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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1.1.1 培养目标定位 

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定位如下： 

一是以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

培养具有改革开放意识，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遵纪守法，

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具有改革开放意识、严谨求实、德智体

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应用经济学专门人才。  

二是掌握经济学理论基础和扎实系统的应用经济学专业知识，熟练地

掌握一门外语，能顺利地运用外语进行研究和专业交流，并能熟练地使用

计算机和网络开展研究工作。 

三是具有一定的独立科研能力，能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观察、调研、

分析，提出有关政策建议，并根据要求实施与执行有关计划方案。四是毕

业后能够承担政府、区域经济组织的中高层次的经济管理与科研工作，能

够胜任企事业单位相关岗位的工作以及专业的教学工作等。 

1.2 学位标准 

1.2.1 学位授予质量标准制定情况 

学位授予质量标准制度体系完备，已经颁布并实施《上海理工大学硕

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办

法》《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实施办法》《上海理工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管理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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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学位授予质量标准执行情况 

1.研究生是其学位论文的直接责任人，应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潜心学

习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学位论文研究和撰写中恪守学术道德和规

范，努力完成高质量的学位论文。 

2.指导教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加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

术指导和质量把关。 

3.成立指导小组，集体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指导，选题报告、中期

检查、年度进展报告、论文预答辩等培养环节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的进

展督促和质量把关作用。答辩委员会委员应全面考查研究生的理论基础、

专门知识、研究能力、成果水平和学位论文质量，并在答辩决议书中给出

客观公正评价。 

4.学位点根据学科特点，完善评阅人选定办法和同行评价工作办法。

在满足学校对学位论文评阅人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培养过程各环节评

价情况自主确定同行评审方式，包括隐名评审和公开评审。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2.1.1 培养方向简介 

学科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每个学科方向限 300 字） 

财政理论与制度 

本方向重点聚焦财政支出理论与政策、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共服

务均等化等研究领域，近年来承担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1项，国家社科

项目 2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和上海市重点项目 8 项，获上海决策咨询

研究成果二等奖 1项，在《经济学季刊》《财政研究》等权威期刊上

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并出版了 5部学术专著。 其研究特色：1）

运用复杂系统理论，经济控制理论等研究财政支出的理论与控制问

题，所提出的财政支出不断增长的经济效应及其政府支出控制的相关

理论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同行专家多次引用。2次获得上海市哲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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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注重为地方政府决

策服务。在科技财政与科技创新等领域取得了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金融工程与资本市场

研究 

本方向聚焦金融工程和金融效率、金融风险管理和资本市场制度

等研究领域，近年来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8 项、国家社科项目 2 项，

上海市哲社和其他重点项目 6 项，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2

项，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成

果，被 SCI 收录了大量高质量论文，并出版了 6 部学术专著。 其研

究特色：1）所提出的风险价值约束下，投资组合选择及风险管理问

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同行专家认可和多次引用，分别获得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在金融工程与金融风

险管理研究方面形成了特色和优势。2）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注重研

究成果为金融机构决策提供服务，形成了自身的研究特色与优势。 

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

商务实践 

本方向重点研究：国际经贸规则、国际贸易和国际商务理论。 研

究特色：1.在联合国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取得突破。本方向教授 10

次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专家出席联合国《跨境电子商务争议解决技术

指南》的起草会议，主笔起草《关于 ODR一轨道和二轨道融合的设想》

等 6 个书面提案。平衡欧美，协调各方，成功推动网上争议解决工作

组达成了以中国方案为基础的非约束力法律文件。 2.为国家和地方

经济发展提供决策支持。连续 7 年主持商务部白皮书《中国电子商务

报告》，连续 4年主持上海市商务委白皮书《上海市电子商务报告》；

参加国家商务部、上海市、全国人大等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立法、政

策制定等，三次获得上海市决策咨询奖。 

产业经济发展与区域

创新 

本方向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等多学科

理论，面向区域经济理论发展热点问题，重点从微观（产业集聚区、

服务业集聚区）、中观（行政经济区、跨县（市）域经济区）、宏观

（跨省级行政区经济区及跨国界的跨国经济区——如一带一路区域）

等三个区域层次，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体

制创新等方面，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形成了自己的

研究特色,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本方向的优势：1，多学科集成

综合培养能力强。团队成员学科背景深厚、知识结构合理、互补性强；

2，紧密结合区域发展实践开展理论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区域经济

发展开展决策咨询，承担国家部委及各省市专项课题 30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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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师资队伍 

2.2.1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情况 

学科方向一：财政理论与制度 

方向带头人 

雷良海，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第四届“曙光学者”，中国机械工业

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主持完成国家及省部级在内的各类科研项目 40 余

项；在 SSCI、SCI、EI（核心板）收录期刊以及《管理世界》《金融研究》

《管理科学学报》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60 余篇；著有《财政支出

增长与控制研究》《财政科技支出：理论与实践》《企业多角化经营战略

与价值研究》《公司金融》《期货交易原理与操作诀窍》《国际金融学》

《财政学》等著作和教材。曾 3 次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其中独立获得 1次著作奖、1 次论文奖。 

学术骨干 

田发，教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省部级

项目近十个，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财政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等期刊公开发表论文 39 篇，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

全文转载，著有《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研究：以上海为例》《区

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个财政体制的分析框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与地方财政体制变迁》等著作和教材。 

张青，副教授。主持省部级项目近十项，以第一作者在《财政研究》《税

务研究》等 CSSCI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我国社会福利区域均

衡发展研究：基于地方财政视角》，曾获得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

奖三等奖、全国行政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奖等。 

吉黎，副教授。上海理工大学思学学者。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 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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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省部级项目多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世界经

济》《财政研究》《税务研究》等 CSSCI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胡海生，讲师。主持省部级以上项目近十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Energy Policy》《财政研究》《税务研究》等 SSCI/CSSCI 核心期刊发

表论文数十篇，著有《中国土地财政收入影响因素和政策改革研究》。 

赵艾凤，讲师。主持省部级以上项目多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财

贸经济》《财政研究》《税务研究》等 CSSCI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著有《中国区域财政收入差异研究》。 

 

学科方向二：金融工程与资本市场研究 

方向带头人 

孙英隽，教授。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专家、上海市科技奖励评审专家、中国

财经类高等学校金融教育联盟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

金融学专业协作组成员、全国区域金融学会理事、全国信用教育联盟常务

理事、中国投资学会理事、上海市金融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金融专业本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会

员。主持并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项

目 56 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CSSCI 等经济类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 116 篇，著有《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战略思考》《金融市场概

论》等著作和教材 18 本，曾获得国家税务总局“八五”期间优秀科研论

文二等奖、中国投资学会优秀科研成果项目类三等奖、吉林省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等各项科研奖励 52 项，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

“巾帼文明岗”负责人等荣誉称号 5项。 

学术骨干 

廖昕，副教授。Mathematical Review 评论员，上海理工大学思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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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在《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数学学报》等 SSCI/CSSCI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

篇。 

徐佳文，副教授。《经济学（季刊）》《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等期刊匿名审稿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在

《Operation Research Letters》《Economic Modelling》等 SSCI 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曾获得上海财经大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三等奖。 

李佳，副教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省部级项目多项，在 CSSCI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著有《欧

洲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效应与展望》。 

段江娇，副教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省

部级项目多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Knowledge-based Systems》

《金融研究》等 SSCI/CSSCI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金融科技

背景下我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效率研究》《中国互联网股票数据的信息含量

分析及应用》等著作。 

肖跃文，讲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1

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Finance Research Letters》等 SSCI 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 5篇，著有《金融随机分析概要》。 

学科方向三：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商务实践 

方向带头人 

魏景赋，教授。中国周边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持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

目等省部级以上项目多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百篇，著有《中日在东

盟的经贸关系研究》《大湄公河区域经济研究》等著作 4 本，曾获得上海

市育才奖、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等多项。 

学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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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玲颖，副教授。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兼职研究员，《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Chemical Engineering》等期刊审稿编辑。主持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1项，省部级项目多项，在《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等 SSCI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著有《Aninput-output 

analysis of China’s regional energy consumption》，曾获得上海理

工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第一

名等。 

秦炳涛，副教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省

部级项目多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6 篇，著有《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

续发展问题研究》《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王疆，副教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省部级项目多项，在《投资研

究》《管理学报》等 CSSCI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5 篇，曾获得上海理工大

学课程教学一等奖。 

杨维新，副教授。SSCI 二区期刊子刊学术主编。主持省部级以上项目近十

项，近 5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SSCI/SCI 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 ESI 高被引论文 3 篇、中科

院一区 TOP 期刊论文 2 篇。 

卞泽阳，讲师。主持省部级项目多项，在《经济研究》《当代财经》等 CSSCI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曾获得上海青年经济学者优秀成果奖、上海市社

会科学界第十六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等。 

学科方向四：产业经济发展与区域创新 

方向带头人 

张永庆，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经济

学会大城市专业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科建设专业

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理事，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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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评审专家，九三上海市委科技委员会委员，九三上海市

委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科委科技项目评审专家，上海高等学校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项、国家

社会科技基金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几十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几十篇，

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著有《国家经济形态演进与世界经贸格局

发展》《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上海市“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研究》

等，曾获得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佳作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等。 

学术骨干 

高广阔，教授，博士生导师。意大利摩德纳—雷焦艾米里亚大学经济学院

客座教授、研究员，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生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高级访问学者。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项，省部级项目多项，在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几十篇，著有《雾霾污染的大数据关联分析》《气候变化

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投资学》等著作和教材。  

罗芳，教授。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城市与区域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服务贸易协

会专家委员会常务理事。主持省部级项目多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几十

篇，著有《合作与竞争——长三角港口群协调发展机制研究》《国际服务

贸易》等著作和教材。 

刘芹，副教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省部级项目多项，在《科研

管理》《经济管理》《软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其中

被 EI（核心）/ISTP 收录、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南大 CSSCI 收录、CSCD等

收录论文 50余篇，著有《AACSB认证视角下国际化师资队伍培育路径研究.

载于：基于 AACSB认证的商管教育持续改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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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红波，副教授。主持省部级项目近十项，在《科研管理》等核心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几十篇，著有《设计、制造业与互联网“三业”融合创新与制

造业转型升级研究》《转型升级与高端突破：产业集群跨网络学习的视角》

等，获上海市教委第一届 MBA 案例教学二等奖。 

杨乐，讲师。 主持省部级项目多项，在 SSCI/SCI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著有《产业组织框架下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许可机制研究》。 

2.2.2 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专业技

术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硕士导

师人数 

最高学位

非本单位

授予的人

数 

兼职硕

导人数 

25

岁

及

以

下 

26

至

35

岁 

36 至

45 岁 

46

至

59

岁 

60

岁

及

以

上 

博

士

学

位

教

师 

硕

士

学

位

教

师 

正高级 7 0 0 0 4 3 7 0 7 6 0 

副高级 21 0 2 7 12 0 21 0 21 20 0 

中级 24 0 7 15 2 0 24 0 7 24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52 0 9 22 18 3 52 0 35 50 0 

 

 

 

2.3 科学研究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及

卷(期)数 

期刊收录

情况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Types, Methods and Different 

Regions Related to Water–

Energy–Food Nexus 

卞泽阳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2021,18(16)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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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Health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market segmentation on firm 

survival and their 

heterogeneities in China 

李丽霞 
Growth and 

Change 
2021,52(04) SSCI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Policies 

Based on Historical 

Evaluation and Deep Learning 

Forecast: A Case Study of 

Chengdu-Chongqing Region in 

China 

杨维新 Sustainability 2021,13(01) SSCI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a resource tax and 

carbon tax in China: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胡海生 Energy Policy 2021,156 SSCI 

Research on the Impact 

Factors of Green Economy of 

China—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潘玲颖 Sustainability 2021,13(06) SSCI 

Association between Atrial 

Fibrillation Incidence and 

Temperatures, Wind Scale and 

Air Quality: An Exploratory 

Study for Shanghai and 

Kunming 

杨维新 Sustainability 2021,13(09) SSCI 

开发区政策、供应链参与和企

业融资约束 
卞泽阳 经济研究  2021,56(10) CSSCI 

基于广义 CoES方法的金融业与

房地产业风险溢出研究 
雷良海 运筹与管理  2021,30(04) CSSCI 

我国 EPU指数对金融市场的极

端风险溢出研究 
雷良海 系统工程 2021（11） CSSCI 

时变扭曲混合 Copula模型及其

在风险传染测度中的应用 
雷良海 统计与决策  2021,37(03) CSSCI 

科技金融生态对科技创新的跨

层级交互作用研究——基于两

阶层线性模型的实证分析 

雷良海 技术经济  2021,40(02) CSSCI 

增值税税率降低和加计抵减政

策的经济效应评估——基于动

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胡海生 财经研究  2021,47(01) CSSCI 

贷款服务纳入增值税抵扣机制

的效应预测——基于可计算一
胡海生 税务研究  2021(03)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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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水资源税对用水量和用水效率

的影响研析——以水资源税试

点扩围为准自然实验 

赵艾凤 税务研究  2021(02) CSSCI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效应的地区

差异分析 
赵艾凤 地方财政研究  2021(05) CSSCI 

结构性减税对物流业税负的影

响 
王聪 中国流通经济  2021,35(05) CSSCI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金融

化与公司创新 
陈明利 上海金融  2021(01) CSSCI 

低碳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出口的

影响研究 
李佳 宏观经济研究  2021(10) CSSCI 

欧盟新外资审查框架下投资东

道国政府的政策选择 
李佳 

南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21,37(02) CSSCI 

三层博弈视角下推进中国对欧

直接投资的机遇与路径 
李佳 新视野  2021(04) CSSCI 

欧盟外资审查机制改革及其对

中国的影响 
李佳 

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学报 
 2021,28(02) CSSCI 

H-2/H-infinity Control for 

Stochastic Jump-Diffusion 

Systems with Markovian 

Switching 

王美娇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 Complexity 

2021,34(03) SCI 

中国自贸协定的贸易创造效应

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动态关

税对贸易流量变动的影响检验 

魏景赋 国际商务研究  2021,42(03) CSSCI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

构转型的影响 
秦炳涛 中国环境科学  2021,41(07) EI 

Sector-level evaluation of 

China’s CO2 emissions: Trend 

evolution and index ranking 

潘玲颖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286 SCI 

电子书格式竞争策略与标准形

成 
王小芳 出版科学  2021,29(01) CSSCI 

Research on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for bas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based on differential game 

高广阔 PloS one 2021,16(07) SCI 

The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 constraint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罗芳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1,292 SCI 

技术体制与医药制造业创新效

率研究 
赖红波 科研管理  2021,42(11) CSSCI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太原经

济圈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罗芳 生产力研究  2021(04) 其他 

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驱动

机制分析 
罗芳 生产力研究  2021(0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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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枯城废”背景下如何实施

环境规制?——基于 115个资源

型地级城市的实证分析 

秦炳涛 
重庆工商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21,38(02) 其他 

贸易成本对中国向新兴市场出

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王领 

山东财经大学学

报 
 2021,33(03) 其他 

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额的二元

边际研究 
王领 

沈阳工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21,14(02) 其他 

日本对中南半岛四国官方发展

援助的贸易效应——基于引力

模型的实证 

魏景赋 日本问题研究  2021,35(01) 其他 

科创板设立对上市公司信息环

境的影响研究 
段江娇 生产力研究  2021(08) 其他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信任对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来

自 CSS2017 的经验证据 

段江娇 生产力研究  2021(07) 其他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银行供应链

金融模式选择研究 
高广阔 浙江金融  2021(07) 其他 

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

综述 
李佳 生产力研究  2021(04) 其他 

集中度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

研究——基于利率市场化的调

节作用 

廖昕 生产力研究  2021(09) 其他 

金融市场对证券业系统性风险

的溢出效应研究 
廖昕 生产力研究  2021(10) 其他 

空间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企

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融

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廖昕 生产力研究  2021(11) 其他 

独立董事薪酬对企业现金股利

发放政策的影响——基于中国

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孙英隽 财会研究  2021(10) 其他 

全球最低税对我国数字经济发

展的影响及税收治理启示 
吉黎 财会研究  2021(11) 其他 

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

研究——基于 2008-2018年省

级面板数据 

雷良海 财会研究  2021(01) 其他 

数字经济下的税收治理现代化

路径探究 
田发 财会研究  2021(05) 其他 

减税降费背景下土地财政对城

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 
王聪 

山东财经大学学

报 
 2021,33(06) 其他 

社会资本、融资约束与农户创

业——基于熟人社会的考察 
张青 

山西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21,20(03) 其他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税制结构对

服务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 
赵艾凤 

山东财经大学学

报 
 2021,33(01) 其他 

后疫情时代税制结构如何促进

生活性服务业发展 
赵艾凤 税收经济研究  2021,26(01)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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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学科研支撑 

序号 平台名称 平台级别 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限 100 字内） 

1 

国家级经济管

理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 

教育部 

该中心的多个实践教学实验室与税收

学专业培养相关，包括：全仿真税务

实验室、财会信息技术实验室、创新

创业实验室、沙盘模拟实验室等。 

2 

学院配有多个

研究生多媒体

实验室，可以进

行文献检索和

数据分析，经济

方法模拟等。 

管理学院 

学院配有多个研究生多媒体实验室，

多种数据库，可以进行文献检索和数

据分析，经济方法模拟等。 

3 

电子商务实验

室与网络实践

平台 

教育部 

财政部 

为国际贸易方向研究生培养提供支

撑。 

4 

现代企业运营

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 

教育部 为学生深入了解企业运营提供支撑。 

5 

沪江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实验

区 

教育部 

财政部 
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提供基地 

6 

国家大学生创

新性实验计划

学校 

教育部 

财政部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 

2.5 奖助体系 

2.5.1 制度建设 

为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改善研究生学习、科研和生活条件，激

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

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 号）等文件精神，学校

制定了一系列奖助文件。形成了以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为主体，校内

助学金、高原高峰资助计划为保障，导师助研为支撑，以激励计划、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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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为鼓励的全方位研究生资助体系，用于激发研究生的科研热情与创

新性。 

2.5.2 奖助水平及覆盖面 

硕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支持硕士研究生 更好地完成学业。国家

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学年 6000 元。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用于激励硕士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学

校按照一定的比例和标准，设置不同等级的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阶段 等级 资助比例 金额（元/年/生） 

第一阶段 
一等 20% 5000 

二等 80% 3000 

第二阶段 

一等 5% 12000 

二等 35% 8000 

三等 50% 4000 

2020、2021 年度奖助学金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年度 

总金额（万

元） 
资助学生数 

1 国奖助学金 助学金 2020 267.60 446 

2 国奖助学金 助学金 2021 259.80 433 

3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020 188.70 446 

4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021 137.30 433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3.1.1 研究生招生情况（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等） 

序号 学科方向名称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 应用经济学 研究生招生人数 11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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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招生人数 112 103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招录学生中本科推

免生人数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

考人数 
  

授予学位人数 141 133 

     

3.1.2 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1.始终强调创新与实践的重要性，高度重视学科和学位点建设，着力

构建有高度的学科架构，积极推进研究生培养与管理机制改革。致力于把

自身特色优势同学校资源、地方特色和社会需求有机结合。 

2.人才培养上要求学生在熟练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选修大数据、系

统工程导论、人工智能等课程，注重培养学生成为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社

会责任感、善于沟通的高层次经济类专业人才。 

3.2 思政教育 

3.2.1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 

1.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建立由学院党政领导牵头组织，学术导师、专

职组织员、研究生教务秘书和研究生辅导员等行业专家共同参与的研究生

教育思想政治全员化、一体化工作模式。 

2.研究生教育全过程思政化。从研究生入学教育、评奖评优、科学道

德规范和学术诚信强化等多维度构成的研究生思政教育全过程工作机制，

鼓励优秀研究生导师参与研究生党支部建设，以德政导师的身份参与研究

生培养过程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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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情况 

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部署，多举措推动研究生

辅导员队伍建设和发展。 

1.优化队伍结构。严格选拔研究生专职辅导员，开展研究生校内外辅

导员选聘工作，确保辅导员队伍整体素质，初步构建以专职为主、兼职为

辅的多梯队研究生辅导员队伍。 

2.完善培养体系。制定辅导员队伍建设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辅导员

配备与聘任、发展与培养、管理与考核等要求。协调组织研究生辅导员到

基层党政单位等挂职锻炼，搭建成长进步平台。 

3.强化管理考核。制定辅导员考核办法，明确研究生辅导员在党建和

思政教育、学生干部培养、实践教学、科技创新竞赛、就业指导等方面的

工作内容，强化辅导员育人职责。每年开展校级优秀辅导员评选和表彰，

树立工作榜样，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 

3.2.3 研究生党建工作情况 

2020-2021 学年，研究生工作部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为主线，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统领，以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以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为保

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研究生

德育与学生工作。 

学位点重视研究生党员教育管理的示范引领辐射作用，激发广大研究

生学习先进、创先争优的内在动力，切实提升研究生党建工作实效。利用

入学教育、首日教育、支部组织生活会、主题党日活动等契机，邀请评选

出的党员榜样进行交流分享，扩大党员榜样的辐射效应。在每年在七一前

夕评选研究生优秀党员，在日常学习过程中，评选学术启明星等，树立在

学术科研、创新实践、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研究生党员标杆。固本强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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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党团组织秉承“奉献

他人·提升自己”的服务理念，历年来致力于组织学校研究生的志愿服务

工作，为社会及校内大型活动提供志愿服务。 

3.3 课程教学 

3.3.1 开设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情况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分 授课教师 
课程简介（不超

过 100 字） 
授课语言 

1 
计量经济

学 
必修课 2.00 刘媛华 

计量经济学在对

社会经济现象作

定性分析的基础

上，探讨如何运

用计量经济方法

来  定量描述具

有随机性特征的

经济变量关系。 

中文 

2 
劳动经济

学 
选修课 2.00 陈进 

该课程考察和阐

述了劳动力的需

求与供给，劳动

力市场，劳动时

间，生命周期和

劳动参与决策，

工资理论，就业

和失业，人力资

本投资，劳动歧

视，政府行为和

劳动力市场等内

容 

中文 

3 数理统计 选修课 3.00 党亚峥 

《数理统计》是对

随机现象的统计

规律进行研究的

数学学科，是近

代经济、管理、

金融领域定量化

研究的重要数学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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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课程介绍

了处理随机现象

的基本思想和方

法，利用数学工

具，运用概率统

计方法分析和解

决实际问题。 

4 
经济博弈

论 
必修课 2.00 廖昕 

这门课程要求学

生掌握博弈论的

基本理论,在此基

础上学习博穿理

论在经济领域的

应用,分析该领域

中不同行为在构

建博奔模型和模

型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经济领域改

革的合理措施。 

中文 

5 
高级微观

经济学 
必修课 2.00 何文 

本课程将讨论微

观经济学的基础

理论，包括需求

理论，生产理论，

局部均衡模型，

以及不对称信息

理论等。 

中文 

6 
财政理论

与政策 
必修课 2.00 吉黎 

以经济学界和财

政实践中的现实

问题为出发点，

阐述了一些重大

的财政理论和政

策问题。 包括一

些积极财政、财

政支出与税制改

革方面的内容。 

中文 

7 
税收理论

研究 
必修课 2.00 范晓静 

对当前财政学的

研究范围、研究

对象、研究方法、

与其他经济学科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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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等方面进

行了探讨，帮助

学生深入了解税

收理论知识 

8 
区域经济

学 
选修课 2.00 郭将 

通过区域经济基

本理论学习，能

够更好的理解区

域之间的相互配

合过程，对于各

个区域合区域经

济学是研究和揭

示区域与经济相

互作用规律和相

互关系的一门科

学 

中文 

9 
中级金融

学 
必修课 2.00 孙英隽 

让学生掌握

现代金融市场的

基本理论、基 本

知 识 和 基 本 技

能，提高学生的

专业素质，为学

生进一步深造或

从事  实际工作

奠定扎实的理论

基础 

中文 

10 

中国税收

法律制度

研究 

选修课 2.00 张青 

本课程是经济类

和管理类本科生

的专业基础课，

其教学目的就是

使学生能够系统

掌握我国现行税

收制度的基本理

论与知识 

中文 

11 
产业组织

理论 
选修课 2.00 王小芳 

本课程教学目的

是培养学生用微

观经济学分析方

法来分析企业决

策和行业发展状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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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能力。 

12 
经济地理

学 
选修课 2.00 张永庆 

本课程研究经济

活动的空间分异

规律、形成机理、

调 控 系 统 的 科

学，以理论与实

践紧密结合为特

色 

中文 

13 

大数据分

析方法与

应用 

选修课 2.00 刘臣 

理论学习的目标

是使学生掌握复

杂数据的分析与

建模，使学生能

够按照实证研究

的规范和数据挖

掘的步骤进行大

数据研发 

中文 

14 
高级财务

会计 
必修课 2.00 陈志勇 

本课程的教学应

使学生达到会计

师应具备的会计

理论水平和专业

技能，具备正确

分析和解决企业

财务会计问题的

能力，以便较好

地满足学生从事

企业日常财务会 

中文 

15 
公司金融

研究 
选修课 2.00 王远伟 

本课程是金融学

的 主 要 课 程 之

一，主要探讨企

业如何通过正确

的投融资决策来

创造价值 

中文 

16 
国际贸易

研究 
选修课 2.00 唐俏 

国际贸易主要研

究国际贸易理论

与政策、 企业国

际化经营 、国际

商 务 与 全 球 营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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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国际贸易风

险分析与规避，

为企业高层管理

人员制定国际化

经营战略提供理

论依据和分析手

段 

17 
高级宏观

经济学 
必修课 2.00 方厚政 

本课程以社会总

体经济  为研究

对象，以国民收

入为中心，通过

探讨有关经济总

量 的 决 定 及 其 

变化，寻找资源

优化配置和国民

收入稳定增长的

途径 

中文 

18 
中级投资

经济学 
选修课 2.00 陈明利 

中级投资学所研

究的是通过纷繁

复 杂 的 投 资 特

点，揭示社会经

济运行过程中投

资的一般运动规

律和不用投资的

特殊运动规律，

并以此来指导投

资领域的经济活

动 

中文 

 

3.3.2 课程教学质量情况 

建立过程监控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课堂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体系为目

标，加强课堂教学过程监控，以评促教，提升教师教学水平，提高课程教

学质量，并为学校教学管理、绩效分配，教师考核晋升、教学奖励等提供

依据，着力构建科学合理的教学质量评价监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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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课程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 

学校围绕高水平大学建设，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培养德才兼备创新

型人才为目标，聚焦质量和内涵建设，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不断加强研究

生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服务意识。 

3.3.4 教材建设、教材获奖 

序号 专著名称 教师姓名 出版社 出版物号 出版时间 学术贡献及影响力 

1 

雾霾污染

的大数据

关联分析 

高广阔 

上海财

经大学

出版社 

978-7-5642-366

8-7/F·3668 

2021-01-0

1 
较好 

3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and 

Developm

ent: 20th 

Century 

Forms and 

21st 

Century 

Transfor

mation 

李丽霞 
Spring

er 

978-3-030-3177

5-1 

2020-01-0

1 
较好 

4 

数字赋能

背景下本

土新奢侈

品品牌培

育与转型

升级研究 

赖红波 

同济大

学出版

社 

978-7-5608-963

1-1 

2020-12-0

1 
较好 

5 

欧洲央行

非常规货

币政策—

—理论、

效应与展

望 

李佳 

上海财

经大学

出版社 

978-7-5642-348

9-8/F·3489 

2020-05-0

1 
较好 

6 产业组织 杨乐 光明日 978-7-5194-579 2020-06-0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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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下技

术创新与

技术许可

机制研究 

报出版

社 

5-2 1 

7 

2020 年注

册会计师

全国统一

考试应试

考典基础

精 讲 

2020 年注

册会计师

全国统一

考试应试

考典基础

精讲 

陈庆杰 

中国商

务出版

社 

978-7-5103-323

3-3 

2020-04-0

1 
较好 

8 

2020 年注

册会计师

全国统一

考试应试

考典提分

精粹 

陈庆杰 

中国商

务出版

社 

978-7-5103-334

1-5 

2020-06-0

1 
较好 

9 

2020 年注

册会计师

全国统一

考试应试

考典精题

百炼 

陈庆杰 

中国商

务出版

社 

978-7-5103-334

7-7 

2020-07-0

1 
较好 

10 

2021 年注

册会计师

考试名师

讲 义 . 财

务成本管

理：上下

册 

陈庆杰 

北京科

学技术

出版社 

9787571413859 
2021-02-0

1 
较好 

11 

2021 年注

册会计师

考试历年

陈庆杰 

北京科

学技术

出版社 

9787571413705 
2021-02-0

1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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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多维

度 精 析 .

财务成本

管理 

12 

Chinese 

Local New 

Luxury 

Brands in 

a 

Digitall

y 

Empowere

d Era ：

Cultivat

ion, 

Transfor

mation 

and 

Upgradin

g 

赖红波 

Spring

er 

Nature 

Singap

ore 

9789811621444 
2021-12-0

1 
较好 

15 

信息安全

原理与商

务应用 

朱小栋 

电子工

业出版

社 

9787121327490 
2021-01-0

1 
较好 

3.4 导师指导 

3.4.1 导师队伍选聘、培训、考核情况 

序号 培训主题 培训时间 培训人次 主办单位 

1 
新晋升导师

培训 
2021-09-15 6 学校 

2 
硕士研究生

论文选题 
2021-11-20 54 应用经济学学科导师团队 

3 

硕士研究生

论文流程管

理 

2021-12-05 54 硕士研究生论文流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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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 

2020-2021 年，在提升研究生导师工作水平、营造和谐师生关系，落

实《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文件精神，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政教育中

“第一责任人”作用方面成效如下： 

第一，导师应以身垂范，为学生树立榜样。导师从生活和学术上为研

究生树立良好的榜样，积极传递正能量，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既能教好

书也能育好人。 

第二，锤炼学生的意志和品格。通过艰苦的锤炼，研究生团队的良好

风气可以持续不断，在无形之中达到育人的目的。 

第三，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坚决抵制学术不端。导师将学术道德教育

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始终，帮助研究生避免在学术道路上走入歧途。 

第四，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及时倾听学生的压力和诉求，积极为他

们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创造机会。 

3.4.3 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印发《上海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规定》。规范博士生导

师选聘流程，实行动态调整机制。对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校纪校规，违

反《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教师[2018]16 号）文件，经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无法有效履行导师岗位职责的情形，取消

其博士生导师资格，且三年内不受理其再次申请。 

3.5 学术训练 

3.5.1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情况 

1.团队化训练。鼓励研究生参与导师项目团队，并给与一定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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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术规范训练。开展研究生学术论文撰写报告 2 场，引导学生学习

写作基本规范。开设研究生研究方法和经典文献阅读课程，指导学生挖掘

研究选题，使用合适的研究方法开展学术研究。 

3.5.2 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制度保证、经费支持等） 

1.产教融合。坚持产业需求导向与教育目标导向相统一，推动与行业

企业全方位、全过程深度合作，建立了产业学院，与多个行业和产业开展

合作。    

2.科教融合。强化科研育人功能，把“科学研究的密度”转化为“教

学创新的浓度”，把科研平台变为人才培养的平台，推动学院引导学生早

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激发学生的学术志趣，培养学生批判性

思维和创新实践能力。    

3.学科融合。推进多学科交叉、渗透和融合，把学科融合优势转换为

复合型人才培养优势，通过多门学科资源的介入，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

并在问题探究过程中全面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跨学科思维能力和综合素养。 

3.6 学术交流 

3.6.1 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情况 

序号 年度 
学生姓

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报告地

点 

1 2020 王亚非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SET) 

An Empirical 

Study on Users’ 

Intention to Pay 

in B2C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 

2020-08-24 
泰国-曼

谷 

2 2021 林菁菁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OVID-19 

Specific 

2021-12-11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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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Medicine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3.6.2 研究生参与国内学术交流情况 

序号 年度 学生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 

1 2020 刘帅成 

全国博弈论

与实验经济

学研究会学

术年会 

我国乘用车制造商

实行转售价格维持

的激励机制分析 

2020-10-31 线上 

2 2021 罗婷 

中国优选法

统筹法与经

济数学研究

会智能决策

与博弈分会

第二届学术

会议暨“ 数

字经济的管

理决策与博

弈”论坛 

全成本视角下离子

型稀土矿山项目财

务评价研究 

2021-05-16 
中国-合

肥 

3 2021 田世慧 

第六届“一

带一路”与

中国发展学

术研讨会 

网络视角下“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

IFDI效率研究 

2021-11-17 线上 

4 2021 王高兴 

“第十二届

科技进步论

坛暨第八届

中国产学研

合作创新论

坛（含军民

融合）”国

际学术会议 

中国东部和西部区

域创新效率有差异

吗？——基于电子

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产业聚集的视角 

2021-09-15 
吉林-长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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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论文质量 

3.7.1 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制定及执行情况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

承担专业工作的全面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学位论文是衡量博士、硕土研究生培养

质量、学术水平以及独立从事科研工作能力的重要标志。其中学位论文的

规范程度是评判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近年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

公室、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以及学校均制定了学位论文“双盲”抽检

或学位论文后期抽检制度，严格监控学位论文质量。而不少研究生在撰写

学位论文时，往往只关注研究内容和研究结果的表达，忽视了论文的写作

规范，导致盲审或抽检不合格甚至答辩不通过，给自身、导师和学校的学

术声誉带来负面影响。为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质量，进步规范学位论

文的写作格式，研究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

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GB/T 7713-1987）、《信息与文献 参

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 

在答辩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聘请与论文有关学科具有高级职称的

专家对学位申请者的学位论文进行评阅。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人 2名，其中

校外专家至少 1名；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人 5 名，其中 2名由研究生院组织

评审，其余 3 名专家中校外专家不得少于 1 名，博士生导师不得少于 2 名。 

评阅人应当按要求对论文写出详细的学术评语，供答辩委员会参考，

并提出是否可进行论文答辩的意见。第二十一条博士学位论文最迟在答辩

前 2 周（硕士学位论文最迟在答辩前 1 周）送达评阅人。在收到评阅意见

且评阅人同意答辩时，方可组织论文答辩。论文评阅人中如有一人的评阅

意见是否定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该对否定意见进行分析研究，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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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聘一位评阅人。如有两名评阅人(包括增聘的评阅人)的评阅意见是否

定的，则不能组织论文答辩，本次申请无效。 

3.7.2 学位论文抽检、评审情况及质量分析 

1.学位论文总体质量分析。本学位授权点严格执行学校有关学位论文

送审、答辩的制定规定。2021 年度，学校抽查盲审学位论文 48 篇，盲审

通过率为 100%。增强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严格遵循开题答辩、预答辩、

答辩等评议环节，聘请校内外专家对学生选题和写作质量进行评议与指导，

严格的培养过程管理和质量控制，保证了研究生的论文质量。 

2.学位论文抽检情况。校级学位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对象为

上一学年度授予学位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抽检比例不低于 5%。抽检

论文来源为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经导师审核通过的终稿论文。校级抽检

方式参照上海市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抽检。校级学

位论文抽检中，每篇抽检论文送 1 位同行专家进行评议。如学位论文被

界定为不合格，再送另外 2 位同行专家进行复评。2 位复评专家中任一

意见为不合格，认定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在抽检中被认定“涉嫌学

术不端”的学位论文，按国家和学校有关条例处理。  

3.学位论文评审情况。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采取随机抽取与重点

抽检相结合方式，盲审比例以当年通知为准。参加盲审的每篇论文送 1 位

同行专家进行评议，送审周期为 25 个工作日，评阅意见无异议视作盲审

通过，通过后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硕士研究生盲审如存在异议，根据

具体异议情况作如下处理：一是评阅书中总分低于 60 分的，应当根据评

阅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修改时间一般不少于 3个月。修改后的学位

论文经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不少于 3 人的专家小组评定通过后，

方可提交专家再次评审，再次评审通过后参加学位论文答辩；二是评阅书

中总分合格，单项评价指标中任意一项低于 60 分的，应当根据评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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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修改时间一般不少于 1个月。修改后的学位论文提

交专家再次评审，再次评审通过后参加学位论文答辩。盲审结果将作为导

师招生资格确定、学位点招生指标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研究生院

可削减导师招生指标，同时可对学院相关负责人及学科负责人进行质量约

谈，并要求学院提交书面处理意见及整改措施。 

3.8 质量保证 

3.8.1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情况 

1.规范研究生管理行为，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保障

研究生合法权益。 

2.尊重和保护研究生的合法权利，教育和引导研究生承担应尽的义务

与责任，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

督。 

3.定期进行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师德师风教育，保障研究生在校的生

活学习基本诉求。 

4.加强课程建设和平台建设，为在校研究生学习提供便利性。 

3.8.2 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情况 

1. 学位论文管理组织建设。本学位授予点不断健全学术委员会、学位

评定委员会等组织，强化制度建设与落实，充分发挥学术组织在学位授权

点建设、导师选聘、研究生培养方案审定、学位授予标准制定、学术不端

处置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高尽责担当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2. 学位论文管理关键环节管理。本学位授予点强化法治意识和规矩意

识，建立各环节责任清单，加强执行检查。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研究生

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等关键环节管理。强化研究生教育质量自我评估和

专项检查，对本单位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进行诊断，及时发现问题，

立查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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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位授予管理。本校研究生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后，向所属学科的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学位申请。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

符合条件者可按照本细则的规定，同意其申请。学位学术水平的要求包括：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

识；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表明作

者已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比较熟练地运用

一门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听、说、写能力。硕士学位

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3～5 名以上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指导教师如参

加答辩委员会，则答辩委员会应不少于 5 人组成，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当

有外单位的专家，答辩委员会主席由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

担任，申请答辩学生的指导教师不能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应将授予硕士学位人员的名单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学位获

得者由学校颁发学位证书。证书的生效日期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决定

之日开始。 

3.8.3 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情况 

对硕士研究生导师进行严格的选聘、培训、考核。 

1.导师的选聘经过学院“把关”，执行《上海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单位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规定》《上海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

规定》。 

2.学院严格执行学校《上海理工大学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

人职责的实施细则》规定，对导师上岗前进行严格的政治素质与业务培训。    

3.实施“老导师 帮扶新导师”制度，在新导师独立指导学生前，设

置“过渡期”，由老导师帮扶新导师指导研究生。采取汇报、听课、绩效

评价等形式，对导师进行动态性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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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指导教师分流淘汰机制情况 

如有下列情形者，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取消其硕士生导师资格，

且三年内不受理其再次申请：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校纪校规；违反《新时

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教师[2018]16 号）文件；经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认定的的其他无法有效履行导师岗位职责的情形。 

3.9 学风建设 

3.9.1 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 

活动名称 活动形式 参加人数 教育内容（限 100字） 

研究生入学教育 报告会 103 学校的管理制度、学风建设。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教育 
课程 103 科学道德规范、学术规范与学风教育 

3.9.2 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 

1.书面警告； 

2.内部通报批评； 

3.行政处分； 

4.对于其所从事的学术工作，将采取暂停、终止科研项目，并追缴已

拨付的项目经费、不承认其获得的学术奖励和学术荣誉，以及在一定期限

内取消其申请科研项目和学术奖励资格； 

5.违犯国家法律法规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3.10 管理服务 

3.10.1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 

配备专职研究生教学管理秘书 5 人。一级学科负责人、5 个研究方向

带头人共同开展学位点建设工作。强化师生交流；通过建立微信群、QQ 群

等方式，及时向学生通报培养环节各项制度要求；积极为学生提供网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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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电子期刊、电子书等学术资源。同时，各位指导教师积极通过研讨组

会、网络课程、视频指导等方式加强对学生开题报告、学位论文写作的指

导。 

3.10.2 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 

1.师资引育。引进高水平教师人才，定期不定期进行硕士研究生导师

业务能力培训。 

2.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各专业课程设计遵循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相对

接，按照应用经济技术人才培养定位动态修订人才培养计划；为在校学生

提供国家助学金、学业助学金等资助；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和学生的道

德学风建设。 

3.学生就业主要去向。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商务实践、产业经济发展

与区域创新方向毕业生主要在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理论研究机

构从事实际业务、管理和科研工作；金融工程与资本市场研究、产业经济

发展与区域创新方向毕业生主要在银行、证券、投资、保险及其他经济管

理部门从事相关工作；财政理论与制度方向毕业生主要在财政、税务及其

他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从事相关工作；劳动经济理论与人力资源管理方向

毕业生进入经济管理部门和各大公司进行管理工作。 

3.10.3 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 

为更好地了解学生对学位点和指导导师的满意度和意见建议，各学位

点定期开展学生满意度和意见调查。经调查发现，在校生和毕业生的满意

度均在 90%以上，尤其是对各位导师的满意度高达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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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就业发展 

3.11.1 毕业研究生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 

研究生就业率 100%，均供职于国内各级各类公共部门（包括党政事业

单位、各类金融机构和制造业企业），这与学位点的培养目标设定、培养

方案设计有较高的匹配度。 

单

位

类

别 

年度 

党

政

机

关 

高

等

教

育

单

位 

中

初

等

教

育

单

位 

科

研

设

计

单

位 

医

疗

卫

生

单

位 

其

他

事

业

单

位 

国

有

企

业 

民

营

企

业 

三

资

企

业 

部

队 

自

主

创

业 

升

学 
其他 

全

日

制

硕

士 

2020 2 2 0 0 1 3 42 35 18 0 0 0 37 

2021 3 1 0 0 1 3 54 21 14 0 0 6 30 

非

全

日

制

硕

士 

202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1.2 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情况 

从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生的反馈信息来看，用人单位对毕业研究

生总体印象良好。调查发现，用人单位录用和提拔本学位授权点毕业研究

生的原因，首先是对学校品牌的信任，其次是对毕业研究生的能力的认同。 

3.11.3 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通过对毕业生发展质量进行调查发现，95%以上的毕业研究生表示毕

业后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有很好的发展空间，职业发展路径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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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教师全年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国家自科基金

项目 2 项，上海市软科学重点、上海市自科、上海市决策咨询重点、上海

市社科等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总到账经费为 130.92 万元。 

4.2 经济发展（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承担了大量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服务的决策咨询项目，到账经费 266.32

万元。学位点积极开展智库建设和咨政研究，依托 2015 年与上海市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成立的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上海理工大学“基于联网+的上海创新发展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学位点

教师主持完成了“十四五”时期上海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税收治理对策研

究（2021-YJ-L01）”等决策咨询研究课题 11 项，主持完成其他包括上海市

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决策咨询项目和其他省市及大中型企业咨询项目

数十项，产生了一批研究报告、决策咨询报告，学科点教师报送的资政报

告，多篇被采纳，并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 

4.3 文化建设（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秉承上海理工大学校训“信义勤爱 思学志远”，与学

院精神文明建设、学院文化建设、党建品牌建设相结合，把理想信念教育、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时代文化相结合，既在个体层面融入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优秀品质，又在社会层面贯穿“自由、平

等、公平、法治”的美好追求，激发师生在国家层面追求“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学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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