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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学科建设情况、建设目标

吉林大学理论经济学学位授权点有着辉煌的发展历史

和突出的特色，本学科依托其发展历史和所处的地缘优势，

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政治经济学学位授权点从 1961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

年被国家确定为第一批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授权点。世界经

济二级学科创建于 1964 年，1984 年被确定为硕士学位授权

点。1985 年，本学科下属经济思想史及前人口学专业于 1985

年被确定为硕士学位授权点。政治经济学专业和世界经济专

业 1996 年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首批“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

项目”；1999 年依托本一级学科的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

究中心和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被教育部确定为首批 15

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的两个；2000 年 12 月，获

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政治经济学专业和世

界经济专业先后被评为吉林省普通高等教育重点学科。2005

年，本一级学科成为国家“985 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

地——吉林大学东北振兴与东北亚研究创新基地的重要学

科组成单位；2005 年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被国家人

事部博士后管委会授予“全国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光

荣称号。2006 年 6 月，以池元吉教授为首席专家、以李俊江

教授和李晓教授为主要专家的学术团队申报的《世界经济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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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入选“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其后，

以马春文教授为主要专家的《发展经济学》团队也入选了“教

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10 年，本学科又

成为国家“985 工程”三期项目——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

改革与发展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重要学科组成单

位。基于理论经济学科，我院理论经济学的学位授权点在近

年来取得较好的成绩。

吉林大学理论经济学学位授权点旨在培养具有以下能

力的人才：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价值观、深

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素养、高尚文明的道

德情操以及健康向上的文化情趣；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

础与系统的经济学知识；熟悉党和国家的经济方针、政策和

法规，谙熟经济学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对经济学的某一分

支或特定领域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有独到见解；了解中外经

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掌握文献

检索、资料查询、社会调查等基本研究方法，熟练掌握现代

经济学的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能够熟练操作电子计算

机和相关统计软件独立开展定量分析；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

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意

识和突出的综合素质；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

（二）学术学位二级学科（方向）布局情况及优势特色

本学位授权点共包含 4 个培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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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经济学。本培养方向历史悠久、积淀深厚、

方向凝练、成果丰富。主要侧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

实践、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国特色

创新发展理论与创新发展道路等领域研究。将政治经济学与

中国的发展相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

理和方法，又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变化，

以及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完善的最新实践，

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理论阐述。在与时俱进地丰富和推进政

治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基础上，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经济的稳定繁荣。

（2）西方经济学。本培养方向通过分析西方主流经济

学的理论和政策在其经济实践中的适当性，以及其原理、定

律和方法以及对市场经济的解释的合理性，跟踪研究西方经

济学发展的新进展和前沿问题，联系中国实际予以评述和运

用。

（3）世界经济。本培养方向为本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的优势特色方向。本培养方向强调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世界

观、历史观在世界经济研究中的理论指导意义。在当代资本

主义经济研究与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研究中，用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认识和解释世界经济的发

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与

时俱进，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趋势

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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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本培养方向立足于东

北亚研究院原有学科优势，加强了对东北亚区域人口、资源

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凝练具有东北亚特色的学科研究方

向。同时加强了中日韩等国的学术交流以及人员互访，促进

了交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工作，进一步提高本培养方向的整

体实力，形成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

的研究学科群体，在东北地区资源与环境保护、东北亚环境

合作与资源合作开发等方面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和特色。

二、师资队伍

（一）师资队伍规模结构、研究生导师情况

2021 年，本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共有专任教师 95 名，

其中博士生指导教师 33 名，硕士生指导教师 53 名；教授 39

名，副教授 35 名。总体而言学术梯队年龄、职称结构合理，

能持续开展科研和教学活动，各研究方向师资力量配置均

衡，人才培养的整体力量较强。特别是 45 岁以下教师从规

模与质量上都能够充分满足本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未来继

续发展的需要，能够保证学位授权点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各培养方向学术带头人学术造诣较高，学术业绩突出。

具体情况如下：

（1）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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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带头人：宋冬林，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

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区域经济

理论、数字经济问题。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

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吉林

省财政学会会长。获得的主要人才称号有教育部重大人才项

目获得者，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吉林

省优秀教师和省管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贡献津

贴。

（2）西方经济学

学术带头人：马春文，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匡

亚明学者英才教授。

（3）世界经济

学术带头人：丁一兵，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经济学

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经济问题研究。中国世界经济

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员。

曾获宝钢优秀教师奖，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

等奖等多项荣誉奖励。

（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学术带头人：王胜今，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哲

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人口资源与经济发

展。现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东北亚

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曾获国家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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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人口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人才培养

（一）培养目标

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价值观、深厚的人

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素养、高尚文明的道德情操

以及健康向上的文化情趣；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与系

统的经济学知识；熟悉党和国家的经济方针、政策和法规，

谙熟经济学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对经济学的某一分支或特

定领域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有独到见解；了解中外经济发展

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掌握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社会调查等基本研究方法，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

的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能够熟练操作电子计算机相关

统计软件，独立开展定量分析；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及

文字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突出

的综合素质；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

（二）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情况

本学位授权店 2021 年招收博士研究生 31 人，硕士研究

生 52 人。在读生共 168 人，授予学位人数为博士 26 人，硕

士 50 人。

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毕业就业率近 100%，就业去向较

好，其中博士研究生毕业后，除前往各高水平高校任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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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前往政府机构、大型国企或金融机构任职，硕士研究生

就业去向相对多元化，但也以国有企业及金融机构为主，总

体就业形势较好。

（三）课程设置与教学

目前本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开设的硕士研究生核心课

程包括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

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国际

经济学专题等，任课教师分别为经济学院及东北亚研究院科

研教学骨干教师，如李晓教授、庞德良教授、周佰成教授、

赵新宇教授、丁一兵教授等。博士研究生核心课程包括世界

经济问题研究、欧盟经济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前沿专

题、数理经济分析、产权理论前沿问题研究等，任课教师分

别为各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如李晓教授、宋冬林教授、马

春文教授等。

本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课程设置合理，课程体系完善，

教学力量充足。

（四）培养质量、研究生代表性成果

本学位授权点分流淘汰相关制度完善，措施得力。研究

生在学期间必须通过中期考核，才可继续学业，中期考核各

项要求设计合理，并且通过学校网络系统进行监控。

本学位授权点学位论文整体质量较高，选题普遍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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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研究价值，论文研究基础扎实，思路清晰，内容充实，

撰写规范。学位授权点通过各种事前、事中制度安排保障学

位论文能够具有较高质量。

研究生代表成果有：宋冬林教授及其指导的研究生撰写

的论文《数据成为现代生产要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发表于

《经济学家》；赵新宇教授及其指导的研究生撰写的论文《劳

动力市场扭曲如何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配置扭

曲和价格扭曲双重视角的实证研究》发表于《经济问题探

索》；丁一兵教授及其指导的研究生撰写的论文《中间品进

口转换能否促进中国企业出口转型升级》发表于《国际贸易

问题》；李晓教授及其指导的研究生撰写的论文《新时代中

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与方向》发表于《政治经济学评

论》；史本叶教授及其指导的研究生撰写的论文《中美贸易

摩擦的传导机制和扩散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关联效应的研

究》发表于《世界经济研究》；于潇教授及其指导的研究生

撰写的论文《流入城市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发表于

《人口研究》。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本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拥有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平台。

共有三个省重点学科，即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以及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有两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与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



10

中心；一个省级重点基地：吉林大学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

本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拥有经济实验中心综合实验室、

经济实验中心创新创业实验室和经济实验中心开放实验室

等三个实验室，各类仪器设备总值 200 余万元，实验室总面

积 270 平方米，最大实验室面积 150 平方米。

本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共有中外文藏书 3万 3 千余部，

其中中文藏书 2 万 3 千余部，外文藏书 1 万余部，有中外文

期刊 248 种，其中外文期刊 13 种，并订购有 WIND 资讯数据

库。总体而言，本学位授权点有较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平台

支撑，培养条件完善，能较好地满足培养研究生的教学、科

研需要。

五、学位授权点评估与质量监测

本一级学位授权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

创新，服务国家与区域发展，具有良好学科声誉，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与东北老工业基

地振兴、东北亚经济研究等领域取得特色创新研究成果。师

资综合实力较强，学科带头人在国内具有较强的学术影响

力。课程设置合理，课程体系完善，制度完善，学生培养质

量较高。

本一级学位授权点积极迎接学位授权点评估与质量检

测，初步酝酿专家组构成并进行自我检查，为学位授权点评

估与质量检测做了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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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进措施

为了在新形势下保证和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本

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设计了系统的持续改进计划。

引育并举，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推动师资队伍建设再上

新台阶。下大力气做好高层次人才的引育工作，使师资队伍

达到国内领先。同时积极培育国家级教学名师和高水平教学

成果，全面加强科研创新，扩大经济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增加与国际一流高校、科研机构的实质性合作，进一步加强

研究生培养质量与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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