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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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原国立师范学院的公

民训育学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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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人，

硕士生导师 48 人，所有教师拥有博士学位。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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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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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发展目标 

在平台建设方面，2020 年获批了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宏观经济大数据挖

掘与应用重点实验室，并获批经济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在团队建设方面，2020

年年本学科有 2 位教授入选“芙蓉学者”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3 位教师新入选湖

南师范大学“世承人才”计划。本学科教学团队组织申报了湖南省研究生优秀教学

团队，引进了 2 位海归博士，以及一批国内名校的优秀青年博士。 

在人才培养方面，2020 年本学科经济学教学团队作为湖南省研究生优秀教

学团队，《发展经济学专题》课程获评湖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大国发展经济学》、

《养老金经济学》获批湖南省研究生高水平教材，经济学专业获批国家一流本科

专业；团队成员湖南省信息化教学竞赛三等奖，团队成员指导的一名研究生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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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学研究方面，2020 年理论经济学科团队共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7 项，

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6 项。在《管理世界》、

《经济学季刊》等中文期刊，以及《Empirical Economics》（SSCI）、《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SSCI）等英文期刊上发表论文 52 篇，其中 1 篇论文被《新

华文摘》杂志全文转载。在科研获奖方面，2020 年本学科成员获得教育部人文

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 项，湖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 项。 

在国际交流方面，2020 年接收了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20 位学生来

攻读本学科相关专业的硕士和学士学位，接收印度南亚大学经济学院库马尔教授

来商学院做访问学者。学科专任教师赴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知名高校进行访

学。学科带头人欧阳峣教授等赴美国参加了第 44 届世界经济与商业史学会

（EBHS）年会，并赴埃塞俄比亚进行了学术访问。同时，邀请了来自美国斯坦

福大学等著名大学的学者 10 余人来校进行学术讲座和访问交流，先后举办大国

经济小型学术论坛、“大国经济史：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学术研讨会，

斯坦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

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 50 余所高校的学者参加会议。 

在社会服务方面，2020 年，1 项智库成果获得省级领导批示。欧阳峣教授、

汤凌霄教授通过比较东西方社会治理模式，总结新加坡的治理经验，撰写的《借

鉴新加坡经验推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报告，遵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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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提出要借鉴“大众民主”的做法推进我国城市基层自治建设、借鉴“法

律至上”的做法推进我国城市基层法治建设、借鉴“社会优先”的做法推进我国

城市基层德治建设等政策建议，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同志的充分

肯定与批示，并请社会建设委员会的相关同志阅研。有关部门研阅后提出了落实

意见，将建议写进全国人大相关政策文件。 

 

二、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建设情况 

（一）方向设置 

本学科下设五个方向：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经济史、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基于学科发展与历史积淀凝练出以下特色：第一，政治经济

学。本方向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研究消费经济理论，探索扩大消费需求和完善社

会保障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机制，提出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第二，西方经济

学。本方向在西方经济学框架下偏重金融风险和货币体系研究，探索国内外金融

市场联动与传染的机制，提出金融风险防控的政策措施，从国际比较视角研究中

国保险业问题。第三，世界经济。本方向在世界经济学框架下偏重大国开放经济

和国际竞争优势研究，探索大国经济发展特征和规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风格的

理论经济学体系。第四，经济史。本方向偏重大国兴衰周期和中华民族复兴研究，

系统研究唐、宋、明、清等时期市场发展史，中国历代经济繁荣时期的市场发展

特征，以及近现代中国产业与科技发展的历史路径与主要特征。第五，人口、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本方向在环境经济学框架下研究旅游经济理论，探索绿色发展

理念下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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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以来，本学科引进了万广华（湖南师范大学“潇湘

学者”讲座教授）、汤凌霄（“潇湘学者”特聘教授）、谭政勋（“潇湘学者”特聘教

授）、欧阳资生教授（“潇湘学者”特聘教授）、蒋才芳和洪联英等 5 名教授，2020

年学校已同意引进熊瑞祥教授（“潇湘学者”特聘教授）。本学科培养储备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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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拔尖人才，近两年一批优秀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2019年李红权教授入选“湖

南省 121 创新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2020 年，汤凌霄教授和李红权教授入选

“芙蓉学者”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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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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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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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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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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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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方向带头人：王兆峰，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湖南省重点学科带头

人，湖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3 项，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2 项；在《管理世界》、《地理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获省社科

优秀成果奖与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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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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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工业经济》等期刊发表论文 40 多篇，亦有英文论文被 SSCI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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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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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10 2 0 17 9 13 4 
副高级 14 5 5 4 0 0 14 5 0 14 
其他 24 15 9 0 0 0 24 8 0 17 
总计 55 20 19 14 2 0 55 22 13 35 

2016 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以来，欧阳峣教授、刘子兰教授、李红权教



 - 6 - 

授、袁冬梅教授、曹虹剑教授、邓浏睿教授、颜李朝、李双琳、贺磊、黄娅等

19 位老师入选湖南师范大学“世承人才计划”；4 位教师晋升为教授，陈漫、黄娅、

贺磊、戴家武等 9 名教师晋升为副教授，罗富政副教授获“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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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本学科教学团队获批湖南省研究生优秀教学团队，引进了 2 位海归

博士（日本神户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以及一批优秀青年博士，毕业于中国人

民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著名高校。2020 年，汤凌霄教

授和李红权教授入选“芙蓉学者”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戴家武副教授、肖和录

副教授、谢楠副教授等人入选校“世承人才”计划青年优秀人才。 

（三）科学研究 

2016 年教育部第四次学科评估以来，本学科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成

果，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一般和青年项目，国家自

科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 24 项。在《经济研究》（5 篇）、《中国工业经济》、《管

理科学学报》、《经济学动态》、《新华文摘》等中文权威期刊，以及 China Economic 

Review 等 SSCI 期刊发表论文 396 篇，出版著作 30 部。获得国家社科成果文库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 项，湖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和湖南省智库成果优秀奖等高层次奖励 5 项。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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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

项目 5 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 项。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

项，湖南省自科面上项目 2 项，出版专著 7 部。在《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

《经济学动态》、《中国管理科学》、《光明日报（理论版）》以及 SSCI、SCI 等国

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 52 篇，团队成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

项（排名第一），获得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 项，广西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 项（排名第三）。 

表 2  2016-2020 年新增的国家级科研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来源 类别 起讫 

时间 负责人 经费/ 
万元 

1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大国经
济开放的中国方案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专项 
/重大 

2018- 
2021 汤凌霄 60 

http://202.197.120.18/st10542/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bean.id=10604
http://202.197.120.18/st10542/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bean.id=1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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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适度费率水
平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 
项目 

2020- 
2023 刘子兰 20 

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稳就业协
同推进的实现机制与支撑政策

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 
项目 

2020- 
2023 袁冬梅 20 

4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
估及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 
项目 

2020- 
2023 张海燕 20 

5 
人力资本价值视角下我国经济
高质量创新发展困境化解及其

促进机制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 
项目 

2020- 
2023 何菊莲 20 

6 
安全审查趋紧情形下我国海外
先进制造业投资障碍与突破路

径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 
项目 

2020- 
2023 姜建刚 20 

7 
生育和寿命维度下人口老龄化
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多重路径检

验、评估及对策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青年 
项目 

2020- 
2023 贺磊 20 

8 
国际生产组织视角下我国民营
企业海外投资困境化解及高质

量发展的推进机制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 
项目 

2019- 
2022 洪联英 20 

9 大数据背景下机构投资者决策
机理及优化方案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 
项目 

2019- 
2022 邓浏睿 20 

10 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发展的精准
治污机制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青年 
项目 

2019- 
2022 陈彬 20 

11 
武陵山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
护性价值补偿标准的测度及机

制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
项目 

2019- 
2022 王兆峰 57 

12 
知识网络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
效的作用机理研究：基于创新搜

索视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 
项目 

2019- 
2021 徐露允 20 

13 社交网络环境下异质信息投资
者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 
项目 

2019- 
2021 谢楠 20 

14 
生态文明战略下长江流域国家
湿地公园景观生态健康评价及

影响机制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 
项目 

2018- 
2022 杨利 20 

15 旅游扶贫绩效动态评估及稳定
脱贫长效机制构建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 
项目 

2018- 
2021 王凯 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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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
项目 

2020- 
2024 李双琳 4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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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
项目 

2018- 
2021 李红权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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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股票市场的长期记忆、趋势
预测与重大风险识别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
项目 

2018- 
2022 谭政勋 48 

19 
强化扩散效应促进发达与欠发
达地区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创

新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青年 
项目 

2018- 
2021 罗富政 20 

20 
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影响关联市
场价格传递机制的均衡分析与

动态模拟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
项目 

2018- 
2021 戴家武 14 

21 城际交通与都市圈旅游空间格
局协同演化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 
项目 

2017- 
2021 王兆峰 60 

22 
基于鲁棒优化的时间不一致性
偏好下最优投资——再保险策

略研究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 
项目 

2017- 
2020 黄娅 19 

23 多重变动格局下化解产能过剩
的微观动态机制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青年 
项目 

2017- 
2020 郑辛迎 20 

24 中国先进制造业嵌入全球创新
链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 
项目 

2017- 
2020 曹虹剑 20 

25 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
影响机理与政策选择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 
项目 

2017- 
2020 蔡  兴 20 

26 
适宜性技术选择视角下我国区
域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估、比较与

提升路径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青年 
项目 

2017- 
2020 袁礼 20 

 
表 3  2016-2020 年部分代表性论文与著作 

序号 论著名称 作者 时间 
发表刊物 
/出版社 

1 养老保险对劳动供给和退休决策的影
响 刘子兰 2019-06 经济研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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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 经济学季刊 

3 构建中国风格的世界经济学话语体系 欧阳峣 2020-08 管理世界 

4 大国创新道路的经济学解析 欧阳峣 2017-09 经济研究 

5 居民消费的规模效应及其演变机制 欧阳峣 2016-02 经济研究 

6 大国效应、交易成本和经济结构 
——国家贫富的一般均衡分析 

欧阳峣∗ 
通讯作者 

2016-10 经济研究 

7 有偏型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迁和中
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 

袁  礼∗ 
通讯作者 

2018-11 经济研究 

8 大国发展经济学的逻辑体系 欧阳峣 2019-07 《新华文摘》 
详摘 

9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欧阳峣 2019-15 《新华文摘》 
详摘 

10 大国发展道路的美国经验 欧阳峣 2018-05 《新华文摘》 
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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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展中大国的界定、遴选及其影响力
评价 欧阳峣 2017-05 《新华文摘》 

详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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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菊莲 2017-08 《新华文摘》 

详摘 

13 模块化、产业标准与创新驱动发展
——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 曹虹剑 2016-10 管理学科学报 

14 多极雁行理论与全球价值链重构 欧阳峣 2020-07 光明日报（理论版） 

15 粤港澳大湾区怎样集聚全球创新资源 欧阳峣 2019-10 光明日报（理论版） 

16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欧阳峣 2019-05 光明日报（理论版） 

17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欧阳峣 2018-09 光明日报（理论版） 

18 后发大国怎样培育国家创新优势 欧阳峣 2018-01 光明日报（理论版） 

19 新时代视域下大国经济的规模与结构 欧阳峣 2018-01 光明日报（理论版） 

20 中国式创新：追赶与超越 欧阳峣 2017-07 光明日报（理论版） 

21 唐宋时期经济增长的大国效应 欧阳峣 2017-01 光明日报（理论版） 

22 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 欧阳峣 2017-01 光明日报（理论版） 

23 后发大国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欧阳峣 2016-07 光明日报（理论版） 

24 大国开放发展的中国经验 汤凌霄 2018-09-0
5 

《光明日报》国家社
科基金专刊 

25 发展中大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 袁  礼 2018-06 中国工业经济 

26 建设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 欧阳峣 2020-07 经济学动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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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 经济学动态 

28 国际最后贷款人研究进展 汤凌霄 2018-11 经济学动态 

29 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
义 欧阳峣 2018-08 经济学动态 

30 政府竞争、市场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 罗富政 2019-9 中国软科学 

31 农业生态效率的国际比较及中国的定
位研究   陈娟娟 2019-10 中国软科学 

32 基于 SBM-DEA 模型湖南省碳排放效
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兆峰 2019-5 地理科学 

33 不同交通方式对旅游效率的影响与评
价---以张家界为例 王兆峰 2018-7 地理科学 

34 
基于交通网络的区域旅游空间合作效
率评价与差异变化分析——以湘西地

区为例 
王兆峰 2016-11 地理科学 

35 基于交通网络视角的跨界旅游区合作
的微观机制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王兆峰 2018-2 地理研究 

36 
基于 EKC 框架的旅游发展对区域碳
排放的影响分析—基于 1995-2015 年

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王凯 2018-4 地理研究 

37 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
因素研究 罗文斌 2018-5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 

38 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区域差异及其格
局演变: 1995—2014 王凯 2017-6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JJXD&UnitCode=&NaviLink=%e7%bb%8f%e6%b5%8e%e5%ad%a6%e5%8a%a8%e6%80%81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4&CurRec=34&recid=&FileName=JJXD201808004&DbName=CJFDLAST2018&DbCode=CJFQ&yx=&pr=&URLID=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4&CurRec=34&recid=&FileName=JJXD201808004&DbName=CJFDLAST2018&DbCode=CJFQ&yx=&pr=&URLID=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6%ac%a7%e9%98%b3%e5%b3%a3&scode=32422860%3b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JJXD&UnitCode=&NaviLink=%e7%bb%8f%e6%b5%8e%e5%ad%a6%e5%8a%a8%e6%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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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中国旅游业 CO2 排放区域差异的空
间分析 王凯 2016-5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 

40 
Portfolio selection with coherent 

Investor's expectations under 
uncertainty 

李红权 2019-21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SSCI） 

41 Portfolio selection under uncertainty by 
the ordered modular average operator 李红权 2019-1 

Fuzzy Optimiz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SSCI） 

42 Do loan loss provision affect the credit 
fluctuation of China’s banking system? 谢楠 2019-55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SSCI） 

43 
Forecasting Downside Risk in China’s 

Stock Market Based on High-frequency 
Data 

谢楠 2019-517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SSCI） 

44 
Corruption and private firms' survival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China 

姜建刚 2019-5 China Economic 
Review（SSCI） 

45 
Market power, ownership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An empirical test for China’s 

food manufacturers 
戴家武 2019-11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SSCI） 

46 
A Spatial-Temporal Analysis of Urban 

Parkland Expansion in China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o Enhan 

罗文斌 2019-1 Sustainability（SSCI） 

47 
Evaluating Tourist Destination 
Performance: Expanding the 

Sustainability Concept 
罗文斌 2018-2 Sustainability（SSCI） 

48 An assessment of farmers 罗文斌 2017-2 Land Use Policy
（SSCI） 

49 Low-Carbon Behaviour Performance of 
Scenic Spots in a World Heritage Site 王凯 2019-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SSCI） 

50 Low-Carbon Behaviour Performance of 
Scenic Spots in a World Heritage Site 王凯 2019-7 Sustainability（SSCI） 

51 
Applying a nonparametric random 

forest algorithm to assess the credit risk 
of the energy industry in China 

汤凌霄 2018-11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SSCI） 

52 Do Chinese mutual funds time the 
market? 易力 2018-02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SSCI） 

53 Old-Age Social Insurance and House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刘子兰∗ 
通讯作者 

2018-07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SSCI） 

54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longevity: life 
expectancy and economic growth 贺磊 2018-11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SSCI） 

55 
Market power, scale economy and 

productivity: the case of China’s food 
and tobacco industry 

戴家武 2018-5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SSCI） 

56 False discoveries in style timing of 
Chinese mutual funds 易力 2016-06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SSCI） 

57 大国发展道路：经验和理论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欧阳峣 2018-03 北京大学出版社 

58 The Development of BRIC and the 
Large Country Advantage 欧阳峣 2016-10 

斯普林格（Springer）
出版社（入选经典中
国国际出版工程） 



 - 11 - 

59 大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生用教材） 欧阳峣 2019-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0 
死亡率模型、长寿风险经济影响及其

管理理论研究 
贺磊 

2020-10-3
0 

经济管理出版社 

61 国家的规模 戴家武 
2020-09-1

2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

出版社 

62 震后道路交通抢修排程优化 李双琳 
2020-08-3

1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63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经济理论和政策

研究 
马伯钧 

2020-01-1
5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64 
大国环境规制的构建：中国地方政府

竞争与污染产业转移 
陈彬 

2020-06-1
0 

格致出版社 

65 国家规模、增长和货币联盟 汤凌霄 
2020-09-0

1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

出版社 

66 
我国互联网金融投资者投资行为和认

知偏差的实证研究 
陈娟娟 2020-12 经济管理出版社 

67 新兴大国货币错配、浮动恐惧与汇率
制度演变（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汤凌霄 2019-10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

出版社 

68 新兴大国的市场力量——以中国食品
与烟草产业为例（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戴家武 2019-08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

出版社 

69 “一带一部”战略策论——工业化反
梯度推移发展战略专题研究 刘茂松 2019-04 经济科学出版社 

70 社交网络环境下人工金融市场信息披
露与崩盘风险研究 谢楠 2019-10 经济管理出版社 

71 后发国家适宜性技术选择及其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 袁礼 2019-04 经济管理出版社 

72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向竞争优势转化的
机理与效应 吴定玉 2019-07 经济管理出版社 

73 新兴大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家
出版基金项目） 罗富政 2017-05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

出版社 
 

表 4  2016-2020 年主要获奖 
序

号 
奖励类别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 
年度 

 

1 
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

果奖 
一等奖 大国经济发展理论 欧阳峣 2020  

2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文库 
国家级 

大国发展道路：经验与理

论 
欧阳峣 2017  

3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国家级 
新兴大国的增长与转型

——金砖国家经济研究

（Macmillan Publishers） 
欧阳峣 2018  

4 
湖南省第十五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中国战略性新兴 
产业组织模块化 

创新研究 
曹虹剑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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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湖南省第十二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大国经济理论与新兴大

国转型 
欧阳峣 
汤凌霄 

2016  

6 
湖南省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新兴大国经济问题研究 

汤凌霄 
欧阳峣 

2017  

7 
湖南省第六届优秀社会

科学专家 
不分 
等级 

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

专家 
欧阳峣 2017  

8 
湖南省第十二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金融市场的波动行为与

波动机理 
李红权 2016  

9 
首届湖湘智库研究“十大

金策”（省委宣传部） 
不分 
等级 

实施“一带一部”战略

——以深入的工业化推

进湖南经济集约发展 
刘茂松 2016  

10 
2019 年湖南省高等教育

省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 

新形势下商科“三融一

化，双轮驱动”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践 

李军 
欧阳峣等 

2019  

11 
2019 年湖南省高等教育

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 
三等奖 

理论经济学研究生“三来

四有”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与教育实践 

李红权 
欧阳峣等 

2019  

12 
第五届全国优秀金融硕

士学位论文 
不分 
等级 

家庭社会网络对家庭金

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 
杨柳 

（指导老师） 
2019  

13 
四川省第十八届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我国文化消费提升路径

与机制研究 
何昀 

（排名第二） 
2019  

14 
湖南省第十六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房价波动影响居 
民消费的机理及 

调控研究 

袁冬梅 
（排名第二） 

2020  

15 
广西省第十六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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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虹剑 
（排名第三）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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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本科生培养平台建设方面，获批 8 项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依托这些项目，本科生在《经济地理》等高水平刊物上发表论文 26 篇。大

力建设创新创业基地，iChuang 基地被评为湖南省“双创”基地，为理论经济学的

实践环节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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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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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与导师合作在《经济研究》《经

济学（季刊）》《管理世界》和 SCI、 SSCI 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120 余篇，

共有 10 人获得省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在“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全

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中获奖。 

其三，在校企合作方面，本学科高度重视在人才培养各环节深化与企业的协

同合作，共与 40 家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2020 年，持续深化了与中国建筑第

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太平集团驻湘机构、步步高集团、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合作，通过开展岳麓山大学城第十八届金

融文化节、“中建二局杯”职场之星挑战赛、“益丰班”第四期选拔培养等项目，深

度覆盖了本科生、研究生，有效增进了校企在校园文化活动、学生职业发展、科

学研究等领域的协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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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经济学科优势，强化课程思政功能。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课程中进行新发展阶段、新发展任务、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

教育；在《大国发展经济学》课程中进行大国兴衰规律、大国发展优势以及大国

自主创新道路的教育；在《消费经济学》课程中进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及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教育，将思想教育融入整个课程体系。 

其二，依托校训精神教育，强化文化育人功能。在校园文化中突出校训“仁

爱精勤”教育，倡导师范仁道以追求高尚，倡导爱人以德以追求和谐，倡导研精

思覃以追求真理，倡导勤奋踏实以追求卓越，将弘扬师大人长期奋斗积累的独特

精神气质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传承新时代的精神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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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依托三全育人机制，强化潜移默化功能。在试点单位建设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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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利

用红色纪念地进行不忘初心教育，利用抗战纪念遗址“忠烈祠”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利用“插柳村扶贫”进行乡村振兴教育，利用湖南省“双创”基地培育创新

创业的奋斗精神，倡导每一位教师、干部和职工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学生，使

之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学生脑海和心灵。 

其四，依托党的基层组织，强化意识形态领导。积极探索“党建+导师参与”

“党建+学术研讨”“党建+互联网”模式，培养党建和学科双带头人，打造教授

带头的样板党支部，开发“不忘初心共成长”等主题网络文化产品，构建党委领

导的思政分析、研判和监管立体防范网，加强对课堂、两微一端、学术活动的审

核和管理。 

其五，依托思政骨干队伍，强化专兼结合机制。立足“大思政”格局，将学

工团队和教师团队相融合，培育专家骨干型辅导员；选聘优秀青年教师、退休教

师和业界专家担任兼职辅导员、班导师和实践导师，打造更有生气和更接地气的

思政教育队伍，不断规范队伍的选拔、培养和考核，打造政治坚定、作风优良和

业务精湛的思政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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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

全日制研究生报考数量分别为：22 人、23 人、23 人、19 人、68 人，录取比例

为：68%、61%、48%、74%、21%，招生数量分别为：15 人、14 人、11 人、14

人、14 人，总计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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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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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开设的实践性课程为 1 门。 

第一，坚持以科研促教学，编撰时代特色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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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组建优秀教学团队，推动国家一流课程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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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构建开放共享课程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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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研究生国内学术交流为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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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赴境外学生交流人数为 14 人，来华交流学生人数为 20 人。研究生参加国

际学术会议并做口头报告的学生人次 18 人次，交流经费由学校或导师出资，累

计经费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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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论文 2 篇。 

（七）学位授予及就业情况 

从近五年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毕业生最多，占比 41.03%；

党政机构其次，占比 21.79%；民营企业吸纳的毕业生排名第三，占比 17.95%；

其他类型单位就职人数占比见下表。 
表 6  2013-2017 年毕业生就业情况 

就业单位 总人数 占比% 

党政机关 17 21.79 

高等教育单位 10 12.82 

科研设计单位 1 1.28 

其他事业单位 2 2.56 

国有企业 32 41.03 

民营企业 14 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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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企业 2 2.56 

 

四、学位授权点社会服务情况 

本学科紧密结合学术前沿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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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了一条通过社会服务

使经济学理论研究“落地生根”的特色道路。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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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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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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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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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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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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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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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学会主席， 2020 年

担任“国际熊彼特奖”评审团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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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依托教学平台培训各类管理人员。联合华夏保险、财信证券等知名企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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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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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特色与人才培养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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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理论经济学的实践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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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