26 25 10 58 18 40 51

比例 100% 10.3% 38.2% 36.8% 14.7% 85.3% 26.5% 58.8% 75%

3、科研情况

2024 年，本学科在中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111 篇，在《经济研究》、

《Nature Climate Change》等国内外著名期刊均有论文发表。

2024 年获批纵向项目 9 项，项目总金额为 267.74 万元，其中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省部级项目 4 项；完

成纵向结题项目 16 项，项目总金额为 451.37 万元；在研纵向项目 17 项，项目

总金额为 730.57 万元；2024 年新增横向项目 8 项，结题 3 项，在研 1 项，总

计金额为 130 万元。

蒋传海教授领衔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提升机制与路径研究”

获批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立项，进一

步提升了我校应用经济学在研究领域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该项目立足于大国

博弈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所面临的外部冲击与安全风险，从传统的突发性、偶

然性，逐渐转向常态化这一现实背景，通过深入剖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水平的结构属性、空间属性、时间属性和要素属性，围绕增强自主可控能力机

制、完善国内梯度有序转移机制、构建双向开放合作机制、建立风险防范和应

对机制展开研究，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及对策建议。

2024 年获批纵向科研项目

序

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项目

类型
来源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水平的提升机制与路径研

究

蒋传海 纵向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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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上

海产业链韧性升级研究
王超 纵向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办公室

3

网络关联视角下链主企业

数字化引领供应链低碳化

的机理与效能提升策略研

究

邵帅 纵向 中国博士后基金

4

市场激励型碳规制约束下

的微观企业抉择：基于并

购决策的视角

张程程 纵向 中国博士后基金

5

集聚租对税收竞争的效应

研究——基于政府和企业

双边视角

邓南昕 纵向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6

SPS 监管距离对农业全球

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理研

究

董银果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7

老龄化对知识创新的影响

研究：基于关系网络的视

角

成为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8

异质性碳规制政策对企业

绿色创新决策影响：理论

与中国经验

张程程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9

基于投资类社交媒体平台

的个人投资者集体欢腾与

非理性交易研究

吴羡娇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24 年结题纵向科研项目

序

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项目

类型
来源

1
数字化转型赋能绿色低碳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研究
邵帅 纵向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
综合二组

周炜星 纵向 中国工程院

3
推动重点行业碳减排技术

创新支撑双碳战略研究
邵帅 纵向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会

4
长三角区域协同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路径研究
丁艺 纵向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办公室

5
标准必要专利授权的反垄

断经济学分析研究
李佑平 纵向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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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区域一体化、功能分工与

城市群高质量协同发展研

究

杨上广 纵向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7
逆全球化时代中国战略性

新兴产业供应链重塑研究
于立宏 纵向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

公室

8

土地发展权交易、土地资

源有效配置机制与经济高

质量发展

唐茂钢 纵向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

公室

9
公司债信用违约风险传染

研究
宋福铁 纵向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办公室

10
基于区域制度视角的聚集

经济与企业创新的研究
邓南昕 纵向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11

气候变化背景下基于动态

随机一般均衡的能源税效

果评估与机制设计研究

蒋竺均 纵向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

公室

12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

究
吴柏钧 纵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3

推动能源供给侧与消费侧

协同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研究

邵帅 纵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非

经贸往来对双方经济发展

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车翼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15
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组

织理论与实证研究
吴玉鸣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16

“新电改”背景下可再生

能源电的竞价并网决策机

制研究

孔令丞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24 年在研纵向科研项目

序

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项目

类型
来源

1

大型语言模型背景下的新

型金融风险识别和治理方

案

严思远 纵向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C

2
数字政府赋能上海民营企

业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
甘甜 纵向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办公室

3
SPS 监管协调驱动农业价

值链升级的机制与路径研
董银果 纵向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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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4

异质性劳动力技能互补效

应与政策优化研究——基

于空间均衡视角

成为 纵向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5

技术创新的就业效应研

究——基于我国 97 个行

业的分析

李竞超 纵向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6

技术体制和国际寡占竞争

视角下提升中国企业创新

能力的政策及有效性研究

伏玉林 纵向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

公室

7

外部不确定性对全球粮食

市场风险传导的影响及其

机制研究

戴鹏飞 纵向 中国博士后基金会

8

极端金融风险事件下的系

统性金融风险跨国传染机

制研究

汪冬华 纵向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9
重点行业碳中和技术创新

与碳减排激励机制研究
邵帅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10

超大城市人口迁入模式演

变、机制效应与治理响应

研究

杨上广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11
随机分配问题中公平、效

率与激励的权衡
陈雅静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12

全球粮食市场的风险传导

及其机制研究：“粮食—

化肥—能源”的系统视角

戴鹏飞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13
新时代金融支持区域协调

发展的研究
汪冬华 纵向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

公室

14

机构投资者信息交互与股

票市场风险的研究：基于

多层网络的视角

汪冬华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15
在线社会中人类合作行为

的机理实证和演化建模
蒋志强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16

基于复杂网络的国际贸易

规律、风险特征及精准可

控应对策略研究

周炜星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17
能源开发与消费的外部性

治理 P
邵帅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24 年横向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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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类别 状态

1
企业提升技术创新水平的

路径及策略咨询
申朴 咨询 新增

2
高技术制造企业 ESG 评级

的投入产出效率研究
申朴 咨询 新增

3

燃煤电厂捕集 CO2 合成甲

醇的经济社会效益综合评

价

唐茂钢 咨询 新增

4
低空经济发展趋势与人才

需求预测调研分析
周炜星 咨询 新增

5
老龄化趋势下 AI 技术生

活化市场推广研究
孙定东 咨询 新增

6

金融科技赋能小微贸易公

司数字化转型和供应链融

资策略分析

郑庆寰 咨询 新增

7
甲方企业股权设计、股权

激励方案及优化措施研究
张世鹏 咨询 新增

8

《海湾镇绿色低碳发展

（绿色低碳产业）行动方

案》编制

麦勇 咨询 新增

9 财务风险预警系统项目 吴玉鸣 咨询 结题

10 高频大数据分析项目 任飞 服务 在研

11

某核电国际化战略实施路

径与重点业务方向技术咨

询

殷广卫 咨询 结题

12
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

资决策研究
申朴 咨询 结题

4、学位授予情况

目前本学位点博士、硕士全部为全日制培养模式。2024 年博士生申请答辩

12 人，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人 11 人。

5、招生和就业情况

本学位点招收学术型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

目前博士招生采用申请-考核制、提前攻博和直接攻博 3种招生方式。按照

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招生，全部为全日制培养模式。三种招生方式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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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补充，丰富了学位点的生源来源，提升了博士生源质量。本学科点持续保

持了和较多高校的密切联系，进行实地和线上的博士招生宣传。2024 年招收博

士 13 名，生源质量较好。

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点招生情况

时间 招生计划 实际招生人数 双一流高校生源 招生宣传情况

2024 年 13 13 8（61.5%）
3 场线上宣传，

3 场实地宣传

经过学科系统、专业的训练，本学位点博士生具有扎实的学术素养、较高

的独立科研、创新思维、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在国内兄弟院校中具备较强的

就业竞争力。近几年本学位点博士毕业生就业去向定位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

教学科研岗位、金融相关部门、政府机构等从事经济学研究和经济管理工作。

应用经济学博士生的就业情况良好，2024 年博士毕业生就业率 100%，平均

月薪在 10000 元以上。多人进入高等教育单位，也有同学响应国家号召，进入

中部地区工作，受到用人单位欢迎。

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点就业情况

时间

高等

教育

单位

科研设

计单位

县及县以下

党政机关

党政

机关

中小企业（民营/私

营/个体等）

国有

企业

求

职

中

2024 8 0 0 1 0 1 0

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点就业区域分布

就业区域 上海市 东部 中部 西部

人数（人） 4 3 3 0

占比（%） 40% 30% 30% 0

6、思政教育和学风建设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学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指示

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24年商学院积极开展研究生“科学道德与学

风建设”教育活动，通过师友引领、学术研讨、名师宣讲、实践育人、就业座

谈及干货分享六大板块，全面提升了研究生的学术素养与道德水平。活动聚焦

前沿学术，打造知行课堂，鼓励研究生深入实践，拓宽视野，并搭建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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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同时，强化就业指导，为西部地区输送高层次人才，助力

教育质量提升。活动不仅塑造了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为研究生搭建了全面发

展的平台，也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了坚实基础。

7、课程教学和学术训练

课程建设遵循“以学生为中心”、“强化能力培养”目标，以现代教学理念

为引领，以教学内容创新为核心，全面提升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并注重经济

理论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培养知行合一的经济分析人才。

应用经济学学科共开设 63 门课程。硕士研究生要求 34 学分，博士研究生

要求 22 学分。学科专业必修课程注重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比如《高级微观经

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高级应用统计学》均为 52 课时。

同时，硕博大部分选修课程打通，有助于延续和开拓学生的学术思维。

新开课程有《经济学参数分析方法与应用》和《竞争政策：理论与实践》，

新开课程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拓宽他们的学术视野。

本学位点所有博士研究生参与我院课程助教和科研助理工作，不断提升学

术水平。我校举办第二十八届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以“博学慎思 明

辨笃行”为主题，面向华东理工全体硕博研究生征集学术论文，不少同学积极

参与。商学院举办的学术论坛竞赛，有共 36 名应用经济学研究生提交参赛论文。

研究生积极参与导师科研项目和优质论文著作发表，引导学生深入参与课

题组科研工作，构建博士生协助导师学术工作体系。

研究生发表B类及以上期刊论文

序号 姓名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发表时间

1

任飞、王

鹏程、李

呈昊、熊

熊

分析师报告相似度对股价联动的影响

研究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

践
2024

2
汪冬华，

吴耀杰，

胡悦

侧袋机制、基金流动性管理与投资者

反馈——来自债券型基金的证据
中国管理科学 2024

3

Wei-Xing
Zhou,
Yun-Shi
Dai, Kiet
Tuan
Duong,
Peng-Fei
Dai

The impact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on the extreme risk spillovers
between agricultural futures and spo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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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程思佳

于立宏

陈辰

纵向并购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

影响研究
科研管理 2024

5

Zhu,
HY; Dai,
PF and Z
hou, WX

Uncovering the Sino-US dynamic risk
spillovers effects: Evidence from
agricultural futures markets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2024

6

Cao,
WY; Che
n,
MC and L
i, YP

Intermediate Product Versioning
ECONOMICS
LETTERS

2024

8、学术交流

（1）举办的重要会议

2024年本学位点举办了多场学术会议，持续扩大学科点的社会威望和影响

力。如 2024年 11月继续举办了第七届“国际进口贸易论坛”，以“高水平对外

开放与新发展格局构建”为主旨，本学位点教师主持了多个主题研讨会。该论

坛作为学术交流的平台和国际沟通的桥梁，为服务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智慧和智力支持。

2024 年学术会议举办情况

时间 地点 会议名称 主要议题

2024.1.19-

21
华东理工大学

第五届“空间经济理论与政

策”研讨会暨第十二届 “空

间统计与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研讨会

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协调发展

机制和路径、区域重大战略

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与经济高质

量发展

2024.6.15 华东理工大学
第八届产业组织与数字经济论

坛

美国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创

新的影响、数字平台的市场

势力等

2024.8.1-

8.3
上海龙柏饭店

第五届中国（双法）风险管理

分会学术年会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机遇

与挑战

2024.9.7
上海市奉贤区

区新叶村
金融业量化投资学术研讨会

量化投资策略、市场走势等

研讨

2024.9.19 华东理工大学

2024“国际产学研用会议数字

经济与 ESG 分论坛”暨华东理

工大学第四届“数字经济下的

合同与治理 研讨会”

企业社会责任与 ESG、数字

经济下的公司治理与企业可

持续发展等

2024.11.1-

11.3
华东理工大学 应用经济学学科论文工作坊

当前经济与金融研究热点问

题的探讨，工作论文点评与

指导

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wos/author/record/41543396
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wos/author/record/41543396
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wos/author/record/47093598
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wos/author/record/47093598
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wos/author/record/846448
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wos/author/record/846448
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wos/author/record/19870418
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wos/author/record/19870418
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wos/author/record/6074663
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wos/author/record/6074663
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wos/author/record/6074663
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wos/author/record/47092548
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wos/author/record/4709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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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3 华东理工大学 2024 国际进口贸易论坛
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新发展格

局构建

2024.12.10 华东理工大学
第 6 期汇贤经管研究生前沿论

坛
经管前沿讲座及研讨

(2)教师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本学位点教师在学位点支持下，积极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和研讨。

2024 年教师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姓名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报告主题

徐思嘉 家庭经济学会年会 2024 年 5 月 新加坡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Evidence
from the One-Child
Policy in China

成为

Barcelona School of

Economics Summer Forum

2024

2024 年 6 月 巴塞罗那

Old and connected
versus young and
creative: networks and
the diffusion of new
scientific ideas

陈雅静

2024 Conference on

Mechanism and

Institution Design

2024 年 7 月 布达佩斯
The Machiavellian
frontier of top trading
cycles

严思

远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2024 Annual

Meeting

2024 年 8 月 华盛顿

陈雅静

The seven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Game

Theory Society

2024 年 8 月 北京

邓南昕

The 11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egional,

Urban, and Spatial

Economics in China

2024 年 6 月 南京

Escaping from "Race to
the Bottom":
Agglomeration Rent
and Tax Burden on
Enterprises

邓南昕

2024 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CES) China

Annual Conference

2024 年 7 月 杭州

Escaping from "Race to
the Bottom":
Agglomeration Rent
and Tax Burden on
Enterprises

王超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年会 2024 年 9 月 昆明

伏玉林
中国市场学会：“中国服务

业数智化转型”
2024 年 11 月 杭州

数智化转型与技术创

新

周炜星 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 2024 年 11 月 上海

周炜星
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

学术年会
2024 年 11 月 北京

Independent risk
spillovers at different
timescales: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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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global markets
of staple foods

汪冬华 中国金融管理年会 2024 年 6 月 上海
人工智能时代的高质

量金融人才培养

汪冬华 第二届中国金融学科年会 2024 年 9 月 北京

汪冬华

第六届（ 2024）中国

“双法”研究会量化金融

与保险分会学术年会

2024 年 10 月 南京

汪冬华
第二十一届中国金融学

年会
2024 年 11 月 广州

任飞
第二十一届中国金融学

年会
22024 年 11 月 广州

宋福铁
第二十一届中国金融学

年会
2024 年 11 月 广州

汪冬华

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

理学术年会 2024 年 11 月 北京

任飞
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

学术年会
2024 年 11 月 北京

侯淑婷

当代经济学博士创新项目

复审会暨 2024 年中国青年

经济学家论坛

2024 年 11 月 济南

重大冲击下的宏观

经济稳定政策协调及

其效果

侯淑婷
2024 中国青年金融学术

论坛
22024 年 6 月 北京

外部冲击、生产网

络与货币财政政策最

优协调

麦勇
2024 国际经济技术交叉学

科会议
2024 年 12 月 上海

麦勇
社会治理与 ESG 学术研讨

会
2024 年 12 月 上海

公司 ESG 治理的理

论与实践探讨

任飞 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 2024 年 11 月 上海

吴羡娇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mart

Finance

2024 年 7 月 合肥

Responsive Yet Non-
Human: The Dual
Influence of Financial
Chatbots on Empathic
Engagement During
Stock Price Plunge

叶志强
第二届中国公司金融夏季

论坛
2024 年 6 月 武汉

储丽娅 中国金融国际年会 2024 年 7 月 北京

（3）学生学术交流情况

为实现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特色鲜明、多学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的战略目标，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积极倡导博士生赴国外进行联合培养

和交流，先后与多所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

博士研究生出国交流信息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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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度 姓名 大学名称

1 2024 陈祥 新加坡国立大学

2 2024 戴蕴诗 巴黎萨克雷大学

3 2024 王健赟 哈佛大学

4 2024 马寅杰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复杂系统研究所

9、论文质量和质量监督

本学位点遵循经济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律，制定并执行与本单位办学定

位及特色一致的学位授予质量标准。学位论文在导师指导下，由本人独立完成

并具有创新点或新见解和一定的技术难度。学位论文需经过预审、评阅和答辩

多个环节。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负责对学位论文的学术性、真实性

和撰写的规范性进行预审，学位评定分委会对申请人培养计划执行情况、论文

评阅情况等进行认真审议，学位答辩委员会客观公正评价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

并承担学术评价、学风监督责任。

2024 年，应用经济学学位点继续严把学生论文质量，多种举措提升毕业论

文质量。被抽检的本学科学术型研究生毕业论文合格率达 100%。

应用经济学学位点毕业论文评审答辩情况

年份

预审 查重 盲审 明审 答辩

通

过

人

数

通过

率

初

检

通

过

人

数

初

检

未

通

过

人

数

初检

通过

率

通

过

人

数

低

分

通

过

人

数

初

审

未

通

过

人

数

通过

率

通

过

人

数

通过

率

通

过

人

数

通过

率

2024 12 100% 12 0 100% 9 2 1 91.6% 12 100% 12 100%

10、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持续改进辅导员的选拔配备、发展培养、考核激励制

度，持续优化学生辅导员队伍结构和专业化发展机制，选聘责任心强、能力出

色的专任教师、硕博研究生党员等充实辅导员队伍。本学科现有 2名专职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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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学院研究生管理教育中心有 4位教师为研究生教育提供教学、学位管理、

毕业等相关管理工作。

推进研究生自治制度，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第一，全院研究生通过研究生

代表大会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学院治理和监督。研究生代表大会是商学院

研究生会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商学院严格遵照《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会章程》

及《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研究生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定期召开研究生代表大

会。第二，不断推进研究生权益工作体系化，完善维权反馈渠道，提高维权服

务能力。为更好地保障研究生权益、有效解决研究生同学的具体困难，学生可

通过填写线上调查问卷、微信公众号反馈、联系班级权益委员等途径参与维权。

研究生会依托线上维权反馈渠道获取学生反馈信息并形成提案，定期与研究生

教育管理中心的相关老师开展权益座谈会，促进问题的解决，为研究生们进行

权益维护服务工作，保障同学们在学期间的各类学生权益。

开展在校满意度调查，提升管理服务质量。为提升辅导员队伍专业化水平，

提高辅导员工作能力和育人水平，研究生院每年开展学生对辅导员认同度测评

工作，并定期开展优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评选，树立模范带头作用。为了

解研究生对教学、管理和服务、权益保障情况的建议和意见，学位点定期组织

研究生座谈会，听取学生对培养工作的建议和意见。从测评和座谈结果来看，

在校研究生的总体满意度较高。

商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中心主任董海艺等完成的论文《基层党建与研究生

教育高质量发展互融互促的路径研究——以商学院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管理为例》

获华东理工大学党建研究课题成果三等奖。

11、成果转化和服务社会

学位点依托上海公共经济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能源经济与环境管理研究

中心、临港-华东理工大学自贸区创新研究院等智库平台，围绕区域经济、城乡

融合发展、能源经济与环境治理、金融科技融合等开展课题研究，在服务国家

战略、区域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提供决策咨询，为政府部门、行业产业提供专业

化高端智库。如与郎溪县人民政府共建“华东理工大学长三角区域发展郎溪研

究院”，实现服务国家区域一体化战略。

2024年 3月，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党支部赴梅陇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理

财小课堂活动。在活动中，博士研究生党员黄加红和陈辰分别担任讲师和助教，

她们为华东理工大学附属闵行梅陇实验学校同学、周边社区青少年学子及其家

长们带来了精彩纷呈的外币与外汇相关知识课程。在她们的带领下，同学们不

仅了解了外币的定义与性质，还学习了如何识别世界八大货币。为了更好地掌

握外币知识，课堂设置了“云逛超市”和“模拟大富翁”等小游戏，帮助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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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了解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换算方法，并通过模拟不同货币交易等方式，深入

了解汇率兑换的知识，增强同学们的实际运用能力。本次理财小课堂的举办，

不仅弘扬了商学院研究生支部的志愿服务精神，更发挥了商学院研究生的专业

知识技能，有效帮助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念和理财意识。

12、文化建设

依托学位点教师主持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城市公共产品有

效供给机制研究》等科研项目，赴安徽、江西、甘肃等地实地调研，考察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乡村振兴实践经验，挖掘当地文化资源，发展当地文旅项

目等文化产业。

导师十分注重科研育人的重要性，坚守科研育人初心，勇担文化使命，勉

励同学们要有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多了解中国现实问题，多关注社会经

济热点、痛点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方案。学位点导师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学

术活动和专业实践调研，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积极建言

献策。通过开展实地调研等社会实践活动，既提升了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实践

应用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又增强了研究生的社会责任担当。

党支部通过研途有“理”博士生论坛、主题党日活动等活动开拓学生视野、

服务社会。2024年 5月，研途有“理”博士生论坛（第五期）读书交流会暨应

经研究生第一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在商学院校友之家举行。商学院党委委员潘

春阳老师、研究生校友龙梅等参加了本次活动。在读书分享环节，潘春阳老师

以“品读《西游记》——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学中汲取成长智慧”为题进行分享，

鼓励同学们在人生旅途中积极追求自我梦想。龙梅校友现场分享了《向前一步》

一书，探讨了职场女性面临的发展阻碍，提供了克服这些阻碍的策略，如积极

进取、设定目标、寻找人生导师等，旨在激励女性向前一步，实现个人成长和

职业发展。 在本次读书会活动中，两位嘉宾与同学们分享了宝贵的读书心得和

丰富的人生经验。通过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同学们不仅拓宽了视野，还获得了

关于“知行合一”的经验指导。

二、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本学科以 AACSB 国际认证为抓手，实施了全过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构建

了以学生全面发展与成长为中心的、基于 AOL（学习保障）的持续改进机制，

严格执行 OBE（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导向的质量监控保障体系，强化

“教学质量达成度”为核心的教学过程组织管理，按教学质量监测评价体系要

求执行周期性评价和常态监测相结合。结合本学位点目前的发展情况，还存在

以下问题：

1 进一步加大力度引进高水平师资，不断优化师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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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续深化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适度增加学术型研究生的招生

规模；

3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瞄准前沿趋势，进一步加强交叉学科和优势

学科的建设，提升服务国家和社会的能力。

三、今后的发展思路和建设规划

根据目前学位点的发展情况，我们将实施一系列改进举措，进一步优化学

科方向布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教学改革、提升科研水平和服务能力，

推动应用经济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1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

持续加大高水平师资引进力度，吸引国内外知名学者和青年才俊加入，优

化师资结构，形成老中青相结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梯次人才队伍。加强教师

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水平，拓宽学术视野，促进学术成果

的国际化传播。

2 深化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持续推进教学改革，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加强案例教学、

实践教学等环节，构建多元化、个性化的培养体系。加强与国际知名高校和研

究机构的交流合作，引进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理念，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适度扩

大学术型研究生招生规模，优化生源结构，选拔更多优质生源，提升研究生培

养的整体水平。

3 聚焦前沿趋势，推动交叉学科与优势学科建设

密切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前沿趋势，加强交叉学科和优势学科的建

设，推动学科间的协同创新与发展。强化优势学科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学科的

学术影响力和社会服务能力。鼓励和支持教师开展跨学科研究，促进学科交叉

融合，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和增长点。

4 提升服务国家和地方的能力，推动产学研合作

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咨询工作，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

际应用，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与交

流，推动产学研合作和成果转化工作的开展，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注

重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文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依托学位点教师主持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城市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机制研究》等科研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