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  明 

 

一、单位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3

月出版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标准》中的代码填

写。  

二、学科门类名称、一级学科名称及其代码、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其代码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颁布、2018 年更新的《学位授予和人

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 

三、除表中另有说明外，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

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尚

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不计在内；表中涉及的成

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项、教学成果等）均指署名第一单位获得的成

果。 

四、本表中的学科方向参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中本

学科的学科方向填写，填写数量根据本一级学科点申请基本条件所要求的学

科方向数量确定。 

五、除表中另有说明外，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近五年”的统计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六、本表中的科研经费应是本学科实际获得并计入本单位财务账目的经费。 

七、本申请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方案需作为附件附在本表之后。 

八、本表不能填写任何涉密内容。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

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九、本表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封面及填

表说明不编页码。本表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本表封面之上，不得另

加其他封面。 

十、本学科获得学位授权后，本表（含研究生培养方案）将做为学位授权

点专项评估的参考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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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需求分析与学科简介 

I-1 精准分析本区域（行业）对本学科人才的需求，已有授权点情况及人才培养、就业情况。（限 600 字） 

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来看，应用经济学类人才一直具有旺盛的社会需求，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

也是经管学院/商学院重点发展的学科方向。打造高层次、有特色的应用经济学学科长期以来都是社会普

遍的呼声，培养高水平应用经济学人才，完全契合社会需求和国家需要。 

北京师范大学应用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同步，1984 年获批教育经济学硕士点，

2012年自主设立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2010年获全国高校首批 MIB（国际商务硕士）主办权，

2020 年获批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学科建设依托单位是北师大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主要建设理论

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等 3 个一级学科，其中理论经济学和工商管理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在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排名中，理论经济学获评 A-。本学科点有 26名教师被聘为理论经济学、公共

管理等学科的博士生导师，具备成熟的博士生指导经验及各个层次的人才培养经验和能力。 

本学位点致力于培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拥有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和系统

的经济学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或较高实际工作素养，能够面向学科发展前沿，结合国

家重大发展战略和社会现实需求而持续不断地进行高水平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研究生。毕业生就业去向定位

高校、科研机构的教学科研岗位，以及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完全胜任高水平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中

高层经济管理工作。 

I-2 简要分析本申请点的必要性、特色与优势、现有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状况。（限 600 字） 

新增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旨在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提高学科竞争力。在巩固和提升

北师大理论经济学 A类学科地位的前提下，重视和探索解决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科之间发展不充分、

不平衡的问题，例如通过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建设，在引进教学科研领军人才等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本硕博

学生培养方面，打通应用经济学中的劳动经济学、国际贸易学、金融学等与理论经济学中的世界经济、人

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工商管理的会计学等二级学科，实现资源共享、交叉建设。 

应用经济学科形成了鲜明的优势和特色。在劳动经济、教育经济、国际贸易、金融等领域已经形成具

有全国领先、国际知名的研究团队和成果，长期致力于收入分配与就业、扶贫、教育财政、贸易与劳动力

市场、贸易与环境、农村金融、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研究，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学术发展，紧密回应国家发展

战略需求和社会重大关切，特别是在对外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就业创业、“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金

融体制改革、区域规划等方面的研究较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本学科点人才培养始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全过程，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强调师德师风在

教师评价中的基础地位；优化研究生培养过程，将课程学习、学术指导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探索研究生培

养的新路径，提高研究生分析问题、判别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熟悉和遵守学术规范的前

提下，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或具有较高实际工作素养，毕业后能胜任高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的研究及经济管理工作。 

I-3 简要分析本申请点的主要不足与短板。（限 300 字） 

（1）师资队伍与资源：全国现有近 50 所财经类院校（多数学科所属应用经济学），师资规模动辄上

千人，且国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经管学科师资也通常超过百人，而我校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

学）的师资队伍规模尚不足 70 人，分布在三个单位（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环

境学院）。总体而言，目前应用经济学的师资队伍规模偏小，拟通过博士点建设进一步提升数量和质量。 

（2）生源数量与人才培养质量：现有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大，特别是特色和优

势研究方向，增加学生数量有利于整合优势学科，凝练人才培养特色资源，也为选拔学术型人才提供更为

充分的储备。博士点建设要求的最低招生数量和建立的学术型人才深造的便利通道，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导师和指导学生之间的供需矛盾，而且将大大增强我校经济学科的人才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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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学科方向与特色 

学科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限 200 字）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等。 

特色与优势：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研究构建理论和实证分析框架，从行业集聚、

区域不平衡、产业变迁、人口流动、农产品贸易、新型交易模式创新等角度系统研究了

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产业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和证

据。 

财政学（教育经

济与管理方向） 

财政学（教育经济与管理方向）着力于教育财政与教育发展的效果研究，以此视角探讨

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深远影响。 

特色与优势：教育财政与教育发展的效果研究，从教育财政和高等教育扩张等视角深入，

在总结教育改革经验和成就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教育的要素技能积累效果，进一步分

析了技能积累对于收入不平等和失业率等的影响。研究问题瞄准学术前沿，突出问题意

识，丰富和发展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 

劳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各自影响因素以及相互作用关系，

具体涉及就业、工资、人力资本、收入分配等。 

特色与优势：自 1988 年收入分配研究方向建立的中国住户收入调查数据库，是世界公

认的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基础性数据库，其以长期性和科学性在国内外获得了广泛

赞誉。就业与劳动力市场研究系统阐述了中国劳动力就业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

结合社会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从政策角度提供了可操作的政策主张，丰富和发展

了劳动经济学对于中国就业问题的研究。 

国际贸易学 

国际贸易学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企业国际化经营、国际商务与全球营销等 

特色与优势：国际贸易理论检验与进出口影响研究，通过分析中国产品和服务进出口对

于资本流动、产品质量、研发投入、收入分配、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影响，系统性地检验

了国际贸易中的诸多理论，为外汇存贷款增速背离之谜、出口企业绩效之谜、产品质量

之谜等前沿问题提供了原创性和突破性的解释。 

金融学 

金融学具体研究银行与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国际金融

市场，金融宏观调控，以及金融管理特别是金融风险管理等。 

特色与优势：金融市场与资本资产定价从资产流动性、人口特征、账户平衡、投资者情

绪及风险管理等角度系统研究了中国金融市场与资本定价问题，丰富和发展了关于中国

金融市场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多种金融工具的功能效应，为企业融资、投资者决策、政

府政策制定等提供有力指导。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区域发展与区域之间关系协调的分支学科。 

特色与优势：研究重点涉及区域及城市经济发展、特征显著的经济区域及其之间关系、

扶贫和乡村振兴、经济地理等，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注：学科方向按照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的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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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支撑学科情况 

I-3-1  本一级学科现有学位点情况 

学位点名称 授权级别类型 学位点名称 授权级别类型 

应用经济学 硕士一级学科   

    

    

    

    

I-3-2  与本学科相关的学位点情况（含专业学位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级别类型 学位点名称 授权级别类型 

理论经济学 博士一级学科   

公共管理 博士一级学科   

国际商务硕士 专业学位类别   

金融硕士 专业学位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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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师资队伍 

II-1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 

合计 

35 岁 

及以下 

36 至 

40 岁 

41 至 

45 岁 

46 至 

50 岁 

50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海外经

历教师 

外籍 

教师 

正高级 24 0 5 5 2 7 3 2 24 20 0 

副高级 12 4 2 4 2 0 0 0 12 7 0 

中  级 14 13 1 0 0 0 0 0 14 12 0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  计 50 17 8 9 4 7 3 2 50 39 0 

最高学位非本单位 

人数（比例） 
导师人数（比例） 博导人数（比例） 

37人  （74％）     37人  （74％） 26人  （52 ％） 

注：1.“海外经历”是指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获得学位，或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间 3 个月以上。 

2.“导师/博导人数”仅统计具有导师/博导资格且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仍在指导研究生的导师，含在外单位兼职担任

导师/博导人员。 

 

II-2 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团队（限填 5 个） 

序

号 
团队类别 团队名称 

带头人 

姓名 
资助时间 所属学科 

1 无     

2      

3      

4      

5 
 

 
    

注：“资助时间”不限于近 5 年内，可依据实际资助情况填写历次资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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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要求填写，每个方向不少于 3 人） 

方向一名称 产业经济学 专任教师数 8 正高职人数 3 

序号 姓  名 
出生 

年月 

最高学

位 

专业技

术 

职   务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 林卫斌 198108 博士 教授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

中心，执行副主任、执行主

任；中国能源研究会第七届理

事 

2 0 11 11 

2 刘兰翠 197708 博士 教授 

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中国

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

会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分会副

秘书长  

4 1 6 1 

3 郑飞虎 197402 博士 副教授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标

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自

贸区—中国企业走出去 50 人

论坛”副秘书长 

2 0 28 45 

方向二名称 财政学（教育经济方向） 专任教师数 8 正高职人数 4 

序号 姓  名 
出生 

年月 

最高

学位 

专业技术 

职   务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 孙志军 197208 博士 教授 

劳动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教

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副理事

长 

2 0 31 28 

2 刘泽云 197503 博士 教授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

理事，《教育经济评论》编辑

部主任 

4 2 44 55 

3 杨娟 198011 博士 教授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

理事，《教育经济评论》编辑

部副主任 

3 0 46 43 

方向三名称 劳动经济学 专任教师数 9 正高职人数 3 

序号 姓  名 
出生 

年月 

最高

学位 

专业技术 

职   务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 万海远 198411 博士 教授 
中国收入分配 50 人论坛副秘书

长 
0 0 2 0 

2 邢春冰 197701 博士 教授 
德国劳动经济学研究所（IZA）

研究员 
8 3 11 15 

3 何浩然 198108 博士 教授 
欧洲经济学学会成员， 美国经

济学学会成员 
1 0 51 42 

方向四名称 国际贸易学 专任教师数 8 正高职人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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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出生 

年月 

最高

学位 

专业技术 

职   务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 赵春明 196409 博士 教授 

教育部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 

4 3 7 7 

2 曲如晓 196510 博士 教授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 
4 4 26 31 

3 魏浩 197909 博士 教授 
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

青年论坛副秘书长 
12 5 45 48 

4 戴觅 198512 博士 副教授 

JIE、JDE、JEBO 以及《管理世

界》《经济学（季刊）》《世

界经济》等期刊匿名审稿人 

0 0 12 12 

方向五名称 金融学 专任教师数 9 正高职人数 4 

序号 姓  名 
出生 

年月 

最高

学位 

专业技术 

职   务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 贺力平 195807 博士 教授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

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 
4 8 21 27 

2 胡海峰 196510 博士 教授 
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华外国

经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 
7 5 32 48 

3 李锐 196709 博士 教授 
《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

期刊匿名审稿人 
6 4 6 9 

4 胡聪慧 198609 博士 副教授 

JCF、JBF，以及《管理世界》

《金融研究》《会计研究》

《经济学(季刊)》等期刊匿名

审稿人 

0 0 0 0 

方向六名称 区域经济学 专任教师数 8 正高职人数 5 

序号 姓  名 
出生 

年月 

最高

学位 

专业技术 

职   务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 张琦 196312 博士 教授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

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育

扶贫与乡村振兴专家人才库专

家 

6 7 6 8 

2 陈浩 196811 博士 教授 
城市绿色发展科技战略研究北

京市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6 0 6 1 

3 郑艳婷 197905 博士 副教授 

Urban Geography, Land, 

Transport Policy等期刊匿名

审稿人 

0 0 9 10 

4 张江雪 198001 博士 副教授 

《中国人口资源环境》《数量

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期刊匿

名审稿人 

0 0 5 5 

注：1.请按表 I-2 所填学科方向名称逐一填写。 

2.一人有多项“国内外主要学术兼职”的，最多填写两项。 

3.“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均指近五年的招生人数和授予学位人数，包括在外单位兼职培养的研究生，不含同等学力

申请博士、硕士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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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产业经济学 

姓名 林卫斌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8108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2008年 7月 

北

京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

政

治

经

济

学

专

业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产业经济学方向学科带头人为林卫斌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与政策、能源经

济与政策，兼任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面向研究生开设专业必修课---能

源经济学，年均 48 课时。发表 SSCI、CSSCI 期刊学术论文 50 余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网络型产业市场构造与规制——以电力行业为例》、

《能源管理体制比较与研究》、《能源系统运行分析》等多部学术著作。主持课题研究 60 余项，

研究报告及政策建议 2 次获国家领导人批示、9 次获省部级政府采纳。曾获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

十杰、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北京师范大学京师英才一等奖、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软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国家能源局软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等

荣誉。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

页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

总印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世界能源格局走势分析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p30-

33，2017年第 2期，被引 18

次 

201702  第一作者 

城镇化会提高生活用能需求

吗?——基于中国 2003-2013 年

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财经研究，p41-50，2016年第

2期，被引 4 次 
201603 第一作者 

新常态下中国能源需求预测：

2015-2030 

学术研究，p106-112+178，

2016年第 3期，被引 8次 
201603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推进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研究 
202009-202512 17 

国家能源局法制和体制改革司

委托项目 
能源监管体制研究 201706-201712 10 

国家能源局委托项目 
电力行业反垄断的竞争政策与

产业政策的关系研究 
201509-201606 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2002-202007 能源经济学 48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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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产业经济学 

姓名 刘兰翠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7708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管理科学与工程，2006

年 7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产业经济学方向学术骨干为刘兰翠教授，在本单位工作年限 3.7，年均课时数为 109.5，主要研

究方向为能源经济、气候变化政策分析，担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变化分会副秘书长，中国

“双法”研究会，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分会副秘书长，是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长期从事能

源环境经济与二氧化碳减排政策研究。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青年基金

（结题后评估为“特优”）、面上项目、中澳国际合作项目等；参加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赠款项目等；在《自然》子刊、SSCI、SCI

期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其中 SCI/SSCI 论文 20 篇，合作出版中英文专著 5 部，获

省部级二等奖 3 项，部级先进科技工作者 1 次等奖励和荣誉。牵头完成 9 份政策建议，1 份得

到国务院刘延东副总理的批示，其他被环境保护部采纳，或得到部长、副部长的批示。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

页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

总印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中国碳排放与低碳发展》 中国科学出版社 201703 副主编 

The effects of carbon dioxide, 

methane and nitrous oxide 

emissions taxes: an empirical 

study in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ume 142, Part 2，p1044-

1054，被引 14 次 

201701 第一作者 

What drives intersectoral CO2 

emiss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une 133，p1053-1061，被

引 30 次 

201610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我国深度碳减排的制约因素、

最优路径及社会经济影响研究 
202010-202412 26.4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CCUS 与新能源系统集成分析 201911-202112 40.3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

金项目 

碳减排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协同

效应与政策 
201601-201912 15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2002-202007 宏观经济学 48 本科生 

201909-202001 微观经济学 48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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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201801 高级计量经济学Ⅰ 48 研究生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产业经济学 

姓名 郑飞虎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7402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南开大学，理论经济学，2002 年 7 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郑飞虎在本单位工作年限 15.2，年均课时数 140，开设本科全校通识课《开放创新学》、本科

专业/辅修班/留学生/MIB 课程《国际投资学》、研究生课程《世界经济专题》等，博士生导

师，教育服务标准与认证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产能合作与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持国家哲

社办、国家发改委、外汇管理局、民政部、北京市社科办、北京市科委等规划项目与委托课题

10 余项，出版《超所有权优势与企业国际投资风险治理（实践篇）》、《超所有权优势与“一

带一路”投资战略研究（策略篇）》等专著和教材 5 部。研究成果发表于《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omy》、《世界经济》、

《国际贸易问题》等学术刊物上。其中《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获北京市第十

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著作），《超所有权优势与“一带一路”投资战略研

究》（策略篇）获 2018/2019 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优秀奖（著作）。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超所有权优势与“一带一路”投

资战略研究（策略篇） 

中国商务出版社，荣获全国商务

发展研究成果奖（2019）论著类

优秀奖（202002） 

201703 第一作者 

跨国公司研发外包活动的研

究：中国的实证与新发现 

      南开经济研究，2016(04)，p99-

114，荣获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

奖（2017）论文类二等奖

（201806） 

201608 第一作者 

Reappraisal of outbound open 

innovation under the policy of 

China’s Market for Technology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Volume 30, Issue 

1，p1-14，被引 13 次 

201701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新时代与新结构视角下引进外资

与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202009-202312 30 

北京慧凡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委

托项目 

学前教育课程教学类资源开发研

究 
201912-202106 195 

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委托

项目 

雄安新区建设背景下北京地区技

术市场资源流向、配置与技术市

场发展对策研究 

201811-201912 19.3 

近五年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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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201709-201802 国际商务案例 48 研究生 

201609-201702 国际投资学（双语） 32 本科生 

201602-201607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48 研究生 

注：1. 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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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财政学（教育经济学方向） 

姓名 孙志军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7208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2002 年 7 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孙志军教授本单位工作年限为 15.3，招收劳动经济专业硕士生、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研究生，

教授劳动经济学、经济计量方法与应用、发展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等课程，年均

课时数为 140。研究领域主要是教育经济学，主要研究兴趣包括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与机制设

计，教育财政政策的效果评估，家庭背景、学校教育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教育、就业与收

入分配等。担任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全国义务教育均衡督导评估专家、中国劳动经济

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副理事长、《教育经济评论》副主编、中国教育发

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等。作为项目主持人或主要参加人承担国家级、省部

级科研项目和国际组织项目 1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出版学术著作 7 部，获得多项省

部级教学科研奖励。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教育财政努力程度：概念与测

量方法 

     教育经济评论.2018,3(03)，p3-

13，被引 1 次 
201803 第一作者 

师范类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位

硕士（MBA）教育模式探索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

奖 
2017 第一作者 

谁在学业竞赛中领先?——学业

成绩的性别差异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6,(03)，p38-51,被引 33 次 
201605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统计局委托项目 
"三新"经济发展状况及带动就业

研究 
202001-202007 10.5 

北京市房山区考试中心委托项

目 

北京市房山区 PISA 测试数据分

析 
201706-201710 10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一般项目 
政府教育财政努力程度研究 201609-202006 8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802-201807 教育财政研究 48 研究生 

201609-201701 经济计量方法与应用 48 研究生 

201602-201607 教育经济学经典文献研讨课 32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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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财政学（教育经济与管理方向） 

姓名 刘泽云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7503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2003 年 7 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2015 年至 2021 年招收研究生 9 人。招收劳动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

士研究生，教授计量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管理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等课程，年

均课时数为 200。刘泽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教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代表性作品发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Education Economics、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统计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现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

会理事，《教育经济评论》编辑部主任，曾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秘书长，英国国际

发展部贫困农村社区发展项目教育咨询专家，获“京师英奖”。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拥有更多的女生同伴有助于提

高学习成绩吗?——对性别同

伴效应的估计 

教育经济评论.2020,5(06)，p38-

59，暂无被引 
202011 第一作者 

流动儿童对本地儿童学习成绩

的影响——基于 CEPS 数据的

分析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20,18(04)，p 

71-102+187，被引 3 次 
202010 第一作者 

流动儿童同伴对学生学习成绩

的影响——基于北京市三个区

的分析 

教育与经济. 2020,(01)，p 64-

76+86，被引 3 次 
202002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一般项目 

同伴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学业发

展的影响 
201609-201806 8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委托

项目 

海淀区中小学安全管理评价体系研

究 
201601-201606 1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2002-202007 教育经济学 48 研究生 

201909-202002 管理经济学 32 研究生 

 
201802-201807 教育经济学经典文献研讨课 32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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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财政学（教育经济与管理方向） 

姓名 杨娟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8011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英国约克大学经济学，2007 年 8 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杨娟教授招收教育经济方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教授公共经济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经

典文献选读等课程，年均课时数为 106。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经济系主任，学业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经济评论》编辑部副主任，民建北师大支部

副主委，首都教育经济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教育经济学，特别是教育不平等，教育的

代际流动性，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多次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国际教育经济学年会

等国际上本领域最高级别的学术会议，并作陈述。著有《最优教育选择研究》，《代际流动性

的经济学分析》 等 4 部著作，并在 China Economic Review、《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

等国内外核心杂志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并多次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等期刊全文转载。多次主持世界银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

以及省部委的委托课题。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研

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06 主编 

最低工资提高会增加农民工收

入吗? 

经济学(季刊). 2016,15(04)，p 

1563-1580，被引 45 次，中国知

网下载 3133 次 

201607 第一作者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ume 37, p110-125，被引 27 次 
201602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家庭背景对于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

机制分析：基于非认知技能的新视

角 

201912-202312 24.5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

项目重点项目 

北京市中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对

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 
201911-202206 1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809-201902 教育经济学 32 研究生 

201909-201702 经济计量方法与应用 48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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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201607 商务英语 32 研究生 

注：1. 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劳动经济学 

姓名 万海远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8411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法国里昂大学，应用经济学，2012 年 8 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万海远教授开设面向硕士、博士研究生发展经济学等课程，工作年限 3.6，年均课时数 144。北

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

研究院研究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 GATE 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收入与财产分配。中国

收入分配研究院副院长，获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青年成果奖。研究领域为

收入与财富分配。在《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中英文

期刊上发表 50 余篇论文，出版 6 部专业学术著作，主持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国家社科

基金和国家发改委等 30 余项课题。 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和机关

研究成果奖，获得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国家民政部

政策理论研究奖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第十届研究成果奖，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优秀调研

报告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中国老年人低就业率成因:与

俄罗斯的跨国比较 

统计研究. 2020,37(04)，p87-

100，被引 1 次 
202004 第一作者 

从“投资拉动”到“创新驱动”:经

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和

转型冲击 

统计研究. 2019,36(03)，p17-31，

被引 16 次 
201903 通讯作者 

收入不平等与公共政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荣获第八

届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科）著作论文奖

（2020） 

201707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我国中等收入者问题研究 201910-202007 23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研究专项重

点项目 

“十四五”时期供需更高水平动

态平衡实现路径研究 
202012-202212 0 

国家发改委委托项目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 2020 202005-20201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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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2002-202007 国际经济学 32 研究生 

201902-201907 宏观经济学原理 48 本科生 

201809-201902 发展经济学 48 研究生 

注：1. 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劳动经济学 

姓名 邢春冰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7701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2006 年 7 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工资与收入分配中

心主任，德国劳动经济学研究所（IZA）研究员。工作年限为 13.4 ，年均课时数为 133.5。教

授本科生中级微观经济学、金融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原理、劳动经济学，研

究生新政治经济学、城市与区域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 MBA 管理经济学等

课程。研究领域：人力资本、收入分配、移民与城镇化、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微观计量应用。

在 China Economic Review、Pacific Economic Review、Asian Economic Papers、Journal of Asia 

and Pacific Economy、《劳动经济研究》、《经济学报》、《教育经济评论》等期刊杂志上发表

论文 50 余篇，著有“Human Capital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uman 

Capital,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ina's Labor Market in 1990s”、 《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

的薪酬差距》等多本著作，获第一届陶大庸教师基金、北京师范大学 “京师英才”奖励项目一

等奖、北京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教学奖等多种奖项。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The preference for larger citie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rural-

urban migrants 

China Economic Review，Volume 

43, p72-90，被引 26 次 
201704 第一作者 

Does migrating with children 

influence migrants' occupation 

choice and income?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Volume 22,Issue1,p156-

172,被引 1 次 

201702 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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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点并校与农村居民的迁移决

策 

教育经济评论. 2016,1(02)，p39-

52，被引 2 次 
201607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区域产业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研究：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例 
201801-202112 5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关

系司委托项目 
2020 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评估 202009-202103 1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909-202002 高级计量经济学Ⅰ 48 研究生 

201609-201702 管理经济学 32 研究生 

 
201602-201607 劳动经济学 64 研究生 

注：1. 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劳动经济学 

姓名 何浩然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8108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哥德堡大学，经济学，2010 年 8 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教授，博士生导师，行为与博弈决策实验室主任，中国劳动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劳动经济学者

论坛年会程序会员委员；中国行为经济学论坛年会程序会员会委员；经济科学学会成员；欧洲

经济学学会成员；美国经济学学会成员；欧洲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学会成员；欧洲中国经济学

学会成员。工作年限 8.8，年均课时数为 188。教授本科生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双语）、实验经

济学（双语），硕士研究生实验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英文）等课程。研究领域：行为经济

学、实验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在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SSCI 

indexed)、China Economic Review (SSCI indexed))等期刊杂志上发表 50余篇学术论文，著

有多篇著作和书籍章节，参加各大学术会议 20余次，主持和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等 30多个项目，获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三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

奖、北京师范大学 2017-2018学年优质研究生课程奖（优秀奖）等多个奖项。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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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3

项） 

Partisan Culture, Identity and 

Corruption: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a Economic Review，Volume 

60, 101402，暂无被引 
202004 第一作者 

Are group members less 

inequality averse than individual 

decision maker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Volume 138, p111-

124，被引 7 次 

201706 第一作者 

Choice set, relative income, and 

inequity aversion: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Volume 54, p177-193，被引 3 次 
201606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非物质激励的补偿性工资差异及其

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自然实地

实验证据 

202001-202312 2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反腐政策设

计及其效果评估 
201807-202107 10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非物质激励措施对劳动参与和员工

绩效的影响：基于北京劳动力市场

的自然田野实验研究 

201901-202112 2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2002-202007 实验经济学 48 研究生 

201909-202002 微观经济学 48 研究生 

 
201809-201902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2 本科生 

注：1. 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国际贸易学 

姓名 赵春明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6409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 199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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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校级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经济与贸易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全国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

员、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副

秘书长、《国际贸易问题》编委等。工作年限为 31.5，年均课时数为 91.5。教授国际贸易学、

国际商务、经济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经济、战略管理等课程。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战略管理等。独立和合作出版学术著作 16 部，发表 CSSCI/SSCI 期刊论文近 200

篇，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和荣誉 10 余项，包括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第 2 届教育部高校

青年教师奖等；先后主持 10 余项国家级和省部级教改项目，出版教材近 20 部，多部教材入选

教育部全国研究生推荐教材、国家级精品教材、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北京市精品教材；荣获 50 余

项教学奖励和荣誉，包括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等；先后主

持国家级、省部级和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20 余项。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Export tightening, competition, 

and firm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renminbi appreciation 

Review of Developmeny Economics, 

Volume 22, Issue 1, p263-286,被引 6

次 

201802 通讯作者 

进口产品质量、来源国特征与

性别工资差距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7,34(05)，p20-37，被引 18 次 
201705 第一作者 

出口内生型市场邻近、空间外

部性与城镇工薪差距 

世界经济. 2016,39(12)，p47-71，被

引 1 次 
201612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加快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对外贸

易战略转型研究 
201407-201804 8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一般项目  

进口贸易对我国企业性别工资差距

的影响研究 
202003-202212 5.5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发展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和深度融入

世界经济研究 
201606-201706 12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909-202002 国际贸易学 16 研究生 

201902-201907 战略管理 32 研究生 

 
201609-201702 经济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经济 32 本科生 

注：1. 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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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国际贸易学 

姓名 曲如晓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6510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2002 年 7 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全球化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长期致力于国际贸易、世界经济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并发表论文多篇。曾兼任山东省九届政

协委员（2002-2007），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工作年限为

17，年均课时数为 156，教授本科生中国对外贸易概论能源、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生国际贸

易专题研究等课程。研究领域：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在人民日报、经济经纬、国际贸易等期

刊杂志上发表论文百余篇，著有《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报告-文化贸易篇》、《中国文化产品贸

易：理论与实证研究》等多本著作，编写教材如《国际商务导论》等十余本，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北京市社科等二十余个科研项目，获中国经济女性年度创新人物、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等多种奖项。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世界高技术产品贸易格局及中

国的贸易地位分析 

经济地理. 2020,40(03)，p 102-

109+140，被引 8 次 
202003 第一作者 

外国在华专利、吸收能力与中

国企业创新 

经济学动态. 2020,(02)，p14-29，被

引 2 次 
202002 第一作者 

外国在华专利申请的技术外溢

效应研究 

世界经济. 2019,42(11)，p124-147，

被引 7 次 
201911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文化海外传

播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研究 
201912-202412 7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外国在华专利与中国出口贸易高质

量发展的关系研究 
201907-202112 3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信任水平对中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及

对策研究 
201607-201803 2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909-202002 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48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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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3

门） 
201802-201807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48 本科生 

注：1. 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国际贸易学 

姓名 魏浩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7909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南京大学，经济学，2007 年 7 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国家进口研究

中心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国家级人才

计划入选者，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工作年限为 12.8，年均课时数为 77.5，主要研究领域

是国际贸易、世界经济，重点研究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国际人才跨国流动等问题。教授国际

经济专题研究等课程。先后发表 CSSCI/SSCI 学术论文 180 多篇，出版个人专著 4 部，主编教

材 4 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 20 多个项目的研究；承担

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等委托项目多项，

为国家部委提供研究报告数十份，出版《中国进口发展报告》。研究成果荣获“第七届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

奖”等省部级奖励 20 多项，个人专著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国际人才流入与中国企业的研

发投入 

世界经济. 2018,41(12)，p144-166，

被引 17 次 
201812 第一作者 

进口产品质量与中国企业创新 
统计研究. 2017,34(06)，p16-26，被

引 27 次 
201706 第一作者 

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消费者福

利效应测算研究——基于产品

层面大型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季刊). 2016,15(04)，p 1683-

1714，被引 24 次 
201607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主动扩大进口问题研究 201912-202412 5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国际人才跨国流动及其经济效应研

究 
201801-202112 4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一般项目 
中国货物贸易进口价格问题研究 201812-2020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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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902-201907 国际经济专题研究 48 研究生 

201809-201902 国际贸易学 32 本科生 

注：1. 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国际贸易学 

姓名 戴觅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8512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2013 年 7 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联储纽约银行

访问学者，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发展经济学。教授课程覆盖各年

级，研究生：高级微观经济学 I，高级国际贸易理论；本科生：国际贸易（英文授课）MBA：

国际贸易（英文授课）。2018 年至 2021 年招收研究生 6 人。在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曾获

安子介国际贸易优秀论文奖、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北京师范大学彭年杰出青年教师奖、陶大镛基金青年英才奖。论文"Firm-specific 

Exchange Rate Shocks and Employment Adju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8: 54-66, 2017. (with Jianwei Xu)获 2018 年浦山世界经济学奖青年论文奖”、第八届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Unexceptional Exporter Performance in 

China? The Role of Processing Trad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1:177-189, 2016. (with 

Madhura Maitra and Miaojie Yu)入选《世界经济年鉴》2017 卷“世界经济学 2016 年十佳英文论

文”等相关奖项。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区域

劳动力市场? 

管理世界. 2019,35(06)，p56-69，被

引 19 次 
201906 第一作者 

Firm-specific exchange rate 

shocks and employment 

adju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108, p54-66 

论文获得第八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

学）二等奖（2020），2018 年浦山

世界经济学奖青年论文奖。 

201709 
第一作者 

 

Unexceptional exporter 

performance in China? The role 

of processing trad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ume 121, p177-

189，被引 88 次，论文入选《世界

经济年鉴》2017 卷“世界经济学 

201607 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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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十佳英文论文”。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贸易开放如何影响家户福利? 202001-202312 2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居民收入与贫

困：基于城镇与农村住户调查的研

究 

201701-201912 17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2002-202007 高级国际贸易理论 48 研究生 

201809-201902 高级微观经济学 I 48 研究生 

 
201809-201902 国际贸易学 32 本科生 

注：1. 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金融学 

姓名 贺力平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5807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伦敦大学，经济学，1996 年 8 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贺力平教授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等领域的研究。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

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工作年限为

19 ，年均课时数为 81.5。教授《金融学基础》（双语），面向本科生二年级（2007 年教育部

首批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国际金融与中国》（英语），面向国际留学生（研究生）一年级

（教育部 2013 年度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发表在 CSSCI/SSCI 等期刊论文 50 余篇，

出版学术著作 10 余部，主持翻译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并著有《经济增

长：席卷全球的 20 世纪进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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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中外历史上金银比价变动趋势

及其宏观经济意义 

社会科学战线. 2019,(12)，p40-50，

暂无被引 
201912 第一作者 

经济规模与货币国际地位的关

系——兼论美元国际储备货币

地位的决定 

学术研究. 2018,(08)，p95-105，暂

无被引 
201808 第一作者 

委内瑞拉超级通货膨胀和经济

衰退探源 

国际经济评论. 2017,(06)，p 124-

143+7-8，被引 3 次 
201711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

任务项目 

新时代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趋

势及对策 
201804-201812 2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809-201902 金融学（英文） 32 本科生 

201709-201802 国际金融 32 研究生 

201702-201707 国际金融与中国 48 研究生 

注：1. 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金融学 

姓名 胡海峰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6510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2002 年 7 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学院学术委

员会、学位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有比较金融制度、公司融资理论与政

策、资产定价与企业价值评估、创业投资与私人股权投资等。工作年限为 17，年均课时数为

64，教授投资银行与私人股权投资等课程。2013－2017 年、2018-2022 年教育部金融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

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北京市社科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位论文

评审、学科建设和评估咨询评审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重点和重大项目以及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发

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教材多部。调研报告《符合首都实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

研究》，荣获北京市第十一届优秀调查研究成果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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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企业金融化与生产效率 
世界经济. 2020,43(01)， p70-96，

被引 36 次 
202001 第一作者 

资产证券化的宏观经济效应—

—基于 CC-LM 模型的实证分

析 

经济学动态. 2017,(10)，p22-39，被

引 36 次 
201710 第一作者 

银行业效率究竟由什么因素决

定?——基于世界跨国经济数

据的实证检验 

北京社会科学. 2016,(01)，p50-59，

被引 9 次 
201601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发改委委托项目 
近期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演化趋势及

我国应对举措研究 
202011-202012 10 

国家发改委委托项目 影响我国外贸形势的主要因素分析 201612-201612 16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902-201907 投资银行与私人股权投资 32 研究生 

201902-201907 投资银行学 32 本科生 

注：1. 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金融学 

姓名 李锐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6709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应用经济学，2003 年 7 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研究方向是发展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和大数据金融；工作年限为 5.8，年均课时数为 220。

主讲课程有高级宏观经济学 I、微观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原理、保险学、计量经济学；是

省级人才计划入选者，美国 MIT 和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发表中英文论文 40 多篇，出版专

著 2 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研究”，2001 年获农业部软科学成果三等奖；“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农业的研究”，1999 年获农业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我国农业投资的份额和结构的

研究”，1993 年获农业部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加快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对策研究”， 1993 年

获农业部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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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3

项） 

基于滚动窗口单位根检测的我

国 A 股市场定价泡沫问题的

研究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60(02)，p196-207 
202003 第一作者 

Nonparametric 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dynamic 

treatment effects for survival 

data in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Economics Letters，Volume 184, 

108665，被引 1 次 
201911 通讯作者 

The land rental of Chinese rural 

households and its welfare 

effects 

China Economic Review，Volume 

54,p204-217，被引 6 次 
201904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我国农村精准扶贫资金效率的研究 201812-202212 37.6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909-202002 高级宏观经济学 I 48 研究生 

201902-201907 宏观经济学原理 48 本科生 

201809-201902 管理经济学 32 研究生 

注：1. 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金融学 

姓名 胡聪慧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8609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北京大学，金融学，201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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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博士，武汉大学金融

工程专业经济学学士。曾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访

问学者。研究领域为行为金融、资本市场与公司财务，致力于从投资者行为偏误、市场摩擦等

非基本面因素的角度理解资产价格和公司财务政策。近年来，在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管理世界》、《金融研究》、

《会计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两项、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研究计划两项。曾荣获“2020 年十大中经卓

越青年”、“惠园优秀青年学者”、全国商务财会论文三等奖、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金融论坛）

优秀成果特等奖等荣誉，入选“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19 版）”。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股权质押、风险管理与大股东

增持 

金融研究. 2020,(09)，p190-206，被

引 2 次 
202009 第一作者 

Liquidity shocks, commodity 

financialization, and market 

comovements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Volume40, Issue9，p1315-1336，

被引 1 次 

202009 第一作者 

 价格时滞、投机性需求与股票

收益 

管理世界. 2016,(01)，p 44-

53+187，被引 26 次 
201601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个人投资者杠杆交易动机与行为后

果研究——基于股票账户数据的分

析 

201912-202312 21.9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注：1. 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区域经济学 

姓名 张琦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6312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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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理论经济学，1993 年 7 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扶贫研究中心主任，中共北

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党总支书记，中国城乡土地交易与流转研究所所长，北京师

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经济学分会委员。工作年限为 16.5，年均课时数为 45，开设区域经济学

课程。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育扶贫与乡村振兴专家人才

库专家，UNDP 扶贫研究项目技术支持专家。研究方向为区域及城市经济发展、土地及房地产

市场政策、“三农”问题及扶贫开发、资本市场运营及企业改制，教授区域经济学课程。张琦

教授自 2013 年以来，聚焦精准扶贫，常年深入贫困山区第一线调研，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

在扶贫脱贫机制的理论与政策、中国绿色减贫理论与实践、中国扶贫经验推广应用和国际交流

合作等领域取得了创新性成果。主持国家和省部级扶贫课题 100 余项，出版扶贫专著 30 余部，

发表扶贫脱贫文章 100 余篇。2016 年以来主持参与并担任多省贫困县考核和退出第三方评估专

家组成员和团长，曾担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定点扶贫成效考核专家组组长等，为国家脱贫攻

坚考核制度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全部脱贫，全面小康的底线任

务 
经济日报 20200806 第一作者 

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报告

（2014) 

      经济日报出版社（201410 出版），

荣获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01710 主编 

减贫战略方向与新型扶贫治理

体系建构 

改革. 2016,(08)，p77-80，被引 66

次 
2010608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机制、路径和创

新模式研究 
201603-201912 3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脱贫攻坚精神研究 202001-202212 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重大项目  
贫困治理效果评估机制研究 201611-201911 63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902-201907 区域经济学 48 研究生 

    

注：1. 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区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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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陈浩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6811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

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地理学，2008 年 8 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陈浩教授曾为美国克拉克大学资深研究员，克拉克大学 GIS 研究所（Clark Labs）首席 GIS 系

统设计师兼首席研究员（2012-2016）。开设创新理论及其应用研究课程。主要从事地理空间信

息模型及决策支持技术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以及专业 GIS 系统的设计、研究与开发等。研究领

域主要聚焦于运用环境与生态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资源环境科学、社会组织与行为学等的理

论和方法，集合现代计算机科学、地理信息与遥感科学、数值量化模型、智慧决策支持理论以

及可视化技术等，围绕城市与区域绿色发展相关的各种基本问题与挑战及其科技战略决策展开

深入研究。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绿色发展科技战

略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北京师范大学领军人才引进计划特聘教授。曾主持、引

领设计和开发了多达 50 余个前沿性专业 GIS 分析模型和应用系统，涉及众多专业 GIS 主流方

向。曾作为国家 85 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部委重点项目专题、子专题负责人，主持和管理

多项重点项目研究。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Does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policy attract the entering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The evidence from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Volume 

28, Issue 14, p1162-1168，被引 1 次 

202008

（online） 
第一作者 

Impacts of Clean Energy 

Substitution for Polluting 

Fossil-Fuels in Terminal Energy 

Consumption on the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China 

Sustainability. 2019; 11(22)，

p6419，被引 2 次 
201911 第一作者 

基于博弈模型的水价策略与节

水策略分析 
中国环境管理. 2019,11(05)，p74-81 201911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 

2017 年度创新基地培育与发展专项

-城市水问题的智慧决策模拟与评

价综合研究 

201705-201805 5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902-201907 创新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32 研究生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区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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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郑艳婷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7905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香港大学，地理科学，2007 年 10 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郑艳婷，香港大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群、城镇化及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2008 年至今，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目前教授硕士研究生课程“城市与

区域可持续发展”，曾经教授研究生课程“区域经济研究方法”、“城市与区域规划”。担任

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子课题负责人，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及多项国家部委

委托项目，发表 SSCI/SCI/CSSCI 学术论文以及中英文著作多部。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Urban growth in a post-2000 

central Chinese urban 

agglomeration: Case study of 

the Changzhutan region 

Growth and ChangesVolume51, Issue1, 

p464-487,被引 1 次 
202003 第一作者 

Does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Plants Exacerbate 

Groundwater Withdrawal? -A 

case study of Hebei Province 

in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ume 213, p642-649，被引 3 次 
201903 第一作者 

长江中游地区制造业企业时

空演化格局 

经济地理，2018,38(05)，p117-125，

被引 17 次 
201805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委托项

目 

基于行业关联模型的灾害社会影响评

估技术 
201801-202112 36.2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902-201907 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48 研究生 

    

注：1. 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区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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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张江雪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8011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所在院系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理论经济学，2008 年 7 月 

学术带

头人

（学术

骨干）

简介 

2008 年 8 月至今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任职，其中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3 月

前往美国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做访问学者，研究领域包括技术经济与管理和绿色经济，开设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课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

十余项课题，出版专著两部，合著十余部，参与的著作曾获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研究奖和

全国“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在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Resources,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D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promote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A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105 

c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ume 182,p395-403,被引 64 次 
201805 第一作者 

The green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sectors in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sectoral and supply-chain 

quantifications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Volume 132, p 269-277，被引 24 次 

201805 第一作者 

Industrial eco-efficiency in 

China: A provincial 

quantification using three-stag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ume 143,p238-249，被引 95 次 
201702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基于产业链视角的中国工业系统生

态效率评价与路径优化研究 
201806-202108 19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京津冀协同推进绿色发展的战略研

究：基于产业链的视角 
202012-202206 6 

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 
北京技术市场与区域产业经济发展

关系研究 
201611-201712 12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902-201907 资源经济学 48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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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人才培养 

Ⅲ-1 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 

Ⅲ-1-1 博士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本学科   相近学科  □联合培养） 

          年度 

人数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招生人数 15 20 33 41 32 

授予学位人数 15 16 11 10 13 

Ⅲ-1-2 硕士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 本学科  □相近学科  □联合培养） 

           年度 

人数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招生人数 26 28 27 21 32 

授予学位人数 24 20 29 26 26 

注：1.有本学科授权并招生的，填本学科情况；本学科无学位授权的，填写相近学科情况；前两项都没有的，可填联合

培养情况；三类中只能选填一类。 

2.“招生人数”填写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录取的全日制研究生人数，专业学位授权点的人数包括全国 GCT 考

试录取的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授予学位人数”填写在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各类研究生数（含全日制、

非全日制研究生及留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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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2  课程与教学 

Ⅲ-2-1  目前开设的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  讲  教  师 
学时/

学分 

授课 

语言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  务 
所 在 院 系 

1 高级宏观经济学Ⅰ 专业必修课 杨澄宇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2 高级微观经济学Ⅰ 专业必修课 戴觅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3 高级计量经济学Ⅰ 专业必修课 邢春冰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4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时

间 序列） 
专业必修课 袁强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5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微

观 计量） 
专业必修课 曹思未 讲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6 国际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蔡宏波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7 高级投资学 专业必修课 江婕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32/2 中文 

8 国际金融 专业必修课 胡松明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32/2 中文 

9 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专业必修课 曲如晓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10 国际贸易实务研究 专业必修课 
仲鑫；马

珂 
教授；无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11 发展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万海远；

李亚男 

教授；讲

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12 行为金融学 专业必修课 伍燕然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32/2 中文 

13 劳动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朱梦冰；

李亚男 

讲师；讲

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64/4 中文 

14 高级公司金融 专业必修课 崔学刚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32/2 中文 

15 劳动经济学专题研究 专业必修课 朱梦冰 讲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16 高级宏观经济学Ⅱ 专业选修课 
徐建炜；

刘盼 

教授；讲

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17 高级微观经济学Ⅱ 专业选修课 许敏波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18 
投资银行与私人股权投

资 
专业选修课 胡海峰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32/2 中文 

19 国际贸易实证研究 专业选修课 孙萌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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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高级国际贸易理论 专业选修课 戴觅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21 实验经济学 专业选修课 何浩然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22 国际金融市场与投资 专业选修课 胡松明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32/2 中文 

23 公共经济学 专业选修课 王善迈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24 教育经济学 专业选修课 刘泽云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Ⅲ-2-2  拟开设的博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  讲  教  师 
学时/

学分 

授课 

语言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  务 
所 在 院 系 

1 高级宏观经济学Ⅰ 专业必修课 杨澄宇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2 高级微观经济学Ⅰ 专业必修课 戴觅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3 高级计量经济学Ⅰ 专业必修课 邢春冰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4 高级微观经济学Ⅱ 专业必修课 许敏波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5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时

间 序列） 
专业必修课 袁强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6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微

观 计量） 
专业必修课 曹思未 讲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7 高级国际贸易理论 专业必修课 戴觅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8 发展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万海远；

李亚男 

教授；讲

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9 劳动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朱梦冰;李

亚男 

讲师；讲

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64/4 中文 

10 公司治理经典文献选读 专业必修课 高明华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32/2 中文 

11 劳动经济学专题研究 专业必修课 朱梦冰 讲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12 高级公司金融 专业必修课 崔学刚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32/2 中文 

13 公司金融 专业必修课 崔学刚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14 教育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刘泽云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8/3 中文 

15 教育经济学前沿问题 专业必修课 王善迈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32/2 中文 

16 
教育经济学经典文献研

讨课 
专业必修课 孙志军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32/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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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课程类型”限填“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一门课程若由多名教师授课，可多填；授课教师为外单位人员的， 

在“所在院系”栏中填写其单位名称，并在单位名称前标注“▲”。 

2.在本学科无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填写相关学科课程开设情况。 

Ⅲ-2-3  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序号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获奖年度 

1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奖 
一等奖 

面向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实践

育人体系研究与实践 

李晓兵;李艳玲;袁慧;白 

勇;王洛忠;冉莉楠;汪

明;葛玉良 

2017 

2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奖 

 

二等奖 

 

“五位一体”培养跨学科、多

语种、国际化的复合型人才的

创新与实践 

陈光巨;梁迎修;曲如晓; 

夏敏;王君;程晓堂;魏

浩;袁治杰;张吾龙;王秀

梅;赖德胜;胡俊宏 

2017 

3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奖 
二等奖 

以人文精神为导向，以国际认

证为抓手，创新经管人才培养

模式 

赖德胜;曲如晓;崔学刚; 

吴沁红;张平淡;李实;赵 

春明;杨澄宇;葛玉良;蔡 

宏波 

2017 

4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奖 
二等奖 

师范类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位

硕士（MBA）教育模式探索 

孙志军;赖德胜;崔学刚; 

杨澄宇;高明华;刘松柏; 

张平淡;苏淞;焦豪;狄承 

锋;李欲晓 

2017 

5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奖 
二等奖 

立足教师发展助力教学质量提

升——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

督导工作模式创新实践 

尹冬冬;郑光宇;李春生; 

王瑞华;谭军华;刘静玲; 

康慕谊;周晓燕;陈绂;熊 

立文;王焱华;师书恩;李 

志英;于天池;刘润生;骆 

增秀;蔡俊亮;柴荣;王爱 

平;朱杰;曹惠贤;何丽平 

2017 

注：同一成果获得多种奖项的，不重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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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3  近五年在校生代表性成果（限填 10 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

著、专利、赛事名

称、展演、创作设计

等）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参赛项目及名次，创

作设计获奖 

时间 学生姓名 

学位级别 

（学习方式/入学

年月/学科专业） 

1 
城乡融合与城市化的

水平与结构 

经济学动态，2020(11):36-49，被引 1

次 
202011 董永良 

硕士（全日制

/201809/劳动经

济学） 

2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省级获奖 202007 翁淑虹 

硕士（全日制

/201709/劳动经

济学） 

3 
企业金融化与生产效

率 

世界经济,2020,43(01):70-96，被引 36

次 
202001 窦斌 

硕士（全日制

/201709/金融

学） 

4 

财税政策、企业战略

对科技创新影响的实 

证检验 

统计与决策,2019,35(21):182-185，被

引 6 次 
201911 张博雅 

博士（全日制

/201609/金融

学） 

5 

为何当前的宽货币不

能带来宽信用?——

论商业银行风险偏好

在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国际经济评论,2019(03):117-132+7，被

引 2 次 
201905 魏伟 

博士（全日制

/201309/金融

学） 

6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共

产党员 
党建思政获奖 201807 翁淑虹 

硕士（全日制

/201709/劳动经

济学） 

7 
反腐败、企业家能力

与企业创新 

经济管理,2017,39(06):36-52，被引 60

次 
201706 王健忠 

博士（全日制

/201509/金融

学） 

8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服务新疆专项

“优秀志愿者” 

美育劳育国家级奖项 201612 许焜炜 

硕士（全日制

/201609/国际贸

易学） 

9 
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银奖 
美育劳育国家级奖项 201612 许焜炜 

硕士（全日制

/201609/国际贸

易学） 

10 

基于神经科学方法的

会计研究:分析与展 

望 

会计研究,2016(12):21-28+95，被引 5

次 
201612 邓衢 

硕士（全日制

/201409/金融

学） 

注：1.限填写除导师外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发明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成果。 

2.“学位级别”填“博士、硕士、学士”，“学习方式”填“全日制、非全日制”。 



36 
 

3.在本学科无学位授权点的，可填写相关学位点在校生成果。 

Ⅳ  科学研究 

Ⅳ-1 科研项目数及经费情况 

     计数 

类别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新增 

项目数 

（个） 

结题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新增 

项目数 

（个） 

结题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新增 

项目数 

（个） 

结题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国家级项目 6 4 385.4 3 0 175.6 6 5 341.8 

省部级项目 2 1 13 1 1 8 9 5 94 

其他政府 

项目 
11 3 200 8 1 210 7 0 150 

非政府项目 

（横向项

目） 

7 6 83.4 8 5 203 12 10 404.2 

合计 26 8 681.8 20 2 596.6 34 10 990 

 

 

类别 

 

计数 

2019 年 2020 年  

新增 

项目数 

（个） 

结题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新增 

项目数 

（个） 

结题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国家级项目 10 0 452.62 5 0 226  

省部级项目 4 2 53 6 3 68.5  

其他政府 

项目 
3 1 223 6 0 83  

非政府项目 

（横向项

目） 

14 0 901.9 8 7 177.5  

合计 31 1 1530.52 25 0 555  

目前承担科研项目 近五年纵向科研项目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136 4353.92 87 2583.92 

近五年国家级科研项目 近五年省部级科研项目数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30 1581.42 22 236.5 

年师均科研项目数 2.72 年师均科研经费数 87.08 年师均纵向科研经费数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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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万元） （万元）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数 36 

出版专著数 62 师均出版专著数 1.24 

近五年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总篇数 
553 

师均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篇数 
11.06 

近五年来，本学位点教师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 CSSCI 期刊和 SSCI 国外高水平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50 余篇，出版教材专著译著等 60 余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9 项以及各类横向、

纵向课题 130 多项，40 余项科研成果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张培刚

发展经济学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和中国收入

分配研究院入选中国智库索引来源智库，研究成果被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商务部、外交部等政府部门采纳

的研究报告 30 余份。 

近些年来，本学位点不断提升对研究生培养的支持力度，尤其体现在科研方面一贯的全方位、多元化支持措

施，例如邀请教师参加博士生学术沙龙、举办新入职教师和博士生为主体的青年学者论坛、鼓励本学科教师

和博士生、硕士生进行科研合作、在学院学术提升计划中以与教师相同的标准奖励学生署名发表的高水平论

文、安排专项经费支持本硕博学生赴境外参加长短期项目。 

注：本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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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2 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代表性科研奖励（限填 5 项） 

序号 奖励类别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 

年度 

1 

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

果奖（人文社科）著 

作论文奖 

二等奖 
2014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迈向高收

入国家进程中的工作时间 
赖德胜 2020 

2 

教育部高校科 

研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科）著 

作论文奖 

二等奖 
Firm-specific Exchange Rate Shocks and 

 Employment Adju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戴觅 2020 

3 

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

果奖（人文社科）青年

成果奖 

— 收入不平等与公共政策 万海远 2020 

4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 
二等奖 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曲如晓 2019 

5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 
二等奖 出口开放、高等教育扩展与学历工资差距 赵春明 2017 

注：同一项目获得多项奖励的，不重复填写。 

 

Ⅳ-3 近五年发表（出版）的代表性学术论文、专著（限填 20 项） 

序

号 
名  称 作者 时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备注（限 100 字） 

1 

Unexceptional exporter 

performance in China? 

The role of processing 

trade 

戴

觅,Mai

tra 

Madhu

ra,余

淼杰 

201607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论文入选《世界经济年鉴》 

2017 卷“世界经济学 2016 

年十佳英文论文” 

2 

Firm-specific Exchange 

Rate Shocks and 

Employment 

Adju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戴觅,

徐建炜 
20170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论文获得第八届教育部高等 

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二等奖，2018 

年浦山世界经济学奖青年论 

文奖。 

3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识

别贫困人口 

——农村低保政策的

瞄准效果分析 

朱梦

冰，李

实 

201709 中国社会科学 

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农业经济研究》2018 年 01 

期转载，被引 217 次。 

4 
教育扩张与教育的代

际流动性 

罗楚

亮，刘

晓霞 

201802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知网下载 3798 次，被

引 38 次。 



39 
 

5 
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

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 

戴觅，

张轶

凡，黄

炜 

201906 管理世界 中国知网下载 3472 次。 

6 

中国经济转型 40 年

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

动 

李实， 

朱梦冰 
201812 管理世界 

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

2019 年 05 期转载，被引 

107 次 

7 
中国住户调查数据收

入变量的比较 

罗楚

亮，李

实 

201901 管理世界 

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统计与精算》2019 年 03 

期转载。 

8 
行业结构、性别歧视

与性别工资差距  

罗楚

亮，滕

阳川，

李利英 

201908 管理世界 中国知网下载 6144 次。 

9 
国际人才流入与中国

企业的研发投入 

魏浩，

袁然 
201812 世界经济 

中国知网下载 2047 次，被

引 26 次。 

10 

出口内生型市场邻

近、空间外部性与 

城镇工薪差距 

赵春

明，李

宏兵，

蔡宏

波，王

永进 

201612 世界经济 中国知网下载 1137 次 

11 

中间品进口的来源地

结构与中国企业生产

率 

魏浩，

李翀，

赵春明 

201706 世界经济 
中国知网下载 2381 次，被

引 65 次。 

12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

出口产品结构调整 

魏浩， 

张宇鹏 
202006 世界经济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国际贸 

易研究》2020 年 10 期转

载。 

13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

企业进口产品质量 

魏浩， 

李晓庆 
201906 世界经济 中国知网下载 2419 次。 

14 
城镇居民工资不平等

的变化:1995-2013 年 
罗楚亮 201811 世界经济 

利用大样本数据，深入分析 

了城镇居民工资不平等的原 

因，为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 

15 

对外贸易影响我国劳

动力要素流动的经济

效应研究 

赵春明

等著  
202005 人民出版社 

本书遵循“起点-动因-结果-

拓展”的内在逻辑，从对外贸 

易与劳动力要素流动的一般

关系分析，到对外贸易影响

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具体效应

和路径研究，从而构建了一

个完整和科学的研究体系，

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入选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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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8 中国劳动力市场

发展报告——高质量

发展进程中的劳动力

市场平衡性 

赖德

胜，李

长安，

孟大虎 

201812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围绕高等教育扩展背景

下的劳动力市场变革，深入

分析了起始于 1999 年的高

等教育扩招对劳动力市场产

生的影响。本书认为，面对

大幅度增加的人力资本，劳

动力市场已经做出了多方面

的调适，但仍需进一步完

善。 

17 

超所有权优势与“一

带一路”投资战略研

究（策略篇）  

郑飞虎 201703 中国商务出版社 

本书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领域研究的理论新视角 

——“超所有权优势”范

式，并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

接投资遭遇的“常效”风险

与“失效”风险两种情景探

讨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不

同行为特征及其治理安排。

荣获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

奖（2019）论著类优秀奖 

18 
收入不平等与公共政

策 
万海远 20170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针对中国的不平等现状

及相关公共政策所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实证描述，而且还

对具体的再分配制度设计提

供了建议，从而在学术和政

策层面对中国的不平等问题

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荣获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青年成果奖 

19 

Secure and Trustworthy 

Transportation Cyber-

Physical Systems 

孙运传 201710 Springer Nature 

本书从算法设计到可信硬件

平台的实现，讨论了网络物

理系统安全在不同抽象层带

来的设计挑战。 

20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China's Economic New 

Normal  

万海远 201908 World Scientific 

本书研究了经济新常态背景

下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新问

题、新机遇和新挑战，研判

了未来居民收入分配发展的

新趋势，指出了优化收入分

配格局的政策方向，并为完

善收入分配制度和推进收入

分配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注：限填署名为本单位且作者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专著。在“备注”栏中，可对相关成果的水平、影响力

等进行简要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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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4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限填 10 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主要 

完成人 
转化或应用情况（限 100 字） 

1 

积极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对我

国油气行业影

响 

研究报告 刘兰翠 
2020年 3月，研究报告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采纳 

2 

完善我国油气

储备体系，提

升油气短期供

应过剩应对能

力 

研究报告 刘兰翠 
2020年 3月，研究报告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采纳 

3 
社会治理现代

化研究 
研究报告 万海远 2017年 12月，研究报告被民政部主要领导批示 

4 

关于《2018年

教育重点工作

指导（地方、

直属高校）》

的建议 

研究报告 王善迈 
2017年 12月，研究报告被国务院教育体改办采

纳 

5 

关于《北京市

教育体制改

革》的意见与

建议 

研究报告 王善迈 2017年 12月，研究报告被北京市教委采纳 

6 
教育事权与支

出责任划分研

究报告 

研究报告 王善迈 2017年 9月，研究报告被教育部、财政部采纳 

7 
关于农村低保

和建档立卡的

瞄准性 

研究报告 李实 

2017年 2月，研究报告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内部报告采用，并且得到国家

领导人批示 

8 

二氧化碳捕集

利用与封存环

境风险评估技

术指南（环办

科技【2016】

64号） 

研究报告 刘兰翠 
2016年 7月，研究报告被国家生态环境部（环境

保护部）采纳 

9 

加快我国金融

市场改革的若

干政策建议 

研究报告 胡海峰 2016年 7月，研究报告被国家信息中心采纳 

10 

关于我国开展

产融结合的政

策建议 

研究报告 胡海峰 
2016年 7月，研究报告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采

纳 

注：限填近五年完成并转化/应用的成果，包括：发明专利、咨询报告、智库报告、标准制定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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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5 近五年承担的代表性科研项目（限填 10 项） 

序号 
名称 

（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 

到账经费 

（万元） 

1 

“一带一路”背景下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对

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

响研究

（19ZDA33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201912-202412 曲如晓 76 

2 

中国主动扩大进口问

题研究

（19ZDA06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201912-202412 魏浩 57 

3 

中国农村家庭数据库

建设及其应用研究

（18ZDA08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201811-202112 李实 76 

4 

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

制度安排和推进路径

（18VBN0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201809-202009 李实 76 

5 

中国经济下行阶段就

业结构调整与防范失

业战略研究

（16ZDA0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201611-201911 赖德胜 76 

6 

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

系的演进路径与机制

构建研究

（16ZDA0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201611-201911 宋晓梧 76 

7 

新时代与新结构视角

下引进外资与知识产

权保护研究

（20AJL0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202009-202312 郑飞虎 30 

8 

外国在华专利与中国

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

的关系研究

（19AJL0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201907-202112 曲如晓 33 

9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机

制、路径和创新模式

研究（15AZD07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201603-201912 张琦 32 

10 

碳排放与大气污染防

治的协同效应与政策

（71622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 

基金项目 
201701-201912 刘兰翠 130 

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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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培养环境与条件 

Ⅴ-1  近五年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情况 

项目 

计数 

主办、承办国际或全

国性学术年会（次）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

议上报告（次） 

邀请境外专家讲座报

告（次） 

资助师生参加国际国内学

术交流专项经费（万元） 

累计 45 30 21 500 

年均 9 6 4 100 

Ⅴ-1-1  近五年举办的主要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限填 5 项） 

会议名称 
主办或承办 

时间 

参会人员 

总人数 境外人员数 

第五届劳动经济学会年会 202012（主办） 100 0 

2018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年会 201811（主办） 320 0 

首届 BNU-UniSA国际学术会议 201710（主办） 60 15 

BNU-AU Capital Business Forum（中美首都经济论坛） 201609（主办） 100 30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政策：成就、挑战与前景”研讨

会 
201610（主办） 100 20 

Ⅴ-1-2 近五年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报告情况（限填 10 项） 

序号 报告名称 会议名称及地点 报告人 报告类型 报告时间 

1 

Goal setting, effort 

provision and 

performance: a field 

experiment in college 

physical training course 

2019 Asia Pacific Meetings of the 

Economic Science Association，阿

联酋 
何浩然 大会报告 201901 

2 

Paradox of R&D layou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capital Cities: 

New findings from China 

第四届 Capital Business Forum（首

都经济论坛），意大利 
郑飞虎 大会报告 201906 

3 
Local labour market effects 

of China’s WTO entry 

第八届 BNUBS-GATE 研讨会，德

国 
戴觅 分会报告 201707 

4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What China stands now? 

新兴市场经济与商业发展国际会

议，北京 
贺力平 大会报告 201708 

5 

Gambling Preference and 

Corporate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Stock 

Dividends   

第二届中国资产管理学界&业界研讨

会 ，北京 
胡聪慧 大会报告 201611 

6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Education in China 

第六届 BNUBS-CERSHAS 学术研讨

会，匈牙利 
罗楚亮 分会报告 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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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omparisons on the 

Chinese Household 

Survey Data 

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年会（ASSA 

Annual Meeting 2016），美国 

李实，罗楚

亮 
大会报告 201601 

注：“报告类型”填“大会报告”和“分会报告”。 

注：1.同一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有多种冠名的，不重复填写。 

    2.“批准部门”应与批文公章一致。 

Ⅴ-2 可用于本一级学科点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科研支撑 

Ⅴ-2-1 图书资料情况 

中文藏书 

（万册） 

外文藏书 

（万册） 

订阅国内专

业期刊

（种） 

订阅国外专

业期刊

（种） 

中文数据库

数（个） 

外文数据库

数（个） 

电子期刊读

物（种） 

31 1.95 273（纸质） 1（纸质） 77 47 5120 

Ⅴ-2-2 代表性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重点学科等平台（限填 5 项） 

序

号 
类别 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1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 
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办公室、北京市

教育委员会 
2012 

2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城市绿色发展科技战略研究北京市

重点实验室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

会 
2013 

3 国家重点学科 教育经济与管理 国家教育部 2007 

4     

5     

Ⅴ-2-3 仪器设备情况 

仪器设备总值

（万元） 
360 

实验室总面积

（M2） 
750 

最大实验室面积

（M2） 
180 

Ⅴ-2-4  其他支撑条件简述（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填写，限 200 字） 

本学位点拥有用于研究生教学科研的平台、实验室、图书资料、数据库，能够满足博

士生培养需要。此外，本学位点建有国际知名的特色数据库，包括中国住户收入调查数据

库（CHIPs）等。拥有支撑本学科开展科研和教学的实验室，依托城市绿色发展科技战略研

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等可以推进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教育学

的学科交叉与融合，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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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 应用经济学     （代码： 0202 ） 

本专业具有 硕士 学位授予权和 博士   学位授予权 

一、培养目标 

1.硕士生: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学术道德，具有良好的经济理论基础和系统的经济学

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外语、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熟悉学术规范，具有独

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或具有较高实际工作素养，毕业后能胜任学校、研究机构、政府部

门、金融、企业单位的教学、研究及管理工作的专业人才。 

2.博士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学术道德，具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基础和相关知识，能

够熟练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熟悉学术规范，熟悉本学科在国内外发展的

历史、现状及趋势，有一定的国际交流经历，对经济学及相关领域研究深入并取得创新性

研究成果，毕业后能够胜任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 

二、学科方向与主要研究内容 

序号 学科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 

1 
区域经济学 区域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等 

2 
金融学 公司金融、资产定价、行为金融、货币银行、数字金融等 

3 
国际贸易学 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环境贸易、文化贸易

等 

4 
劳动经济学 就业、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劳动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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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业经济学

（筹） 

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创新、数字产业、规制与反垄断 

6 
财政学（筹） 教育财政 

三、学习年限 

1.硕士生 

硕士生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硕士生可以在 2年或 2年半申请提前毕业，申请答辩前须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①按规定修满学分、成绩合格；②培养单位关于硕士申请提前毕业的条

件。 

2.博士生 

博士生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硕博连读生、本科直博生学习年限为 5年，各类博士生

学习年限不超过 6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1.硕士生（最低学分：37分） 

 课程类别 科目和门数 最低学分要求 

公共必修课 
政治、外语 

9学分 
方法课 1门（文/理） 

学位基础课 

一级学科平台课程（含一门方法课） 

此方案没有明确 

9学分 

跨一级学科课程 0学分 

学位专业课 学科方向课程 9学分 

专业方向课 专业方向方法课、专题课 4学分 

必修环节 实践活动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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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考核 2学分 

学术活动 2学分 

公共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X 学分/不计学分 

注：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由研究生院培养处组织开设，除一外为小语种的研究生必

修二外英语以外，其他研究生可以不修公共选修课。 

 

2.博士生（最低学分：27学分） 

课程类别 科目和门数 最低学分要求 

公共必修课 
政治、外语 6学分 

方法课（文/理） 2学分 

学位基础课 

 

方法课 9学分 

学科前沿研讨课 2学分 

高级研讨课 2学分 

必修环节 

科研活动 2学分 

国际化经历 2学分 

中期考核 2学分 

公共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X学分／不计学分 

注：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由研究生院培养处组织开设。 

 

3. 本科直博生、硕博连读博士生（最低学分：45 学分） 

本直博生和硕博连读博士生应修读全部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课程，并完成硕士综合考

试和全部博士必修环节。 

4. 港澳台研究生总学分要求与普通研究生相同，免修公共政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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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国留学研究生免修公共政治和外语课，必修“中国概况”（2学分）和汉语论

文写作（2学分）。硕士生总学分不低于 32学分，博士生不低于 20学分。 

指导教师应根据研究生的学业基础和学业规划指导研究生修读课程。跨专业硕士生

须在导师指导下补修相关本科课程，修课并参加考试，不计学分。 

五、培养方式与培养环节 

1. 硕士生实践活动要求 

实践活动是硕士生的必修环节。硕士生入学时应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充分利用实践活动

扩展职业发展道路。 

实践活动形式多样，可以利用寒暑假从事社会调查、科研实践、兼职实习、教学实践等

工作。工作量应不少于 30日。考核合格者方能获得 2学分，并按考核等级记入成绩单。 

实践结束后，研究生填写实践活动考核表，并撰写不少于 3000 字的总结报告，由实践

指导教师考评并加盖单位公章，在第四学期初交给学院。 

2. 学术活动要求见各培养单位附件 

3. 硕士生中期考核要求 

中期考核内容包括： 

 思想品德、学术道德规范 

 课程学习及专业知识综合考试 

 开题报告及经典与前沿文献阅读 

 中期考核时间遵从研究生院中期考核的通知，一般在第三学期末第四学期初进行。中期考

核由系主任负责，考核小组须由至少三位硕导组成。考核结果及处理办法，届时详见教务

部（研究生院）中期考核的通知及研究生手册。 

专业基础知识考查的内容包括专业方向课、学位专业课和学位基础课的主要内容；经

典与前沿文献阅读主要包括国内外顶尖专业期刊的最新前沿论文等；学术道德规范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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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查提交的课程作业论文及已有研究成果是否符合学术道德规范；开题报告主要考察

选题是否前沿、研究方法是否科学、结构安排是否合理、文献回顾是否充分、研究计划是

否具有可行性等。 

4. 博士生科研活动要求详见各培养单位附件 

5. 博士生国际化经历要求详见各培养单位附件 

6. 博士生中期考核要求 

博士中期考核内容包括： 

 思想品德、学术道德规范考查 

 课程学习及专业知识综合考试 

 开题报告及经典与前沿文献阅读 

博士中期考核，由导师负责组织。须在第三学期末完成。考核小组须由至少三位博导

（或教授）组成。 

综合考试的内容包括学位基础课、专业理论知识；经典与前沿文献阅读主要包括国内

外顶尖专业期刊的最新前沿论文等；学术道德规范考查，主要考查已有研究成果或提交的

课程作业内容，是否符合学术道德规范；开题报告主要考察选题是否前沿、研究方法是否

科学、结构安排是否合理、文献回顾是否充分、研究计划是否可行等。 

考核结果及处理办法，详见研究生手册。 

六、导师责任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导师应对研究生的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及思想、心理进

行全面指导，为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导师应加大对研究生科学研究的指导力度。 

具体责任包括： 

1、新生入学后的 30天内，应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2、指导并督促研究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课程学习，定期了解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情况 

3、积极动员并组织研究生参与自己的科研工作，指导研究生的科研活动及学术论文写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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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期与研究生见面，了解其学业及思想、心理情况并进行指导，有重要问题及时向

学校学院汇报 

5、认真指导研究生的开题报告、认真审核研究生学位论文初稿，认真指导研究生撰写

学位论文 

6、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全过程中，须以人为本，尊重研究生。 

7、在导师出国、因公出差等情况下，必须落实其离校期间对研究生的指导工作。离校

一年以上，应向学院申请由其他导师代为指导研究生，导师在审阅学位论文和研究生论文

答辩期间，原则上不得离校。 

8、对于认真履行导师职责，所带研究生科研学术成果显著的导师，在各种评优或奖励

活动中学院予以优先推荐；对于由于导师失职造成研究生不能按期完成学业等，将视问题

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暂停招生、取消导师资格直至纪律处分。 

七、学位论文与论文答辩 

1. 硕士生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评价研究生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主要标志，是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的集

中体现。论文的选题应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前沿，具有一定

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既可以偏重于基础研究，也可以偏重于

应用研究等。鼓励学生利用计量经济学等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数据为基础，以实证为重

点，开展学术研究。 

论文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论文以本专业、本学科的前沿问题为选题，

所用的资料必须真实可靠，引用他人的观点等，须规范注明，鼓励创新，要有新的见解、

新的观点，论文的写作须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论文行文须概念准确、语言通达、数据准

确、结构完整、持之有据。论文实际写作的时间应不少于一年，论文（正文）字数 2---5

万字。 

学位论文编写规则、学位论文撰写和印刷简明示范、学位论文模板，《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见研究生院网页。 

2. 博士生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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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是评价研究生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主要标志，是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的集

中体现。论文的选题应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前沿，应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所用的资料必须真实可靠，引用他人的观点等，须规范注明，鼓励创新，要有新的见

解、新的观点，论文应达到在高端学术杂志发表的水平。 

论文的写作须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 

学位论文编写规则、学位论文撰写和印刷简明示范、学位论文模板，《北京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见研究生院网页。 

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写作时间不少于一年半。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

8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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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一览表 

区域经济学专业  硕士课程【经资院】一览表 

课程类别 层次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基础课 

硕士 

9 学

分 

高级微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I 3 48 
秋季

（1） 

高级宏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 3 48 
秋季

（1） 

高级计量经济学 I Advanced Econometrics I  3 48 秋季 

学位专业课 

硕士 

9 学

分 

城市与区域经济学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3 48 春季 

区域经济研究方法 
Methodology of Study in Regional 

Economics 
2 32 

春季 

城市与区域可持续

发展 

Urban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 48 春季 

城市与区域规划 Urban and Regional Plan 3 48 春季 

专业方向课 

硕士 

4 学

分 

中国经济热点专题

讲座 
Topics on Chinese Economy 

2 32 春季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

与案例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China 3 48 春季 

经济学学位论文写

作 

How to Prepare Your Postgraduate 

dissertation 
2 32 春季 

中国区域发展与城

镇化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2 32 春季 

绿色产业专题研究 Topics for Green Industries 2 32 春季 

经济可持续发展专

题研究 

Topics for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32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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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专业   硕士、博士开设课程【经管院】一览表 

课程类别 层次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学位基础课 

硕士 

高级微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I 3 48 
秋季

（1） 
戴觅等 

 

高级宏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 3 48 
秋季

（1） 
李锐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 Advanced Econometrics I  3 48 
秋季

（1） 
Tavis 等 

 

博士 

高级微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I 3 48 
秋季

（1） 
罗楚亮等 

 

高级宏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 3 48 
秋季

（1） 
杨澄宇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 Advanced Econometrics I 3 48 
秋季

（1） 
袁强等 

 

学位专业课 

硕士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2 32 
秋季

（1） 
贺力平等 

 

高级投资学 Advanced Investments 2 32 
秋季

（1） 
江婕等 

 

高级公司金融 Corporate Finance 2 32 春季 崔学刚等  

行为金融学 Behavior Finance 2 32 春季 伍燕然等  

高级宏观经济学 I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I 3 48 春季 杨澄宇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I 

(时间序列分析) 

Advanced Econometrics II (time 

series analysis) 
3 48 春季 袁强等  

博士 

高级国际金融 Advanced International Finance 2 32 
秋季

（1） 
徐建炜等 

 

高级公司金融 Corporate Finance 2 32 春季 崔学刚等 

高级国际贸易理论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2 48 春季 戴觅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I 

(时间序列分析) 

Advanced Econometrics II (time 

series analysis) 
3 48 春季 袁强等 

 

公司治理经典文献

选读 
Literatures on Enterprise Governance 2 32 春季 高明华等 

 

专业方向课 

硕士 
金融市场与证券投

资研究 

Studies 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Securities Investments 
2 32 

秋季

（3） 
钟伟等 

 

 
经济计量方法与应

用 
Econometric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3 48 

秋季

（3） 
孙志军等 

 

  
投资银行与私人股

权投资 

Investment Banking and Private 

Equity 
2 32 春季 胡海峰等 

 

  
国际金融市场与投

资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vestment 
2 32 春季 胡松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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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专业（包括留学生）硕士开设课程【经管院】一览表 

课程类别 层次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学位基础课 硕士 

高级微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I 3 48 

秋季

（1） 

戴觅等 

 

高级宏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 3 48 

秋季

（1） 

李锐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 Advanced Econometrics I  3 48 

秋季

（1） 

Tavis 等 

 

学位专业课 硕士 

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Topic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3 48 
秋季

（1） 
曲如晓等  

国际贸易实务研究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3 48 春季 仲鑫等 

国际经济专题研究 Topic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 48 

秋季

（1） 

魏浩等  

国际经济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 48 

秋季

（1） 

蔡宏波等  

专业方向课 硕士 

高级国际贸易理论 
Advance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3 48 春季 戴觅等  

国际贸易实证研究 
Empirical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3 48 春季 孙萌等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Topics on World Economics 3 48 春季 郑飞虎等  

经济计量方法与应用 
Econometric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3 48 

秋季

（3） 

孙志军等 

 

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economics 3 48 春季 李实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I 

(微观计量经济学) 

Advanced Econometrics II 

 (Micro Econometrics) 
3 48 春季 邢春冰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I 

(时间序列分析) 

Advanced Econometrics II (time 

series analysis) 
3 48 春季 袁强等  

高级微观经济学 II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II 3 48 春季 许敏波等  

高级宏观经济学 I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I 3 48 春季 杨澄宇等  

说明：留学生没有论文发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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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专业 硕士、博士开设课程【经管院】一览表 

课程类别 层次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学位基础课 硕士 

高级微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I 3 48 

秋季

（1） 

戴觅等 

 

高级宏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 3 48 

秋季

（1） 

李锐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 Advanced Econometrics I  3 48 

秋季

（1） 

Tavis 等 

 

 

博士 

高级微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I 3 48 

秋季

（1） 

罗楚亮等 

 

 高级宏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 3 48 

秋季

（1） 

杨澄宇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 Advanced Econometrics I  3 48 

秋季

（1） 

袁强等 

 

学位专业课 

硕士 

高级计量经济学 II 

(微观计量经济学) 

Advanced Econometrics II 

 (Micro Econometrics) 
3 48 春季 邢春冰等  

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economics 3 48 春季 李实等  

劳动经济学 Labor economics 4 72 春季 
罗楚亮、邢

春冰等 
 

劳动经济学专题研究 Topics in labor economics 3 48 春季 赖德胜等  

博士 

高级计量经济学 II 

(微观计量经济学) 

Advanced Econometrics II 

 (Micro Econometrics) 
3 48 春季 邢春冰等  

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economics 3 48 春季 李实等  

劳动经济学 Labor economics 4 72 春季 
罗楚亮、邢

春冰等 
 

劳动经济学专题研究 Topics in labor economics 3 48 春季 赖德胜等  

专业方向课 硕士 

经济分析的动态方法 Dynamic methods for economic analysis 2 32 
秋季

（1） 
许敏波等  

高级微观经济学 II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II 3 48 春季 许敏波等  

高级宏观经济学 I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I 3 48 春季 杨澄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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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计量经济学 II 

(时间序列分析) 

Advanced Econometrics II (time 

series analysis) 
3 48 春季 袁强等  

公共经济学 Public Economics 3 48 
秋季

（1） 
王善迈等  

教育经济学 Educational Economics 3 48 春季 刘泽云等  

实验经济学 Experimental Economics 3 48 春季 何浩然等  

经济计量方法与应用 Econometric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3 48 
秋季

（3） 
孙志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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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阅读书目和杂志 
 

一、经济学基础 

1.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哈尔·R·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

出版社。 

2. 《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哈尔·R·范里安著，周洪、李勇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3. 《微观经济学（上、下）》安德鲁·马斯-科莱尔、迈克尔·D·温斯顿、杰里·R·格林

著，刘文忻、李绍荣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Advanced Macroeconomics，David Romer，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5. 《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奥利维尔·布兰查德，斯坦利·费希尔著，刘树成等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6. 《宏观经济学》，斯蒂芬·D·威廉森著，郭庆旺、张德勇译，人民大学出版社。 

7. 《内生增长理论》，菲利普·阿吉翁、彼得·霍依特著，陶然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8. 《经济增长》，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著，何晖、刘明兴译，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9. 《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 C·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著，厉以平等译，华夏出

版社。 

10.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C·诺斯著，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 

11. 《比较制度分析》，青木昌彦著，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12.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奥利弗·E·威廉姆森著，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 

13.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Avner Greif，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著，海闻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5. 《发展经济学》，德怀特·H·波金斯、斯蒂芬·拉德勒、唐纳德·R·斯诺德格拉斯、

马尔科姆·吉利斯、迈克尔·罗默著，黄卫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6. 《计量经济学导论》，杰弗里.M.伍德里奇著，费剑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7. 《博弈论》，朱·弗登博格、让·梯若尔著，黄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8. 《转型与经济学》，热若尔·罗兰著，张帆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 《合同理论》，帕特里克·博尔顿、马赛厄斯·德瓦特里庞著，费方域等译，上海三联

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 《经济学、组织与管理》，保罗·米尔格罗姆、约翰·罗伯茨著，费方域主译，经济科

学出版社。 

21. 《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让-雅克·拉丰等著，陈志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2. 《产业组织理论》，让·梯若尔著，张维迎总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3. 《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让-雅克·拉丰、让·梯若尔著，石磊、王永钦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部分专业方向 

1. 亚当·斯密，《国富论》 ， 商务印书馆，1991年 

2.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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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尔科姆·吉利斯，《发展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1991年 

4.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 

5. 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 

6.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7. 约翰·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 

8. 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 

9. 奥古斯特·勒施，《经济空间秩序》，商务印书馆，1995年 

10. 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商务印书馆，1998年 

11. 瓦尔特·艾萨德，《区域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12. 埃德加·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 

13. 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 

14. 滕田昌久、克鲁格曼《空间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5. 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3 年 

16. 彼得·尼茨坎普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 

17. 彼得·霍尔《城市与区域规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年 

18. 保罗·贝罗克，《城市与经济发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19. 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年 

20. 丝奇雅·沙森（2001），《全球城市》，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 

21. 埃比尼泽•霍华德著，《明日的田园城市》，商务印书馆，2002 年 

22. 彼得·霍尔，《世界大城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年 

23. 大卫·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商务印书馆，1996年 

24. 陈秀山、张可云著，《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 

25. 陈栋生，《区域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26. 陆大道，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27. 张敦富，《区域经济开发研究》，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8 年 

28. 孙久文，《区域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9. 王一鸣，《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 年 

30. 胡兆量，《中国区域发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31. 郝寿义、安虎森主编，《区域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年 

32. 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33. 魏后凯等，《中国地区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年 

34. 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中国轻工业，2001 年 

35. 张文忠，《经济区位论》，科学出版社，2000 年 

36. 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 

37. 李小建等，《经济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38. 杨吾扬等，《高等经济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39. 王梦奎等，《中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 年 

40. 陆大道等著，《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41. Avihash K. Dixit and Victor Norma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 Buckley, Peter J., and Mark Casson,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1976.Chesbrough, H., 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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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oi, E. Kwan and James Harrigan (editor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3. Coase, Richard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S., Vol.4, London,1937. Pp.386-

405. 

4. Dixit, Avinash and Victor Norma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1980 

5. Douglas A. Irwin, "Free Trade Under F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6. Dunning, J.H. &Lundan, S.M. 2008.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2nded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7. Elhanan Helpman and Paul R. Krugman,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MIT Press 

(1985) 

8. Feenstra, Robert and Wei, Shang-jin,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9. Feenstra, Robert, Offshor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MIT 2010 

10. Gene 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MIT Press (1993) 

11. Grossman, Gene M. and Kenneth Rogoff (editor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3), Elsevier North Holland (1995) 

12. Helpman, Elhanan, "Understanding Global Trade" , The Belknap Press (2011) 

13. Helpman, Elhanan, Dalia Marin, and Thierry Verdier (eds). The Organization of Firms in a 

Global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 Hymer, Stephen H.,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M.I.T. Monographs in Economics, 14, Cambridge, Mass., 1976. 

15. Jagdish Bhagwati, "Free Trade Toda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16. Jones, Ronald W. and Peter B. Kenen (editor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1), Elsevier North Holland (1984) 

17. Kojima, K. 1978.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 London: croom helm. 

18. Krugman and Helpman,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MIT,1985 

19. Markusen, James: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IT Press, 2002 

20. Masahisa Fujita, Paul R. Krugman and Anthony Vehables, "The Spatial Economy", MIT 

Press (1999) 

21. Pensore, E. T.,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3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1995. 

22. Robert C. Feenstra,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3. Russell Roberts, "The Choice: A Fable of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 Prentice Hall (2000) 

24. Williamson, O.E.,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25. 余淼杰：《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 月 

 

1. 《金融学》，博迪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投资学》，夏普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货币金融学》，米什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米什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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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货币理论与政策》，瓦什，主公人民大学出版社 

6. 《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平迪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 《金融市场理论》，艾米利奥，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8. 《金融经济学基础》，黄奇辅、李兹森伯格，清华大学出版社 

9. 《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坎贝尔，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0. 《市场的微观结构理论》，奥哈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 《连续时间金融》，默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2. 《数理金融学引论》，普利斯卡，经济科学出版社 

13. 《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莱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4. 《货币制度理论》，怀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5. 《固定收益证券市场及其衍生产品》，桑德瑞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6. 《动态资产定价理论》，达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7. 《现代财经金融译库-微观银行学》，弗雷克斯、罗歇著，刘锡良主译，西南财经大学出

版社。 

18. 《比较金融系统》，富兰克林·艾伦、道格拉斯·盖尔等著，王晋斌等译，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19. 《公司金融理论》，让·梯若尔著，王永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 《金融理论与公司政策》，科普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1. 《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奥利弗·哈特著，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2.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1. 《21 世纪资本论》，皮凯迪，中信出版社 

2. 《以自由看待发展》，阿玛蒂亚·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4. 《人力资本》，贝克尔，北京大学 

5.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贝克尔，上海人民出版社 

6. 《二元经济论》，刘易斯，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7.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吴敬琏，上海远东出版社 

8.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林毅夫，上海人民出版社 

9. 《中国的奇迹》，林毅夫，上海人民出版社 

10.《中国经济转型》，邹至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张曙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2.《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世界银行 

13.《现代劳动经济学》，伊兰伯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4.《劳动经济学》，卡赫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5.《劳动经济学》，Borjas，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6.《当代劳动经济学》，麦克南，人民邮电出版社 

17.《劳动力市场经济学》，桑普斯福特，中国税务出版社 

18.《微观计量经济学》，卡梅隆，机械工业出版社 

19.《横截面与面板数据的经济计量分析》，伍德里奇，中国人民出版社 

20.《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赵人伟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赵人伟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2.《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 III》，李实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3.《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 IV》，李实等，人民出版社 



17 
 

24.《经济转型的代价》，李实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5.《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研究》，赖德胜等，人民出版社 

26.《中国就业 60 年：1949-2009》，赖德胜等，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 

27.《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速水佑次郎，社科文献出版社 

28.《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梅尔、劳赫，上海人民出版社 

29.《微观发展经济学》，巴德汉、尤迪，北京大学出版社 

30. The Analysis on Household Survey，Deaton 

31.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Labor Markets，Tito Boeri 

32.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33. Urban Labor Economics，Zenou 

34.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35.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36. Wage Dispersion，Mortensen 

37Handbook of Education Economics  

38.Handbook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Economics  

 

三、期刊 

（一）国内 

1. 中国社会科学 

2. 经济研究 

3. 金融研究 

4. 经济学季刊 

5. 管理世界 

6. 世界经济 

7. 中国工业经济 

 

（二）国外 

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 Journal of Finance 

6.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8. Econometrica 

9.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0.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Economic Journal 

12.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3.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4.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5.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6.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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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 

18.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 

19.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 China Quarterly 

21.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2.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3.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4. IZA working paper 

25. NBER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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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质量标准 

 

一级学科名称：         应用经济学   

 

第一部分  博士学位的质量标准 

一、 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本学科博士生应当系统掌握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基本框架和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方法，熟

悉所涉研究领域的前沿进展，并能将相应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对相关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与研

究，得到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成果。 

1．基本理论知识 

经济学理论知识与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高级微观

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知识。学生应学会建立经济理论模型，进行逻辑推导和经验

检验的基本范式。 

2．开展经验研究的应用计量分析技术 

熟练掌握历史分析与辩证分析方法，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具备较强的逻辑推导能力和相

应的数理知识。包括进行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与技术；恰当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模型、开展数据和

资料分析的技术；进行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和相应软件技术。 

4．外语 

应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够用外语准确表达学术理念和思想，与外籍学者或学生

用外语进行顺畅沟通，具备在国际专业期刊发表外文文章、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独立专题演讲的

能力。 

二、 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学术能力 

1. 基本素质 

   本学科博士生应诚实可靠、学风严谨、品德良好，具有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恪守学术道德规范，熟

知本学科领域前沿问题和学术前沿知识，应成为具备创新能力的学术领先人才。 

2. 学术能力 

（1）知识获取能力。能够批判性地阅读经典与前沿文献，具有系统整理、识别有关理论研究和现

实重大问题的信息源的能力，并能有效地获取信息、批判性地评价信息、准确和创造性地利用信息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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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2）学术鉴别能力。能够对各种理论观点进行比较和分析，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分析，

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建议。能够确定新的前沿问题，理解所要进行的研究如何能够

增加已有的学科知识。 

（3）科学研究能力。能够独立发现问题，进行研究设计，运用并发展基本学科知识和技术手段开

展本学科领域知识探究的活动；具备将研究过程和结果进行文字表达的能力；能够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 

（4）学术创新能力。应具有创新性思考的能力，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能够对相关

知识和信息迸行批判、综合，并形成新思维、新观点和新理论。 

（5）学术交流能力。应经常参与撰写与经济学相关的学术报告，参加地区性的、全国性的或国际

性的学术会议，以便有机会与同行建立广泛的联系，参与科学讨论，充分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和专业能

力。 

（6）教学与学生培养能力。应掌握教学技巧、熟练运用教学辅助工具、熟知本学科领域学生培养

过程，毕业后能有效的在本学科领域开展教学与学生培养的能力。 

三、培养过程的基本要求 

课

程

学

习 

 

 

博士课程学习至少满 27 学分，博士课程由公共必修课和学位基础课(一级学科平台课程、学科前

沿研讨课和高级研讨课）及必修环节构成。 

科

学

研

究 

详见各单位附件 

学

术

交

流 

 

详见各单位附件 

学

术

报

告 

详见各单位附件 

 

淘

汰

机

博士生中期考核要求 

博士中期考核内容包括： 

 思想品德、学术道德规范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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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课程学习及专业知识综合考试 

 开题报告及经典与前沿文献阅读 

博士中期考核，由导师负责组织。须在第三学期末完成。考核小组须由至少三位博导（或教

授）组成。 

综合考试的内容包括学位基础课、专业理论知识；经典与前沿文献阅读主要包括国内外顶尖

专业期刊的最新前沿论文等；学术道德规范考查，主要考查已有研究成果或提交的课程作业内

容，是否符合学术道德规范；开题报告主要考察选题是否前沿、研究方法是否科学、结构安排是

否合理、文献回顾是否充分、研究计划是否可行等。 

考核结果及处理办法，详见研究生手册。 

预

答

辩 

博士生须在第五学期末或者第六学期初进行预答辩，预答辩专家由至少 3位博导、教授组

成，预答辩通过，方可申请答辩。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选

题

和

综

述

的

要

求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生本人独立完成。 

选题与综述的要求 

( 1 )论文选题：在博士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选题非常关键，选题既可以侧重于专业基础研

究，也可以侧重于专题研究或对策研究，或是三种研究的综合。 

博士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了解主攻研究方

向的历史和现状，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己的学位论文研究题目，并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做论文开题报

告。 

博士生学位论文选题要密切结合本学科发展或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能够体现出

在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先进性、开拓性或前沿性。 

理论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主要围绕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的现实

和理论问题展开，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得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2)文献综述：博士生首先必须要了解知识的现状，必须能够充分利用前人在研究中所获得的知

识或看法，从他们的工作中吸取营养或研究成果。 

文献综述应当对要进行评论的文献进行概括而不是重复，然后进行分析、比较和对照，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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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集中地对先前的研究的优点、不足和贡献进行分析和评价是文献综述的一个基本方面。 

在文献综述撰写中，没有正确地将一个观点或研究成果归于它的原作者是学术不规范的一种

表现，文献综述必须提供恰当的、准确的资料来源。 

规

范

性

要

求 

2.规范性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且完整的学术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本人独立完成，严

禁造假和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必须符合学术规范要求，引用的材料必须注明出处，采用合作者或

他人的思想和研究成果，需要做出明确注释。博士学位论文一般应依次包括下述几部分: 

(1)封面。 

(2)版权声明。 

(3 )题目：准确概括整个论文的核心内容，简明扼要。 

(4)中文摘要:简要说明论文的目的、内容、方法、成果和结论;要突出论文的创新之处;语言力求

精练、准确。在中文摘要的最下方另起一行，注明论文的关键词 (3-5个)。 

(5)英文摘要:英文摘要上方应有题目，内容与中文摘要相同。 

(6)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 

(7)序言(或绪论、导论):内容应包括本课题对学术发展、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

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述评，论文要解决的问题，论文运用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基本思路和

行文结构等。 

(8 )正文:学位论文的主体。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和选题情况，正文可以有不同的写作方式，但必

须言之有理，论据可靠，严格遵循本学科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 

(9)注释:可采用脚注或尾注的方式，按照本学科国内外通行的范式，逐一注明本文引用或参考、

借用的资料数据出处及他人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严禁抄袭剽窃。 

(1 0)结论:论文结论要明确、精炼、完整、准确，突出自己的创新性或新见解。应严格区分本人

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科研成果的界限。 

( 11 )参考文献:按不同学科论文的引用规范，列于论文正文之后。 

(1 2 )附录:包括正文内不便列入的公式推导、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缩略语等有关说明、其他

对正文的必要补充等。 

(1 3 )作者的致谢、后记或说明等一律列于论文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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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授权使用说明。 

( 15 )封底。 

创

新

性

要

求 

创新性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体现出博士生在本学科领域做出的创造性学术成果。要求博士生对所研究的

课题在研究领域开拓、论证资料运用、角度选择、观点形成、方法应用、理论表述等方面具有创

新性，并对学术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有较重要的意义，研究成果要具有一定的价值(包括

学术价值、经济与社会价值)。研究成果要能够对社会做出无形或有形的贡献，或者增加了人们

对经济行为和社会秩序的理解，增加了新的经济学知识，或者从研究成果中诞生出重大的可用于

实践的革新技术，增强了经济的竞争力或经济决策与管理的水平。 

五、 发表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 

详见培养单位附件 

六、 其他要求 

详见培养单位附件 

 

 

 

 

第二部分  硕士学位的质量标准 

一、 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本学科现有区域经济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四个硕士学位学科。 

本学科硕士生应掌握的基础知识包括，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西

方经济学基本理论；能够运用数理工具进行经济分析，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进行口头和书面交

流。 

全面系统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熟悉经济理论发展的前沿动态，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能够

阐释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能够提供有一定价值的经济政策建议。 

熟练掌握文献和资料查询技能，能够有效地寻找学术资源；具备一定的调查研究的经验和技能，能

够通过调查研究，为从事的特定研究主体提供详实的资料和实践基础。 

二、 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学术能力 

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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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素养 

本学科硕士生应具有较好的才智、涵养和创新精神;具有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

具有较强的学术领悟能力和表达能力;遵循学术研究伦理，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地遵守学术规

范。 

2.学术道德 

本学科硕士生应注意科学研究的严肃性，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及借鉴他人的研

究成果做出明确而又准确地表述。 

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的能力 

本学科的硕士生应当具备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有效获取研究所需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的能力:具

有文献检索、信息搜集、数据处理的基本能力;具备通过自主学习、导师指导、课堂学习、项目参与、专

业交流、辅助教学等途径获取从事研究和实践工作所需的全面知识的能力 

2、科学研究能力 

本学科的硕土生应具备用经济理论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能力和对经济政策进行论证的能力，具备

评价已有的经济理论和研究成果的能力，具有调查研究的能力，能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还必须具备一定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能提供有效思路，并给出合乎学理

逻辑的论证，以清晰的语言予以表达。 

3.实践能力 

本学科的硕士生应当善于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研究成果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积极

地去接触和调研现实的经济生活，能够为现实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提供有一定价值的建议，在经济和

社会发展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具备良好的协作精神和一定的组织能力。 

4.学术交流能力 

本学科硕士生应善于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本学科的硕士应初步具备运用经

济学的专业术语进行富有逻辑、简练准确、清晰而富有层次的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的能力。具备在具有

一定专业程度的学术期刊、学术网站、学术研讨会、学术咨询平台中发布自己的学术成果的能力。 

三、培养过程的基本要求 

课

程

 

硕士研究生须修满至少 37学分课程。硕士课程由公共必修课，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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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业方向课和必修环节构成。 

实

习

实

践 

实践活动形式多样，可以利用寒暑假从事社会调查、科研实践、兼职实习、教学实践等工作。

工作量应不少于 30日。考核合格者方能获得 2学分，并按考核等级记入成绩单。 

实践结束后，研究生填写实践活动考核表，并撰写不少于 3000字的总结报告，由实践指导教

师考评并加盖单位公章，在第四学期初交给学院。 

 

淘

汰

机

制 

中期考核内容包括： 

 思想品德、学术道德规范 

 课程学习及专业知识综合考试 

 开题报告及经典与前沿文献阅读 

 中期考核时间遵从研究生院中期考核的通知，一般在第三学期末第四学期初进行。中期考核由

系主任负责，考核小组须由至少三位硕导组成。考核结果及处理办法，届时详见研究生院中期考

核的通知及研究生手册。 

专业基础知识考查的内容包括专业方向课、学位专业课和学位基础课的主要内容；经典与

前沿文献阅读主要包括国内外顶尖专业期刊的最新前沿论文等；学术道德规范考查，主要考查提

交的课程作业论文及已有研究成果是否符合学术道德规范；开题报告主要考察选题是否前沿、研

究方法是否科学、结构安排是否合理、文献回顾是否充分、研究计划是否具有可行性等。 

四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规

范

性

要

求 

本学科硕士论文选题主要围绕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的问题展开，要

对该学科方向中涉及的一些重要观点能够形成自己的理解和认识，研究成果能够服务于现实经济

建设需要。 

本学科的硕士学位论文应当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学位论文文字正确，语言通顺，数据可靠，

表述清晰，引述准确，格式严密，参考文献列举恰当，图、表、公式、单位等符合规范要求，力

避剽窃、抬高、贬低、曲解或淡化他人学术观点。 

质

量

要

本学科的硕士学位论文应保证学术质量，在某一领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实践价值。在理论

价值方面，应做到选题合理、材料可靠、举证恰当、论证严密、表达清晰、观点正确，富有一定

的创新特征。在实践价值方面，针对现实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提出具有一定价值和指导意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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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及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硕士学位论文应阐明选题的目的和学术意义，或对社会发展、文化进步

及国民经济建设的价值;作者应在了解本研究方向国内外发展动向的基础上突出自己的工作特点，

对所研究的课题应有新的见解。 

五、 其他要求 

详见培养单位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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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培养单位自行规定 

一、培养方式与培养环节 

1.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学术活动要求： 

 硕士须参加学院一年一度的研究生学术论坛，方可申请答辩。 

 硕士须在第 1、第 2、第 3、第 4学期，每学期参加 2次学院各系组织的 seminar或

学院层面的讲座，并每次写出随感 1500字，一周内交给学院。 

 硕士答辩申请日之前必须在 CSSCI 期刊，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

第二作者）发表论文至少 1篇，须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名义发表,

正式的用稿通知有效。 

2.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科研活动要求 

 博士申请答辩前，须参加 2 次学院组织的研究生论坛，须向研究生论坛提交 1 篇

论文。 

 参加由学院组织的大型讲座 2次，并写出 2000字的随感，一周内交给学院。 

 博士生申请答辩前，必须在我校社科处规定的 B类或 B类以上期刊发表论文至少

1篇； 或者 C类期刊（C类期刊不包括在国内外非 SSCI英文期刊）发表论文至

少 2篇；或者 C类期刊 1篇（C类期刊不包括在国内外非 SSCI英文期刊）、CSSCI

期刊 2篇。同时，必须是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

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名义发表。正式的用稿通知有效。 

3.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国际化经历要求 

满足下列情形之一： 

 短期出国访学至少 3个月 

 公派联合培养 

 向国际会议提交论文 

 全程修读 1门全英文研究生课程，取得 1学分 

 全程选修聘请外教授课项目课程 1 门。 

4.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硕士生培养环节附加要求 

 研究生必须参加导师的课题研究，通过研究实践全面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强调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特别要掌握经济学前沿研究方

法，掌握数量分析方法，提升数据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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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期间必须以第一作者（与导师合作可为第二作者）发表 1篇学术论文

（等级等同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参与著作或报告写作 1部。 

 中期考核在硕士生课程学习阶段基本结束时进行，内容包括思想品德、课程

学习、科研能力的综合考核。经考核，学习成绩优秀、科研能力强、思想品

德好的硕士生，可申请提前毕业；学习成绩合格，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思

想品德合格的，进入撰写硕士论文阶段；学习成绩差或明显表现出缺乏科研

能力的或思想品德不合格的，或因其它原因不宜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的，按研

究生院相关规定处理。课程学习与教学环节应按培养方案规定的教学要求进

行成绩考核。成绩考核分考试和考查两种。  

5.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硕士生培养环节附加要求 

 博士研究生必须在博士学习期间参加科研活动，独立申报和参与申报基金课

题，毕业时导师根据博士生科研任务完成情况给定成绩和学分。 

 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由导师推荐在国外大

学或学术机构交流学习 3月以上，或在海外参加国际会议并提交论文，或发

表英文论文一篇（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 

 中期考核在博士生课程学习阶段基本结束时进行，内容包括思想品德、课程

学习、科研能力的综合考核。学习成绩合格，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思想品

德合格的，进入撰写博士论文阶段；学习成绩差或明显表现出缺乏科研能力

的或思想品德不合格的，或因其它原因不宜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按研究生

院相关规定处理。课程学习与教学环节应按培养方案规定的教学要求进行成

绩考核。成绩考核分考试和考查两种。 

 博士发表文章的要求与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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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位质量标准 

 

1、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科学研究的要求 

 博士申请答辩前，须参加 2 次学院组织的研究生论坛，须向研究生论坛提交 1 篇

论文。 

 参加由学院组织的大型讲座 2次，并写出 2000字的随感，一周内交给学院。 

 博士生申请答辩前，必须在我校社科处规定的 B类 

或 B类以上期刊发表论文至少 1篇； 或者 C类期刊（C类期刊不包括在国内外非 SSCI英

文期刊）发表论文至少 2篇；或者 C类期刊 1篇（C类期刊不包括在国内外非 SSCI英文期

刊）、CSSCI期刊 2篇。同时，必须是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

者）、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名义发表。正式的用稿通知有效。 

2.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国际化经历要求 

满足下列情形之一： 

 短期出国访学至少 3个月 

 公派联合培养 

 向国际会议提交论文 

 全程修读 1门全英文授课研究生课程，取得 1学分 

 全程选修聘请外教授课项目课程 1 门。 

3．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发表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申请答辩前，必须在我校社科处规定的 B 类或 B 类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至少 1篇； 或者 C类期刊（C类期刊不包括在国内外非 SSCI英文期刊）发表

论文至少 2篇；或者 C类期刊 1篇（C类期刊不包括在国内外非 SSCI英文期

刊）、CSSCI期刊 2篇。同时，必须是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

为第二作者）、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名义发表。正式的用稿

通知有效。 

4．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其他要求 

 博士须参加至少 2 次学院举办的研究生学术论坛，同时须向学院研究生论坛提交 1

篇论文方可申请答辩。 

 博士须在第五个学期期末交学位论文初稿，论文初稿导师负责审核，审核通过第六

学期方可申请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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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其他要求： 

 硕士须参加学院一年一度的研究生学术论坛，方可申请答辩。 

 硕士须在第 1、第 2、第 3、第 4学期，每学期参加 2次学院各系组织的 seminar或

学院层面的讲座，并每次写出随感 1500字，一周内交给学院。 

 硕士答辩申请日之前必须在 CSSCI 期刊，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

第二作者）发表论文至少 1篇，须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名义发表,

正式的用稿通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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