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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学位点 2021 年度质量报告

一、应用经济学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2021 年，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经济学学位点继续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国

民经济主战场，根据建设成国内一流应用经济学科的计划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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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水平稳步提升。2021 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

重点项目 2 项。2021 年本学科引进了高水平学科带头人邵帅，邵帅教授在已经

成功申请到 1 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并入选由权威学术评价机构科睿唯安公布

的 2021 年度交叉科学领域的“高被引科学家”。

1、学位点基本情况

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于 1993 年获批西方经济学硕士点，2011 年

获批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20 年学科所有本科、硕士和博士教育项目

通过 AACSB 国际认证。

应用经济学博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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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尤其是掌握经济

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学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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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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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科下设区域经济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二级科学研

究方向。目前区域经济学在空间经济与空间计量、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公共产品等领域形成研究特色，与哈佛大学中国数据实验室合作的“城市

与区域空间信息库及智能分析系统”国内居于领先地位；金融学在金融风险管

理理论、公司金融与金融系统预警等领域形成研究特色；产业经济学在能源产

业链、中间品产业组织、绿色再制造、能源和环境政策、绿色发展等领域形成

研究特色；国际贸易学在农产品贸易、数字服务贸易、贸易便利化等领域形成

特色。

2、 师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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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具有一支学术思想端正、结构合理，具有较宽学科研究领域的导师

队伍。现有博士生导师 17 名，均为正高级职称。

时间 导师人数

（资格）

当年新增导师人数

（含兼职）

当年退休导师

人数

当年调离导师

人数

2021 年 17 0 0 0

经济学科持续实施海外人才招聘计划，越来越多的国外名校毕业博士任职

于本学科，不少海外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在本学科兼职从事研究工作和主讲研究

生课程。本学科聘请了哈佛大学奥利弗·哈特（201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为特聘教授，成立了“哈特合同与治理研究中心”并由其主持，同时聘请国内

外著名高校学者 8 人为兼职研究员。另外本学科与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罗格

斯大学、神户大学、东京经济大学等 15 所大学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研究合作关

系。本学科注重已有师资的培养，特别是积极培养年轻教师，组建博士指导小

组，吸收科研能力强的年轻教师加入指导教师队伍。同时，加强国内外高层次

人才的招聘与引进工作。

2021 年教师获奖情况

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成果

名称
获奖等级 组织单位

组织单位

类型

获奖时

间

获奖教师姓

名（排名）

1

第四届张培刚发

展经济学青年学

者奖

华中科技大

学
其他

2021 年

11 月
邵帅

2

江苏省哲学社会

科学界第十四届

学术大会优秀论

文

气候变

化、收入

调节与城

镇住宅电

力消耗以

长三角城

市群为例

一等奖
江苏省哲学

社科联合会
其他

2021 年

2 月
邓南昕

3 上海市育才奖 2021 年 郑庆寰

3、科研情况

2021 年，本学科在中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88 篇；新增纵向项目 12 项 ，

横向项目 4 项；纵向课题科研到款 756.22 万元，横向项目到款 187 万。在学术

水平稳步提升的基础上在 2021 年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本学科在 2021 年获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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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2 项。邵帅教授团队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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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需求，以环境福利绩效提升为具体目标，以

环境平等、创新融合、产业集聚为抓手，以能源供给侧与消费侧协同绿色发展

为实现路径，探寻能源供给侧与消费侧协同环境治理、协同绿色创新、协同产

业转型的内在关联与实现路径；吴柏钧教授团队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致力于研究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动力机制、资源配置

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科学构建融合互补、共建共享、协调发展的城乡融合发

展系统，研究制定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制度和政策，为推进我国新型城

镇化和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导及政策方案；于立宏教授团队的国家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逆全球化时代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供应链重塑研究”致力于深度探究

逆全球化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供应链的作用机制、影响路径以及产业和区域

异质性，重点研究特定产业供应链在区域、国内和跨国三个层面上的布局调整

和竞争策略优化，科学构建以产业链整体绩效为目标的贯通型政策体系及其激

励和协同机制，最终实现基于价值创造的产业供应链转型升级目标，为中国经

济的转型发展提供路径、策略与政策方案。吴柏钧教授主编的《城市公共经济

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丛书》 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

2021 年新增研究项目

序

号

课题负

责人
课题名称 项目编号 类型

项目类别、来

源

1 邵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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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ZDA084 纵向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2 吴柏钧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

研究
21AZD036 纵向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3 于立宏

逆全球化时代中国战略

性新兴产业供应链重塑

研究

纵向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4 蒋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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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BJY233 纵向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5 唐茂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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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向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6 蒋志强

在线社会中人类合作行

为的机理实证和演化建

模

72171084 纵向
国家自科基金

面上项目



6

7 周炜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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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71083 纵向
国家自科基金

面上项目

8 杨上广

健康城市建设国内外经

验及上海中实施路径研

究

纵向

上海市决策咨

询研究基地项

目

9 彭德雷
上海市教育法学人才培

养计划
2020 JYFXR041 纵向 上海市科委

10 戴鹏飞

混频数据视角下外部不

确定性对原油期货市场

波动的影响及其机制研

究

2021M691015 纵向

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面上资

助二等

11 周炜星
2021 年度全球工程前沿

研究

2021-ZD-10-

01-02
纵向

中国工程院战

略咨询项目

12 邓南昕

基于区域制度视角的聚

集经济与企业创新的研

究

21PJC029 纵向 浦江计划

13 周炜星 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Q2020173 纵向 青年长江

14 杨继波
我国环境治理的市场化

路径研究
横向

上海美城天赫

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15 吴玉鸣
2021 年度长三角产业发

展试验区建设研究项目
横向

中共郎溪县委

党校

16 汪冬华

机构投资者心理语气与

投资行为及其对股票市

场风险的影响

横向
光大期货有限

公司

17 汪冬华

金融科技视角下的中小

投资者行为及投保机构

投资者服务研究

横向

中证中小投资

者服务中心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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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博士毕业 5人，

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人 5

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点学位授予情况

时间

人数

2021 年

申请答辩人数 5

授予学位人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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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毕业的研究生就业情况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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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目前博士招生采用申请审核制招生方法，按照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招生，

全部为全日制培养模式。本学科点持续优化博士招生来源和选拔办法，每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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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招收

博士 1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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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8 14 35.7% 5 场实地宣讲、3 场线

上宣讲

应用经济学博士生的就业情况良好，2020 年 10 位毕业生全部进入高校任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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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4 1 0 0 0 0 0

在本学科毕业的博士生中，已有多位在不同行业中担负重要岗位。2015

年毕业的博士生彭志胜现任安徽建筑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导，2016

年毕业的博士生李嘉晨现执教于东华大学并主持多项国家级项目。

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点学生就业情况

序号 姓名 毕业年份 层次类型 突出贡献项目

1 杨路英 2020 全日制博士

现任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在《世界经济文汇》《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生态经济》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2 徐如浓 2020 全日制博士

现任浙江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导。曾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e Change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华东经济管

理》等 SSCI及 CSSCI期刊发表论文 10余
篇。为绍兴市社科新人

3 孙攀 2020 全日制博士
就职于南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与密歇

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联合培养应用经济学博



8

士，CSC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

目被资助者。在校期间发表 CSSCI来源期刊

论文 3篇。荣获校论文大赛二等奖、上海市

优秀毕业生等荣誉

4 石怀龙 2017 全日制博士

现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专

任教师，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省部级基

金，已发表 SSCI或 SCI索引论文 4篇。硕

博期间荣获 2017年国家奖学金、2017校优

秀毕业生、2015校优秀学生、2015校高水

平论文 A类

5 李嘉晨 2016 全日制博士

在本学位点求学期间成绩优异，成果卓

越。现执教于东华大学，主持国家自科青年

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博士后面

上基金项目等，发表多篇 SCI，CSSCI论
文，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公共经济、

博弈论等

6 彭志胜 2015 全日制博士

任安徽建筑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校学

术委员会委员、校教指委委员，教授、硕

导。在系统管理学报、系统工程等期刊发表

论文 20余篇。主持参加省部级以上纵向项

目 10余项，主持省质量工程项目 3项。曾

获校优秀教师称号

6、思政教育和学风建设

本学科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

根本使命，深入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构建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

人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要求导师们以课堂为主阵地和主渠道，守牢意识形态

阵地，建设思政教育体系。在教育教学中确立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

“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推进“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进教

材、进课堂、进头脑。学院设有教材和师资委员会，审核课程教材的选用。

本学科长期坚持对应用经济学导师进行科学道德和优良学风建设情况的调

研、讨论，共同培育知行合一的学风。2021 年导师们除了全员参加学校和学院

的时政党课报告外，还积极参加了由上海市学位办、学校研究生院组织的《学

术道德与规范》、《师德师风专题教育》等多场线上线下报告会，激励教师积极

投身教育事业，将师德师风教育学在经常，融入学生培养之中。新增导师全部

按时完成了学校的新导师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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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学位点全面建成师德师风考核机制，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弘扬

尊师重教传统。董银果教授获评 2020-2021学年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授课

过程中 同时将思政融入课堂，秦一琼老师的《商业伦理》入选 2021 年学校研

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立项，赵炎老师的《中国商务环境》获 2021 年上海

高校国际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

本学位点将师德师风教育和要求贯穿教师管理全过程。在师德监督惩处工

作中，完善多方参与的师德监督体系，依法依规接受监督举报。考察年份中本

学科无师德师风问题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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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实施方法如

下：（1）课程教学改革。以国内外高质量经济学教材为基础，吸收经济学前沿

知识，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经济学教案，硕、博课程均已按上述要求完成教案编

写。（2）强化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训练，实施“以科研育人才”的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形成了“本-硕-博”贯通，按照国家需求培养顶尖人才，

健全了科研教学支持政策和导师责任制。（3）建设在线课程、教学科研数据库

和案例库。完成所有研究生课程的在线教学系统，包括课件、教辅资料、师生

交流平台等。学院智慧商务实验教学中心购置了工业企业、海关、绿色发展、

创新、锐思、万得、工商注册信息等一流数据库保障经济学教学科研需求。

目前本博士学位点开设的主要课程有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

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应用统计学等。

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点主要课程开设情况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

类型

学

分

授课

教师

课程简介

（限 100 字）

授课

语言

面向

学生

层次

1

高级

宏观

经济

学

必修

课
3

沈

凌、

李竞

超

本课程讲解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经济增长，经济周期和财政货币政

策。目的是让学生熟悉用经济思想、

数学模型解决宏观经济学中的问题。

学生能够理解宏观经济学经典文献，

并自己设计宏观经济模型。

中文 博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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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级

计量

经济

学

必修

课
3 成为

本课程讲解现代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分

析框架和经典方法，注重理论推导和

应用研究。旨在培养学生计量理论分

析的能力。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的线性

模型和假设检验，最大似然估计等估

计方法，大样本理论以及非线性模

型。

中文 博硕

3

高级

微观

经济

学

必修

课
3

李佑

平、

陈美

晨

本课程讲授微观经济分析的核心理论

和方法及其应用，包括消费者理论、

生产者理论、不确定性下的决策、竞

争均衡、博弈论、一般均衡以及不对

称信息及其在金融市场中的应用，使

学生系统掌握微观经济最新力量和研

究方法。

中文 博硕

4

高级

应用

统计

学

必修

课
3

吴玉

鸣、

沈琪

本课程重点讲解非经典统计和计量经

济学模型的主要非参数和非线性分

支，突出各类统计回归模型的适用对

象、建模思路及应用研究中常见问题

的诠释，淡化理论方法的数学证明，

强调应用各类模型分析解决经济问

题。

中文 博硕

5

中国

学前

沿问

题研

讨会

必修

课
2

冯净

冰

本课程邀请校内外专家及青年教师为

硕士、博士研究生介绍国内外经济学

的学术前沿问题，通过专题讲解、课

堂讨论、研究计划设计等方式，提升

学生对国内外经济学前沿问题的认

知，培养学生学术研究选题的问题意

识，提高学生的学术写作能力和关键

科学技术的掌握，进而提升学生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中文 博硕

6
学术

写作

必修

课
1

蒋志

强

本门课程主要从学术规范、研究选

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引导学生如何完

成一篇规范的学术论文。具体包括：

1.学位（学术）论文的结构，包括研

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结果

讨论、研究结论、参考文献、图表制

作等。2.学术论文撰写注意的问题，

包括论文选题、论文结构、撰文时应

注意的问题、投稿时应注意的问题。

3.学位论文撰写注意的问题，包括论

文选题、论文开题、写作技巧、实证

方法、论文答辩等。4.与学术道德相

关的讨论，包括学术诚信和论文剽

窃。

中文 硕士

7
经济

数学

必修

课
2

陈雅

静

本课程讲授高级经济理论中需要用到

的数学知识，包括静态最优和动态最

优两大部分，重点是静态最优。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阅读高

中文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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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经济学教材所需的数学工具，为更

高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

8

区域

经济

理论

与政

策研

究

选修

课
2

杨上

广

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是一门综合运用

区域经济学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区

域经济发展实践问题的课程。它综合

运用产业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

管理学、经济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

本理论、方法来综合分析和解决区域

经济实际问题，课程具有区域性、综

合性和应用性三个最基本特征。

中文 博士

9

中国

经济

专题

研究

选修

课
1

吴柏

钧

本课程主要讲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的历史进程，探讨经济转型和发展的

战略。并重点围绕经济增长型式、产

业发展、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农村

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研究方法等进行

专题讨论。

中文 博士

10

金融

工程

专题

研究

选修

课
2

宋福

铁

本课程主要讲授衍生产品定价的基本

方法和原理；保值和套利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风险识别、衡量、管理的基

本方法等。

中文 博士

11

金融

物理

学

选修

课
2

周炜

星

本课程讲述金融物理学诞生和发展的

历史，深入而又简要地介绍金融物理

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分析国内外相

关研究的现状，并结合我国经济建设

和市场发展的现状，对这一新兴交叉

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作展望。

中文 博硕

12

固定

收益

证券

选修

课
2

顾高

峰

本课程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对固定收益

证券定价分析和风险管理的能力，并

将所学的理论应用于固定收益证券的

投资策略中，为金融学专业学生的投

资基础知识构筑一个更加完整的体

系，也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一个坚

实的基础。

中文 硕士

13

交易

与交

易所

（全

英

文）

选修

课
1 孟磊

本课程涵盖了金融市场交易的各个方

面，包括交易员、代理人和交易所

等，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

何影响市场流动性。本课程的另一个

重点是讨论监管如何减少交易过程中

产生的利益冲突和市场滥用。

英文 硕士

为了提高本学科研究生的学术规范性，开设了 1 学分《论文写作》专业必

修课程。通过举办每月一次的博士生知行合一学术论坛、研究生论文年会、文

献综述大赛、论文写作方法等系列讲座，引导和引领研究生成长成才，构建文

化育人体系。另外不定期举行针对性的学术训练讲座，如 2021 年 6 月 15 日学

位点全体研究生参加了商学院与法学院共同举办的主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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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训练与写作讲座。

8、学术交流

本学科的“哈特合同与治理研究中心”，由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担

任中心主任。研究中心以“合同与治理”研究为特色，以理论实证、经验实证

和实验经济学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关注具有世界普遍

意义的前沿经济学问题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实践问题，重点研究数字

经济背景下的“合同与治理”问题。2021 年，中心举办了“数字经济下的合同

治理”大型学术研讨会和系列论坛，众多知名学者、企业家应邀演讲。尽管后

期受到疫情影响，研究中心通过线下和线上同步方式围绕着合同与治理主题举

办了多场学术论坛，包括哈特教授在内的多所海内外大学学者通过在线方式参

会。本学科区域经济方向研究团队与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合作，2021 年继续开展

了上海与东京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比较研究，并召开学术研讨会.

2021 年，第四届国际进口贸易论坛在华东理工大学举办。论坛采取线上线

下融合方式，来自国际组织、中国政府、学界和业界的专家学者围绕“新发展

格局下的贸易与全球经济合作”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本学科点众多教师深

度参与了会议的承办、研讨、议题主持等。商学院与罗马尼亚锡比乌大学共建

中欧国际商学院，为中欧国家培养了解中国经济的高级企业管理人员，本学科

教师承担了中方授课的主要任务。

教师参加本领域重要学术会议并作报告人员

序号 教师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年月 报告地点

1 申朴
2021国际进口贸易论

坛学术论坛

进口技术溢

出对我国装

备制造业全

要素生产率

影响的研究

2021年 11
月 5日 中国-上海

2 吴柏钧
2021城市公共经济与

社会治理创新论坛

我国公共产

品部门发展

特征与未来

挑战

2021年 11
月 6日 中国-上海

3 杨继波
2021城市公共经济与

社会治理创新论坛

环境公共品

的有效供给

机制与路径

研究

2021年 11
月 6日 中国-上海

4 唐茂钢
2021城市公共经济与

社会治理创新论坛

How do
carbon

emissions

2021年 11
月 6日 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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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ng
schemes
promo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5 潘春阳
2021城市公共经济与

社会治理创新论坛

基础设施与

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

2021年 11
月 6日 中国-上海

6 陈美晨

奥利弗·哈特合同与治

理研究中心举办第一

期学术论坛

Signaling in
initial coin
offerings

2020年 10
月 10日 中国-上海

7 吴玉鸣

第三届“空间经济理论

与政策：区域、产业

与贸易”
研讨会

空间计量经

济学研究理

论前沿与方

法进展

2021年 12
月 19日 中国-上海

8 鲍曙明

第三届“空间经济理论

与政策：区域、产业

与贸易”
研讨会

基于价值链

分析的空间

经济学研究

2021年 12
月 19日 中国-上海

9 吴柏钧

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公

共产品：上海·东京都

市比较研究

中国城市环

境治理演化

与治理绩效

2021年 11
月 17日 线上

10 殷广卫

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公

共产品：上海·东京都

市比较研究

上海的产业

定位与城市

可持续发展

2021年 11
月 17日 线上

11 吴玉鸣

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公

共产品：上海·东京都

市比较研究

能源供求与

上海中心城

市可持续发

展

2021年 11
月 17日 线上

12 潘春阳

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公

共产品：上海·东京都

市比较研究

长三角高铁

建设与劳动

力市场融合

2021年 11
月 17日 线上

13 杨上广

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公

共产品：上海·东京都

市比较研究

上海健康城

市的指标测

度及实施路

径研究

2021年 11
月 17日 线上

14 杨继波

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公

共产品：上海·东京都

市比较研究

社会力量参

与环境治理

的路径及对

策研究

2021年 11
月 17日 线上

15 吴玉鸣

2021年空间计量与时

空创新高级研修班暨

国际研讨会

新文科建设

与基于城市

与区域经管

数据云平台

的教研实践

2021年 7月
11日 线上

16 蒋志强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sting the
factors

2021年 6月
5日 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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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physics (2021) driving
human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big data
from the

online world

17 蒋志强
2021全国博弈论与实

验经济学

基于虚拟社

会的合作机

理实证研究

2021年 9月
25日 线上

应用经济学学位点学生学术交流情况

序号 年度 学生
姓名

学生
类别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

时间
报告
地点

1 2021 戴蕴

诗

硕士

生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physics

(2021)

Correlation structure
of the agricultural
commodity futures

2021
年 6
月 5
日

中国-
上海

2 2021 马寅

杰

硕士

生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physics

(2021)

Do factors driving
prosocial behaviors

promote fundraising in
medical

crowdfunding?——
Evidence from
Qingsong Chou

2021
年 6
月 5
日

中国-
上海

3 2021 胡海

燕

硕士

生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physics

(2021)

Sector connectedness i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s

2021
年 6
月 5
日

中国-
上海

4 2021 魏佳

丽

硕士

生

2021中国技术

经济论坛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

否助力企业转型升

级——来自“宽带中

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2021
年 7
月 16
日

中国-
呼和

浩特

5 2021 丁今
博士

生

第三届

（2021）中国

优选法统筹法

与经济数学研

究会 量化金融

与保险分会学

术年会 疫情冲

击与“双循环”
驱动背景下的

量化金融与保

险

比特币价格的影响因

素及预测研究

2021
年 7
月 18
日

中国-
河南

6 2021 沈雪

晨

硕士

生

首届金融科技

创新与发展学

术年会

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

发的波动率择时效应

研究

2021
年 8
月 27
日

线上

7 2021 郭安
硕士

生

第十六届中国

管理学年会

高管关系网络对企业

间联合投资行为的影

2021
年 11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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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研究 月 7
日

8 2021 黄仟
硕士

生

第十六届

（2021）中国

管理学年会

The Effect of Stock
Forum Messages on
Stock Price Jumps:
Evidence from China

2021
年 11
月 7
日

线上

9 2021 吴杰

杰

硕士

生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physics

(2021)

Optimal execution
strategy based on
Reinforcement

Learning

2021
年 6
月 5
日

中国-
上海

10 2021 陶屹
硕士

生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physics

(2021)

Extracting the topics
affecting fundraising
performance from

medical crowdfunding
descriptions based on
the LDA approach

2021
年 6
月 5
日

中国-
上海

11 2021 陶屹
硕士

生

2021全国博弈

论与实验经济

学

Extracting the topics
affecting fundraising
performance from

medical crowdfunding
descriptions based on
the LDA approach

2021
年 9
月 25
日

线上

本学科点目前留学生在读 5 人，学科点和相关导师为留学生提供了良好的

学习条件和热情关怀。因为疫情原因，本年度没有新招留学生。

9、论文质量和质量监督

2021 年，应用经济学学位点严把学生论文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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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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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过

人

数

通

过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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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100% 5 0
100% 4 / 1 80% 5 100% 5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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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和 2名兼职辅导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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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好地保障研究生权益，不断推进研究生权益维护工作体系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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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研会依托线上维权反馈渠道获取学生反

馈信息并形成提案，定期与相关老师开展期权益座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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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成果转化和服务社会

本学科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于地方经济，获得良好社会服务评价。

2021 年继续举办了每年一次的“中国进口贸易高端论坛”，邀请 WTO 首席经济

学家和副总干事、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总干事等国际组织官员、商务部领导及

专家学者参加。同时通过与临港自贸区共建的“临港-华东理工大学自贸区创新

研究院”，为上海自贸区发展献计献策。

上海公共经济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成功举办大型论坛，围绕教育、医疗卫

生、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城乡关系、基层治理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开展学

术讨论，并向政府部门建言献策。本学科继续举办了“空间统计和计量分析培

训班”，培训对象来自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完成了该培训班的常态化、系列化

和品牌化。

助力欠发达地区商业人才的培养、大力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本学科吴

玉鸣教授领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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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郎溪县域及所辖 9个乡镇、2个行业专项的十四五规划的调研与撰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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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化建设

根据《华东理工大学学生社团管理办法》，本学科的相关学生社团种类较多，

在日常中充分发挥了学生社团的育人功能，丰富了校园文化。

因疫情原因，校园文化建设方式也有所改变。如师生广泛参与了商学院开

展的“百年复兴之路，重温万里长征”线上红色接力跑活动，师生们以独特的

方式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2021 年 6 月，师生们踊跃参加了“牢记光荣

使命 唱响红色情怀“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合唱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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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组织听课督导组等方式构建了专家

听课测评、学生在线测评和问卷调查多渠道反馈的评教、促教体系。监测结果

来看，本学位点的教学质量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在研究生培养中坚持“三全育人”，研究生导师切实发挥了主体作用。依

托研究院等科研基地，已与多家企事业单位签约合作，建立研究生实践基地。

研究生广泛参与导师及相关教师团队的各类科研项目，尤其是参与政府委托和

社会调研的研究课题，如浙江慈溪市环创中心规划项目、安徽郎溪县十四五规

划项目等。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努力使研究接“地气”，充分利用假期时

间开展调研，教师和研究生党支部共同开展党支部活动，在社会调查和实践中

增强学生的家国情怀，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从整个学位点来看，在育人

方面尚需加强。

三、今后的发展思路和建设规划

根据《华东理工大学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进一步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根据疫情形势举办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研究生导师培训活动，

通过研究生评价、导师自评、学院综合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导师的考核。

根据二级学科打造科研团队，组织学术讲座、学术会议等学术活动，为青

年教师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重点培育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充实导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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