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授权点名称： 应用经济学 

学位授权点代码： 0202 

学位授予层次： 博士      ☑    硕士      ☑ 

学位授予类型： 学术学位  ☑    专业学位  □ 

 



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一）学科概况 

金融学、产业经济学两个二级学科被评为全国重点学

科。应用经济学是上海市“高峰学科”（含共建）。学位点

拥有 2 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 个 985 创新基地、

1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1 个上海高校首批智库等高端科研平

台。 

（二）导师和思政教师队伍概况 

应用经济学科教授 29人，副教授 29人（含青年研究员

1 人）。金融学二级学科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中坚力量，拥有

教授 15人、副教授 13人，其中包括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1 名、国家级人才项目 2 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入选者 3名。 

2024 年度通过 24 位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审核。学位点

高度重视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通过制度建设和规范管理，

打造了一支富有使命感和专业素养的导师队伍，并积极组

织导师参加各类培训活动，提升师德师风建设。 

（三）学位点培养规模 

2024 年应用经济学博士生招生规模 26 人，其中直博生

18 人，硕博连读 4 人，普通招考 4 人。 

（四） 研究生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2024 年院系严把人才培养出口关，强化学术学位论文



以理论突破为导向，专业学位论文以应用创新为导向，推

动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的分类评价体系。2024 年博士学位

授予人数 30 人，进入高等教育单位的人数占比最高。2024

年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 31 人，进入企业工作的人数占比最

高。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一）生源质量 

2024 年学位点围绕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本研一体

化”教育体系，坚持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均衡发展。学术

学位博士招生 26人，其中长学制博士生 22人。 

（二）培养质量 

2024 年度有 6 位博士生获得复旦大学优秀毕业或经济

学院优秀毕业生称号。在学术成果方面，共有 4位研究生在

国内权威以及重点国际 SSCI 期刊发表论文。学位点鼓励学

生多渠道参加各类学术活动，获得省部级论文奖 2项，复旦

大学学术之星奖 1 项。 

（三）学位论文抽检情况 

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保持较高水平。根据规定，博士

学位论文全部施行双盲评阅，本年度共送审论文 35 篇，未

通过论文数 7篇。学术硕士学位论文盲审采用学校抽检的形

式，共有 26 篇硕士论文参与上海市盲审抽检，全部通过盲

审。 



（四）改进思路及措施 

1、主要存在问题及不足 

在国际化师资引进和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不足，缺乏长

期稳定的国际交流机制和海外师资引进计划。经济学与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交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相对薄弱，

跨学科融合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博士生科研条件与国际一

流高校差距明显，包括科研空间不足、数据库资源有限等。 

2、拟采取的改进思路 

多渠道增加办学资源，为研究生培养提供更优质保障：

（1）实施“国际化人才引育计划”，加强与世界名校合作，

建立联合培养机制；（2）布局经济学与人工智能交叉研究

方向，引进跨学科师资，开设前沿交叉课程，建设智能经

济实验室；（3）加大科研基础设施投入，建设高性能计算

中心和大数据平台，扩充经济金融数据库资源，改善博士

生办公环境；（4）设立博士生科研专项基金，提高助研津

贴标准，支持参与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一）理想信念、科学道德、伦理规范教育 

2024 年，学位点开展创新的入学教育，重点打造“新

生学术周”。邀请各研究方向的资深教授与优秀青年教师，

通过学术报告、学术沙龙等形式，讲解学科前沿动态，为

新生打开学术研究的大门，引导研究生树立科研报国志向，



营造良好科研氛围，强化科研诚信意识。 

（二）党建引领和文化建设成效 

学位点坚持党建引领，贯彻“三全育人”改革，将思

政、学科建设、科研与教学深度融合。秉持“把论文写在

祖国大地上”的理念，引导师生将科研成果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创新课堂教育模式，推进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

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

事。导师工作室和学术社团也助力学生成长，激发科研动

力。 

（三） 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科研训练、国际合作交流

等方面创新举措 

加强直博生专业核心课程建设，构建复旦特色经济学

直博生课程体系。研究制定 2024 级 4 个直博和 2 个卓博生

专业培养方案，其中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两

门课程获得核心课程建设项目立项。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制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遴选方案(2024 年)》，建立学术学位

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分类评聘办法、优化导师遴选评价

标准、简化遴选程序，接轨学校人才计划，选拔优秀的青

年教师担任博导。制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导师招

生资格审核方案(2024 年)》，实行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制

度，完善导师退出机制。 



（四）研究生日常管理与服务效能等 

构建专兼结合的多元化辅导员队伍，以专业教师兼职

为主员，专职辅导和人才工程队员为骨干。特别重视研究

生心理健康建设，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团体辅导活动。

加强就业指导服务，组建专业化就业指导团队，举办行业

专家讲座和校友分享会，建立校企合作实习基地，为研究

生提供多元化的就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