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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近年来，学校以学位点申报为契机，依托目录外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自主设置，优化学

位授权点布局，硕博学位点数量实现有效扩面。截止 2022年底，学校有 7个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16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个硕士专业学位门类（覆盖26个招生领域）、

3个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 

表 1 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表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7）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6） 

统计学、工商管理、应用经济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法学、外国语言文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工商管理、统计学、应用经济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外国语言文学、设计学、理论经济学、中国语言文

学、城乡规划学、公共管理 

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20） 交叉学科（3） 

工商管理、法律、金融、保险、应用统计、国际商

务、翻译、会计、旅游管理、审计、公共管理、应

用心理、社会工作、新闻与传播、艺术、物流工程

与管理、电子信息、生物与医药、资源与环境、出

版 

流通经济与管理、流通工程与技术管理、设计管理 

（二）学科建设情况 

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双一流”建设为引领，通过工商融合、文理融通，大

力推动“新文科”建设，积极发展“新工科”，学科布局不断完善，学科结构愈加合理。现

有 2 个省级优势特色学科（统计学、工商管理），12 个浙江省一流学科。其中，统计学、

工商管理、应用经济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外国语言文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6个为 A类一流

学科，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信息与通信工程、理

论经济学 6个为 B类一流学科。 

学科影响力稳步提升。在 2022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学校 16个学科全部上榜。

其中工商管理位列全国前 5%，统计学稳居全国前 10%；食品科学与工程等 3个学科进入全国

前 20%；公共管理等 4个学科进入全国前 30%。一般社会科学新增 ESI前 1%学科，至此学校

入选 ESI前 1%学科数达到 6个，入选数量位居财经类高校首位。首次参加 2022年泰晤士大

http://yjs.zjgsu.edu.cn/show.asp?cid=1147
http://yjs.zjgsu.edu.cn/show.asp?cid=1148
http://yjs.zjgsu.edu.cn/show.asp?cid=1149
http://yjs.zjgsu.edu.cn/show.asp?cid=1150
http://yjs.zjgsu.edu.cn/show.asp?cid=1151
http://yjs.zjgsu.edu.cn/show.asp?cid=1152
http://yjs.zjgsu.edu.cn/show.asp?cid=1153
http://yjs.zjgsu.edu.cn/show.asp?cid=1153
http://yjs.zjgsu.edu.cn/show.asp?cid=1155
http://yjs.zjgsu.edu.cn/show.asp?cid=1156
http://yjs.zjgsu.edu.cn/show.asp?cid=1157
http://yjs.zjgsu.edu.cn/show.asp?cid=1158
http://yjs.zjgsu.edu.cn/show.asp?cid=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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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排行榜，学校位列全国第 73位。 

推进“数字+”学科建设工作。制定《浙江工商大学“数字+”学科行动计划》，形成

200余页、11万字的书面材料。组织召开专题研讨会、推进会等各类会议近 30场。成功举

办“数字+”学科建设行动计划新闻发布会，光明日报等 10多家主流媒体进行报道，在全国

形成较大影响。学校推出人文社科提升计划，启动“数字+”学科建设项目申报工作，共征

集选题 48项、项目申报书 55项，最终设立“数字+”学科建设项目 51项。 

打造浙商大特色的“新文科”“新工科”。 增设人工智能与金融工程、中共党史党建、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3 个目录外二级学科。启动“数字+”目录外二级学科申报工作，相关目

录外二级学科点进入申请程序。以交叉融合为导向，完成 2022年校级学科建设管理项目申

报工作，确定重点项目 7项，一般项目 7项。完成学科规划与建设数智创新可视服务场景研

究项目，积极筹备学科建设数字化服务平台采购工作，为学科交叉融合提供平台支撑。深化

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合作，聘请中国人民大学相关教师担任学科研究生导师，积极开展联合培

养工作，不断提升学科人才培养质量。 

加强博士点申报与建设工作。对比梳理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后的新变化，形成学位点资料

汇编第 4期、第 5期，组织拟申报专业学位博士点撰写对标分析材料。组织召开新一轮博士

点申报交流会，前往学院调研，制定工作推进表,组织各学科填报博士点简况表，找差距补

短板。设立博士点专项培育经费 420万元。 

（三）研究生招生情况 

1.招生规模与结构 

学校自 1990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1年正式开始招收研究生以来，招生专业和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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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历年招收研究生规模情况 

 

2022 年学校录取硕士研究生 2574 人（其中，全日制 2072 人，非全日制 502 人），录

取博士研究生 114人（其中硕博连读 17人），招生总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从录取研究生类型上看，学术型研究生 968人(博士研究生 114人，硕士研究生 854人)，

专业学位研究生 1720 人。从总量上看，学术型研究生与专业学位研究生之比约为 1:1.78；

从硕士研究生类型看，学术学位占比 33.18%，专业学位占比 66.82%。 

     

图 2  2022年学校录取各类研究生构成 

2.生源情况 

2022年分别有 408人、17548人报考学校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报考录

取率为 27.9%、硕士研究生一志愿录取率为 78.5%。学校 2022年博士、硕士研究生分学科/

专业领域报考录取情况如表 2、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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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2年博士研究生报考录取情况表 

一级学科名称 报考人数 
招生计 

划数 
录取人数 

其中:录取硕博连读生 

人数 

应用经济学 57 16 16 2 

统计学 54 23 23 8 

工商管理 122 30 30 5 

法学 37 13 13 0 

外国语言文学 37  9 9 0 

食品科学与工程 58 18 18 1 

马克思主义理论 43 5 5 1 

 

从全国统考的硕士录取分数来看,2022 年学校研究生的录取总体平均分继续保持良好

水平。其中学术型研究生满分 500分,录取平均分 367.3（政治理论 73.1分，外语 68分）；

专业学位研究生（满分 500 分的专业）,录取平均分 368.6（政治理论 72.6 分，外语 72.3

分）；专业学位研究生（满分 300分的专业）,录取平均分 204.3（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133.8

分，外语 70.5分）。 

表 3  2022年硕士研究生报考录取情况表 

一级学科/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 

报考 

人数 

录取 

人数 

第一志愿 

录取人数 

录取最高

分 

录取最低

分 

其中，录取

推荐免试人

数 

理论经济学 47 16 2 419 364 0 

应用经济学  601 111 58 417 360 2 

法学 436 62 62 416 338 0 

马克思主义理论 615 61 60 430 391 0 

中国语言文学 121 25 17 429 373 0 

外国语言文学 517 57 56 435 367 0 

统计学 348 72 52 420 304 3 

信息与通信工程 41 41 19 355 280 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5 42 30 397 279 0 

环境科学与工程 28 30 9 363 275 0 

食品科学与工程 180 79 65 384 276 1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7 34 27 403 300 1 

工商管理 1188 152 115 427 35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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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 

报考 

人数 

录取 

人数 

第一志愿 

录取人数 

录取最高

分 

录取最低

分 

其中，录取

推荐免试人

数 

公共管理 256 39 20 416 359 1 

设计学 56 22 13 421 379 5 

城乡规划学 56 11 11 430 382 0 

工商管理硕士 1023 248 197 241 170 0 

法律硕士 2066 139 123 392 335 0 

金融硕士 932 91 61 432 360 0 

保险硕士 38 7 7 406 368 0 

应用统计硕士 625 92 92 419 360 0 

国际商务硕士 274 42 11 411 360 1 

翻译硕士 1700 171 159 430 367 2 

会计硕士 1221 256 125 251 193 1 

旅游管理硕士 63 8 6 195 171 0 

审计硕士 371 35 35 245 219 0 

公共管理硕士 556 109 79 233 178 0 

应用心理硕士 1099 69 67 436 373 0 

生物与医药硕士 126 70 54 409 273 0 

电子信息硕士 627 144 127 407 280 0 

社会工作硕士 419 41 40 417 350 0 

艺术硕士 311 38 37 424 383 1 

资源与环境硕士 69 52 25 376 274 0 

新闻与传播硕士 704 33 32 424 390 0 

物流工程与管理硕士 562 75 73 234 209 0 

 

（四）在校研究生情况 

学校自 1991年首次招生至今，在校研究生人数从 1991年的 3人增加到 2022年的 7455

人，呈稳步上升趋势。 

2022年学校各类在校研究生中，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431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2346人，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4678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占比分别为 33.40%、

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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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生毕业与就业情况 

2022 年毕业研究生共计 1537 人（不含留学生）。其中，博士研究生 43 人，硕士研究

生 1492人。毕业研究生毕业去向落实 1434人，落实率为 93.3%。毕业研究生就业行业主要

为“金融业”（占比 19.4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 13.97%）、

“教育”（占比 12.32%）。毕业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主要为“民营企业”（占比 41.91%）、

“国有企业”（占比 16.19%）、“机关”（占比 8.81%）。从就业地区上来看，大多数毕业

生选择在浙江省内就业，占比为 79.51%；省外就业主要去向地为江苏省和安徽省，分别占

3.30%和 3.22%。 

（六）学位授予情况 

2022 年学校授予博士学位 45 人（其中留学生 1 人）、硕士学位 1533 人（其中留学生

46 人）。其中：学术型博士（双证）45 人（经济学 12 人，理学 7 人，工学 9 人，管理学

17 人）；学术型硕士（双证）593 人（经济学 141 人，法学 67 人，文学 63 人，工学 155

人，管理学 130人，理学 21人，艺术学 16人）；专业学位硕士（双证）940人。 

在授予学术型博士学位中，管理学、经济学占比最高，为 64.4%（图 3）。授予学术型

硕士学位中，经济学、工学占比最高，两类合计 49.9%（图 4）。 

                                                

图 3  2022年授予学术型博士学位人数           图 4  2022年授予学术型硕士学位人数 

（七）研究生导师状况 

学校共有导师 821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 139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815 人（图 5）。

导师中博士学位占比高，具有博士学位导师 721人，占比 88%。导师中高级职称占比高，其

中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383人，占比 47%，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380人，

占比 46%。导师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其中 45岁（含）以下有 396人，占比 48%，46岁至 5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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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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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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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含）有 106人，占比 13%。 

学校共聘任兼职研究生指导教师 565人，其中博士研究生校外合作导师 17人，硕士研

究生校外合作导师 74人，硕士研究生实务导师 474人。                

 

 

图 5  导师学位、职称和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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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筑牢红色根脉，强化党建和思政引领 

构建富有研究生特色的党建工作机制。做好研究生党建“双创”工作，与学院联动做好

基础培育工作，5 个研究生支部获批为学校党建工作样板支部，2个研究生党支部包揽了学

校学生党支部最佳案例。成立“博士生宣讲团”，选拔 16名优秀博士生组建宣讲团，并注

册成为浙江省教育厅“宣讲在线”宣讲员。研究生工作部邀请专家、学者对博士生宣讲员统

一进行学习培训，夯实理论宣讲功底，制作“预约菜单”，博士生宣讲团结合自身学科知识，

深入社区、乡镇，讲出知识性和专业范，宣讲活动得到“学习强国”、腾讯新闻和校官微等

媒体宣传报道。联合校团委，通过研究生理论宣讲大赛择优选拔 12名硕士研究生组建成立

“研究生讲习团”，发挥优秀研究生的榜样示范作用，引导青年学子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

走。设立“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生专项创新课题，引导研究生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二）加强形式创新，培育思政精品工作项目 

开展符合研究生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持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开展“红色家书”

新生征文活动，在始业教育中植入第一颗种子，引导研究生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爱国精神。

2022年，共有 2171名研究生新生参与“红色家书”征文活动，征文作品累计达 260余万字。

发挥金沙港“红色驿站”学生社区的思政教育功能，2022年，5间“研途有你 红色驿站”

共计举办各学院宣传教育活动 40余场，覆盖研究生近千人，成为研究生生活区的思政打卡

点。在“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教育”微信公众号开设“红色驿站”活动报道专题，以“一月

一汇”的形式强化宣传，引导各学院相互学习、共同提升，进一步扩大“红色驿站”品牌活

动覆盖面和影响力。在去年牵头开辟“卡尔·马克思”杯大学生理论知识竞赛研究生组赛道

的基础上，开展第二届“卡尔·马克思”杯研究生组校级决赛，创新形式，“博士生宣讲团”

单独成立为一支竞赛队伍，进一步强化朋辈引领的榜样作用。 

（三）加强体系建构，研究生创新实践成果取得突破 

继续深化融“课程-实践-项目-竞赛-评价”于一体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最大程

度转化研究生创新成果。扩大科技创新活动参与面，在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中取得

新突破：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获一等奖三项（其中一组获“华为专项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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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项，三等奖 36 项，总成绩位列全国第 11 名，学校获“优秀组织奖”，连续四年获奖数

量创新高；1支队伍获第一届中国研究生网络安全创新大赛全国一等奖（全国仅 18项）；1

支队伍获第九届中国研究生能源装备创新设计大赛决赛二等奖，为我校历史最好成绩；此外，

在第一届中国研究生“双碳”创新与创意大赛中获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 

以项目制助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增加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类别及立项数。培育“研

究生创新实践系列竞赛”项目暨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年度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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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持续推进研究生挂职锻炼。2022年 1月和 7月，分两批共选送 10名研究生前往丽水经

开区管委会各部门进行挂职锻炼，服务丽水经开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转型升级，助力丽水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专业能力和工作实绩受到经开区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六）加强数字改革，“智慧研工”系统迭代升级 

贯彻落实学校数字化改革会议精神和“数字高校”建设方案，完善升级“智慧研工“系

统，优化“1+2+N”体系架构，依托大数据技术构建综合评价数据模型，对研究生的德智体

美劳全要素全过程进行科学高效的综合评价。充分发挥大数据的内生变量作用，强化过程性

评价，根据研究生的德育、课业、素质拓展和创新四个数据维度，初步构建研究生的可视化

“智慧画像”模型，形成“四边形”雷达图，给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以数字化指导评估。 

  



 

11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切实提升教学质量 

以立德树人为主线，完成了 2022级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国内研究生培养方案

进一步加强学科融合交叉，形成“数字+”人才培养特色，增设 22 门“数字+”课程。优化

体育、美育、劳育类研究生课程设置，并纳入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国际生培养方案根据《关

于加强高校国际学生思想教育的通知》（浙教办国际〔2021〕28 号）的要求，重点调整汉

语课程与思想教育课程体系，提高来华留学生培养质量。 

以破“五唯”为导向，按照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正式启动研究生全校公选课课

程申报与开课工作。在 2021 学年的开设基础上，新增摄影艺术与创作、篮球、羽毛球、旱

地冰壶等 14 门美育类和体育类课程，2022 年度累计开设 48 个研究生公选课教学班，覆盖

各类在校研究生 800余人。正在逐步推广普及体美劳类研究生公共选修课教育，实现研究生

“五育并举”。 

（二）严格导师选聘机制，加大导师培训力度 

以教育评价改革为导向，管理重心下移，全面推动硕士研究生导师选聘和动态遴选制度

改革。优化导师队伍职称结构，提高导师队伍素质，提升导师队伍科研水平，导师队伍职称

结构愈加合理。各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陆续开展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选聘制度改革，持续完

善导师分类评价考核办法，强化“有进有退、能上能下”的导师岗位动态调整机制。对于未

能切实履行职责、存在问题论文等情况的导师，视情况采取约谈、限招、停招甚至取消导师

资格等处理措施。对于指导学生获得省级或校级优秀学位论文的导师，给予一定的奖励，充

分调动导师的积极性。 

截止 2022年底，新增博士研究生导师 4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81人，新增兼职博士研究

生导师 2人，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 134人。 

建立和完善导师履职培训机制，学校、研究生培养学院定期开展导师培训工作。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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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拓宽学术训练途径，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在研究生学术训练方面，依据《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管理办法》，学校连

续十余年以“项目制”形式强化研究生学术训练，扩大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专项课题类型覆

盖面，最大程度实现研究生学术创新成果的转化。 

2022 年学校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共立项“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竞赛”培育项目暨研究

生科研创新基金年度重点项目 19项、一般项目 149项，“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研究生专项创新课题 63 项，“奋进新征程  喜迎二十大”暑期社会实践专项创新课题 13

项。学校研究生获准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项目 22 项。在第十

九届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获一等奖 3项、二等奖 44项、三等奖 36项，在第一届中国研

究生网络安全创新大赛获一等奖 1项，在第一届中国研究生“双碳”创新与创意大赛获二等

奖 1项、三等奖 2项，在第九届中国研究生能源装备创新设计大赛获二等奖 1项；在第八届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银奖 1项。 

 

表 4  2022年学校研究生学科竞赛部分获奖情况 

序 赛事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者姓名 

1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 

(华为专项奖) 

周华键；王晨宇；李瑞烜 

2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 金晓婧；林坚；刘梦磊 

3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 吴云广；陈之愉；骆逸凡 

4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杨帆；常菁；钱昊 

5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姚佳成；梁天祥；厉佳星 

6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李柯；李曼颖；贾潇风 

7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顾心怡；孙海航；江向东 

8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王思廷；陈亚宁；冯美丽 

9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赵心妍；雷洛；李笑函 

10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沈莹；卢瑀璟；江嘉敏 

11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杨怡；倪飞扬；赵滢滢 

12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胡致远；卢吉民；顾钰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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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赛事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者姓名 

13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刘洋；陆莹冉；李家宜 

14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周洋；吴金波；胡佳伟 

15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王子钦；杨羽菲；黄程炜 

16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朱佳欣；方雨婷；王鑫宇 

17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李嘉琪；刘淑芳；周晨晨 

18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王钰菡；张非凡；卢曼卿 

19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林子衿；骆骏；陈家焰 

20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潘航露；赵锦澳；彭小满 

21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王哲宏；雷赛华；陈雅 

22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孟飞宇；翟孟怡；周俊江 

23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詹栩璐；何怡平；李春妍 

24 第十九届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姚晓婉；陈晓丹；宋炜锦 

25 第一届中国研究生网络安全创新大赛 国家级一等奖 李瑞烜；贾潇风；孙锋 

26 第一届中国研究生“双碳”创新与创意大赛 国家级二等奖 
卢哲颢；黄立翰；花浩；林建翔；

吴炜；吴珂颖 

27 第一届中国研究生“双碳”创新与创意大赛 国家级三等奖 朱栩楷；刘婧妍；李宁；程阳眷 

28 第一届中国研究生“双碳”创新与创意大赛 国家级三等奖 
高展；周鹏；郑宗威；张兴宇；

张日波；郭潇峰 

29 第九届中国研究生能源装备创新设计大赛 国家级二等奖 
谭盟；麻鑫；张超；王龙阳；傅

炀杰 

30 
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 
国家级银奖 

蔡佳航；李平；彭小满；武思凡；

陈娇妮；俞金毅；李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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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加强闭环过程管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为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学校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积极探索研究

生培养从“入口”到“出口”环环相扣的闭环管理模式，严格把好招生关、培养关、学位关，

修订完善相关文件，提升研究生管理水平和导师队伍建设，构建起了学校、学院（学科）、

导师（组）、学生四维协同的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 

1.深化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有效提升研招工作质量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持续推进研究生招生改革，有效提升研究生招生工作

质量。完善招生各环节规章制度，制定《浙江工商大学 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录取

工作实施方案》《浙江工商大学 202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录取工作实施方案》《浙江

工商大学 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政策汇编》等文件至各招生学院，确保招生复试各环节工

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在规范招生管理基础上，稳健推行“申请-考核”制，探索实施“导

师组”招生模式，鼓励学院及跨学科成立联合导师组进行招生，提高直接攻博和硕博连读招

生比例。加强各学院开展研招宣传直播和学术夏令营活动的支持力度，选拔优质生源攻读硕

士、博士研究生。 

2.提高考点服务水平，顺利完成全国研考考点工作 

2022年是学校第三年承担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点工作，面对疫情感染高峰带来的新挑战，

全体考务工作者挺身而出、毅然向前，用责任与担当为考生保驾护航。学校在考前进行了周

密细致的安排，就考场布置、疫情防控、考务管理、应急处置等多个重点事项反复沟通、协

商、确认。相关职能部门共同作战，各司其职、通力合作，调动工作人员 300余名服务 100

个常规考场、19个隔离考场和 2个备用考场的 3000名考生，做到零事故、零投诉，实现疫

情防控和考试安全双保障，受到上级部门高度肯定。考试期间，本着以“学生为中心”的原

则，学校贴心为考研学生提供 2天营养健康、寓意美好的免费餐食，并专门为考生开辟了午

间休息场所和用餐区域，获得了广大考生的一致好评，得到《光明日报》《钱江晚报》等多

家媒体报道。 

3.依托数字智治工程，完善研究生培养过程 

为进一步推动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学校坚持数字化赋能卓越研究生教育。2022

年根据数字化学习发展现状以及研究生培养特点，完成研究生教育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二期项

目和研究生线上学习门户网站建设，实现了研究生学籍-课程-实践-论文全过程数据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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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学校荣获 2021年度浙江省优秀学位论文（2022年公布） 

序 类型 一级学科名称 作者 导师 论文名称 

1 
省优秀博士论文

提名 

食品科学与工

程 
汪  秀 韩剑众 

基于肠类器官的乳磷脂对小鼠肠上

皮保护作用机制研究 

2 
省优秀博士论文

提名 
统计学 桑利恒 陈振龙 某些高斯随机场的样本轨道性质 

3 
省优秀博士论文

提名 
应用经济学 屈  放 陈宇峰 

能源技术进步偏向的环境效应与政

策效应研究 

4 省优秀硕士论文 工商管理 郭长伟 朱亚丽 
最优区分视角下内创企业绩效的驱

动组态研究 

5 省优秀硕士论文 
食品科学与工

程 
张栋昊 陈建设 

唾液的酶活和缓冲能力与人群饮食

习惯及酸味感知的差异比较研究 

 

6.管理机制改革平稳推进 

（1）优化分流选择机制，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提高 

2022 年，学校将毕业与学位授予条件进行优化，将两者的分离前置在论文评审环节。

对于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提早分离，优化分流选择机制，畅通分流渠道。通过对研

究生毕业、学位授予分流，进一步加强学位论文质量把控，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 

（2）推进答辩评价观念转变，严格把控学位论文质量 

学校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各环节从严控制，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原则。学校积极推行盲审环

节通过后，从“答辩环节即为通过”至“答辩环节可以不通过”的观念转变，严格把控问题

论文的出现，进而确保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 

7.综合管理系统数字化建设持续优化 

2022 年，学校完成研究生综合信息系统二期工程建设，将研究生学位管理工作中涉及

到的业务工作全面实现线上流程化管理。在优化原有模块的基础上，新增导师信息管理、资

格审核、上岗资格考核等模块，以及论文查重、学位数据统计、内部论文申请审核、校级优

秀学位论文申请审核等模块，完善了研究生学位和导师信息管理模块的迭代升级工作，提高

了研究生学位和导师管理数据统计分析工作的准确性，进一步提升了研究生管理工作效率，

赋能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 

（二）严格导师选聘机制，加大导师培训力度 

1.提高导师选聘标准 

修订博士生导师选聘管理办法。在教育评价改革的总体要求下，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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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

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

关于印发<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对我校博士

生导师选聘管理办法开展修订工作。在原有科研条件基础上，分职称级别设置多元化科研成

果（学术论文、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及科研获奖等）指标，选聘新任导师和审查导师上岗资

格。增加论文、科研项目及科研经费代替科研奖项，并将博士生导师资格与博士生导师招生

资格分离，进一步完善导师岗位管理与考核办法。鼓励优秀的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

师担任博士生导师。 

2.提升教育教学研究水平 

学校以发展规划为导向，以提高培养质量为目标，鼓励广大教师积极参与教育教学创新

改革，大力加强学科和人才培养内涵建设，不断优化研究生成长成才环境。积极启动校级研

究生教育改革项目的申报工作。经校外专家评审和立项公示，共确定 18项校级研究生教育

改革立项项目，其中课程建设类项目 2项，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 15项，教材出版项目 1项。 

3.不断强化导师岗位管理 

在《浙江工商大学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办法》中，要求各一级学科博士点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结合学科特点与发展目标，制定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考核与招生资格审核实施细则。鼓励

以年度考核为依托，将思想政治、师德师风、人才培养质量、指导精力投入、培训情况等作

为考核的重要指标，强化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的要求，规范导师指导行为，

导师考核通过的方可获得下一年的招生资格。 

（三）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学生创新能力 

1.教师科研水平显著提高 

2022 年，学校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社科成果文库、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

连年排名全国高校前列、省属高校之首。获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44项，位居浙江省属高校

第 1 位，全国财经类院校第 2；获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4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6 项、

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92项等；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16项、浙江省科学技术奖 9项、浙江

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7项（第一单位）；取得省部级领导及以上批示采纳 104项。

产学研横向项目 264项、新增产学研基地 5个；申请专利 290项，其中发明专利 264项，实

用新型 4项，新签专利转化合同 17项；获准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 1项，国家重点研发

课题 1项；获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4项；获省重点研发尖兵项目 1项，领雁项目 1项，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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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青年基金 1项，省部级项目共 55项。 

2.学生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学校通过明确导师职责、提高研究生科研奖励等方式，鼓励研究生努力将潜心问道与关

注社会相统一，有效提升研究生的科研水平。2022年，学校研究生在核心级别及以上期刊

发表学术论文 358篇，其中 ESI热点/高被引论文 1篇，校 TOP B 2篇，SSCI一区 37篇，

SCI TOP 64篇，一级 61篇。从学科门类来看，工学类研究生共计发表高水平论文 215篇，

管理学类、经济学类、理学类、法学类、文学类研究生发表高水平论文分别为 72篇、53篇、

11篇、6篇和 1篇。 

表 6  2022年学校研究生发表的部分高层次论文 

序号 申报人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级别 

1 金玉梅 
Identifying emergence process of group panic buying 

behavior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ESI热

点/高

被引 

2 冯颖姣 人民币汇率变动、企业创新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研究 
校 TOPB

档 

3 魏钰沸 
Interactions of microplastics and soil pollutants in 

soil-plant system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校 TOPB

档 

4 过重阳 最低工资、工业自动化与技能溢价 中国工业经济 一级 

5 刘格格 基于消费者绿色偏好和渠道竞争的制造商分散式入侵策略 中国管理科学 一级 

6 李璐鑫 
配偶的善意性别偏见对职业女性工作繁荣的影响机制研究：一

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科学 一级 

7 王雅萍 后发技术非对称赶超策略及其情境依赖机制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 一级 

8 常启国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党组织治理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 中国软科学 一级 

9 曹肖烨 收入分配制度协调与促进共同富裕路径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

研究 
一级 

10 孙波约 企业金融化与产能过剩治理：“雪中送炭”还是“雪上加霜” 经济学家 一级 

11 高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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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人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级别 

15 吴志敏 函数型 EGARCH模型的构建及其波动预测研究 统计研究 一级 

16 夏冰楠 
How workplace incivility leads to work alienati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SSCI一

区 

17 周  伟 

Precise supervision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based on boolean matrix 

factorization under low carbon backgrou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SSCI一

区 

18 曹雅婷 
Accessible tourism - understanding blind and 

vision-impaired tourists' behaviour towards inclusion 
TOURISM REVIEW 

SSCI一

区 

19 邱可阳 
Regiona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ts inequality: 

measurements and dynamic decomposi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SSCI一

区 

20 连港慧 

Substantive green innovation or symbolic green 

innovation? the impact of ER on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dual moderating effects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 

SSCI一

区 

21 罗佳钰 
Market distortion, factor misallocation, and efficiency 

loss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SSCI一

区 

22 谭雅妃 

The effect of ESG rating events on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in China: the mediating role of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manager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ECHNOLOGY IN 

SOCIETY 

SSCI一

区 

23 李方颖 

Promoting the reduction of CO2 to formate and 

formaldehyde via gas–liquid interface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using a Zn0.5Cd0.5S/CoP/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catalyst 

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 

SCI TOP 

24 崔益玮 

Real-Time profiling and distinction of lipids from 

different mammalian milks using rapid evaporative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combined with chemometric 

analysi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SCI TOP 

25 李国强 

Effect of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optimized 

ultrasound-assisted pretreatment extraction on the 

composition of essential oil released from tribute 

citrus peels 

FRONTIERS IN 

NUTRITION 
SCI TOP 

26 何  跃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food oral processing 

ANNUAL REVIEW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 TOP 

27 夏  伟 A novel chitosan oligosaccharide derivative: synthesis, CARBOHYDRATE SCI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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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人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级别 

antioxidant and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POLYMERS 

28 倪皓洁 
Plasmonic microneedle arrays for rapid extraction, SERS 

detection, and inactivation of bacteria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SCI TOP 

29 朱强国 

Coupling nonlinearities and dynamics between the hybrid 

tri-stable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er and nonlinear 

interfaced circuit 

APPLIED ENERGY SCI TOP 

30 郭佳允 

Substituent engineering in g-C3N4/COF heterojunctions 

for rapid charge separation and high photo-redox 

activity 

SCIENCE CHINA 

CHEMISTRY 
SCI TOP 

 

（四）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开拓多形式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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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1.学科自我评估进展情况 

开展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根据《浙江工商大学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实

施方案》的要求，组织学位授权点制定本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指标体系，及撰写学位授权点

建设年度报告、并开展自我评估中期检查。目前 19个学位授权点已完成自我评估指标体系

的制定和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的撰写。通过“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升”，着力

提升学位授权点质量。 

2.加大学科自检力度 

完成学科数据采集与评价平台开发应用，对各学科近年来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各项

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明确学科建设中存在的优势与不足，为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诊断分析。

同时，探索建立评估激励制度。在相对稳定支持的基础上，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学科经费

支持力度。对学科建设任务完成较好的继续支持，对建设结果较差的学科及时进行动态调整，

并缩减学科建设经费。 

3.学科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学校学科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与世界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相比仍存在

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科交叉融合机制仍有待健全；二是目前学校仍无专业学位博

士点，亟需填补空白；三是学科领军人才、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教学科研成果仍相对短缺；四

是学校品牌与学科声誉与国内知名高校尚有差距，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待

提升等。 

（二）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2023年，浙江省教育厅公布了 2022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的抽检结果，我校被抽检学术论

文共 72篇，优良率为 71%。其中学术型学位论文 25篇，平均分 75.92分，优良率 80%；专

业学位论文 47篇，平均分 77.77分，优良率 65.96%。 

根据本次论文抽检结果，学校学位论文整体优良率不高，仍存在问题论文，主要原因有

五个方面： 

一是学位论文质量管理层面。个别培养学院对学校学位管理规章制度的理解存在一定偏

差，未能精准有效执行学位相关规定，存在“宽进宽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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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进措施 

（一）针对问题的改进建议 

1.健全学科、学位点评估自我评价机制 

继续稳步推进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等工作。严格遵照学校自我评估工作实施方案，

组织各学位授权点全面开展自我评估工作，认真查找学位授权点建设与人才培养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督促各学位授权点填报基本状态信息表、撰写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加强组织

保障和统筹协调，做好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切实做到以评促建，凝练特色。 

2.着力提升学位论文质量 

一是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有效开展导师培训工作，落实相关惩戒机制，积极推进导师在

研究生教育过程中以德育人,辐射引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二是进一步健全学位论文质

量内控机制，形成学校、培养学院、导师、研究生的多维合力，压实培养学院主体责任，强

化内控机制和政策有效落实。三是进一步强化学位论文过程管理，加大学位论文管理过程公

开、公示的力度，推进评审和答辩意见公开。加强开题、预答辩、盲审、答辩等环节监管力

度，把好论文质量关，避免问题论文的出现。 

（二）下一步工作思路与建设举措 

1.深化招生制度改革，严把研究生教育“入口关” 

优化自命题工作机制，积极探索网上评卷制度。为应对自命题工作系统性风险问题，

在学校原有自命题工作规范的基础上，拟通过合理压缩全校自命题科目数量、增加分管院长

审查试卷等环节，进一步优化自命题工作机制。同时，拟通过调研已经开展自命题网上评卷

工作的院校，积极探索适合我校实际的自命题网上评卷制度，提高评卷效率，减少错误率。 

以提高生源质量为目标，多渠道完善博士招生制度。继续稳健推行“申请-考核”制博

士招生方式，优化考核标准，严格审核程序，推动各学科以提高生源质量为目标，结合学科

发展特点，进一步完善“申请-考核”制实施方案。完善中国人民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聘任

机制，鼓励各学院及跨学院（学科）成立联合导师组，共同指导和培养博士研究生，推动博

士生招生和培养的多元化发展。优化博士招生名额分配机制，积极推动各学科提高直接攻博

和硕博连读报名和招生人数。 

继续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开展多种形式招生宣传活动。鼓励各学院继续做好、做实招

生宣传工作，积极举办“暑期夏令营”，尽早锁定优质推免生源；继续与 360教育在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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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等单位合作，开展研究生招生宣传直播活动，同时通过微博微信等传播

手段进行院校推广；健全研招宣传志愿者工作队伍，开展研究生招生宣传志愿者培训以及“优

秀志愿者”评比活动；继续开展“我和商大录取通知书的故事”线上征集活动等。 

2.加强教学资源建设，切实提升研究生教学质量 

加强培养过程管理，完善质量监控体系。进一步精细化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健全

研究生教育质量控制体系，进一步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建立以教学督导为主，研究生评教

为辅的研究生课程教学评价监督机制，对培养方案、思政建设、教学环节等研究生教学活动

全过程和教学效果进行监督、评价，提升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 

推进“五育并举”，探索“工商融合”课程建设。全面落实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和要求，

进一步深入挖掘提炼各类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和德育功能，加强研究生核心课程思政

教学示范项目建设。持续探索研究生“五育并举”课程体系建设，进一步丰富研究生全校公

选课课程，拓展线上线下教学形式，扩大课程覆盖面。在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中设置“数字

+”课程、案例课程类项目，探索在全校研究生公选课中设置“数字+”课程，开设案例论坛

等，拓展研究生教育“工商融合”“文理融通”的路径。 

完善分类培养模式，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内涵建设，完善人

才培养体系，扎实推进分类培养。学术学位研究生应注重科研创新能力培养，加强学术研究

方法训练，突出获取知识、前沿跟踪、学术交流、学术创新等能力的培养,优化课程设置结

构，注重“数字+”、论文写作、研究方法、学科前沿等课程的设置。推进硕博贯通培养，

探索培养方案一体化设计。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注重“产、学、研”相结合的培养思想，充分

发挥实践基地的作用，探索校企联合培养。加强学科交叉，形成培养特色。充分利用学科交

叉、融合的综合优势，积极探索跨学科导师团队指导、科研育人、平台育人培养模式，鼓励

跨学科制定培养方案、共同组织课程教学，积极探索跨学科人才培养新机制，进一步提升研

究培养质量。 

3.建立分级责任体系，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建立分级责任体系，明确导师、学位论文各类（开题、预答辩和答辩）答辩委员会、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在质量把关方面的具体责任和工作要求。充分发挥学位论文每一个环节在质

量把关方面的作用，不断完善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机制，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全过程管

理。 

研究生培养质量是学校教育的生命线，要摆脱“先上数量，再提质量”的思想误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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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质量为目标，以全过程高层次人才培养为手段，以责任意识和勇于担当为精神，系

统性地提出和落实研究生培养质量全面提升计划。 

4.健全“三全育人”机制，提升研究生思政水平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突出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政治标准。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

抓住“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加强高校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培养工程建设，培养造就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研究生人才。根据学校一流党建建设目标，

以支部建设和党员先锋培育为关键抓手，开展第三届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培

育和“研究生党员标兵”选树，做好研究生党建“双创”工作，推动研究生“堡垒指数”“先

锋指数”考评管理。扎实推进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持续开展研究生理想信念教育，完善“红

色驿站”“红色家书”“研究生讲习团”等特色活动教育载体，打造研究生精品思政项目，

加强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状况动态分析和整体把握，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创新党建载体，提高研究生党建工作成效。重点打造学校下沙校区金沙港“红色驿站”

学生社区，促进研究生“读书、交往、成长”，使其成为研究生党建前沿阵地、“三全育人”

实践园地、平安校园样板高地。开放式收集研究生意见和建议，追踪研究生关注的热点，挖

掘研究生社区建设的难点堵点，探索“一站式”研究生社区建设，建立健全信息收集、挖掘、

反馈主渠道。搭建研究生社区宣传教育平台，打造体现思政规律、紧贴育人实际、充满生机

活力的研究生社区文化识别系统。根据“数字高校”3.0版建设目标，继续推进“智慧研工”

系统升级迭代，深化研究生“1+2+N”智慧思政体系建构。 

强化育人合力，继续探索研究生思政协同育人机制。探索研究生党建与学科建设，与

学校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的举措。通过支部共建、支部调整、座谈会、培训会等形式，继续为

辅导员与导师搭建交流平台，探索辅导员与导师的双向育人协同机制，充分体现党建工作标

准化内涵。强化研究生导师队伍管理，继续通过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等各类在线教育平台，组

织研究生导师培训，将“政治理论”“师德师风”“导学关系”“心理健康”作为重要培训

模块，提高导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和能力。依托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工作室

等平台，整体提升导师队伍党建和思政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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