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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2 年）

一、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一）目标与标准

1.培养目标

旨在培养政治立场坚定，热爱祖国，思想品德优秀，专业能力过

硬的高素质人才。学生要能够较好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遵纪守法，遵循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学术道德规范，系统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

掌握学科发展前沿，熟练使用分析方法和工具，成为具备独立研究能

力的创新型人才。

2.学位标准

我院严格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开展学

位管理工作。接受博士阶段研究生教育的学生，通过规定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等课程考试并取得规定学分，完成科研

或者实践训练，通过学位论文答辩，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达到

博士研究生毕业要求和下述水平的，可以授予博士学位：在本学科或

者专业领域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学术学

位获得者须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须在科学研究方面取

得创新性成果、能够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较强水

平的外语听说和写作能力。

在我校接受硕士阶段研究生教育的学生或者通过国家规定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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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方式完成研究生教育的受教育者，通过规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基

础理论课和专业课等课程考试并取得规定的学分，完成科研或者实践

训练，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者实践成果认定，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

范，达到硕士研究生毕业要求和下述水平的，可以授予硕士学位：在

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须具有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能够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

（二）基本条件

1.培养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设工商管理学一级学科，通过构建五位一体

的二级学科格局，形成会计学、企业管理、旅游管理、技术经济与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五个二级学科，牵头人分别为：张金昌、曲永义、

宋瑞、李海舰、高中华。不同专业学生不仅需要深入了解本领域知识

发展脉络，还需要具备使用交叉学科分析工具的能力，并可在导师的

指导下，发表高质量学术成果，具备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

2.师资队伍

本学科已经形成一支师德高、业务精、能力强的高素质师资队伍

（详情见表 1）。2022 年，本学科共有 71名人员从事研究与教学任

务，其中，博士生导师 30人，硕士生导师 41人；研究教学人员中，

正高级职称 43名，副高级职称 28 名；拥有博士学位的 60 人。师资

中，有中宣部“四个一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

才 7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8 人，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4人，国务院参事 1人（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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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师资队伍获奖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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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北京高

校教师教学创

新大赛

《创业基础》 三等奖
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

政府机

构
2022 王艳茹

2
第十三届优秀

皮书奖

《社会组织蓝

皮书：中国社

会组织报告

（2021）》

二等奖

中国社会科学

院皮书学术评

价委员会

学会 2022 黄晓勇、徐明

图 1 获得重要人才称号、政府特贴专家数量

3.科学研究

2022 年，本学科教师共计承担各类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软科学基金项目 3 项，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项

目 1项，部委及其他各级政府委托课题、企业及协会委托课题 1 项。

此外还承担发改委、国资委、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和机构横向课题 1 项。

学术成果方面，教师出版的研究成果有专著及教材9部（详情见表2），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55 篇，师均发表论文约 1 篇，其中发表在顶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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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期刊为 15 篇（详情见表 3）。学科将丰富的科研成果、精湛的专

业理论纳入教学内容，使得教学内容保持先进性和前沿性。

表 2 教师出版的专著和教材

序

号

著作（或教材）

名称

第一作者 类别 出版

单位

出

版

年

度

ISBN 号

1 “智慧金融”

技术、平台与创新

张菀洺 专著 清华大学

出版社

2022 978-7-302-2149-2

2 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成

长阶段技术学习战略

研究

杨小科 专著 经济管理

出版社

2022 978-7-5096-8528-0

3 金融智能投顾（高级） 张菀洺 编著或

教材

清华大学

出版社

2022 978-7-3026-0855-4

4 创业企业财务管理 王艳茹 编著或

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22 978-7-3003-0416-8

5 中小企业财税管理

（第二版）

王艳茹 编著或

教材

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

2022 978-7-5654-4616-0

6 基础会计（第五版） 王艳茹 编著或

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22 978-7-3003-1042-8

7
中国福利彩票发展报

告（2022）

何辉 皮书/

发展报

告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22 978-7-5228-1019-5

8
社会组织蓝皮书：中国

社会组织报告（2022）

黄晓勇 皮书/

发展报

告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22 978-7-5228-0975-5

9
中国区域税收发展报

告（2022）

李为人 皮书/

发展报

告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22 978-7-5228-0756-0

表 3 教师发表的期刊论文

序

号
论文标题

作者

姓名
作者类型 发表期刊

发表

年份

刊物

级别

1
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总体框

架、时代内涵与实现路径
徐明 第一作者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2 ，

（6）
核心

2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

的战略思考
徐明 第一作者 国家治理

2022 ，

（12）
普通

3
沿黄九省区旅游产业效率空间分

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宋瑞 第一作者 旅游学刊

2022 ，

（12）
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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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综述与展望 荆林波 第一作者 中国软科学
2022 ，

（11）
权威

5

黄河流域旅游产业效率评价与驱

动力分析—基于 DEA 方法和空间

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宋瑞 第一作者 中国软科学
2022 ，

（11）
权威

6

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

基础理论创新——第 23 次全国财

政理论研讨会分论坛观点综述

杨志勇 第一作者 财政科学
2022，

（11）
普通

7
股票错误定价、市值管理与上市

公司并购行为
何德旭 第一作者 中国工业经济

2022，

（11）
权威

8
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伟大变革、

战略安排与实现路径
徐明 第一作者 理论视野

2022，

（11）
核心

9

产能利用率具有阈值和评判价值

吗——“产能过剩”误区的再考

察

钟春平 第一作者 财贸经济
2022，

（11）
权威

10

国有资本参股如何影响民营企

业？——基于债务融资视角的研

究

何德旭 第一作者 管理世界
2022，

（11）
顶级

11
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影

响
张菀洺 第一作者 财贸经济

2022，

（10）
权威

12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导向持续深

化财税体制改革
蒋震 第一作者 中国财政

2022，

（10）
普通

13
税收制度与市场分工：理论视角

与逻辑建构
蒋震 第一作者 财政研究

2022，

（10）
权威

14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时代阐释--基

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视角
徐明 第一作者

人民论坛·学术

前沿

2022，

（9）
核心

15
习近平开放发展理念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贡献
裴长洪 第一作者 财贸经济

2022，

（9）
权威

16
国际职业会计师道德守则的制度

变迁及启示
蒋楠 第一作者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2，

（9）
普通

17
产业融合视角下数字经济监管的

理念与措施
黄浩 第一作者 改革

2022，

（9）
核心

18
产业链协同视角下 数智农业与

平台经济的耦合机制研究
孙晓 第一作者 社会科学战线

2022，

（9）
核心

19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王力 第一作者 金融文化
2022，

（8）
普通

20 创新研究视角下的中国旅游发展 宋瑞 第一作者 社会科学家
2022，

（8）
普通

21

中国旅游发展的学理分析与世界

表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

导师宋瑞研究员访谈

宋瑞 第一作者 社会科学家
2022，

（8）
普通

22 推动人才工作取得更大成就 徐明 第一作者 光明日报
2022，

（8）
普通



6

23 有价证券股利探析 刘泉军 第一作者 会计师
2022，

（8）
普通

24 税收大数据在税收治理中的应用 蒋震 第一作者 中国税务
2022，

（8）
普通

25
国际金融制裁与金融制裁反制研

究——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王力 第一作者 银行家

2022，

（8）
普通

26

人文荟萃能筑巢引凤吗？——基

于人文适宜性的中国人才区域集

聚研究

魏翔 第一作者
中国劳动关系学

院学报

2022，

（8）
普通

27
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人才培养现状

及其实现路径
徐明 第一作者

中国人才研究

（第四辑）/中国

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2，

（7）
普通

28
党的百年人才思想带来哪些重要

启示？
徐明 第一作者 组织人事报

2022，

（6）
普通

29
打造闽浙台大湾区：中国湾区经

济第四极
黄育华 第一作者 银行家

2022，

（6）
普通

30
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北京市街道

社区社会动员机制研究报告
徐明 第一作者

北京公共服务发

展报告

（2021-2022）/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22，

（6）
普通

31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
杨小科 第一作者 经济日报（理论）

2022，

（5）
普通

32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网络结构

与风险治理
何德旭 第一作者

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

2022，

（5）
核心

33
新时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

展与评价
荆林波 第一作者 管理世界

2022，

（5）
顶级

34
新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发展的

逻辑、 问题和实现路径
徐明 第一作者 中国人事科学

2022，

（5）
普通

35
论人工智能时代国家审计变革与

发展
蒋楠 第一作者 财会月刊

2022，

（4）
普通

36
共同富裕目标下民营企业慈善捐

赠与税收激进度的关系研究
韩莉 第一作者 公共财政研究

2022，

（4）
普通

37
数字旅游——中国旅游经济发展

新模式
魏翔 第一作者 旅游学刊

2022，

（4）
权威

38
数字经济下的旅游治理：挑战与

重点
宋瑞 第一作者 旅游学刊

2022，

（4）
权威

39 社会力量总动员与协同机制 徐明 第一作者

社会力量动员机

制探索/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22，

（4）
普通

40

Creating a New Chinese

Discourse on Political

Economy: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张菀洺 第一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

(英文版)

2022，

（3）
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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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Sector Theory

41
论大数据时代国家审计变革与发

展
蒋楠 第一作者 财会月刊

2022，

（3）
普通

42
人类社会的组织难题与管理的使

命
杨立宇 第一作者 商业经济

2022，

（3）
普通

43
重大疫情防控中政府与公众演化

博弈策略分析
徐明 第一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学报

2022，

（3）
核心

44
基于产品和组织特征的我国彩票

社会责任模型
何辉 第一作者 工信财经科技

2022，

（2）
普通

45
构建多元共治的平台经济治理新

格局
夏杰长 第一作者 中国发展观察

2022，

（2）
普通

46
论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我国未

来青年就业问题
徐明 第一作者 广东青年研究

2022，

（2）
普通

47
中国共产党百年人才思想的理论

进路与实践向度
徐明 第一作者 北京社会科学

2022，

（2）
核心

48
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

的影响研究
夏杰长 第一作者 社会科学战线

2022，

（2）
核心

49
金融科技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核

心优势与基本模式研究
孙晓 第一作者 学习与探索

2022，

（2）
核心

50
国企党建研究进展、特点及问题

分析
杨小科 第一作者

国有企业党建发

展报告（2021）

2022，

（2）
普通

51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青年就业政

策研究 —基于省级层面的政策

文本分析

徐明 第一作者 人口与经济
2022，

（1）
核心

52
互联网企业对媒体产业的挤压与

促进作用分析
黄浩 第一作者 产业经济评论

2022，

（1）
普通

53

农村住房补贴政策瞄准效果分析

——来自“2017 年城乡困难家庭

抽样入户调查”的经验证据

杨小科 第一作者 中国行政管理
2022，

（1）
核心

54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逻辑
裴长洪 第一作者 经济研究

2022，

（1）
顶级

55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逻辑起点
裴长洪 第一作者 经济学动态

2022，

（1）
权威

4.教学科研支撑

依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经济管理》和《中国管理学年鉴》

等特色学术平台在全国学术界的广泛影响力和号召力，为工商管理学

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学术支撑作用。

5.奖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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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研究生奖助体系主要包括学业奖学金和新生奖学金两部

分。2022 年，共发放学业及新生奖学金 24.1 万元，资助学生 43 人

（详见表 4）。

表 4 奖学金情况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总金额（万元） 资助人数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17.9 31

新生奖学金 奖学金 6.2 12

（三）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

本学位授权点 2022 年度的招生选拔工作严格按照教育部、北京

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北京教育考试院等相关文件的规定要求，学校纪

检部门对招生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学院择优录取。2022 年，招收硕

士研究生 19人，其中 985、211 以及双一流高校共 9人；招收博士研

究生 14人，其中 985、211 以及双一流高校共 5人。具体情况如表 5

所示。

表 5 2022 年度招生情况

专业名称 类别 录取人数

生源结构

硕士

推免生
硕博连读

985、211、双一流

院校人数

企业管理
硕士 2 0 0 1

博士 4 0 0 1

会计学
硕士 0 0 0 0

博士 1 0 0 0

技术经济与管

理

硕士 6 0 0 2

博士 6 0 0 3

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 5 1 0 4

博士 1 0 1 0

旅游管理
硕士 6 0 0 2

博士 2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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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硕士 19 1 0 9

博士 14 0 1 5

2.思政教育

各班成立党支部和团支部，推动基层党支部和师生联合党支部的

纵向设置，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导学思政中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开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把理想信

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生日常学习与生活，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022 年，学院先后开展了“商学院学子谈感悟•话心声•立大志”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学习分享会等党团活动。学生积极申请入党，

踊跃参加包括“青年向上 抗疫有我”、“共同战‘疫’”及“研创

计划”、挑战杯等在内的多个公益和学术科研活动。

3.课程教学

学院将各个学科的核心课程纳入研究生培养方案中，担任研究生

核心课程的主讲老师均由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的导师担任，教

学内容聚焦工商管理学学科发展前沿，教学质量总体良好。2021-2022

学年第 2 学期，学生课堂满意度为 92.8%。2022 年，学科教师结合授

课内容编著出版了《“智慧金融”技术、平台与创新》、《金融智能

投顾（高级）》、《基础会计》、《创业企业财务管理》和《中小企

业财税管理》等多部教材。

4.导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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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授权点严格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岗位管

理暂行办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导师岗位管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要求，在导师选聘、岗位培训等方面不断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学院坚持把良好的师德师风作为首要要求和第一标准。研究生导

师岗位申请人必须遵守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相关部门发布

的文件规定和要求，具备较高的业务、科研和教学水平，热爱教育事

业，治学严谨，贯彻落实立德树人职责。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不得

公开发表与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的言论,不得参与非法组

织和非法活动，不得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损害党和国家形象、背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行。

作为研究生导师申请人，一般应有指导硕士研究生或协助指导博

士研究生的经历。硕士生导师申请人应具有副教授或副研究员等相当

技术职称，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硕士学位且任副教授或副研

究员等相当技术职称 2 年以上；博士生导师应具有教授或研究员等相

当技术职称，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硕士学位且任教授或研究

员等相当技术职称 5 年以上。

对于新聘导师和在岗导师，学校制定了完善的培训制度，将参加

培训的情况作为导师考核的重要内容。2022 年 11 月，学位授权点的

64 位导师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组织开展的研究生导师

培训活动，对于提升教师育人能力、强化师德师风建设起到了推动作

用。

5.学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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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依托社科院在国家智库和社会调研方面的优势，加强学生

的学术训练。为营造勤于思考、敢于创新、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

学术氛围，搭建社科学子学术交流、成果展示的平台，商学院在 2022

年 6月组织“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征文大赛，极大激发了学

生的科研热情。同时，学校和学院持续加大对学术训练资源的投入，

及时更新研究所需的数据库，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术训练条件。通

过建立学生参与实践和科研的常态化培养机制，鼓励学生参与到学术

调研活动中。2022 年，博士生杜雨先后在 19th International

Schumpeter Society Conference 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

等 多 个 会 议 汇 报 《 Based on Schumpeter Theory of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 Web3 and Metaverse

analysi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元宇宙产业落地与中

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多篇论文。2022 年，学生主持“研创项

目”4 项（详情见表 6），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33篇，其中以第一作

者身份发表论文 24 篇，以第二作者身份发表论文 9 篇。期刊级别方

面，有 2 篇发表在权威期刊，11 篇发表在核心期刊，20 篇发表在普

通期刊（详情见表 7）。

表 6 学生主持“研创项目”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项目成果论文名称

1

中国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责任履行作用机理

及其效应研究

张慧

1.《ESG 责任投资研究热点与前沿的

文献计量分析》

2.《制度压力、主导型 CEO 与上市公

司 ESG 责任履行》

3.《ESG 责任投资理论基础、研究现

状及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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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型平台企业数据确权研究 赵丽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

量发展

3 人力资本对中国旅游消费影响研究 徐紫嫣

1.《国内旅游消费与人力资本相关性

研究——基于 GRA 与 VAR 模型的实

证分析》

2.《旅游业发展赋能共同富裕：作用

机理与发展策略》

4 旅游发展、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胡典成
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旅游发展、

非认知能力与地区增长效应研究

表 7 学生发表论文情况

序

号
论文题目

发表/出版

日期

刊物/论文集

名称

刊物

级别

1
新冠疫情背景下旅游需求新趋势

——基于国内外文献综述的发现
2022-12-09

资源开发与市

场
普通

2
多平台企业协同效应的来源及作用机理——

阿里巴巴多平台体系的案例研究
2022-12-08 经济管理 权威

3
数字化赋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

作用机制与推进策略
2022-11-29

价格理论与实

践
普通

4
ESG 责任投资研究热点与前沿的

文献计量分析
2022-11-09

科学学与科学

技术管理
核心

5
制度压力、主导型 CEO 与上市公司

ESG 责任履行
2022-09-07

山西财经大学

学报
核心

6
旅游业发展赋能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发展

策略
2022-09-05 财经问题研究 核心

7
ESG 责任投资理论基础、研究现状及

未来展望
2022-09-01 财会月刊 普通

8
股份支付被激励对象放弃行权的

会计处理
2022-08-15

中国注册会计

师
普通

9
大数据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

作用机制与政策建议
2022-08-11 企业经济 普通

10
国际金融制裁与金融制裁反制研究——基于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2022-08-05 银行家 普通

11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2-08-03 统计与决策 核心

12
主导型首席执行官促进还是阻碍了企业创新

投入?
2022-07-06

经济与管理研

究
核心

13
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机制研

究——基于环境动态性视角
2022-07-06 企业经济 普通

14
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人才培养现状

及其实现路径
2022-07-01

中国人才研究

（第四辑）/中

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普通



13

15
服务业开放、国民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
2022-06-25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核心

16 打造闽浙台大湾区：中国湾区经济第四极 2022-06-05 银行家 普通

17
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北京市街道社区社会动

员机制研究报告
2022-06-01

北京公共服务

发展报告

（2021-2022）/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普通

18
市场分割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空

间计量的实证分析
2022-06-01 生态经济 普通

19 企业研发所得税优惠政策激励效应研究 2022-05-16 企业经济 普通

20 我国公众对红色旅游的认知与态度研究 2022-05-15 旅游研究 普通

21
“道德式”凝视对旅游者信用行为的影响机

制——基于启动效应的探索性研究
2022-05-06 旅游学刊 权威

22 浅析家乐福超市 O2O 营销模式 2022-05-05 华东科技 普通

23
构建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分配制度安排的

路径研究
2022-05-01 理论探索 核心

24
新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发展的逻辑、

问题和实现路径
2022-05-01 中国人事科学 普通

25 企业集团产融结合发展及治理 2022-04-16 中国金融 普通

26 社会力量总动员与协同机制 2022-04-01

社会力量动员

机制探索/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

社

普通

27 数据资产价值创造、估值挑战与应对策略 2022-03-25 江西社会科学 核心

28
新冠疫情中《新闻联播》议程设置的

实证研究
2022-03-15 情报探索 普通

29 共同富裕思想的演进脉络和实践指引 2022-03-07 学习与探索 核心

30
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背景下促进青

年就业——以广东省为例
2022-02-20 广东青年研究 普通

31 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2022-02-12 社会科学战线 核心

32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青年就业政策研究——

基于省级层面的政策文本分析
2022-01-25 人口与经济 核心

33
互联网企业对媒体产业的挤压与促进

作用分析
2022-01-25 产业经济评论 普通

6.学术交流

2022 年，1位博士研究生以联合培养的方式，参加了国家建设高

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赴国外学习。2022 年 5 月，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等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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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与发展”高端学术论坛以腾讯会议的形式在云

端召开，论坛以“数字经济时代与人力资源管理变革”为主题，着重

探讨“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与创新发展”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与

挑战应对”两个方面的问题。2022 年 7 月，由经济管理杂志社主办、

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承办的“中国工商管理研究年度高端论坛（2022）”

以线上方式隆重举行，论坛主题为“大变局下的数字经济与管理创新”，

吸引了多名研究生投稿参会。

7.论文质量

学院严格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规范

（试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基本要求》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暂行办法》等文件规定，

认真组织并开展论文开题、学术不端检测及答辩等环节。2022 年，

本学科共抽检学位论文 6篇，其中硕士论文 1 篇、博士论文 5 篇，且

全部通过抽检。

8.质量保证

为了加强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管理，完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

加快推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增加研究生中期考核环节。中期考

核按照各学科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的规定，对照检查研究生个人

培养计划的执行情况，对研究生入学以来的学术研究、课程学习等情

况进行全面考核，只有中期考核合格的研究生才能申请学位论文开题。

9.学风建设

学位申请人在校学习期间以及在学位申请、答辩过程中存在学术



15

不端或造假等行为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可以作出不授予其学位的决定。

对于已经获得学位者，如果存在以冒名顶替或徇私舞弊等非法手段取

得入学资格或者毕业证书的、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存在严重剽窃等

学术不端行为的或者在学习期间存在不应授予学位的其他违法违规

行为的三类情形中的任意一种，学位评定委员会有权撤销其学位、收

回或者宣布学位证书无效。

10.管理服务

为了便于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研究生均配备教学秘书、辅

导员和班主任。同时，通过校研究生会下设的联络发展部等各个职能

部门，学生也可以及时与学院或学校进行反馈沟通，通过加强师生联

系，及时了解研究生的动态和要求，保障研究生的正当权益。

11.就业去向

2022 年，本学科学生就业情况良好，全日制博士就业去向主要

为高等教育、科研设计及其他事业单位，全日制硕士就业去向主要是

科研设计、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见图 2、图 3）。

图 2 全日制博士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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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日制硕士就业情况

（四）服务贡献

本学科与招商局、国机集团及京东等企业开展合作研究，与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中央部委和上海市等地方政府

部门合作开展有关企业管理及运营方面的研究。肖红军研究员依托国

社科重大项目“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路径选择研究”，创新性

地提出了平台监管的范式转型，得到实务界的广泛认同，为管理学科

发展提供了中国企业的现实场景。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2022 年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线上+线下”的教学融合

从而有效提升教学的质量，面临很大的挑战。

2.学科建设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虽然学科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

绩，但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依然相对不足，标志性成果数量有提升

空间。

https://knshtbprolcnkihtbprolnet-s.libdb.ucass.edu.cn/kcms2/fund/detail?v=UbUZFcLhzIJLBlnKdmRQTV7qUR3wzPHBDspyN6kAkOUHWiSRZ4IBBhshom4H3XZF_D7HkrzRYMEgQ5YtFtl_8EiQp1ukNxjrxvOuqIiJOxET6eDT5AX4aP5FncQ_jbV8APALQD5iKAdzgiiL0j1lCPqSx9vsh9g5e753hnDsDK9tkyE-aNkiLXSfeIm7xoISgk6rOg54OKm3h7yefMosZxLm2ZcHrj_7SUdAiZtH4bYWRjGiKLwv8dliJvCjEHoskxP13h4gkPRnDaYq8Ca25Gyd4zaYixe1T4HQuT3ftHFsxYyE8tx481raRsrlXblJv9JbpLZNJByvl7zylHz3Rv-I8UMhdOaKll_vdXjZeLPSSJgGTGvWnxXNxWVCly9dhp4u7YEDTJx0AW4HK6BXc_LX0YIvAw6KGLbqJjP8bZFisVrZuUmr7vvERusaIycxxdpNbGikuV29k8ijr46I70aGJeT6qskmWOaTIQ_JX8_6uSEgSFFO5i1yLr7YJyDubxfkU3KHCbDF7XKP_2QpsAMzvhLRFvnAY_ftxF0NmDo=&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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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学院高标准、严要求下，博士生面临的学业、科研创新以及

就业等多方压力有所增加，特别是疫情原因导致出现心理问题的人数

增多。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一）队伍建设

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着力培养学科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形

成一批全国知名的学者；依托顶级名师，打造优势科研团队；加强对

青年学者的培养，为青年学者的快速成长提供空间和动力；重视国际

化发展，进一步提升本学科团队的国际化程度和学术影响力。

（二）人才培养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在现有研究生培养教育体系基础上，进一步

落实“严进严出”的要求，提升硕博毕业生专业水平。适应疫情期间

教学模式的变化，不断创新线上授课模式，积极探索“线上+线下”

的教学方式的有机融合，不断提升线上授课效果。

加强课程教学、考试考核各环节的管理，严格中期考核制度，加

强对论文开题、预答辩、答辩等环节的控制；加强优化学术训练，建

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索与思考并重的学术训练机制；坚持走出去、

引进来，推动深度国际化办学，注重选拔优秀学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到海外名校学习，实行学分互换制度，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及对外交

流能力。

（三）科学研究

学术研究。本学科将立足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需求，面向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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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术前沿，建设“顶天立地”、“国内一流”的工商管理学

科研究体系，引领工商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继续以科研国际合作为切

入点，进一步打造国际化高水平科研团队，提升本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学科平台建设。未来将进一步强化学会和期刊建设，依托中国企

业管理研究会年度学术论坛、中国成本研究会、《经济管理》编辑部

主办的“中国工商管理研究年度高端论坛”等平台论坛，发挥学术资

源聚集效应，促进学术交流，继续增强学科影响力。

（四）学生管理

疫情防控给教学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本学位点将结合疫

情防控，把注重学生心理健康、培养健全人格作为博士生教育工作中

的一项基础工作，完善、健全学生管理制度。通过建立有效的沟通渠

道、心理诊断与帮扶手段，及时发现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并采取措

施妥善解决。同时，提供丰富多彩的活动平台，提高博士生业余生活

的充实度，拓宽生活视野，为博士研究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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