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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学位点 2022 年度质量报告

一、应用经济学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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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系特聘研究员车翼与四位学者合作的论文"Did trade

liberalization with China influence US elections?"作为当期的开篇文章

发表于国际经济学领域顶级期刊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以华东理工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金融学系青年教师储丽娅博士为第一作者的

研究成果《Investor Sentiment and Paradigm Shifts in Equity Return

Forecasting》被经济管理领域国际顶级学术期刊《Management Science》正式

发表；金融学系青年教师胡悦博士合作的论文《财政金融协同视角下的地方政

府债务治理——来自金融市场的证据》在国内人文社科领域顶级期刊《中国社

会科学》上（2022 年第 8 期）发表；在今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

的“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名单中，金融

学系汪冬华教授任首席专家申报的《新时代金融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作

为重点项目获批立项；权威学术评价机构科睿唯安公布的 2022 年度全球“高被

引科学家”，经济学系邵帅教授入选交叉科学领域的高被引科学家，这也是他

连续第三年入选该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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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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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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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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名，2022 年新增 3 名，其中 1 位为特聘教授奥利

弗·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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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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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 月 15 日，邵帅教授连续第三年入选权威学术评价机构科睿唯安

公布的 2022 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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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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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中国的城

市化推进

与雾霾治

理

二等奖

上海市哲学

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评奖

委员会

2022-07-
01 1

3、科研情况

2022 年，本学科在中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138 篇；新增纵向项目 12 项，

横向项目 1 项；纵向课题科研到款 152 万元，横向项目到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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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管理科

学学报》《管理世界》《Management Scie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Energy Economics》《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等国内

外著名期刊均有论文发表，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 项。汪冬华教授团队

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金融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致力于探索

如何发挥金融体系的积极作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在梳理总结我国区域发展战

略的政策体系，分析区域发展现存差距后，构建金融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

框架。基于该框架从经济增长区域协调发展、民生保障区域协调发展和资源可

持续区域协调发展三方面入手，研究金融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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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冬华
新时代金融支持区域协

调发展的研究
纵向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

2 麦勇

大数据情境下的国家级

信用平台及金融信用创

新应用研究

92146002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

子课题

3 杨上广

超大城市人口迁入模式

演变、机制效应与治理

响应研究

72274062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4 陈雅静
随机分配问题中公平、

效率与激励的权衡
72273043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5 戴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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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7099 纵向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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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炜星
2022年度全球工程前沿

研究综合二组
纵向

国家各部委设

立的项目（包

括博士点基金

项目）

7 汪冬华 东方学者 纵向 东方学者

8 汪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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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向 其他

9 汪冬华

新文科理念及金融科技

背景下定量金融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纵向

教育部“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

目”

10 邵帅

长三角地区生态效益共

享驱动协同绿色创新的

思路与举措研究：基于

能源供给侧与消费侧联

动的视角

纵向

公开招标上海

市科委软科学

研究计划重点

项目

11 杨上广

创新型城市与企业创

新：微观实证与上海路

径

22692113500 纵向

公开招标上海

市科委软科学

研究计划重点

项目

12 杨继波
长三角地区打造统一要

素和资源市场研究
SLN00224010

纵向

公开招投标上

海市政府政策

咨询项目一般

项目

13 蒋竺均
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的财税政策研究
纵向

公开招投标上

海市政府政策

咨询项目一般

项目

14 冯净冰
信息经济下中小企业高

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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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申请答辩人数 10

授予学位人数 10

5、招生和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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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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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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招收

博士 11 名，生源质量比前两年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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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11 72.7% 3 场实地宣讲，8 场线

上宣讲

应用经济学博士生的就业情况良好，2022 年毕业生中多位进入高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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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6 0 0 0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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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导师们除了全员参加学校和学院

的时政党课报告外，全员认真完成了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能力培训课程并参与

研讨。成为老师的《高级计量经济学》获华东理工大学 2021-2022 学年研究生

课程优秀任课教师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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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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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无师德师风问题出现。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的

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要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位点坚持畅

通研究生辅导员与导师的沟通渠道，持续开展双方共同参与的学风建设活动，

不断加强研究生辅导员与导师的对于培育人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提升我

院思政队伍的工作能力。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而研究生辅导员的

工作与导师之间相辅相成，双方的交流必不可少。学位点通过搭建以座谈会形

式为主的交流平台，为两者创造了沟通信息的良好环境，从而为多层面了解学

生动态奠定良好基础。学位点还鼓励导师积极关注并指导学生的社会实践和创

新创业，如“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等，增强导师在第二

课堂中的参与度，从而促进研究生辅导员与导师的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与合作，

加强导、辅协同作用，为学生提供双线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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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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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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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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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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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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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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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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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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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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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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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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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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 月 4 日，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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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贸易与制度型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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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本学位点主办了第四届

空间经济理论与政策研讨会；2022 年 7 月主办了第十一届“空间统计与空间计

量经济分析：数据、方法、工具与应用”研讨会和 2022年全国博弈论与实验经

济学研究会学术年会，并与美国宾州大学联合举办的 Network Science 2022卫星

会议“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and game dynamics in networked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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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茂钢
2022 上财高研院宏观研讨

会
2022/12/11 上海

农地确权对土地流转

的影响研究：理论机

制与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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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定东
中国共同富裕政策的发展

路径
2022/11/23-24 上海

陈美晨
2022 Asian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2022/6/22-24

深圳

（线上）

Commitment and

Compromise in

Repeated

Games

陈美晨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

Changing Global Economy

2022/12/10 上海

邓南昕
第三届城市与发展经济学

前沿论坛
2022/11/5

广州

（线上）

Urban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Effect of Smart

City on Carbon

Emission in China

盛宝莲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国资大

讲坛（云讲坛系列）第三

十六期 当前经济形势与趋

势分析

2022.04.25 线上

严思远
宏观金融与资本市场研讨

会
2022.01.12 上海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the

Value of Corporate

Cash: Evidence from

Anti-Troll Laws

严思远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Business:

A Sustainable

Perspective

2022.07.07 香港

Logistics Service

Standardization,

Supply Chain

Transparenc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Reform in

China

严思远 第十九届中国金融学年会 2022.10.30 上海

Anti-Troll Laws and

Market Valuation of

Internal Financial

Flexibility

任飞
第 17 届（2022）中国管理

学年会

2022.08.19-

21
南京

Optimal policies

weighing between

health and economic

costs in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麦勇
第二届中国环境经济学论

坛（2022）“会议
2022.12.10 线上

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

对企业绿色声誉的影

响研究

孟磊
第二届“信用评分与信用

评级”国际会议
2022.10.23 宁波/线上

Can corporate site

visits improve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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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ngs?

孟磊
第二届中国环境经济学论

坛
2022.12.09 北京/线上 x

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

对企业绿色声誉的影

响研究

许海川
第五届”金融科技创新与

风险管理学术会议
2022.08.28 天津/线上

基于金融网络的系统

性风险研究进展和未

来方向

胡悦 浙江大学 AFR 会议 2022.07 杭州/线上

大额赎回和基金资产

抛售——基于机构信

息优势的解释

胡悦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学

年会
2022.10 上海/线上

大额赎回和基金资产

抛售——基于机构信

息优势的解释

胡悦
广东财经大学中国投资学

年会
2022.11 上海、线上

大额赎回和基金资产

抛售——基于机构信

息优势的解释

宋福铁
第十九届金融系统工程与

风险管理年会

2022.04.16-

21
长沙

付费模式与评级质量

—— 来自分析师预测

的证据

宋福铁
第十七届（2022）中国管

理学年会

2022.08.19-

21
南京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对

信用债流动性的影响

—— 来自银行间市场

的证据

周炜星
2022 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术年会
2022.12.01 上海

Efficiency,

robustness and

optimal cooperation

strateg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oil

trade networks

周炜星

商苑·博士生论坛暨华东

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校

庆报告会

2022.11.26 上海

Identification and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food

import shocks

周炜星
大数据驱动下智能决策与

管理专家论坛
2022.11.23 上海

大数据驱动下的社会

治理与管理学研究

周炜星

Econophysics

Colloquium 2022

(online)

2022.08.24-

26
线上

Identification and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food

import shocks

周炜星

Workshop on Empirical

Modelling of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nts

(online \& on site)

2022.07.04-

5
线上

Efficiency,

robustness and

optimal cooperation

strateg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oil

trade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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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炜星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mplex Socio-

Economic Systems and

Public Policy (online)

2022.01.20-

22
线上

Efficiency,

robustness and

optimal cooperation

strateg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oil

trade networks

蒋志强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physics (2021) 2021.06.05 上海

Testing the factors
driving human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big data from the
online world

蒋志强
2021全国博弈论与实验经

济学
2021.09.25 线上

基于虚拟社会的合作

机理实证研究

蒋志强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and
game dynamics in networked
systems, Satellites of NetSci
2022

2022.07.17 线上

Unraveling the effects
of network, direct and
indirect reciprocity in
online societies

蒋志强
第七届全国大数据与社会

计算学术会议
2022.08.13 杭州

Unraveling the effects
of network, direct and
indirect reciprocity in
online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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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1 2022 钱薇雯 全日制 公派出国，联合培养

2 2022 吕婷婷 全日制 公派出国，联合培养

3 2022 李睿楠 全日制 公派出国，联合培养

9、论文质量和质量监督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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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

检

未

通

过

初检

通过

率

通

过

人

数

低

分

通

过

人

初

审

未

通

过

通

过

率

通

过

人

数

通过

率

通

过

人

数

通过

率

通

过

人

通

过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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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人

数

数 人

数

数

2022 年 10 100% 10 0 100% 5 2 3 70% 10 100% 10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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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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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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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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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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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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年研究生会配合学院组

织开展“知行合一讲坛”，先后邀请到 40 余位校内外专家学者，为同学们开展

讲座 37 期。通过各位专家学者的言传身教，从不同的研究领域，为同学们提供

了独到的见解，丰富了同学们的学习内容。此外，商学院研究生会配合学院组

织举办了“齐心协力抗疫情，风雨同舟迎校”、“为理写诗”等活动，旨在通

过作品征集和专题研讨等多种方式，在拓宽商学院研究生的视野和提高商学院

研究生对于学术知识的理解水平的同时，立足自身实际，抒发爱校情怀，以实

际行动为 70 周年校庆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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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加强导师队伍建设，为国家培

养经济学人才，服务新时代发展。其中，立德树人、师德师风建设不能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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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教育部、上海市和学校的各项安排，加强研究生导师培训。在研究生的培

养中，通过课程教学和课题研究，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学术道德规范，在此基础

上突出学生研究能力和学以致用能力的培养。

进一步加强基于二级学科的学术队伍建设，重点培养有突出教学和科研能

力的年轻教师，努力成为省部级和国家级人才。同时，发挥学术骨干的工作才

能，组织多层次学术活动，扩大华理经济学科的学术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