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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是吉林省重中之重学科，学科整体居于

国内先进水平。拥有三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

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应用经济

学学科具有经济理论扎实、技术方法先进和知识结构合理的

师资队伍,组成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中国国有经济

研究、东北亚区域经济研究等创新团队。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的优势是经济定量分析基础

雄厚。吉林大学数量经济学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1993 年

成为中国高校第一个数量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点，2000 年成

为国家二级重点学科，同年成为教育部数量经济学方面唯一

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多次在全国二级学科评估中

名列第一。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的特色为国有经济研究

和东北亚区域经济研究。吉林大学是国内较早开展国有经济

研究的单位之一，2000 年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成

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中国国有经济研究

方面居于国内领先水平。1999 年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经

教育部批准，成为首批十五家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之一，2009 年被评为优秀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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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方向）布局情况及优势特色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依据经济定量分析的学科优

势，发挥数量经济学的技术支撑和辐射作用，突出东北亚区

域经济研究和国有经济研究的特色，主要设置区域经济学、

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 5 个二级学

科（方向）。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在学科（方向）设置上力争做

到每个二级学科内部方向明确，内容规范，结构合理。二级

学科（方向）之间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突出技术方法优势，

突出区域经济和国有经济特色，形成一个协调、合理和科学

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体系。  

（三）学科建设目标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目标是将“应用经济学”

建设为国内一流的经济学学科高地，将“数量经济学”建设

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将“区域经济学”“金融学”“产

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建设成具有国际影响和国内知名的

学科；建立“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金融学”“劳动经

济学”“数量经济学”相互交叉和相互促进的学科群，突出经

济数理分析、经济计量分析和经济模拟在学科建设中的特色

和优势，形成一批国家级创新团队；建设先进科学、高效务

实、符合国际标准和高度开放的人才培养体系。 

（四）学科建设情况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以服务国家战略和东北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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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形成了学科交叉融合、理论实践并重的建设体系，

在平台建设、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深度扎根东北地缘经济特色，

建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数量研究中心”“中

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中心”，为学术研究提供

数据与方法论支撑。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立足构建高水平智库，建立吉

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与横琴新区管委会共同成立

了“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研究院在培养金融领域高端

人才、建设高端金融智库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填补了横琴在

高等金融教育领域的空白、为横琴金融业创新发展、服务澳

门特色金融以及为珠江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高端金

融智力支持。 

二、师资队伍 

（一）师资队伍结构与导师情况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位点师资队伍规模和学缘结构

合理、梯队完善，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力量突出，形成了

以国家级人才为引领、资深教授为核心、中青年教师为支撑

的高水平教学与科研团队。学位点现有专任教师 70 人，教授

37 人，副教授 25 人，博士生导师 39 人、硕士生导师 52 人，

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1 人、国家级青年人才 1

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3

人、吉林大学匡亚明卓越教授 3 人、吉林大学匡亚明领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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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3 人、吉林大学英才教授 2 人、吉林大学青年学者 3 人。

近年来，学位点聚焦应用经济学领域，持续优化师资队伍，

注重青年教师的科研潜力与教学能力的培养。 

（二）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在学科建设中

发挥着核心作用，学科带头人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推动

着学科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学术骨干也具有较高的学术

水平和丰硕的科研成果。 

1. 学科带头人 

（1）吴昊教授：区域经济学学科带头人，吉林大学东北

亚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理论、

区域经济政策、区域发展规划以及东北亚区域合作与中国东

北经济问题研究。其团队长期致力于国际问题研究与多学科

交叉融合。吴昊教授带领团队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领域形

成显著影响力，推动国际问题研究与地方经济政策的结合。 

（2）张屹山教授：金融学学科带头人，吉林大学哲学社

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方

向为数量经济学理论、投入产出技术、制度经济学、金融证

券及企业经济学。张屹山教授作为吉林大学数量经济学科创

始人之一，推动该校成为全国首个数量经济学博士点单位，

并发展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3）孙巍教授：产业经济学学科带头人，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主要研究方向为微观经济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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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市场需求与产业升级、减贫效应及

环境经济等领域。主持过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系统研究生产要素拥挤理论，提出非参数测

度方法。 

（4）张世伟教授：劳动经济学学科带头人，吉林大学商

学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主要研究方向为实验经济学和经济模拟。主持过多项国家社

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5）隋建利教授：数量经济学学科带头人，吉林大学商

学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

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特别资助项目等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

《世界经济》《管理世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权威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 

2. 学术骨干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学术骨干（金春雨、丁志国、

邓创、方毅、张小宇、刘汉、王倩等教授）在货币政策、宏

观经济度量、金融风险测度与管理等研究领域均有标志性成

果产出。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通过优化师资结构、强化导师

梯队建设、发挥学科带头人引领作用，形成了教学科研并重、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水平师资体系，为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

提供了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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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致力于培养具有较高政治思想素质，掌握科学世

界观与方法论，德智体全面发展，努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服务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同时，还应具备全面、扎实的

经济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经过规范的学术训练，能够具

备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能够针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调查研

究、设计方案、构建模型、实证检验，并具有继续学习、创

新、提高的基础和能力；思维严谨，具有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能从事中高层次实务工作。  

（二）研究生培养情况 

2021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含留学生人）102 人、博士研

究生 41 人，生源质量持续提升，推免生占比为 9.8%，硕士

来自 985/211 院校生源占比为 58.2%，博士来自 985/211 院校

生源占比为 84.2%。2021 年毕业硕士 80 人、博士 44 人，学

位授予率 100%。毕业生就业率保持 91.7%以上，其中 23%进

入金融机构与大型企业（如建设银行、一汽集团等），12%任

职于政府部门与高等院校（含天津国安局、辽宁大学等）。 

（三）课程设置与教学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位点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注

重理论基础、方法论训练与实践能力培养，形成多层次、跨

学科的培养体系。 

研究生培养的核心理论课程包括《高级微观经济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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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宏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作为研究生必修课，夯

实经济学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硕士阶段侧重基础理论，

设立《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学原理》等核心课程，博士阶段

深化专题研究，设立《高级空间经济学》《金融创新理论》等

课程。在方法论课程方面，开设了《金融计量分析》《非参数

计量方法》《经济模拟方法》等课程，培养学生数据处理与建

模能力。课程体系兼顾理论深度与应用广度，旨在培养具备

扎实学术基础、创新思维及实践能力的高层次经济学人才。 

（四）培养质量与代表性成果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始终秉持“厚基础、宽口径、

强能力、高素质”的培养理念，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

创新精神的高层次经济人才。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

教学、推进产学研合作，学生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得到全

面提升。 

2021 年，本学位点研究生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多篇学

术论文，其中 2016 级的博士研究生孟宪春同学、2017 级硕

士研究生琚涛同学、2018 级博士研究生刘廷宇同学、2019 级

博士研究生张欣同学分别在《经济研究》、《南开管理评论》、

《世界经济》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等权威期刊发表了

优秀学术成果，展现了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 

此外，本学位点研究生积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

目，并在各类学术竞赛中屡获佳绩，充分体现了学科培养的

高质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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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本学位点在科学研究方面，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依托学校学科优势及东北区域产业特色，通过“学术研究—

资源平台保障—管理构建”协同推进培养质量提升。 

（一）科学研究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师生 2021 年度在

SSCI 和 CSSCI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其中在《经

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等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学位点先后承担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 项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3

项、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3 项，其余各类省级项目和横

向项目达 30 余项。 

（二）学术交流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位点与国际同行进行广泛的学

术交流，先后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罗格斯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日本九州大学等国际

知名高校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与美国罗格斯大学等高校

达成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合作协议。美国、欧洲和日本的

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后到吉林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

取得较广泛的学术影响。 

（三）支撑条件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位点拥有多个实验中心，设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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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实验设备。每年投入一定的科研经费用于实验室升级与

跨学科平台建设，推动经济学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

度融合，为国家宏观经济重大决策和东北振兴服务。此外，

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位点具有比较完善的研究生奖助体

系，主要分为政府和学校拨款奖助、社会和行业奖助及三助

岗位津贴。 

五、学位授权点评估与质量监测 

2021 年，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位点组建了评估小组，

进行了自我评估。认为在以下几方面需进一步加强： 

第一，需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确保党的教育方针得到

全面贯彻。通过优化对师生的管理工作，提升管理效率和服

务质量，营造和谐有序的校园环境。同时，优化学缘结构，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为学校注入新的活力与智慧。 

第二，需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在教学内容和方

法上与时俱进，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学生创新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加强科研训练和学术交流，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为社会输送更多高素质人才。 

第三，进一步加大对该学位点的持续支持。为推动学校

学科建设迈向更高水平，需通过增加资金投入、引进优秀人

才、完善教学设施等措施，推动学科建设跃迁晋级。 

六、改进措施 

为了进一步提高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的整体水平，

加强学科建设，本学位点制定了相应的改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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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强化党组织建设，定期开展党员教育活动，提高

党员教师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同时，建立更加完善的师

生管理机制，包括优化师生沟通渠道，定期开展师生座谈会。

在优化学缘结构方面，学校将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注重引进

具有不同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的教师，以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提高整体教学水平。 

第二，优化研究生课程体系，增加实践性和创新性课程，

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同时，还应将加强校

企合作，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

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和提升自己。同时，鼓励学生参与科研

项目和学术竞赛，培养他们的科研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第三，增加科研投入，引进先进教学资源。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引进更多高水平科研人才，提高学科整体实力。在

学科建设方面，学校将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和新兴领域的发展，

推动学科向更高层次迈进。同时，加强对学位点建设的监督

和评估，确保各项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