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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赛比学”成果 

（一）部分学生获奖情况展示 

1．学生获奖概览 

表 1-1 财经类学生获奖情况概览表（部分） 

姓名 本科期间获奖名称 
获奖 

等级 

学生

年级 

任敏等 
第一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乐乐

医”患者诊后随访及慢病管理系统） 
国家级金奖 2012 

李思涵等 
第二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Medlinker”医生联盟学术交流平台） 
国家级金奖 2013 

何梦亚等 
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Niceky

自抗凝性高通量血液透析器） 
国家级金奖 2014 

唐婉旖等 
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神经可

视化脊柱微创手术导航系统） 
国家级金奖 2015 

万奕甫等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利吾肝

——挽救衰竭肝脏体外支持仪） 
国家级金奖 2016 

张洪江等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基因方

舟——分子克隆服务全球引领者-张洪江等财经类专

业学生） 

国家级金奖 2016 

石华磊等 
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无障视

界——白内障智能诊断方案领航者） 
国家级金奖 2017 

罗嘉琦等 
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OLED

柔性显示关键材料和技术产业化） 
国家级金奖 2018 

向卉等 
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高木自

适应智能学习平台研究开发与推广） 
国家级银奖 2013 

涂宏辉等 
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薪公益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项目） 
国家级银奖 2014 

李殷韬等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救心桥

——全球首创心血管再生可吸收支架） 
国家级银奖 2015 

白昊霖等 
第六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真探科

技·细胞膜探针行业领军者） 
国家级银奖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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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本科期间获奖名称 
获奖 

等级 

学生

年级 

黄诗颖等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赤

纸芯-全国领先的传染病现场快速分子诊断服务） 
国家级银奖 2017 

益西卓玛

等 

第五届“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得康—

—藏族健康援助公益使者） 
国家级铜奖 2016 

马梓茗等 
第五届“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必优齿

——牙齿隐形矫治智慧方案服务商） 
国家级铜奖 2017 

黄莹茜等 第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大赛 国家级特等奖 2001 

张雅婕等 第十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大赛 国家级一等奖 2007 

张洋等 
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

赛 
国家级一等奖 2009 

郑科等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

赛 
国家级一等奖 2011 

代良志等 
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

赛 
国家级二等奖 2013 

巩群喜等 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国家级金奖 2018 

白霜等 创青春-第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国家级金奖 2005 

赵诗源等 创青春-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国家级银奖 2020 

袁野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 2018 

陈鹏翔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 2018 

李梦雪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 2018 

彭小洪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 2018 

邓莉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 2018 

曾美霖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2012 

蒋佩琦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2016 

皮鹏飞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2016 

胡川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2016 

皮鹏飞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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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本科期间获奖名称 
获奖 

等级 

学生

年级 

宁旭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2016 

于济冲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2018 

赵一茹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2018 

张雨文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三等奖 2011 

王佳栋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三等奖 2012 

杨洁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三等奖 2012 

王佳栋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三等奖 2012 

杨洁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三等奖 2012 

张诗璐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三等奖 2012 

杜鹰鹏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三等奖 2012 

杜鹰鹏 第二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2012 

胡一江 第二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二等奖 2012 

尹雨 第二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三等奖 2011 

韩蓉 第一届“数创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挑战赛本科组 国家级三等奖 2015 

彭宇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C 类 国家级二等奖 2012 

曾盛博 第十九届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C 类 国家级二等奖 2015 

杨灿 第十九届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C 类 国家级二等奖 2016 

厉行 第十九届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C 类 国家级三等奖 2015 

马咏昕 第十九届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C 类 国家级三等奖 2016 

张沛琳 第二十一届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C 类 国家级三等奖 2016 

蒋佩琦 第十九届全国英语口语测评大赛 C 类 国家级一等奖 2016 

杨灿 第十九届全国英语口语测评大赛 C 类 国家级二等奖 2016 

陆香怡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艺术表演类甲组 国家级一等奖 2015 

谷红宇等 第六届“中金所杯”大学生金融及衍生品知识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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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本科期间获奖名称 
获奖 

等级 

学生

年级 

宋茗等 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国家级三等奖 2018 

董若涵等 第三届 Bridge+全国青年商战模拟大赛 国家级三等奖 2015 

娄著盛等 第一届全国高校互联网金融应用创新大赛 国家级三等奖 2013 

侯培轩等 
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四川赛区

（“光圈儿”大学生摄影社交平台） 
省部级金奖 2012 

王文彬等 
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四川赛区（成

都小哥快跑配送服务有限公司） 
省部级金奖 2012 

杜佳欣等 
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易卡汇”

移动端会员管理系统） 
省部级金奖 2012 

邢雯婕等 
第三届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Lifeline

生命续航专家） 
省部级金奖 2015 

范诗悦等 
第四届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基因

方舟——分子克隆服务全球引领者） 
省部级金奖 2016 

崔珂超等 
第三届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干客

农副特产销售平台助力精准扶贫实践项目） 
省部级银奖 2014 

孔言等 
第五届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基因

方舟——分子克隆服务全球引领者） 
省部级金奖 2017 

高飞等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新疆赛区

选拔赛 
省部级金奖 2017 

邢雯婕等 
第三届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Superb Voice 声音管家） 
省部级金奖 2015 

刘易伦等 
第三届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干客

农副特产销售平台助力精准扶贫实践项目） 
省部级银奖 2015 

于文豪等 
第三届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则拉

森林——互联网+农创服务商） 
省部级银奖 2015 

张予姝等 
第三届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Sweet 

Care 时空分流教育平台） 
省部级银奖 2016 

李嘉楠等 
第五届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让

科研不留遗憾”——基于“互联网+科研”测试狗平台） 
省部级银奖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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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本科期间获奖名称 
获奖 

等级 

学生

年级 

魏宇方舟

等 
第一届陕西省“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铜奖 2013 

梁泽鹏等 
第四届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安泰

尼靶向抗肿瘤药物递送系统） 
省部级铜奖 2015 

王秋懿等 第四届四川大学“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铜奖 2016 

黄泽宇等 
第五届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三

明治”结构的高安全改性锂电池隔膜） 
省部级铜奖 2017 

凌冰等 
第五届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LiveR

类器官人工肝脏支持系统） 
省部级铜奖 2017 

郑科等 
第十一届“挑战杯” 四川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 
省部级铜奖 2008 

伍博超等 
第十一届“挑战杯” 四川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 
省部级铜奖 2008 

郭玥等等 
第十一届“挑战杯” 四川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 
省部级铜奖 2008 

郑红瑶等 第十二届“挑战杯”四川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省部级铜奖 2013 

沈碧君等 第十二届“挑战杯”四川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省部级铜奖 2013 

文青爽等 第五届“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金奖 2015 

黄子航等 第五届“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金奖 2015 

黄博等 第五届“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金奖 2015 

董佳韵等 第一届“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银奖 2011 

闫晨睿等 第二届“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银奖 2012 

王婧天等 第二届“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银奖 2012 

王哲等 第二届“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银奖 2013 

李慧榕等 第五届“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银奖 2015 

项志杰等 第五届“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银奖 2015 

梁泽鹏等 第五届“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银奖 2015 

http://www.baidu.com/link?url=XR4R507g0p938vxyX3VME1MaW5tHnH5-GmMrGEKEVIoNsBLY3AYOdioLlZGzdXLchEYbvDkCNCx8jaO-3gWBATs7jt_XDoPqptlFK6-Py4MzD1BiQeXN6cJBFbadDOyF
http://www.baidu.com/link?url=XR4R507g0p938vxyX3VME1MaW5tHnH5-GmMrGEKEVIoNsBLY3AYOdioLlZGzdXLchEYbvDkCNCx8jaO-3gWBATs7jt_XDoPqptlFK6-Py4MzD1BiQeXN6cJBFbadDOyF
http://www.baidu.com/link?url=XR4R507g0p938vxyX3VME1MaW5tHnH5-GmMrGEKEVIoNsBLY3AYOdioLlZGzdXLchEYbvDkCNCx8jaO-3gWBATs7jt_XDoPqptlFK6-Py4MzD1BiQeXN6cJBFbadDOyF
http://www.baidu.com/link?url=XR4R507g0p938vxyX3VME1MaW5tHnH5-GmMrGEKEVIoNsBLY3AYOdioLlZGzdXLchEYbvDkCNCx8jaO-3gWBATs7jt_XDoPqptlFK6-Py4MzD1BiQeXN6cJBFbadDOyF
http://www.baidu.com/link?url=XR4R507g0p938vxyX3VME1MaW5tHnH5-GmMrGEKEVIoNsBLY3AYOdioLlZGzdXLchEYbvDkCNCx8jaO-3gWBATs7jt_XDoPqptlFK6-Py4MzD1BiQeXN6cJBFbadDOyF
http://www.baidu.com/link?url=XR4R507g0p938vxyX3VME1MaW5tHnH5-GmMrGEKEVIoNsBLY3AYOdioLlZGzdXLchEYbvDkCNCx8jaO-3gWBATs7jt_XDoPqptlFK6-Py4MzD1BiQeXN6cJBFbadDO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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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本科期间获奖名称 
获奖 

等级 

学生

年级 

何梦亚等 第五届“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银奖 2015 

仲航等 第五届“创青春”四川省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省部级银奖 2015 

林家威等 第五届“创青春”首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银奖 2015 

李拓明等 第三届“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铜奖 2015 

王珞琪等 第五届“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铜奖 2015 

方鸿业等 第一届“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铜奖 2012 

李钊等 第三届“创青春”四川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银奖 2015 

王禹辰等 第一届“创青春”四川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铜奖 2011 

先锐等 第三届“创青春”四川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铜奖 2013 

张帆等 第二届“创青春”四川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铜奖 2013 

陈思琦等 第三届“创青春”四川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铜奖 2013 

娄著盛等 第三届“创青春”四川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铜奖 2013 

马灏等 第三届“创青春”四川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铜奖 2014 

高俊飞等 第三届“创青春”四川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铜奖 2014 

戴江姗等 第四届“创青春”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省部级铜奖 2014 

申国豪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省预赛 省部级一等奖 2014 

刘政超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省预赛 省部级二等奖 2014 

郭凯迪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省预赛 省部级三等奖 2011 

杨薛融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省预赛 省部级三等奖 2011 

熊莹萌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省预赛 省部级三等奖 2011 

熊鑫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省预赛 省部级三等奖 2013 

袁铮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省预赛 省部级三等奖 2014 

朱筱茜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省预赛 省部级三等奖 2013 

周宏宇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省预赛 省部级三等奖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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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本科期间获奖名称 
获奖 

等级 

学生

年级 

刘壮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省预赛 省部级三等奖 2014 

喻静 第二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省预赛 省部级二等奖 2013 

李梦昕 第二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省预赛 省部级三等奖 2013 

杨淑燕 2017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部级一等奖 2015 

麻季远 2015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部级二等奖 2012 

郭浩东 2018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部级二等奖 2015 

余俊蓉 2018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部级二等奖 2015 

韩蓉 2018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部级二等奖 2015 

林仁达 2015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部级三等奖 2012 

廖力 2015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部级三等奖 2012 

胡一江 2015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部级三等奖 2012 

杜鹰鹏 2015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部级三等奖 2012 

周子昂 2017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部级二等奖 2015 

杨嘉翊 2018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部级二等奖 2015 

厉行 2018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部级三等奖 2015 

杨光照 2018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部级三等奖 2015 

赵志宏 第十五届五一数学建模竞赛 省部级二等奖 2015 

马路欣 
第五届“发现杯”全国大学生互联网软件设计大奖赛本

科组网络营销技能赛项区域赛 
省部级一等奖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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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奖状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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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优秀人才情况展示 

1．李昭君-薪太软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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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瞻-福布斯“中国 30岁以下的创业者”最年轻的候选人 

 

3．李龙飞-亚洲 30岁以下杰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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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川大学霸寝室全员保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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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学生实践情况展示 

1．赴甘孜藏族自治州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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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凉山州实践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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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极参与各地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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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川大学学子赴多所国内外高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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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赛促教”成果 

（一）部分教学奖项展示 

1．部分省部级以上教学名师奖项 

荣誉表彰 获得者 获得年度 

国家级教学名师 张红伟 2021 

四川省天府名师 张红伟 2020 

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特等奖 张红伟 2019 

四川省教书育人名师 张红伟 2019 

四川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张红伟 2015 

四川省教书育人名师 蒋永穆 2020 

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 蒋永穆 1999 

2．部分省部级教学成果奖汇总 

奖项名称 获奖成果名称 
获奖 

等级 

获奖 

年度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的一流本科教育川

大实践 
特等奖 2018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研究型综合大学经济类拔尖创新人才国际化

培养探索与实践 
二等奖 2014 

四川省教学成果奖 

四川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以赛带练-以

赛促教-以赛比学”财经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

探索与实践 

一等奖 2022 

四川省教学成果奖 
四川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研究型大学

“财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一等奖 2022 

四川省教学成果奖 
激发内生动力 提升教学能力——高校教师教

学发展长效机制的探索与成效 
一等奖 2018 

四川省教学成果奖 
研究型大学科研与教学互动培养经济类拔尖

创新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二等奖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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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名称 获奖成果名称 
获奖 

等级 

获奖 

年度 

四川省教学成果奖 高校经济学课程考试方式改革与创新研究 二等奖 2018 

四川省教学成果奖 
“校企共育”大学生双创能力培养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二等奖 2018 

四川省教学成果奖 
研究型综合大学经济类拔尖创新人才国际化

培养探索与实践 
一等奖 2013 

四川省教学成果奖 
综合型大学经济类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

体系改革研究与实践 
二等奖 2005 

3．教学成果奖-奖状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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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质量奖-奖项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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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教改项目与教改文件展示 

 

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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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川省 2014-2016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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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川省 2018-2020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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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川省 2021-2023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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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拔尖创新人才质量认定评价机制改革细则展示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23届推免攻读硕士研究生加分细则 

为鼓励在校学生努力学习，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根据教育

部、学校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现制定经济学院本科学生综合素质测评

标准。 

综合素质测评总计 40 分，包含创新潜质、专业能力倾向、科研学术能力

及重要竞赛以及社会实践活动及思想品德考核。其中科研创新潜质和专业能力

倾向上限 35分，社会实践活动及思想品德考核上限 5分。 

各项加分构成如下： 

项目

名称 

构成 说明 分数

占比 

综合素质

测评 

科研创新潜质和专

业能力倾向成绩 

创新潜质测评 8% 

专业能力倾向 12% 

科研学术能力及重要竞赛 15% 

社会实践活动及思想品德考核 5% 

科研创新潜质和专业能力倾向、社会实践活动及思想品德考核成绩分别由

学院推免遴选专家小组及学生工作处考核认定。 

一、科研创新潜质和专业能力倾向（上限 35 分） 

（一）创新潜质测评（8分） 

凡满足以下任意一条项目，符合创新潜在资质认定标准。 

（1）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2）参与“互联网+”项目 

（3）参与“挑战杯”项目 

（4）主持或参与各类科研课题 

（5）参与学术论坛或学术会议 

（6）参加学术性社团 

（二）专业能力倾向（上限 12分） 

本科生修读本专业的必修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核心课的加权平均分12%，

参加计算的各专业的必修专业课如下： 

专业名称 必修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程 

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产业

经济学、经济思想史、《资本论》选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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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制度经济学（全英文） 

财政学 

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中国

税制，税收管理，政府预算，地方财政学（全英文），财税理论

前沿 

国民经济管理 

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人力

资源管理、国民经济核算、国民经济管理、运筹学、区域经济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国际

经济学、国际商务、国际结算、国际贸易实务、跨国公司经营与

管理 

金融学 

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金融

经济学、公司金融、国际金融、金融市场学、金融风险管理 

金融工程 

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金融

经济学、金融工程学、金融风险管理、国际金融（全英文）、公

司金融 

数学经济创新班 

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资本论》选

读、常微分方程、实变函数、数理统计、概率论 

经济学（拔尖计

划） 

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学原著导读-1、经济学原

著导读-2、经济学原著导读-3、经济学原著导读-4 

（三）科研学术能力及重要竞赛（上限 15分） 

1. 国家英语六级考试获得 639分（含）以上者加 0.5分 

2. 国家英语六级考试获得 603.5分（含）以上者加 0.25分 

3. （推免研究生测评中，六级按最高成绩加分，不得累计）在各级刊物发表

论文的，按照下表进行加分： 

刊物级别 独著 
合著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A级 6 4.2 1.8 0 

B级 4 2.8 1.2 0 

C级 2 1.4 0.6 0 

北大核心 0.2 0.2 0 0 

备注： 

(1) 本条所列论文指第一作者署名单位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类论文，论文级别认定以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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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四川大学社科分级方案》为准； 

(2) 本条所列“独著”为：论文为学生单独署名；论文由学生与本院老师共同署名的，也按照单独署

名进行加分；  

(3) 本条所列“合著”为：论文由学生与非本院教师一人及以上共同署名；合著作者排名时，若合著

者中有本院教师，则本院教师不占排名； 

(4) 北大核心刊物加分不超过 0.4分。 

4. 公开独立出版经济类著作者加 2 分，参编出版著作者加 0.1 分，参编加分

不超过 0.5分。 

5. 参与各类科研课题的，在课题负责人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对成员进行加分，

但负责人至少占课题加分的 50%，剩余分值在其他课题组成员中进行分配。

各类课题加分如下： 

级别 加分 

国家级 2 

省部级 1 

市级 0.5 

校级 0.1 

6.获得下列各项比赛奖励的，按照下表进行加分 

 特等奖/金奖 一等奖 
二等奖/银

奖 

三等奖/铜

奖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6 2 1 0.5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 —— 6 3 2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复赛 —— 2 1 0.5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 6 3 ——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赛

区） 
—— 2 1 0.5 

全国“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 
6 4 3 2 

四川省“挑战杯”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 2 1 0.5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

赛主体赛事 
6 —— 3 2 



59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

赛专项赛事 
2 —— 1 0.5 

“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业

大赛主体赛事 
2 —— 1 0.5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 
6 —— 3 2 

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 
2 —— 1 0.5 

备注： 

(1)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主体赛事一般分为："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创业实践挑

战赛、公益创业赛三类；其余为专项赛事； 

(2)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般包括高校主赛道和其他在教育部文件中列明进入全国总

决赛的竞赛项目；其余未列入教育部比赛文件的项目不按本规则加分； 

(3) “创青春”“挑战杯”“互联网+”三个系列的比赛，奖状排名 1-5 的同学按照本规则加分；奖状

排名 6-10 的同学按照本规则所示分数减半加分。 

7.获得除第 6条以外各类比赛奖励的，按照下表进行加分 

 类别说明 
特等奖/

金奖 
一等奖 

二等奖/

银奖 

三等奖/

铜奖 

国家级 A类 

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

等国家部委主办的重大全

国性比赛 

6 5 4 3 

国家级 B类 

教育部各司局、团中央各

部门主办的重大全国性比

赛 

5 4 3 2 

国家级 C类 

由教指委和全国性学会

（协会）主办的重大全国

性比赛 

2 1.5 1 0.5 

四川省 A类 

四川省政府、四川省教育

厅、团四川省委等省级政

府或部门举办的全省性重

3 2.5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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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比赛 

四川省 B类 

除前文已有规定的，四川

省教育厅公布的年度省级

大学生竞赛目录中的比赛 

2 1.5 1 0.5 

四川省 C类 

除前文已有规定的，由四

川省主要一级学科学会、

协会主办的全省性重大比

赛 

0.5 0.4 0.2 0.1 

成都市 A类 

成都市政府、成都市教育

局、团成都市委等主办的

全市性重大比赛 

1.5 1 0.5 0.3 

成都市 B类 其他市级比赛 1 0.5 0.3 0.2 

四川大学 A类 

四川大学、校教务处、校

学生工作部、校团委主办

的校级比赛 

—— 0.3 0.2 0.1 

四川大学 B类 其他校级比赛 —— 0.1 0.05 0.03 

院级 
四川大学各学院、各学院

团委主办的比赛 
—— 0.1 0.05 0.03 

备注： 

(1) 本规定中的“教指委”指教育部设置的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不包括各教指委自行设

置的分委员会；。 

(2) 本规定中的“全国性学会（协会）”指在民政部备案的，由教育部、中国科协、文化部等国家部

委担任业务主管单位的学科性学会、协会，如中国数学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等； 

(3) 本规定中的“四川省主要一级学科学会、协会”指为“全国性学会（协会）”会员单位的，由四

川省教育厅等省级部门担任业务主管单位的学科性学会、协会，如四川省金融学会，四川省统计

学会等； 

(4) 本规定中的“其他市级比赛”，指成都市教育主管部门、与教育相关的事业单位、相关政府机关

等官方机构主办的，除成都市 A 类以外的市级比赛；也包括由学校、学院组织参加的其他市级比

赛。 

8. 获得国家级奖学金者加 6分（不含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9. 获得四川省奖学金者加 3分 

10. 获得成都市奖学金者加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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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获得校特等奖学金者 2分 

12. 获得校一等奖学金者加 1分 

13. 获得校二等奖学金者加 0.5 分 

14. 获得校三等奖学金者加 0.3 分 

15. 获得校社会奖学金者加 0.2 分 

16. 同时获得校综合奖学金及校社会奖学金者，同一年度取高的一项予以加分 

17. 各级各类助学金（或含助学金性质）获得者均不加分 
备注：学生竞赛获奖、科研成果均按照代表作认定，相同项目不重复计分 

二、社会实践活动及思想品德考核（上限 5 分） 

（一）获奖加分项目 

1. 获得全国表彰的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加 6分 

2. 获得四川省表彰的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加 3分 

3. 获得成都市表彰的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加 2分 

4. 所在班级获得省优秀班级的每位同学加 0.15分 

5. 参军入伍服兵役的，每一年加 1分，累计不超过 3分 

6. 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资助到国际组织实习的，每成功参与一项加 0.5

分，累计不超过 1分 

7. 纳入《四川大学学生表彰奖励办法》的荣誉，按照下表进行加分： 

奖项 加分 奖项 加分 

“百佳”标兵大学生 1.5 “百佳”模范大学生 1 

“百佳”优秀大学生 0.8 “百佳”标兵班长 1.5 

“百佳”班长 0.8 “百佳”寝室长 0.5 

“百佳”班级 0.1/人 “百佳”寝室 0.2/人 

四川大学优秀学生 0.2 四川大学优秀学生干部 0.5 

8. 纳入校团委“五四”系列表彰的荣誉，按照下表进行加分： 

奖项 加分 奖项 加分 

四川大学团员青年标兵 1 四川大学优秀团干 0.2 

四川大学优秀团员 0.2 四川大学优秀青年志愿者 0.2 

四川大学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0.2 四川大学学术型社团优秀会长 0.2 

四川大学十佳团支部书记 1 四川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 0.05/人 

四川大学“五四”红旗团支 0.08/人 四川大学团支部工作创新金/ 0.0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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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标兵创建单位 银/铜奖 /0.02每人 

四川大学十佳团委副书记 1   

备注： 

该类别荣誉的最终认定，以每年四川大学下发的“五四”系列表彰文件为准；若当年表彰文件中有

新增奖项，由学工组讨论决定加分事宜； 

 

9. 获得学院各类表彰的，按照下表进行加分： 

奖项 加分 奖项 加分 

学院优秀学生干部 0.15 学院优秀团干部 0.15 

学院“五四”红旗团支部 0.025/人 
学院各类协会优秀个人、 

优秀干部 

0.03 

学院优秀团员 0.05   

10. 获得其他表彰的，按照下表进行加分： 

奖项 加分 奖项 加分 

四川大学学生会优秀部长 0.15 四川大学学生会优秀干事 0.05 

军训优秀学员 0.05 党校优秀学员 0.05 

校院协会各类优秀个人 0.03 一次性活动的优秀志愿者 0.01 

11. 担任学生干部并经评议合格的，按照下表进行加分： 

任职 加分 任职 加分 

校、院团委副书记 2 校、院学生会主席 2 

校、院学生会副主席 1.5 校、院团委、学生会部长 1 

校院协会会长 0.5/年 校、院团委、学生会副部长 0.5/年 

校院协会副会长 0.25/年 年级长 1.5/年 

学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

学生党支部工作助理 

1/年 班长、团支书 0.6/年 

副班长 0.3/年 党支部委员、班委、寝室长 0.2/年 

备注： 

(1) 学生干部任职与加分分值不简单直接挂钩，均需由学院对学生任职工作情况进行评议后，根据评

议结果进行加分；评议细则由本测评标准第五部分“学生干部任职评议”规定。 

(2) 同一年度担任多项职务的，取高的一项加分。 

(3) 担任职务满一学期不满一年的，按照分数减半加分；不满一学期的，不予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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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专业进入我院的学生，在原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不予认定加分。 

（二）学生干部任职评议 

1. 评议组织：我院组成由学生代表、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院学生工

作办公室全体老师、院团委全体老师组成的学生干部任职评议小组；学生

代表由每个年级、每个专业各推举一名学生担任。学生代表若为被评议对

象的，在被评议时回避。 

2. 评议时间：学生干部任职评议的时间为每年春季学期期末，国际实践周之

前。 

3. 被评议对象：所有基层团学组织的学生干部均应参加评议。其中院团委副

书记、学生会主席团成员、院团委和学生会部门负责人（部长）、本科生

学生党支部（副）书记、年级长、班长、团支书以及担任校级学生会主席

团成员、部长、协会会长的我院学生，均需进行评议会现场述职评议；其

他基层团学干部进行书面述职评议。 

4. 评议结果：根据现场述职和书面述职情况，评议小组成员对述职干部进行

“合格”或“不合格”的评价。超过 80%的评议小组成员评价为“合格”

的，该学生干部本年度工作方能评价为“合格”。 

5. 不合格条件：凡出现下列条件中任意一条情形的，不予认定当年任职，且

不能认定为“合格”： 

(1) 在学生工作中违反《学生手册》相关规定、学校相关规章制度、社团

和班级管理相关规章制度的。 

(2) 无故缺席学生工作相关会议，未在会前请假并征得负责老师同意的。 

(3) 未按时完成老师和学生组织交付的各项任务的。 

三、附则 

1. 推免研究生加分的奖励、荣誉及任职均应为大学在校期间取得，科研创新

潜质和专业能力倾向成绩加分不超过 35分，社会实践活动及思想品德考

核成绩加分不超过 5分，所有加分累计不得超过 40分。大学在校期间指

入学时间至大三学年的 8月 31日止。根据学校文件规定，推免研究生院

级获奖不加分，文体类活动省级以下获奖不加分。本规定与学校推免研究

生文件规定有不一致的，以学校文件为准。 

2. 各类竞赛的加分，除本规定“科研学术能力及重要竞赛”第 6点，以及参

照其加分的重大赛事外，均区分集体奖和个人奖。对于奖状上明确注明

“队长”字样获奖，队长予以全部加分，队员降低一个获奖等级（国家 A

级降低到省级 A级，以此类推）加分；对于奖状上没有明确注明“队长”

字样的，每位成员均降低一个等级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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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奖学金评定的加分在学习成绩基础上累加，按照上一年度（上一年 9月 1

日起至当年 8月 31日止）计算。 

4. 此标准由经济学院推免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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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经济学（拔尖计划）2.0本硕博贯通式培养阶段性

考核实施细则 

根据《四川大学本硕博贯通式培养实施办法（试行）》（川大研

[2020]788）以及《四川大学拔尖人才培养管理办法（试行）》（川大教

[2021]150）文件要求，拔尖计划 2.0学生在本科三年级末需进行阶段性考

核。通过考核符合条件者，可以提前进入研究生阶段培养。通过考核但自愿放

弃本校本硕博贯通式培养者，可结束本硕博贯通式培养，继续留在拔尖计划

2.0。考核未通过者需结束本校本硕博贯通式培养并退出拔尖计划 2.0，转入

经济学普通专业。 

为了更好地促进基础学科领域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确保将真正热爱基础学

科、具有创新精神和研究潜力的优秀学生留在拔尖班，特制定该考核细则。 

一、考核对象 

大三年级经济学（拔尖计划）学生 

二、考核时间 

大三春季学期末 

三、考核指标 

1. 学术志趣，占比 20% 

由学业导师对学生的学术志趣情况出具评价意见。入选该计划的学生应对经济

学抱有浓厚兴趣，对经济学热点问题有一定的见解和敏感度等。 

2. 学业能力，占比 30% 

以该专业学生培养方案中应修必修课加权平均分作为计算基数，且已修课程成

绩须达到合格，凡不能达到规定学习要求的学生应退出该计划。 

3. 培养潜质，占比 30% 

由学术导师对学生的科研潜质出具阶段性评价意见。科研潜质考核强调的是学

生在科研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创新性和灵活性，特别应注重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

问题的能力。主要针对学生在校期间对于科研参与度情况进行评价。 

凡是对科学研究兴趣不高，对科学问题缺乏探究精神，缺乏基本科研素养的学

生应退出该计划。 

4. 综合素养，占比 20% 

由班主任、辅导员以及任课教师等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要求学生必须政

治合格，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违法违纪行为，身

心健康，能适应高强度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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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出现下列情况则不适宜留在该计划中： 

(1) 学术科研态度不严谨，出现学术不诚信行为,或申报科研项目无故不结题; 

(2) 思想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人文科学素养等较差。 

(3) 由学术导师、学业导师及学院共同认定为不适宜继续作为拔尖学生培养等

其他情况。 

四、考核方式 

1、学生提交个人学业成绩、阶段总结及未来规划并进行现场答辩； 

2、学院拔尖学生阶段性考核专家组按照学术志趣、学术能力、培养潜质、综

合素质四个指标对学生进行阶段性考核，真正将成绩优异、发展潜力大、综

合素质高，有志于献身科学研究的特别优秀的学生留在该计划中。凡阶段性

考核分数低于 80分的学生，应退出该计划。阶段性考核通过者，方可进入

下一阶段培养。 

五、考核工作小组 

组长：蒋永穆（首席专家） 

副组长：邓国营（执行主任）、梁剑（学院纪检书记） 

组员：各系系主任、分管本科教学副系主任、教学质量督导组老师、拔尖

班辅导员、教务老师。 

阶段性考核专家组：由学院遴选 9 名专业老师组成。 

在阶段性考核公示期内，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同学。可以首先向负责自己

班级的班主任、辅导员或教务老师反映、申诉，同时也可以向分管本科教学的

副院长或者学工、纪委副书记申诉。 

申诉电话：028-85412301、028-85412012 

申诉邮箱：scujjxyjwyx@163.com。 

该实施办法最终由经济学院拔尖计划 2.0考核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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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经济学（拔尖计划）2.0学生动态分流与阶段性考

核管理运行办法（试行） 

 

为更好地促进国家重大战略学科领域人才脱颖而出，确保将真正热爱基础

学科、具有创新精神和研究潜力的拔尖学生持续吸纳进拔尖计划 2.0 中，根据

《关于印发<四川大学拔尖人才培养管理办法（试行）>（川大教〔2021〕150号）》

的通知精神，为了使志趣坚定的学生留下来，让更符合条件的学生有机会进入

拔尖学生培养，需持续完善。经济学院通过制定动态考核、分流机制和退出机

制标准，严格的选拔和方式灵活的综合考核，实现拔尖学生的动态进出以及阶

段性考核，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竞争机制，特制订本管理运行办法。 

一、动态分流 

经济学（拔尖班）实行动态管理机制，每学年对拔尖班学生进行考核和淘

汰，并面向经济学院各专业同学进行选拔增补。 

（一）动态调整基本要求 

凡满足以下任意一条标准，学生均不适合留在该计划中进行学习。 

1. 思想品德修养、心理素质、身体素质不适应拔尖学生培养要求。 

2. 必修课有 1门及以上不及格。 

3. 学术科研态度不严谨，出现学术不诚信行为,或申报科研项目无故不结

题。 

4. 由学业导师、学术导师及学院共同认定为不适宜继续作为拔尖学生培养等

其他情况。 

5.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学校及学院规章纪律等相关规定，或受到处分，或做

出有损国家、学校或学院形象、利益行为等。 

6. 经济学（拔尖计划）中的学生在考核阶段，必修课加权平均成绩排名最后

三位同学原则上需退出拔尖班，但可与其他申请进入拔尖班的同学开展公

平竞争，通过选拔考核后再次进入拔尖班。 

7. 学生自愿申请退出。 

（二）动态分流时间 

1. 原则上每学年结束后进行一次动态分流。秋季学期补缓考成绩录入截止后，

学院立即启动动态分流工作并在第三周周四之前完成。 

2. 学生自愿退出的时间须在大二学年（四年制）结束之前，且学生提出自愿

退出申请的办理时间须在每学期开学前四周之内（最后一次自愿退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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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在大二春季学期前三周）。 

3. 退出学生退回同年级经济学专业修读。 

（三）增补选要求 

1.学院组建经济学（拔尖计划）学生增补选及阶段考核工作小组。 

成员为： 

组长：蒋永穆（首席专家） 

副组长：邓国营（执行主任）、梁剑（学院纪检书记） 

组员：各系系主任、分管本科教学副系主任、教学质量督导组老师、拔尖班

辅导员、教务老师。 

增补选及阶段性考核专家组：由学院遴选 9名专业老师组成。 

2.选拔基本标准及流程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学习党的各项基本理论；热爱祖国，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维护国家利益与民族团结；遵守宪法和

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无任何违纪或处

分记录。 

(2) 接受拔尖班的管理和规章制度； 

(3) 身心健康，能适应高强度的学习； 

(4) 学业成绩优秀、学术志趣坚定、具备一定的科研潜力。所修总学分绩点

大于 3.5，或学业成绩排名位于所在专业前 30%，且无首次考试不及格

的必修课程。 

3.增补选拔范围。面向经济学院相应年级全体本科生。 

4.选拔方式。学生填写申请表，学院组织拔尖学生增补选及阶段考核工作小组

对申请学生进行考核。 

5.增补后学生人数不能超过计划规定学生人数。 

6.增补选原则上在秋季学期开学一个月内完成，且从大三下期开始，不再开展

增补。 

二、阶段性考核 

（一）阶段性考核实施办法 

1. 考核时间 

大三春季学期末 

2. 考核方式 

(1) 学生提交个人学业成绩、阶段总结及未来规划并进行现场答辩； 

(2) 学院拔尖学生阶段性考核专家组按照学术志趣、学术能力、培养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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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四个指标对学生进行阶段性考核，真正将成绩优异、发展潜力

大、综合素质高，有志于献身科学研究的特别优秀的学生留在该计划中。 

(3) 凡阶段性考核分数低于 80 分的学生，应退出该计划。阶段性考核通过

者，方可进入下一阶段培养。 

（二）考核指标 

1.学术志趣，占比 20% 

由学业导师对学生的学术志趣情况出具评价意见。入选该计划的学生应对

经济学抱有浓厚兴趣，对经济学热点问题有一定的见解和敏感度等。 

2.学业能力，占比 30% 

以该专业学生必修课加权平均分作为计算基数，且已修课程成绩须达到合

格，凡不能达到规定学习要求的学生应退出该计划。 

因大二增补进拔尖班后，由于补课冲突未及时补修完应修课程的学生可适

当放宽条件，但需要学院进行学习能力评估。 

3、培养潜质，占比 30% 

由学术导师对学生的科研潜质出具阶段性评价意见。科研潜质考核强调的

是学生在科研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创新性和灵活性，特别应注重学生发现问题和

提出问题的能力。主要针对学生在校期间对于科研参与度情况进行评价。 

凡是对科学研究兴趣不高，对科学问题缺乏探究精神，缺乏基本科研素养

的学生应退出该计划。 

4、综合素养，占比 20% 

由班主任、辅导员以及任课教师等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要求学生必

须政治合格，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违法违纪行为，

身心健康，能适应高强度的学习。 

凡出现下列情况则不适宜留在该计划中： 

(1) 学术科研态度不严谨，出现学术不诚信行为,或申报科研项目无故不结

题。 

(2) 思想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人文科学素养等较差。 

(3) 由学术导师、学业导师及学院共同认定为不适宜继续作为拔尖学生培养

等其他情况。 

三、争议和申诉 

对于经济学（拔尖计划）增补选及阶段性考核结果如有争议事项，由学院

经济学（拔尖计划）学生增补选及阶段考核工作小组讨论后作出补充解释。 

为保证该专项工作的信息公开，学院设立专项信箱和电话，以便接收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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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学（拔尖计划）增补选及阶段性考核的建议、意见。 

电话：028-85412122 

邮箱：scujjxyjwyx@163.com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2022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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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流课程建设情况展示 

1．部分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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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现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获批年度 级别 专业名称 

2019 国家级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等 

2021 国家级 
国民经济管理、金融学、管理科学、会计

学、工业工程 

2022 国家级 
财政学、金融工程、财务管理、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2．思政榜样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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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流教材建设 

表 2-2 部分高水平教材 

教材名称 
作者/

译者 
出版社 教材使用情况 备注 

货币金融学 张红伟 科学出版社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

级规划教材。被多所高校选为本科

生教材或参考书目，累计印数已达

12800 册。 

国家级规划

教材 

区域经济管

理学 
杜肯堂 

高等教育出

版社 

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

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

成果，全国 7 所院校组织编写的国

民经济管理专业主干课系列。 

教育部规划

教材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 

蒋永穆 
高等教育出

版社 

本教材在吸取和借鉴以往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

践，提出了制度、运行、发展、开放

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理论体系，阐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

质特征和运动规律。 

教育部规划

教材  

证券投资学 刘用明 科学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

材。被多所高校选为本科生专业教

材或参考书目，累计印数数千册。 

省部级规划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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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名称 
作者/

译者 
出版社 教材使用情况 备注 

管理经济学

概论 

徐玖平

黄云歌 

高等教育出

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2007 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国家级 

人力资源 

管理 

陈维政

程文文

吴继红 

高等教育出

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20011 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国家级 

运筹学 
徐玖平 

胡知能 
科学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2008 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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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赛融研”成果 

（一）教师科研项目 

1．国家级科研项目 

项目 

来源 

项目 

类型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 

立项 

时间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精准扶贫思想：生成逻辑、内

容体系和实践效果研究 
18ZDA035 蒋永穆 2018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及其区

域实现研究 
07ZD&019 邓玲 2008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 07&ZD027 蒋永穆 2008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贯彻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微观基础研究 
07&ZD003 张衔 2008 

教育部重

大课题攻

关项目 

重大项目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建研究 04JZD010 杜肯堂 2004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深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与高质

量退出研究 
18AJL013 朱方明 2018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研究 
14AZD029 蒋永穆 2014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创新研

究 
13AZD076 邓玲 2013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市场+政府+社群”协同治

理框架下数据要素高质量供给

的系统规制研究 

22BJL033 杨艳 2022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南北差距视角下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与促进共同富裕研究 
22BJL060 邓忠奇 2022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双碳”目标下西部地区高耗

能制造业低碳转型研究 
22BJY128 黄勤 2022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数字金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多

维影响的机理、效应及对策研

究 

22BJY164 曾忠东 2022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融合

发展研究 
20BJL088 龚勤林 2020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最终市场变革对全球价值链的

影响研究 
19BJL128 李优树 2019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数字金融支持中小民营企业融

资生态链研究 
19BJL075 马德功 2019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基于马克思理论的生产力进步

测度、产出变动分解与经济增

长研究 

19BJL005 骆  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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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来源 

项目 

类型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 

立项 

时间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金融结构视角下系统性风险形

成的微观机制与防范研究 
18BJL075 吴  良 2018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西部地区农民金融能力对其获

得感的影响机理研究 
18BJL036 贾  立 2018 

国家社科

基金 
一般项目 

基于地权演化视角的美丽乡村

共建共享共治机制研究 
17BJL087 姚树荣 2017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注册制改革背景下上市公司退

市制度的发展和优化研究 
17BJL093 张妍妍 2017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中国实体经

济与虚拟经济的利润率比较研

究 

16CJL002 李亚伟 2016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与异

质区域金融一体化研究 
16CJL042 龚  驰 2016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西部项目 

西藏农牧区脱贫致富进程中的

传统观念转型现状调查研究 
19XMZ082 李中锋 2019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西部项目 

西部地区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

力的关键影响因素识别与提升

对策研究 

19XJY007 刘勇 2019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辐射带动效应研究 
7190031329 李江一 2019 

中宣部

“马工

程”项目 

委托项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配置

资源研究 
20190922 张衔 2017 

教育部人

文社科项

目 

青年项目 
土地确权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

移的影响研究 

18YJC7900

81 
李江一 2018 

教育部人

文社科项

目 

青年项目 
新时代我国城镇化与逆城镇化

协调发展路径研究 

19YJC7100

16 
段龙龙 2019 

教育部人

文社科项

目 

青年项目 

产业融合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本

地非农就业的现状、动因及影

响研究 

20YJC7900

44 
胡超然 2020 

2．其他代表性科研奖励 

奖项名称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人 

获奖

年度 

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及

其区域实现研究 

邓玲、张

红伟等 
2020 

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推进

机制研究 

曹萍、龚

勤林等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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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名称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人 

获奖

年度 

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一等奖 

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及

其区域实现研究 
龚勤林 2014 

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一等奖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 龚勤林 2012 

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二等奖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推进

机制研究 
龚勤林 2019 

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二等奖 

四川省创新驱动战略的产

业实现与政策研究 
朱方明 2019 

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二等奖 

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研究 
张红伟 2019 

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二等奖 

城乡统筹下的城郊经济发

展研究 
曹萍 2013 

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三等奖 

提升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

力战略研究 
王彬彬 2019 

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三等奖 分而治之及其再分配效应 陈学政 2019 

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三等奖 

企业环境行为机理与引导

政策研究——基于复杂系

统与仿真视角 

刘勇 2019 

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三等奖 碳减排与经济研究 李旸 2019 

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三等奖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

模型：一个技术性补充 
张衔 2017 

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三等奖 

城乡融合视域下土地制度

创新研究 
蒋永穆 2017 

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三等奖 企业社会成本问题研究 贺立龙 2017 

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三等奖 

中国地区分工与专业化研

究 
路征 2017 

（二）师生论文成果 

序号 期刊 作者 题名 发表时间 

1 中国社会科学 张衔;薛宇峰 
对置盐定理的批判性解

构 
2020 年 6 月 

2 中国社会科学 张衔;魏中许 
如何破解人类合作之谜

——与黄少安教授商榷 
2016 年 8 月 

3 经济研究 
周沂; 贺灿飞; 

杨汝岱 

区域潜在比较优势与出

口升级 
202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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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 作者 题名 发表时间 

4 经济研究 
陈朴; 林垚; 刘

凯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资源配置效率与中国经

济增长 

2021 年 6 月 

5 经济学动态 
周沂; 冯皓月; 

陈晓兰 

中央环保督察的震慑效

应与我国环境治理机制

的完善 

2021 年 8 月 

6 经济学动态 赵达; 沈煌南 

中国 CPI 感知偏差再评

估:新视角、新方法与

新证据 

2021 年 5 月 

7 经济学动态 
邓忠奇; 程翔; 

张宇 

中国新职业发展现状及

从业者工作满意度研究

——基于双维度微观调

查数据 

2021 年 12 月 

8 管理世界 张川川; 王玥琴 
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投

入与教育不平等 
2022 年 9 月 

9 管理世界 李江一; 秦范 
如何破解农地流转的需

求困境？ 
2022 年 2 月 

10 管理世界 
邓忠奇; 庞瑞芝; 

陈甬军 

从市场势力到有效市场

势力——以中国化学药

品制剂制造业为例 

2022 年 1 月 

11 中国工业经济 
邓忠奇; 高廷帆; 

庞瑞芝; 杨彩琳 

企业“被动合谋”现象研

究:“双碳”目标下环境

规制的福利效应分析 

2022 年 8 月 

12 中国工业经济 
周沂; 郭琪; 邹

冬寒 

环境规制与企业产品结

构优化策略——来自多

产品出口企业的经验证

据 

2022 年 7 月 

13 世界经济 
何庆红; 赵绍阳; 

刘国恩 

医药分开改革对医疗费

用和医疗质量的影响 
2021 年 12 月 

14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蒋永穆,祝林林 

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2021 年 9 月 

15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邓国营; 王思远; 

田袁果 

儒家传统与收入差距：

推进共同富裕的文化力

量 

2022 年 10 月 

16 工业技术经济 吕一清; 张恒国 

疫情防控政策和货币政

策的网络传导机制及效

果评估 

2022 年 10 月 

17 金融经济学研究 徐子尧; 张莉沙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费用

粘性——基于管理层自

利视角的分析 

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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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 作者 题名 发表时间 

18 经济学报 
杨豪; 赵绍阳; 

才国伟 

理顺流通是否有助于提

高制造业企业生产效

率? 

2022 年 9 月 

19 当代经济研究 张衔; 范静媛 比较优势还是绝对优势 2022 年 9 月 

20 社会科学辑刊 
顾婧; 史心雨; 

陈祥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供

应链关系与企业信用风

险 

2022 年 9 月 

21 广东社会科学 许文立; 王文甫 

货币化融资的财政刺激

效果研究——兼论财政

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2022 年 9 月 

22 当代经济科学 
余进韬; 张蕊; 

龚星宇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动

态特征、机制识别与空

间效应 

2022 年 9 月 

23 地理科学进展 
龚勤林; 邹冬寒; 

周沂; 朱晟君 

高级别景区对旅游发展

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

究 

2022 年 8 月 

24 广西社会科学 
孟果; 杜江; 范

围 

区域政策环境与银行信

贷配置效率 
2022 年 8 月 

25 南京社会科学 
唐礼智; 石军夏; 

李雨佳 

新型城镇化与清洁能源

消费的双向关联机制及

测度 

2022 年 8 月 

26 国际贸易 
龚勤林; 邹冬寒; 

贺培科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进中国出口多元化研

究——基于市场与产品

的二维视角 

2022 年 7 月 

27 经济评论 
贺立龙; 朱方明; 

张承文 

巩固脱贫成果的政治经

济学解析与多维动态评

估——基于秦巴山区和

大小凉山地区的抽样调

查 

2022 年 7 月 

28 当代经济研究 贺立龙; 张馨月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制

造业技术升级：影响机

理与经验证据 

2022 年 7 月 

29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李优树; 郑慧; 

姜皓蓝 

金融科技对产业结构升

级的影响研究——以成

渝地区 2011—2019 年

经验数据为例 

2022 年 7 月 

30 财经科学 徐子尧; 马俊峰 
社会信用环境如何影响

家庭创业 
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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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农村经济 
姚树荣; 赵茜宇; 

曹文强 

乡村振兴绩效的地权解

释——基于土地发展权

配置视角 

2022 年 6 月 

32 会计之友 邓菊秋; 肖苏薇 
减税降费对高质量就业

的影响研究 
2022 年 6 月 

33 金融经济学研究 向宇; 代沁雯 

“双碳”目标下双向 FDI

协调发展的碳减排效应

及其空间溢出 

2022 年 6 月 

34 社会科学辑刊 蒋永穆; 谢强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

同富裕 
2022 年 6 月 

35 中国软科学 
郝晓薇; 杨帆; 

王文甫 

财政透明度会提高居民

纳税遵从意愿吗? 
2022 年 6 月 

36 上海经济研究 
蒋永穆; 王丽萍; 

祝林林 

坚持中国道路：内在逻

辑、核心要义与实践要

求 

2022 年 6 月 

37 中国大学教学 张红伟; 张杰 
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协

同育人创新机制探赜 
2022 年 6 月 

38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杨明洪; 刘建霞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之间的西藏现代化：科

学内涵、阶段性任务与

路径选择 

2022 年 6 月 

39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吕灿; 杨应策 

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新视角——基于产品空

间理论的解释 

2022 年 6 月 

40 经济问题探索 
张蕊; 马瑞婷; 

郭潇蔓; 吴良 

金融不确定性对我国系

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

制及其时变性研究 

2022 年 6 月 

41 财经科学 
张红伟; 熊操; 

陈小辉; 王艳 

财政科技投入对数字经

济发展的影响 
2022 年 5 月 

42 财经科学 
龚星宇; 姜凌; 

余进韬 

不止于减碳:低碳城市

建设与绿色经济增长 
2022 年 5 月 

43 财经理论与实践 龚秀国; 许雯 

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即期

汇差的时变影响研究—

—基于修正的抛补利率

平价模型的实证检验 

2022 年 5 月 

44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李晓敏; 刘毅然; 

杨娇娇 

技术创新与新能源汽车

销量：基于“创新引致

需求理论”的经验检验 

2022 年 5 月 

45 中国环境科学 
陈菁泉; 连欣燕; 

马晓君; 米军 

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测

算及其驱动因素 
2022 年 5 月 

46 商业研究 陈丹; 梁运吉 
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存在

“强链”作用吗?——兼
202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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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OFDI 与 FDI 交互项

的调节效用 

47 经济纵横 蒋永穆; 亢勇杰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

裕：内在机理、风险研

判与实践要求 

2022 年 5 月 

48 国外社会科学 米军; 王昊 
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与

普京地缘政治观的转变 
2022 年 5 月 

49 内蒙古社会科学 朱方明; 贾卓强 
平台经济的数字劳动内

涵与价值运动分析 
2022 年 5 月 

50 经济经纬 
邹瑾; 徐梓涵; 

崔传涛 

地方官员变更与债券市

场风险 
2022 年 5 月 

51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李江一; 仇童伟; 

秦范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非

农就业带动效应研究 
2022 年 5 月 

52 经济问题探索 
齐英瑛; 邓翔; 

任崇强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

城市绿色发展效率——

来自中国 2010—2018

年 282 个城市的证据 

2022 年 5 月 

53 现代日本经济 杜江; 秦雨桐 
日本迈向“碳中和”的困

境及其实现路径 
2022 年 5 月 

54 旅游科学 
蒋瑛; 刘琳; 刘

寒绮 

智慧旅游建设促进了旅

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下的准自然实验 

2022 年 4 月 

55 工业技术经济 
刘勇; 李红艳; 

田潇; 高德 

环境规制对城市空间伸

延的影响研究——基于

中国 30 个城市的实证

分析 

2022 年 4 月 

56 价格月刊 杨佳妮; 孙瑶 

FDI 与中国制造业出口

技术复杂度的门槛效应

研究——基于知识产权

保护视角 

2022 年 4 月 

57 当代经济研究 蒋永穆; 侯婉月 
化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

的理论探析 
2022 年 4 月 

58 
海南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 
李优树; 张坤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价值

链：动力、趋势和中国

对策 

2022 年 4 月 

59 科技进步与对策 
龚勤林; 李源; 

邹冬寒 

技术关联、技术转移对

区域技术演化的影响—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为例 

2022 年 3 月 

60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黄志; 程翔; 邓

翔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我国

消费型经济增长水平 
202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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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政治经济学评论 蒋永穆; 胡筠怡 

从分离到融合：中国共

产党百年正确处理城乡

关系的重大成就与历史

经验 

2022 年 3 月 

62 经济体制改革 张红伟; 何冠霖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

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及机制研究 

2022 年 3 月 

63 
四川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张红伟; 何冠霖 

社会网络数字化对家庭

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作

用机制及效应 

2022 年 3 月 

64 商业研究 
蒋瑛; 刘琳; 刘

寒绮 

产业结构视角下政策不

确定性对经济波动的影

响——基于门限效应的

实证分析 

2022 年 3 月 

65 中国经济问题 万春林; 张卫 
炫耀性消费影响家庭生

育决策吗 
2022 年 3 月 

66 
重庆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刘用明; 邵航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

的金融市场稳定性——

基于大宗商品金融化视

角 

2022 年 3 月 

67 经济评论 唐永; 蒋永穆 

产业结构服务化会导致

中国劳动力市场极化

吗? 

2022 年 3 月 

68 上海经济研究 朱方明; 蔡彭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

提升制造业供给质量? 
2022 年 3 月 

69 求是学刊 蒋永穆; 祝林林 

中国共产党百年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

经验 

2022 年 3 月 

70 当代经济研究 段龙龙; 叶子荣 

“逆城镇化”推动中国城

乡融合发展的逻辑关联

与实现路径 

2022 年 3 月 

71 管理学刊 
贺立龙; 刘雪晴; 

汤博 

平台垄断的政治经济学

分析：数字资本的视角 
2022 年 3 月 

72 财经科学 许雯; 龚秀国 

中国央行票据对人民币

利率和汇率的影响——

来自香港地区离岸市场

的证据 

2022 年 2 月 

73 农村经济 
蒋瑛; 杨骁; 殷

贵坤 

信任视角下中老年农户

养老保险参与行为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 

202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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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证券市场导报 徐子尧; 张莉沙 

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

企业代理成本——来自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2022 年 2 月 

75 经济纵横 
谭策天; 何文; 

曾勇 

工业生产效率对产业结

构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分

析——基于空间视角的

理论和实证研究 

2022 年 2 月 

76 经济问题探索 龚勤林; 陈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

城乡关系调整的历程与

经验 

2022 年 2 月 

77 西部论坛 
路征; 穆子丹; 

杨清萍 
地域资本研究进展 2022 年 1 月 

78 中国环境科学 
陈菁泉; 连欣燕; 

马晓君; 米军 

基于动态 StoNED-空间

误差面板 Tobit 模型的

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测

算及驱动因素研究 

2022 年 1 月 

79 政治经济学评论 
张衔; 杨莉; 吴

世艳 

自生能力与巩固脱贫成

果——后扶贫时代的思

考 

2022 年 1 月 

80 南开经济研究 何雄浪; 叶连广 
技术溢出、环境污染与

经济增长 
2022 年 1 月 

81 
四川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刘健西; 邓翔 

“一带一路”东南亚沿线

国家投资的劳工风险研

究 

2022 年 1 月 

82 商业研究 李优树; 张坤 

价值链长度、国内大循

环与经济增长——基于

我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2022 年 1 月 

83 中国经济问题 赵绍阳; 卢历祺 

空气污染影响人们的生

育行为吗——基于中国

的经验研究 

2022 年 1 月 

84 中国土地科学 
姚树荣; 景丽娟; 

吕含笑 

基于乡村异质性的宅基

地发展权配置研究 
2022 年 1 月 

85 人文杂志 蒋永穆; 何媛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

的历程、特征与展望 
2022 年 1 月 

86 世界经济研究 
陈奉先; 王晨; 

赵颖岚 

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基于

市场竞争、企业创新与

中间品进口渠道的实证

考察 

2022 年 1 月 

87 国际经贸探索 邓翔; 贾文博 
汇率、不确定性与贸易

增长 
202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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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东南学术 蒋永穆; 豆小磊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指标

体系构建：理论逻辑与

初步设计 

2022 年 1 月 

89 经济问题探索 
李优树; 李福平; 

李欣 

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

融与城市产业升级——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调

节效应的分析 

2022 年 1 月 

90 农村经济 
付磊; 陈永正; 

杨渝南 

承包地“三权分置”理论

与实践再辨析 
2021 年 12 月 

91 教育学报 
周颖; 杨天池; 

贾男 

《义务教育法》与教育

代际流动性——基于断

点回归的实证检验 

2021 年 12 月 

92 软科学 
龚勤林; 宋明蔚; 

韩腾飞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

同创新水平测度及空间

联系网络演化研究 

2021 年 12 月 

93 南开经济研究 
谭策天; 何文; 

刘玉人 

物流成本、工业生产率

和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差

异 

2021 年 12 月 

94 当代经济科学 
胡歆韵; 杨继瑞; 

郭鹏飞 

夜间经济对居民消费及

其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2021 年 12 月 

95 当代财经 
向宇; 代沁雯; 

马俊峰 

社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

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基于城市失信被执行

人数据的分析 

2021 年 12 月 

96 调研世界 李福平; 李欣 

区域创新、产业升级与

经济高质量发展——基

于空间溢出视角的经验

分析 

2021 年 12 月 

97 民族学刊 
易鑫; 尹响; 王

思佳 

西南民族地区融入南向

“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

现状、挑战及对策建议 

2021 年 12 月 

98 中国管理科学 顾婧; 胡雅亭 

中小企业财务困境与上

游供应商信用风险：一

损俱损？ 

2021 年 12 月 

99 
兰州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蒋瑛; 汪琼; 杨

骁 

全球价值链嵌入、数字

经济与产业升级——基

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

研究 

2021 年 12 月 

100 证券市场导报 
陈小辉; 张红伟; 

冉芳 

地区碳排放如何影响企

业杠杆率？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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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财经科学 向宇; 代沁雯 

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稳

定：双向 FDI 跨境结

算视角 

2021 年 12 月 

102 经济问题探索 
杨艳; 王理; 廖

祖君 

数据要素：倍增效应与

人均产出影响——基于

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视

角 

2021 年 12 月 

103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蒋永穆; 何媛 

扎实促进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时代要求、难点

挑战和路径安排 

2021 年 11 月 

104 政治经济学评论 刘丸源; 邹曦 
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思

想略论 
2021 年 11 月 

105 
暨南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李优树; 张敏 

金融开放对中国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2021 年 11 月 

106 社会科学辑刊 蒋永穆; 王瑞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发

展思想研究:回眸与展

望 

2021 年 11 月 

107 
中国人口·资源与

环境 
杨艳; 刘子菁 

空气污染对劳动供给与

人力资本效能发挥的影

响及路径 

2021 年 11 月 

108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张蕊; 郭潇蔓; 

申程程 

“金融加速器效应”抑或

“理性资产价格泡沫效

应”——基于货币政

策、资产价格与经济波

动的时变关系研究 

2021 年 11 月 

109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骆桢; 徐昊翔 

技术变革、利润率与中

国经济增长——基于马

克思经济增长模型 

2021 年 11 月 

110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杨继瑞; 杨蓉 

习近平新时代区域协调

发展重要论述溯源与探

讨 

2021 年 11 月 

111 现代经济探讨 蒋和胜; 孙明茜 
碳排放权交易、产业结

构与地区减排 
2021 年 11 月 

112 工业技术经济 朱方明; 金健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

业金融化——基于企业

金融化动机的分析 

2021 年 11 月 

113 社会科学研究 
杨艳; 王理; 廖

祖君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与

区域经济发展——基于

数据交易平台的视角 

2021 年 11 月 

114 价格月刊 邓常春; 王琳 
贸易便利化对区域经济

体的贸易效应研究——
2021 年 10 月 



99 

序号 期刊 作者 题名 发表时间 

以欧盟货物进口贸易为

例 

115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 

胡昂; 刘杰; 李

想; 干晓宇; 吴

俣思 

多中心城市轨道交通典

型站域的土地利用特征

演化研究——以日本东

京为例 

2021 年 10 月 

116 农业技术经济 贾立; 李铮 

金融素养能改善农村家

庭消费结构吗——基于

农户参保行为的中介作

用分析 

2021 年 10 月 

117 农村经济 杜婵; 张克俊 

新发展阶段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的多重逻

辑、科学内涵与实现维

度 

2021 年 10 月 

118 统计与决策 万春林; 张卫 

基于改进粒子群算法的

基数受限最优化问题研

究 

2021 年 10 月 

119 经济问题探索 
陈利; 陈说; 朱

喜钢 

产业专业化影响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经济发展

吗? 

2021 年 10 月 

120 经济问题探索 
黄书雷; 方行明; 

鲁玉秀; 米军 

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效应评估和路径优化研

究 

2021 年 10 月 

121 财经科学 张敏; 李优树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

劳资关系演变的内在逻

辑：批判与超越 

2021 年 10 月 

122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蒋永穆; 祝林林 

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2021 年 9 月 

123 
海南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 
杨继瑞; 吕旭峰 

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主体

发展问题研究 
2021 年 9 月 

124 经济体制改革 龚勤林; 王舒鹤 

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

影响：机制与实证 

2021 年 9 月 

125 经济体制改革 朱方明; 贾卓强 

共担、共建、共享：中

国共产党百年分配思想

演进与制度变迁 

2021 年 9 月 

126 中国经济问题 
陈昊; 闫雪凌; 

朱博楷 

机器人使用影响污染排

放的机制和实证研究 
202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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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政治经济学评论 
徐志向; 丁任重; 

张敏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

视阈下中国经济“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研究 

2021 年 9 月 

128 政治经济学评论 肖磊; 骆桢 

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净产出价值增长的

决定因素 

2021 年 9 月 

129 财贸研究 李江一; 仇童伟 

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结

构调整:来自中国家庭

金融调查的证据 

2021 年 9 月 

130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蒋永穆; 刘虔 
中国农业竞争力提升视

域下的小农户发展 
2021 年 9 月 

131 当代经济研究 韩立达; 何理 

人口流动对商品住宅价

格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

究 

2021 年 9 月 

132 宏观质量研究 
李优树; 张坤; 

杜雨霈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国家

质量标准对我国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研

究 

2021 年 9 月 

133 金融论坛 
吴涛; 文梦悦; 

贺立龙 

公司债市场信用违约风

险的传染效应与控制机

理 

2021 年 9 月 

134 东南学术 
余川江; 李晴; 

龚勤林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外智

能制造产业集群政策比

较研究 

2021 年 9 月 

135 财经科学 
赵绍阳; 佘楷文; 

周博 

养老保险费率下降、缴

费遵从度与企业异质性

反应——基于全国税收

调查的微观证据 

2021 年 9 月 

136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

划 

张宗芳; 易小燕; 

尚惠芳; 王玉婧 

基于 DPSIR-TOPSIS 模

型的耕地资源环境承载

力分析——以安徽省颍

上县为例 

2021 年 8 月 

137 经济问题 李优树; 冉丹 

石油产业链贸易网络及

其影响因素研究——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

例 

2021 年 8 月 

138 统计与决策 
祝梓翔; 程翔; 

邓翔 

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

的测度 
2021 年 8 月 

139 科学管理研究 段彬; 黄让 

新时期技术创新下我国

金融科技 2.0 发展的现

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202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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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民族学刊 邓丽; 薛娇 

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与

信息化的同步特征及协

同发展研究 

2021 年 8 月 

141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徐子尧; 马俊峰 
社会信用环境与私人借

贷市场参与 
2021 年 7 月 

142 中国经济问题 骆桢; 张建堡 

古典假定视角下劳动收

入份额对总消费的影响

分析——基于马克思-

后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 

2021 年 7 月 

143 现代经济探讨 张蕊; 余进韬 
数字金融、营商环境与

经济增长 
2021 年 7 月 

144 经济与管理研究 
张红伟; 王莉莉; 

陈小辉 

数字经济与财政分权：

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 
2021 年 7 月 

145 统计与决策 吕一清; 陆峰 
高频线上食品价格指数

的编制及验证 
2021 年 7 月 

146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杨明洪; 涂开均; 

巨栋 

“南北差距”的理论解释

与政策机理 
2021 年 7 月 

147 金融论坛 
陈小辉; 张红伟; 

吴永超 

大气污染与贷款质量—

—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 
2021 年 7 月 

148 
福建论坛(人文社

会科学版) 
蒋永穆; 王运钊 

中国共产党百年所有制

理论探索和争鸣 
2021 年 7 月 

149 社会科学研究 杨继瑞; 周莉 

基于合作之竞争博弈的

成渝双城经济圈良性关

系重构 

2021 年 7 月 

150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李江一; 仇童伟; 

李涵 

农地确权影响农户收入

的内在机制检验——基

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

面板证据 

2021 年 6 月 

151 地域研究与开发 
路征; 彭志豪; 

高飞 

中欧班列对中国-中东

欧国家贸易结构的影响 
2021 年 6 月 

152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杨继瑞; 周莉; 

李霜怡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调

整变迁:个人与集体的

天平“定盘星”抉择 

2021 年 6 月 

153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邓翔; 袁满; 李

双强 

西部大开发二十年基础

设施建设效果评估 
2021 年 6 月 

154 财经论丛 陈丹; 李优树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对

外直接投资 
2021 年 6 月 

155 征信 禄雪焕; 程茜 

外资进入会加剧中国银

行业风险吗？——门槛

效应的研究 

202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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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统计与决策 
张蕊; 郭潇蔓; 

马瑞婷 

资产价格变动对系统性

金融风险影响的门限效

应检验 

2021 年 6 月 

157 统计与决策 
杨应策; 俞佳立; 

夏梦凡 

居民健康水平与医疗卫

生资源投入的协调度研

究 

2021 年 6 月 

158 经济经纬 刘诗园; 杜江 
地方官员更替、政治关

联与企业绿色创新 
2021 年 6 月 

159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蒋永穆; 豆小磊 

共同富裕思想：演进历

程、现实意蕴及路径选

择 

2021 年 5 月 

160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杨明洪; 王周博 

“边界”的本质：主权国

家的利益分割线 
2021 年 5 月 

161 农村经济 
姚树荣; 陈春艳; 

周若楠 

基于演化与设计融合理

念的宅基地制度改革研

究 

2021 年 5 月 

162 南亚研究季刊 
蒋瑛; 陈钰晓; 

邵旭阳 

中国与南亚国家金融监

管合作研究 
2021 年 5 月 

163 经济管理 陈小辉; 张红伟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企业

风险承担水平 
2021 年 5 月 

164 上海经济研究 邓翔; 何瑞宏 

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

定效应及其最优政策—

—基于多部门 DSGE

模型的研究 

2021 年 5 月 

165 求是学刊 蒋瑛; 黄其力 

有效投资促进“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机理

研究 

2021 年 5 月 

166 理论视野 张衔; 杜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

论逻辑和本质属性 
2021 年 5 月 

167 人口与经济 陈钰晓; 赵绍阳 
政策干预对贫困地区儿

童健康成长的影响 
2021 年 5 月 

168 
复旦学报(社会科

学版) 

陈学彬; 武靖; 

徐明东 

我国信用债个体违约风

险测度与防范——基于

LSTM 深度学习模型 

2021 年 5 月 

169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李优树; 张敏 
中美系统性金融风险及

内部传染效应比较研究 
2021 年 5 月 

170 金融理论与实践 
吴涛; 唐德红; 

杨继瑞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

的主要模式：特征、困

境与破解 

2021 年 5 月 

171 金融理论与实践 张楠; 管百海 
信托公司综合实力评价

研究 
202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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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经济经纬 禄雪焕; 杨遂全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对银行业风险的影响研

究 

2021 年 5 月 

173 统计与决策 李优树; 张敏 
金融结构视角下杠杆率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021 年 5 月 

174 社会科学研究 蒲诗璐; 罗文宝 
论印度政府债务的可持

续性及对中国的启示 
2021 年 5 月 

175 
China Economic 

Review 

赵达, 余澳, 郭镜

元 

Judicial institutions, 

local protection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Evidence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provincial circuit 

tribunals in China 

2022 年 10 月 

176 
Eurasian Business 

Review 

谢正娟,杜江,吴永

超 

Does financialization of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 promote the 

persistence of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A-share listed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s in China 

2021 年 11 月 

177 

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刘虔(学),蒋永

穆,Carl-Johan 

Lagerkvist,黄伟 

Extension services and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crop-specific farms in 

China 

2021 年 9 月 

178 Land Use Policy 

刘润秋,蒋健,余

超,Jesse 

Rodenbiker,蒋永

穆 

The Endowment Effect 

Accompanying 

Villagers' Withdrawal 

from Rural Homesteads: 

Field Evidence from 

Chengdu, China 

2021 年 2 月 

179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田益豪,赵绍阳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Incentives for Migrant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Insurance in 

China: Evidence From a 

Policy Experiment in 

Chengdu City 

2021 年 10 月 

（三）支撑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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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年

度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教育部 2000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 四川大学欧盟研究中心 教育部 2012 

国家级 EM 云路演实验室 
四川大学经济分析与金

融大数据实验室 
国家发改委 2017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四川大学文科综合实验

教学中心 

教育部 

财政部 
2009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四川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

质量发展研究院 
四川省教育厅 2020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四川省金融知识普及基

地 

中共四川省委

宣传部、四川

省社科联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