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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概况与年度发展目标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概况 

湖南师范大学理论经济学学科的历史可追溯到 1938 年原国立师范学院，当

时开设了经济学、近代外国经济史、中国经济组织、国际政治经济等经济学课程。

1953 年，原湖南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成立，下设政治经济学教研组。1993

年，中国消费经济学主要创始人、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得主尹世杰教授调入我

校工作，他创办的《消费经济》杂志也落户我校。1995 年，学校在政治教育本

科专业高年级分流开设经济学专业，并与原湖南财经学院联合招收经济学研究生。

1998 年开始招收经济学硕士生，2011 年获得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并成

为湖南省重点学科。2013 年招收经济统计等方向博士生。2015 年获批湖南省社

科研究重点基地——大国经济发展研究基地。2016 年开始的国家“双一流”建

设给理论经济学科发展带来了新机遇，2018 年初获得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

点，下设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五个二级学科；同年，理论经济学被湖南省政府确定为“国家一流培育学科”。

2019 年学科建设再次取得突破，先后获批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湖南省重

点实验室——宏观经济大数据挖掘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理论经济学科现由国家“万人计划”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欧阳峣教

授领衔，共有 55 名教师，其中，教授 17 人，副教授 14 人，博士生导师 12 人，

硕士生导师 37 人，所有教师拥有博士学位。2022 年，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围绕

理论经济学国家一流培育学科建设，瞄准学科发展前沿，凝练学科方向，以高水

平科研和人才队伍建设助推学科建设，平台建设取得突破，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不

断完善，科研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国际交流合作逐步深化，社会服务与优秀文化

传承能力不断加强。 

（二）年度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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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台建设方面，依托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大国经济中心和湖

南省重点实验室宏观经济大数据挖掘与应用实验室，金融学专业获批国家一流本

科专业。在团队建设方面，2022 年年本学科有 1 位教授入选湖南省“芙蓉学者”

计划，2 位教师入选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和湖湘青年英才，3 位教师新

入选湖南师范大学“世承人才”计划，本学位点引进了 1 位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和 3

位国内名校的优秀青年博士。 

在人才培养方面，本学科经济学教学团队作为湖南省研究生优秀教学团队，

团队成员获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二等奖，团队成员指导的 3 名研究

生荣获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奖，多名研究生荣获国家奖学金、湖南省优秀毕业

生称号，研究生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20 余篇，多名学生在全国性重要学术会议

上宣讲论文。 

在科学研究方面，2022 年理论经济学科团队共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9 项，

其中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4 项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在《经

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等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在科

研获奖方面，2022 年本学科成员获得湖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 项，湖南

省高校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 

在国际交流方面，学科专任教师赴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知名高校进行访学。

2022 年承办的第 19 届国际熊彼特学会会议汇聚了英国牛津大学傅晓岚教授、德

国耶拿大学霍思德•汉思奇教授、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等来自全球 20 多个国家的

500 余名专家学者，探讨如何从新技术革命中寻求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为

疫情背景下通过技术进步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在社会服务方面，2022 年，2 项智库成果获得国家领导人领导批示。大国经

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陶文娜、欧阳峣撰写了题为《关于我国城市社区基层治理优化

的建议》的报告，提出了优化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推动城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

优化城市社区治理方式、激发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活力，以及优化城市社

区治理手段、建设现代化、智能化和便捷化的新型社区等对策建议。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同志审阅了该项政策报告，并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批转全国

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委员会负责人，认为“该报告针对近两年防疫新情况，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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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为着眼点，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的采纳将

对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也是我校理论经济学国家一流培育学科开

展智库服务的重要成果。 

 

 

二、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建设情况 

（一）方向设置 

本学科现下设四个方向：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和经济史。基

于学科发展与历史积淀凝练出以下特色：政治经济学偏重扩大消费需求和完善社

会保障研究；西方经济学偏重金融风险和货币体系研究；世界经济偏重大国开放

经济和国际竞争优势研究；经济史偏重大国兴衰周期和中华民族复兴研究。发挥

学校学科齐全优势，构建经济学与历史学、统计学科相互支撑机制。 

（二）师资队伍 

1.领军人才 

本学科实行积极和开放的人才政策，加大对高端创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

在新增高层次人才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集聚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学术领军人才。

2021 年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以来，本学科引进了熊瑞祥教授（“潇湘学者”特

聘教授）。本学科培养储备了一批青年拔尖人才，近两年一批优秀中青年学者脱

颖而出。2022 年，曹虹剑教授入选“芙蓉学者”计划，谢楠副教授和袁礼副教授

分别入选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和湖湘青年英才计划。 

本学科现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 人，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1 人，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人，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2 人，湖南省有突出贡献社会科学专家 1 人，湖南省优秀社

会科学专家 2 人，湖南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 1 人，3 人入选湖南省“芙蓉学

者”奖励计划，2 人入选湖南省“湖湘青年英才”计划。20 余名教师先后赴哈佛

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等世界

一流名校访问研究。 

理论经济学学科带头人：欧阳峣，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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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学者，第十九届国际熊彼特学会主席，中国商业经济

学会副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万人计划”第一批哲学社会科

学领军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

批”人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

省有突出贡献社会科学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3 项；国家软科学重大

项目 3 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等期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荣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世界政治经

济学杰出成果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湖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3 项）；

有 2 部代表性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英文版著作入选经典中国国

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政治经济学方向带头人：刘子兰，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哥伦比亚大学访

问学者。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湖南省普

通高校学科带头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及

SSCI 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省级政府奖 3 项。 

西方经济学方向带头人：李红权，教授，博士生导师，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

京都大学特邀访问研究员，湖南省普通高校学科带头人，湖南省“121”人才工程

入选者。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3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在《经济

研究》、《中国管理科学》，以及《Finance Research Letters》等 SSCI 期刊发表论

文 50 余篇；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奖励多项。 

世界经济方向带头人：汤凌霄，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斯坦福大学访问学

者，湖南省普通高校学科带头人，享受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商业经

济学会副会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与一般项目、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等课题多项；在《中国

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 50 多篇。

荣获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 

经济史方向带头人：曹虹剑，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理

事，湖南省经济学学会副理事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 项，教育部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子项目 1 项，教育部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1 项。在《管理科学学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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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业经济》等期刊发表论文 40 多篇。荣获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3 项。 

2.创新团队 

本学科依托湖南省社科研究重点基地“大国经济研究中心”，立足发展中大国

实际，瞄准国际学术前沿，逐步形成了以长沙为核心，幅射全国并且在国际上有

影响力的优秀创新人才团队。理论经济学现有专任教师 55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教师 17 人，博士生导师 12 人。 

表 1  本学位点的师资队伍 

专业技
术职务 合计 35 岁

及以下 

36 
-45 
岁 

46-55  
岁 

56-60  
岁 

61 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人数 

具有境
外经历
人数 

博导 
人数 

硕导 
人数 

正高级 17 1 5 8 2 0 16 10 12 4 
副高级 14 8 9 4 0 0 21 5 0 21 
其他 24 7 5 0 0 0 24 7 0 12 
总计 55 16 19 12 2 0 55 22 12 37 

2021 年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以来，蔡兴、熊瑞祥 2 位教师晋升为教授，

谭雪、阳旸、罗嘉、徐露允、姜建刚、易力等 6 名教师晋升为副教授，引进了 3

位两位国内著名高校博士。2022 年，曹虹剑教授入选“芙蓉学者”计划，谢楠

副教授和袁礼副教授分别入选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和湖湘青年英才计

划，姜建刚副教授、阳旸副教授、谭雪副教授、周利副教授等人入选校“世承人

才”计划青年优秀人才，共同构建高水平学科创新团队，形成优秀科研创新人才

集聚效应。 

（三）科学研究 

2022 年，本学科团队成员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共获批

国家级课题 9 项，其中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4 项，教育部人

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 项，湖南省自科面上项目 7 项，出版专著 7 部。在《经济

学季刊》、《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工业经济》、《中国管理科学》以及 SSCI、

SCI 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团队成员获得第九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

优秀成果奖，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表 2  2022 年新增的国家级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项目类别 立项时间 项目编号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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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 

1 

中国式创新的综合优

势、模式演进及体制机

制的经济学研究 

欧阳峣 
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 
2022 年 11 月 22&ZD052 80 

2 

大国效应、内生能力与

新发展阶段经济转型机

制研究 

欧阳峣 
国家社科基

金重点项目 
2022 年 9 月 22AJL001 35 

3 

“双碳”目标下产业政策

引导新能源产业高质量

创新研究 

曹虹剑 
国家社科基

金一般项目 
2022 年 9 月 22BJY059 20 

4 

全球供应链重构对我国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机制及推进策略研究 

颜李朝 
国家社科基

金一般项目 
2022 年 9 月 22BJY018 20 

5 
老年人失能状态评估和

长期护理需求研究 
黄娅 

国家社科基

金一般项目 
2022 年 9 月 22BTJ058 20 

6 
“灰犀牛”金融风险的协

同监管研究 
罗嘉 

国家社科基

金一般项目 
2022 年 9 月 22BJY166 20 

7 
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测度、定价及监管研究 
李红权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项目 

2022 年 9 月 72271090 43 

8 

劳动力－产品双边市场

扭曲影响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微观机制与政策

优化研究 

戴家武 

教育部人文

社科基金青

年项目 

2022 年 9 月 22YJC790019 8 

9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产品

区域品牌赋能产业集群

升级的机制与治理对策

研究 

陈漫 

教育部人文

社科基金青

年项目 

2022 年 9 月 22YJC630008 8 

 

表 3  2022 年部分代表性论文与著作 

序

号 

第一作

者 
论文题目 

发表/出版时

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级别与收

录情况 

1 熊瑞祥 劳动保护与私营企业出口 2022-07-01 经济学季刊 

一类 A 级

刊物

-CSSCI 



 - 7 - 

2 汤凌霄 

美联储能够有效履行国际最后贷

款人功能吗 ——基于货币互换对

象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2022-08-14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一类 B 级

刊物

-CSSCI 

3 曹虹剑 
创新政策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创新质量 
2022-12-07 中国工业经济 

一类 B 级

刊物

-CSSCI 

4 
欧阳资

生 

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溢

出效应研究 
2022-10-26 统计研究 

二类刊物

-CSSCI 

5 肖和录 
基于机会约束随机 Index-DEA 

的投资组合效率评价 
2022-09-15 中国管理科学 

二类刊物

-CSSCI 

6 谭雪 财务报告信息冗余的审计效应 2022-05-28 审计研究 
二类刊物

-CSSCI 

7 
欧阳资

生 

嵌入网络舆情指数的中国金融机

构系统性风险传染效应研究 
2022-04-20 中国管理科学 

二类刊物

-CSSCI 

8 

谢迟通

讯，校

外一作 

Measurement, decomposi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of digital  

global value chains 

2022-10-11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二类刊物

-SCI 

9 谢楠 

Game Model of Green Financial 

Supply Chain Based on 

Government Subsidy Analysis 

2022-06-08 IEEE Access 
二类刊物

-SCI 

10 

罗嘉一

作，校

外通讯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 

Efficient Electronic Bank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Data Warehouse and Data 

Mining Processing 

2022-11-01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二类刊物

-SCI,SSCI 

11 

肖和录

一作，

校外通

讯 

Estimation of portfolio efficiency in 

nonconvex settings: A free disposal 

hull estimator with non-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2022-09-15 

Omega-Internatio

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二类刊物

-SCI,SSCI 

12 徐露允 

Effects of inventive capabilities o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the knowledge 

combination view 

2022-07-31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二类刊物

-SSCI 

13 

欧阳资

生一

作，校

外通讯 

Does the source of oil price shocks 

matter for the systemic risk? 
2022-07-20 

Energy 

Economics 

二类刊物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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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刘子兰

一作，

黄娅通

讯 

Optimal Time-Consistent 

Investment and Premium Control 

Strategies for Insurers with 

Constraint under the Heston Model. 

2022-03-22 Mathematics 
二类刊物

-SSCI,EI 

15 
欧阳资

生 

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溢

出效应研究 
2022-10-26 统计研究 

三类刊物

-CSSCI 

 

表 4  2022 年主要获奖 

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 

获奖 

年度 

1 
第九届张培刚发展

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无等级 

大国发展道路：经验

和理论 

欧阳峣，汤凌霄，袁

礼，袁冬梅，罗富政，

曹虹剑，易先忠，李

君华，陈琦，张杨 

2022 

2 
第十五届湖南省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大国发展道路：经验

和理论 

欧阳峣，汤凌霄，袁

礼，袁冬梅，罗富政，

曹虹剑，易先忠，李

君华，陈琦，张杨 

2022 

3 
第十五届湖南省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促进消费持续增长的

长效机制与政策研究 

刘子兰，郭新华，袁

礼，宋泽，刘辉，蔡

兴，何昀，罗娟 

2022 

（四）平台建设 

本学科高度重视产学研平台的建设，鼓励并支持本学科相关专业师生申报各

类项目，大力加强产学研环节的整合，在 2020 年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在研究生培养平台建设方面，以湖南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国经济发展研究

中心，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宏观经济大数据挖掘与应用重点实验室；理论经济学

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国家旅游局研究基地旅游产业发展与扶贫研究

基地等重点支撑平台，获批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和省级研究生

培养创新基地各 1 个。依托这些平台，2022 研究生与导师合作在《世界经济与

政治》《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和 SCI、 SSCI 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

共有 10 余人获得国家级、省级奖励，在“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

生统计建模大赛”中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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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位授权点人才培养情况 

（一）党建及思政工作情况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依托湖南省首批“三全育人”试点改革单位，突出学科优势和校园文

化，构建特色鲜明的思政育人体系和机制。 

其一，基于经济学科优势，强化课程思政教育。依托学校“全国高校首家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院”，结合《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大国发

展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等课程思政特色，将思想教育融入整个课程体系。基

于课程思政成果，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政专项课题、湖南省高校思政

工作科研育人精品项目、省辅导员专项课题、省优秀辅导员团队项目、共青团湖

南省委团工作研究项目等。 

其二，基于“党建+”模式，打造课程思政团队。积极探索“党建+导师”“党

建+育人”“党建+科研”模式，构建党委领导的思政育人团队。学院专职辅导员

中涌现了扎根学生工作 17 年获评校“育人先锋”“三育人先进个人”的资深辅导

员，入围“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的专家型辅导员。选聘优秀教师和业界专

家担任兼职辅导员、班导师和实践导师，涌现了湖南省干部教育培训名师，深耕

政治经济学理论建国前入党的离休优秀教师，爱生如子的校十佳班导师等。 

其三，依托三全育人机制，强化潜移默化功能。做好三全育人顶层设计，将

思想教育融入学生成长全过程，教学、科研、管理和后勤服务全岗位，以及综合

测评、奖学金评比、社会实践和网络媒体全方位，强化潜移默化育人功能。先后

有学生入选全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全国高校青年党员骨干培训示范班，

获评“全国优秀共青团员”“湖南省普通高校百佳大学生党员”“湖南省优秀共青

团员”“学校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其四，构建导师师德师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学院成立师德师风建设领导小组，

形成学校、学院、学科“三级联动”，内部质量监控与外部评估相结合的长效机

制。将师德师风教育贯穿于新进教师培训、骨干教师和学术带头人培育、教学科

研团队建设之中。把师德师风评价融入教师选聘、绩效考核、职称评聘和人才项

目推荐，实行“一票否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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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培育符合学科特色的优质导师队伍。先后有 1 位教授入选“国家万人

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 位教授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

人选，1 位教授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1 位教授入选财

政部会计名家工程，3 位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4 位教授获

评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3 位教授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

3 位教授被评为湖南省“芙蓉学者”。 

（二）生源情况、招生规模和结构 

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国家及省教育厅的政策要求，坚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原则选拔、招收研究生，按年度制定并严格执行《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复试

录取工作办法》等文件。积极开展招生宣传，生源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近三年

全日制研究生报考数量分别为：22 人、20 人、25 人，录取比例为：68%、61%、

48%，招生数量分别为：14 人、12 人、12 人，总计 38 人，其中，双一流高校毕

业生约占 30%左右；2017 年本学位点开始按照一级学科招生。 

（三）课程改革和建设情况 

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计合理，理论与实践统一。基础理论

课程有 4 门课程，包括中级政治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和高

级计量经济学，总学时 176，总学分为 11。独立开设的实践性课程 1 门，与企业

联合开设的实践性课程为 1 门。 

其一，坚持以科研促教学。利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成果，编撰大国

经济系列教材，《大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生教材）入选“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并

获批湖南省研究生高水平教材，《养老金经济学》获批湖南省研究生高水平教材，

《大国发展道路：经验和理论》（博士生教材）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

库”和“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新时代世界经济学》构建了中国风格的世界经济

学理论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经济学做出了积极贡献。 

其二，组建优秀学科团队。依托经济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理论经济学教学

团队作为湖南省研究生优秀教学团队，通过联合攻关打造品牌课程，《发展经济

学专题》课程获评“湖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国际贸易支付与结算》课程获评

“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国际结算》课程获评“教育部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

课”，《中级财务会计学》《酒店管理概论》获评国家级一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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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提高国际化水平。通过举办“世承班”使优秀本科生可以选修研究生

课程，通过建立大科城优质课程联盟实现与中南大学、湖南大学课程资源共享，

通过聘请国内外名师开设“网络课程”共享国际性优质课程资源。 

（四）创新工程实施情况 

本学位点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实践环节 2 学分，其中科研实践 1 学分，社

会实践 1 学分。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生均应参加科研实践和社会实践。有 6 人获

批省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在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湖南省 MPAcc 企业

案例大赛等创新实践活动斩获佳绩。近五年开设实践性课程 5 门，与企业联合开

设实践性课程 4 门，合作单位包括：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大连商品交易所、

湖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 

（五）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 

学位点定期聘请约克大学和南亚大学等国外高校教授讲授课程。近五年聘请

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知名学者来校举办

讲座逾两百场。多名学生在外校举办的学术会议以及本校主办的大国经济论坛等

宣读论文；学生还通过 workshop 等主讲论文。近三年研究生国内学术交流为 145

人次，来华交流学生人数为 17 人。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口头报告的学

生人次 14 人次，交流经费由学校或导师出资，累计经费约 20 万元。 

（六）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构建了完备的学位论文质量保障和监控体系，对学位论文质量实施全程监控。

学校和学位点制定了《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实施管理办法》、

《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预审管理办法》、《湖南师范大学关于对研究生论

文进行查重检测的实施办法》、《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实施办法》、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等文件，对学位论文从选题、

开题、指导、预答辩、论文查重、双盲评审、答辩和学位评定等环节进行了严格

规定，确保学位论文质量，对在论文评阅中出现 1 个 D 等级或者 2 个 C 等级的

论文的，要求推迟毕业。 

在导师悉心指导和严格质量监控下，本学位点学位论文质量良好。在学位论

文盲审中，双“A”评价论文达到 20%。在省学位办和学校学位办组织的抽检中，

未出现“存在问题”学位论文。近五年获得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 2 篇，校优秀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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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论文 2 篇。 

（七）学位授予及就业情况 

从 2022 年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本学位点升学学生人数最多，占 50%；在

国有企业工作的毕业生次之，占比 29%；民营企业吸纳的毕业生排名第三，占比

21%；其他类型单位就职人数占比见下表。 

表 6  2022 年毕业生就业情况 

就业单位 总人数 占比% 

党政机关 0 0 

高等教育单位 0 0 

科研设计单位 0 0 

其他事业单位 0 0 

国有企业 4 29% 

民营企业 3 21% 

三资企业 0 0 

升学 7 50% 

 

四、学位授权点社会服务情况 

本学科自觉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重大基础性

工作、急重难事件，努力提高服务社会经济需要的能力。 

第一，立足学科前沿，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依托重点基地探索经济转型战略，

服务国家经济发展。以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为平

台，深入探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大国内生能力，提出以内需为主的大国经济发

展道路以及依托庞大国内市场的大国出口模式，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支撑。 

发挥自身组织网络及专业人才优势，集中专家资源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学科

团队先后承担国家和省级重大项目 20 余项，撰写了系列高水平政策报告，《“两

型”社会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建议》入选国家社科办《成果要报》，《借鉴新加坡

经验推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报告》《创建长株潭都市圈和国家中心城市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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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学科前沿和热点问题，定期组织战略研讨。每年一次的

大国经济小型国际论坛，先后邀请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斯坦福大学罗斯高教授、

霍普教授，牛津大学墨菲教授，奥格斯堡大学汉思奇教授和北京大学姚洋教授，

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等国内外名师作中国发展问题的学术报告，为国家战略需求提

供决策参考，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第二，扎根湖南实际，服务湖南“三高四新”战略。依托重点实验室挖掘宏

观数据，服务湖南经济发展。以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宏观经济大数据挖掘与应用实

验室为平台，开发湖南省经济运行监测系统，为省政府提供高精准的经济预测服

务，并根据真实数据进行政策仿真以辅助政府决策。 

立足湖南实情，充分调查研究，为“三高四新”战略的实施、服务现代化新

湖南建设建言献策。一方面，学科团队关于“把长株潭整合建成国家中心城市”

的建议，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同志肯定性批示，并被国家《长江经

济带发展纲要》采纳；“以深入的工业化推进湖南经济集约发展”的建议，荣获

湖湘智库研究“十大金策”奖；“湖南面临经济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的建议，

获得时任湖南省省长、时任省委书记许达哲同志充分肯定，被当年湖南省政府工

作报告采纳；“以公平有力政策促进企业发展的对策研究”，获湖南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党组成员陈文浩同志充分肯定；“中部地区的反梯度推移战略”的建议，

受到国家和省政府部门的认同，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学科团队主持

多项长沙市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聚焦长沙市经济发展战略的相关重大问题研

究，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和对策，并形成整体性研究成果，受

到长沙市委和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 

依托教学平台，培育青年人才。联合华夏保险、财信证券等知名企业，连续

17 年举办岳麓山大学城金融文化节，成为省内最盛大的商科类学生品牌活动与

人才培养高地，培养了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数万学子。 

第三，积极参与社会公益研究，服务重大基础性工作。依托学科优势，服务

社会公益组织。学科团队与湖南省水资源研究和利用中心合作，就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及综合管理、水资源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等方面内容，向亚欧会议、

亚欧各国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建议及技术咨询，组织亚欧会议成员在水资源利用和

综合管理方面合作研究、科技交流、技术转移及示范推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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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社会公益研究专项项目，助力解决重大基础问题。学科团队参与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中国项目办公室评估小组，对由全球环境基金资助、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和青海省林业厅共同执行的“加强中国青海保护区体系管理有效性以维护生物

多样性项目”开展第三方独立评估；学科团队获 2018-2019 年度中美富布赖特研

究学者项目资助，开展保护自然资本与人类福祉、国家公园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与

创新治理的专项研究。 

 

五、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本学位点将继续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重要

使命，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利用国家“双一流”建设契机，持续提升

师资队伍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 

本学位点还需要进一步突出人才培养特色。针对这一问题，学位点将重点做

好以下改进工作。第一，持续完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着力

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教学改革与创新，探索学生、学校、用人单位与兄弟院校

多方互动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老师对教学改革进行大胆探索，积极申报教改项

目，并有效转化为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第二，进一步突出科学研究与人才培

养特色。在继承我校消费经济、大国经济等研究特色的基础上，科学研究与人才

培养做到既服务于地方和国家经济发展，又具有国际视野。第三，整合校内外优

质资源实现协同创新发展。优化整合我校理论经济学、统计学、数学、心理学、

地理学等相关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及多个相关国家级、省部级平台的优质资源。

进一步拓展与国内外知名大学、科研机构及企事业单位的合作深度与广度，提升

师资队伍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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