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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理论经济学学位授权点建设 2021 年度报告 

暨湖南省“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学报告 
 

一、党的领导 

五年来，学院党委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切实发挥学院党委在理论经济学科“双

一流”建设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

优势和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

以党建工作促进学院“双一流”建设和学科高质量发展。 

组织领导与年度计划制定。坚持党的领导，成立由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任组长的“双

一流”建设暨学科建设领导小组，统筹领导和指导的相关学科建设工作，并负责制定学

院“双一流”建设的年度计划。同时，通过例行的党政联席会议充分发挥学科建设的枢

纽作用，统一调配院内师资力量和各项资源，通过学科个人、学科梯队、学科方向之间

的有机协同，推进“双一流”建设年度计划的实施和监测。 

制度保障与绩效目标考核。学院先后出台《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理论经济学一级学

科建设规划》《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十三五”学科建设规划》《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学

科团队建设规划》《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学科建设绩效目标考核规定（实行）》等相关制

度安排，全力保障学科高质量发展。同时，根据“双一流”建设方案确定可监测的目标

任务，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定期对年度建设计划和资金预算方案实施过程、

进度、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和跟踪分析，保障稳步达成各阶段任务目标。 

党建引领与学科多维发展。在师资维度，通过学院党委规划和“双带头人”党支部

建设，坚持引培并举，建立健全人才发展和管理长效机制，确保关键人才引得进、留得

住。在师风维度，实施师资引进、职务晋升、考核评价全过程的师德师风考察。在教学

维度，推行大类培养、校企联合培养、本硕博一体化培养，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建

立健全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监控、考核与评价体系。在平台维度，党委聚焦“双一流”

建设目标全面推进内涵发展，2018 年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获批， 2019 年获批理

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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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培养 

（一）人才培养举措 

学科依托湖南省首批“三全育人”试点改革单位，突出课程思政特色优势，积极落

实导师责任，构建特色鲜明的思政育人体系。 

（1）落实课程思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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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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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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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导师责任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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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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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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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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位教授被评为湖南省“芙蓉学者”。 

（二）人才培养成效 

2021 年在校生发展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学生理想信念更加坚定，科研能力、人文素

质、身体素质和实践能力均得到增强。 

（1）学生科研能力增强，代表性论文量质齐升。2021 年，学生科研能力不断增长，

先后有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南开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学习。研究生与导师合作在《经济学动态》等 AMI

中文顶级与权威刊物以及 SSCI2 区以上期刊发表论文。学生科研成果的获得与社会实践

活动密切相关，如袁睦淇等同学在戴家武副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调查报告荣获共青团中

央评选的 2021 年“三下乡”、“返家乡”社会实践优秀调研报告；助力金融精准扶贫喜

获“挑战杯”省赛一等奖的学生调研团队等。 

（2）学生重视全面发展，全国性竞赛屡获佳绩。2021 年，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全国

大学生英语竞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大学生电子商务大赛、大

学生企业案例大赛、大学生企业模拟精英大赛以及大学生财务大数据应用能力竞赛等竞

赛中获奖。 

（3）学生理想信念坚定，思政育人效果愈益增强。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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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国家机关大学

生实习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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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了参军报国应征入伍的优秀大学生代

表、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优秀学生、参加选调服务基层的大学生村官、

自愿投身社区村口疫情防控的“最美逆行者”、一大批理想信念坚定、勇担时代使命的优

秀学生，相关事迹曾被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媒体报道。 

2021 年国家级、省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课程名称 推荐类别 主持人 课程组成员 立项级别 

经济史专题 
2021 年度研究生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研究生教育） 
欧阳峣 

曹虹剑、曾雄佩、宋

纤、魏明孔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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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称 推荐类别 主持人 立项级别 

湖南师范大学课程思政

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普通高等教育 刘子兰 省级 

2021 年学生国内外竞赛获奖项目 

序号 学生姓名 奖项名称 获奖 
等级 颁奖单位 获奖时间 学生参与 

情况 

1 叶菁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

赛（NECCS）C 类 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英

语竞赛组委会 
202111 1（100%） 

2 范智成、高继宁、

陈易琛、钟高倩 

第十四届“挑战

杯”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 

三等奖 共青团中央 202112 4（100%） 

3 
袁睦淇、陈哲润、

朱盈、欧赛群、杨

沁林 

“三下乡”、“返家

乡”社会实践优秀

调研报告 

无 共青团中央 202112 5（100%） 

4 范智成、高继宁、

陈易琛、钟高倩 

第十四届“挑战

杯”湖南省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 

特等奖 

共青团湖南省

委员会、湖南

省教育厅、省

科协、省社科

院、省学联 

202108 4（100%） 

2021 年学生代表性论文 

序号 论文或作品名称 作者及参与情况 发表刊物或首

次呈现方式 完成时间 成果特点 

1 外汇储备与外债同增悖论研究

进展 
欧阳曜亚 

（通讯作者） 经济学动态 202105 CSSCI，AMI
中文权威期刊 

2 技术创新模式转变对劳动力就

业结构的影响 
周磊 

（通讯作者） 中国人口科学 202112 CSSCI，校定

重要期刊 

3 产业集聚模式选择与城市人口

规模变化 
信超辉 

（通讯作者） 中国人口科学 202112 CSSCI，校定

重要期刊 

4 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我

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水平测评 
陈郡 

（通讯作者） 教育与经济 202112 CSSCI，校定

重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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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Impact of Challenge and 
Hindrance Stressors on Thriving 
at Work Double Mediation Based 

on Affect and Motivation 

李想 
（通讯作者）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01 SSCI 

6 
Bride price and household 

incom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李敬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02106 SSCI 

7 Effects of humor climate within 
online brand community 

蔡建 
（通讯作者） 

Marketing 
Intelligence & 

Planning 
202109 SSCI 

8 

Robust optimal strategies for an 
insurer under generalized mean-
variance premium principle with 

defaultable bond 

李满 
（通讯作者） 

Communication
s in Statistics-

Theory and 
Methods 

202109 SSCI 

国家级、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 
建设点 

专业名称 批准年度 

经济学 2019 

金融学 2020 

会计学 2020 

省级一流 
本科专业 
建设点 

专业名称 批准年度 

经济学 2019 

金融学 2020 

会计学 2020 

2021 年新增国家级、省级一流课程 

级别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主要开课平台 批准年度 

 线上一流课程 从创意到创业 孟奕爽 智慧树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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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 

线上线下混合 
式一流课程 生活中的经济学 谢  楠 超星 2021 

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一流课程 

银行信贷审查与风险

防范虚拟仿真实验 李  军 无 2021 

线上一流课程 宏观经济学 唐  玲 超星学银在线 2021 

线上一流课程 市场营销学 陈  漫 智慧树 2021 

线上一流课程 从创意到创业 孟奕爽 智慧树 2021 

国家级、省级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选题方向 
国家级或

省级 
立项年度 

新文科 
《管理学原理》课程“赋能项

目式”教学实践条件建设 
李军 

教育部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

目 

国家级 2021 

新文科 实证资产定价：方法与实践 甘顺利 

教育部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

目 

国家级 2021 

新文科 
机器学习与大数据分析新商科

前沿课程开发 
李红权 

教育部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

目 

国家级 2021 

新文科 
CFA与传统金融课程教学深度

融合的该给探索与实践 
曹虹剑 

教育部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

目 

国家级 2021 

新文科 财务共享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马巾英 

教育部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

目 

国家级 2021 

新文科 

管理会计在企业经营管理实践

中的应用（以网中网“管理会

计实战平台”为例） 

马巾英 

教育部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

目 

国家级 2019 

新文科 
“三高四新”战略下经贸类专

业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研究 
洪联英 

湖南省高校教

学改革重点项

目 

省级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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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 
“数智型”财会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与实践 
何琳洁 

湖南省高校教

学改革一般项

目 

省级 2021 

新文科 

基于“分层分级”课程体系的

金融学专业个性化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谢楠 

湖南省高校教

学改革一般项

目 

省级 2021 

新文科 
师生内隐追随对研究生学术期

望的影响机理研究 
谢楠 

湖南省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改

革研究重点项

目 

省级 2021 

新文科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

科研创新能力激励机制及提升

路径研究 

邓浏睿 

湖南省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改

革研究重点项

目 

省级 2019 

国家级、省级现代产业学院名单 

现代产业学院名称 国家级或省级 批准年度 

三一现代产业学院 省级 2021 

国家级、省级及以上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基地名称 牵头学院 基地负责人 合作单位 基地类型 国家级或

省级 立项年度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产

业经济研究部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 

商学院 欧阳峣 
湖南省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产

业经济研究部 
科教融合 省级 2021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体

育产业集团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 
体育学院 张敦南  湖南体育产业

集团 科教融合 省级 2021 

三、学术创新 

2021 年本学科科研综合实力明显提升，科研获奖数量取得稳步提升，科研获奖质量

取得重大突破。 

（1）国家级科研获奖取得重大突破 

2020 年，欧阳峣教授的著作《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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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版）荣获荣获第八届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高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是目前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级别的政府

奖项，主要是为了表彰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欧阳峣教

授是湖南省有史以来第二位获得该奖项一等奖的专家，为本学科取得重大突破。 

（2）省部级科研获奖保持良好态势 

欧阳峣教授等的成果《大国发展道路：经验和理论》获第十五届湖南省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一等奖，汤凌霄教授等的成果《新兴大国经济问题研究》获第十三届湖南省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何昀副教授参与的成果《我国文化消费提升路径与机制研究》获

第四川省第十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 年以来本学科共获得省级社科成果

二、三等奖 4 项，其中曹虹剑教授的成果《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模块化创新研究》

获第十四届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曹虹剑教授参与的成果《中国全球制造业

创新中心的建设：科技创新与 GIP 函数的视角》获第广西第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

等奖，刘子兰教授的成果《促进消费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与政策研究》获第十五届湖南

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3）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科基金项目稳步提升 

2017-2021 年共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 项。欧阳峣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道路研究”。汤凌霄教授主持课题“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与

大国经济开放的中国方案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系本学科首次该类型项目

立项。欧阳资生教授主持课题“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导

与预警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王善平教授主持课题“新形势下长效治理精

准产业扶贫异化的审计机制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李姣副教授主持课题“大

国发展经济学”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学术外译项目，系本学科首次获得该类项目立项。 

2017-2021 年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2 项。其中，青年项目增长显著，共有

8 项获得立项。欧阳峣教授主持课题“实现要素供需均衡的大国经济模型与实证研究”

获批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经费 48 万元）。李红权教授主持课题“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形成机制与监测预警研究：基于内生性和过程观的视角”获批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经

费 49 万元）。谭政勋教授主持课题“中国股票市场的长期记忆、趋势预测与重大风险识

别”获批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经费 48 万元）。李双琳副教授主持课题“不确定环境

下多级跨域协同的应急物资储运多目标鲁棒优化”获批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经费 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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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术研究水平达到新层次涌现出一批高档次科研成果 

2017 年以来，本学科在《经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5 篇，在《管理世界》发表学术

论文 1 篇，在《经济学（季刊）》发表学术论文 3 篇，在《中国工业经济》发表学术论文

2 篇，在《经济学动态》《经济科学》等中文权威期刊，以及 China Economic Review、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等 SSCI 期刊发表论文 400 余篇。其中，《新华文摘》全

文转载 10 余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30 余篇。本学科共出版学术著作 25 部，其中，

著作成果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科）一等奖 1 项、入选国家社科成果

文库 1 项，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1 项。 

（5）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独树一帜，为学科发展打造专业特色 

由欧阳峣教授领衔的大国经济研究团队，以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平

台，开创了以发展中大国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研究新领域，形成了在国内外都具有影响

力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流派。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等权威中

文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代表性著作《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入选“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成果文库”、获得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一等奖，《大国发

展道路：经验和理论》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和“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获

得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大国发展经济学》入选“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大国综合优势》入选“当代经济学文库”、获得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 

（6）研究定位服务国家和地方，科研成果转化效果十分显著 

本学科坚持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为省级政府部门提供高水平的政策建议，为湖南省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方案，

推动湖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开放崛起战略的实施。多项成果入选湖湘智库“十大金策”，

获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或被各级机构采纳应用，其中刘茂松教授的研究报告《贯彻总书

记“一带一部”优势区位重要指示，把长株潭整合建成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议》、欧阳峣教

授和汤凌霄教授的研究报告《借鉴新加坡经验推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均获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同志批示。 

2021 年国家级、省级科研奖项 

奖项名称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 获奖 

年度 
参与单位

情况 
参与学科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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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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3(1)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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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1) 1(100%) 

2021 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项目编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重点项目 21ATJ009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下系

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导

与预警研究 

欧阳 
资生 

202109-
202412 35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学术外译 
一般项目 

20WJLB010 大国发展经济学 李姣 202103-
202306 20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一般项目 21BJL068 
“实体清单”政策风险对我

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及突围路径研究 
首陈霄 202109- 

202412 20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青年项目 21CGL009 减税降费治理企业脱实向虚

的作用机制与路径优化研究 谭雪 202109- 
202412 20 

2021 年主持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项目 
编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湖南省社会

科学基金 
智库重大项

目 
21ZWA06 湖南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

放高地研究 刘茂松 202105-
202108 16 

湖南省社会

科学基金 
智库重大项

目 
2021ZXLM

S 

湖南实施“三高四新”战

略的创新思路与推进路径

研究 
刘茂松 202105-

202111 12 

2017-2021 年学科教师代表性论著 

序号 代表性论著、作品 
名称 

作者及参与

情况 
发表出版或首次

呈现情况 
完成 
时间 成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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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资企业的退出市场行

为——经济发展还是劳

动力市场价格管制？ 

熊瑞祥（第

一作者） 经济学（季刊） 202107 

知网下载 1727 次，研究

了地区经济发展与最低工

资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

为的影响。 

6 

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社

会保险参保积极性的影

响——基于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的分析 

刘子兰（第

一作者） 经济学（季刊） 202007 

知网下载 2541 次，被引

10 次，考察了最低工资

制度对企业社会保险参保

积极性的影响。 

7 
中国入世与出口增长：

关于关税不确定性影响

的再检验 

首陈霄（第

一作者） 经济学（季刊） 201901 知网下载 1912 次，被

CSSCI 期刊引用 14 次。 

8 国有企业工作经历、企

业家才能与企业成长 
郑辛迎（通

讯作者） 中国工业经济 202001 知网下载 5569 次，被

CSSCI 期刊引用 32 次。 

9 发展中大国提升全要素

生产率的关键 
袁礼（第一

作者） 中国工业经济 201806 
知网下载 3585 次，被

《经济研究》等 CSSCI 
期刊引用 63 次。 

10 人力资本、国际分工新

形态与全球失衡 
蔡兴（第一

作者） 经济科学 201706 
知网下载 562 次，被引

《世界经济研究》等期刊

引用。 

11 国际最后贷款人研究进

展 
汤凌霄（第

一作者） 经济学动态 201811 
知网下载 627 次，系统梳

理了国际最后贷款人的理

论研究体系。 

12 
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

背离——基于虚拟经济

虹吸效应的解释 

罗富政（第

一作者） 经济学动态 201905 知网下载 1097 次，被 
CSSCI 期刊引用 10 次。 

13 制度质量、金融发展与

全球失衡 
蔡兴（第一

作者） 国际贸易问题 201808 

知网下载 956 次，被

CSSCI 期刊引用 5 次，基

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全

球失衡问题。 

14 

教育对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的贡献：测量与评价

——来自全国的经验证

据(1995-2014) 

何菊莲（第

一作者） 教育与经济 201704 

《新华文摘》2017 年 15 
期全文转载，人大复印资

料《教育学》2017 年 10 
期全文转载。 

15 

产业集聚模式选择与城

市人口规模变化——来

自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的经验证据 

袁冬梅（第

一作者） 中国人口科学 201912 

人大复印资料《人口学》

2020 年 2 期全文转载，

知网下载 1268 次，被 
CSSCI 期刊引用 2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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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政府竞争、市场集聚与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罗富政（第

一作者） 中国软科学 201909 
知网下载 2143 次，被

《经济研究》等 CSSCI 
期刊引用 26 次。 

17 
人民币在岸市场的国际

影响力研究：基于修正

的溢出指数模型 

李红权（第

一作者） 
系统工程理论与

实践 
202005 

知网下载 364 次，探讨了

人民币在岸市场的影响效

应。 

18 

中国股票市场主要转折

点的识别：基于改进的

小波领袖法与逼近技术

的贝叶斯法 

谭政勋（第

一作者） 中国管理科学 201812 知网下载 589 次，被

CSSCI 期刊引用 6 次。 

19 

Corruption and private 
firms' survival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China 

姜建刚（通

讯作者）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910 所发刊物属 SSCI 一区，

被 SSCI 期刊引用多次。 

20 

Portfolio selection with 
coherent Investor's 
expectations under 

uncertainty 

李红权（第

一作者）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1911 所发刊物属 SSCI 一区，

被 SSCI 期刊引用 4 次。 

四、师资队伍 

主要方向、学科带头人及中青年骨干 

学科方向一 政治经济学和三

大攻坚战研究 
学科带头人及中青

年骨干人数 13 45 岁以下学科带头人

及中青年骨干占比 61.54% 

 教师姓名 年龄 专业技术

职务 导师类别 最高学位 本单位工

作年限 
是否第

一学科 
重要学术组织任

职及其他情况 

负责

人 刘子兰 53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 20 是 

中国消费经济学

会副会长，入选

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

划，湖南省第二

届优秀青年社会

科学专家，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首席专家，获

省社科优秀成果

二等奖 

学科方向二 发展经济学和中

国经济史研究 
学科带头人及中青

年骨干人数 11 45 岁以下学科带头人

及中青年骨干占比 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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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姓名 年龄 专业技术

职务 导师类别 最高学位 本单位工

作年限 
是否第

一学科 
重要学术组织任

职及其他情况 

负责

人 欧阳峣 60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 8 是 

教育部经济学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第 19 届国际

熊彼特学会主

席，国家高层次

人才特别支持计

划第一批哲学社

会科学领军人

才，新世纪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

选，中宣部文化

名家暨 “四个一

批”人才，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 

学科方向三 西方经济学和经

济运行机制研究 
学科带头人及中青

年骨干人数 13 45 岁以下学科带头人

及中青年骨干占比 76.92% 

 教师姓名 年龄 专业技术

职务 导师类别 最高学位 本单位工

作年限 
是否第

一学科 
重要学术组织任

职及其他情况 

负责

人 李红权 46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 17 是 

湖南省普通高校

学科带头人、湖

南省芙蓉学者人

才奖励计划、湖

南省新世纪 121
人才工程 

学科方向四 世界经济和国际

经济理论研究 
学科带头人及中青

年骨干人数 12 45 岁以下学科带头人

及中青年骨干占比 75% 

 教师姓名 年龄 专业技术

职务 导师类别 最高学位 本单位工

作年限 
是否第

一学科 
重要学术组织任

职及其他情况 

负责

人 汤凌霄 53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 5 是 

中国商业经济学 
会理事，湖南省 
商业经济学会副 
会长，湖南省

“芙蓉学者”特

聘教授，享受省

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首席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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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服务 

依托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学术论坛、国际组织和教育培训等高端平台，积极服务

于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使经济学理论研究“落地生根”，产生了广泛

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1）依托重点基地探索经济转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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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理论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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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托重大项目提供高水平政策研究报告 

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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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成

果入选湖湘智库“十大金策”，获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或被各级机构采纳应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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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利用数字

技术助推公益慈善事业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借鉴新加坡经验推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的报告》、《贯彻总书记“一带一部”优势区位重要指示，把长株潭整合建成国家中心城

市的建议》等报告获得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加快湖南汽车产业发展、完善中小企业

政策服务体系、以工业化推进湖南经济集约发展等政策建议获得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肯定性批示，并被采纳和推广。 

（3）依托学术论坛集聚国内外高端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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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为政府提供决策参

考，又传播了现代经济学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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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依托国际组织增强国际学术影响力 

欧阳峣教授 2016 年担任国际熊彼特学会执行委员，2018 年被选举为第十九届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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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学会主席，2020 年担任“国际熊彼特奖”评审团主席。2022 年第 19 届国际熊彼

特学会会议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球 20 多个国家的 500 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共

同探讨“技术进步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国际熊彼特学会是遵循创新大师熊彼

特的思想研究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转换的国际性学术组织，重点研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

新和经济结构动态转换，是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创新研究学术组织之一。通过举办学会

活动和学术报告，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5）依托教学平台推进协同育人 

联合华夏保险、财信证券、益丰大药房等知名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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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建设输送高素质人才；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开

展协同育人项目三十余项，结合学科前沿与社会需求探索经济学教学改革之路，提高人

才培养水平；依托知名数据服务商平台开展师资培训项目，以建设一支业务素质精良、

科研能力卓越的师资队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