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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概况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张家路口１２１号（校本部）
北京市朝阳区金台里２号（红庙校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创建于１９５６年，是由原北京

经济学院和原北京财贸学院于１９９５年３月合并组
建的北京市属重点大学。６０余年来，学校已发展为
拥有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和工学六大学

科，以经济学、管理学为重要特色和突出优势，各学

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多科性财经类

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本部位于丰台区花乡，以

全日制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红庙校区位于朝阳

区红庙，以留学生和成人教育为主。

学校拥有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

理、统计学４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应用经济
学、统计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４个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１１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１８个专
业硕士学位类别（领域）授权点，本科教育设４４个专
业。学校共设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工商管理

学院、经济学院、会计学院、劳动经济学院、文化与传

播学院、信息学院、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财政税务

学院、法学院、金融学院、统计学院、外国语学院、华

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经济与管理学院、体

育部、国际学院、继续教育学院１９个教学单位。
学校劳动经济学获批国家级重点学科，并入选教

育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应用经济学、统计学获批

一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

中，学校参评的 ６个一级学科均位于参评高校前
５０％，其中，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工商管理评估结果为
Ｂ＋（学科整体水平得分位次百分位为１０％～２０％），管
理科学与工程评估结果为 Ｂ（２０％ ～３０％），理论经
济学评估结果为 Ｂ－（３０％ ～４０％），公共管理评估
结果为 Ｃ＋（４０％ ～５０％）。企业管理、会计学获批
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获批一

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政治经济学等７个学
科获批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经济学、劳

动与社会保障、统计学、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获批

国家级特色专业，经济学、统计学、劳动与社会保障

获批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会计学、金融学获

批北京市属高校首批一流专业，政治经济学、劳动

经济学、社会保障学获批国家级精品课程，政治经

济学、社会保障学获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财

务会计、国际经济学、国际商务获批国家级双语教

学示范课程，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教学团队、经济学

核心课程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经济

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被评为国家高等学校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经济学国际化人才培养实验区被评为

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会计学院德勤华

永会计师事务所获批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

基地，《走进管理的世界》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视频

公开课，学校获评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截至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３１日，学校在籍学生达
１７５１９人，其中，本科生１０００４人，专科生１１４人，硕
士研究生２９１２，博士研究生３８９，留学生１０１６人，成
人教育学生３０８４人。近年来，学校本科招生录取分
数始终在北京市属、市管高校中名列前茅；毕业生考

研和出国比例不断提高，就业率保持在９５％以上，受
到社会广泛认可。

学校教职工达 １４７７人，其中，各类专职教师
８３０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达到７１．６９％，
其中，教授等正高职专业技术人员１７５人，副教授等
副高职专业技术人员３０１人；博士生导师７２人，硕
士生导师４４７人。学校在职教师中，入选全国优秀
教师１人，国家级教学名师１人，中国“千人计划”学
者１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１人，国家高层次人才
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２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支持计划３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６人，北京市教
学名师２１人，北京市海聚项目７人。学校从２００６年
起开展教师职业生涯规划工作，并在国内高校率先

成立了教师促进中心（ＯＴＡ），是北京市最早开展教
师职业生涯规划与教师职业促进的教师自治组织，

学校“非行政化运行模式的教师促进中心（ＯＴＡ）建
设与发展”项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为首批首都

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北京市协同创新中心。学校拥

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ＣＢＤ发展研究基地、北京市
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基地、国家税收法律研究基

地和城市群系统演化与可持续决策北京市重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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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等北京市级研究机构，以及人口经济研究所、首都

经济研究所等３０个校级研究机构。学校主办的《经
济与管理研究》是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
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ＲＣＣＳＥ核心期刊；
学校主办的《人口与经济》是我国最早创刊的人口学

类期刊之一，是 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
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资助的２００个重要期刊之一。
学校与３３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３２所大学、研究机

构、社会团体等有学术交流与合作往来。学校自

１９８６年开始招收留学生，已发展形成多层次、多科性
的国际人才培养体系，学生类别包含博士研究生、硕

士研究生、本科生、高级进修生、普通进修生、语言生

和各类短期生等。学校于２００７年开办全英文授课
的硕士班，２０１１年开办全英文授课的博士班。２０１７
年，共有来自７９个国家的留学生在校就读。
２０１７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全力推进学校“十三五”规划的各项工

作任务，在人才培养、学科科研、师资队伍、对外交

流、管理服务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学校以第四次党代会的召开为新起点，开启了一流

财经大学建设新征程。

学校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全面落实全国和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强化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顶层设计，召开学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部署了一系列师生思想政治工作的

新举措；完成《北京普通高等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

作基本标准》入校检查；召开第四次党代会，全面谋

划新时代发展的新蓝图。

学校积极推进改革创新，出台２０１７版本科人才
培养方案，完善“多样性、自主性、协同性”育人体系；

设立３大教学奖项，完善教学激励机制；会计学、金
融学专业入选北京市属高校首批一流专业建设名

单；开展多层次精细化就业指导，本科生和研究生就

业率均达９９％；深入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在团中央
和团市委评奖中获多项奖励；学校学生在多项国家

级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高水平运动队成绩突出；获

批３６项国家级科学研究项目，实现国家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零的突破；入选首批首都高端智库建设

试点单位，获批一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新增一个北

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实

现师资队伍数量与质量双提升；获批北京市“一带一

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与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共

建的孔子学院获“全球先进孔子学院”称号；积极推

进校政、校企、校际合作，教育基金会获首笔千万捐

赠；继续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学校内部治理水平

不断提高，师生员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步提升。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

校将以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学校第四次党代

会精神为契机，朝着“质量立校、特色强校、文化兴校、

开放共享”的内涵发展之路，不驰于幻想，不骛于虚

声，全面提升学校办学水平，踏踏实实奋斗出属于我

们自己的幸福，在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财经大学

的新征程中书写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奋进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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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委员会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　
为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财经大学而努力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校党委书记　冯培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

各位代表，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中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三届委员

会向大会做报告。

这次大会是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国家进入新时代、北京确立新目标、学校开启新征

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的主题是：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全面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

心，践履中国大学使命，立德树人，落实高校根本任

务，为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做出新贡

献，为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财经大学而努力奋斗。

一、第三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回顾

第三次党代会召开以来，学校党委在市委、市委

教育工委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全校三千多名党员和近

两万名师生员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大

以来历次中央全会和十九大精神，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和国际交往等方面取得了新成绩，为学校可

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登高致远，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大学

深入贯彻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学校各级党组织以“四个意识”为标尺，以习近平

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的讲话精神和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精神为统领，以北京市第十一次、第十二

次党代会提出的工作方针为指南，通过扎实开展“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使全体党员干

部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党

委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有系统、分层次、立体化地开展好学习宣传贯彻

活动，使学习教育覆盖到全体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

努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特别是在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用“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

导”把定方向，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统

领，用“以问题为导向”的战略思维谋划发展，将党的

十九大精神全面融入办学治校、管党治党的实际

行动。

全面谋划学校战略发展规划，党委坚持抓大事、

谋大局，主动对接国家和北京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先

后制定学校中长期事业发展规划、“十二五”事业发展

规划和“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确定全面深化综合改

革路线图，制定《关于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的意见》，围

绕７个方面提出了８０项改革任务。
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坚持依法治

校，制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章程》，制定和修订了学

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办法》《学术委员会

章程》等１５项基本规章制度，规范校院两级管理，推
进信息公开，发挥工会、教代会和共青团、学代会的作

用，完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建设，推进学校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推进学校事业持续发展，办学实力和影响力

不断增强

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推进本科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完善“多样性＋自主性＋协同性”的人才培养
体系，强化创新创业教育，形成“５＋Ｎ”“双创型”实践
教学体系。获批国家级视频公开课１门、国家级精品
共享课２门、国家规划教材４本、国家级专业综合改
革试点专业３个、国家级地方高校“本科教学工程”大
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１个，获得国家级教育教学成
果二等奖１项、省级教育教学成果奖１１项、国际及国
家级大学生学科竞赛奖项３５１项。会计学、金融学入
选首批北京市属高校一流专业，安全工程专业顺利通

过国际工程教育认证。继续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研

究生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现较

快发展，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１篇、全
国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奖项１０５项。本科生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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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善，招生计划生源省区本科一批次投放比例由

２０１０年的３９％提高至２０１７年的９４％。毕业生就业率
连续７年保持在９６％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较高。

学科内涵建设不断加强。学科布局趋于完整，逐

渐形成了以特色谋优势、以优势促发展的学科建设良

性循环机制。学校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

后流动站从１个增加到４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从３个增加到１０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达到 １７
个。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应用经济学、统计

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在更多的外部竞争前

提下较好地保持住了既有的发展水平，为学校下一步

的发展坚定了继续前行的重要基础。

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高水平科研成

果不断涌现，国家级项目立项２４１项，国际高水平论
文１２０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项６３项。服务国
家战略和北京发展的智库功能和能力不断提升，特大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获批首批“首都高端智库建

设试点单位”，获批城市群系统演化与可持续发展的

决策模拟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和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基地———国家税收法律研究基地，正筹备调整建

立国家数字财经研究基地、“一带一路”财经研究基地

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新的研究基地。学校智库研

究成果影响力不断提升，３０余项成果获得习近平、李
克强、张高丽等中央和省部级领导批示，《京津冀蓝皮

书》成为国内重要品牌。

师资队伍水平不断提升。坚持人才强校战略，实

现师资队伍数量与质量双提升，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

的比例达到６５．２４％，４５岁以下教师比例为６２．８７％。
聘任“千人计划”学者１人，学校在全国优秀教师、国
家教学名师奖、“万人计划”、“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标志性教育奖项

上，均有教师入选。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健全不同类

别专任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晋升与评价机制，２０１１年以
来，共７５人晋升至教授岗位，１４６人晋升至副教授岗
位。加强学术团队建设，９支团队入选北京市“人才
强教”计划创新团队项目。重视中青年教师培养，总

计２１８人入选学校学术骨干项目。
文化建设持续深化。重视大学文化的引领作用，

凝练“骆驼精神”文化内涵，通过建校六十周年系列纪

念活动、编撰校志和年鉴、建设校史馆、创作校歌、建

设体现育人价值追求的校园景观、完善楼宇道路命名

系统、培育校友文化等工作，不断丰富学校文化体系。

学校获批“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连续３年荣获教
育部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

等奖。

国际交流合作日益扩大。开展高水平国际合作，

目前已与３３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３２所大学和研究机构
建立了合作关系。国际化人才培养和留学生教育水

平稳步提高，学校共选派各学历层次学生１３００余人
次赴境外攻读学位、学习研修和实习实践；留学生招

生规模突破１０００人次，学生来自７０多个国家。２０１７
年，学校入选北京市“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

积极推进教师国际化进程，共选送２００余名专任教师
赴境外参加培训及研修，占专任教师的２５％。海外孔
子学院影响日益扩大，２０１７年，学校与美国克利夫兰
州立大学共建的孔子学院荣获国家汉办“全球先进孔

子学院”称号。

服务师生水平明显提升。学校党委始终把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师生员工的利益作为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为师生办实事、办好事。进一

步拓展办学空间，新建校舍３．７５万平方米，落成博远
楼、琢玉讲堂、第二餐厅、工科实验楼等一批新建工

程，完成图书馆改造。实施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改

造、数字图书馆建设、后勤一站式服务，完善医疗服务

体系，增强公共服务体系的保障能力。推进“平安校

园”建设，校园安全管理防范水平不断提升。及时修

缮和更新学生宿舍、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在校本部

为学生宿舍安装空调。成立教职工健康中心、心理咨

询中心和法律咨询中心，增加教职工体检项目，为教

职工提供个性化健康服务。与丰台教委共建首经贸

附中、附小，加强与花城幼儿园合作，努力解决教职工

子女入学入托难问题。７年间，学校教职工人均年收
入实现翻番。

（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不

断加强

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厘清党委、纪委两

份责任清单，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大力

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制定、修订了１８项制
度，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监督的有效机制

基本形成。切实推动巡视整改工作，学校巡视整改方

案中提出的３９项整改措施已完成了３３项，需要长期
坚持的６项均取得积极进展。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中央３１号文件精神，把培育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充

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拓展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内涵，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

性与亲和力。实施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驼峰计

划”，落实“领航工程”、“铸魂工程”、“修德工程”、“卓

越工程”和“暖心工程”，引导教师倾心育人、潜心治

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

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学校获评北京高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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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项目３项，优秀案
例１项。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１３１项、国家励志奖学
金１８５６项、国家级艺术类竞赛奖项５２项、国家级体
育类竞赛奖项９５项。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坚持和完善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落实党委管党治党、办学治

校的主体责任。坚持好干部标准和正确选人用人导

向，完成两轮处级干部整体换届聘任工作。加强干部

培训，切实提高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政治素养。规

范校院两级中心组理论学习。２０１６年，学校领导班子
年度考核排名居市属高校第二名。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先后制定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党建工作规划，加强党建工作顶层
设计。实施“基层党组织行动计划”，以教师党支部建

设为重点，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通过党建研究、

主题党日活动等平台，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

强党务公开，落实党代表任期制和党代表列席党委全

委会制度，党员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进一步扩大。获评

北京高校优秀共产党员６名、优秀党务工作者３名、
先进基层党组织２个。

形成发展共享合力。注重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

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围绕学校发展建言

献策。做好离退休同志服务与管理工作。充分发挥

群团组织作用，积极维护教职工权益，形成推动学校

改革发展的新动力。加强校友会建设，相继在国内成

立了２１个地方、行业和直属校友会，成立了２个海外
校友会，促进校友与母校的密切联系和共同发展。

在学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党建工作成

效显著，获得第六次北京市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先进高校提名奖；２０１２年，在《北京普通高等学校党建
和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标准》入校检查中成绩优秀；

２０１４年，通过“平安校园”验收；２０１５年，学校被评为
市级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示范点；２０１６年，学校被
授予“全国模范职工之家”荣誉称号，获批“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北京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
高校党建思政工作优秀成果”二等奖。

（四）存在的不足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学校的

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

更加积极主动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的使命

意识不够强，学科专业竞争优势还不突出，特色发展

尚不鲜明。

更加积极主动着眼“质量立校”的危机意识不够

强，创新人才培养仍显不足，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短板，

创新发展尚不鲜明。

更加积极主动推进协同创新的时代意识不够强，

标志性成果增长度和社会服务贡献度有待进一步提

升，国际化办学水平有待提高，协同发展尚不鲜明。

更加积极主动提升师生员工获得感、幸福感的服

务意识不够强，办学条件和基础保障仍有欠账，文化、

制度等软环境尚不能满足高水平办学要求，共享发展

尚不鲜明。

更加积极主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问题意识不

够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性、针对性和实效

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基层党建工作发展不平衡，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充

分，引领发展尚不鲜明。

这些问题和不足，必须着力加以解决。

同志们！学校取得的成绩是广大党员干部和师

生员工团结奋斗的成果。在此，我代表学校第三届党

委，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学校改革发展的各级领导和各

界朋友，向为学校发展做出贡献的历任领导和离退休

同志，特别是上一届“两委”全体委员，向兢兢业业、无

私奉献的广大共产党员和全校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和崇高的敬意！

二、认清形势任务，传承和弘扬首经贸光荣传统

我们的学校创建于新中国的朝阳初升时，成长在

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里，发展于新世纪的时代浪潮

中。学校创办伊始，就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

关怀与高度重视。１９５７年１月和６月，毛泽东、刘少
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新中国的缔造者们

先后两次在中南海接见师生代表，赋予了学校崇德尚

能的情怀和经世济民的力量。历经六秩风雨，首经贸

人始终秉承自强不息、求实创新的执着情怀，不忘立

德树人初心，栉风沐雨，历经沧桑创基业，将思想和行

动凝聚为骆驼精神；博纳敏行，不忘重托谋发展，以智

慧和汗水诠释了骆驼精神；知行合一，砥砺前行谱新

篇，用创新和笃行发扬着骆驼精神。学校始终与时代

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与建设中的北京一同前进。

１５万余名莘莘学子在学校文化熏陶下奋发向上，活跃
在全球、全国和北京的政界、商界、教育界和学术界，

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

创业充满艰辛，奋斗铸就辉煌。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重大论断；新一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了到

２０２０年、２０３５年和２０５０年三个阶段的发展目标。我
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学校确定什么样的未来愿景、做出什么样的发

展贡献、担负什么样的时代使命，决定着我们能否承

前启后地完成学校“十三五”规划，继往开来地推动学

校向更高质量、更具特色、更有内涵的一流财经大学

加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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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要有新愿景。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建设教育强

国，是这个新时代国家赋予中国教育发展的新愿景；

推动市属高校内涵、特色、差异化发展，是这个新时代

北京给予市属高校发展的新指南；建成国内一流财经

大学，既是历代师生员工的不懈追求，也是这个新时

代学校发展的既定目标。在北京高校云集、国内财经

大学迅猛发展的势头下，“建设”与“建成”虽只有一

字之差，但要求更高了、时间更近了、挑战更多了。不

进则退，慢进亦退。要建成国内一流财经大学，我们

必须增强危机意识、问题意识、使命意识和担当意识，

以高质量办学作为发展的核心要素，在日趋激烈的竞

争中把握机遇，坚持事业发展出题目，深化改革做文

章，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机制体制弊

端，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各种藩篱，最大限度地激发

各个主体的创新发展活力。

新需求要有新格局。近现代任何一所具有广泛

影响的大学，其价值取向与核心使命，一定与所处的

时代共舞、与社会的发展同向、与国家的前进同行。

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服务经济、知识经

济、绿色经济，服务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相匹配的总

部经济，加快培育金融、科技、信息、文化创意、商务服

务等现代服务业，推进“互联网＋”行动，培育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既是北京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首

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也是各个学院、各个学科在服

务北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

际交往新需求的发展机遇，更应作为学校“十三五”对

接北京需求、谋划内涵发展、形成特色战略的指针。

因此，要建成国内一流财经大学，我们必须加速凝练

方向、整合资源、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紧紧围绕服务

国家和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新需求，立足北京，

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着力构建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建

设、科研与社会服务、国内外合作交流的新格局，推动

学校的人才培养与国家“四个服务”新要求同向同行，

科学研究与北京“四个中心”新定位密切关联，社会服

务与“京津冀一体化”新格局深度融入，文化传承与北

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新目标相辅相成，

国际交往与学校“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财经大学”新

规划相得益彰，进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北

京建设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为实现人民渴望

更优质的教育做出新贡献。

新征程要有新作为。一所真正的大学不仅要有

不同的“形”，更要有独有的“魂”。习近平总书记两

次视察北京时提出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

建设首都”和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这两大

命题，是我们要在新征程用新作为写在京华大地上的

必答题。因此，要建成国内一流财经大学，我们必须

不忘初心，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和北京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所确定的各项战略部署，贯彻落实好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好新时期党的建设

总要求。把坚持党对高校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根本

保障贯穿于学校事业发展的多维度，把立德树人这一

根本任务体现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把全面从严治党

这一战略性、基础性工程落实到基层党建的各方面。

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京华大地上形成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的生动实践。

知古方能鉴今。同志们，历代首经贸人秉承强校

兴校的理想，历经６０多年不懈奋斗，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薪火相传，日新又新。在学校第二个甲子开

启之际，我们要在传承中拓展优势，在改革中补齐短

板，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践履中国大学使命，实现

可持续发展。

三、筑梦远航，开启一流财经大学发展新征程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站在历史新方位，建

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财经大学，是全体首经贸人的

共同愿景。为此，学校的发展一定要服务于国家和北

京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定要顺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的形势，实现学校发展与现代教育导向、未来趋势走

向同向同行。

学校总体奋斗目标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以强烈的责任感落实好北京新的城市总体规划

要求，按照一流标准，把学校建设成为在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合作交流等方

面具有显著特色，综合实力位居国内前列，具有广泛

国际影响力的财经大学，建设成为符合时代需要、适

应北京发展、让人民满意的大学，在国家特别是北京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此，学校党委提出“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第一步，从现在到２０２２年，即学校第五次党代会
召开之际，学校内涵发展基础得以夯实，在服务首都

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人才培养质量

与特色明显增强，协同育人功能充分展现，基本建成

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财经大学。

———学科特色和优势进一步显现，应用经济学力

争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学科核心竞争力

得到显著提升。

———满足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富有创新精神、国际视野和实践能力的

高素质复合型创新性时代新人不断涌现，人才培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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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特色显著提升。

———校内外协同创新体系基本形成，为服务北京

“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科研水平和社会

贡献显著提升。

———人才强校战略取得实效，一批在学术界具有

较大影响力的学术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初步形成，学

术声望和学术影响显著提升。

———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境内外办学

空间有效拓展，国际合作交流水平显著提升。

———校内治理体系基本完善，党的建设和思想政

治工作取得若干标志性成果，影响学校发展的体制机

制障碍有效破解，学校管理的协同性、系统性和整体

性显著提升。

第二步，到２０２６年，即建校７０周年之际，学校内
涵发展取得明显实效，全面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财经大学，为国家和北京发展做出新贡献。

———形成优势突出、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的经

管学科体系。

———形成高质量、社会广泛认可的一流人才培养

体系。

———形成顶天立地、协同创新的一流科研与社会

服务体系。

———形成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领军人物、拔尖

人才和创新团队聚集的一流师资队伍体系。

———形成开放共享的对外合作格局和现代大学

治理体系。

第三步，到２０３５年，即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之际，学校处于国内财经大学的领先地位，若干

学科处于国内领先行列并在国际上具有学术声望，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师资队伍、国际合作交

流、软实力建设等办学指标均达到新高度，对国家和

北京发展的贡献力更加彰显。

———成为人才辈出、名师荟萃、富于创新、开放进

取、环境优美、综合实力强劲的一流财经大学。

———成为助力国家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助力北京建成国际一流的和

谐宜居之都的高水平大学。

———成为具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的让人民满意的大学。

能否实现以上目标，未来５年是关键。
未来５年，学校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立足学校办学特色和发展实际，以学科建设为龙

头，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综合改革和

协同创新为动力，坚持特色化、国际化、差异化的发展

路径，坚持以师生发展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

向，走出一条质量立校、特色强校、文化兴校、开放共

享的内涵发展之路，不断提高师生员工的获得感、幸

福感。

内涵发展之路，必须是质量立校之路。质量是

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是大学实施内涵发展战略的主

旋律。学校将积极构建以质量为核心的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规章制度及行为方式，通过潜移默化的

方式引导学校教职员工的思想和行为，自觉树立起

以质量求生存、谋发展的共同理念，形成学校上下

共创优质教育的良好氛围。坚持把质量意识贯穿

于整个办学和教育教学全过程，以高质量的人才培

养为中心，以一流的学科专业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为支撑，以一流的管理和服务为保障，深化改革，创

新发展，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内涵发展之路，必须是特色强校之路。特色是一

所大学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之所在。特色发展就是要

勇于改革创新，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学

校要把牢发展定位，强化顶层统筹，突出办学特色，注

重学科交叉，引导协同创新，消除同质化弊端，实现差

异化发展。作为一所具有鲜明学科特色的财经大学，

学校要紧密契合国家和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和

行业发展前瞻性，把学科专业建设特色作为凸显办学

特色的基础，把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深化科研体制创

新作为形成特色发展的路径，在人才培养特色上让经

世济民的学术翘楚与善作善成的行业精英各美其美，

相映生辉。

内涵发展之路，必须是文化兴校之路。大学文化

是体现一所大学独有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无形资

产。宏观上，它是国家文化的形象名片和学校自身角

色的社会代码；微观上，它是师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同

身受、润物无声的环境氛围和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师生

融于内在心理、显于外在行为的集体意识。文化建设

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基础环境，是潜移默化中传导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因此，学校在关注各项硬指

标的同时，也会以更符合中华民族和学校文化传统的

愿景，以更吻合自身发展目标的路径，以更切合师生

员工需求的氛围，凝练和弘扬首经贸独有的文化底

蕴，引领师生员工的情感需求、心理诉求和价值追求，

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使我们的学校成为消解躁

气的文化空间，不仅有春华秋实的物态之美，更有驼

韵优雅的人文之秀。

内涵发展之路，必须是开放共享之路。开放办学

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之路。面对国内外经济

格局与科技发展的新浪潮，学校将坚定不移地走开放

式发展道路，坚持国际化发展战略，推进产教融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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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外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开放共赢，不断增强国内

外影响力。广大师生员工是学校发展的动力源泉、智

慧源泉，必须始终坚持从师生中来、到师生中去，问政

于师生、问计于师生、问需于师生，努力形成学校上下

一根绳、一股劲，同心同德共创建的生动局面。学校

会进一步用扎扎实实的积极努力和举措，不断用氛围

与实效提升师生员工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师生员

工对学校未来发展的美好期待，让每一个首经贸人都

充满自信和骄傲。

同志们！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国内外高等教育

的大发展、大变革，催促我们策马扬鞭、加快改革步

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京津冀

协同发展，让我们捕捉到了夯实兴校之本、拓展强校

之源的重大战略契机。学校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和

广大师生员工一定要树立“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的进

取意识，放眼全局，奋发图强，向着首经贸新梦想、新

征程全速前进！

四、聚焦六大任务，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

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同样，学

校未来的发展目标也需要全体党员干部和师生苦下

功夫、花大力气去实现。未来５年，学校将聚焦六大
任务，实现“六个前列”。

（一）坚持立德树人，实现人才培养质量位居财经

大学前列

推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落实人才培养中心地

位，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最主要标

准。以学分制、大类招生改革为突破口，优化调整专

业结构，彰显人才培养特色，建设一流专业。坚持以

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教学理念，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完善多样化、个性化培养方案，扩大和落实学生的

选择权。强化教学质量监控，完善教学质量持续改进

机制。以国际化和信息化为基础，推进教学方法改

革，强化国际化人才培养，丰富学习资源，提升学生学

习便利性。将思想政治教育、通识教育、创新创业教

育深度融入人才培养体系。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强

化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

提升研究生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拓宽学术研究生

培养口径，统筹安排硕士和博士两个培养阶段，构建

本硕博教育贯通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鼓励以重点

优势学科、重大创新平台为载体开展博士生培养工

作。加大对研究生科研创新的支持力度。按国家、北

京和行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要求，完善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方案，推进产学研平台建设。

构建学生成长全方位支持体系。围绕提高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统筹理想信念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就

业创业教育、艺术审美教育、体育教育等各项资源，构

建与学生成长需求相适应的全方位支持体系。

完善继续教育体系。稳步发展适合新时代北京

城市发展的继续教育，搭建远程教育平台，构建具有

学校特色的继续教育体系。

（二）坚持内涵发展，实现学科综合实力位居财经

大学前列

加强学科统筹规划。瞄准学科前沿，面向国家和

北京重大需求，建立学科绩效评价体系和动态调整机

制。突出特色，巩固和提升经管学科整体实力和地

位，鼓励学科交叉，促进多学科协调发展，打造特色鲜

明、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

建设一流学科。以国内一流学科为标杆，实施学

科竞争力提升计划。加强经济学、管理学学科建设，

做优做强，进一步扩大学科优势，提升学术影响力。

鼓励法、文、理和工学学科与经管学科的交叉融合，提

高学科竞争力，彰显学校办学特色。

（三）坚持科教融合，实现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位

居财经大学前列

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坚持“科教融合、顶天立地、

人才驱动、协同创新、服务北京”的科研工作方针，优

化资源配置，健全科研育人机制，进一步理顺科学研

究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协同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与人才

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学校学术影响力。处理好社会需

求和自由探索的关系，鼓励结合学科前沿和社会重大

需求开展中国问题研究，鼓励多学科交叉研究，鼓励

协同创新，重点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区

域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绿色发展持续开展研

究，形成研究特色。加大科研队伍建设力度，壮大科

研领军人才队伍，改善青年教师科研条件，建设高水

平科研团队，形成具有更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科研

团队。

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瞄准国家和北京发展

中的重大战略问题，改革科研平台管理体制，整合学

校优势资源，调整优化智库、智库性基地和实验室布

局，着力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咨询研究，促进

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积极打造在国家和北京发

展战略决策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

库，体现中国特色、国际水平。

完善科研管理机制。坚持学术原则，正确处理短

期效益和长远目标、数量与质量、个人发展与团队合

作的关系，不断改革和完善以质量为中心、以创新为

导向、多维度的科研评价机制。加强学术道德建设，

规范学术行为，杜绝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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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人才强校，实现人才队伍建设位居财经

大学前列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学校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

方，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把优秀

人才吸引和凝聚到党的教育事业中，构建一流人才队

伍体系。

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稳步扩大师资队伍规模，

逐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打造一支结构合理、富有活

力的教师队伍。围绕重点发展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培

养和引进一批具有深厚学术造诣的学科带头人和学

术领军人物。通过后备学科带头人培育、项目资助、

海外研修、社会实践等方式，培养出一批把握学术前

沿、研究功底扎实的教师。通过团队建设、经费资助、

办公环境改善、关怀与服务等多种方式，激励和支持

教师潜心学术。

创新人才管理和服务机制。尊重专任教师、管理

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人员等不同类型人才的成

长规律，科学规划各类人才队伍职业发展，形成爱才

敬才、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推动多样化人才引进和

聘用方式，完善多元化人才分类评价体系，构建多层

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教职工发展与培训体系，完善绩

效导向的薪酬激励机制，为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创造

宽松的环境，强化制度保障。

（五）坚持开放发展，实现国际化水平位居财经大

学前列

实施国际化战略。将国际化理念贯穿到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管理工作的全过程。结合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探索“政府—大学—企业”多

边国际合作创新模式，与国际一流大学、科研机构和

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扩大学校海

外影响力。构建海外校友网络，统筹海内外资源，打

造具有首经贸特色的品牌孔子学院，自觉服务中华文

化“走出去”战略。

提高国际化水平。服务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把握好国家教育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教育

合作机遇，建设高层次、多功能、有影响的留学生教育

交流合作平台。扩大学历留学生规模，提高生源和教

学质量，依托优势学科和专业，打造具有首经贸特色

的留学生教育品牌。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实施海外

交流提升计划。发挥海外人才聚集平台作用，支持与

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研究机构开展科研合作，提高师

资和学术国际化水平。

（六）坚持文化引领，实现软实力建设位居财经大

学前列

丰富首经贸思想文化体系。以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将“中国梦”、“首经贸

梦”与“个人梦”相结合，培育心存梦想、服务国家、奉

献社会的精神，促使广大师生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坚持文化

传承和创新相统一，积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传播中华优秀文

化。围绕弘扬“崇德尚能，经世济民”的校训和凝练

“骆驼精神”的深刻内涵，充分挖掘学校历史资源，以

多种形式讲好首经贸故事，增强师生和校友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培育“给予—感恩”校友文化，发挥校友文

化教育、陶冶、激励、引导、凝聚的功能。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治理体系。坚持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

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加强依法治校，完善

以学校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健全以学术委员会

为主干的学术治理架构，充分发挥教授在学术评价和

学术发展中的作用，激发基层学术组织活力。完善校

院两级管理运行机制，落实学院办学主体地位。深入

推进校院两级信息公开。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

代表大会在民主决策机制中的作用。成立学校理事

会，发挥理事会在密切社会联系、扩大决策民主、争取

社会支持、完善监督机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提高管理服务和保障水平。加快智慧校园建设，

提高图书文献资源、档案信息服务、图书出版和医疗

保障水平。提升管理服务精细化水平，建设为师生服

务、为决策服务、为学术服务、为学院服务的管理服务

体系。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完善预算管理体制，健全

内部控制体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建立和完

善资产分类管理的体制和机制，根据学校总体功能定

位，积极稳妥盘活现有资产。进一步推动后勤社会化

服务，全力提升后勤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五、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新

局面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关键在于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对学校的领

导。履行新使命，开启新征程，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育人优势，不断开创新时代学校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一）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

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执行党中央做出的各项

决策部署，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

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做到令行禁止。严

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绝不允许妄议中央、说三道

四，绝不允许阳奉阴违、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绝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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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搞团团伙伙，搞山头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

（二）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筑牢理想信念

根基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和师生头脑，

引导师生自觉学习理论、内化理论、践行理论，更加自

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强化思

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引导广大学生做到“四个正

确认识”，引导广大教师做到“四个统一”，切实增强

“四个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开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形

成若干高水平、有影响力、有推广价值的党建与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做好新形势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加强阵地管

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

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

设与管理，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高

度融合，引导师生强化网络意识，传播主旋律、弘扬正

能量。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把握宣传思想教育的“时、

度、效”，研究青年学生的话语体系，做到因势而谋、应

势而动、顺势而为，推进主流教育和服务引导的有效

互动。做好抵御和防范校园传教渗透工作。

构建师生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强对青年学生和教

师的新时期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培养教育，引导师

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

者、模范践行者。创新“大思政”教育理念，拓展学生

思想政治工作新内涵，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

代感和实效性。充分发挥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

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等方面的育人功能，

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工程，推进研究生

“扎根实践工程”。推进“四有”好老师建设，落实“六

位一体”师德建设体系，继续开展“驼韵师话”品牌活

动，全面实施“驼铃计划”，不断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教师思想政治工作。

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和统

筹协调，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引领作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

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推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与专业教育在学生实习实践平台上的深度融合；深化

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教学改革，形成具有影响力和实

效性的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果，提升课堂教学

的掌控力和学生的获得感。

（三）抓好队伍建设，锻造过硬干部队伍

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始终把领导班子

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确保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

心作用，保证校长依法行使职权，完善“三重一大”决

策制度，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各项制度。

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坚持德才兼备、以德

为先，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建

设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

正廉洁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干部队伍，培养一批

具有国际视野、政治素质好、管理素养高、业务能力强

的中青年学术骨干。统筹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

高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

的能力素质。坚持把从严管理监督和关心爱护结合

起来，坚持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敢于担当、攻坚克难。加强后备干部

队伍和党外干部队伍建设。

（四）抓好组织建设，打造坚强战斗堡垒

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坚持政治引领和服务

群众相统一，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

设，充分利用学校“党员之家”，创新活动方式，不断增

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和战斗力，不断提升党员教育

的针对性和鲜活性。结合新时代新要求，根据学校事

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律，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打通

党建“最后一公里”，加强教师党支部建设，健全学生

党支部、团支部、班委会协同工作机制，选优配强基层

党组织负责人，坚持“三会一课”等制度，开展特色鲜

明的主题党日活动，切实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

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尊崇和遵循党章，把坚定理

想信念作为首要任务，教育全体党员自觉做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

者和忠实实践者。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增强党员经常性教育实效。把政治

标准放在发展党员首位，严把党员入口关，完善入党

申请人、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三级培训机制，强化

思想入党。加强党员日常管理工作，健全党内激励、

关怀、帮扶机制。

（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

环境

强化正风肃纪。锲而不舍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成果，紧盯重要时间节点，锁定易发多

发违规问题，坚持明察暗访不断线，严惩违纪不松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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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经

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切实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

长管长严。

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全面贯彻党要管党、从严

治党的要求，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坚

持“一岗双责”，加大责任考核和追究力度。加强对

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强化党内监督，畅通监督渠

道。落实二级单位行政正职领导述廉制度，开展巡

察工作，五年内实现对二级单位巡察全覆盖。深化

党风廉政教育、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强化标本兼治，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

的自觉。

（六）建设平安和谐美丽校园，助力学校改革发展

建设平安和谐校园。进一步完善安全稳定工作

责任制，健全安全稳定工作应急预案机制和应急处置

体系，加大技防投入力度，推进平安校园信息化建设。

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加强对师生的人文关怀和

心理疏导，建设和谐校园。

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

线，推动统战工作重心下移，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引

导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积极投身“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和学校事业发展。用心用情做好离退休同志服务工

作，为离退休同志发挥正能量提供平台。充分发挥校

友会、教育基金会作用，加强国内外校友与母校的联

系，凝聚校友资源，服务母校发展建设。

加强和改进群团工作。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

和方式方法，增强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

性，充分发挥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支

持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研究生会、学生社团依法依

章独立自主开展工作。领导并支持教职工代表大会、

学生代表大会正确行使职权，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民

主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

增强师生员工获得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把师生普遍关心的问题放在心上、抓在手

上。提供制度和资源保障，打通教职工职业发展通

道，将个人发展有机融入学校发展。关注师生身心健

康，继续实施教职工健康工程和暖心工程。在政策指

导下，确保教职工收入稳步增长。积极协调社会各

方，改善青年教职工子女“入托难”问题。支持附中、

附小建设，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完善学生奖励

和资助体系，加强学生学业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服务、

创业教育、心理辅导的工作力度。积极改善办学条

件，建设美丽校园，让学生有更满意的教育，员工有更

舒心的发展，让我们的学校真正成为师生员工终身受

益的温馨家园。

同志们！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的行动纲领，为我

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发展动力。新时代催人奋

进，新使命任重道远。我们要不忘育人初心，牢记大

学使命，固本强基，凝心聚力，汇集全校师生员工的磅

礴之力，踏上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财经大学的新

征程。“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同志

们，让我们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更加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扎根京华大

地，弘扬骆驼精神，抱百折不回之精神，怀勇往直前之

气概，为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开

创学校新的甲子辉煌而不懈奋斗！

中国共产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关于第三届

党委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

中国共产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

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至３０日召开。这是在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发展进入新时代、首

都发展确立新目标、学校发展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期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听取并审议了冯

培同志代表第三届党委所做的《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引领 为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财经大学而努力奋

斗》的工作报告。

大会认为，第三届党委的工作报告全面回顾和

总结了学校第三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充分肯定了

成绩，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分析了学校面

临的形势和任务，深刻阐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要

建成国内一流财经大学、形成服务国家和北京经济

社会发展新格局的发展新目标。在此基础上系统地

提出了学校中长期及今后５年发展的指导思想、战
略目标、实施路径和主要任务，是动员和团结学校共

产党员和师生员工共同实现学校新时期发展的纲领

性文件。

大会充分肯定了上届党委所做的工作。上届党

代会召开以来，第三届党委在市委、市委教育工委的

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学校党员和师生员工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大、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全会和十九大精神，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在学校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新成

绩，为学校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会赞同报告提出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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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强烈的责任感

落实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按照一流标准，把学

校建设成为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

承创新及国际化办学等方面具有显著特色，综合实力

位居国内前列，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财经大学，建

设成为符合时代需要、适应北京发展、让人民满意的

大学，在国家特别是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报告提出了“三步走”战略构想，

即２０２２年基本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财经大
学、２０２６年全面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财经大
学、２０３５年处于国内财经大学领先地位。今后５年
将是学校实现总体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的关键时

期。学校要走出一条质量立校、特色强校、文化兴

校、开放共享的内涵发展之路，聚焦立德树人、学科

内涵发展、科教融合、人才强教、开放办学、文化引领

“六大任务”，实现人才培养质量、学科综合优势、科

研和社会服务能力、人才队伍建设、办学国际化水

平、软实力建设位居财经大学前列，全面夯实学校内

涵发展基础，开启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财经大学

的新征程。

大会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对学校的领

导是实现学校宏伟发展目标的关键。今后５年，必须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继续全面从严治党，把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锲而不舍地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紧紧围

绕学校的中心任务，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的育人优势，不断开创新时代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

作新局面，为完成第四次党代会提出的主要任务提供

强大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

大会要求，新一届党委要紧紧依靠各级党组织和

共产党员，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

治，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构建学生和教师思想政治工

作新格局。继续抓好队伍建设，加强组织建设，全面

从严治党，凝聚各方力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

治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确保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

大会号召，学校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紧密团结

起来，在上级党组织和新一届党委的领导下，不忘育

人初心，牢记大学使命，带领广大师生员工将大会所

确定的学校战略目标和重要任务具体落实到工作中，

体现在行动上，固本强基，凝心聚力，为建成国内一

流、国际知名财经大学而努力奋斗！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为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财经大学保驾护航

———中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第四次代表大会纪委工作报告

　　现将第三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
建议向大会报告如下，请予审查。

一、第三次党代会以来工作回顾

学校第三次党代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学校党委和上级纪委的正确领导下，学校纪委以党

章为根本遵循，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忠诚履行党

章赋予的职责，切实发挥党内监督专责机关作用，聚

焦监督执纪问责，强化正风肃纪反腐，推动管党治党

从宽松软逐步走向严紧硬，为学校党的建设添砖加

瓦，为学校事业发展保驾护航，在建设风清气正校园

政治生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强化责任担当，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

责任

坚持把监督主体责任落实作为履行监督责任的

首要任务，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形成了督促党风

廉政责任落实的长效机制。

各级党组织抓牢扛稳、层层落实主体责任。学校

党委班子坚持“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失职”的工作

理念，带头担负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带头坚持民主集

中制，做到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

排、大额资金使用提交党委会研究决定，带头维护集

体决策，带头维护班子团结，自觉接受监督；紧紧围绕

中央和市委的安排部署，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重要议

事日程，与学校事业发展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做

到了“四个亲自”。纪委加强对二级单位落实主体责

任的监督检查和考核，紧紧抓住责任分解、责任督

促、责任检查等关键环节，坚持做到“年初有布置、

年中有监督、年底有检查”，把压力层层分解、传导、

下压，督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担当起管党

治党政治责任。协助党委制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实施办法》，理顺落

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的体制机制。建立

领导干部落实主体责任全程记实制度，设计发放

《领导干部落实主体责任记实手册》。组织二级单

位党政负责人签订落实党风廉政责任承诺书，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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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责任以清单形式列入承诺内容。协助党委每年年

初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大会部署年度工作，年终以自

查和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二级单位落实责任制情

况检查考核，督促责任落实。

加强组织协调。学校党委成立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和实施学校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工作，对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执行情况的检查考核。纪委及时向学校党委

传达、通报中央和市委关于党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

新精神、新要求、新情况和新动态，并将责任落实、干

部廉洁自律、重要信访举报案件等重要问题提交党委

常委会集体讨论决策。纪委充分运用党风廉政宣传

教育联席会、信访监督工作联席会、处级领导干部经

济责任审计联席会、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等平台机

制，通过沟通交流、协商研讨、通报信息等多种方式保

持与相关职能部门的联系，积极发挥组织协调和督促

指导作用。

（二）狠抓纪律建设，把管党治党的纪律和规矩立

起来、严起来

坚持把维护党章、严肃党的纪律作为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的第一要务，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查

处违纪行为，使党员干部真正尊崇党章、遵守党纪，切

实维护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坚持用纪律尺子严格衡量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行

为。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对重大任

务、重要活动加强监督检查，推动中央、北京市及学校

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确保政令畅通。增强对意

识形态问题的关注，落实责任制，强化党对意识形态

工作的领导。协助党委落实领导干部任前廉政谈话、

诫勉谈话和函询、述职述廉等制度，对领导干部执行

请示报告制度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推动党员干部形成遵规守纪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严肃查处违反党纪的行

为。７年来，学校共立案审查４名党员，给予３人党纪
处分，给予５人行政处分。

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充分运用党风廉政宣传教

育联席会议协调机制，以党性党规党纪教育和警示教

育为主要内容，以校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人群，通过

校院两级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

活动、党风廉政建设大会书记廉政党课、专题报告会、

培训会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纪律教育，营造知纪懂

纪、遵规守纪的氛围，使党员干部心中有戒、有畏、有

惧。７年来，纪委共举办７场廉政专题报告会，组织７
次廉政党课和９次专题培训，组织参观警示教育展览
２次，发放学习辅导材料及图书音像资料６３００余册
（套），出版校报专刊１期，编印《纪检监察信息》简报

９期。不断拓展纪律教育的形式和载体，将廉洁教育
纳入主题党日活动和党课、纳入学生“形势与政策”课

堂教学和毕业生“最后一课”教育、纳入新入职教工培

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师生员工牢固树立廉洁意识，

促进廉洁从业、廉洁修身。积极推进校园廉政文化建

设，开展廉政微小说、平面廉政公益广告和廉政格言

警句创作征集活动和“纪律教育在身边”征文活动，举

办廉政书画作品征集和展览，制作廉政教育视频宣传

片和主题橱窗展板，推动形成“以贪为耻、以廉为荣”

的廉洁文化环境和氛围。

（三）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党风

政风的持续明显好转

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作风建设在坚持中深化、

在深化中坚持，驰而不息纠正“四风”，使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真正落地生根。

加强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力度，协助党委制定《关于领导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密

切联系群众的实施意见》，进一步落实中央《党政机关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细化学校公务招待、公车使

用、公务出访、职务消费等规定，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作

风建设的成果。２０１３年以来，学校公务接待经费和公
车使用经费均实现大幅下降。持续加大对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市委、学校党委实施意见落实情况的监督

检查力度，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协助党委

对领导干部办公用房、公务接待、公务用车等问题组

织开展自查自纠，聚焦问题狠抓整改落实。严格执行

党风政风日常监督月报制度，定期统计报送党风政风

监督工作信息。紧盯元旦、春节、中秋、国庆等重要节

点持续整治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顽瘴痼疾，坚决查

纠“节日病”，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强化责任追究。共

处置涉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类问题线索１３件，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８起，处理相关责任人９
人，其中１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

深入开展专项治理。在学校范围陆续开展“小金

库”专项治理，清理各类论坛、庆典、研讨会专项工作，

“庸懒散”、严禁在公务活动中赠送或接受礼品、借公

务之名旅游等问题的专项整治，“为官不为”、“为官乱

为”及“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治理，

违规公款购买消费高档白酒问题集中排查整治以及

清理规范领导干部兼任职务等７次专项治理工作，集
中排查相关问题线索，加强监督执纪。坚持每年开展

教育乱收费和违规招生录取专项检查治理，严防损害

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四）构建严密的党内监督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

提供有力支撑

坚持强化党内专责监督作用，积极探索监督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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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途径，以制度和监督为抓手，聚焦人、财、物、事等权

力集中的领域和环节，密织监督网络，加大监督检查

力度，开展专项治理，督促廉洁用权、规范履职。

强化党内监督。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执

行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以及廉洁自律等

情况加强监督。学校党委全面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

不断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严格执行全委

会、常委会、校长办公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推进

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落实监察处长列席校长办

公会制度，推进纪检委员列席二级单位党政联席会机

制。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党风廉洁意见回复”关，落实

干部任前征求纪委意见制度，对拟提任干部的廉洁自

律情况进行重点考察，实行党风廉政“一票否决”。加

强干部换届纪律监督，组建监督小组全程参与学校处

级干部集中换届聘任各项工作，防止选人用人上的不

正之风。坚持日常从严管理、监督干部，认真落实民

主生活会、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诫勉谈话、谈心谈话

等制度。制定《关于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实施办

法》，坚持抓早抓小，发现苗头就及时纠正，对反映的

一般性问题，及时谈话提醒、约谈函询，共对２０人进
行提醒、诫勉或批评教育。开展了领导干部兼职清理

规范和会员卡清退工作。发挥党委履行主体责任助

手作用，协助党委对领导干部清退培训费、评审费、过

节费等完成巡视整改，督促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加强制度建设。落实全面依规治党的要求，着力

从健全机制、扎紧制度笼子下功夫，推进专责监督制

度化、规范化建设，制定或修订《纪检部门处理信访举

报工作实施办法》《纪律检查委员会案件办理的若干

规定》《关于对处级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

暂行办法》《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暂行办法》等

１８项制度，不断强化对权力行使的制约和监督，初步
形成了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格局。

建立问题线索集体排查机制和集中管理台账，规范执

行问题线索分类处置标准。加强沟通协调，发挥信访

联席会议、重大决策信访风险评估等制度机制作用，

多次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议集中“会诊”分析研究有

关问题，形成工作合力。注重发挥查信办案的治本功

能，针对信访反映出来的管理、领导作风等方面存在

的缺陷和漏洞，督促相关单位规范管理，化解矛盾。

改进和加强对人、财、物、事等重点领域的监督。

重点围绕干部职工评优评先、各类先进推荐、进人晋

级、招生考试、财务管理、教育收费、评审评比评估、基

建工程建设、招标采购等领域或工作，协调或参与开

展专项检查或重点监督，受理有关信访举报，督促建

章立制，严防发生违规违纪问题。改进监督方式，通

过招投标备案监督、监察建议书等方式实行“监督的

再监督”，增强监督效率和效果。推动后勤管理处开

展廉政风险防控管理“三个体系”试点工作，加强内控

机制建设。

严格依纪依规查信办案。７年来，纪委共受理各
类信访举报１８１件（次），其中涉及干部问题线索９６
件（次），办理初核５６件（次），立案审查４件。学校领
导多次专题听取纪委信访和案件工作情况汇报，了

解、协调、研究解决重要问题。通过开展信访查办和

信访监督，不仅处理、教育、警示了一些党员干部，对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发挥了有效的遏制作用，还澄清

了不实举报，保护了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有力地

维护了校园稳定。

（五）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不断提高纪检

监察干部的履职能力和执纪水平

坚持以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

伍为目标，把“打铁必须自身硬”要求凝聚为思想共

识，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强化学习教育、从严

管理和监督，纪检监察干部的身份意识、责任意识和

履职意识不断增强，能力素质不断提升。

加强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能力建设。以深入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着力加强思想政治建

设和能力建设，教育和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坚定理想信

念，廉洁自律，敢于碰硬，确保对党绝对忠诚。坚持问

题导向，稳步推进纪委巡察整改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履职能力。加强自身建设，

召开３１次纪委全委会开展集体理论学习和业务研
讨，研究决定纪检监察工作重要问题。通过集中培

训、上级调训、以干代训等多种方式加强对纪检干部

业务素质的培养，参加上级调训３０余人（次），其中５
人参加市纪委“以干（案）代训”。完成市级、校级研

究课题７项。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严明工作纪律，
修订、制定《中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工作规则》《纪检监察干部内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请示报告、集体研究决策等制

度，防止“灯下黑”，以铁的纪律打造过硬队伍。

加强组织建设。调整充实纪检委员队伍，推动大

多数二级单位党组织纪检委员由领导班子副职担任，

强化二级单位的决策监督。在设委员会的基层党支

部设置纪检委员，使纪检工作的触角进一步向基层延

伸。组织纪检委员每年签订《落实监督责任承诺书》，

增强履责意识，强化责任担当。组建特邀监察员队

伍，在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等专项工作中发挥监督作

用。举办４次纪检委员、特邀监察员专题业务培训会
和座谈会，就如何履行职责进行专题培训和研讨。

第三次党代会以来，在学校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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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领导下，学校纪委忠实履职，助力全面从严治党，经

受了锤炼和考验。经过学校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

学校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夯实，党的纪

律建设全面加强，各项制度不断完善，“四风”顽症得

到有效遏制，党风政风明显好转，各级党组织的战斗

力进一步增强，党心民心更加凝聚，学校全面从严治

党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５年北
京市纪委、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落实情况检查考核中，学校工作得到上级的充分

肯定。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学校在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还有不少薄弱环节，有的党组织

和党员领导干部主体责任担当不够，向下传导压力层

层递减；有的党员干部纪律意识、规矩意识不强，违规

“擦边”“踩线”问题仍有发生；纪委有效监督不足，在

防弊纠偏过程中仍然存在“失之于宽”和“失之于软”

的现象，纪检监察工作同上级要求和群众期盼还有差

距。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对此，我们必须高

度重视，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政治定力，坚持责任担当，

突出问题导向，继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

断引向深入。

二、主要工作体会

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从严

治党战略的引领，关键在于学校党委和上级纪委的正

确领导，是学校各级党组织、广大干部党员和纪检监

察专兼职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深入开展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主要有以下认识和

体会。

一是必须始终坚持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

党委统一领导是做好学校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牢

牢把握和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集中

统一领导，是党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重要

内容，也是取得成绩的政治保障、组织保障和制度保

障。要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进一步增强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新的更高起点

上坚决担负起“两个责任”，狠抓各项工作落实，推动

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二是必须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松懈、不动

摇。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重大战略

部署，是贯穿全党工作的一条鲜明主线。近几年来，

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根本原因

就在于党委、纪委能够充分把握十八大以来形成的新

形势、新环境和新局面，抓住机遇因势而谋、应势而

动、顺势而为，不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定不移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在学校延伸，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

上。要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松懈、不动摇，以更

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进一步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

做实、做细，敢于作为、善于作为，助力学校全面从严

治党取得新的更大的进步。

三是必须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纪委

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的，必须从政

治和全局上把握。要更加主动地把纪检工作放到党

委决策部署和全校工作的大局中去思考、去落实，坚

持把服从和服务学校改革发展放在党风廉政建设的

重要位置，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把握好服务大局与履职

尽责、正风反腐与民心向背的关系，找准纪检职责定

位，通过监督执纪问责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努力

营造和谐氛围，建设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和良好

育人环境，切实增强师生员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四是必须始终坚持挺纪在前。维护党的章程和

党的纪律是纪委的本职。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

纪委必须回归本职、回归党章，握紧、用好纪律这把尺

子，让纪律真正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要更加坚定地

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从盯

紧“关键少数”向管住大多数、管住全体党员转变，使

纪律戒尺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行为规

范和自觉遵循，确保党规党纪的刚性约束。

五是必须始终坚持治标和治本相统一。扎实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惩治和预防

相结合、治标与治本同推进、自律与他律相统一。要

继续加大正风反腐的力度，保持惩治和震慑的高压态

势，驰而不息纠正“四风”，着力构建“不敢腐”的惩戒

机制。要不断强化对权力行使的制约和监督，从健全

机制、扎紧制度笼子方面下功夫，使意欲腐败者在严

格监督中无机可乘，着力构建“不能腐”的防范机制。

要加强教育和引导，倡导和弘扬廉洁价值理念，从思

想源头上消除贪腐之念，着力构建“不想腐”的自律

机制。

三、今后五年工作建议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国家发展进入历史新时代、首都发展确立建

设新目标、学校发展开启改革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

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发展的动力。要实

现这个目标，党委对学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

保证。因此，要团结和带领广大师生员工履行新使

命，开启新征程，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委

的领导，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党委的领导。

今后五年，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总

体思路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坚持党要管

党、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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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扛牢抓实管党治党政治

责任，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

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实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

腐的自觉，推动学校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育人环境。

（一）加强纪律建设，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

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学校第四次党

代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实保证中央、市委

提出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在学校得到贯彻落实。

坚决同破坏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行为作斗争。切实

强化政治引领，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于全面从严治党

全过程，坚决维护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督促学校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章、党内政治生活准

则、党内监督条例等党规党纪，保证党员领导干部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严明党的纪律。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

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严起

来。紧紧围绕学校第四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聚

焦重点工作和各项任务落实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对

敷衍塞责、推诿扯皮严肃问责，确保重大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取得实效。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及时

查处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行为，对出现严重错

误倾向等重大问题并造成不良影响的严肃问责，以强

有力的问责督促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严格落实，强

化纪律执行。

（二）强化党内监督，督促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的落实

督促责任落实。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把监督

重点落在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落实主体责任、遵守党内

政治生活准则、行使公权力、廉洁自律情况的监督上。

加强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检查考核，督促

各级党组织负起主体责任、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

责、班子成员履行分管或联系领域的主体责任、党的

工作部门担起职能监督职责。进一步加大对二级单

位“两个责任”落实情况的考核力度，推动领导班子成

员带队开展检查考核形成机制，督促二级单位建立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探索二级单位行政正

职领导述廉制度。加强对问责条例及市委实施办法

的学习和贯彻落实，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督促干部履

职尽责，紧盯失职失责典型问题、严肃问责。探索对

二级单位开展巡察，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巡察全覆盖。

强化执纪监督。推进权力清单、责任清单、问题

清单制度建设，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度监管。建立干

部廉政档案，建立纪律检查建议制度，完善、用好监察

建议制度。严把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关，防止干部“带

病提拔”“带病上岗”。建立廉情分析定期会商机制。

加强对干部述职述廉述责、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任前

廉政谈话等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使党员干部习

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促进干部廉洁

自律。建立领导干部任职前廉政法规知识测试制度。

切实发挥纪委党内监督的专责作用，把党内监督与行

政监督、群众监督、审计监督、教代会民主监督等结合

起来，整合构建党委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

监督体系，形成监督合力。加强内部控制机制建设。

针对选人用人、招生录取、财务管理、科研经费、基建

工程、物资采购、校企合作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检查，

对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三）以顽强的韧劲打好攻坚战、持久战，推动作

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把作风建设往深里抓、实里做。不断巩固和深化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市委及学校实施意见成果，

对执纪审查对象存在“四风”问题的，要先于其他问题

查处和通报，坚决防止不正之风反弹回潮。持续深化

“为官不为”“为官乱为”问题专项治理，加大整治“庸

懒散”力度，对不作为、不担当、不落实造成严重后果

的坚决问责。在看住重要节点，紧盯享乐奢靡和隐形

变异问题的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监督方式，完善

制度规定，构建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

严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

决纠正。瞄准教育收费、招生录取、师德师风等重点

领域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啃食群众获得

感的“微腐败”问题，切实维护师生切身利益。重点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侵害群众利益、利用公权

力搞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对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

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要严肃问责。

（四）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持续保持遏制

腐败的高压态势

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断完善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的方法措施，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坚

持抓早抓小，切实抓苗头、管小节，做到早发现、早处

置，对苗头性、倾向性或轻微违纪问题要及时谈话提

醒、约谈批评、函询诫勉，让红脸出汗、咬耳扯袖成为

常态。坚持治病救人，对存在严重违纪行为的党员，

依纪给予重大处分或做出重大职务调整，防止党员堕

入违法犯罪的深渊。严肃查处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

罪的行为，让不知止、不收手者受到惩处，确保党组织

和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对反映失实的问题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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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党员干部的合法权益。

始终保持不敢腐的震慑。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

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力度不减、节奏不

变，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反，持续保持遏制腐败的高

压态势。把执纪审查重点放在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

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

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上，把三类情况同时具备的作

为重中之重，加大查处力度。严格执行“五严守、八不

准”行为规范，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拓宽和畅通

问题线索来源渠道，通过信访举报、日常检查、专项治

理、内部审计等方式及时发现问题线索。发挥信访举

报“主渠道”作用，提高信访举报工作处理质量和效

率，加强和规范问题线索管理和处置。

（五）坚持思想教育和制度规范同向发力，构筑源

头防腐的有效机制

努力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廉

政宣传工作，将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纳入学校宣教工作

的总体规划，健全协调机制。以党员和干部为重点加

强党章党规党纪教育，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

守底线，形成尊崇党章、遵守党纪的良好习惯。深化

警示教育和廉政教育，充分发挥违纪违法党员干部

“忏悔录”的警示作用，以案明纪、警钟长鸣，筑牢党员

干部的思想道德防线。充分发挥各单位在党风廉政

宣传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切实提高教育的针对性、有

效性。结合学校专业特点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创建良

好的育人环境。

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进一步构建好学校层

面反腐倡廉制度、纪检监察部门执纪监督工作制度、

各业务部门源头防范工作制度体系，织严、织密制度

笼子，使管党治党有规可依，监督执纪有章可循。要

强化问题导向，盯准问题举一反三、堵塞漏洞、加强管

理，建立健全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

性和完备性的监督检查，增强执行力和有效性，切实

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

（六）加强自身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

监察队伍

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建设一支让党放心、

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队伍，为全党全社会树起严格自

律的标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纪检监察机关提出的新

要求。学校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十

九大报告和党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精神上

来。紧密结合学校纪律检查工作实际，贯彻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和学校部署，旗帜鲜明地坚

持党委的领导，毫不动摇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将“打铁必须自身

硬”的要求贯穿始终，使纪检监察干部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在学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中发挥表率

作用。

切实加强组织建设。发挥纪委全委会作用，贯彻

民主集中制，调整和充实党组织纪检委员、特邀监察

员队伍。着眼能力建设，强化教育培训，坚持每学期

举办至少一次集中培训，提高专兼职干部的政治素质

和专业化水平，增强队伍活力。要切实增强纪委体系

建设意识，进一步健全纪检监察兼职干部队伍，制定

二级单位党组织纪检委员工作规则，明晰责任清单，

加强检查考核和责任追究，建立相应机制保障其有效

发挥作用，当好基层政治生态“护林员”，确保纪委监

督的触角真正延伸到基层。强化作风建设，培育纪律

文化，严守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加强日常管理和内部

监督制约，推进规范化建设，在纪律教育、执纪监督等

方面加大信息化手段运用力度，提高纪检监察工作的

效能和水平。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让我们在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指引下，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团结

和依靠学校师生，以责无旁贷的担当精神、时不我待

的进取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锲而不

舍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为实现

学校第四次党代会和“十三五”规划确立的目标而努

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第三届

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四次代表大会
审查、批准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大会充分肯定了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

作。第三次党代会以来，学校纪委在学校党委和上

级纪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毫不动摇坚

持全面从严治党，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切实发

挥党内监督专责机关作用，聚焦监督执纪问责，强化

正风肃纪反腐，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逐步走向严

紧硬，为学校党的建设添砖加瓦，为学校事业发展保

驾护航，在建设风清气正校园政治生态方面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向党委和师生交上了一份满意的

答卷。

大会要求，学校纪委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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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

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扛牢抓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决纠正

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强化不敢腐

的震慑，扎实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坚定

不移地推动学校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锲而不舍

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为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育人环境、实现学校第四次

党代会和“十三五”规划确立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标准》
检查组入校检查

加强顶层设计　强化立德树人　
推动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再上新台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建和思想

政治工作基本标准达标检查自查报告

　　 校党委书记　冯培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１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是一所具有６０年办学历史的
北京市属重点大学。学校现有１４个二级单位党委，７
个党总支，４个直属党支部，１８０个党支部，３１２２名党
员。在２０１２年北京普通高等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
作基本标准达标检查整改的基础上，５年来，学校党委
加强顶层设计，统揽改革事业发展全局，强化立德树

人，推动师生思想政治工作协同共进，夯实党建基础，

为学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凝聚师生合力，共建和谐、

稳定、美丽校园。５年中，学校顺利通过“平安校园”
验收，被确定为市级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示范点，

获得“北京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

二等奖，各项事业迈上了新的台阶，办学治校水平和

学校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学校党委高度重视此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基

本标准》（以下简称《基本标准》）集中检查工作，严格

对照《基本标准》进行自查自评。经过自查，学校确定

目前得分９０７分（不含特色工作８０分）。自查扣分项
目共计８项，涉及５个一级指标、７个二级指标，分值
为１３分（一级指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扣６
分；“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作用发挥”扣１分；“党风廉政
建设”扣１分；“宣传思想工作”扣３分；“统战工作”扣
２分）。

现将５年来我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情况汇报
如下。

一、加强顶层设计，统揽学校发展方向和改革

全局

长期以来，学校党委始终立足于观大势、谋大

事，切实把握国家形势新变化和首都发展新要求，深

入思考“办什么样的首经贸、怎样办好首经贸”这个

根本问题，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把落实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四个服务”作为根本使

命，科学设计、统筹全局，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

落实，确保党的教育方针在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各

领域得到贯彻落实，有力推动了学校各项事业又好

又快发展。

（一）把握方向、谋划全局，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

全面领导

５年来，学校党委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履
行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在学校发展规划、

内部治理、重大改革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统筹

谋划，始终确保学校发展的正确方向。

———凝聚形成学校发展新共识。一方面，学校领

导班子通过每学期开学前召开务虚会，就关系学校全

局、系统、长远的发展战略和重要工作，从政治、思想、

理论、对策方面进行研究讨论，加强班子成员沟通协

调，发挥集体领导合力，实现党政协同运转；另一方

面，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工作，

倾听师生声音、回应师生关切、凝聚师生智慧。在学

校发展规划、人事聘任等重大决策出台前，都经过党

委全委会、常委会、校长办公会、教代会、教授代表座

谈会、青年教师代表座谈会、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等

多层次、多渠道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的过程。学校上下

进一步形成了新形势下促进学校发展的新共识，即人

才培养质量同首都发展定位相适应，科学研究方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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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方针相一致，文化传承功能同北京城市特色

相协调，社会服务贡献同区域协同趋势相吻合，国际

交流水平与学校战略目标相统一。不断推进学校发

展与国家导向、首都走向同向同行；推进学校改革发

展与经济社会大局同向同行；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各部

门、各系统在立德树人的大格局中同向同行；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事业发展与教职员工职业发展

同向同行。

———研究制定引领学校发展的战略规划。学校

党委坚持规划先行、谋定后动的理念，通过制定规

划，把师生发展共识转化为有效的政策措施。学校

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遵循教

育发展规律，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学校办学

特色和发展实际，主动对接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形成了引领学校发展的“十三五”规划，

提出了学校“十三五”期间“立足北京、服务社会，把

学校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财经大学，为融

入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战略奠定

基础”的奋斗目标。同时，学校党委以深化综合改

革为有力抓手，确保“十三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落

实，研究制定了《关于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的意见》及

任务分解表，确定了３个综合改革试点学院，明确了
学校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目前相关改革工作已

取得了积极成效。

———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

校党委以北京市属高校章程建设试点工作为契机，推

进依法治校，完善内部治理。一方面，《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章程》核准发布后，学校党委将章程作为依法自

主办学、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和依

据，以章程为统领开展制度建设，基本形成了上下衔

接、职责清晰、相互协调的校内制度体系。另一方面，

着力提升内部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一是进一

步理顺内部管理体制，制定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实施办法》，修订了决策会议议事规则，不断健全

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

二是进一步尊重和支持学术权力发挥作用，修订了

《学术委员会章程》，完成了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调整

工作，校长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突出学术委员

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的地位和作用。三是进一

步深化校院两级管理改革，制定并落实《学院工作规

定（试行）》和《系（教研室）工作规定》，积极探索落实

学院办学主体地位。四是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和监

督，通过落实教代会代表根据议题列席校长办公会、

双代会提案制、职能部门答询、信息公开等制度，不断

完善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

（二）强化特色、提升内涵，引领学校改革发展事

业新进步

５年来，学校党委持续深化综合改革，紧紧围绕建
成一流财经大学的目标，促进质量提升和内涵发展，

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加注重发挥市属重点大学的

示范引领作用和自身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队伍建

设、开放办学等方面的优势，带头做好服务北京这篇

大文章。

———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学校党委始终把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办学的首要任务。５年来，学
校本科教学以学分制改革为方向，初步建立学生的学

业选择权机制，形成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格局，获得９
项国家级、３０项北京市级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研究生
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研究生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得到较快发展。毕业生得到社会广

泛认可，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就业率分别保持在９８％和
９６％以上，一大批校友成为服务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师资队伍力量持续优化。学校党委始终把

师资队伍作为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关键。５年来，学
校党委坚持“引育并举”，努力构建高素质的师资队

伍。学校实施多元化的人才聘用机制，外聘特聘教

授、讲座教授、兼职教授１１６人，成立了国际经济管理
学院，“双轨制”引进海外人才３３人。加强师资队伍
的培养与培训，遴选出３名经贸学者、７９名后备学科
带头人和１３６名中青年骨干教师，支持１６２人次到国
外进修学习和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完善多样化

的人才考核评价体系，健全不同类别专任教师和科研

人员的晋升与评价机制。经过两轮教师职务聘任，以

国家财税法研究团队、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团

队为代表的一批学历层次高、研究能力强、具有国际

视野、结构合理的教学和科研团队已经形成。

———开放办学水平进一步提高。学校党委坚持

外引内联、交流合作，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５年
来，学校不断拓展高水平国际合作，新增１８所排名全
球前２００名的合作伙伴，学校国际化水平和留学生教
育水平稳步提升，海外孔子学院影响日益扩大。目

前，学校已与全球３３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３２所高校建立
了合作关系。５年间共有１１００余名学生赴境外参加
交流学习。同时，积极推进校政、校企和校际之间开

展深层次合作，有效提升了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和服务

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学科和科研实力不断提升。学校紧密围绕

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调整学科布局，加强学科内涵

建设，整合优势科研资源，搭建新的服务首都功能定

位和京津冀发展的智库平台，努力提升服务国家和首

３２

第二篇　特载与专文



都北京的辐射力。学校高层次科研项目和高水平论

文发表方面表现突出。２０１２年以来，获批的国家级科
研项目年增长率为２９％。在发表国际高水平论文方
面，２０１３年以来，学校已连续３年在荷兰蒂尔堡大学
经济类论文收录榜上排在国内前十名的位置，２０１５年
位列全国第四。

学校大力推动协同创新，成立了特大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研究院，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研

究，已连续６年向社会发布《京津冀蓝皮书》，引起了
社会的强烈反响以及中央和地方的高度关注。获批

了城市群系统演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模拟研究北

京市重点实验室，并成为北京市首批首都高端智库的

试点单位。同时，学校智库研究成果得到有效转化和

推广，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郝如玉教授为代表的

学校科研人员取得的３０余项成果，获得习近平、李克
强、张高丽等中央和省部级领导批示；一批成果被《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要报》等选发，形成了广泛

的社会影响。

经过５年的发展，学校的综合实力、美誉度和影
响力在北京市属市管高校中位居前列，紧紧跟住了国

内财经类高校的第一梯队。

二、强化立德树人，推动师生思想政治工作协同

共进

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办什么样的

大学、怎样办大学和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

及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５年来，学校党委深入贯
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部署，加

强顶层设计、政策保障和资源投入，制定并实施了《关

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

统筹推进教师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巩固马

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

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

（一）系统整合、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

员育人体系

学校党委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

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党委科学设计思想

政治工作体系，抓住关键环节，创新途径方法，不断增

强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到人才培养全过

程。学校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

点，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和专业课程建设，在制定或

修订学校《２０１７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
《教师本科教学工作管理规范》《提升本科课堂教学质

量的若干意见》《本科课堂教学评价办法》《本科教学

质量评选与奖励办法（试行）》《本科专业管理办法》

《教材选用管理办法》７项人才培养制度中，把全国和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到人才培养的

各个环节。２０１７年１０月，着眼现实问题的实效性解
决，学校以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构建全程育人体

系为主旨，召开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出台了《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

见》、《关于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的意

见》和《师德一票否决试行办法》等重要制度文件，推

动立德树人由理念转化为风尚，由制度稳固为行动。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学校党委常委

会多次专题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作，校领导与

马克思主义学院领导班子一道，共同推动思想政治理

论课建设，探索构建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学生工作、宣

传工作，特别是各学院的协同联动机制，搭建了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在学生实习实践上的

协同平台。加大经费支持力度，按照生均２０元／年的
标准划拨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建设经费。推进思想

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及时丰富

教学内容，发挥名师引领作用，推进实践教学，不断提

升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由马克思主义学

院老师自发设立、吸引全校研究生参加、以阅读马列

主义和中国优秀文化经典典籍为主旨的“绿洲学园”

读书会已坚持了６年。几年来，学校获批了北京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示范点，１名教授入选
“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和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

学领军人才，各有１名教师被评为北京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特级教授和特级教师。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中，教授、副教授占比在各学院中名列前茅。

———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新内涵。学校党

委着力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与亲

和力。一是聚焦理想信念教育，丰富“三大典礼”“三

大课堂”“一院一品”等品牌活动的内涵，完善新生教

育与毕业生教育体系。二是落实学校《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实施方案》，完善“礼敬中华传统文化‘１２３４’
育人体系”，通过文化精品进校园等活动推进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三是完善大学生发展辅导与服务体

系，深入开展学风建设，着眼于扣好新生成长第一颗

扣子，实施“新生优良学风培育计划”，连续４年实行
新生晚自习制度，全面推进学业辅导。加强创新创业

教育，提升精准就业指导与服务水平，细致做好学生

心理健康及资助育人工作。四是加强第二课堂建设，

强化实践育人。扎实开展生态文明教育，获批“国家

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加强艺术教育工作，学校大学

生艺术团获得６８９项国际级、国家级和北京市级奖
项。五是充分发挥校友育人功能，实施“校友导师计

划”，通过校友大讲堂、主题沙龙、创业项目等助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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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长发展，已有近５００名学生受益。
———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学校党委研究制定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思

想政治教育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规定》《辅导员考核管

理办法》等制度，推动辅导员队伍体系的规范化、制度

化。加大辅导员队伍补充力度，保持辅导员总量逐年

增长，２０１８年，要实现师生比１∶２００的比例。实施辅
导员“素质培养计划”与“卓越发展计划”，组织辅导

员参加校内外培训４００余人次。５年来，２７名辅导员
被评为北京市优秀辅导员，２名辅导员获得北京市辅
导员职业能力大赛二等奖。

———加强和改进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学校党

委成立了党委教师工作部，明确一名党委副书记分管

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教师党支部理论学习工作，

建立以系（教研室）为单位每月一次的集中理论学习

制度。召开学校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研究制定学校

《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和《教师职

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等制度，推动落实“六位一体”师

德建设体系。严把政治关，将思想政治表现和课堂教

育质量作为教师评聘考核的首要标准，实行师德“一

票否决”。开展师德师风宣传教育，推出“驼韵师话”

品牌活动，挖掘教师为人为学为师的典型经验。进一

步发挥教师促进中心（ＯＴＡ）在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中
的作用，几年来，举办主题午餐会、研讨会等活动３０
余场，１３５０人次参与。继续以“驼峰计划”为抓手，加
强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施“领航、铸魂、修德、卓

越、暖心”５大工程，提升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和社会服
务能力，促进青年教师身心健康。

（二）与时俱进、丰富载体，不断加强宣传思想和

意识形态工作

多年来，学校党委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学校的宣传思想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学校党委坚持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和广大师生，不

断强化师生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党中央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积极开展“中国梦”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理论学习实现从学校领导班子到

中层干部、党支部书记、学科骨干和辅导员的全覆盖。

以纪念“建党９５周年”“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建校６０
周年”等重要节点为契机，创新师生思想政治教育载

体与形式，搭建“接地气”的教育平台，开展一系列有

内涵的品牌教育活动，构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长效机制。学校３项成果获评北京高校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品牌项目。

———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学校党委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权、主动权和话语权。一是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制定学校《关于实施〈党委（党组）意识形态责任

制实施办法〉的实施意见》及相应的工作规程，落实学

校和二级单位党委书记的第一责任、分管领导的直接

责任和其他领导的“一岗双责”。二是加强意识形态

阵地管理。加强对课堂讲授、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

研讨会、讲座、论坛以及会议室、教室等活动场地的管

理，加强对校内各类出版物、宣传品、印刷品、网站、微

博、微信公众账号的监督管理。三是强化网络舆情研

判与管理，５年来，共收集师生各类信息５５００余条，
编印《教工信息》５０期、《学生信息》７０期，完善舆情引
导联动机制，妥善处置突发舆情事件。

———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在一个甲子的办学历程中，凝练出以“骆驼精神”为

代表的大学文化。学校党委以纪念建校６０周年为契
机，通过编撰校志和年鉴、建设校史馆、创作校歌、出

版校园文化丛书、命名楼宇道路和景观、举办国际文

化节品牌等“六个一”品牌工程，丰富了校园文化建设

内涵，将抽象的价值导向融入师生文化活动中，潜移

默化地形成价值认同，增强师生的文化认同、文化自

信与文化自觉。学校连续３年荣获教育部全国高校
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

———积极做好对内对外宣传。学校党委充分发

挥校报、广播台、电视台、新闻网、官方微信的优势，牢

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５年来，推出了校报专栏、专
题网站和专题片７７个，４８篇作品获得北京新闻奖，３５
件作品获全国高校电视奖。大力加强对外新闻宣传，

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２年以来，国内外各级各类媒体对
学校的新闻报道共１６００余篇，有效提升了学校的声
誉和社会影响力。

实践证明，学校党委扎实开展师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５年来，学校师生综合素质进
一步提升，学校教师２７人次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国
优秀科技工作者、首都劳动奖章、市级优秀教师、市级

先进工作者、市级教学名师等各类荣誉称号，学生在

全国和北京市各类大学生竞赛中获奖１４１６项，充分
展示了师生良好的精神风貌。

三、夯实党建基础，为学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的根

本保证。５年来，学校党委着力从严从细管党治党，做
好思想引领、提升领导班子及干部的办学治校能力、

增强基层党组织活力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等党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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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工作，为学校事业发展新局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

保障。

（一）管党治党从严从实，切实肩负起全面从严治

党责任

５年来，学校党委切实履行党委主体责任，持续健
全党建工作责任体系，加强系统谋划，层层压实责任，

不断提升党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科学制定党建工作规划。党建工作规划是

学校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

的纲领性文件和行动指南。学校党委经过广泛征求

师生意见建议，制定实施了学校《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党的
建设工作规划》，全面部署学校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

工作原则、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经过几年的努力，

党建工作规划的各项任务已基本完成。目前，学校党

委正在研究制定新的《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党建与思想政治
工作规划》，并正在筹备召开学校第四次党代会。

———强化党建工作责任落实。学校党委加强二

级单位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委员会建设，强化基

层党组织负责人的责任意识和履职能力。制定《关于

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对学校各级党

组织抓党建工作责任制及强化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

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制定《教师党支部书记职责》，进

一步规范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促进教师党支部作用

发挥；每年实行二级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党建述职评议

工作、党支部书记述党建工作；建立每月二级单位党

组织负责人例会制度；完善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

明确二级学院党政领导班子职责和工作规则，健全学

院集体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提

高班子整体功能和议事决策水平。

（二）坚守规矩、改进作风，全面提升领导班子和

干部队伍素质

领导班子是学校改革发展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推

动者，干部队伍是学校改革发展的关键因素。多年

来，学校党委努力建设开拓创新、团结高效、求真务

实、勤政廉洁的领导班子和德才兼备、结构合理、素质

优良、高效精干的干部队伍，有力地推动和保障了学

校的改革、建设和发展。

———切实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学校党

委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经常同党中央对标对

表，时刻校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不断加强班子和干

部的政治理论学习。修订《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制

度》，规范校院两级中心组学习的组织、参加人员范

围、学习内容，规范学习记录。５年来，党委认真贯彻
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和寒暑假校领导班子务虚会制

度，将理论学习与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相

结合，与领导班子成员党性锻炼相结合，与积极探索

和思考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不断提

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２０１２年以来，学
校校级领导干部撰写理论文章４６篇，多篇获教育系
统优秀理论文章奖，领导班子的“四个意识”不断提

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断增强。

———提高领导班子民主决策水平。学校党委不

断完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运行机制。一是认真贯

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

不断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机制，进一步修订了党委

全委会、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的议事规则。二是学校

主要领导坚持做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表率，书记和校长

相互支持，团结共事，并就学校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

行充分沟通。党委重视班子成员之间的沟通，形成了

干事业一条心、抓工作一盘棋、谋发展一股劲的良好

氛围。三是坚持依法办学，充分调动教代会、党外人

士代表和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注重发挥学术

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各类委员会在学校管理中

的作用，凡属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以及重大

决策和重要改革执行前，领导班子都坚持发扬民主，

通过各种形式充分听取师生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民主

管理和科学决策的水平。

———提升领导班子办学治校能力。学校党委致

力于增强领导班子对新形势新局面和高等教育发展

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判断，提高领导班子的战略思维和

办学治校能力。一是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参加中央和

市委组织的教育培训和进修，努力提升领导能力专业

化水平。二是加强学校发展顶层设计，研究制定了学

校“十三五”发展规划、《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章程》等，

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三是切实把握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国际一流

的和谐宜居之都、“双一流”大学建设等重大机遇，在

注重内涵发展和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上保持发展的

连续性和可持续性。５年来，学校领导班子办学治校
能力得到显著增强，树立起了较高的威信，显示出较

强的开拓创新意识。２０１６年，领导班子民主测评满意
度在市属高校３２个单位中位居第二。

———践行全心全意服务师生的良好作风。学校

党委持续加强作风建设。一是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成果，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召

开１１场座谈会，认真查摆领导班子和个人“不严不
实”的问题，制定了整改方案并切实推动整改。二是

健全并完善领导班子调研制度、联系基层制度、校领

导接待日制度和到教学一线听课制度。书记、校长带

头深入一线，领导班子成员每年都围绕学校改革发展

中的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推动问题解决，收到良好效

果。三是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前，分别召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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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教师代表、离退休老同志、民主党派代表等不同层

面的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会上，校领导班子成员开

展相互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提高解决自身问题

的能力。四是持之以恒抓好整改落实。党委高度重

视整改落实的建章立制，２０１２年以来，先后制定《国内
公务接待管理办法》《保留公务用车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校内会议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工作餐费管理办

法》等制度堵塞管理漏洞，带头调整办公用房，解决群

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

———打造高素质、有活力的干部队伍。学校党委

坚持好干部标准和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一是规范干部

选拔任用程序，修订了学校《处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实施办法》。强化党组织领导把关作用，研究制

定学校《落实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实制度》。２０１５
年，学校完成新一轮处级干部整体换届工作，全程接

受纪委和教职工的监督，有效促进了优秀人才脱颖而

出。二是加强中层干部教育培养，强化岗位培训，健

全脱产学习制度，推动干部挂职锻炼交流。５年来，共
举办校内专题培训２１次，累计培训２６００余人次，选
派３４名干部进行挂职锻炼。三是坚持从严管理干
部。学校党委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坚持和完善领

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制度。综合运用考察考

核、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巡视整改等方式，用好提

醒、函询、诫勉等组织措施，对领导班子和干部进行监

督。全面推进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和任职回避。

（三）强化规范，增强活力，切实加强学校基层党

组织建设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学校党委将夯实基础、强化规范、增强活力作为５年
来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中之重，着力破解党建

“最后一公里”问题，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

心与战斗堡垒作用以及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加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学校党委实

施“基层党组织行动计划”，以教师党支部建设为重

点，以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为关键，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一是推进基层党组织全面有效覆盖。进一步

规范并及时调整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新成立１４个
二级单位党委。调整优化二级党组织负责人队伍，完

成基层党组织换届工作。二是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

引领。进一步完善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确保学院

党组织在本单位干部和教师队伍建设中发挥主导作

用。三是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实施“六个一

百”计划，构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服务基层、服务群

众的长效机制。四是加强教师党支部建设。着眼破

解“最后一公里”难题，开展以驼韵传承为牵引、具有

学校党建文化鲜明特色的教师支部建设。五是加强

基层条件保障。学校党委加强党支部活动支持保障

力度，按照年人均３００元标准保障教职工党员活动经
费及党员教育经费；按照年人均不低于５０元标准新
增学生党员活动经费。

———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活力。学校党委以推

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为抓手，扎实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基层党建工作创新。一是

完善“行动学习”体系，充分发挥学校作为北京市建设

学习型党组织工作示范点的引领作用，鼓励学院打造

学习型党组织品牌活动，并设置了集入党宣誓、学校

党史与优秀党员事迹展示、党史ＶＲ体验、主题党日与
师德教育场地等多功能的学校“党员之家”。二是统

筹开展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课题研究，加强原有研究

平台的整合，发布课题指南，加强申报评审和过程管

理，真正让党建课题研究助力提升党建和思想政治工

作实效。三是改进“主题党日”和“党建工作创新项

目”评选工作，鼓励基层党组织积极探索创新，丰富党

建活动载体，提升基层组织活力。２０１２年以来，学校
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开动脑筋、扎实工作，在一系

列重大任务中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共有５９
个基层党组织被评为市级和校级先进基层党组织，

２４８名党员被评为市级和校级优秀共产党员，５２名党
员被评为市级和校级优秀党务工作者。

———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学校党委把保

障党员民主权利作为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一是加

强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建设，落实常委会向全委会、全

委会向全体党员或党代表定期报告的工作制度。５年
来，党代表列席党委全委会等重要会议６８人次，保证
了党代表充分行使权利和履行职责。二是深入推进

校院两级党务公开工作，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两次修
订学校党务、校务公开工作制度和目录的基础上，正

式批复各学院和相关二级单位信息公开目录，将党员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程

序公开，将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议的情况公开，有

效提高了工作的透明度。三是坚持包括党员在内的

全体教职工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任期内进行民主

测评与年度述职测评制度，有效拓宽了党员表达意见

的渠道。

———严格党员发展教育管理。学校党委重视在

高端人才、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骨干、海外留学归

国教师和少数民族学生中发展党员。５年来，共发展
党员１６６１名，其中，教职工党员２８名，学生党员１６３３
名。不断加强党员教育与管理，组织开展教师党支部

书记沙龙，设立每月党员固定学习日。将党委主要职

能部门负责人、二级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纳入党校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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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定期讲授专题党课。丰富党校培训形式，适时组

织干部、教师党支部书记进行实践教学。探索创设互

动式党员教育体验区、建立党校微信公众号等。严格

执行“三会一课”和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严格党员日

常管理监督。

（四）完善制度，加强监督，抓实抓好学校党风廉

政建设

５年来，学校党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抓好党风廉
政建设，完善监督体系，强化党内监督，为学校的改革

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扎实推进责任落实机制建设。学校党委建

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切实推动责任落实。

一是明确细化责任内容。研究制定学校《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实施办法》，厘

清了党委、纪委两份责任清单。党委定期研判党风廉

政建设形势，每年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会议，贯彻落实

中央和市委的部署要求，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的任务分工。二是层层压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定学校《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承诺书》，将领

导班子和处级干部落实主体责任重点任务以清单形

式列入承诺内容，并向下延伸，层层传导压力。以自

查和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对二级单位履责情况的

检查考核，发挥责任制检查考核的导向作用。

———加强纪检监察制度建设。学校党委根据全

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不断完善纪检监察制度。制定

或修订了《纪检部门处理信访举报工作实施办法》《纪

律检查委员会案件办理的若干规定》《关于对处级领

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关于党员

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暂行办法》等１８项制度，不断强化
对权力行使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了用制度管权、按制

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格局。

———切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学校党委着力营

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环境。一是切实推动巡视整

改，目前，学校巡视整改方案中提出的３９项整改措施
已完成了３２项，需要长期坚持的６项均取得积极进
展，１项整改任务正在推进。二是扎实开展党风、党
性、党纪教育，每年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围

绕主题开展“五个一”宣传教育。将党风廉政宣传教

育纳入校院两级中心组学习和师生培训内容。三是

严格抓好监督执纪问责。做好查信办案工作，践行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２０１２年以来，对３名党员干部给
予了党纪处分，对７名党员干部进行了诫勉谈话。三
是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监督。严把干部选拔

任用纪律关，严格落实干部任前征求意见制度，在干

部试用期满考核、干部职工评优评先等工作中做出廉

政鉴定。加大对招生录取、基建工程建设、招标采购

等领域的监督检查，严防违规违纪问题的发生。落实

监察处长列席校长办公会制度。

四、凝聚师生合力，共建和谐、稳定、美丽校园

５年来，学校党委始终着眼大局，调动各方面积极
因素，凝聚共识，同心奋进，围绕学校改革发展的中

心，汇聚师生合力，共建最美首经贸。

（一）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共同推进学校改革

发展

５年来，学校党委始终支持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和
作用发挥，调动工会、教代会、共青团、离退休干部等

各方面积极因素，共同形成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的良好

局面。

———加强统战工作。学校党委认真贯彻中央和

市委关于加强统战工作的相关部署，成立学校统战工

作领导小组，单独设立了统战部，建立健全大统战工

作格局。注重发挥党外代表人士的作用，每年至少２
次向党外人士通报情况并听取意见和建议。积极培

养党外干部，认真落实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

联系交友制度，加大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力度。充

分发挥统战各界力量服务发展建设，１名教授获北京
市参政议政服务发展同心奖，２名教师获得北京高校
先进党外代表人士称号。积极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学

校统战部与学生处、教务处、马克思主义学院等联合

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进课堂，积极做好抵御和防范校园传教渗透工作。学

校荣获“北京高校统战工作特色与创新优秀项目”

１项。
———引导离退休干部发挥正能量。学校党委落

实上级文件精神，研究制定了学校《关于加强和改

进离退休工作的实施细则》，更加注重对离退休干

部的思想政治引领和党组织建设，组织了１０次离退
休党支部书记培训，落实了退休党支部书记补贴。５
年来，离退休同志有１０人次荣获北京教育系统先进
个人奖项，图书馆退休党支部荣获北京市离退休干

部先进集体，教学督导组获评北京教育系统老党员

先锋队。

———加强和改进工会、教代会工作。学校党委坚

持“双代会”制度，加强二级教代会建设，落实教代会

代表根据议题列席校长办公会制度和教代会提案，进

一步畅通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渠

道。深化“教职工素质教育工程”和“教职工暖心工

程”，成立教职工健康中心、心理咨询中心和法律咨询

中心，有效促进教职工队伍建设，维护教职工身心健

康。学校工会获“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号，文化与传

播学院分工会获“北京市模范职工小家”称号，会计学

院分工会、体育部分工会获“北京市教育工会先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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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小家”称号。

———积极发挥共青团、学生会组织和社团作用。

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将

思想政治引领贯穿共青团各项工作和活动，创新组

织动员团员青年的载体和方式，推进服务型团组织

建设。加强学生会、研究生会自身建设，不断增强工

作活力。积极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学校荣获

２０１６年“全国大中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优秀单位、优秀团队和优秀个人３个奖项，被
评为“首都高校社会实践先进单位”。广泛开展志

愿服务工作，积极构建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圆满完成

ＡＰＥＣ、京交会、园博会等多项大型活动的志愿服务
任务。

（二）落实责任、多措并举，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学校党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维护安全稳

定工作，着力提升校园安全管理防范水平。一是深入

推进“平安校园”建设提升工程，制定了《“平安校园”

建设提升工程的工作方案》，健全二级单位安全管理

责任制，落实安全稳定一把手负责制，层层签订《安全

稳定责任书》。二是做好各敏感期安保维稳工作，坚

决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稳定，有效抵御防范各类渗透破

坏活动，进一步加强校园反恐怖工作。三是着力预防

化解影响安全稳定问题，制定了《关于贯彻落实重大

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实施方案》，将风险评估

制度纳入学校党委、行政决策程序。加大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力度，有效处置各类校园突发事端。四是切实

做好保密工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保密

工作的实施方案》，修订了《保密工作规定》和《机要

文件管理办法》。五是积极开展校园安全管理，落实

综合防控措施，５年来，共实施科技创安项目２３项，累
计投入专项资金６５７０万余元。学校荣获北京市公安
局集体三等功１次。

（三）改善条件、多办实事，提升师生员工获得感

５年来，学校党委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广大师生员工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努力改善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累计完成

师生比较关注的惠民实事６０余件。如进一步拓展办
学空间，新建校舍３．７５万平方米，后勤服务楼、工科
实验楼、第二食堂、博远楼相继投入使用。完成博学

楼、图书馆、校医院、停车场等改扩建工程，实施校园

绿化、亮化工程。及时修缮和更新学生宿舍、体育场

馆等公共设施，在校本部为学生宿舍安装空调。增加

师生上网免费流量，无线网络实现对赛欧学生宿舍楼

全覆盖。调整增加在职人员岗位津贴和离退休人员

生活补贴，提高新入职青年教职工租房补贴标准和年

限，增加教职工用餐补助。成立教职工健康中心、心

理咨询中心和法律咨询中心，增加教职工体检项目，

为教职工提供个性化健康服务。与丰台区教委共建

首经贸附中、附小，加强与花城幼儿园合作，努力缓解

教职工子女入学入托难题。

５年来，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始终围绕学校
发展大局，不断推动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总结

提炼出３个特色工作。一是传驼韵，破难题，用体系
建设推动教师党支部勇于厉行。二是“骆驼精神”引

领下的首经贸文化建设。三是实施“新生优良学风涵

育计划”，扣好新生成长第一颗扣子。

五、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环节和改进

措施

５年来，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中创新，
在改革中发展，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领导核心、政治

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引领和助推了学校改革发展和

师生团结进步。与此同时，学校党委也清醒地认识

到，与《基本标准》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主要表现在：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统筹性、整体性

和针对性还很不足；基层党建工作发展不够平衡，个

别单位基础不够扎实，党建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还

需持续改善；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基层队伍力量和水

平还需进一步提高等。针对这些问题，学校党委将从

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一是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工作统筹。要把加强

和改进师生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把握

师生思想特点和发展需求，深入开展理论学习，切

实加强学风、教风、校风建设，进一步落实学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用顶层制度设计构建教书育

人、科研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的长

效机制，构建部门联动、同向同行的思想政治工作

大格局。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强化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

问题，增强学生听课获得感。在供给侧有效发力，

构建第二课堂实践平台和育人环境。加强学生党

团组织建设，引导广大青年争做“勤学、修德、明辨、

笃实”的优秀青年。

二是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创新。要树立鲜明的基

层导向、问题导向，打通党建“最后一公里”。及时

选优配强基层干部队伍，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认真

执行学院党政联席会制度和系务会制度，建立健全

校、院、系（教研室）三级党建工作责任体系和工作

机制，完善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制度。进一

步加强教师党支部、学生党支部建设，健全学生党支

部、团支部、班委会协同工作机制。强化党支部组织

教育管理党员和宣传引导凝聚师生的主体作用，创

新支部活动形式，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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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建设。

三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要统筹推进

学校专兼职辅导员、班主任、心理健康教师队伍建设，

增强队伍的协同育人能力。促进辅导员专业化培养、

职业化发展，探索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序列职称评审成

果认定办法；探索建立能够全面反映辅导员工作实绩

的考核机制，充分发挥考核评价的激励导向作用。充

分发挥校内名师、校外导师、老干部等在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中的作用。

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

系统工程，学校党委将在今后工作中继续严格对照

《基本标准》，推动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扎实、落

地、见效，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多科性、有特色

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财经大学”，为首都北京建设国

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做出新的贡献。

党政和谐做表率　同心同德谋发展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建和

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标准

达标检查补充报告

　　 校长　付志峰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１日）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大家好！刚才冯书记代表学校党委汇报了学校５
年来的事业发展和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情况。下面，我

从学校行政的角度做补充汇报。

５年来，学校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切实贯彻
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政同心同德、上下

步调一致，扎实推进各项改革发展事业。我们的主要

做法和经验有以下几方面。

一、突出“牵头”和“抓总”，充分发挥学校党委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提高

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

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对学校党委来说，就

是要当好治校理教的“一线指挥部”，在把握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科学决策，有效推进学校改革、发展和稳定

等重大问题上下功夫。

近年来，学校党委始终立足于观大势、谋大事，围

绕着国家与首都形势新变化和学校发展新定位，凝聚

形成学校发展新共识，研究制定了引领学校发展的战

略规划，进一步思考和回答了“办什么样的首经贸、怎

样办好首经贸”的根本问题，为学校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学校党委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推进学校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不移地用民主集中制

建班子、做决策、管干部，加强和改进党建和思想政治

工作，确保党的教育方针在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各领

域得到贯彻落实，有力推动了学校各项事业又好又快

发展。

二、突出“制度”和“规范”，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党对高校领导的根

本制度，是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保证，

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学校坚持用

制度建设和规范管理构建运行保障机制，确保这一领

导体制的贯彻落实。

我们理顺内部管理体制，制定《党委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实施办法》，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断

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机制，进一步修订了党委全委

会、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的议事规则；大力推进制度

建设，以北京市属高校章程建设试点工作为契机，构

建上下衔接、职责清晰、相互协调的校内制度体系，把

依法治校理念贯穿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的全过程；尊

重和支持学术权力发挥作用，修订《学术委员会章

程》，完成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调整，校长不担任校学

术委员会主任，突出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

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强民主管理和监督，通过落实教

代会代表根据议题列席校长办公会、双代会提案制、

职能部门答询、信息公开等制度，不断完善民主管理

和监督机制。我们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视为

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注重处理好“党委领导”和“校

长负责”的关系。学校党委重在把握方向、制定政策、

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支持校长依法独立负责开展工

作。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班子自觉维护党委的领导核

心地位，重大问题和重大举措主动提交常委会集体研

究，并认真贯彻校党委常委会、全委会的决定，创造性

地开展工作，不断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

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

三、突出“团结”与“民主”，党政齐心共谋学校事

业发展

实践证明，学校的发展必须依靠整体合力，不能

单兵作战。５年来，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坚持作风引领，
科学决策、民主管理，团结和带领学校党员和师生员

工共同谋划改革大业。

班子团结是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关

键。５年来，虽然班子几经调整、人员不断变化，但讲
团结的传统始终得以传承。学校主要领导坚持做贯

彻民主集中制的表率，书记和校长做到“高度信任、坦

诚相待、无缝沟通”，带好班子，增强合力，率先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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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子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相尊重、互相支

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上。

领导班子践行全心全意服务师生的良好作风，健

全并完善领导班子调研制度、联系基层制度、校领导

接待日制度和到教学一线听课制度。充分调动教代

会、党外代表人士和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注

重发挥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各类委员会在

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在重大事项、重大决策和重要改

革执行前，通过各种形式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

确保民主管理和科学决策。经过努力，学校上下逐步

形成“风气正、关系顺、人心齐、思路清、工作实、发展

快”的良好氛围，学校进入了改革发展快车道。

５年来，学校班子和干部队伍素质全面提升，基层
党组织更具活力，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更加凸显，立德

树人长效机制更加健全，校园育人氛围更加浓厚。学

校的各项事业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人才培养质量、

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提高，社会影响和

国际声誉日益提升，内部治理和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师生员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显著增强。

各位领导、专家，同志们，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

开北京市委的领导和关怀，离不开市委教育工委、市

教委的支持和指导，也离不开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和

班子的集体智慧。我们将继续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

党政同心，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继续推进学校

内涵发展，努力为高等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２０１７年党建评估特色报告之一
传驼韵　破难题　

用体系建设推动教师党支部勇于厉行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１日）

十八大以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按照中央、市委、

市委教育工委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相关精

神和要求，努力探索高校党建规律，经过多年的实践，

党委牢牢把握教师党支部建设“阵痛点”、“发力点”和

“关键点”，注重解决教师党支部“最后一公里”难题，实

施以驼韵传承为牵引、具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建文化

鲜明特色的教师支部建设，构建思想教育、行动实践、作

用评价“三个体系”，教师党支部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教

师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教师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日益

提升，推动学校建设事业蓬勃健康发展。

一、把脉“阵痛点”，聚焦问题，深入剖析促改善

按照十八大以来中央对高校党建工作以及教育

部关于充分发挥教师党支部主体作用的要求，特别

是围绕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地见

效，学校党委审时度势，准确把脉当下教师支部建设

的“阵痛点”，聚焦问题，逐渐总结提炼了教师支部建

设“思想意识———行动担当———作用发挥”闭合问

题环。

１部分教师党员思想意识弱化。由于多元化社
会思潮的影响和冲击，部分教师党员入党初心渐渐

遗忘、自我要求逐步降低、理想信念慢慢淡薄缺失。

正视教师党员思想意识特征和变化规律，从而研究

强化教师党员理想信念的方法，是教师党支部科学

建设的基础。

２个别教师党员忽略责任和担当。高校学术氛
围浓厚，为教师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境，也易使部分

教师党员把科研、职称评定当作职业目标，容易忽略

比对普通教师要求更严的“立德树人”责任与担当。

重视教师党员责任落实，从而引导教师党员主动作

为、敢于担当，是教师党支部精准建设的前提。

３少数教师党员作用发挥不明显。各级党组织
在党建和中心工作上或多或少存在“两张皮”现象，

使教师党员发挥作用不明显，有一些教师党员仅仅

在参加组织生活时感到自己是党员，其作用发挥的

弱化与教师党员榜样的单一、榜样传承的断裂、榜样

的缺失有直接关系。深挖教师党员榜样传承价值，

从而突出教师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续发挥，是教师

党支部创新建设的内涵。

二、精准“发力点”，多措并举，传承驼韵促提升

思想意识的坚定依赖于信仰的持续强化，责任

担当的自觉必须是引导的不间断发力，作用表率的

突出得益于榜样力量的传承。一代代传承骆驼精神

的首经贸前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仿佛回响在耳边

的“驼韵”，而当代首经贸人，更是勇于开创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特色党建文化，为教师党员强化信仰、引导

方向、助力传承。学校党委以驼韵传承主题为牵引，

发力实施教师党支部建设，力争使“驼韵”党建文化

在教师党员中落地生根。

（一）精准强思想，悟驼韵强识明志，构建思想意

识强化教育体系

１夯实教师党员基础性教育体系。学校党委注
重教育顶层设计和层层推动，固化党员领导干部讲

党课制度，教师党支部将党章党规、系列讲话作为日

常学习内容，追求常学常新。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

支依托学院专业优势，为学校全体党员开展巡回党

课。统计学院金融数学系党支部积极创新学习形

式，让每名党员轮流确定选题、组织学习，使其由“聆

听者”转换为“讲述者”，在换位思考过程中极大提升

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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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打造教师党员提升性教育体系。学校党委坚
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开展驼

韵传承系列学习活动，通过“驼韵师话”学习分享会，

以学校层面活动为引领，以学院层面活动为重点，以

教师党支部活动为支撑，构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品

牌项目。学校“驼韵师话”首场分享会“话做人、做学

问与做老师”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教师党员欢迎。

学校党委把协助教师建立职业规划的理念引入

对教师党员的教育管理中，立足国内最早开展教师

职业生涯规划与教师职业促进的教师互助组织学校

教师促进中心（ＯＴＡ），引导教师党员设置个人成长
成才目标，致力于促进教师党员追求职业发展，与学

校建设同向同行。教师促进中心每场分享交流午餐

会均座无虚席，教师党员尤其是青年教师党员争相

参加。２０１４年，学校在承载体制外海归教师的国际
经济管理学院成立的第一时间就建立了国际经济管

理学院直属党支部，通过大量基础性教育引导工作，

使教师党员思想迅速与学校中心工作接轨，学院两

年来产出了大量教学、科研成果。信息学院党委着

力提升教师党员的职业归属感，开展“解惑授业传

道、做优秀教师、做合格党员”系列学习教育活动，提

升教师党员归属感，增强其模范表率作用。

３强化教师党支部书记目标性教育体系。学校
党委注重完善教师党支部书记培训体系，培训内容

结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师党支部建设规范”，涵

盖党务知识、经验分享、专题讲座等。２０１６年，纪韶
教授在第三十二个教师节上参加习近平总书记同教

师学生代表座谈会，并作为唯一的高校教师代表发

言，会后为学校党支部书记讲授专题党课，教师党支

部书记深受触动，课后纷纷在朋友圈转发分享学习

心得。

（二）精准强行动，行驼韵表率，构建责任担当行

动实践体系

学校党委深信解决教师党支部“最后一公里”问

题的最好办法一定来自于教师党员群体本身，组织

教师党支部集中开展“最后一公里”问题大讨论，集

思广益，最终汇集形成了驼韵榜样“聆听—传承、对

表—清淤、践行—表率”的行动实践体系。

１“聆听—传承”，树榜样，传精神。学校党委以
驼韵文化传承为表征，广泛开展“驼峰计划”“驼韵师

话”等系列活动，以优秀教师党员为蓝本，为学校广

大教师党员提供、塑造一大批榜样。这些榜样中既

有“教学相长”，也有“诲人不倦”；既有“岗位先锋”，

也有“大师风范”；上可“参政议政为国为民”，下则

“兢兢业业脚踏实地”。教师党员如身处“经贸榜样

超市”一般选择最切合自身发展方向的榜样作为目

标，汲取榜样的力量。法学院教师党支部推出“名师

榜样”米新丽，为教师党员提供了“师生关系课上是

师生，课下是朋友，教师要善于打开学生心灵之门”

的角度。工商管理学院战略管理系党支部推出“双

肩挑榜样”张学平，她不仅是学科专家，而且兼顾行

政管理工作，深受学生欢迎，“教育的全部奥妙在于

如何爱学生”是她为教师党员树立的鲜明榜样。

２“对表—清淤”，查不足，强党性。以榜样的示
范为标杆，丰富教师支部组织生活内涵。围绕“最后

一公里”，组织每个教师党员、每个教师党支部“与榜

样对表，找到误差”，深入分析差距产生原因，从而

“自己拆表，去除油泥”，和榜样交流，以寻求改进措

施，进而“主动校表，上紧发条”，自觉接受组织和群

众的监督，继续“精准走时，着力前行”。在“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中，劳动经济学院人口所党支部召开了

一次生动、深刻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党员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见人见事见细节，诚恳到位，与会党员在

党性深处深受触动，纷纷表示要做教书育人的表率，

在本职岗位上认真履职尽责。

３“践行—表率”勇担当，做榜样。教师党支部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为教师党员提供发展成才

的平台，推动教师党员立足本职岗位，践行榜样，争

做“四有”好教师。会计学院基础课教学任务重，但

在各党支部的引导下，教师党员主动申请承担多数

课时任务，为教师群体做出表率。城市经济与公共

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党支部和学生党支部联合开展

活动，响应国家号召，前往贵州麻江县展开“精准扶

贫”，受到当地民众广泛欢迎。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

学院区域经济系教师党支部引导教师党员致力首都

新型智库建设，培养了一支京津冀研究团队，推出了

系列性标志性成果《京津冀蓝皮书》，提交的成果要

报多次获国家及地方领导的关注和批示。２０１７年９
月，以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员教师段霞为带

头人的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成为首批首都

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将进一步发挥服务首都城市战

略定位的作用。文化与传播学院党总支与西城区书

香驿站携手打造实践平台，开展社区党建服务和文

化服务，引导教师党员为首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力

量。经济学院党委先后与中地海外集团、北京现代

汽车有限公司和金隅冀东发展集团等大型企业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教师党支部共建，引导教师

党员从理论和实践上为“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

做贡献。体育部党总支鼓励教师党员利用体质健康

实验室为师生服务，受到广泛好评的同时也把实验

室建设成了有特色、在北京高校有一定影响力的实

验室，体育部党总支也被评为北京市模范职工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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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准强实效，传驼韵砥砺前行，构建科学合

理作用评价体系

学校党委以民主评议党员制度为基础，结合“网

上学评教”、年度考核、职称评定等各项评价考核工

作，以“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基、发展为本”为

基本要求，建立凭党性、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教师

党员的作用评价体系。

１基础性评价体系。学校党委把民主评议党员
工作作为衡量教师党员作用发挥的基础性评价，把

评议等次结果作为其他类型考核评奖评优的重要依

据，坚持客观评价与导向作用相结合。近年来，教师

党员民主评议等次结果优良率逐年提升，２０１６年，学
校教师党员民主评议党员结果优秀合格率达到

９９．６％。
２常态化激励体系。教师党支部对教师党员进

行经常性的考核、考勤，及时了解和掌握其思想、工

作情况；同时坚持经常性考核与定期考核相结合。

金融学院党委开展“党组织＋”教师党员发挥作用机
制研究，通过“党组织＋学科竞赛、社团导师、青年论
坛、科研创新、群团活动、师生共建”等教师党建创新

模式，引导教师党员活跃在学院建设各个层面，并通

过开展经常性考核，使教师党员日常行为规范明显

提升。

３量化型考核体系。教师党员考核评价既要注
重面上的原则性，又要讲究点上的灵活性。在对照

党员基本要求发挥作用上体现政策的刚性，但因具

体情况不同，也体现教育的柔性，坚持定性考核与定

量考核相结合。２０１５年，杨鹃、刘颖、王振江、刘欣４
名“人才培养型”教师分别被评为教授、副教授，其

中，３名教师是党员，标志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师
评价体系日趋完善，对广大教师党员产生了巨大的

触动和影响。

通过完善作用评价反馈体系，教师党员敢于亮

明身份、勇于接受监督，为学校建设贡献可喜成就的

同时实现自我成长进步。目前，学校教师中，党员占

６３．９％，大都成为教学、科研骨干力量；中青年骨干
教师中，党员占７８．５％；中青年骨干教师后备学科带
头人中，党员占８１．３％。近５年获得“全国优秀教
师”“全国三八红旗手”“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

优秀教育工作者”“北京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市师德标兵和师德先进个

人”等市级以上奖项的３３名教师中，２７人为党员，占
比达８１．８％。

三、凝炼“关键点”，成效初显，凝心聚力促发展

通过以驼韵传承系列活动为抓手，实施教师党

支部精准建设工程，学校进一步总结提炼了新形势

下教师党支部建设的经验，开创了学校事业发展的

新局面。

（一）形成了“个体 ＋组织”的双轮内生驱动教
师党支部建设模式

教师党员定期制定言行标准，主动“承诺”，

并时刻评定行为过程与所立标准的差距，进行自

我判断；教师党支部则以各类先进教师党员模范

为导向，“榜样进支部，目标任你挑”，引导教师党

员根据自身情况先易后难合理设置成长前进的

“小目标”，实现党支部的组织引导同教师党员的

自我强化有机统一。

教师党员周期性地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评价，落

实“践诺”，形成客观的自我评价，作为激励反馈至下

一阶段目标实现过程中。教师党支部根据教师党员

成长成才需求和高校对教师“立德树人”期望协调发

展的内在要求，严格落实运用评价反馈体系，不断帮

助教师党员修正方向，激发源动力，实现党支部的组

织激励同教师党员的自我激励步调一致。

教师党员在学习、工作等方面主动“亮出身份”，

以时时接受监督的自信心、处处发挥模范作用的责

任感和时刻作表率养成的自豪感来达到自我实现的

终极目标。党支部则对教师党员关怀其思想、关心

其生活、解决其后顾之忧，努力为其充分发挥自身潜

力、践行榜样提供平台，实现党支部的组织关怀同教

师党员的自我发展相融相通。

（二）形成了以优秀教师党员和先进教师党支部

为榜样带动的学校事业发展新局面

近年来，５人获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纪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顾奋玲、郭媛媛被评为北

京市优秀教师，２５人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３０人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其中，党员占比
８６．９％。承接各类研究课题１５５０项，其中，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９４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４７
项，实现国家级项目全覆盖，其中，党员教师参与项

目占比７５．７％。发表各类论文５４６９篇，国际高水
平论文４５篇、权威论文６２６篇，其中，党员教师发表
论文占比７８．３％。生源质量不断提升，招生计划生
源省本科一批次投放比例提高至９４％。本专科生和
研究生就业率分别保持在９８％和９６％以上。学校
领导班子２０１６年度考核测评结果在北京市教育系
统参加测评的３２家单位中列第二位。

（三）形成了学校“十三五”发展强大的思想保

障和组织保障

当前学校正处于落实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实施

“十三五”规划，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

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学校教师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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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广大党员在本职岗位上默默无闻付出，踏踏实

实努力，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逐步突显，也为完成学校“十三五”规划发展，把

学校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多科性、有特色的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财经大学”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障

和组织保障。

２０１７年党建评估特色报告之二
实施“新生优良学风培育计划”

扣好新生成长第一颗扣子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１日）

学习是学生的主要任务，学习过程也是学生锤炼心

志、塑造品格的重要过程。近年来，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将学风建设与思想引领工作统筹谋划，将新生教育

与学业辅导工作协同推进，将“培育新生优良学风，促

进新生学业发展”作为思想引领工作的切入点，按照

“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强化显性教育

与优化隐性教育相促进，传授知识能力与塑造价值品格

相统一”的总体思路，实施“新生优良学风培育计划”，

完善学风建设内容体系，健全学风建设保障机制，统筹

学风建设活动安排，创新学风建设教育形式，扣好新生

成长第一颗扣子，探索学生思想引领新模式。

一、“新生优良学风培育计划”产生的背景

（一）学习风气总体良好，但学风建设长效机制

尚未形成

“一所高校的校风和学风，犹如阳光和空气决定

万物生长一样，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成长。”作为北

京市属重点高校，学校坚持弘扬“崇德尚能，经世济

民”的校训精神，学风校风总体良好。但是，受制于

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模式，经历高考后的新生往往

认为大学生活是轻松自由的，错误的思想认识导致

其学习积极性不高，部分学生存在学习自主性缺失

问题；同时，作为一所以财经类专业见长的高校，学

校学生普遍具有开放务实的个性特征，重视应用型

技能的培养，一定程度上存在心态浮躁的情况。对

于以上问题，学校原有的学风建设活动往往仅有短

期效果，围绕推动良好学风形成的长效机制亟待

建立。

（二）引航工程有序实施，但新生教育关键抓手

仍显不足

“如果第一颗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

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大学一年级是

学生适应大学生活、掌握学习方法、树立发展目标、

坚定理想信念的关键时期。为了帮助新生顺利开启

大学生涯，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开展一系列新生教育

活动。但是作为一所北京生源占比达到７０％左右的
高校，生源结构特点导致学校新生教育的实际效果

受到制约。学校学生在行为特征上较为“松散”，对

教育活动的参与感不强，对集体生活的认同度不高，

基层学生组织的凝聚力不够，新生良好学习习惯的

养成环境不佳。学校亟需打造新生教育的关键抓

手，以帮助新生顺利适应大学生活，养成良好学习习

惯，奠定坚实发展基础。

（三）教育活动丰富多彩，但思想引领协同效应

还需强化

“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

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在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

收。”为引领学生思想成长，从事学生思想政治理论

教育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日常教

育与管理的学生工作系统、从事师生思想政治氛围

教育的其他管理部门都从各自的职能出发开展教育

活动。这些教育活动一定程度上存在“传形不传魂”

等形式主义问题；同时，不同系统之间、同一系统内

部开展的各类教育活动也有内容同质化、形式单一

化、运作薄弱化等结构性问题。学校亟需发掘学生

思想引领的有效载体，探索增强思想引领协同效应

的新模式。

二、“新生优良学风培育计划”的内容体系

学校坚持普遍要求与分类指导相结合的设计原

则，精心设计“新生优良学风培育计划”的内容方案。

一方面，注重“全覆盖、全过程、全方位”，覆盖全体大

一新生，关注第一学年整个成长过程，把握新生思想

状态、心理健康、生涯规划等各个方面，以期达到“漫

灌”效果；另一方面，强调“分层次、分阶段、分重点”，

区分学业优秀、居中、困难三个层次，划分“适应———

融入———规划———发展”４个阶段，并对重点学生群
体提供分类辅导，以期实现“滴灌”效应。经过４年
的摸索完善，构建起了基础措施与专项措施相结合

的新生学风培育体系。

（一）打造“必杀技”，推出学风建设基础措施

根据学校新生发展状况调查和培养跟踪评价报

告，在充分考虑学校学风建设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从

２０１３级学生开始组织“新生晚自习”，并将其作为
“新生优良学风培育计划”的基础措施。“新生晚自

习”作为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有效衔接，既从客观

方面为新生提供心无旁骛、静心读书的环境氛围，又

通过穿插进行的“读书读经典”“数学习题课”“英语

微课程”等活动，帮助新生端正学习态度，改进学习

方法，从主观方面促进学生学业进步。在组织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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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校“新生晚自习”区别于中学阶段的自习活动，

经过充分调研，精心设计晚自习内容及形式，从全员

参与、严格考勤到分类倡导、自愿参与，以渐进式的

机制推动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在实际效果

上，“新生晚自习”既关注学业适应，也关注思想成

长，各类主题教育贯穿其中。通过在晚自习期间集

中宣传推广《首经贸“好学生标准”》《圣洁课堂学生

公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校训精神具体化；

通过放映爱国主义教育影片、组织主题讨论、撰写读

书笔记等形式，引导新生坚定信念、锤炼品格，扣好

大学新生成长第一颗扣子。

（二）修炼“组合拳”，丰富学风建设专项措施

除基础措施外，学校还以“正向激励 ＋逆向约
束＋习惯养成＋精准帮扶”组合拳的模式，不断丰富
“新生优良学风培育计划”的内容体系。通过“经贸

榜样”颁奖典礼、“学霸挑战赛”、“寻找校园达人”等

活动，发掘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优秀学生的典型事

件，成立学校“优秀学生事迹宣讲团”，强化先进人物

对新生的激励示范效应；通过完善学业预警机制和

学业困难学生跟踪辅导制度，加强对学业困难新生

的逆向约束；通过“晨起·晨练·晨跑”“早到课堂五

分钟”等活动，引导新生改善日常学习行为，养成良

好学习习惯；通过“弘毅工作坊”、“生涯体验周”、团

体心理辅导等活动，为存在经济困难、思想迷茫、心

理困惑等问题的新生提供分类帮扶，增强学风建设

工作的针对性。

三、“新生优良学风培育计划”的实施举措

为确保“新生优良学风培育计划”取得实效，学

校从保障机制、协同方式、教育形式３个方面着手，
推动“新生优良学风培育计划”的顺利实施。

（一）长效常态，调动各方资源，保障工作开展

１．搭建“制度保障”与“机构支撑”长效机制。
学校党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新生教育工作的实

施意见》《关于印发新生晚自习规定的通知》等文件，

明确加强新生学风建设与思想引领的总体思路与具

体措施；全面修订《学生奖励管理办法》，建立健全

“１＋Ｘ”评奖评优体系，增设新生学风建设奖励项
目，强化奖励制度在优良学风培育过程中的激励导

向作用；制定《严肃考试纪律惩治考试作弊的规定》，

严肃考风考纪，增强学生的诚信意识与纪律观念；加

大校级“十佳班集体”和“五星宿舍”评选中学业因

素所占权重，调动班级、宿舍等基层学生组织的力

量，共同推动学风建设；完善学校《学业促进中心建

设方案》，整合校外专家、知名校友、专业教师等各方

资源，成立学校学业促进中心，统筹协调学校学风建

设工作；推进二级学院学业辅导中心建设，加大经费

支持力度，组织学风建设总结评比与经验分享，重点

加强对学业困难学生的辅导，逐步健全校院两级学

风建设推进机制。

２．完善“师辈示范”与“朋辈引领”常态机制。
一方面，学校探索建立“师辈示范”机制，鼓励教师积

极参与学风建设，实现“以高尚师德弘扬优良学风，

以优良学风涵养高尚师德”的协同效应。邀请师德

楷模、名师大家担任“成长加油吧”活动主讲人，组织

青年教师走进“新生晚自习”，将教师思想政治工作

落实到教书育人过程中。依托“驼峰计划”，打造《圣

洁课堂公约》，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使命感与责任

感。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

的实施意见》，要求青年教师入校后至少担任一年班

主任，承担新生教育、学风建设与思想引领等专项任

务。另一方面，学校逐步健全“朋辈引领”机制，充分

发挥各类学生骨干在学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依托

学生党员“服务先锋”行动计划，完善学生党员责任

区对接，组织开展“助学零距离”学业帮扶活动，发挥

学生党员在学风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聘请学业

优秀的高年级学生担任新生班导生，选拔品学兼优

的学生干部担任新生晚自习班级助理，积极调动朋

辈力量参与、支持学风建设。

（二）同向同行，把握思想教育规律，统筹活动

安排

１．做好加法减法，增强活动安排的协调性。学校
党委定期召开新生思想政治与学风建设专题会议，研

究新生思想引领与学风建设工作，统一思想，形成共

识，指导各相关部门、二级学院围绕培育优良学风开

展新生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主动做“减法”，对不

适合在新生教育阶段开展的活动敢于“喊停”，对新生

参与度和认可度不高的活动进行“瘦身”，对安排在新

生晚自习期间的活动从严审批，减少低质、低效活动

对日常学习的冲击，防止新生出现心态浮躁、心思不

定的情况；另一方面，大胆做“加法”，加强新生学习管

理，明确“学习是学生的主要任务”，将培养优良学风

作为大一学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

２．实现乘数效应，提升思想引领的实效性。学校
注重发挥学风建设活动在引领学生思想成长方面的

关键作用，强化上下联动，突出部门协同，努力做到教

育活动同向同行，教育效果叠加倍增，推动学生在学

业进步过程中实现思想成长。学校各级领导积极参

与“领导干部上讲台”活动，学校党委书记冯培为新生

讲授主题为“走向远方”的新生第一课；学生工作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务处、校团委等部门加强协同，推

出“第二课堂学分”与“创新创业实践学分”，优化教

育板块内容设计，完善教育项目衔接机制；出台《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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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贸易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施方案》，

把思政课实践教学与专业实习、社会调查、志愿服务、

公益活动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

会、走近基层，通过各类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的思

想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

（三）贴近实际，根据学生个性特点创新教育

形式

１．增强体验性，使学风建设工作“动”起来。学
校注重把握“９５后”学生的认知规律，多采用启发
式、体验式、互动式的方法，努力把“有意义”的学风

建设活动变得“有意思”。制作学风宣传动画《经经

贸贸小学堂》，通过活泼有趣的动漫形象向新生细致

解读《圣洁课堂学生公约》与新版《学生奖励管理办

法》；采用班级、学院、学校“逐级讨论”与新生意见领

袖“现场票选”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征集学生的看法

与建议，推动《首经贸“好学生标准”》走近学生心

灵；创新职业指导形式，举办“生涯体验周”，组织新

生参与户外体验式生涯教育活动，引导他们充分探

索自我，树立生涯意识；对“弘毅工作坊”“成长加油

吧”等精品示范活动改版升级，通过沙龙、工作坊等

新形式，进一步提高学风建设活动的识别度、参与度

和认可度。

２．善用新媒体，使学风建设工作“活”起来。借
鉴“互联网思维”，推动各类学风建设活动联网上线，

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加大新媒体平台建设力度，

统筹各类媒体资源弘扬优良学风校风，学校官方微

信号定期推出学风活动报道，学生处官方微信号专

设学风建设栏目；组织新生通过网络平台参与学风

建设活动，实现了“成长加油吧”“弘扬优良学风·助

力英语学习”等品牌活动线上报名、线下参与、全网

宣传；推动“学霸挑战赛”“寻找校园达人”等活动成

果网络化，邀请学业优秀学生针对课程重点、难点录

制讲解视频，将其掌握知识的方法有效推广，初步建

立起了学业辅导网络资源库；分析借鉴学生网络语

言的表达特点，积极采用学生们喜闻乐见的表达形

式宣传推广学风建设活动，探索建立具有首经贸特

色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四、“新生优良学风培育计划”的实施效果

（一）学生适应大学生活的能力得到增强

自２０１３年实施“新生优良学风培育计划”以来，

学生对各类教育活动的认可度、参与度明显提升。

成长课堂、生涯体验周等品牌教育活动的主动参与

率达到 ９３％，新生晚自习出勤率连续 ３年保持在
９７％以上，班集体、团支部、学生党支部等基层组织
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获得“红色１＋１”示范活动、
高校优秀基层组织创建展示活动等市级奖项的比例

显著提高。同时，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断得到改

善，因学业压力、环境不适等原因而产生心理问题的

学生明显减少，新生对大学学习、生活的适应度逐步

提高。

（二）学生学业水平与综合素质得到提高

２０１３年以来，体现学生学业水平的各类指标均
有明显改善。对比２０１３级与２０１２级学生学业成绩
可以看到，微积分不及格人数下降了３１．５％，英语不
及格人数下降了 ４８．５％，学年不及格人次下降了
２０．０６％，学位获得率提高了４％，考试违纪人数减少
了６０％。学校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及发表论文的
人数显著增加，参军入伍、志愿服务西部与基层的学

生人数逐年增多，涌现出了“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提名奖、“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团中央高校共青团

“活力团支部”等一批优秀学生和学生组织。学校大

学生艺术团获得国际合唱节银奖、美国爱达荷国际

音乐舞蹈艺术节金奖，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游泳锦

标赛获得２项冠军，３项亚军，参加北京市大学生书
法大赛获奖８项。２０１６年，参加“创青春”首都大学
生创业大赛中，学校学生取得１金１银５铜的优异成
绩，实现了历史突破。

（三）优良学风校风的涵育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近年来，学校进一步优化了育人环境，初步构建

了全员育人的长效机制，学校各部门、校院两级、基

层组织协同育人的功能进一步发挥。国家级教学名

师、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市级优秀辅导员与优秀

德育工作者等积极参与学风建设，“以教促学，教学

相长”的良好局面初步形成。学校先后获评“国家生

态文明教育基地”“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军地共建共育基地”“北京高校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优秀项目”“高校校园文化

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思想引领工作的实效

性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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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内涵发展　质量优先　
努力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财经大学

———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四届

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

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付志峰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２日）

各位代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四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

会会员代表大会今天隆重开幕了，这是学校事业发

展中的一件大事。下面，我代表学校向大会做工作

报告，请审议。

一、过去五年的工作回顾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学校召开了第三届教代会暨工代
会。过去的５年，正值学校“十二五”发展时期，广大
师生员工抓住国家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机遇，奋发

进取、务实高效，较好地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确定的

主要目标与任务，为实现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财经大学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１．全面谋划学校战略规划。５年来，学校上下抢
抓机遇，主动对接国家和北京市需求，形成了引领学

校发展的战略规划体系。２０１５年，我们系统推进综
合改革，研究制定了《关于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的意

见》，围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人才队伍

建设、国际化办学、内部治理、资源配置、信息化建设

７个方面提出了８０项具体改革任务。２０１６年，在深
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我们

确立了“立足北京、服务社会，把学校建设成为国内

一流、国际知名的财经大学，为融入国家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战略奠定基础”的“十三五”

发展目标。学校各单位以发展规划为蓝图，切实抓

好各项任务的落细落实，实现了学校“十三五”良好

开局。

２．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５年来，学校始终把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办学的首要任务，强化人才

培养特色，取得了一批国家级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本科教学以学分制改革为方向，学生的学业选择权

机制初步建立，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格局已经形成。

本科生源质量不断提升，招生计划生源省本科一批

次投放比例由 ２０１０年的 ３９％提高至 ２０１６年的
９４％。获得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１项；获
批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４部、国家级精品视频
公开课１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２门和教育部
专业综合改革项目３个，新建１个国家级和４个北京
市级校内外创新实践基地；获评市级高创名师３人、
市级教学名师 ８人；获批市级教育教学成果奖 １０
项、市级教改立项１０项和市级教学示范中心１个；
获得国际及国家级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奖项 １２１
项。学校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生创新能力不

断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得到较快发展，获得全

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１篇，北京市优秀博士
论文１篇，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奖项４８项。毕
业生就业率连续５年保持在较高水平，用人单位满
意度逐年提升。学校大学生艺术团获得一批国际与

国家级艺术教育奖项，高水平运动队在游泳和篮球

项目中成绩喜人。

３．学科特色更加明显。５年来，学校重点加强学
科内涵建设，充分利用现有学科优势，通过学科交叉

带动学科发展，逐渐形成了以特色谋优势、以优势促

发展的学科建设良性循环机制，学科布局趋于完整。

２０１１年，学校获批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
理３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
又获批相应的博士后流动站，目前，学校共有４个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一级学科

硕士学位授权点从３个增加到１０个，专业硕士学位
授权点达到 １７个。在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学
校应用经济学排名第１２位，统计学排名第１５位，在
财经类高校中均列第５位。
４．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能力不断增强。５年来，

学校紧紧围绕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领

域，依托协同创新机构和科研平台，形成了一批具有

较高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高层次项目

连续实现突破，“十二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

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立项数达到１４２项，是“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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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时期的４倍多，且首次实现国家级项目全覆盖。
科研经费、出版专著数、发表论文数、国际著名检索

系统刊载论文数逐年呈现较大幅度增长，一批学术

成果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特别是在发表国际高水

平论文方面，２０１３年，学校首次跻身国际公认的经济
类最高水平论文收录榜———荷兰蒂尔堡大学“全球

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２０１５年，学校在该榜单的排
名上升到国内高校的第４位，呈现强劲的上升趋势。
科研协同创新不断加强，成立了特大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研究院等６个协同创新研究机构，“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 ＣＢＤ基地”和“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
研究基地”通过验收，举办了“特大城市发展论坛”等

一系列有影响力的高层次学术论坛。教研人员的研

究成果得到有效转化和推广，３０余项成果获得习近
平、李克强、张高丽、郭金龙等中央和省部级领导

批示。

５．师资队伍素质显著提升。５年来，学校坚持实
施人才强校战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师资队伍数量

与质量显著提升。“十二五”期间，补充专任教师

２８２人，其中，正高职人员７人，博士２６９人。专任教
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达到６５．１４％，４５岁
以下教师比例为 ６１．１８％，教师学缘构成中有
８３６５％来自外校。聘用中组部“千人计划”获得者１
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１人、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３人、北京市“海聚工程”７人、北京
市“高创计划”２人，新增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３
人，获评全国优秀教师１人、北京市优秀教师２人、
优秀教育工作者１人、师德先进个人４人。学校实
施多元化的人才聘用机制，着力吸引优秀海外人才，

构筑人才高地。于２０１２年成立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实施“双轨制”人才聘用和管理模式，引进优秀海外

人才３６人；外聘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兼职教授 ８７
人。学校逐步完善多样化的人才考核评价体系，经

过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６年两轮教师职务聘任，不同类别专
任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晋升与评价机制进一步健全，

为教师提供了多样化的发展晋升渠道。学校关注教

师职业发展，发挥教师促进中心作用，促进教师教学

相长和科研提升。

６．国际交流合作日益扩大。５年来，学校坚持实
施国际化战略，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新增了美国

马里兰大学、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英国南安普顿

大学、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

大学、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意大利

罗马二大以及埃及本哈大学等一批全球高水平合作

伙伴，在学生交流、教师互访、科研合作、暑期国际学

校等方面开展实质性合作。进一步拓展与东南亚、

中东欧、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与其中的１９所高校建立了联系。截至２０１６年，学校
已与全球２８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１７所高校建立了合
作关系。５年间，共有８５０余名学生赴境外参加交流
学习，选派专任教师１０７人次到国外进修和培训，有
效地提高了师生国际化水平。学校实施“留学首经

贸计划”和“留学生教育吸引力提升工程”，留学生教

育水平稳步提升。截至２０１６年年底，来华留学生规
模超过１０００人次，学生生源国达到７３个，学历生比
例接近１／３，生源结构进一步优化。学校与美国克利
夫兰州立大学合作共建的孔子学院致力于汉语教学

和文化推广，影响日益扩大。

７．内部治理水平不断提升。５年来，学校坚持党
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探索建设具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制定完成《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章程》，成为首批获核准的市属高校之一。

完成学校《学术委员会章程》修订工作，理顺各类学

术组织的运行机制。推进依法治校和校院两级信息

公开，增强学校工作透明度。完善工会、教代会、学

代会、研代会等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建设，推进

民主管理与监督。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实

施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内部管理运行的科学化水平

不断提高。

８．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十二五”期间，学校决
算收入达到４７．５８亿元，固定资产总额达到１２亿元，
较“十一五”时期有较大幅度增长。新建校舍３．７５
万平方米，后勤服务楼、工科楼、第二食堂、博远楼等

新建工程相继投入使用；完成博学楼、图书馆、校医

院、停车场等改扩建工程，实施校园绿化、亮化工程。

基本完成华侨学院资产权益购置工作。升级改造信

息化基础设施，完善信息化服务模式。强化后勤规

范化管理，依托“一站式服务平台”，不断提高服务保

障能力和师生满意度。图书文献、档案资料建设进

一步加强，出版和学术刊物对教学科研的支撑能力

进一步提升。校医院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９．校园文化建设成果丰硕。５年来，学校深入凝
练和传播学校精神文化，不断丰富“骆驼精神”文化

形象。通过编撰校志和年鉴、建设校史馆、创作校

歌、出版校园文化丛书、命名楼宇道路和景观等系列

工作丰富了校园文化体系。２０１６年，学校成功举办
建校６０年纪念活动，全面总结办学经验，充分展示
办学成就，不断汇聚发展正能量，极大地激发了全校

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的自豪感与凝聚力，进一步

提升了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学校未来的新发

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学校推进地方校友会、海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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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会和行业校友会建设，逐步完善校友组织网络，培

育校友文化。学校获评“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称

号，并连续３年荣获教育部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

１０．全面加强党的建设。５年来，学校党委始终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制定《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党的建
设工作规划》，全面加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为学

校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

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次全会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开展

“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实意识形

态责任制，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

和话语权。落实“六位一体”师德建设体系，开展师

德师风宣传教育。加强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深

入实施“驼峰计划”。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

渠道、主阵地作用，大力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

新。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完善大学生发

展辅导体系。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培训和考核制度，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素质进一步提高。全面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

加强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深入开展群众

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思想和作风建设

持续改善。凝聚各方力量，积极开创统战、离退休、

群团工作新局面。不断健全安全稳定工作责任体

系，保障校园和谐稳定。２０１１年年底和 ２０１６年年
初，北京市委第六巡视组两次对学校进行了巡视。

学校对巡视组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整改，促进了

学校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在学校党员和干部师生

的共同努力下，学校获得第六次北京市党的建设和

思想政治工作先进校提名奖，顺利通过“北京普通高

等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标准”集中检查；学

校被评为市级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示范点，并获

评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１１．切实为师生员工办实事。５年来，学校始终
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师生员工的根本利益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为师生办实事、办

好事，努力改善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不断

完善学生资助体系，扎实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

扶工作，５年来累计资助学生６３１６３人次，资助金额
达３２４２万余元。深入开展大学生心理咨询，有效促
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及时修缮和更新学生宿舍、体

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在校本部为学生宿舍安装了空

调。增加师生上网免费流量，无线网络实现对赛欧

学生宿舍楼全覆盖。调整增加在职人员岗位津贴和

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提高新入职青年教职工租房

补贴标准和年限，增加教职工用餐补助，教职工福利

待遇得到持续改善。高度关心教职工身心健康，成

立教职工健康中心、心理咨询中心和法律咨询中心；

增加教职工体检项目，为教职工提供个性化健康服

务。全力解决教职工子女入学难题，通过与丰台区

教委共建首经贸附中附小、加强与花城幼儿园合作

等方式，为青年教职工解决子女入托、入学的后顾

之忧。

各位代表，过去５年，学校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每一位教职员工都为学校的发

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年，中央政治局委

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同志来校调研，对学校党的

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智库建设等各项工作给

予了高度肯定，极大鼓舞了学校师生进一步推动学

校事业发展的精气神。在此，我谨代表学校党委和

行政向辛勤工作在教学、科研、管理与服务一线的广

大教职员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

到，与建设一流财经大学的目标相比，与国内高水平

大学相比，我们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学

科的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还显

不足；标志性科研成果和社会服务有待进一步突破；

国际化办学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学校办学的基础

设施和条件保障还需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文化、制度

等软环境尚不能满足我们办学的要求。这些都是

“十三五”期间学校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引起高

度重视，不断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在今后的工作中

切实加以解决。

二、“十三五”期间学校面临的主要形势

各位代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站在了

新的历史起点，对刚刚度过六十华诞的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而言，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做好今后工

作，必须冷静分析、准确把握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要

求。高等教育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经济

发展新动能方面的功能日益凸显，全面提升高校创

新能力，厚植创新驱动根基的要求日益迫切；高等教

育对象群体更加复杂多样，新世纪出生的孩子即将

进入大学校园，我们的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管理模

式等都将发生深层次的变化；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个

性化、多样化学习将成为主流，教育评价更趋多元，

要求我们加快建立起更灵活的学习体系、更畅通的

学习渠道；开放发展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

大势，高校既要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也要坚守中国

特色、中国标准。这些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都需要

我们去面对、去研究、去探索、去解决。

未来５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重要阶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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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努力把握历史新方位、走好复兴“下半程”、夺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决胜阶段，也是学校全面建成“国内一流、国

际知名”财经大学战略目标的决胜期。我们必须坚

持立德树人，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立足学校办学特色

和发展实际，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为核心，以综合改革和协同创新为动力，坚持

内涵发展、质量优先，坚持特色化、国际化和品牌化

的发展路径，高水平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多科

性、特色鲜明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财经大学，为

融入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战略奠定

基础。

三、“十三五”期间学校的主要任务

２０１６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十三五”时期发
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正式实施，各专项规划、学院
规划、专题规划的编制工作也已经完成。学校还要

在今年制定新一轮的党建工作规划，积极筹备学校

第四次党代会的召开。这些规划和会议将对学校未

来５年的发展目标、工作思路、主要任务做出全面详
细的阐述。在此，我着重强调以下７个方面的工作。
１．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学校软实

力。“十三五”时期，学校软实力建设工作的目标是

提高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形成与高

等教育发展趋势相契合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党的

建设走在财经大学前列。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师生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

育人全过程。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充

分发挥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切实加强教师思想政

治工作，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落实师德“一票否

决”。着力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和实

效性，丰富教育载体，强化实践育人。进一步健全内

部治理结构，充分发挥教代会、学代会、研代会以及

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在民主决策机制中的作用，

切实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

２．推进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十三五”时期，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目标是形成高

质量、广受认可、具有财经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人

才培养质量和学生就业质量位居财经大学前列。

我们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

进一步扩大转专业比例，增加和落实学生的选择权。

进一步优化本科专业结构，加强特色专业、复合型、

交叉性专业建设，强化人才培养特色。制定专业建

设和课程建设质量标准，创新教学方法，改进教学内

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完善工

作机制，建立具有学校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提

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强

化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加大对研究生科研的支持

力度。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推行产学研

联合培养的“双导师制”。加强博士生学术素养、创

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鼓励以重点优势学科、重大

创新平台为载体开展博士生培养工作，进一步完善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３．推进学科内涵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十三
五”时期，学校学科建设工作的目标是形成国内一

流、国际有影响、优势突出的学科体系，主体学科、优

势特色学科跻身国内前列。

我们要进一步突出学科特色，形成以经管学科

为主、各学科协调发展、特色鲜明的学科格局。加强

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的

学科建设，进一步扩大学科优势和学术影响力，实现

国内外重要排名指标稳步提升。重视经管学科中相

对弱势的学科发展，明确发展思路，凝练学科方向和

研究重点，理论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在财经

类大学中达到较高水平。依托经管学科发展法、文、

理和工学学科，明确发展目标和定位，找准主攻方

向，探索具有相对优势和财经特色的发展路径。

４．推进科研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学术创
新和决策咨询能力。“十三五”时期，学校科学研究

工作的目标是形成“顶天立地”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体系，产出一批原创性、标志性的学术成果，打造

高水平中国特色高校智库，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水

平进入财经大学前列。

我们要全面提升学校原始创新能力，支持重大

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创新。加强高水平科研团队建

设，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创新团队、重大项目

攻关科研团队和社会服务团队，产出一批高质量、标

志性的科研成果，提升学校的科研水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的重要讲话精神，整合学校

优势科研资源，搭建新的服务首都功能定位和京津

冀发展的高端学术平台，不断扩大学校学术影响力。

扎实推进智库建设，对接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

大战略，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提高决策咨询

能力。

５．推进高素质师资队伍体系建设，提升教师队
伍水平。“十三五”时期，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工作的

目标是形成以领军人才、学术梯队、创新团队为引领

的一流师资队伍体系，高层次人才数量进入财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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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列。

我们要稳步扩大师资队伍规模，逐步优化和调

整教师队伍结构，打造一支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教

师队伍。围绕重点发展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培养和

引进一批具有深厚学术造诣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领

军人物。通过后备学科带头人培育、项目资助、海外

研修、社会实践等方式，培养出一批把握学术前沿、

扎实研究功底的教师。推动多样化人才引进和聘用

方式，完善多元化人才分类评价体系，健全数量与质

量结合、以创新和贡献为导向的教师评价和职称晋

升机制。发挥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蓄水池”作用，

使博士后流动站成为学校选用教师的有效途径。健

全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教师发展与培训体系，

探索建立与人事制度相匹配、开放性的人员退出

机制。

６．推进国际化办学，提升学校国际声誉。“十三
五”时期，学校国际化工作的目标是全面实施国际化

战略，提升国际合作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强化国际化

人才培养，发展高层次留学生教育，提升师资与科研

国际化水平，学校国际化水平走在财经大学前列。

我们要将国际化理念贯穿到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管理工作的全过程。结合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探索“政府———大学———企

业”多边国际合作创新模式，与国际一流大学、科研

机构和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

建海外校友网络，统筹海内外资源。打造具有经贸

特色的品牌孔子学院，再合作建设１～２个海外孔子
学院。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实施海外交流提升计

划，推进联合授课、学分互认、国际学位互授联授、联

合培养等工作，提高学生赴海外交流比例。扩大留

学生规模，创建具有首经贸特色的留学生教育品牌。

发挥国际经济管理学院的海外人才聚集平台作用，

提高师资队伍国际化程度。支持与国内外高水平大

学、研究机构开展科研合作，鼓励教师在海外高水平

期刊发表论文和在国际知名学术出版社出版学术著

作。深入广泛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扩大学校的国

际学术影响力。

７．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师生员工满意
度。“十三五”期间，学校将合理规划办学空间，建设

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体系，增强资源保障能力，改善师

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打造优美的校园环境。

我们要密切关注师生员工的实际需求，认真分

析学校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涉及师生员工切身利

益的问题和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为教职工办

实事、办好事，切实改善教职工的工作生活条件。进

一步增收节支，根据学校财力并用好北京市相关政

策，稳步提高教职工的收入水平。更加关注师生的

身心健康，继续实施教职工健康工程和暖心工程，组

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进一步关心困难职工生活，切实为他们排忧解难。

进一步完善学生资助工作体系，加大对经济困难学

生的帮扶力度。继续关心离退休人员的生活和健

康，提高服务水平，为离退休同志发挥正能量提供

平台。

各位代表，同志们！今天，走过六十年风雨历程

的首经贸又吹响了新征程的号角。新的使命催人奋

进，新的征程任重道远。让我们在学校党委的坚强

领导下，向着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多科性、特色

鲜明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财经大学的奋斗目标阔

步前进，为融入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的战略而努力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和学校第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谢谢大家！

履行职责　凝心聚力　
为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财经大学而共同奋斗

———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四届

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

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杨世忠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２日）

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三届工会委员会和教

代会委员会的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以审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四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

会会员代表大会是在学校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

加快学校改革发展的发力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

议。本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学校第三届工代

会、教代会以来的工作，明确今后５年的主要任务，
选举产生新一届教代会执行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和

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动员学校教职工，积极为推动

学校新时期发展目标和任务建言献策、参与管理，把

学校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财经大学而努

力奋斗！

一、５年来的工作回顾
本届校工会自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组成以来，在学校

党委和上级工会的领导下，在学校行政的支持和关

怀下，在全体会员、广大工会积极分子，特别是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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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兼职干部的积极配合和共同努力下，紧紧围绕学

校中心工作，全面认真履行工会、教代会职能，坚持

履行服务教职工的根本宗旨，以完善工会、教代会制

度，规范各项工作机制为基础；以组织教职工参与民

主管理、民主监督为重点；以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

构建和谐校园为首要任务；在凝心聚力共促学校改

革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顺利完成了第三

届工会、教代会赋予的各项任务。

（一）紧密围绕学校党委中心工作，持续开创工

会、教代会工作新局面

１．坚持党委领导是做好工会、教代会工作的根
本保证。５年多来，学校工会自觉接受学校党委领
导，认真贯彻执行党委工作布署，服从服务于学校的

工作大局，主动围绕党委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会工作。

充分发挥工会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把

关注教职工利益诉求、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化解矛

盾、构建和谐校园环境，作为工会组织落实党的群众

工作的切入点。

２．学校党委、学校行政高度重视工会、教代会工
作，积极为工会、教代会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并提

供有力的支持。学校党委和行政在制度建设、干部

配备、财力物力等各方面积极支持两会工作。学校

党委定期听取工会工作汇报，定期研究工会、教代会

工作，切实加强了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和支持，有力

地促进了学校工会工作的开展，逐步形成党委领导、

行政支持、工会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良好局面。

（二）切实发挥工会、教代会职能，推进学校民主

建设

１．以“教代会”为载体，依法组织教职工参与学
校民主管理，促进学校改革发展。５年来，每年定期
召开“双代会”年会，听取和审议每年的学校工作报

告、财务工作报告以及工会教代会工作报告。对学

校的发展规划、深化综合改革方案、教师职务聘任等

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坚持通过“双代会”讨论和审议。

通过这种方式，把学校的工作意图、思路和广大教职

工的意愿、意见、建议充分沟通，形成共识，使学校各

项重大政策和工作，能够得到广大教职工的拥护和

支持，从而保证学校改革发展能够不断地深入。除

了年度报告以外，代表们在此期间还审议通过了《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师职务聘任工作实施方案（修

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章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十三五”规划》《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师职务聘任

工作实施方案（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等一系列重要文
件。通过教代会制度，保证了教职工的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教职工能够参与学校重大问

题的决策过程，充分体现了学校全心全意依靠教职

工办学的方针和代表的主人翁精神。

２．强化教代会提案工作，把教职工民主管理、民
主监督的权利落到实处。校工会非常重视提案工

作，将提案工作作为参与民主管理、反映利益诉求、

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每年召开教代会之前都

广泛征集代表提案。５年多来，共征集到代表提案
２２６件，立案１９０件，提案的内容涉及教学管理、行政
管理、后勤服务、职工福利等多方面，提案的处理率

和落实率均在９０．３７％以上。通过提案工作，为教职
工解决了实际困难和问题。为了鼓励教代会代表积

极为学校建言献策，并且规范地撰写教代会提案，提

高教代会提案的数量与质量，提案工作委员会开展

了优秀提案、提案优秀组织单位和落实提案优秀单

位的评选和表彰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三届

教代会累计评选出１９个优秀提案和１２个落实提案
优秀单位。通过提案工作，解决了许多教职工关心

的重大问题和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改

进了学校管理，规范了相关工作，切实维护了广大教

职工的合法权益。

３．促进学校二级教代会工作，加强基层民主建
设。２０１２年第三届“双代会”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二级教代会制度。该制度的出台对

推进学校基层民主建设、增强教职工主人翁意识以

及规范学院二级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学校工会

也将二级单位每年是否召开教代会作为工会系统评

优的重要指标，以保证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

督的权益，激发广大教职工服务学校和学院发展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发挥工会优势，积极促进教职工队伍建设

提高教职工思想道德素质、教学育人素质和专

业技能素质，促进学校教职工队伍建设，是工会工作

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工会工作围绕大局、发挥作

用、突出特色、体现价值的重要表现。５年多来，工会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１．积极开展评优选树工作。５年来，先后评选出
国家级先进集体２个、先进个人１名；市级先进集体
３个、先进个人１３名，校级先进集体１２个、先进个人
１２５名。先进评选工作深入持续地开展对推进学习
型、知识型、奉献型队伍建设，对整体提升教职工职

业道德和全员育人意识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２．组织开展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青年教
师教学基本功比赛在提高学校青年教师业务素质和

教学水平，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打造优秀青年教师队

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５年来，有１００余名青
年教师经学院初选，推荐到学校参加教师教学基本

功比赛，从中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参加北京市青年教

２４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年鉴２０１８



师教学基本功比赛，获得北京市青年教师教学基本

功比赛一等奖１名；获得北京市青年教师教学基本
功比赛二等奖２名；获得北京市青年教师教学基本
功比赛三等奖１名；学校工会获得优秀组织奖。
３．扎实推进中青年教师社会实践活动。中青年

教师社会实践活动是引导中青年教师了解社会、了

解国情，增强中青年教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有效途

径，有利于提高中青年教师的综合素质，有利于为学

校的可持续发展打造一支优秀的中青年教师骨干团

队。学校工会每年坚持开展校院两级中青年教师社

会实践活动，组织中青年教师深入到一线基层、革命

老区、西部地区以及知名企业等进行考察学习，并将

每年社会实践报告汇编成册，出版《行千里路，读实

践书》系列论文集５册。
４．拓宽职工技能提升途径，加强普通职工岗位

技能培养。学校工会和分工会多次组织岗位技能

竞赛活动。例如：后勤分工会近两年连续开展全员

岗位练兵暨技术能手评选活动；资产管理公司分工

会为增强全体保安员消防安全水平，组织消防技能

比赛；图书馆为提升图书管理员专业知识和工作技

能，组织岗位技能大赛。通过这些活动，激发了广

大职工立足岗位、勤学苦练的积极性，在强化提升

岗位技能的基础上营造了重视技能人才、尊重技能

人才的良好氛围，切实促进学校专业技术职工队伍

建设。

５．注重对普通教职工的引导和教育工作，努力
营造“爱岗敬业，努力奉献”的良好氛围。学校工会

每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开展“爱岗敬业普通劳

动者”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在本职工作岗位上辛

勤耕耘、无私奉献的普通劳动者，激励学校教职工在

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５年来，有２６０余名
教职工荣获“爱岗敬业普通劳动者”称号。

（四）认真做好两个维护，促进和谐校园建设，营

造和谐文化

１．完善诉求表达机制，切实维护教职工合法权
益。学校工会成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安排专人

负责接待教职工群众的来信来访，帮助教职工化解

矛盾，排忧解难，及时将教职工的意见和所反映的问

题汇报给学校领导和主管部门。

２．建立非在编职工入会制度，切实维护非在编
职工的合法权益。２０１２年，学校工会召开了非事业
编制职工入会工作研讨会，专题研究非事业编制职

工入会工作，并承办北京高校非事业编制职工工会

工作研讨会，积极与兄弟高校工会开展交流学习。

经过充分调研酝酿，学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了《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关于在非事业编制职工中开展工会

工作的意见》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非事业编制职工

入会暂行办法》，为非在编职工入会提供了制度保

障，实现了学校非在编职工入会零的突破。已有 ５００
余名非在编职工被纳入工会组织，成为工会会员，维

护了非在编职工的权益。本次“双代会”有１０名非
在编职工代表来参会。

（五）全心全意为教职工服务，竭诚为教职工办

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营造温馨和谐的职工之家

１．开展健康工程，关心教职工身心健康。校工
会牵头校医院和体育部每年分别为职工开展体检和

体质体能测试活动，为职工提供体检分析报告和运

动处方。

２．开展暖心工程，为广大教职工送温暖、献爱
心。学校工会每年在重要的节日及时为学校教职工

发放各种福利慰问品，为过生日的教职工送去生日

贺卡和蛋糕卡，到２０１６年年底，共发送生日贺卡和
蛋糕卡８２００余个，使学校教职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了组织的温暖和学校的关怀；近千余名教职工参加

暑期休养活动，给教职工创造沟通交流、愉悦身心的

机会。关心退休教职工，每年举办２次当年退休教
职工座谈交流会。加入北京市在职职工互助保障计

划，为８７．３％的在职会员提供互助保险。校工会通
过建立学校劳模和困难教职工档案、举办慰问座谈

会、走访慰问等工作，逐步形成了“两节”送温暖、

“三八”慰问女教工、“五一”关爱劳模、爱岗敬业普

通劳动者、教师节慰问师德标兵和新年慰问一线职

工的送温暖工作长效机制。５年多来，学校工会看
望慰问各类先进、劳模、困难及大病教职工 １２００
余人次，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累计达到８３万余元，
互助保险理赔８４３２２元。
３．拓展服务平台，打造专业优质的教职工服务

项目。学校工会从教职工最迫切的需求出发，每年

为教职工扎实打造一个精品服务项目。２０１２年，
加大解决教职工子女入托入学困难问题的力度，累

计解决６３人次的困难。２０１３年，将学校工会会员
纳入北京职工互助保障计划，为每位教职工提供个

人医疗保险赔付。２０１４年以来，为了满足广大教
职工健身活动的需求，为在职会员提供每年 ２０次
体育馆免费健身活动。２０１５年，完成教师休息室
建设，并为广大女教职工单独设立母婴室。２０１６
年，整合学校资源，成立教职工心理咨询中心、教职

工健康咨询中心、教职工法律咨询中心，为学校教

职工免费提供心理、健康、法律咨询服务。经过逐

年的积累，工会服务平台项目从原有的几项增至十

几项，不断扩大服务教职工的覆盖面，持续地为教

职工输送更为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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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促进校园文化

和精神文明建设

１．增加教工文体活动硬件投入，为教职工文体
活动提供良好环境。２０１５年，投入７０万元专项经费
在原有的职工之家基础之上，对文化活动中心进行

了一次全面改造升级，更新灯光、音响等硬件设备设

施，装修教职工健身房、台球厅，为全国模范职工之

家评选提供了优质的硬件保障。目前，教职工文化

活动中心与学校羽毛球馆、乒乓球馆、新体育馆以及

各分工会教职工活动场所资源相配合，构成了一个

多层次、多项目、多平台供教职工休闲、娱乐、健身、

交流的场所。

２．规范文体协会的管理，发挥文体协会的作用。
校工会在原来的文体协会基础上，逐步完善各文体协

会的管理办法，同时加大对协会举办活动的经费支

持。目前，已经成立徒步协会、羽毛球协会、台球协

会、足球协会、舞蹈协会、合唱团协会等１３个文体协
会。各协会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开展各种有特色的

活动，吸引了不同爱好的职工参与，丰富了教职工的

业余文化生活，营造了和谐的氛围。各协会还多次参

加市、区比赛，多次获奖，提升了学校的影响力。

３．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开展主题鲜明的文体活
动。５年多来，学校工会组织开展了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七十周年教工合唱比赛、教工广播操比赛、教职工

运动会、教职工太极拳比赛、教职工游泳比赛、教职

工广场舞比赛、教职工球类和棋牌类比赛等大型活

动。每次活动都吸引了大量教职工参加，发挥了丰

富教工文化生活、提高教职工健康素质、推动学校文

化发展、引领社会文明风尚的重要作用。

（七）加强工会自身建设，提高工会工作整体

水平

１．加强和完善工会组织建设。本届“双代会”组
建了提案、女教职工、青年、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等 ８
个工作委员会，按照编制标准配齐工会专职干部队

伍，优化了专职工会干部队伍年龄结构。根据学校

对学院建制的调整，及时调整了部门分工会设置，按

程序建立了相应的工会组织，保证各分工会工作的

顺利开展。目前，学校有分工会２３个，工会专兼职
干部１０９名。
２．加强工会制度建设，持续完善工会制度体系。

５年多来，学校工会严格贯彻上级工会的有关政策规
定，适时完善工会、教代会制度的修订工作，特别是

对十八大以来工会工作的新导向、新政策、新要求及

时进行整理更新，编发了新版《工会、教代会制度汇

编》，使各项工会制度与上级规定有效对接。

３．加强工会、教代会工作正规化建设，逐步形成

了比较成熟的工作机制。５年多来，学校工会不断总
结探索，有序规范工作流程。通过定期召开教代会

执委会、工会委员会、工会委员扩大会、主席办公会、

专门委员会等，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会议机制和

议事规则，实现了工会、教代会重大问题都经集体协

商的要求，充分体现了民主办会的原则。

４．重视工会干部队伍建设，工会干部整体水平
不断提升。学校工会通过举办工会理论培训班、召

开工会工作交流会、到兄弟高校工会学习工作经验

等方式，为工会干部巩固理论基础、开阔视野、拓宽

思路提供帮助。经过５年的打造，培养了一支素质
较高、能力较强、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工会专职干

部，培养了一批适应基层工会工作、热爱工会工作、

无私奉献的工会兼职干部。

５．着力开展建家升级活动，夯实工会工作基础。
学校工会始终把职工小家建设放在建家工作的首

位，２０１３年，学校工会对所有二级分工会进行走访调
研，普查小家建设情况，并与各二级党政领导进行沟

通，带领部分分工会主席前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

业大学模范小家参观学习。在此基础上，学校工会

对各分工会进行指导和培训，同时投入专项资金用

于小家升级。定期对职工小家建设情况进行建家升

级考评，优秀单位授予校级先进和模范职工小家，并

推荐校级模范职工小家参加市级先进和模范小家的

评选。近５年来，文化与传播学院职工小家被北京
市总工会评为“北京市模范职工小家”；体育部等３
个职工小家被北京市教育工会评为 “先进教职工小

家”；经济学院等３个职工小家被评为校级“模范教
职工小家”；图书馆等１６个小家被评为校级“先进教
职工小家”。一个个模范先进小家的挂牌为广大教

职工营造了温馨舒适的职工小家，同时也代表学校

建家工作不断迈向新台阶。

６．强化工会理论研究和积累。本届校工会长期
以来一直把工会理论研究作为基础工作坚持不懈，

专门成立工会理论研究委员会，由工会专兼职干部

和各个院系的专家教授组成，制定了工会理论研究

管理和奖励办法，运用激励机制促进工会理论成果

转化。５年来，学校工会累计申报２７个市级以上工
会课题，发表研究论文和调研报告共计 １９篇。其
中，获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论文和调研报告三等奖２
篇，优秀奖１篇。获北京高校青年教师调研成果一
等奖２篇，二等奖４篇。获北京市教育工会论文和
调研报告一等奖 ３篇，二等奖 １篇，三等奖 ４篇。
２０１２年以来，每年出版一册《工会理论研究成果》文
集，进一步推进工会工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升

学校工会、教代会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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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重视宣传，加大工会信息化建设力度。５年多
来，学校工会立足北京市教育工会网站、校工会网

站、《首经贸教工》３大宣传阵地的建设，并投入专项
资金建立工会信息化系统平台，加快工会信息的上

请下达，结合学校宣传橱窗、专题刊物、工会展板和

微信平台，形成全方位、多渠道的信息宣传网络，有

效起到工会宣传引导教职工的积极效果。５年来，累
计出版《首经贸教工》１１期，７２篇宣传稿件被北京市
教育工会网站收录。

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学校工会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连续４年获北京市教育工会先进工作
奖，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获北京市教育工会特色工作
奖。２０１６年，学校工会顺利通过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验收工作，荣获“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号。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学校党委和上级工会正确领

导的结果，是学校党政高度重视、各部门大力支持以

及各级工会干部、全体教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在

此，我谨代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三届工会委员会、

教代会委员会，向关心、支持和帮助教代会、工会工

作的各级领导、学校教职员工，向为学校工会工作辛

勤劳动、默默奉献的各级工会专兼职干部表示衷心

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各位代表、同志们，回顾总结过去５年的工作，
在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学校

工会的工作与学校党委、上级工会组织的要求和教

职工的期望还有差距，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第

一，在发挥教代会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

机制和深度上还需进一步探索；第二，我们的思想观

念、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有待进一步转变；第三，工

会依法履行职能，主动、科学、依法维护教职工权益

的意识、机制、方法还需进一步探索；第四，在发挥二

级教代会作用、促进基层民主方面的工作还需要加

强；第五，工会自身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专兼职

干部的整体素质和业务知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今后５年工会、教代会工作的主要任务
各位代表、同志们，今后５年，是学校谋求跨越

式发展、建设一流财经大学的关键时期，是全面落实

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重要５年，任务光荣而艰
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目标、新要求，工会、教

代会工作要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全面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会议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习近平总书记在群团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作为一段时期工会工作的指导

纲要，紧密结合北京市委、北京市总工会“１＋１５”文
件精神和《北京市实施〈工会法〉办法》，在学校党委

的坚强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行职能、服务

教职工，不断丰富工会工作内涵，不断创新工会工作

体制和机制，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和广大教职工的实

际需求，把职工之家作为工会发展和维护教职工权

益的基石堡垒，充分发挥工会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

作用，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积极开

创工会、教代会工作的新局面，为实现学校新时期的

发展而努力奋斗。

（一）坚持党的领导，使工会工作更好地围绕学

校工作中心，服务学校发展大局

１．坚持党对工会的领导是工会不可动摇的政治
原则。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要增强接受党的领导的

自觉性和坚定性，深刻理解党对工会工作的重要论

述，切实提高解决工会工作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坚

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旗帜鲜明地

表达和维护广大教职工的利益，保证党的决策在工

会工作中得到贯彻落实。要进一步完善工会工作的

体制和机制，继续坚持定期向党委常委会汇报制度，

使工会工作带有方向性、全局性的问题及时得到研

究和解决。要积极争取党组织的支持，让党组织把

更多的资源赋予工会组织，更好地开展“党政所需、

职工所急、工会所能”的各项工作，不断扩大工会组

织的影响力。

２．牢牢把握工会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
作思路。学校工会要积极立足学校新时期改革发

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继承优良传统，致力求实创

新，坚定不移地服从服务于学校工作大局。要紧紧

围绕学校改革发展这一中心任务，团结动员广大教

职工主动投身到学校事业发展中，积极探索服务学

校中心任务的新思路、新途径、新载体，更多地发挥

工会组织在学校建设中的作用。

（二）发挥工会优势，团结和引导广大教职工凝

心聚力

１．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教职工。要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教职工，用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激励鼓舞教职工，引导广大教职工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积极传递正能量。学校

工会要通过师德先锋评选活动、优秀教师优秀教育

工作者评选活动、爱岗敬业普通劳动者宣传教育活

动等载体，积极构建完备的师德建设体系，把开展师

德教育活动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不

断探索和创新师德建设的新途径和新方式。

２．深入开展教职工技能竞赛，建设学校发展主
力军。学校工会要为教职工素质提高和成长发展搭

建舞台，在实现教职工个人的全面发展中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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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组织的作用。要围绕提升教师教学技能的目

的，继续开展好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积极发

动各分工会组织非教学岗位职工的业务技能竞赛。

重点关注青年教职工的全面成长，邀请学校先进典

型为青年教师指导教师生涯规划，策划、组织好中青

年教师的社会实践活动，要积极探索有利于加强教

职工队伍建设的途径和方式，稳步促进教职工队伍

素质的提升。

（三）进一步完善教代会制度，推进学校民主政

治建设

１．继续重视和加强教代会自身的建设。要进一
步健全和完善两级教代会制度，设计好教代会的运

行机制和程序，规范教代会工作。要积极配合校院

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和规范二级教代会建设，强

化二级教代会制度的落实，充分发挥二级教代会在

院系改革发展和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中的积极作

用。同时，要针对二级教代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分

类指导，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平衡发展。

２．进一步加强提案的落实工作。要继续完善教
代会提案制度，改进提案的形式。进一步把年会中

代表团讨论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系统的梳理，

总结成合理有操作性的提案，以教代会简报的形式

呈报学校党委和相关职能部门参阅落实。要继续开

展优秀提案和落实提案优秀单位的评选和表彰活

动，提高教代会提案的质量和数量。

３．进一步推进校务公开工作。要坚持校（院）务
公开报告制度，通过多种途径逐步扩大校（院）务公

开的内容和范围，保障落实教职工对校（院）重大事

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坚持行政领导向

教代会报告工作制度，坚持把重大问题和与教职工

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提交教代会审议的制度，坚持

教代会代表列席校长办公会制度。要积极推进学校

职能部门现场答询教代会代表询问制度。

（四）创新发展维权机制，构建工会服务体系

１．加大维权力度，努力保障和维护教职工的合
法权益。要坚持维护学校整体利益与维护教职工利

益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和谐发展、互利共赢的维权理

念，依法维权。要认真探索劳动争议调解和维权监

督保障机制建设的新课题。要进一步加大源头参与

力度，主动加强与党政有关职能部门的联系沟通，准

确表达教职工的要求和呼声。要做好教职工来信来

访工作，加强现实问题和实际困难的协调解决，及时

处理、化解各种矛盾。要积极引导教职工通过合理

方式表达利益诉求。

２．积极做好非在编职工的入会工作，维护其合
法权益。随着学校用人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

越多的非在编职工投入学校建设发展的进程中来，

这就要求工会组织高度重视非在编职工的权益维

护。要通过充分调研和沟通，进一步使未入会的非

在编职工加入工会组织。要及时关心了解他们的需

求，切实维护好他们的权益，增强他们的归宿感，使

其成为学校建设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３．构建完善的工会服务体系。要继续把精品项
目、精品服务贯穿工会服务体系建设的始终，保证工

会服务每一项服务切实为教职工办了实事、解了难

事。开展全体在编教职工暑期休养活动。要继续广

泛开展暖心工程、健康工程、困难帮扶、退休教职工

和一线非在编职工慰问活动，实现全员参加职工互

助保障计划，把３个中心发展成日常服务教职工的
固定场所，使用好北京市总工会１２３５１和１２１健步走
ＡＰＰ平台，为教职工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项目。

（五）丰富教职工文化生活，营造和谐的校园

环境

工会要紧扣学校中心工作，从校园文化建设的

高度设计开展形式丰富的文体活动，要通过创新内

容形式来吸引更多的教职工积极参加各种健康向上

的活动。要大力支持各类教职工文体协会的组建和

发展，扩大各协会受众范围，吸引教职工参与到文体

协会活动中来。要通过举办群众性的徒步活动、合

唱比赛、舞蹈比赛等，丰富教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引

导和塑造高尚、健康、文明的校园文化。

（六）强化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工作水平

１．更新理念、学技强能，建设服务型工会。工会
作为党领导的群众组织，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创

新工作，就必须更新理念，善于学习，始终把提升服

务能力作为首要任务，逐步打造服务型工会组织。

工会要分别对新一届各委员会委员、工会专兼职干

部进行岗位培训，适时开展教代会、工会经费、提案

的专题培训，加强新一届工会教代会整体的岗位履

职能力，为工会教代会提升服务能力夯实业务基础。

２．深入开展工会理论研究工作。坚持问题为导
向，结合当前工会工作目标和工作难点设置课题，集

中力量攻坚一些重点难点问题，有效提升工会理论

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和前瞻性，真实发挥出该项工作

在提升工会履职能力方面的实际效力。

３．加强工会工作的改革和创新，提升工作水平。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学校工会要积极推进工会的组

织体制、运行机制、活动方式、工作评价体系和工作

载体的调整和创新。积极培养优秀作风，强化服务

意识，提高服务能力，根据基层工会组织和广大教职

工的实际需求，脚踏实地地做好工会工作，探索互联

网技术手段在工会工作中更好的应用，不断增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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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４．加强学校“职工之家”建设。要继续丰富“职
工之家”和“职工小家”建设形式，把其作为工会服务

和职能的辐射中心，不断将工会的暖心服务传递到

教职工身边，也要把教职工的诉求反馈回工会，从而

增强工会组织的活力和凝聚力，提高工会工作的内

在活力和整体水平，努力把“职工之家”打造成名副

其实的“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力争全国模范职工小

家零的突破。

５．加强工会宣传工作。继续抓好学校工会网页
和《首经贸教工》刊物建设，突出首经贸工会特色和

风格，加大北京市教育工会网站的投稿力度，充分利

用互联网、微信等宣传手段提升工会宣传效果。要

积极做好与兄弟院校工会之间的学习交流，进一步

加强对外宣传，提高影响力。要重视日常宣传活动，

特别要做好对优秀教职工、普通教职工的宣传活动。

各位代表、同志们，各位代表，今后５年是落实
“十三五”规划、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面对

新形势、新任务，工会、教代会工作任重道远。我们

相信，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一定会在学校改革

和发展的历史新起点上振奋精神，上下求索，鼓足干

劲，协同合作，努力开创学校工会、教代会工作新局

面，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和学校第四次党

代会的胜利召开。

党风廉政建设大会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报告

　　 杨世忠

（２０１７年５月４日）

一、２０１６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６年，纪委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紧紧抓

住督促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认真落实纪委监督责任

两项中心工作，紧扣纪律建设、作风建设、巡视整改３
项主要任务，着力在履行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上下

功夫，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努力营造风

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

下面从５个方面进行回顾总结。
（一）加强纪律建设，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

一是扎实开展纪律教育。结合“两学一做”主

题，组织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二级单位围

绕主题开展“五个一”（一次专题学习讨论、一次廉政

专题党课、一次警示教育活动、一次党纪条规测试、

一篇纪律教育征文）活动。举行党风廉政建设专题

报告会，邀请北京市纪委纪检监察室负责同志做专

题报告。购买 １８０册党章准则条例的合订本和 ２８
套《永远在路上》警示教育专题光盘，并发放给二级

单位党组织和处级干部学习。征集“纪律教育在身

边”征文１１篇稿件，经筛选后提交上级１篇并被推
荐至北京市纪委参加评选。

二是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２０１７年全年共
收到信访件２５件，其中，反映干部党员的问题线索
１２件，反映其他问题的１３件。经初核，做了结处理
的１０件，初核转立案３件，转办８件，正在核实的４
件。在查信办案过程中，共谈话２４人次。通过查信
办案，一方面加大了对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本着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予１人党纪处分，
对３人进行了诫勉谈话。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和轻微违规行为进行纠正，对相关责任人员进

行教育，达到了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的效果。同时，

也为许多受到错告、诬告的同志及时澄清了是非，保

护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二）加强作风建设，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

地生根

一是加强监督检查，严防“四风”回潮。对学校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坚持党风、政风日常监督月报制度，每月定期统计党

风、政风监督工作信息和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信息并报送上级。协助主管部门对领导干部

办公用房情况进行了检查。坚持在劳动节、端午节、

中秋节、国庆节等节假日前重申各项禁令，加大节假

日期间落实党风政风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监督检

查力度，有效杜绝了节日腐败。

二是坚持不懈纠治“四风”，严肃查处作风类案

件。受理涉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线索５件，
约谈３人次，均按了结办理。处理巡视反馈的公款
旅游问题２件，协助党委对２个涉事单位的４名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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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进行约谈，并追缴相关费用３０４００５元。针
对巡视反馈的滥发津贴、补贴等问题，协助党委及相

关部门对６８名领导干部清退培训费、评审费、过节
费等进行督促整改。

（三）落实巡视整改，坚持从严治理

一是开展问题线索梳理核查，做到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巡视前和巡视期间，对２０１３年以来的
信访案件办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协助巡视组核

查问题线索５件，提交报告或说明６个。巡视后，巡
视组移交了２８件信访举报线索，其中１６件为个人
和单位违规违纪，７件为利益诉求，５件无实质性内
容。经核查，２１件因反映问题不属实按了结处理；４
件经核查，举报所反映的问题属实，分别对相关责任

人进行了党纪处分或组织处理；２件因不具有可查
性，拟作暂存处理；１件转有关部门并建议改进工作，
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在调查过程中，纪

委加大了谈话函询的运用力度，共谈话１４人次。
二是加强查信办案的规范化建设，完善制度流

程。建立问题线索集体排查机制和集中管理台账，

纪委先后召开１次全委会、１次协调会和４次专题
会，使每一个线索的处置和重要问题的办理都经过

集体讨论决定，规范流程管理。新建《纪检部门处理

信访举报工作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相关工

作流程、机制，提高信访举报办理工作的专业化和规

范化水平。同时，针对巡视反馈意见中提到的３６个
信访举报件重新进行了分析和研判，查漏补缺，完善

了调查过程和调查结论。

（四）加强组织协调，夯实“两个责任”

一是推动责任落实，强化责任担当。协助党委

做好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工，制

定工作方案。协助党委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大会传达

上级重要会议精神，部署全年工作。组织学校 １６０
名处级领导干部签订落实主体责任承诺书、二级单

位党组织２０名纪检委员签订落实监督责任承诺书，
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推动责任层层下压，传导到

底。以自查和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二级单位落实

责任制情况检查考核，督促责任落实。

二是盯准重点领域，强化监督制约。严格落实

干部任前征求意见制度，为干部、教师出具书面廉政

鉴定意见６９人（次）。围绕处级干部试用期满考核、
干部职工评优评先、各类先进推荐等工作，提出工作

建议，对相关人员做出廉政鉴定。配合组织部门参

与处级领导干部试用期满考核工作。根据上级部署

开展外逃人员数据统计和上报（零报告）、问责情况

统计和上报（零报告）以及涉及招生录取的问题线索

及案件查处情况统计和上报工作。在本科生招生、

研究生考试、工作人员招聘面试等工作中加强监督

检查，并以高水平运动员、研究生招生为重点，严把

关键环节，推进阳光招生工作落实。采用备案方式

对基建工程建设、招标采购等６９项招标投标活动进
行监督，严防工程及采购领域发生违规违纪问题。

（五）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增强履职能力

一是加强内部管理，规范工作程序。继续深化

“三转”，从与纪委职责关联度不大的５个领导小组
或委员会中退出来，更加聚焦中心任务。坚持民主

集中制原则，召开５次纪委全委会集体研讨决定党
风廉政建设及信访案件问题。对如何践行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进行理论探讨，撰写一篇研究论文并提

交至北京纪检监察研究会。规范查信办案的流程，

完善调查方案、外调、协查、谈话、审理等重要节点工

作的报告及审批制度，注重纪律审查文书的专业性。

二是加强自身学习，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

监察队伍。召开二级单位纪检监察机制、责任制落

实专题座谈会，就如何进一步发挥二级单位党组织

纪检委员的作用进行专题研讨。在二级单位党组织

换届选举工作中强调纪检委员人员遴选和作用发

挥。采用集中培训、上级调训、以干代训等多种方式

加强对干部业务技能的培养，选派５人（次）参加上
级调训，选派２人参加北京市纪委的“以干代训”，选
派１名干部参加市委巡视工作。

回顾２０１６年，在学校全体党员、干部和纪检监
察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北京市纪委督察组和

北京市委第六巡视组的检查帮助下，学校的党风廉

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对照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中列举的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在学校党员干部队伍里也有不同程度的表

现。其中较为明显的有：形式主义、功利主义、本位

主义、官僚主义、好人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奢

靡之风、弄虚作假、吹吹拍拍、骄娇二气、推诿扯皮、

争功诿过、不敢担当、挑拨离间、诽谤诬告、跑风漏

气、传播小道消息等。

对此，需要我们在２０１７年继续保持反腐倡廉工
作的高压态势，踏实认真地开展工作。

二、２０１７年工作任务
２０１７年，学校纪检监察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上级会议精神和学校党委工作部署，

聚焦全面从严治党，以监督执纪问责为抓手，强化党

内监督，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纪检监察队

伍建设，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巩固巡视整改各项成

果，把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引向深入，努力建设风清气

正的校园政治生态，为学校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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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一）切实履行专责机关职责，强化党内监督

一是加强纪律教育和监督检查。以学习贯彻十

八届六中全会为主题，组织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

月活动，筑牢干部职工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深入开展警示教育，以案说纪，强化不敢腐的氛围。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强化监督检查，对出现严

重错误倾向等重大问题并造成不良影响的，严肃追

责问责。加强对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

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查处违反纪律的行为，

使纪律规矩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二是强化党内监督。加大对各级党组织贯彻落

实六中全会精神和执行准则、条例情况监督检查的

力度，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重大决策部署

落地生根。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重点监督

对党忠诚、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遵守党的纪律的

情况。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关，防

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确保选人用人风清

气正。加强换届监督，严肃组织纪律，为学校召开第

四次党代会保驾护航。

（二）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继续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

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加大检查力度，

对顶风违纪、隐性变异的“四风”问题要通报曝光，对

发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线索要先于其他

问题查处，并严肃问责追责。紧盯年节假期严防死

守，防止“四风”回潮。瞄准教育收费、招生录取、师

德师风等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加大治理

力度，堵塞漏洞。

（三）强化两个责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一是督促二级单位党组织切实落实主体责任。

贯彻落实中央和北京市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的部署要求，协助党委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的任务分工并督促落实。协助党委召开

党风廉政建设大会，组织签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承诺书，层层传导压力，使责任落实到岗、到人。

落实全程记实制度，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每一

个基层党组织。强化二级单位履责情况的检查考

核，发挥责任制检查考核的导向作用。

二是扎实履行监督责任。开展二级单位党组

织纪检委员履行监督责任专题培训，将监督责任向

下延伸并做细、做实。严格落实问责条例，重点维

护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不力、选人用人问题突出、换届纪律执行不力、

腐败问题严重、不作为乱作为等行为进行问责。强

化监管重点，抓好干部人事、招生录取、基建修缮、

物资设备采购、财务管理等关键领域的监督检查，

规范权力运行。根据党委部署对现行的制度进行

梳理，制定新的制度、完善已有的制度、废止不适应

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使管党治党有规可依、监督执纪有章可循。推动学

校把新一轮制度建设作为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的重要抓手，使之贯穿到各个重点领域、落实到制

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

人。选取２～３个单位开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试
点工作，规范权力运行。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

督检查，切实增强执行力和有效性。

（四）加强执纪审查，做好查信办案工作

严格按照《纪检部门受理信访举报工作实施办

法》开展信访处理和党员干部问题线索处置，及时妥

善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受到错告、诬告的干

部党员及时澄清问题，切实保护好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抓早抓小，重点

运用好第一、第二种形态，加大谈话提醒、约谈函询

力度。深入剖析案件，发挥查办案件的警示教育作

用和治本功能。抓好《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

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贯彻执行，进一步规范并强

化执纪审查。严明工作纪律，规范工作程序，进一步

提高执纪办案工作质量和效率。

（五）加强自身学习，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

检监察队伍

落实《党章》要求，在学校层面，调整并补齐纪委

委员；在党支部层面，配齐纪检委员。调整和充实兼

职干部队伍，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聚焦忠诚、

干净、担当，严明纪律，狠抓作风，强化管理约束。纪

委严守换届纪律，带头落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要

求，模范遵守各项制度。坚持重大问题集体研究制

度，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监督执纪工作

规则，找准执纪用权风险点和薄弱环节，加强日常管

理监督，严格工作规程、落实请示报告制度，规范关

键岗位权力行使。对标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

作基本标准，对学校反腐倡廉建设工作进行梳理，查

漏补缺，以评促建，进一步规范、改进和加强各项工

作。对本届纪委６年来所开展的工作进行梳理，总
结经验，分析不足，明晰下一阶段主要工作目标和思

路，撰写好第四次党代会纪委工作报告。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营造校院风清气正

的党内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为保证学校“十三五”

发展规划的顺利实施，迎接党的十九大和北京第十

二届党代会以及学校第四届党代会做出新的贡献！

谢谢大家！

９４

第二篇　特载与专文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

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７７７７７７７７７７７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

１５





十大新闻

１．首经贸师生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胜利召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也掀起了认真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学校组织干部师生

集中收看十九大开幕会，组织召开专题学习座谈会，

十九大代表、学校党委书记冯培在会议结束后第一

时间向学校师生传达十九大精神，并作为北京高校

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为高校、政府、企业等单位

做了４０多场十九大精神辅导报告。中央电视台、新
华网、《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等多家

媒体关注、报道。

２．中国共产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１２月２９日，中国共产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四
次党员代表大会隆重举行。大会主题是以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引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践履中国大学使命，立德树

人，落实高校根本任务，在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

宜居之都宏图中做出新贡献，为建成国内一流、国际

知名财经大学而努力奋斗。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党

委委员和纪委委员。

３．首经贸深入推进本科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会计学、

金融学专业入选北京市

属高校首批一流专业建设名单

　　２０１７版人才培养方案出台并顺利实施，该方案
聚焦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进一步扩大学院在专业

建设方面的自主权，凸显国际化人才培养，完善“多

样性、自主性、协同性”育人体系。学校出台《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奖评选与奖励办法（试

行）》，设立３大教学奖项，完善教学激励机制。自主
公共基础类课程上线，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学校

会计学、金融学专业入选北京市属高校首批一流专

业建设名单。

４．首经贸学生获多项殊荣，
本科生和研究生就业率均达９９％

　　学校毕业生就业率继续保持高水平，本科生和
研究生就业率均达９９％。学校继续深入开展大学生
社会实践，在团中央和团市委评奖中获多项奖励。

首经贸学子在全国大学生模拟政协提案大赛、第十

四届中国合唱节等多项国家级竞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高水平运动队成绩突出，游泳队在首都高校冠

军赛中获佳绩，男篮在首都高校大学生篮球联赛中

夺冠。

５．首经贸稳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
大力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

　　学校稳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在２０１７年北京市
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支持计划中，学校２６人
获北京市教委教师队伍建设类（人才强教四期）项目

资助，其中５人入选高层次人才引进，２支团队入选
创新团队建设提升计划，２人入选长城学者培养计
划，８人入选特聘教授计划，９人入选青年拔尖人才
培育计划。学校新增１名北京市“高创计划”教学名
师和２名市级教学名师，２名老师荣获“北京市优秀
教师”称号。

６．首经贸科研工作保持高水平，
获批国家级项目３６项

　　学校科研成果丰硕，获批国家级项目３６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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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２１项（其中，重大项目１
项、重点项目４项、一般项目８项、青年项目８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５项（其中，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１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１３项、应急管理
项目１项）。

７．首经贸加强智库建设，
特大城市研究院入选首批

首都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首经贸国家税收法律研究基地

获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学校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入选首批１４
家首都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以学校特大城

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为主体申报的“城市群系统

演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模拟实验室”获批北京市

重点实验室。学校国家税收法律研究基地获批北京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８．首经贸国内外合作交流
取得新突破，获批北京市

“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

　　学校与新泽西州立大学、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等境外高水平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加强与“一带一

路”国家教育交流合作，获批北京市“一带一路”国家

人才培养基地。学校与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共建

的孔子学院获“全球先进孔子学院”称号。校友会新

成立５个二级组织，教育基金会获校友首笔千万

捐赠。

９．首经贸加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接受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基本标准》检查组检查

　　１１月２１日，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基
本标准》入校检查组第四组专家莅临学校，对学校近

７年来的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检查。学校召开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出台学校《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关于深化思

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的意见》。学校“构建骆

驼精神文化体系”获评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北京高校党建
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二等奖。学校新建“党员

之家”运用 ＶＲ技术让党员教育“活”起来。学校首
次推出本科生和研究生新生“开学第一课”。

１０．首经贸召开第四届教职工
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新一届委员会

　　４月１２日，学校召开第四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大会听取并审议了学校工作报

告、教代会工会工作报告和学校财务工作报告，明确

了今后５年的主要任务，选举产生新一届教代会执
行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和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大

会动员学校教职工积极为推动学校新时期发展目标

和任务建言献策、参与管理。

大事记

１月

　　１月５日　学校申报的“礼敬中华传统文化　打
造‘１２３４’育人工程”项目获评教育部第三届“礼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示范展示项目。

１月７日　学校与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共

同主办第二届北京新经济组织发展高峰论坛暨２０１６
年度北京非公有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百家上榜单位

发布会，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北京市委社会工委

书记、北京市社会办主任宋贵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财政部中国财政

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

研究所所长黄群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

济师徐洪才，北京市社会办副主任张坚、陈建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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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竹，学校党委书记冯培、校长付志峰、副校长徐芳、

校长助理戚聿东出席大会。

１月１０日　学校大学生艺术团获２０１６年北京
大学生音乐节金奖２项、银奖２项。
１月１６日　学校启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

题集中培训，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辛向阳做题为“决定中国政治发展

的新理念”的首场专题报告，学校党委书记冯培做开

班动员讲话并主持会议。

１月１７日　学校党委书记冯培以“凝心聚力，同
向同行，把思想政治工作落细落实”为题，为“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专题集中培训做报告，孙善学、杨世忠、

丁立宏、王传生、朱玉华、徐芳、孙昊哲等校领导、学

校处级干部、二级单位党委委员、党总支委员、直属

党支部委员参加报告会。

１月１７日　副校长徐芳会见意大利罗马第二大
学副校长古斯塔沃·佩贾一行，双方就在校际合作

交流框架协议下开展研究生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

暑期学生交流项目、合作共建科研协同创新中心等

内容进行了友好深入交流。

１月１９日　副校长徐芳会见美国南佛罗里达大
学副校长罗格·布兰利和助理副校长格雷·贝斯特

费尔，双方就两校开展合作交流项目达成初步共识。

２月

　　２月２０—２１日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
议在京举行，学校《构建“骆驼精神”文化体系 引领

首经贸筑梦远航》获评“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北京高校党
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二等奖，学校党委

书记冯培在会上做“因时而进，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

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主题发言，校长付志

峰出席会议。

３月

　　３月１日　北京市委任命徐芳为中共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委员会副书记。

３月５日　校长付志峰会见美国罗格斯新泽西
州立大学国际合作与外事副校长艾瑞克·加芬克尔

和校长特别助理、中国办公室主任王健峰一行，并签

订校际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就推进教师访学和学

生交流、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等内容进行了友好

交流。

３月９日　学校纪委书记杨世忠会见泰国易三
仓大学教务处主任颂通·披卜查勒斯、商学院院长

陈卓扬、商学院副院长吕立行一行，双方就在“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下开展双、多边高水平人才培养和区

域经济发展科研合作进行洽谈。

３月１６日　校长付志峰会见保加利亚驻华特命
全权大使格里戈尔·波罗扎诺夫、驻华使馆新闻发

言人德尼提扎·切内瓦和瓦尔纳管理大学副校长瓦

瑟林·布拉格夫一行，双方就学校同保加利亚瓦尔

纳管理大学开展学术文化交流、共建孔子学院、搭建

多边人才培养平台等事宜进行了深入会谈。

３月１９日　学校学生获第九届尖烽时刻“联通
杯”商业模拟大赛总决赛 ＭＢＡ组一等奖、本科生组
二等奖。

３月２０日　学校与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学校党委书记冯培，校长付志峰，副校长

丁立宏，校长助理兼会计学院院长崔也光，北京市地

方税务局局长杨志强、副局长吕兴渭、副局长王炜出

席了签约仪式。

３月２３日　学校侨联主席、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丁芸主持的课题《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问题研究》获

２０１６年北京市侨联理论研究与调查研究优秀成果一
等奖。

３月２６日—４月２日　学校国际学院院长王少
国一行访问老挝教育部、老挝国立大学、泰国易三仓

大学、泰国正大管理学院、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马

来西亚双威大学，并与泰国易三仓大学、马来西亚双

威大学签署校际合作谅解备忘录。

３月３０日　学校与国家法官学院共同成立税收
法律研究中心，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国家税务总

局局长王军，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学校教授郝如

玉，国家法官学院院长黄永维，校长付志峰，学校党

委副书记徐芳，校长助理戚聿东等出席成立大会。

３月　学校团委获２０１６年度“北京市五四红旗
团委”称号。

４月

　　４月１日　学校科研处获评北京市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优秀二级管理单位。

４月１２日　学校召开第四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学校工作报

告、教代会工会工作报告及学校财务工作报告，并选

举产生了新一届教代会执行委员会、工会委员会以

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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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４—１５日　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就京
津冀协同发展问题赴河北省沧州市渤海新区调研，

中心组成员冯培、杨世忠、王传生、徐芳、孙昊哲参加

调研，沧州市委常委、渤海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张国栋等新区领导班子成员参加座谈并陪同

调研。

４月１９日　校长付志峰会见北京市城市管理委
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孙新军一行，并聘请孙新军担任

学校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ＭＰＡ导师。
４月２０—２１日　学校举行第十四届体育运动

大会。

４月２２日　学校财税行业校友会成立，成立大
会上还举行了学校与“税每人专项基金”捐赠协议签

约仪式。

４月２６日　学校举办“九三学社先贤”书画展，
学校文化与传播学院与九三学社中央书画院、北京

九三书画院签署文化共建协议，并聘请叶培贵、李

燕、王文英、邵玉铮、方放、海国林等为文化共建特聘

专家，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任

委员马大龙，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秘书长刘永泰，学校

党委书记冯培、校长付志峰、党委副书记徐芳参加了

活动。

４月２７日　学校获国家海洋局颁发的“全国海
洋意识教育基地”称号。

４月２８日　学校与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工作协作
组、中国特色镇发展论坛组织委员会举办生态文明

教育理论实践研讨会，学校党委副书记孙善学出席

研讨会。

４月２８日　学校档案馆、校史馆获评“北京市地
方志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４月２８日　学校无党派人士、教授郝如玉获评
“北京市参政议政服务发展同心奖”先进个人。

４月，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获２０１６年度首都教育新媒体联盟最佳新秀奖。

５月

　　５月３日　学校举行“五四”总结表彰会暨“奋
斗的青春最美丽”青春故事分享会，学校党委书记冯

培、副书记孙善学、副书记徐芳出席活动。

５月３—４日　学校举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专题培训，邀请中共第十一届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

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王民忠及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炳林

分别做专题辅导报告，各二级单位党委、党总支、直

属党支部委员，学校教师教工党支部书记，学校中青

年骨干教师、后备学科带头人等２００余人参加了专
题培训。

５月４日　学校召开２０１７年党风廉政建设大
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纪委十八届七次全会、北京市

纪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教育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视

频会议和北京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

神，冯培、孙善学、杨世忠、王传生、徐芳、孙昊哲等校

领导及校长助理戚聿东、崔也光出席会议。

５月９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任命杨开忠为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５月１０日　学校党委理论中心组专题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中

心组成员冯培、孙善学、杨世忠、丁立宏、王传生、徐

芳、戚聿东、崔也光参加了学习，法学院负责同志

列席。

５月１１日　学校举行第一期“驼韵师话”分享
会，学校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陈立平与５０余位青年教
师分享了从教３０余年的奋斗经历、教学经验、培养
青年教师经验以及作为马拉松爱好者的运动感悟。

５月１１日　学校与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及方庄教
育集群举行优质生源基地校签约仪式，副校长王传

生、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左安门校区校长李金栋、北京

市第十八中学行政副校长尉迟东翔、北京市第十八

中学教育主任丁长林出席了签约仪式。

５月１２日　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王小平来校就
人事制度改革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情况进行调

研，学校党委副书记徐芳出席调研座谈会。

５月１３日　北京市财政局局长李颖津、副局长
汪钢，北京市丰台区常务副区长肖辉利，北京市丰台

区财政局局长段德珍、副局长田忠等来校视察指导

２０１７年全国会计专业初级资格无纸化考试，学校党
委书记冯培、校长付志峰、校长助理崔也光参加

座谈。

５月１３日　学校获第五届提案中国·全国大学
生模拟政协提案大赛二等奖、笃行奖、社会影响

力奖。

５月１７—２５日　学校党委书记冯培率代表团访问
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波兰华沙经济学院、匈牙利罗兰

大学、匈牙利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并代表学校与

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签署两校经济学院硕士双学位合

作项目协议。

５月１９日　学校与中国水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产学研合作框架协议，中国水权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石玉波、校长付志峰出席签约仪式。

５月２２日　学校党委副书记徐芳会见美国密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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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州立大学副教务长兼国际事务办公室主任史蒂

芬·汉森一行，双方签署学术合作框架协议。

５月２２—２６日　校长付志峰率代表团访问江西
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调研学科

专业建设、科学研究、研究生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经

费管理等工作。

５月２３日　学校党委副书记徐芳会见乍得共和
国驻华使馆二等参赞临时代办哈米德·迈德瑟迪及

经济参赞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雅各布，双方就乍

得教育部和恩贾梅纳大学交流项目进行了深入

交流。

５月２４日　学校与天津市平津战役纪念馆签订
结对共建协议，学校副校长孙昊哲、团委书记张彤出

席活动。

５月２５—２８日　学校代表队在第５５届首都高
等学校田径运动会上获得４金１银１铜及３项第四
名，并获女子团体总分第六名及男女团体总分第

八名。

５月２６日　学校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经大会选
举，学校党委书记冯培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

十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

５月２６日　学校召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六次
学生代表大会、第二次研究生代表大会，北京市学生

联合会主席范杰，学校党委书记冯培、校长付志峰、

党委副书记孙善学、纪委书记杨世忠、副校长王传

生、副校长孙昊哲、各学院及职能部门负责人出席

会议。

６月

　　６月２日　学校与北京市法学会科技法学研究
会共同主办“法院与法学院的对话”法治人才培养研

讨会，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法官学院、西城区人

民法院、朝阳区人民法院、平谷区人民法院、北京市

法学会、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

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单

位的领导、专家参会，学校党委书记冯培出席会议并

向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郝银钟等人颁发兼职教授聘

书，副校长孙昊哲主持会议。

６月２日　学校举行２０１７届毕业生校友联络员
聘任仪式，２１５名毕业生受聘为校友联络员。
６月２日　学校成立“城市群系统演化与可持续

发展的决策模拟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并举行学

校特大城市研究院与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建

合作签约仪式，北京市政协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申

建军、委员杨仁全，学校党委副书记孙善学，清华同

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袁昕，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李如刚，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王连峰

等出席活动。

６月７日　北京市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北京
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唐立军一行来校就师德、学

风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学校党委书记冯培、校长付志

峰、党委副书记徐芳出席座谈会。

６月８日　校长付志峰、党委副书记徐芳会见埃
塞俄比亚阿索萨大学校长阿姆萨卢·比迪摩·贝耶

尼、学术主管副校长阿布杜蒙辛·哈森·阿拉吉一

行，并签署校际合作谅解备忘录。

６月８日　学校举行２０１７年大学生艺术团专场
文艺演出，并聘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青年

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王丽达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歌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汤子星为艺术教育专家团

顾问。

６月１０日　学校游泳队获首都高等学校冠军赛
甲Ａ组女子团体总分第一名、男子团体总分第四名、
甲Ａ组团体总分第二名及体育道德风尚奖、乙（普通
学生）组团体总分第一名。其中，学校甲队获１０枚
金牌、２枚银牌、４枚铜牌，甲 Ｂ组姜世航打破５０米
仰泳赛会记录。

６月１６—２３日　学校与国家节能中心共同举行
２０１７年全国节能宣传周系列活动之一“节能宣传进
校园”活动，包括举行“节能有我、绿色共享”主题分

享会、校园节能主题展等活动，北京节能环保中心副

主任魏玉瑞为学校校园节能环保志愿服务队授旗。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环境资源司副司长王善成，教育

部发展规划司调研员刘彦波，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

环资处调研员张换枝，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

长祁春利，国家节能中心主任徐强，学校党委书记冯

培、党委副书记孙善学、副校长孙昊哲出席启动

仪式。

６月１６日　学校举行“新时代下的自然文学与
生态研究”论坛，来自美国及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

学者围绕自然文学、传统文化、环境思考、生态批评

等议题展开讨论，学校党委副书记徐芳出席活动。

６月１８日　学校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向师生、
家长宣传介绍学校２０１７年招生录取计划。
６月１８—２５日　学校党委副书记孙善学率代表

团访问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爱

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及爱尔兰阿斯隆理工学院，与

威斯敏斯特大学签署了双边合作谅解备忘录，与都

柏林城市大学续签了校际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时新

签署了与都柏林城市大学商学院学生交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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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６月２１日　学校与北京城市研究发展促进会共
同举办第一届北京城市建设绿色安全生产交流论

坛，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姚兵、北京城市建

设研究发展促进会会长王宝申、中国房地产协会副

会长苗乐如、北京市安监局副局长唐明明、北京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施工安全处处长凌振军、北京

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站长魏吉祥和来自北

京城市建设领域的３００多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
加论坛，校长付志峰会见了出席论坛的嘉宾，副校长

孙昊哲出席会议并致辞。

６月２３日　北京市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党的十九大代表６３名，学校党委书记冯
培当选。

６月２４—２５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经济研

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导报》

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

峰论坛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全国人大

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

长、学校教授郝如玉，校长付志峰出席会议并致辞。

６月２６日　北京市丰台区禁毒委、公安分局举
办的“６·２６国际禁毒宣传日”主题活动在学校举
行，北京市丰台区委常委、区政法委书记高峰，丰台

区副区长，丰台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新元，学

校副校长孙昊哲等出席活动。

６月２６日　学校举行２０１７京津冀蓝皮书“协同
发展的新形势与新进展”发布会，学校副校长杨开

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经管分社社长

恽薇，以及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各界领导、专家等出席

活动。

６月２７日　学校与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企华董事长权忠光、总

裁刘登清，学校校长付志峰、副校长王传生出席签约

仪式。

６月２９日　学校举行２０１７届本科生毕业典礼
暨学位授予仪式，２６５７名本科毕业生获得学士
学位。

６月３０日　学校举行２０１７届研究生毕业典礼
暨学位授予仪式，３４名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１２８０
名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

６月　学校２０１３级本科生张龙获得人民网、大
学生杂志社、中国大学生在线、《光明日报》和教育部

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入

围奖。

６月　学校获批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

度项目２０项，其中，重点项目４项、一般项目８项、青
年项目８项。
６月　学校大学生舞蹈团选送的舞蹈《走出沼

泽》《丝路寻梦》《绽放》分别获得２０１７北京大学生
舞蹈节非传统舞Ｂ类乙组金奖、传统舞 Ａ类普通乙
组金奖、传统舞Ｂ类普通乙组银奖。
６月　学校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基地

获人民网京津冀“２０１７最具影响力责任品牌”称号。

７月

　　７月３日　学校举行党委理论中心组（扩大）学
习暨国际形势报告会，著名国际战略学、国家安全学

专家罗援少将做以“周边安全环境与软实力建设”为

主题的报告，学校党委书记冯培，校长付志峰，党委

副书记孙善学，纪委书记杨世忠，副校长丁立宏，党

委副书记徐芳，副校长孙昊哲，校长助理戚聿东、崔

也光等参加学习。

７月４日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奕来校调研师
德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情况，校长付志峰、副校长丁

立宏参加调研。

７月７日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社会工作督
导专业委员会首次年会暨“社会工作督导实务技术”

专题培训在学校召开，来自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社工督导专委会、北京市民

政局等单位及两岸四地４０余所高校的１２０多位专
家学者和社会工作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学校党委

副书记徐芳、北京市社工委社会办副主任卢建出席

会议并致辞。

７月９日　学校召开校友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理事、监事会监事，校长

付志峰当选第三届校友会会长，王磊担任法定代表

人，夏颖当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长。

７月１０—１２日，学校举办首届全国优秀大学生
暑期夏令营，包括素质拓展、专业讲座、专业笔试和

综合面试考核等活动，全国８０余所高校近２００名优
秀本科生参加活动，校长付志峰出席暑期夏令营开

营仪式。

７月１４日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党委书记杨学
义、北京市教委高教处副处长赵良玉、北京市教委高

教处干部张富宇组成的督查调研组来校调研，贯彻

落实全国和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情况，

督查调研组听取了学校党委书记冯培所做汇报、查

阅了相关档案材料并与基层院系负责人和党员代表

进行了座谈，学校党委书记冯培、校长付志峰、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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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徐芳、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师生代表参加了调

研活动。

７月　学校１４个项目获批２０１７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总资助金额３７４万元，其中，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３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项。

８月

　　８月６—１０日　学校党委副书记孙善学一行赴
新疆和田地区对２０１７级新生、在校贫困生及部分校
友进行家访与调研，并与北京派驻和田的援疆干部、

和田地区干部群众进行座谈交流。

８月２９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一带一路’经
济与管理人才培养基地”入选首批２６个北京市“一
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

８月　学校正式出台并实施２０１７版人才培养
方案。

８月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董事长、首席
执行官、学校１９８３级金融学专业校友谭向东以个人
名义向学校教育基金会捐赠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８月　学校主创的《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

报告（２０１６）》获第八届“优秀皮书奖”一等奖，其中，
研究报告《京津冀企业发展指数研究》获第八届“优秀

皮书报告奖”三等奖，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祝尔娟获“皮书专业化二十年”特别致敬人物称号。

９月

　　９月６日　学校分别举行２０１７级本科、研究生
新生开学典礼，学校党委书记冯培以“走向远方”为

题，向全体２０１７级本科、研究生讲授“开学第一课”。
９月８日　学校召开２０１７年教师节表彰大会，

宣读并表彰了北京市级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校级优

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以及从教三十年教职工，学

校党委书记冯培、党委副书记孙善学、纪委书记杨世

忠、副校长丁立宏、副校长王传生、副校长孙昊哲、副

校长杨开忠、校长助理崔也光出席大会并为获奖者

颁奖，党委副书记徐芳主持大会。

９月８日　学校召开老教育工作者协会第五届
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老教育工作者协

会理事会、监事会，赵凤启任会长，赵丹亚任监事长。

９月８日　红河学院校长甘雪春、副校长彭强、
刘艳红一行５人来学校调研专业硕士发展建设和对

外合作交流工作，学校党委书记冯培、副校长王传

生、党委副书记徐芳参加座谈。

９月９日　北京市丰台区财政局局长段德珍一
行来学校访问，双方就人才培养与引进过程中教职

工住房保障问题进行交流，副校长孙昊哲、校长助理

崔也光参加座谈。

９月１４日　法国前财政部长埃德蒙·阿尔方戴
利受聘为学校荣誉教授，学校党委书记冯培为其颁

发聘书。

９月１６日　学校河南校友会成立。
９月１９日　学校党委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

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心组成员孙善学、杨世

忠、丁立宏、王传生、徐芳、孙昊哲、杨开忠、戚聿东、

崔也光参加学习。

９月２０日　学校党委书记冯培、副书记徐芳会
见俄罗斯莫斯科国际高等商学院院长马克西姆·日

瓦耶夫、国际部主任兼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娜塔莉亚

·别切丽茨阿一行，并续签校际合作协议。

９月２１—２３日　校长付志峰出访美国克利夫兰
州立大学，并出席学校与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孔

子学院理事会２０１７年年度会议。出访期间，付志峰
和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校长罗纳德·伯克曼、常务副

校长朱建平、副校长辛迪·斯科卢贝就两校开展合

作交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沟通，并在教师访学、学生

交流以及合作科研等相关领域开展具体合作交流项

目达成合作意向。

９月２２日　学校获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城市管理
竞赛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１项、优秀奖１项并获优秀
组织奖称号，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王德起、

谭善勇分别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９月２２日　普洱学院党委书记毛保祥、校长成
文章一行来校访问，双方就进一步推进合作进行交

流，学校党委书记冯培、党委副书记徐芳出席座谈

会，纪委书记杨世忠主持座谈会。

９月２４—２９日　学校副校长孙昊哲率团访问美
国新墨西哥大学、亚利桑州立大学及克利夫兰州立

大学，深入推进与美国高水平大学在高层次经济和

管理国际化人才联合培养、教师学术交流和国际联

合科研等方面合作。

９月２６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全国
总工会、全国妇联联合举办的“圆梦中国人”全国百

姓宣讲报告会在学校举行，郭明义、刘洋等１０位获
得“全国道德模范”“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

“中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等称号的优秀代表分享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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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追梦、圆梦的故事，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新

钢、学校党委书记冯培等出席报告会。

９月２８日　学校开展新生引航系列主题教育活
动，包括“同升一面旗、同唱一首歌、同筑中国梦”主

题升旗仪式、“传承经贸魂 接力中国梦”主题教育活

动，劳动经济学院２０１７级本科生杜鸿磊代表新生为
栋梁柱黏贴“２０１７”年份牌，学校党委副书记孙善学、
校志总纂赵凤启、各学院党委副书记、专职辅导员及

学生代表参加此次活动。

９月　学校信息学院本科生周雨萌及其指导教
师郭高卉子代表学校参加第七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计

算机应用能力与信息素养大赛，分别获得Ｏｆｆｉｃｅ商务
应用能力赛项一等奖、计算机专业英文赛项三等奖

及教师组Ｏｆｆｉｃｅ商务应用能力赛项冠军奖、计算机专
业英文赛项二等奖。

９月　学校财政税务学院教授李红霞入选２０１６
年北京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支持计划（简称“高创

计划”）教学名师，劳动经济学院教授纪韶、会计学院

教授闫华红获第十三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奖，会计学院教授顾奋玲、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郭媛

媛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９月　学校获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优秀创业团
队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４项。
９月　学校团委获“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北京市法制

宣传教育先进集体”称号。

１０月

　　１０月１１日　学校召开全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宣布成立党委教师工作部，颁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

新形势下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驼铃计

划”），列明加强和改进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１０项重
点举措，学校党委书记冯培做题为“牢记使命 同向

同行 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在实处”的讲话，校长付志

峰主持会议，校领导孙善学、丁立宏、王传生、徐芳、

孙昊哲、杨开忠，校长助理崔也光出席会议。

１０月１３日　学校召开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成
立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外知

识分子联谊会章程》，学校党委书记冯培出席大会，

党委副书记徐芳主持大会。

１０月１４—１５日　首都高等学校第九届秋季学
生田径运动会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召开，学校参

赛队获冠军１人次、亚军５人次、第５名１人次、女子
团体总分第７名。
１０月１６日　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熊卓、大学中

专工作部部长张秀峰来学校调研共青团工作，座谈会

后熊卓为学校团员青年主讲了“学习总书记讲话　建
设首都共青团”主题党课。

１０月１８日　学校组织干部师生通过电视实况
集体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式，学校党委书记冯培作

为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习

近平总书记的大会报告，校长付志峰，校党委副书记

孙善学，副校长王传生、孙昊哲、杨开忠，校长助理崔

也光，全体副处级以上干部、部分学科带头人和中青

年骨干教师、部分工会委员和教代会代表，学校各级

党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负责

人、知联会负责人等党外代表人士，以及学生代表参

加活动，党委副书记徐芳主持活动。

１０月２０日　学校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院获批成为首批１４家首都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之一，是唯一入选的北京市属高校研究机构，研究方

向为“特大城市（北京）建设和治理”以及“世界级城

市群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１０月２１—２６日　学校副校长杨开忠率代表团
访问加拿大约克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拓展

了双方在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国际化人才联合培养

和教师互访等多方面合作。

１０月２１日　学校加拿大校友会成立。
１０月２４日　学校党委理论中心组召开十九大

精神专题学习研讨会，学校党委副书记孙善学主持

学习，中心组成员丁立宏、王传生、徐芳、孙昊哲等参

加学习，校长付志峰列席会议。

１０月２６日　学校举行首场学习十九大精神专
题辅导报告会，十九大代表、学校党委书记冯培以

“把握精神实质，奋进新的时代”为题，向学校干部师

生解读了十九大形成的三大成果，剖析了十九大报

告的内在逻辑，深入解读了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内涵，

布置了学校学习十九大精神的总体思路，即报告和

党章一起学、现实和历史对比看、理论和实践关联

想、思想和工作同步行，副校长王传生主持报告会，

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等十多家媒体到现场进行采

访报道。

１０月２７日　学校大学生合唱团在中国合唱协
会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合唱节上获金奖１项、银奖１
项，其中，人声组合合唱 Ｃｉａｏ，Ｂｅｌｌａ，Ｃｉａｏ及原创编
曲左偏Ｒａｉｎ获声乐组合（阿卡贝拉）金奖；混声合唱
组合唱Ｊ‘ｅｎｔｅｎｄｓｌｅｍｏｕｌｉｎ（《我听见风车声》）及《春
天来了》获混声合唱组银奖。

１０月２８—３０日　学校副校长杨开忠带领学校
部分师生深入甘肃省天水市国家级贫困县甘谷县开

展县域发展实地调研活动，调研组走访了甘谷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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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业、商贸、旅游、教育、医疗及城镇化建设领域

代表性基地，并指出甘谷县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

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

支撑力不强、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及资源开发不充

分等方面，在实践中深入学习了十九大报告。。

１０月２９日　学校举行“校友·再惠”２０１７年校
友值年返校大会，学校党委书记冯培、校长付志峰为

校友卡开卡，首批校友卡惠及人数达１５９１人。大会
结束后，学校举行了“共畅十九大，共勉新征程”

１９９４级研究生单考班主题座谈会，学校党委书记冯
培与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工，中共北京

市西城区委书记卢映川在座谈会上共同宣讲了党的

十九大精神。

１１月

　　１１月１日　学校与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
举办２０１７北京国际青年旅游季成果展示暨学校第
三届国际文化节，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于

干千，老挝驻华大使馆教育文化处一等秘书本恒·

西哈拉、翁秦·赛雅翁，塞拉里昂驻华大使馆一等秘

书罗伯特·科罗马，柬埔寨驻中国学生会主席吴天，

学校校长付志峰、党委副书记徐芳、副校长杨开忠出

席了开幕式。

１１月１６—１７日　学校举行第八届哈博·高校
（经管）博士学术论坛，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５０余位专家学者、１６０余名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届
论坛，２００余名硕士研究生参会旁听了本届论坛。学
校校长助理崔也光、研究生院院长周明生，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及学校各学院领导参加了

开幕式。

１１月１７日　学校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叶堂林为首席专家申报的“基于区域治理的京津

冀协同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获２０１７年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１１月１８日　学校经济学院与《经济综合》杂志
社联合举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

发展高端论坛暨《经济纵横》编委会议，校长付志峰、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科联）副院长、《经济纵横》杂

志社社长郭连强出席论坛并致辞。

１１月２０日　十九大代表、学校党委书记冯培为
学校工商管理学院“中国非遗传承人群培计划餐饮

类老字号非遗项目试点研修班”学员主讲“把握新思

想，奋进新时代”专题报告，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会长

邢颖、秘书长尚哈玲以及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的老字号餐饮企业相关领导及培训班学员参加了

报告会。

１１月２０日　学校党委组织“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重温入党誓词主题党日活动，学校党委书记冯培

及全体校领导、校长助理、党委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各

二级单位党组织书记在学校“党员之家”重温入党誓

词，“党员之家”同时投入正式使用。

１１月２１日　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基
本标准》入校检查组第四组专家来访学校，并对学校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检查。检查
组先后听取了学校党委书记冯培所做工作汇报、校

长付志峰所做补充报告，审阅了党建和思想政治工

作有关材料，分别召开了学习党政职能部门负责人、

教授、学院党政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宣传思

想工作和群团工作负责人、青年教师和学生座谈会，

参观了“党员之家”，走访了部分学院及重要活动场

所，并向学校反馈了检查情况。

１１月２１日　学校全面启动安全隐患大排查、大
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及火灾防控工作，学校党委副

书记孙善学、副校长孙昊哲主持召开专题工作部

署会。

１１月２６日　学校云南校友会成立。
１１月２８日　学校举行２０１７年校领导情况通报

暨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培训会，学校党委书记冯培以

“把握精神实质，奋进新的时代”为题向老同志传达、

解读了十九大精神，党委副书记徐芳参加会议。

１１月２８日　北京市委任命唐行安为中共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纪律监察委员会书记。

１１月２９日　北京高校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宣讲团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为学校师生

做“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十九大
精神主题辅导报告，学校党委副书记徐芳主持报

告会。

１２月

　　１２月 ８日　学校举办“青春心向党奋进新时
代”纪念一二·九运动８２周年文艺汇演，工商管理
学院、外国语学院、会计学院、财政税务学院、经济学

院、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信息学院、统计学院

获优秀剧目奖，学校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徐芳，纪

委书记唐行安出席活动。

１２月９—１０日　学校第二届“校友组织发展论
坛”暨深港澳校友会２０１７年年会在深圳举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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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海外、行业校友会负责人及校友代表，深港

澳校友会部分校友代表等９０余人参加了论坛。学
校党委书记冯培出席论坛。

１２月１２日　学校与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共
建的孔子学院获第十二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全球

先进孔子学院”称号。

１２月１４日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郑
吉春、办公室副主任秦蕾一行来访学校，就校园安全

工作与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并赴学校保卫处

总控室、学生宿舍、地下室等重点部位进行督导检

查，校长付志峰参加座谈并陪同检查。

１２月１６日　学校中国流通研究院与中国国际
电子商务中心内贸信息中心共同举办“回顾２０１７，展
望２０１８———十九大精神引领中国流通发展”中国流
通三十人论坛（Ｇ３０）２０１７主题年会，Ｇ３０理事长、商
务部原党组成员、部长助理黄海，Ｇ３０副理事长、中
国人民大学教授马龙龙出席年会。

１２月２３日　学校举办 ２０１７年城市国际化论
坛，论坛以“‘一带一路’欧亚合作与发展”为主题，

旨在搭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城市与世界的发展趋势

对接的经验分享平台，来自８个省市的１００余名专
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校长付志峰出席论坛并

致辞。

１２月２６日　学校举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第
六届“经贸榜样”颁奖典礼，学校党委书记冯培、校长

付志峰、副校长丁立宏、党委副书记徐芳、纪委书记

唐行安出席典礼。

１２月２５日　学校成立工商管理（６０年代）校
友会。

１２月２８日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
心公布全国高校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学校６个一
级学科参评，参评率６０％，其中，应用经济学、统计
学、工商管理评估结果为 Ｂ＋（学科整体水平得分
位次百分位为１０％～２０％），管理科学与工程评估
结果为Ｂ（学科整体水平得分位次百分位为２０％ ～
３０％），理论经济学评估结果为 Ｂ－（学科整体水平

得分位次百分位为３０％ ～４０％），公共管理评估结
果为Ｃ＋（学科整体水平得分位次百分位为４０％ ～
５０％）。

１２月２８日　中国共产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
四次党员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学校召开，中共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全体党员代表参

加，上届党委负责同志冯培主持大会。大会审议并

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报告、大会主席团名

单、秘书长名单、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议程。

１２月２９—３０日　中国共产党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学校召开，北京市委副秘

书长郑登文、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组织处副调

研员窦海超出席大会。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上届

党委负责同志冯培代表中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三

届委员会向大会做的“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 为

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财经大学而努力奋斗”工作

报告，书面审议并通过了纪委工作报告，并选举产生

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四届委员会、纪律监察委员

会，２１人当选党委委员，９人当选纪委委员，表决通
过了《中国共产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四次党员代

表大会关于第三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

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关于第三

届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１２月　学校会计学、金融学专业入选北京市属
高校一流专业建设名单。

１２月　学校２６人获北京市教委教师队伍建设
类（人才强教四期）项目资助，其中，５人入选高层次
人才引进，２支团队入选创新团队建设提升计划，２
人入选长城学者培养计划，８人入选特聘教授计划，９
人入选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划。

１２月　学校获评教育部颁发的“全国国防教育
特色学校”称号。

１２月　学校１４件新闻作品分获中国高校校报
协会、北京高校新闻与文化传播研究会评选的２０１６
年度好新闻奖通讯类、版面类、新闻摄影类、消息类、

微博微信类一、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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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党政领导

　　冯培　党委书记
１９６０年７月出生，北京人，汉族，中共党员，管理

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

１９８４年 ８月获北京工业大学工学学士学位，
１９８８年６月获清华大学法学双学士学位，２００８年６
月获北京工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

１９８４年８月至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历任北京工业大
学团委宣传部长、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任北京工业大学党委常委、党委
副书记；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
党委副书记；

２０１０年４月，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常委、
党委书记；

２０１６年７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党
委书记。

主要社会兼职：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高校党建研究会监事

长；中国高教学会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分会副理事长；

中国高教学会公共关系专业教育委员会副理事

长等。

分管工作：负责学校党委全面工作，学生工作，

就业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建

设工作。

主管部门：党政办公室，学生处，学生工作部，武

装部，研究生工作部，团委，机关党委。

联系院系：工商管理学院、劳动经济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

付志峰　校长
１９６５年５月出生，河北人，汉族，九三学社社员，

材料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１９８４年获天津大学高分子化工专业学士学位，
１９８７年获天津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硕士学位，１９９９
年获北京化工大学材料学博士学位。

１９８７年至２００７年１月，历任北京化工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聚合物工程系系主任、研究生院

院长；

２００７年１月，任北京化工大学副校长；

２０１０年７月，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
主要社会兼职：北京市政协委员。

分管工作：负责学校行政全面工作，学科建设工

作，研究生教育工作，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审计工作，

保卫工作。

主管部门：研究生院，国际合作交流处（港澳台

办公室），审计处，保卫处，保卫部。

联系院系：信息学院、金融学院。

孙善学　党委副书记（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免）
１９６６年８月出生，河北滦南人，汉族，中共党员，

理学博士，研究员。

１９８７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１９９０年获
中国地质大学理学硕士学位，２００６年获中国科学院
理学博士学位；

１９９３年７月至２００１年２月，历任中国地质大学
办公室副主任、“２１１工程”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１年２月至２００３年６月，历任北京市教委科

学技术与研究生工作处处长，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

２００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２月，任北京市教委委员
（副局级），其中，２００４年９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任北京
市教委人事处处长。

２０１２年２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党
委副书记。

主要社会兼职：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学术

委员；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会员；北京市青年联

合会常委、教育界别主任；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副会

长；中国职业教育学会信息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首

都学习型社会研究院院长。

分管工作：学生工作，就业工作，安全稳定与保

卫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建设

工作，基建工作，校园规划工作。

主管部门：学生处、学生工作部，武装部，保卫

处、保卫部，研究生工作部，基建处，团委。

联系院系：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玉华　党委副书记（２０１７年３月免）
１９５６年８月出生，北京人，汉族，中共党员，经济

学学士，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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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 ７月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贸易经济
专业；

１９９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历任北京经济学
院经济系党总支副书记兼副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党委常委、组织统战部

部长；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
党委副书记。

分管工作：组织、干部、统战工作，党校工作，离

退休工作。

联系院系：信息学院、法学院。

杨世忠　纪委书记（２０１７年８月免）
１９５７年５月出生，云南思茅人，汉族，中共党员，

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

１９８２年７月获河北地质学院地质经济管理系经
济学学士学位，１９８８年７月获北京经济学院财政会
计系经济学硕士学位，２００７年６月获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学博士学位；

１９９１年６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历任北京经济学
院财政会计系副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

院长；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历任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
纪委书记、副校长；

２０１１年３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纪
委书记；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成

本研究会常务理事，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

分管工作：纪检、监察工作，工会、教代会工作，

协助校长分管审计工作。

主管部门：纪委办公室，监察处，工会。

联系院系：会计学院。

徐芳　党委副书记（２０１７年３月任）
１９７０年 １０月出生，辽宁大连人，汉族，中共党

员，经济学博士，教授。

１９９２年获哈尔滨工程大学法学学士学位，１９９５
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２００１年获中国
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２００３年７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历任中国人民大
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书报资料中心

副主任，其间，２００５年８月至２００６年８月，任美国康
奈尔大学人力资源研究系访问学者；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挂职任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

２００９年２月，任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任中共密云县委常委、县委宣传

部部长（副局级）；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参加北京市第五期
区县局级领导干部研修班学习；

２０１４年１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
校长。

２０１７年３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党
委副书记。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副会长、北京

科技人才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常委。

分管工作：宣传思想工作，教职工思想政治工

作，工会、教代会工作，离退休工作。

主管部门：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教师工作

部，工会，离退休工作处，档案馆、校史馆。

联系院系：文化与传播学院、外国语学院、国际

学院。

丁立宏　党委常委、副校长
１９６２年６月出生，江苏苏州人，汉族，中共党员，

经济学硕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

１９８４年 ８月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统计专业，
１９９７年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１９９４年６月至２００４年５月，历任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统计系副主任、主任，学校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４年５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历任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校长助理兼党政办公室主任、发展规划处

处长；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中国投资

学会理事；中国投资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国家统计

局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统计学会

顾问等。

分管工作：人事工作，发展规划工作，对外联络

合作工作，信息化建设工作。

主管部门：人事处、发展规划处（高等教育研究

所）、对外联络合作处、信息处（教育技术中心）。

联系院系：统计学院、财政税务学院、国际经管

学院。

王传生　党委常委、副校长
１９６１年 １１月出生，辽宁北票人，汉族，中共党

员，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１９８９年 ７月获阜新矿业学院工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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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４月获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工学博士学位；
１９９９年３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历任山东工商管

理学院管理系副主任、教务处处长；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务处
处长；

２０１０年７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
校长。

主要社会兼职：教育部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分管工作：本科教学、招生工作，体育工作，继续

教育工作，资产管理工作，信息化建设工作，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和附属中学工作。

主管部门及单位：教务处（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

中心）、资产管理处、图书馆、校医院。

联系院系：体育部、继续教育学院。

孙昊哲　党委常委、副校长
１９７２年１月出生，天津蓟县人，汉族，中共党员，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１９９６年 ７月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学士学
位，２００４年７月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２０１１年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２００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９月，历任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团委常务副书记、书记，学生工作处（部）处长，

资产管理处处长，校长助理，党委常委、校长助理；

２０１３年９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
校长。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教育后勤协会常务理事；北

京高校后勤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市丰台区人大代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

分管工作：后勤工作，红庙校区管理工作。

主管部门：后勤管理处、资产管理公司。

杨开忠　党委常委、副校长（２０１７年５月任）
１９６２年１月出生，湖南常德市人，汉族，中共党

员，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１９８３年８月本科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地理学系
地理学专业，１９８５年１２月获北京大学地理学系自然
地理学专业硕士学位，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获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至１９８６年３月，任中国科学院地
理所实习研究员；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０年１１月，任北京大学城市
与环境学系博士后；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历任北京大学城

市与环境学系、经济学院教师、副教授、教授，城市与

环境学系主任、城市与环境学系遥感与地理信息系

统研究所所长、城市与环境学系暨遥感与地理信息

系统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历任北京大学政
府管理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首

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北京大学副秘书长兼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北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北京市发展与

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兼发展规划部

部长；

２０１７年５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
校长。

主要社会兼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

联合创新中心”主任；北京专家联谊会副理事长；国

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旅游智库专家；中

国经济学奖评奖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区域科学协

会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生态文明研

究与促进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福建省等省市人民政

府顾问或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分管工作：科研工作，基建工作。

主管部门：科研处、基建处、杂志总社。

联系学院：经济学院、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

学院。

唐行安　纪委书记（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任）
１９７０年３月出生，山东青州人，汉族，中共党员，

工学硕士，高级政工师。

１９９４年９月获北京科技大学金属压力加工系金
属压力加工专业工学学士学位，１９９７年４月获北京
科技大学金属压力加工系金属塑性加工专业工学硕

士学位；

２００７年６月，任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组织部副
部长；

２０１３年５月，任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组织部常
务副部长；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
纪委书记。

分管工作：纪检、监察工作。

主管部门：纪委办公室、监察处。

联系学院：会计学院、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法

学院、华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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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在学院 获得时间

１ 柯文进 工商管理学院 １９９３年

２ 高闯 工商管理学院 １９９８年

３ 丁立宏 统计学院 ２０００年

４ 张强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２００２年

５ 杨开忠 会计学院 ２００２年

６ 杨世忠 会计学院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第十三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在学院

１ 纪韶 劳动经济学院

２ 闫华红 会计学院

２０１７年新增学术硕士生导师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在学院 专业

１ 李青淼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区域经济学

２ 缪明月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城市经济与战略管理

３ 陆文婷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４ 郝宇彪 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

５ 董香书 经济学院 经济思想史

６ 黄亮华 会计学院 会计学

７ 林乐 会计学院 会计学

８ 王伟 会计学院 会计学

９ 张馨艺 会计学院 会计学

１０ 陈书洁 劳动经济学院 人力资源开发与人才发展

１１ 魏华颖 劳动经济学院 人力资源开发与人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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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所在学院 专业

１２ 苗仁涛 劳动经济学院 人力资源开发与人才发展

１３ 盛亦男 劳动经济学院 人口学

１４ 毛琦 文化与传播学院 媒介经营与管理

１５ 何磊 文化与传播学院 媒介经营与管理

１６ 刘经纬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７ 闫志强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８ 杨艳红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９ 王洁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

２０ 孙昊哲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２１ 何锦前 法学院 经济法学

２２ 沈俊山 统计学院 统计学

２３ 古楠楠 统计学院 统计学

２４ 刘欣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２０１７年新增专业硕士生导师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在学院 专业

１ 陆文婷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２ 郝宇彪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３ 阎峻 会计学院 会计、审计

４ 黄亮华 会计学院 会计

５ 林乐 会计学院 会计

６ 王伟 会计学院 会计

７ 张馨艺 会计学院 会计

８ 刘经纬 信息学院 工程硕士（软件工程）

９ 闫志强 信息学院 工程硕士（软件工程）

１０ 孙昊哲 法学院 法律

１１ 何锦前 法学院 法律

１２ 赵大萍 金融学院 金融

１３ 沈俊山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１４ 刘欣 外国语学院 翻译

１５ 姚成贺 外国语学院 翻译

１６ 石海毓 外国语学院 翻译

１７ 张春平 财政税务学院 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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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教学岗位正高职聘任人员名单

序号 部门 岗位级别 姓名

１ 校领导

二级教授 杨开忠

三级教授 冯培　付志峰　杨世忠　丁立宏　王传生

四级教授 孙善学（研究员）　徐芳

２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

学院

二级教授 张强

三级教授 段霞　王德起　安树伟　麻宝斌

四级教授
王文　彭文英　张贵祥　张杰　徐君　叶堂林　刘业进　刘欣葵
张国山　赵秀池

３ 工商管理学院

二级教授 高闯

三级教授 柯文进　张映红　赵慧军　吴冬梅　柳学信

四级教授
赵艳　蔡红　宋克勤　徐炜　佘镜怀　郭卫东　范合君　陈立平
李云鹏

４ 经济学院

二级教授 杨春学

三级教授 郎丽华　王军　廖明球　刘宏

四级教授
徐雪　李雪　马方方　张弘　李婧　徐则荣　沈宏亮　康增奎
董烨然　赵家章　王钰

５ 会计学院

三级教授 汪平　马元驹　崔也光

四级教授
王海林　李百兴　闫华红　贺宏　顾奋玲　段新生　王凡林
栾甫贵　杨鹃　邹颖　蔡立新　赵天燕

６ 劳动经济学院

二级教授 童玉芬

三级教授 吕学静　张琪　纪韶

四级教授
亓昕　赵耀　朱勇国　吕新萍　齐明珠　王桂胜　徐斌　宋湛
冯喜良　张杉杉　肖周燕

７ 文化与传播学院 四级教授
吴伟凡　王昕　张小乐　郭媛媛　王瑞昌　石刚　郑文明　朱琳
杨同庆　彭利芝

８ 信息学院

二级教授 杨一平

三级教授 马慧　张军

四级教授
牛东来　徐天晟　高迎　陈炜　姚翠友　金继东　刘克强
尚华艳

９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三级教授 吕淑然

四级教授 王勇毅　郭晓宏　李洪枚　何向军　王庆　马峻

１０ 财政税务学院

二级教授 郝如玉

三级教授 蔡秀云　丁芸　赵仑

四级教授
姚东旭　杨全社　曹静韬　梁美健　王竞达　赵书博
李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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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部门 岗位级别 姓名

１１ 法学院

三级教授 喻中　李晓安

四级教授
金晓晨　米新丽　谢海霞　王显勇　张世君　沈敏荣
高桂林　王剑波　刘　颖　翟业虎

１２ 金融学院

二级教授 王曼怡

三级教授 蒋三庚　谢太峰　尹志超

四级教授 朱超　巩云华　祁敬宇　高杰英　李新　方兴　龙菊　周晔

１３ 统计学院

二级教授 纪宏

三级教授 马立平　刘黎明　张宝学

四级教授 刘娟　郭文英　刘强

１４ 外国语学院
三级教授 程虹

四级教授 高秋萍　郝钦海　刘重霄　朱安博　赵海燕

１５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三级教授 刘冠军

四级教授 王小莹　李丽娜　王文鸾　王瑞昌　李久林　周宇宏　谷军

１６ 继续教育学院 二级教授 田新民

１７ 科研处 二级教授 祝合良

１８
研究生部、研究生工

作部

三级教授 周明生

四级教授 阮敬

１９ 教务处 四级教授 张学平

２０ 审计处 四级教授 许江波

２１ 工会 四级教授 刘颖

２２ 体育部 四级教授 蒋薇　廖彦罡　贺慨

２３ 国际学院 四级教授 王少国

２４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四级教授 刘文川

２５ 图书馆 四级教授 吴启富

２０１７年教学岗位副高职聘任人员名单

序号 部门 职称名称 姓名

１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一级副教授 武永春　刘智勇　吴庆玲　谭善勇

二级副教授
周伟　王晖　单吉　刘正恩　张智新
赵文　李强　冯浩　刘水杏　马洪波

三级副教授
张昕　徐虹　王霖琳　邬晓霞　王蕾
李青淼　潘娜　缪明月　吴康　姜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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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部门 职称名称 姓名

２ 工商管理学院

一级副教授
肖霞　陶峻　赵冰　周永强　张祖群
崔佳颖　张晗

二级副教授
陈超　宋云　赵越　罗鹏　卢志明　尹丽萍
陈蔚珠　翟春娟　林力　杨震

三级副教授

孙月婷　田正育　韩光军　陈庆　程丽霞
李佳　卢宇　黄苏萍　高中华　关鑫
陆文婷　彭广茜　孙喜　王振江　涂建民
曹兰　刘建梅　邱琪

３ 经济学院

一级副教授

周华　燕秋梅　朱京曼　封岩　田彦
陈江　张锦冬　汪新波　兰英　王佃凯
赵涛　武晋军

二级副教授 王明荣

三级副教授

苏威　赵娟　汪洋　方明月　申萌　董香书
于晓云　辛宪　闫云凤　郝宇彪　杜雯翠
李智　蒋雪梅　陆明涛

４ 会计学院

一级副教授 袁小勇　李刚　于鹏　刘瑛　王国生

二级副教授

陈郡　张凤环　尹世芬　叶青　王海洪
袁光华　申慧慧　王淑梅　唐丽春　尤小雁
梁淑美　蒋燕辉

三级副教授
汤炳亮　阎竣　王伟　张馨艺　黄亮华
赵懿清

５ 劳动经济学院

一级副教授
吴江　陈红　唐军　刘俐伶　边文霞
黎煦

二级副教授 王晶　周施恩　范围

三级副教授

黄琦　曾宪新　魏华颖　杨旭华　陶文忠
詹婧　牟俊霖　陈小平　杨波　张航空
陈书洁　盛亦男　苗仁涛　江华　魏文一
曾雪婷

６ 文化与传播学院

一级副教授 李毅

二级副教授 赵建梅　司新丽　陆彦明　杨景越

三级副教授
贺心颖　吴三军　许敏玉　毛琦　何磊
杨伶　张蕾　母晓文　王冲

７ 信息学院

一级副教授 邵丽　郑小玲　娄不夜　张丽玮　申蔚

二级副教授 高静　武装　田瑾

三级副教授

杨艳红　卢山　康跃　白晓明　邱月
周晓磊　范?　胡磊　冀付军　孙茂华
闫志强　刘经纬　曹娜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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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部门 职称名称 姓名

８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一级副教授 孟超　陈文瑛　许联锋

二级副教授 岳忠　杨玲　陈大伟

三级副教授
李茂龄　杨静　谢中朋　李宗圣　郝鹏鹏
李伟　任冬梅　王洁　陈源

９ 财政税务学院

一级副教授 刘辉　包健

二级副教授
史兴旺　陈蕾　何辉　张晓慧　郎大鹏
赵琼　张立彦

三级副教授 黄芳娜　陈汉明　何晴　陈远燕

１０ 法学院

一级副教授 王德山　尚　李长城

二级副教授 徐丽雯　刘润仙　周平　郑文科

三级副教授 李璐玲　朱路　高雁　何锦前　尹少成

１１ 金融学院

一级副教授 施慧洪　梁万泉　王苹

二级副教授 冯瑞河　刘妍芳　王德河　王雅婷　张小红

三级副教授
李文中　唐伟霞　雒庆举　徐昕　陈奉先
余颖丰　赵然　张欲晓　马丽娜　徐新扩

１２ 统计学院

一级副教授
张慧欣　梅超群　张玉春　任韬　董寒青
朱梅红

二级副教授
张传保　郭洪伟　姚丽芳　陶桂平　聂高琴
裴艳波　李峰

三级副教授

李锋　聂力　陈江荣　于威威　张娟　宋捷
范林元　古楠楠　窦昌胜　陈红梅　沈俊山
安百国　王琳

１３ 外国语学院

二级副教授 王春花　蒋立珠　曲文洁　王宏玉　张春玲

三级副教授

高建平　张慧宇　刘　欣　刘润楠　张宏峰
姚成贺　贾冬梅　刘燕梅　白云红　石海毓
高悦伶

１４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级副教授 匡长福

二级副教授
王峻　王玉　成林萍　梁玉秋　王颖
何绍铭　杨春风

三级副教授

苏世兰　白习凤　宋恩平　周迈　王晓红
崔玲　王靖华　刘隽　张晓萍　徐辉
李厚羿

１５ 体育部

一级副教授 王伟　黎臣

二级副教授 吴春霞

三级副教授
马明非　牟春蕾　杨华　张小航　孙杨
袁荣凯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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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部门 职称名称 姓名

１６ 国际学院
二级副教授 李林立

三级副教授 许晓华　万凯艳　周磊　郭凌云　王默凡

２０１７年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正高职聘任人员名单

序号 部门 姓名 性别 职称名称 系列

１ 图书馆 杨燕玲 女 研究馆员 图书资料

２ 图书馆 张桂岩 女 研究馆员 图书资料

３ 杂志总社 牛志伟 男 编审 出版编辑

４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杨玲 女 编审 出版编辑

５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乔剑 女 编审 出版编辑

２０１７年其他专业技术岗位副高职聘任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部门 性别 职称名称 系列

１ 唐行安 校领导 男 高级政工师 思想政治工作

２ 朱宁洁 发展规划处（高等教育研究所） 女 副研究员 教育管理

３ 夏颖 财务处 女 高级审计师 审计

４ 王晓婷 财务处 女 高级会计师 会计

５ 陈学淼 财务处 男 高级会计师 会计

６ 于玉环 财务处 女 高级会计师 会计

７ 王京芳 财务处 女 高级会计师 会计

８ 马京华 财务处 女 高级会计师 会计

９ 刘红梅 审计处 女 高级审计师 审计

１０ 孙士霞 审计处 女 高级审计师 审计

１１ 沈毅直 信息处 男 高级工程师 工程技术

１２ 陈康 信息处 男 高级工程师 工程技术

１３ 韩芳 资产管理处 女 高级会计师 会计

１４ 梁耀 基建处 男 高级工程师 工程技术

１５ 王娟娟 后勤管理处 女 高级工程师 工程技术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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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部门 性别 职称名称 系列

１６ 方志 劳动经济学院 男 副编审 出版编辑

１７ 孙乐 劳动经济学院 女 副教授 思想政治

１８ 丘波澜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女 副研究员 教育管理

１９ 张玉春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女 副教授 思想政治

２０ 李宇 教育技术中心 女 高级工程师 工程技术

２１ 于建云 教育技术中心 女 高级工程师 工程技术

２２ 赵宇 教育技术中心 男 高级工程师 工程技术

２３ 张俊祥 教育技术中心 男 高级工程师 工程技术

２４ 毕振德 图书馆 男 副研究馆员 图书资料

２５ 杨阳 图书馆 男 副研究馆员 图书资料

２６ 陈梅 图书馆 女 副研究馆员 图书资料

２７ 颜丽虹 图书馆 女 副研究馆员 图书资料

２８ 刘海翼 图书馆 男 副研究馆员 图书资料

２９ 张艳 图书馆 女 副研究馆员 图书资料

３０ 王春晖 图书馆 女 副研究馆员 图书资料

３１ 刘卓 图书馆 女 副研究馆员 图书资料

３２ 赵铁琴 图书馆 女 副研究馆员 图书资料

３３ 张蕾 图书馆 女 副研究馆员 图书资料

３４ 曹艳峰 图书馆 女 副研究馆员 图书资料

３５ 周斌 杂志总社 男 副编审 出版编辑

３６ 魏小奋 杂志总社 女 副编审 出版编辑

３７ 纪长青 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男 高级工程师 工程技术

３８ 谭洁 校医院 女 副主任医师 医疗卫生

３９ 阎博 校医院 男 副主任医师 医疗卫生

４０ 王晓红 校医院 女 副主任医师 医疗卫生

４１ 杨丽蓉 校医院 女 副教授 思想政治

４２ 田冬明 校医院 女 副主任护师 医疗卫生

４３ 徐彦红 档案馆 女 副研究员 教育管理

４４ 陈蔷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女 副编审 出版编辑

４５ 薛捷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男 副编审 出版编辑

４６ 周义军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男 副编审 出版编辑

４７ 孟岩岭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男 副编审 出版编辑

４８ 王玉荣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女 副编审 出版编辑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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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新增外聘高级专家名单

序号 聘任单位 姓名 聘任类别

１ 经济学院 逄锦聚 讲座教授（续聘）

２ 文化与传播学院 李燕 兼职教授

３ 文化与传播学院 叶培贵 兼职教授

４ 文化与传播学院 王文英 兼职教授

５ 文化与传播学院 方放 兼职教授

６ 文化与传播学院 海国林 兼职教授

７ 文化与传播学院 邵玉铮 兼职教授

８ 文化与传播学院 张根铭 兼职教授

９ 文化与传播学院 杨荣兵 兼职教授

１０ 金融学院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兼职教授

１１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金海 讲座教授

１２ 国际经管学院 李奇 讲座教授

１３ 国际经管学院 范剑青 讲座教授

１４ 国际经管学院 陈宇新 兼职教授

１５ 国际经管学院 苏良军 讲座教授

１６ 国际经管学院 奥利弗·林顿 讲座教授

１７ 国际学院 杨世顺 兼职教授

１８ 国际学院 窦万兴 兼职教授

１９ 国际学院 梁曦 兼职教授

２０ 国际学院 吕立行 兼职教授

２１ 国际学院 刘宝利 兼职教授

２０１７年组织机构及负责人名单①

序号 单位 职务 姓名

１
校长助理

校长助理 戚聿东（２０１７．１０免）

校长助理 崔也光

２

３
党政办公室

主任 商筱辉

副主任 高菲（２０１７．０９免）

副主任 马晓宁

副主任（兼） 朱宁洁（２０１７．０９任）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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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名单序号只记录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在任的非兼职副处级以上人员。



续表

序号 单位 职务 姓名

４

５

６

７

党委组织部、党校

部长兼党校常务副校长 喻中（２０１７．１１任）

副部长 刘威（２０１７．０６免）

副部长 李凤磊（２０１７．１２任）

副部长、党校副校长 韩静

副部长 宋晓颖（２０１７．０５免）

副处级组织员 宋晓颖（２０１７．０５任）

８

９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挂靠）

部长兼新闻中心主任 邸燕茹

副部长 冯博（２０１７．０９免）

副部长 高菲（２０１７．０９任）

副部长兼新闻中心常务副主任（副处级） 付蓓（２０１７．０９免）

１０

１１
党委统战部

部长 邢琪（２０１７．１２任）

副部长 刘威（２０１７．０６任）

１２

１３

１４

纪委办公室、监察处

主任、处长 林卫

监察处副处长（正处级待遇） 田宏

副主任、副处长 王泽羽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学生处（学生工作部）

处（部）长兼武装部部长 马力

副处（部）长 李晓鸥

副处（部）长 姜蓓蓓

副处（部）长兼武装部副部长 冯俊鹏

１９

２０

２１

保卫处（部）

处（部）长 赵广

副处（部）长 卢萌

副处（部）长 贾学森

２２

２３
离退休工作处

处长 翟连琦

副处长 沈镅

２４
发展规划处（高等教育研究所

挂靠）
副处长 朱宁洁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教务处

（经济与管理教学实验中心挂

靠）

处长 张学平

副处长 范延英

副处长 曾庆梅

副处长兼招生办公室主任 崔颖

经济与管理教学实验中心主任（副处级） 郝海波

３０

３１ 科研处

处长 祝合良

副处长 姜红

副处长（挂职） 李善廷（２０１７．０７免）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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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单位 职务 姓名

研究生部（研究生工作部）

主任兼研究生工作部部长 周明生（２０１７．０３免）

副主任 刘玉梅（２０１７．０３免）

副主任 阮敬（２０１７．０３免）

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兼研究生部副主任 孟毅芳（２０１７．０３免）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院长兼研究生工作部部长 周明生（２０１７．０３任）

副院长 刘玉梅（２０１７．０３任）

副院长 阮敬（２０１７．０３任）

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兼研究生院副院长 孟毅芳（２０１７．０３任）

３６

３７

３８

人事处、党委教师工作部

处长兼党委教师工作部部长 邢琪（２０１７．０９任）

副处长 李玫玉

副处长 麻艳如

党委教师工作部副部长 冯博（２０１７．０９任）

副处长（兼）（不占职数） 刘文川（２０１７．０９免）

３９

４０

４１
财务处

处长 夏颖

副处长 王晓婷

副处长 陈学淼

副处长（挂职） 赵凤旗

４２

４３
审计处

处长 许江波

副处长 刘红梅

４４ 国际合作交流处 副处长兼港澳台办公室主任 黄立伟

４５ 对外联络合作处 处长 赵喜玲

４６

４７
信息处（教育技术中心挂靠）

副处长兼教育技术中心主任（副处级） 沈毅直

副处长 陈康

４８

４９
资产管理处

处长 王金宝

副处长兼红庙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王鑫

５０ 基建处 副处长 李华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后勤管理处

处长 刘学伟

党委书记兼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王春生

副处长 许纯

副处长 魏有亮

５５

５６

５７

工会

常务副主席 李民（２０１７．０１免）

副主席（正处级） 刘俊虹（２０１７．０１免）

常务副主席（正处级） 刘俊虹（２０１７．０１任）

副主席（副处级） 刘颖

副主席（副处级） 韩邦利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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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单位 职务 姓名

５８ 团委 团委书记 张彤

５９

６０
校部机关党委

党委书记 房永明

党委副书记（正处级） 王引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 张国山

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王德起

副院长 张杰

副院长 彭文英

党委副书记 杨曦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工商管理学院

院长 柳学信

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金京虎

副院长 徐炜

副院长 范合君

副院长 关鑫（２０１７．０４任）

党委副书记 李娟婷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经济学院

院长 郎丽华

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徐雪

副院长 王军

副院长 赵家章

党委副书记 蔡斌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会计学院

校长助理、院长 崔也光

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解小娟

副院长 李百兴

副院长 顾奋玲

党委副书记 孙庆福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劳动经济学院

院长 冯喜良

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王明会

副院长 童玉芬（２０１７．０１免）

副院长 范围

党委副书记 丁志艳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文化与传播学院

院长 石刚

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 付琳

副院长 郭媛媛

副院长 陆彦明

９７

第四篇　人　物



续表

序号 单位 职务 姓名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信息学院

院长 张军

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周广军

副院长 高迎

副院长 陈炜

党委副书记 季岩砚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院长 王勇毅

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陈润源

副院长 李伟

副院长 陈文瑛

党委副书记 蔡丹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财政税务学院

院长 姚东旭

学术院长（聘） 贾康

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李红霞

副院长 王竞达

副院长 何晴

党委副书记 王珂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法学院

院长 喻中

副院长 米新丽（２０１７．０３免）

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米新丽（２０１７．０３任）

副院长 张世君

党委副书记 张益铭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金融学院

院长 尹志超

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玉红玲

副院长 高杰英

副院长 王雅婷（２０１７．０４任）

党委副书记 刘辉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７

统计学院

院长 张宝学

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马立平

副院长 刘强

副院长 任韬

党委副书记 田瑜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外国语学院

院长 朱安博

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 刘文东

副院长 刘重霄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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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单位 职务 姓名

１２１

１２２
外国语学院

副院长 张宏峰

党委副书记 王海鹏

１２３

华侨学院

院长 焦勇（２０１７．１２免）

党总支书记兼常务副院长 焦勇（２０１７．１２任）

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 何丽（２０１７．１２免）

副院长（聘） 孙英

副院长（聘） 陈洪海

副院长（聘） 徐连春

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 刘冠军

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 王银江

副院长 李久林

１２７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聘） 李奇

常务副院长兼直属党支部书记（正处级） 刘文川

副院长（聘） 高静

副院长（聘） 李红军

副院长（聘） 侯蕾

１２８

１２９

１３０

体育部

主任 蒋薇

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 贺慨

副主任 王长友

１３１

１３２

１３３

国际学院

院长 王少国

直属党支部书记兼副院长（副处级） 李凤磊（２０１７．１２免）

直属党支部书记（正处级） 何丽（２０１７．１２任）

副院长 朱红

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３６

继续教育学院

院长 田新民

直属党支部书记兼副院长

（享受正处级待遇）
吴烨

副院长 刘伟

１３７

１３８

１３９

图书馆

馆长 吴启富

党总支书记兼副馆长 程显秋

副馆长 张桂岩

１４０

１４１
杂志总社

社长 牛志伟

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周斌

１４２ 档案馆、校史馆 馆长（副处级） 徐彦红

１４３

１４４
校医院

院长（副处级） 王晓红

直属党支部书记（副处级） 张艳华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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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单位 职务 姓名

１４５

１４６

１４７

１４８

１４９

１５０

１５１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 庞志平（２０１７．０１免）

总经理（正处级） 云?

党委书记 周义军（２０１７．０１任）

副总经理（享受副处级待遇） 刘荻

副总经理（享受副处级待遇） 李浩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享受正处级待遇）
周义军（２０１７．０１免）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享受副处级待遇）
朱志平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

公司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享受副处级待

遇）

杨玲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享受副处级待遇）
王学江

１５２ 美国克里夫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 中方院长（副处级） 张旭红

２０１７年从事教育工作满３０年教职工名单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张国山

工商管理学院 涂建民　林力　王振江

经济学院 陈江

会计学院 林光泽　陈郡　袁小勇　杨鹃　刘瑛

劳动经济学院 王晶　张琪　吴江

文化与传播学院 韩丽

信息学院 田谨　石新玲

财政税务学院 张春平　蔡秀云

金融学院 刘民俐

外国语学院 张春玲　范培林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冠军　王峻　苏世兰　王玉

国际学院 秦书杰

继续教育学院 王树明

校部机关 刘希光　郑威　陈卫清　周婷　沈毅直　李宇　孙向民

后勤管理处 赵洁　皮少军　张传祥

图书馆 马秀英　陶慧华　张桂岩

校医院 高振河

资产管理公司 王世海　杨殿臣　宋国繁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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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新增后备学科带头人名单

序号 所在单位 姓名 入选类别

１ 工商管理学院 关鑫 专业课

２ 工商管理学院 赵冰 专业课

３ 经济学院 王明荣 专业课

４ 经济学院 闫云凤 专业课

５ 劳动经济学院 黎煦 专业课

６ 信息学院 刘经纬 专业课

７ 金融学院 陈奉先 专业课

８ 文化与传播学院 何磊 公共课

９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隽 公共课

２０１７年新增中青年骨干教师名单

序号 所在单位 姓名

１ 工商管理学院 孙忠娟

２ 工商管理学院 李研

３ 经济学院 陈建先

４ 经济学院 郝宇彪

５ 经济学院 黄灿

６ 经济学院 蒋雪梅

７ 会计学院 林慧婷

８ 会计学院 林乐

９ 劳动经济学院 毛畅果

１０ 劳动经济学院 魏文一

１１ 劳动经济学院 陈书洁

１２ 劳动经济学院 李晓曼

１３ 信息学院 王汀

１４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谢中朋

１５ 法学院 何锦前

１６ 法学院 尹少成

１７ 法学院 陈寒非

１８ 金融学院 赵大萍

１９ 金融学院 刘威仪

２０ 统计学院 范林元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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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退休人员名单

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办理退休时间

１ 会计学院 付磊 男 ２０１７年１月

２ 继续教育学院 丁浩然 男 ２０１７年１月

３ 保卫处（部） 葛树明 男 ２０１７年１月

４ 统计学院 孙激流 男 ２０１７年１月

５ 后勤管理处 唐伟 男 ２０１７年１月

６ 工会 李民 男 ２０１７年１月

７ 统计学院 李宇 女 ２０１７年１月

８ 金融学院 李树生 男 ２０１７年１月

９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庞志平 男 ２０１７年２月

１０ 劳动经济学院 王静 女 ２０１７年２月

１１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治? 男 ２０１７年３月

１２ 经济学院 胡晖 女 ２０１７年３月

１３ 法学院 焦志勇 男 ２０１７年４月

１４ 后勤管理处 牛秀芳 女 ２０１７年４月

１５ 统计学院 常虹 女 ２０１７年４月

１６ 城市学院 祝尔娟 女 ２０１７年４月

１７ 党政办公室 朱玉华 女 ２０１７年４月

１８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杨玉强 男 ２０１７年５月

１９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史祝国 男 ２０１７年５月

２０ 教育技术中心 傅星 男 ２０１７年５月

２１ 档案馆、校史馆 施振东 男 ２０１７年６月

２２ 资产管理处 仇丽 女 ２０１７年６月

２３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张庆义 男 ２０１７年６月

２４ 工商管理学院 解永秋 男 ２０１７年６月

２５ 后勤管理处 杨红枫 男 ２０１７年６月

２６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谢俊芳 男 ２０１７年７月

２７ 对外联络合作处 何军 男 ２０１７年７月

２８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赵韵玲 女 ２０１７年７月

２９ 会计学院 刘文辉 女 ２０１７年７月

３０ 图书馆 郭静美 女 ２０１７年７月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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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办理退休时间

３１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赵欣欣 男 ２０１７年８月

３２ 人才交流中心 王秀玉 女 ２０１７年８月

３３ 校医院 张玉梅 女 ２０１７年８月

３４ 科研处 王爱玲 女 ２０１７年９月

３５ 外国语学院 范培林 女 ２０１７年９月

３６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亚军 男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３７ 经济学院 郭强 男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３８ 会计学院 李慧丽 女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３９ 教务处 贾卫星 男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４０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宝君 男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４１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蒋文京 女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４２ 会计学院 石彦文 女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４３ 图书馆 郭克田 男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４４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世海 男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４５ 会计学院 王健琪 女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４６ 劳动经济学院 赵耀 女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４７ 图书馆 张静 女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４８ 校医院 苏文霞 女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２０１７年去世人员名单

退休

申桂英　钱爱琴　果春江　卢朝荣　王海江　孙国宾　米学斌　马德海　李洪达　甘祖雄　陈小云　潘政
吴粤遷　钟立辉　李俐　史祝国　李大诚　韩世和　刘金岩　吴孟娴　吴志强　丛惠珠　段邦玫　李金水
刘新华　瞿宁武　王竹君

离休 吕之瑶　渠川城　孟万山　程恩　张世荣　张洁　李慕真　张鸣林

在职 李景龙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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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３月１９日，学校学生获第
九届尖烽时刻“联通杯”商

业模拟大赛总决赛 ＭＢＡ
组一等奖

中图　３月２０日，学校与北京市
地方税务局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

下图　５月１３日，学校获第五届
提案中国·全国大学生模

拟政协提案大赛二等奖

９８



上图　８月６—１０日，学校党委副书记
孙善学一行赴新疆和田地区对

２０１７级新生、在校贫困生及部分
校友进行家访

中图　９月，学校信息学院本科生周雨
萌及其指导教师郭高卉子分获第

七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计算机应用

能力与信息素养大赛一等奖、教

师组冠军奖，图为郭高卉子（右

三）领奖

下图　９月２２日，学校获第二届全国大
学生城市管理竞赛一等奖３项、
二等奖１项、优秀奖１项

０９



　

上图　１０月１４—１５日，学校参赛队
在首都高等学校第九届秋季

学生田径运动会上获金牌 １
枚、银牌 ５枚、女子团体总分
第７名，图为统计学院学生裘
娜（右二）获女子１００米金牌

中图　１０月２１日，副校长杨开忠、教
务处教师及学生代表一行参观

用友产业园

下图　１０月２７日，学校体育部教师高
寒（前排左二）、劳动经济学院

２０１３级本科生刘硕、统计学院
２０１４级本科生裘娜（前排左
三）获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首都
高校田径优秀教练”“优秀运动

员”称号

１９



上图　１１月１４日，学校组织百名研究生
参加“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２０１７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
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

中图　１１月 １７—２３日，学校游泳队 １３
名运动员参加第十七届全国大学

生游泳比赛，取得１金、３银、３铜
的成绩

下图　１１月２４日，学校举行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学年“中学生逛校园”系列活动，图

为学校教师纪长青为北京市丰台

区第二中学部分高三学生介绍智

慧教室功能

　

２９



上图　１１月２７日，学校继续教育
学院举办重庆酉阳培训者

培训

中图　１２月２６日，学校举行“不
忘初心 砥砺前行”第六届

“经贸榜样”颁奖典礼，图

为校党委书记冯培为国家

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获

奖代表颁奖

下图　１２月２６日，学校举行“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第六届“经

贸榜样”颁奖典礼，图为校长

付志峰为校长奖学金获得者

颁奖

３９





本（专）科教育

概　况

　　学校设教务处负责本科、专科教育教学工作。
教务处下设教务科、考务科、教学研究与质量科、信

息科、实践教学办公室、学籍办公室和招生办公室７
个科室，主要承担学校全日制本专科生的教学管理、

教学建设与改革工作。现有职工２２人，其中，高级
职称３人，中级职称１６人，中级以下３人。
２０１７年，学校在教学质量方面加大培育力度，本

科教学取得系列成果。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获批４０项立项项目；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类项目
“经贸众创空间”获批教育部２０１７年第一批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目；２名教授获北京市第十三届教学名
师奖，１名教授入选２０１６年北京市“高创计划”教学
名师；２个专业入选北京市属高校首批一流专业建设
名单；２名教师在第三届（２０１７）高校数学微课程设
计竞赛中获奖；６２名教师获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课堂教
学优秀奖，６７项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１２门校级
微课程建设项目获批立项。完成２８名新聘教师的
审批备案，为师资队伍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首次利

用教务管理系统处理教学研究、学科竞赛指导等教

学成果，并将其纳入教师考核聘任体系。完成多项

教学质量报告，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标准体系。

在教学改革方面，“外培”“双培”“实培”计划深

入实施，新增广告学、传播学双培计划，加强本科人

才交叉培养；１６名学生前往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美国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国外３所高校进行为期２
年的学习生活；积极拓展“暑期国际学校”，校内外搭

建平台，增设法语专业，首次招收澳门保送生，加强

本土国际化；北京市军队转业干部进高等学校进行融

入式带薪脱产教育培训工作首次落地；大力推进课程

综合改革，１２门校级微课程，２门校级双语（全英文）
教学示范课程，新增通选课３０门次，开展６门课程慕
课建设；２０１７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已形成“多样性＋
自主性＋协同性”的人才培养体系，改革选课、考试模
式，推动数学类、英语类通识教育必修课改革，大学英

语课堂首次引进１４名外教，积极推进学分制建设；强

化创业创新教育，“５＋Ｎ”实践教学体系初步形成；推
动实践教学资源建设，４０个项目入选２０１７年国家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２７个项目入选２０１７年北
京市“实培计划”；强化学校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检

测，确保毕业论文（设计）含金量；加强学业过程管理，

形成对学困生学习过程追踪帮扶机制；组织课堂教学

质量状况调研，完善教学评价机制和教学奖励体系；

继续引入外部机构，开展在校生培养全程跟踪评价和

应届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评价。

（曾庆梅）

教学质量与建设

【新增３０门通选课】　６月，学校依据《通识教育选
修课课程管理办法》，梳理保留了３３８门课程，将通
选课分为创业创新与就业类、语言与跨文化交流类、

国学与历史类、健康与艺术类、哲学与伦理类、数学

与科技类、法律与公民修养类和校际选修类８个类
别；９月，学校征集通识教育选修课，３０门课程通过
通选课审核委员会专家审核。

（陈海沐）

【丝绸之路文创暑期班】　７月，学校师生１０人参加
由香港理工大学主办的“一带一路”青年学习及交流

计划暨丝绸之路文创暑期班，分别在哈萨克斯坦的

阿拉木图、阿斯纳塔以及中国的北京、西安、敦煌等

城市参加了以“可持续发展概况与应用”和“丝绸之

路东段文化简史”为主题的学习考察活动，包括参加

关于新能源利用、生物器官再造、文化考古等方面１０
余次专题讲座，学习科学技术、历史文化知识，积极

参与互动并深入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探讨青年人

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陈海沐）

【入选北京市属高校首批一流专业】　１２月，学校会
计学、金融学专业入选首批北京市属高校一流专业。

（崔峰）

５９



【第三届（２０１７）高校数学微课程设计竞赛获奖】　学
校统计学院教师叶飞获第三届（２０１７）全国高校数学
微课程设计竞赛华北赛区一等奖、第三届（２０１７）北
京高校数学微课程设计竞赛一等奖；张赛茵获第三

届（２０１７）北京高校数学微课程设计竞赛二等奖。
（崔峰）

【“外培计划”实施】　９月，学校根据北京市教委要
求派出１６名学生前往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美国加州
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国外高校进行为期２年的学习
生活。

（崔峰）

【专业及公共基础课建设】　学校以专业建设为平
台，以教学理念、方法、模式创新以及课程建设为基

本内容，深化全校性公共基础课教学改革，促进国际

化人才培养模式试点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提高本科

教育教学质量，经院（系）申报，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审议，最终对１５个学院的所有专业、６个学院的公共
基础课进行立项建设，资助金额共计６４６．５２万元。

（崔峰）

【校级双语（全英文）教学示范课程建设】　学校财
政税务学院教师何晴负责的“西方财政学（双语）”、

金融学院教师方兴负责的“金融工程学（双语）”２门
课程获批２０１７年校级双语（全英文）教学示范课程。

（崔峰）

【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　学校有６７个项目
获批２０１７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

２０１７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负责人 申报单位

１ 构建具有首经贸特色的通识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重大项目 陆彦明 文化与传播学院

２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重点项目 李强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３ 公选课课堂教学效果提升与教学方法改进研究 重点项目 叶堂林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４
城市经济学之于首都城市发展的内容设计及应

用研究
重点项目 王德起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５ 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评价研究 重点项目 佘镜怀 工商管理学院

６
“企业—教师—学生”三位一体的沉浸式能力培

养型教学体系研究
重点项目 张晗 工商管理学院

７ 专业微信公众号教学资源挖掘与利用研究 重点项目 赵艳 工商管理学院

８ 经济类专业高等数学教学内容优化研究与实践 重点项目 周华 经济学院

９
创新创业教育理念下学生专业知识与能力测评

改革
重点项目 刘瑛 会计学院

１０
基于“学习共同体”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

践———以《审计学》课程为例
重点项目 袁小勇 会计学院

１１ 学评教与组织支持对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影响 重点项目 唐军 劳动经济学院

１２ 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创业多维教学体系建设 重点项目 黄琦 劳动经济学院

１３
赛教融合模式下高校 ＨＲＭ沙盘实训教学效果
研究

重点项目 边文霞 劳动经济学院

１４
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的新闻传播史论与

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重点项目 贺心颖 文化与传播学院

１５
基于ＳＰＯＣ的计算机类课程教学流程改革与
创新

重点项目 高迎 信息学院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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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负责人 申报单位

１６ 地方财经院校财政学类专业建设的路径研究 重点项目 何晴 财政税务学院

１７ 法律视频案例在《合同法》课堂教学中应用研究 重点项目 王德山 法学院

１８ 科研导向的金融专业本科教学模式研究 重点项目 施慧洪 金融学院

１９
微时代下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多样化教学

模式研究与实践
重点项目 郭文英 统计学院

２０
我校文科专业《微积分》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探

索研究
重点项目 聂高琴 统计学院

２１
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英语教学主体人文性建构

研究
重点项目 刘重霄 外国语学院

２２ 戏剧教学法在留学生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与创新 重点项目 栾育青 国际学院

２３
“双一流”战略下地方高校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

改革与探索
重点项目 陈海沐 教务处

２４
“一带一路”战略下系统思维式的本科国际化人

才培养体系研究
重点项目 段莹莹 教务处

２５
完全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下高校学籍管理新模

式探索
重点项目 刘娜 教务处

２６
依托主题活动的《土地制度与政策》课程案例教

学模式改革研究
一般项目 张昕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２７ 工商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动态培养模式研究 一般项目 赵冰 工商管理学院

２８ 学生工作视角下的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一般项目 潘镜宇 工商管理学院

２９
基于团队互动的微案例教学模式研究———以经

管类课程为例
一般项目 张松波 工商管理学院

３０ 高校学科竞赛辅导模式和运行机制创新探究 一般项目 高琼 经济学院

３１
学生发展视角下国际化教学效果研究———以国

际经济与贸易实验班为例
一般项目 汪洋 经济学院

３２
通过优化案例教学法提高《国际服务贸易》课程

教学效果的研究
一般项目 王佃凯 经济学院

３３ 创新《经贸阅读》课程课堂教学的探讨 一般项目 于晓云 经济学院

３４
我校转专业政策的运行效果分析———基于会计

学院转专业学生现状的调研
一般项目 王淑梅 会计学院

３５
基于我国会计人员管理体制要求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目标视角的本科中级财务会计教学模式创

新———翻转课堂的应用

一般项目 尹世芬 会计学院

３６ 劳动经济学卓越课程建设与教学效果提升研究 一般项目 张成刚 劳动经济学院

３７
国际视角下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数据分析能

力培养趋势分析
一般项目 李晓曼 劳动经济学院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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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负责人 申报单位

３８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微课的设计、应用与效果
评估问题研究

一般项目 雷晓天 劳动经济学院

３９
跨文化视域中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茶文化教学

研究
一般项目 张小乐 文化与传播学院

４０
学分制下推进我校工学本科考试改革的实践和

探索
一般项目 尚华艳 信息学院

４１
计算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中Ａｎｄｒｏｉｄ移动开发
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一般项目 周晓磊 信息学院

４２ 开放型实验教学模式和实验安全管理研究 一般项目 张玉春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４３ 基于慕课的混合式工程教育教学研究 一般项目 乔剑锋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４４ 《财政学》课程在本科阶段普及性推广初探 一般项目 李林君 财政税务学院

４５ 经济法课程群体系与教学内容优化研究 一般项目 何锦前 法学院

４６ 《国际经济法》双语教学的困境与改进 一般项目 金晓晨 法学院

４７ 国际法课程体系的深化与考核方式变革 一般项目 谢海霞 法学院

４８ 微课在财经类大学翻转课堂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项目 梁万泉 金融学院

４９
我校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探索与

研究
一般项目 范林元 统计学院

５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课考核方式改革研究
一般项目 谷军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５１
近现代史教学中对学生加深理解西方文化渗透

问题的探索
一般项目 匡长福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５２ 基于城市管理专业的计算机制图教学方式研究 青年项目 闫觅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５３
智能移动终端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课堂教

学中的应用研究———以行政组织学课程为例
青年项目 崔高鹏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５４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模式探索性研究 青年项目 张杨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５５ 思维导图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青年项目 杜雯翠 经济学院

５６ 基于学习行为分析的混合式教学效果研究 青年项目 孙静 会计学院

５７
互动教学和传统教学的利弊与平衡———基于首

经贸本科课堂的研究
青年项目 毛畅果 劳动经济学院

５８
基于威斯顿和格兰顿相互作用法的讨论式教学

实践
青年项目 毛艾琳 劳动经济学院

５９
学分制改革下高等财经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研究———以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为例
青年项目 胡磊 信息学院

６０ “抛锚式翻转课堂”在本科生课程设计中的应用 青年项目 王佩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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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负责人 申报单位

６１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下法学教育培养模

式的改革创新
青年项目 陈寒非 法学院

６２ 高校全英教学培养国际化人才实践效果研究 青年项目 张若希 金融学院

６３
《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课程与先修课程《数学

分析》和《高等代数》一体化教学研究
青年项目 简思綦 统计学院

６４
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与路

径研究———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为例

青年项目 连欢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６５
学生体质健康视角下的体育课程干预研究———

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我校体质健康监测数据
青年项目 牟春蕾 体育部

６６ 协同创新视阈下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青年项目 刘佳 科研处

６７ 慕课在我校学生思政课教学领域的应用研究 青年项目 郭英 校团委

（崔峰）

【校级微课程建设项目立项】　学校有１２门课程获 批２０１７年校级微课程建设立项项目。

２０１７年微课程建设立项项目一览表

序号 单位 微课名称 课程名称 负责人

１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城市经济学微课系列 城市经济学 王德起

２ 工商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微课程 电子商务 陆文婷

３ 经济学院
宏观经济学（双语）主要知

识点
宏观经济学（双语） 赵娟

４ 会计学院 会计软件应用 会计信息系统 王海洪

５ 劳动经济学院 婚姻家庭社会学 婚姻家庭社会学 黄琦

６ 信息学院
面向实践的算法设计与

实现
数据结构 白晓明

７ 信息学院
创新创业系列课程———

“互联网＋”开发设计

创新创业创意思维导论网

络工程“互联网 ＋”应用
开发

刘经纬

８ 财政税务学院 中国税制 中国税制 赵书博

９ 法学院 经济法重点难点解析 经济法 何锦前

１０ 金融学院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微课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王苹

１１ 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学（英语） 国际金融学 赵然

１２ 华侨学院 财务会计基础（英语） 财务会计基础（英语） 党轶超

（崔峰）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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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北京市“高创计划”教学名师称号】　学校根据
《北京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支持计划》和《关于开

展２０１６年“高创计划”遴选工作的通知》申报北京市
“高创计划”教学名师候选人，最终学校财政税务学

院教授李红霞入选，成为学校第４位北京市“高创计
划”教学名师。

（李萍）

【获第十三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学校根
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第十三届北京市高

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评选工作的通知》（京教高

〔２０１７〕９号）精神申报第十三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
学名师奖候选人，最终学校劳动经济学院教授纪韶、

会计学院教授闫华红获选，成为学校第２０、２１位北
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李萍）

【获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校级课堂教学优秀奖】　学校
根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奖评选与奖

励办法（试行）》的规定评选出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课堂教
学优秀奖一等奖３０人，二等奖３２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课堂教学优秀奖一等奖获奖教师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１ 冯浩　毛琦梁　闫觅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２ 王振江 工商管理学院

３ 方明月 经济学院

４ 赵天燕　赵懿清　尤小雁　杨鹃　唐丽春　叶青 会计学院

５ 詹婧　黄琦　李智　魏文一　李晓曼 劳动经济学院

６ 王冲 文化与传播学院

７ 苏薇　杨静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８ 陈蕾　张春平 财政税务学院

９ 谢海霞　兰燕卓 法学院

１０ 殷德　张小红 金融学院

１１ 张慧欣 统计学院

１２ 赵静　方俊青　王春花 外国语学院

１３ 陈天庚 体育教学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课堂教学优秀奖二等奖获奖教师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１ 李青淼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２ 孔海宁　解永秋 工商管理学院

３ 苏威　周华 经济学院

４ 王茂林 会计学院

５ 孟泉 劳动经济学院

６ 何磊　韩丽 文化与传播学院

７ 刘经纬　高静　申蔚 信息学院

８ 谢中朋　李伟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９ 王竞达　杨全社 财政税务学院

００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年鉴２０１８



续表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１０ 刘迎泽　宋成斌 法学院

１１ 李文中　黄璐 金融学院

１２ 李峰　魏晓云 统计学院

１３ 索绪香 外国语学院

１４ 张薇　肖志强 华侨学院

１５ 李厚羿　王靖华　王勇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１６ 尚英　王艳菲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１７ 张纪雯　贺慨 体育部

（李萍）

【教学督导专家换届】　９月，学校根据《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全日制本科教学督导工作条例》的规定，聘任

学校教师艾春岐、刘仲文、孟芳娥、沈大庆、孙丽、陈

春燕、庄建国、胡加荣、孙国平、刘文辉、李丁、赵青

平、钮英建、焦志勇１４人为学校教学督导组专家，聘
任艾春岐为教学督导组组长，刘仲文为教学督导组

副组长，聘期为３学年。
（李萍）

【２０１６年新聘教师任课资格审批】　学校根据《新聘
教师本科课堂教学准入制度实施办法》（首经贸政发

〔２０１４〕４号）的规定，组织了２０１６年新聘教师任课
资格审批备案工作，２８名２０１６年新聘教师取得任课
资格。

２０１６年新聘教师取得任课资格人员名单

序号 学院（部） 教师姓名

１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黄衔鸣　陈曦　颜燕

２ 工商管理学院
!

福磊　王凯　贾汇源

３ 经济学院 王俏　张冬洋

４ 会计学院 张瑶

５ 劳动经济学院 曾雪婷　唐乐

６ 文化与传播学院 王晓
"

７ 信息学院 刘冠宇　徐刚

８ 财政税务学院 范庆泉　张莉

９ 法学院 何锦前　尹少成　魏庆坡

１０ 金融学院 李亚男　张琳琬　曹红　廉永辉　高强

１１ 统计学院 安百国

１２ 外国语学院 平原

１３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萌

１４ 体育部 樊诚

（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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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培养质量评价】　学校继续委托麦可思公司对
大一至大三在校生开展在校生培养跟踪评价，对

２０１７届毕业生开展应届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
评价。

（李萍）

【制度修订】　学校修订教育教学相关制度２３项。

２０１７年教育教学相关制度修订一览表

序号 文件名称

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奖评选与奖励办法（试行）

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评价办法（试行）

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规范

４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关于提升本科课堂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５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课程修读规定

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考试管理规定

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转学管理办法

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条例

９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专业管理办法

１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办法

１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１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延长学籍管理办法

１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管理办法

１４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教材选用管理规定

１５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学成果奖评选办法

１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办法

１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设计）评选及奖励办法

１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管理规定

１９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办法

２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项目定级管理办法

２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全日制本科教学督导工作条例

２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课程管理办法

２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专科学生证、校徽管理办法

（范延英）

【教学资料检查】　学校在下半年组织全校所有教学
单位开展教学资料检查工作，整个工作分为单位自

查、学校抽查、资料展示、检查反馈和整改等几个环

节；共抽查、展示１７个本科教学单位的２８９份试卷
资料、５２８份实习报告资料和２２８份毕业论文资料，
百余位教师观展学习；教学督导组根据抽查情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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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检查报告，并反馈给各教学单位。各单位根据报

告反映的问题进行整改。

（范延英）

【２０１７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学校制定了
２０１７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包括４１个专业８０套本
科人才培养方案（含９个双培计划、４个外培计划）。
　　

（陈海沐）

教学改革与创新

【暑期国际学校项目实施】　学校启动了第五期
“暑期国际学校”项目，继续奉行“本土国际化”的

办学理念，邀请帕特里克·弗勒德等２４位境外知
名学者为本科生开设 ２４门全英文课程，４３０人参
加了学习。

（熊骞）

【英语类通识教育必修课教学改革】　学校新引进外
籍教师１４人，负责部分大学英语课程。

（熊骞）

【军转干部进高校专项培训】　学校接收军转干部学
员１６名，分别进入法学院和财政税务学院学习，并
于１２月与在校本科生同场参加了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学年
秋季学期所学课程的期末考试。

（付博）

【慕课建设】　学校组织统计学院、会计学院、信息学
院开展慕课建设，录制了《会计学基础》《计算机应

用》等课程，并补充录制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

性代数》《微积分Ⅰ》《微积分Ⅱ》等课程。
（孙亮）

【教务系统建设】　学校全面上线了教务系统的培养
方案管理、教学安排、辅修管理等功能模块，并推动

了教务系统手机端的建设，全面上线了移动签到、随

堂评教、手机查询教务信息等功能。

（孙亮）

【跨学期公共数学类课程题库考试首次施行】　学校
改革考试方式，采用自主建设和成熟试题库引进相结

合的方式，进一步提高了考试通过率，分别于３月和９
月对重修双学期公共数学类课程及重修单学期公共

数学类课程的学生开放题库考试。

（张明芳）

【一体化综合教务系统运行】　４月，学校利用一体
化综合教务系统安排本科生期末考试、成绩录入、期

末考试在线缓考申请服务。该系统可以更科学、规

范、便捷地记录本学期所有开课科目的考试方式、成

绩录入等信息，并将其推送给学院管理人员、任课老

师及考生，为他们提供方便的录入与查询服务。

（张明芳）

实践教学与创新

【入选教育部２０１７年第一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立项名单】　学校信息学院教师徐天晟负责的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类项目“经贸众创空间”获批教育部

２０１７年第一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支持公司为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欧锦林）

【入选首批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导师】

　学校推荐的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宋克勤、文化与传
播学院教授杨同庆、深圳伟力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胡军、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创新创业专家工作委员会

张春欣、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前进入选首批全

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导师。

（欧锦林）

【创业实验班导师配备】　学校为每名创业实验班学
生配备实践环节“商机调查”和“结业设计”的指导

教师，共配备校外导师专家１７人，校内导师９人。
（欧锦林）

【创业创新能力综合考评修改】　学校为落实《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

施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５〕３６号）精神，修改学生创业
创新能力综合考评制度为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

级分制，获得前四级分者可获得创新创业学分。

（欧锦林）

【组织参加“国际青年创新创业论坛２０１７”】　３月，
学校组织创业班学生 ５人参加由北京大学、香港
理工大学及东升科技园联合主办的“国际青年创

新创业论坛 ２０１７”，该活动为来自全球不同高校
的学生提供了一个交流的机会，并分享他们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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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及创业经验，开拓了参加者在这个领域的

国际视野。

（欧锦林）

【创业班师资培训】　５月１８—２１日，学校组织创业
班教研室教师１０人参加全国高校创业教师云平台
２０１７年年会，其中，参加“双创教师专业化培训———
教学设计优化与教学技能提升”课程７人、双创教育
高峰论坛３人，并重点商讨双创教育教学质量评估、
双创教育课程群设置、实践教学环节问题。１１月
１３—１４日，组织创业班３名教师参加北京市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师资专项培训，以帮助教师理解创新创

业教育方法论，熟悉创新创业知识和基本规律，熟练

掌握相关教学方法与辅导方法。

（欧锦林）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联盟创立】　６月，学校
参与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联盟的创立，并组织３
名教师参与首届双创实践新技术高峰论坛。该联盟

强调创新创业中实践环节的重要性，力争为大学生

实验、实习、实训及参加创新创业实践拓展渠道、搭

建平台、加大投入、优化服务，让学生在实践中受教

育、长才干。

（欧锦林）

【大学生学科竞赛定级管理】　学校修订《本科生学
科竞赛管理规定》《大学生学科竞赛项目定级管理办

法》，强化定级管理和动态调整，使竞赛级别与竞赛

难易程度基本一致，只有全国性竞赛没有区域赛及

其获奖证书等获奖证明的竞赛级别将调低；根据竞

赛形式特征、获奖难易程度和教师实际付出平衡奖

励金额，提出指导团体优于指导个人，指导外文参赛

优于指导中文参赛，参赛团队数量受限的竞赛获奖

优于参赛团队数量不受或少受限制的竞赛获奖等合

理化规定，并根据获奖数量递增分段赋予加权系数。

同时，学校组织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各学院申报的竞

赛项目进行审核认定，对各学院申报的１５项学科竞
赛进行定级，最终定级竞赛项目１４项，其中，Ｂ级竞
赛项目６项，Ｃ级竞赛项目１项，Ｄ级竞赛项目６项，
Ｅ级竞赛项目１项。

２０１７年新增定级大学生学科竞赛项目一览表

序号 竞赛项目名称 竞赛主办单位 校内承办单位 负责人 级别

１
全国大学生人力资源管理知识

技能竞赛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 劳动经济学院 冯喜良 Ｂ

２ “中国创翼”青年创业创新大赛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主办
学生处 姜蓓蓓 Ｂ

３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

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 信息学院 卢山 Ｂ

４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专业人才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业和信

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信息学院 卢山 Ｂ

５ 全国大学生城市管理竞赛
全国城市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

城市经济与公

共管理学院
谭善勇 Ｂ

６ 全国高校集体谈判模拟大赛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

关系分会、全国高校模拟集体谈

判大赛组委会

劳动经济学院 盛龙飞 Ｂ

７
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创业优秀

团队评审
北京市教委 学生处 姜蓓蓓 Ｃ

８ ＭＯＳ全国大赛 微软（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中国 信息学院 卢山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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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竞赛项目名称 竞赛主办单位 校内承办单位 负责人 级别

９
“百校百题”应用型创新课题

（财税领域）大赛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 财政税务学院 曹静韬 Ｄ

１０ “丰贸杯”创新创业大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处、北京

市丰台区人社局、部分高校
学生处 姜蓓蓓 Ｄ

１１ 全国“模拟市长”竞赛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管理现代化

研究会

城市经济与公

共管理学院
谭善勇 Ｄ

１２ 中国大学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城市经济与公

共管理学院
王蕾 Ｄ

１３ 全国大学生房地产策划大赛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城市经济与公

共管理学院
赵秀池 Ｄ

１４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翻译大赛

（笔译）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 朱安博 Ｅ

（欧锦林）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办法》修订】　学
校修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办法》，将“创

业”加入文件名，与教育部表述一致，并在新文件中

明确了近年实际工作中已经开展但未在旧文件中体

现的“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两种项目类型，以示

对创业教育的重视；新文件中删除了原文件中具体

的资助金额，以适应物价、通胀、经费总量控制带来

的资助变化，删除了工作流程中具体的月份，以更好

适应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上报数据时间节点变化、

学校财务经费支出时间限定，修改旧文件中的“个人

可申报”为必须“团队申报”，强化团队合作。

（欧锦林）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实施】　学校推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项目结项，印发结项证书 １０００余
份；推动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立项３３２项，１２３０余名学
生参与其中；开展了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校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结项人数比被纳入教学单位年度考核观测

点指标的背景下，收到立项申报４３３项。
（欧锦林）

【入选２０１７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　４月，学校组织开展２０１７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推荐工作，从２０１７年校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中选取重点项目

１３３项进行分组回避评审，根据学科特点和各学科的
项目数量，分为理工文法组、经济组、管理组，最终学

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评审出 ４０项推荐至教育部。９
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公布２０１７年国家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学校 ４０个项目全部入
选，其中，创新训练项目３２项，创业训练项目７项，
创业实践项目１项。

２０１７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一览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所属学院 项目负责人 项目其他成员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０１
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的安全
教育 类应用 软件

开发

创新训练
安全与环境工程

学院
翟柯

张涵　郝敏娟
雒智铭　张文文

谢中朋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０２
军民融合 ＋中小学
生社 会实践 安全

教育

创业实践
安全与环境工程

学院
何启俭 贺鹏飞　田晓瑞 杨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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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所属学院 项目负责人 项目其他成员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０３
北京市停车收费收

入对财政收入的贡

献度

创新训练 财政税务学院 杨慕瑾 刘何平　胡月 杨全社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０４
关于大学生网购行

为的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 财政税务学院 罗雪妮

张岩　刘楠
石佳慧

姚东旭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０５

财税激励政策对企

业技术创新绩效的

影响 机理及 差异

研究

创新训练 财政税务学院 董智华
宋一桐　张凯?　
秦燕川

范庆泉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０６
住房租赁市场需求

情况调研分析
创新训练

城市经济与公共

管理学院
程帅文

周雪　周艺玮
张泽斌　贾晔宁

赵秀池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０７
薪火相传二手书交

易平台
创业训练

城市经济与公共

管理学院
林美琦

张思颖　朱慧君　
丁智聃

刘智勇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０８
北京市专家参与社

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和实现途径

创新训练
城市经济与公共

管理学院
陈亚杰

安雪　年立宸
刘世群　宗雪

潘娜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０９
网民政治参与的非

理性表现及其对策

研究

创新训练
城市经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倪文颖

郭依彤　王子癑　
吴菡如　贾骁健

潘娜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１０
网络直播平台的法

律风险问题
创新训练 法学院 闫琦

王伊萱　李佳瞳　
张丹盈　张馨雨

陶盈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１１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回 收利用 问题

研究

创新训练 法学院 李帅奇
朱彬旭　于江华　
陈昊然　闫贺

米新丽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１２
法律 中的精 神病

人———精神病人与

就业

创新训练 法学院 赵紫琪
马睿　马晓妍
张乐佳

李长城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１３校园手心工作坊 创业训练 工商管理学院 罗兰
周正　张白凤
齐家蕙　王鹏莉

关鑫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１４

非正式组织的聚合、

发展与文化认同：基

于北京市广场舞团

体的研究

创新训练 工商管理学院 杨烨青
宣扬　张敬和
柴烨心

王凯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１５
“经贸通”学生一卡

通项目设计与研究
创新训练 工商管理学院 史金笛

王维澜　滕钰　
孙潇

!

福磊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１６
让更多年轻人走进

话剧———北京城区

剧场的剧目票定价

创新训练
国际经济管理

学院
黄佳 韩雨晴 李晓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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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所属学院 项目负责人 项目其他成员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１７

探究财经类高等院

校创新型人才培养

模式———以首经贸

校友导师计划为例

创新训练 华侨学院 蒋哲琪 梁宇佳　卜雨甜 刘丽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１８
建设首经贸华侨学

院便利超市
创新训练 华侨学院 石小乐

束明贤　曹璇
赵艺阳

李京宁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１９
基于人性化服务需

求优化高校图书馆

座位管理系统

创新训练 华侨学院 李思淼 吕舒雨　朱丹雨 李梦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２０
网上购物感知风险

分析与应对策略
创新训练 华侨学院 刘恪精

燕昊博　张宇晨　
关欣　李原

黄建明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２１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Ｐｌａｎ 创业训练 会计学院 张喻朝
常宇涵　潘晗
段丽娟　王金莲

宋克勤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２２
内部控制审计与盈

余管理
创新训练 会计学院 汪义臻 潘斌 赵懿清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２３

“互联网 ＋”对高等
学校会计专业毕业

生就业的影响与对

策研究

创新训练 会计学院 贾儒 程文静　赵癑 蔡立新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２４
对网络直播商业模

式未来发展趋势的

研究

创新训练 会计学院 刘美君 李鑫成　牛硕蕾 黄亮华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２５
共享单车的现状与

发展前景
创新训练 会计学院 孙乐成

张昊飞　吕紫莹　
胡宇昂

王文绪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２６
车联网背景下我国

商业车险发展及定

价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 金融学院 张慧敏 张璨　张煜彤 徐昕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２７
大学生校园微商营

销策略经济学分析
创新训练 经济学院 许若琳

崔一迪　杨硕
陈雨蔚

兰英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２８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

转型和产业结构变

迁对大学生就业的

影响

创新训练 经济学院 吕新如
岳仕凡　李煜珂　
李琦洋

陆明涛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２９
谁是压在网约车身

上的五指山？
创新训练 经济学院 朱雨洁

王楚婷　朱悦
熊佳琦

郝宇彪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３０
医疗保险跨区结算

对异地养老行为选

择的影响研究

创新训练 劳动经济学院 刘情
刘慧文　罗圆
刘欣

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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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所属学院 项目负责人 项目其他成员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３１

适婚适育女性生育

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以北京市

为例

创新训练 劳动经济学院 张梅
寇子晔　张李丽　
万雯萱

张琪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３２印象亲子画室 创业训练 劳动经济学院 梁洁
王子睁　宫一丹　
李昱

孙乐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３３
压力对绩效产出的

影响
创新训练 劳动经济学院 张雨晨

张靖松　孟凡科　
陈铂涵

毛畅果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３４
院服／校服反面 ＤＩＹ
改造服务

创业训练 统计学院 覃文俊至
周婷　钟芷娴
王猛　李安卿

魏晓云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３５
对摩拜单车引发的

公共 秩序混 乱的

思考

创新训练 统计学院 刘思源
叶洛瑜　黄卓文　
叶芝宏

陈江荣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３６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

的大 学生价 值观

研究

创新训练 统计学院 吴毓璇
常欢　韦丞婧
杨婧怡　张作淼

田瑜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３７
“一带一路”战略外

语人才素养要求及

应对措施研究

创新训练 外国语学院
姑丽亚尔·

卡米力
魏云真 刘丽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３８小咖拍 创业训练 文化与传播学院 李茉
聂兰馨　李丹
祁玉婷

陆彦明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３９
助你养成良好生活

习惯———移动平台

建设与研究

创新训练 信息学院 姜鳗芮
纪凌波　林夏菁　
王佳媛

卢山

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８０４０三维动漫人物设计 创业训练 信息学院 周梦婷
杨颜媛　隰宗正　
王翔

徐天晟

（欧锦林）

【入选校级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优秀项目】　学校评选出６７项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优秀项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优秀项目一览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学院 项目负责人 项目其他成员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６００７

关于全面推进营改

增的问题研究———

以北京地区餐饮业

为例

创新训练 财政税务学院 吕明慧
王思畅　钟金金　
郭佳

刘颖

２０１６０１４
大学生手机使用与

依赖问题调查研究
创新训练 财政税务学院 刘学洋

赵文熙　庄雪
姚婧　高铁菊

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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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学院 项目负责人 项目其他成员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６０１７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

问题调查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

创新训练 财政税务学院 赵欣 靳新宇　孟浩雯 李红霞

２０１６０１８

中关村先行先试税

收政策实施效果评

估———以上市公司

为例

创新训练 财政税务学院 何明俊 陈缘　徐秋萍 陈远燕

２０１６０２２
新疆少数民族大学

生学习生活适应性

研究

创新训练 财政税务学院
苏比努尔·

艾山江

帕尔曼·艾莎　迪
拉热·阿不力米提

阿依加玛丽·依明

李思然

２０１６０２９
北京市郊发展地上

轨道交通的需求分

析及经验借鉴

创新训练
城市经济与公共

管理学院
程帅文

唐艺玮　贾晔宁　
张泽斌

周芳

２０１６０３０
京津冀产业分工合

作研究
创新训练

城市经济与公共

管理学院
杨一君

李小颖　时晨
郭佳祺　毛若冲

周伟

２０１６０３１
城六区人口居住与

疏解意愿调查
创新训练

城市经济与公共

管理学院
赵子薇

韩梦丽　邢一洁　
杜迎　高新宇

赵秀池

２０１６０３９
我国受贿罪量刑差

异问题实证研究
创新训练 法学院 王子琛

刘鹏　夏雨润
魏一帆

王剑波

２０１６０４７
我国慈善法配套法

律制度研究
创新训练 法学院 郭嘉豪 吴钰承 谢海霞

２０１６０５２
银行卡犯罪引发的

储蓄合同纠纷问题

研究

创新训练 法学院 章晓婷 张莉 王德山

２０１６０５３
未成年流动人口犯

罪防控分析
创新训练 法学院 苏癑

罗紫瑶　杨沥彬　
兰海燕

王剑波

２０１６０５９

公共政策违宪审查

制度研究———从公

共事件行政追责程

序完善的角度

创新训练 法学院 陈静怡 刘佳微 贺燕

２０１６０６０

新媒体环境下意见

领袖对消费者购买

决策的影响———以

网红经济为例

创新训练 工商管理学院 张苗
陈宏英　蒲晓芳　
李杨

徐礼德

２０１６０６２
大学生闲置物品交

易平台
创业训练 工商管理学院 刘吉芸

赵倩薇　罗兰
张恒超　江慧?

关鑫

２０１６０６５ ＤＩＹ礼品 创业训练 工商管理学院 冷建和
徐晴　侯梦琪
张羽翼　牟轩逸

孙忠娟

２０１６０６８
大学生伴旅———京

津冀修学旅游运作

模式

创业训练 工商管理学院 周化羽 李强　刘倩 张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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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学院 项目负责人 项目其他成员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６０７８
技能 共享交 流平

台———Ｊｅａｎｓ
创业训练 工商管理学院 杨丹丹 张少雪　鲍心宇 孙喜

２０１６０７９
快宜 优心理 咨询

网站
创业训练 工商管理学院 钟依心

吴美晨　姬梦珊　
李婉晴

宋克勤

２０１６０８２
关于旧书处理的方

案设计
创业训练 工商管理学院 李娟

陈妮娇　段丽芳　
张震

王振江

２０１６０８８
“碳中和”旅游现状

和前景分析———以

北京市为例

创新训练
国际经济管理

学院
蔡雨竹

王妍　黄恺睿
刘紫筠　王天棋

高静

２０１６０９２
首经贸内水资源优

化方案
创新训练 华侨学院 张秡楠 罗雪安　张家增 王烁

２０１６０９３
“互联网 ＋”新时代
医患云公共平台

创新训练 华侨学院 刘智敏
黄沿中　黄天旭　
邵帅

章婕

２０１６０９６
大学生批判性思维

现状调查分析及培

养模式探索

创新训练 华侨学院 蔡凡凡 彭嘉欣 刘丽

２０１６０９７
校园二手书资源共

享平台
创新训练 华侨学院 王文琦 刘一瑾　杜佩璇 茹常君

２０１６１０５
关于物流现状及未

来发展前景的研究
创新训练 华侨学院 苗增贺 秦琦智　杨昊宇 金英蕤

２０１６１０６
小米公司饥饿营销

案例分析
创新训练 华侨学院 屈展飞 范宇薇　赵同鄖 黄建明

２０１６１１４
高效英语单词记背

方法探讨
创新训练 华侨学院 郑高华 孙恺檀　郝松蔚

张薇 （英 语

系）

２０１６１１５

英语考试改革对中

国学生英语学习的

影响———以高考和

四六 级英语 考试

为例

创新训练 华侨学院 陶烨
闫子豪　杨莞怡　
夏雨晴　李嘉颖

李亚玲

２０１６１２０

论良好的宿舍人际

关系对大学生正确

价值观形成的决定

作用

创新训练 华侨学院 吕昂
吴雨松　关旭　张
景栋　刘尔耐

黎洁

２０１６１２７
中国平安收购和深

度整合深发展中会

计战略选择

创新训练 华侨学院 李燕伟 农瞡欣 李扬

２０１６１３３
新媒体时代下国产

电影的优势与弊端
创新训练 华侨学院 漆纯伊

白惠宇　李苓旭　
吴梦?　雷怡宁

申汝敏

２０１６１３６
“不拘 ｅ格”（大学
生原创创意／闲置物
品交流平台）

创业训练 会计学院 王朝仪
李萌蠧　鲁彤　
李凡

王海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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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学院 项目负责人 项目其他成员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６１３８
平衡计分卡在电子

商务企业中的应用
创新训练 会计学院 孙蕊依 常欣　秦晗　魏璇 许江波

２０１６１４４
Ｏ２Ｏ模式下在线短
租现状分析及创新

方案策划

创新训练 会计学院 张圆
张梦圆　胡卓婷　
郝雪岑　隋圆

黄亮华

２０１６１４５
大学生校园及网络

贷款 的调查 报告

分析

创新训练 会计学院 余惠东 刘袁行 孙军鹏

２０１６１４９
关键业绩指标与企

业内部管理行为关

系研究

创新训练 会计学院 陈明仪
刘晨雨　郭兖畴　
王淼

王元芳

２０１６１５２
大学生网络公开课

使用情况调研分析
创新训练 会计学院 张温琦 仝京津　丛秋楚 柳志强

２０１６１６２
我国民航售票销售

模式研究
创新训练 会计学院 王砚冰

王乙求　李佳瑞　
刘思琪

林慧婷

２０１６１６４
网络剧运营模式和

潜在价值研究
创新训练 会计学院 杜子婷

李思敏　安佳宝　
王文婷　梁赛

许敏玉

２０１６１７２
音乐版权化对音乐

产业影响的研究
创新训练 会计学院 吴馨慧 周子桢 李慧丽

２０１６１７３

财经类大学生自学

平台创建的可行性

分析———以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会计学

院为例

创新训练 会计学院 胡会林
赵晟浩　国惠蒙　
范慧　罗瑶

谭静

２０１６１７４
北京地区打车软件

成本 控制及 优化

策略

创新训练 会计学院 刘子麒 郭雯珑　王天卉 杨鹃

２０１６１８１
Ｐ２Ｐ网贷平台风险
控制手段的调查与

研究

创新训练 金融学院 金琦
高靖男　米敬雯　
许晓凡

尹志超

２０１６１８２
供给侧视角下房贷

与房价实证分析
创新训练 金融学院 齐雯 杜嘉雯 高杰英

２０１６１８７ 递＋ 创业训练 金融学院 卢
林润武　刘洋
丁雪艳

李雪

２０１６１９２
资本市场与汇率市

场相依结构与风险

溢出效应

创新训练 金融学院 王子丰
黄舒癑　李?斌　
李雨鑫

余颖丰

２０１６１９６
无偿占位行为实现

的条件及成因研究
创新训练 经济学院 唐子棋 袁萌 方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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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学院 项目负责人 项目其他成员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６１９７
互联网时代中小企

业创 新战略 选择

探索

创新训练 经济学院 安? 庄天琦 马方方

２０１６１９９
“依尔”化妆品信息

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 经济学院 郑嘉静 李朝 贺小丹

２０１６２００
“模拟面试”就业辅

导服务项目
创业训练 经济学院 马瑞娜 胡乔莹 汪洋

２０１６２１１
“互联网 ＋”下的街
区式养老模式与路

径研究

创新训练 经济学院 缪淑寅 张凌琦　秦欢 赵家章

２０１６２１３
北京、上海、深圳三

地“积分落户”政策

比较及分析研究

创新训练 劳动经济学院 曹琛琪
蒋潮鑫　王晓光　
徐蕊　祁琪

张琪

２０１６２１９
整合城乡居民医保

政策研究
创新训练 劳动经济学院 杨昊雯

王龄雪　王笛　
耿蕊

王晓霞

２０１６２２０

双维度研究互联网

金融时代下大学生

网 络 消 费 新 模

式———分 期 消 费

产品

创新训练 劳动经济学院 齐天宇 党夏　门超 毛艾琳

２０１６２２６
供应 链金融 风险

管理
创新训练 统计学院 张棋 滕雪洲　荣向荣 陶桂平

２０１６２２９
“有书”———大学生

自己的二手教材交

易平台

创业训练 统计学院 田云祁
陈浩　郭思宇
姚博伦

简思綦

２０１６２３２
母品牌与子品牌的

相互关系及其社会

影响

创新训练 统计学院 邓云柯
刘叶　王晨语
陈若　梁策

刘娟

２０１６２３５
“爱尚吃”ＡＰＰ终端
开发与经营

创业训练 统计学院 李彤
陈正阳　谢文焕
洪永三　韦康悦

裴艳波

２０１６２４５
学生干部能力和毕

业后发展
创新训练 统计学院 杨佳睿

陈钰　保凤昌
王靖钰

刘艳

２０１６２４６
中国总理记者会翻

译技巧（２０１５年记
者会）

创新训练 外国语学院 魏楚珊 唐艺之 刘欣

２０１６２５０
从西方影视作品透

析被曲解的中国文

化及其原因

创新训练 外国语学院 孙晔秡 赵婉 崔佳悦

２０１６２５２
莎士比亚悲剧中人

文主义精神普世内

涵及其现代意义

创新训练 外国语学院 刘玉坤 王婉 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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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学院 项目负责人 项目其他成员 指导教师

２０１６２７０
视频类自媒体盈利

模式初探
创新训练 文化与传播学院 张丹

臧云 　刘牧琳　
岳辰皓　段雪纯

陆彦明

２０１６２７５
大 学 生 选 课 指

南ＡＰＰ
创新训练 信息学院 段家祺

闵昱瑶　李硕　
陈一　熊文昊

高迎

２０１６２８１
“二淘保”———校园

二手资源循环利用

平台

创新训练 信息学院 常翔宇 邹晨晨　杨胤豪 刘经纬

２０１６２８３
微媒体对于大学生

行为的影响模式的

分析

创新训练 信息学院 王小康
刘江璐　陈依阳　
杜萌　张瑾杭

徐天晟

（欧锦林）

【２０１７年校级校外人才培养基地评选】　学校新增４ 个校级校外人才培养基地。

２０１７年新增校级校外人才培养基地一览表

序号 学院名称 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

１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治理精英人才创新培养基地 北京市工商行政丰台分局

２ 劳动经济学院 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３ 法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校外人才培养基地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４ 统计学院 统计学院校外人才培养基地 史丹索特（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吕铮）

【２０１７届校级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设计）评选】　学
校根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设

计）评选及奖励办法》（首经贸政发〔２０１７〕３４号）评

选出《京津冀企业创新能力比较分析———以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为例》等３５篇论文（设计）为２０１７届校
级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设计）。

２０１７届校级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设计）名单

序号 学院名称 论文（设计）题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１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京津冀企业创新能力比较分析———以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为例
毛若冲 叶堂林

２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高速铁路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

究———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
丁浩仟 毛琦梁

３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市公租房住户满意度研究 邢晓辰 吴庆玲

４ 工商管理学院
非营利组织中隐性知识传递过程研究———

以合唱团为例
蒲乐 孙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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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名称 论文（设计）题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５ 工商管理学院
郊区型购物中心聚客力的影响因素分

析———以北京西红门荟聚购物中心为例
李雅洁 刘建梅

６ 工商管理学院
全面“营改增”对物流企业的纳税及财务影

响分析与对策探究
杨丹丹 卢宇

７ 经济学院 北京市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张少雪 蒋雪梅

８ 经济学院 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魏娜 黄灿

９ 经济学院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朱慧颖 张连城

１０ 经济学院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

风险以及信贷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张泽芳 周华

１１ 经济学院
北京市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的研

究———基于收入等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鑫 田新民

１２ 会计学院
企业研发投入、管理者过度自信及经营绩效

关系的实证研究
郎凡羽 赵懿清

１３ 会计学院
我国医药企业并购绩效研究———以华润三

九并购众益制药为例
孙艳阳 许江波

１４ 会计学院 会计信息系统安全风险现状及防范措施 李晶瑶 王凡林

１５ 劳动经济学院
员工感知的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幸福感

的作用机制研究
张雪菲 苗仁涛

１６ 劳动经济学院
领导———成员交换对员工组织承诺的影响：

组织公平感的中介作用
来诺 毛畅果

１７ 劳动经济学院
流动婴幼儿科学早教的社会工作介入———

以北京市Ｘ社区家访项目为例
陈超 魏文一

１８ 文化与传播学院
新媒体环境下的基督教传播———以北京丰

台教堂为例
李雪 石刚

１９ 文化与传播学院 茶诗嬗变与唐代文人的饮茶之趣 朱浩萱 张小乐

２０ 信息学院
基于个性化推荐的高校就业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
关添渊 孙茂华

２１ 信息学院
基于数据场势函数聚类的中文网络百科知

识去噪新方法
吴瑶 王汀

２２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钾长石动态水热法制备土壤调理剂新过程

应用研究
宋一涵 李洪枚

２３ 财政税务学院
互联网企业收益额增长与无形资产增长的

关联研究
尹黛薇 陈蕾

２４ 财政税务学院 英国研发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计爽 陈远燕

２５ 财政税务学院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与现状：基于《中

国政府采购报》的分析
付诗文 何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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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名称 论文（设计）题目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２６ 法学院
论清代的秋审制度：一个古代死刑复核制度

的范例
王晨蕊 尚

２７ 金融学院
基于不同残差分布假设的ＧＡＲＣＨ族模型对
上证指数波动性研究

张博尧 刘威仪

２８ 金融学院
人民币汇率波动机制的研究与预测———基

于ＡＲＩＭＡ，ＶＡＲ和ＥＣＭ模型
张瀚潮 王强宇

２９ 金融学院
我国大、中小型商业银行差异化资本监管

研究
苏鸿熙 王婉婷

３０ 金融学院 金融危机下的欧式障碍期权定价方法研究 叶霖 杨阳

３１ 统计学院 基于ＧｒｏｕｐＬａｓｓｏ的信用评分模型研究 向尧新 陈红梅

３２ 统计学院
股价预测方法的实证比较研究———基于人

工智能算法和时间序列分析
姜炫澈 梅超群

３３ 外国语学院 辜鸿铭《中庸》英译本研究 丁可含 朱安博

３４ 华侨学院
老年人手机应用开发及实施———“Ｅ－Ｌｉｆｅ”
应用

马杰琳 刘丽

３５ 华侨学院 对阿里巴巴集团财务风险管理的分析 何谭泽司 韦漫秋

（吕铮）

【２０１６年“实培计划”项目结项】　学校 ２４个 ２０１６
年“实培计划”项目均依照《北京高等学校高水平人

才交叉培养“实培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按时

完成结项，其中，大学生毕业设计（科研类）项目 ７
项、大学生毕业设计（创业类）１项、大学科研训练计
划深化项目１６项。

（张智鑫）

【２７个项目入选 ２０１７年“实培计划”】　学校根据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高等学校高水平

人才交叉培养计划的通知》（京教高〔２０１５〕１号），申
报２７项２０１７年“实培计划”项目，最终全部入选，其
中，大学生毕业设计（科研类）项目４项、大学生毕业
设计（创业类）４项、大学科研训练计划深化项目
１９项。

２０１７年北京高等学校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计划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所属
入选毕业设计（论文）研究方向

（题目）
类型 学生数

校外导师

姓名
校内指导教师姓名

１ 毕业设计（科研类）
民法典编纂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研究
文综 ２ 张初霞 张世君

２ 毕业设计（科研类）
“营改增”对不同行业专业化分

工的影响研究
文综 １ 蒋震 姜明耀

３ 毕业设计（科研类）
中国城乡住房政策与城市化质

量的关系研究
文综 ２ 李恩平 谭善勇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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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所属
入选毕业设计（论文）研究方向

（题目）
类型 学生数

校外导师

姓名
校内指导教师姓名

４ 毕业设计（科研类）
虚拟货币与金融资本主义的最

新发展
文综 ２ 王宏淼 高静

５ 毕业设计（创业类）
基于强关系社交模型的二手书

交易诚信保障平台
理工 ３ 朱维芳 刘经纬

６ 毕业设计（创业类） 智能养老解决方案 理工 ３ 李嘉 刘经纬

７ 毕业设计（创业类） 互联网＋企业快速建站云平台 理工 ３ 王永生 刘经纬

８ 毕业设计（创业类） 防走失定位系统 理工 ３ 李嘉 刘经纬

９ 深化项目
低碳视角下的大型商业银行绿

色金融产品创新研究
理工 ４ 杨晓龙 王婉婷

１０ 深化项目
集体劳动争议情况分析与处理

机制研究
文综 ３ 夏和轩 常成

１１ 深化项目 内部控制审计与盈余管理 文综 ２ 乌敏杰 赵懿清

１２ 深化项目
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失败的分析

与应用
文综 ３ 高利 王茂林

１３ 深化项目
关于西城区促进本地区劳动者

高质量就业的调查与思考
文综 ４ 王振 边文霞

１４ 深化项目
北京市快递行业劳动用工情况

调查研究
文综 １ 贾子辰 雷晓天

１５ 深化项目
基于字符识别的燃气表收费管

理信息系统开发
理工 ３ 赵永先 曹海青

１６ 深化项目 营改增对餐饮业的影响 文综 ３ 高利 于鹏

１７ 深化项目
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制度

的缺陷及完善
文综 ２ 李秀媛 兰燕卓

１８ 深化项目
养老服务评估管理信息系统研

究与开发
理工 ３ 赵永先 曹海青

１９ 深化项目
关于网络搜索引擎进行虚拟广

告宣传的法律责任及监管
文综 ５ 高淼鑫 兰燕卓

２０ 深化项目
西城区仲裁立案数据分析平台

搭建问题研究
文综 ４ 谢殿文 詹婧

２１ 深化项目 中国现行法中的传统因素 文综 ４ 王鹏辉 陈皓

２２ 深化项目 网络直播平台的法律风险问题 文综 ５ 赵华 陶盈

２３ 深化项目

三融特色小镇：模式与规划研

究———以吉林临江生态小镇

为例

文综 １ 罗云兵 谭善勇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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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所属
入选毕业设计（论文）研究方向

（题目）
类型 学生数

校外导师

姓名
校内指导教师姓名

２４ 深化项目
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企业财务状

况影响研究
文综 ５ 乌敏杰 杨鹃

２５ 深化项目 碳资产评估方法体系的构建 文综 ５ 唐章奇 梁美健

２６ 深化项目
老年人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选

择研究
文综 ３ 朴一 廉永辉

２７ 深化项目
论数字音乐发展下的著作权集

体管理组织
文综 ２ 秦茂东 刘迎泽

（张智鑫）

招生与学籍管理

【２０１６级优秀新生转专业】　３月，学校正式启动
２０１６级优秀新生转专业工作，２０１６级本科生２２４人
（占２０１６级本科生人数的９．５６％）提交了转专业申
请，最终１９７人通过考核，成功率为８７．９％。

（刘娜）

【推荐２０１８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　根
据教育部和学校要求，学校教务处加强组织领导，严

格规范推免程序，保推免各环节公开、透明，同时严把

审核环节，经学生个人申请、资格审查、面试答辩、院

系推荐、教务处审核，学校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工作

领导小组认真研究决定，批准１２４名优秀应届本科
毕业生获得推荐免试资格。

（刘娜）

【迎接２０１７级新生】　学校教务处与研究生院共同
组织召开了新生报到协调会、新生报到落实会，协同

各相关部门明确职责功能，提前合理规划功能区，对

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做好应急预案，现场及时做好

人员分流、指导和安全工作，新生报到全程始终秩序

良好、平稳安全。２０１７级本科生实际报到人数为
２５０２人，报到率为９８．６％，较２０１６年略有提高。

（陈泓）

【学生毕业和学位授予】　６月，学校根据《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批准本科

生２３４１人、高职生１０９人毕业；学校学位委员会根
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授予

２３３２名毕业生学士学位，其中 ３２４人获辅修学士
学位。

２０１７届夏季本、专科毕业生统计表

院系 专业名称 学历 结论 人数

总计 毕业 ２４５０

本科 毕业 ２３４１

专科 毕业 １０９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合计 ６４

安全工程（注册安全工程师） 本科 毕业 ２４

工业工程 本科 毕业 １８

环境工程 本科 毕业 ２２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税务学院合计 １７３

财政学 本科 毕业 ２９

税收学（注册税务师） 本科 毕业 ７１

资产评估（注册资产评估师） 本科 毕业 ７３

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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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专业名称 学历 结论 人数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合计 １５０

城市管理 本科 毕业 ２４

城市管理（区域经济管理） 本科 毕业 ２４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毕业 １３

行政管理 本科 毕业 ４１

行政管理（电子政务） 本科 毕业 ２

土地资源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与

管理）
本科 毕业 ２

土地资源管理 本科 毕业 ４４

法学院
法学院合计 ８２

法学 本科 毕业 ８２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合计 １９２

电子商务 本科 毕业 ３４

工商管理 本科 毕业 ８５

旅游管理 本科 毕业 ２０

市场营销 本科 毕业 ３１

物流管理 本科 毕业 ２２

华侨学院

华侨学院本科合计 １４８

华侨学院专科合计 １０９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信息管

理）
本科 毕业 ７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ＩＴ项目管理） 本科 毕业 ２

工商管理（国际会计） 本科 毕业 ７５

财务管理 专科 毕业 ３２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科 毕业 ２５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科 毕业 ２８

旅游管理 专科 毕业 ２４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合计 ７８

商务英语 本科 毕业 ４７

英语（经贸翻译） 本科 毕业 ３１

会计学院

会计学院合计 ２５７

财务管理 本科 毕业 ４０

会计学 本科 毕业 ６７

会计学（国际会计） 本科 毕业 ３５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门化） 本科 毕业 １１５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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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专业名称 学历 结论 人数

金融学院

金融学院合计 ２５４

保险学（保险精算） 本科 毕业 ２５

金融工程 本科 毕业 ４２

金融学 本科 毕业 １１０

金融学（国际金融） 本科 毕业 ７７

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合计 ３３０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毕业 １３６

国际经济与贸易（实验班） 本科 毕业 １

经济学 本科 毕业 ８１

经济学（实验班） 本科 毕业 ３７

贸易经济 本科 毕业 ７５

劳动经济学院

劳动经济学院合计 ２０８

劳动关系 本科 毕业 ２３

劳动与社会保障 本科 毕业 ２５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毕业 １４３

人力资源管理（实验班） 本科 毕业 １

社会工作 本科 毕业 １６

文化与传播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合计 １３９

传播学 本科 毕业 ７５

传播学（媒体经营与管理） 本科 毕业 １

广告学 本科 毕业 ４３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 毕业 ２０

统计学院

统计学院合计 １４３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 本科 毕业 ３２

统计学 本科 毕业 ７１

统计学（经济分析） 本科 毕业 ３

经济统计学 本科 毕业 ３７

信息学院

信息学院合计 １２３

工程管理 本科 毕业 ３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毕业 ４５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毕业 ４７

２０１７届夏季本科结业生统计表

院系 专业名称 学历 结论 人数

总计 结业 ６１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注册安全工程师） 本科 结业 ４

工业工程 本科 结业 １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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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专业名称 学历 结论 人数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结业 ５

行政管理 本科 结业 １

行政管理（电子政务） 本科 结业 １

土地资源管理 本科 结业 １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结业 ３

旅游管理 本科 结业 ２

市场营销 本科 结业 ３

物流管理 本科 结业 ３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结业 ２

经济学 本科 结业 ４

贸易经济 本科 结业 ５

劳动经济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结业 ５

劳动关系 本科 结业 １

人力资源管理（实验班） 本科 结业 ２

信息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结业 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结业 ５

财税学院
税收学（注册税务师） 本科 结业 ２

税务（注册税务师） 本科 结业 １

会计学院
会计学 本科 结业 １

财务管理 本科 结业 １

文化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媒体经营与管理） 本科 结业 １

广告学 本科 结业 １

传播学 本科 结业 １

法学院 法学 本科 结业 １

华侨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信息管

理）
本科 结业 １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本科 结业 １

金融学 本科 结业 １

２０１７届夏季毕业生学士学位获得情况统计表

学位类别 获学位人数 学位类别 获学位人数

工学学士 ６４

经济学学士 ７２２

管理学学士 １０８４

法学学士 ９８

理学学士 １４８

文学学士 ２１６

合计 ２３３２

（陈泓　刘娜）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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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培计划”学生规范管理】　学校接收并组织 ５
个学院８个专业９７名“双培计划”新生集中前往５
所央属高校报到以及返校工作；参加与中央财经大

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的工作交流会，签

订三方协议并交接现有“双培生”学习成绩，协商解

决双培计划落实过程中遇到的学生退出机制等各类

问题。

（陈泓）

【２０１７年《本科生在校修读实用手册》编写】　学校
在２０１６年《本科生在校修读实用手册》的基础上编
写了２０１７年《本科生在校修读实用手册》。该手册
共分８大部分，设置了２３３个问题，涵盖课程修读、
考试、学籍注册、毕业及学位授予及辅修等学业修读

各方面，为学生了解和办理相关事项的规定及流程

提供了权威的解读和清晰的指引。

（陈泓）

【学籍管理规定修订】　为贯彻执行教育部颁布和实
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部令第４１号）》（简称“４１号令”），学校教务处
对学籍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梳理和修订，对相关内

容进行增添、修改和删除。增加了《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全日制本科学生转学管理办法》《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全日制本科生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办法》两部文件，

修订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学籍管

理规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延长学

籍管理办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

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办法》《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本专科学生证、校徽管理办法》等６个文
件，并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陈泓）

【本科生招生】　学校计划招生２５１０人，均为本科
生计划，招生专业及方向４２个，新增法语专业招生
（计划２５人），停招原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含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中的工程管理专业，采用

统一招生、高水平运动队、保送生、农村专项计划、双

培计划、外培计划、少数民族预科班、内地西藏班、新

疆高中班、和田和玉树地区定向招生、港澳台联合招

生等形式，其中，北京计划１７０３人、京外计划７１０人、
其他类型计划（含高水平运动队、保送生、少数民族预

科班、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等）９７人，最终录取
２５３８人，并首次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招收保送生３人。

（段莹莹）

【普通本科优秀新生奖学金评选】　学校有３５１人获
得普通本科优秀新生奖学金，人数较往年继续提升，

北京生源获奖人数逐年减少，京外生源获奖人数逐

年增多，其中，一等奖学金人数为１２２人，二等奖学
金人数为２２９人。一等奖学金京内１２人，京外１１０
人；二等奖学金京内３７人，京外１９２人。

（段莹莹）

【招生宣传工作体系构建】　学校积极应对各省、市、
自治区高招改革的新变化，制定了２０１７年招生宣传
工作方案，包括编制《２０１７年报考指南》、京外招生
计划宣传片、京内和京外宣传单页等多种类型的宣

传材料，深入校园进行宣讲和宣传（京内、外各４６场
和２５场）；参加主流媒体网络宣传１０余场次，在线
网络咨询活动１６场次；扩大微信公众号平台在招生
宣传中的作用，生动形象地为考生和家长解读并发

布招生政策、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和录取进展等；与

优质生源中学进行深度沟通与合作，广泛宣传学校

的办学特色、学科优势和招生录取政策，如与北京市

第十八中学、北京市大峪中学建立了“优质生源基地

校”，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与老师和学生进

行座谈，举办招生咨询、“中学生进高校”等系列活动

共５场；选取京外重点省份的重点中学开展“高校展
板进高中”活动，共选取了２０个省份的３０所中学进
行宣传。

（段莹莹）

２０１７年招生录取分数统计表

省份 批次
分省控制线

文史类

（上海／浙江：不限）
理工类

（上海／浙江：限物理）

文史类 理工类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北京

提前批Ｂ段

提前批Ｃ段

一批

二三批合并

５５５ ５３７

４６８ ４３９

６１９ ５６２ ５９７．９ ６２７ ５６９ ６００．７

５９３ ５６３ ５７６．８ ６００ ５６７ ５７９．４

６２２ ５７４ ５８９．７ ６２９ ５７５ ５８７．１

５８２ ５５３ ５５７．８ ５７５ ５３８ ５５０．０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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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份 批次
分省控制线

文史类

（上海／浙江：不限）
理工类

（上海／浙江：限物理）

文史类 理工类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天津 一批 ５３１ ５２１ ５８７ ５７６ ５７９．３ ６１６ ５９７ ６０２．４

河北 一批 ５１７ ４８５ ６１０ ５８９ ６０１．６ ６２９ ６０４ ６１２．１

山西 一批 ５１８ ４８１ ５６７ ５５３ ５５７．３ ５４３ ５３５ ５３８．４

内蒙古 一批 ４７２ ４６６ ５６０ ５４０ ５４７．９ ５７９ ５５３ ５６４．１

辽宁 一批 ５３２ ４８０ ５９４ ５８２ ５８７．７ ６０６ ５９０ ５９４．２

吉林 一批 ５２８ ５０７ ５６８ ５４４ ５５６．７ ５９５ ５６３ ５７３．２

黑龙江 一批 ４８１ ４５５ ５６２ ５５８ ５６０．４ ６０１ ５８２ ５８９．８

上海 本科批 ４０２ ５１５ ４９９ ５０６ ５０１ ４９４ ４９６．８

江苏 一批 ３３３ ３３１ ３７４ ３６５ ３６９．５ ３６９ ３６１ ３６３．７

浙江 本科批 ５７７（一段） ６２２ ６０１ ６１０．８ ６１１ ６０４ ６０７．５

安徽 一批 ５１５ ４８７ ５９３ ５７７ ５８３．５ ５９４ ５７０ ５７５．５

福建 一批 ４８９ ４４１ ５４０ ５３０ ５３７ ５５２ ５２８ ５３６．３

江西 一批 ５３３ ５０３ ５９０ ５８６ ５８７．９ ５８２ ５６８ ５７１．８

山东 本科批 ４８３ ４３３ ５９５ ５９２ ５９３．８ ６２８ ６０５ ６１０．３

河南
一批

贫困批
５１６ ４８４

５８９ ５７９ ５８２．９ ５９４ ５７７ ５８１．４

５８３ ５４８ ５６２．８ ５６７ ４８６ ５１８

湖北
一批

贫困批
５２８ ４８４

５８１ ５７９ ５７９．７ ５７６ ５６７ ５７０．３

５７８ ５７３ ５７４．５ ５６５ ５５１ ５５４．３

湖南
一批

贫困批
５４８ ５０５

６０７ ５９９ ６０１．８ ５８５ ５７５ ５７８．８

５９６ ５９０ ５９２．５ ５７９ ５６２ ５６７．１

广东 二批 ５２０ ４８５ ５５３ ５４６ ５４９．８ ５２６ ５０４ ５１４

广西 一批 ５３５ ４７３ ６０７ ５８５ ５９０．４ ５８２ ４９７ ５２６．９

海南 本科批 ５７８ ５３９ ７３１ ７２４ ７２６．８ ７３４ ７０７ ７１４．５

重庆 一批 ５２５ ４９２ ５８７ ５８３ ５８４．５ ５９０ ５６３ ５７６．１

四川
一批

贫困批
５３７ ５１１

５９３ ５７０ ５８４．８ ５９９ ５８６ ５９０．４

５９３ ５８３ ５８６．５ ５９２ ５７９ ５８３．６

贵州
一批

贫困批
５４５ ４５６

６１９ ６０７ ６１１ ５８８ ５４３ ５５４．２

６１０ ６０７ ６０８．８ ５５８ ５４９ ５５２．２

云南
一批

贫困批
５５５ ５００

６１５ ６１０ ６１３．３ ５９２ ５７４ ５８０．６

６１３ ６１０ ６１１．３ ５８１ ５５５ ５６６．１

西藏 一批 ４４１ ４２６ ４７８ ４７８ ４７８ ４９１ ４９１ ４９１

陕西
一批

贫困批
５０９ ４４９

５９２ ５８６ ５８８．５ ５９８ ５８４ ５８９．７

５８４ ５７６ ５７９．５ ５９１ ５７３ ５８１．７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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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份 批次
分省控制线

文史类

（上海／浙江：不限）
理工类

（上海／浙江：限物理）

文史类 理工类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甘肃 一批 ５０５ ４６０ ５５９ ５４６ ５４９ ５５７ ５３３ ５４３．９

青海 一批 ４６３ ３９１ ５４４ ４６４ ５０４．６ ５２５ ３９２ ４４５．４

宁夏 一批 ５１９ ４３９ ５８５ ５６８ ５７３．３ ５５１ ５３３ ５３９．８

新疆 一批 ４８６ ４３７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２ ５４９ ５５０．７

港澳台 一批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９９ ４１８ ４４８．５ ５２４ ４９０ ５１２

２０１７年各学院在京招生录取分数线统计表

院系 批次 专业
文史类 理工类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城市经济与公

共管理学院
一批次 公共管理类 ５８７ ５７４ ５７７．２ ５９０ ５７５ ５７７．９

合计 ５８７ ５７４ ５７７．２ ５９０ ５７５ ５７７．９

工商管理学院 一批次

工商管理类 ５９６ ５７９ ５８３．９ ５９０ ５７７ ５７９．９

旅游管理 ５８１ ５７５ ５７６．７ ５８５ ５７７ ５７８．７

电子商务 ５９１ ５７７ ５８４．８ ５８９ ５７９ ５８２．３

物流管理 ５９５ ５７７ ５８１．４ ５９２ ５７８ ５８１．５

合计 ５９６ ５７５ ５８２．７ ５９２ ５７７ ５８０．４

经济学院 一批次

经济学（实验

班）
——— ——— ——— ６０５ ５９５ ５９９．７

经济学 ６０１ ５９７ ５９８．７ ６０１ ５８８ ５９０．７

国 际 经 济 与

贸易
６０７ ５９５ ５９８．０ ５９６ ５８３ ５８６．６

贸易经济 ５９６ ５８０ ５８５．６ ５９５ ５７９ ５８１．６

商务经济学 ５８９ ５８０ ５８３．８ ５８３ ５７８ ５７９．４

合计 ６０７ ５８０ ５９１．６ ６０５ ５７８ ５８７．７

会计学院 一批次

会计学（注册

会 计 师 专 门

化）

６２０ ６０３ ６０８．５ ６２７ ６０４ ６１１．３

会计学 ６０２ ５９９ ６００．５ ６０５ ５９７ ６００．９

财务管理 ５９９ ５９６ ５９８．１ ５９９ ５９２ ５９４．２

合计 ６２０ ５９６ ６０４．２ ６２７ ５９２ ６０５．９

劳动经济学院 一批次

人力资源管理 ６０５ ５８８ ５９４．４ ６０４ ５８１ ５８５．７

劳 动 与 社 会

保障
５８４ ５７８ ５８０．７ ５８０ ５７６ ５７７．１

劳动关系 ５８７ ５７４ ５７６．９ ５８１ ５７６ ５７７．２

社会工作 ５８４ ５７４ ５７７．４ ５７８ ５７６ ５７６．６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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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批次 专业
文史类 理工类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合计 ６０５ ５７４ ５８５．２ ６０４ ５７６ ５８２．６

文 化 与 传 播

学院
二批次

广告学 ５７０ ５５３ ５５７．１ ５５４ ５４５ ５４８．５

传播学 ５６５ ５５３ ５５７．５ ５６１ ５４３ ５４９．６

汉语国际教育 ５６２ ５５３ ５５５．８ ——— ——— ———

合计 ５７０ ５５３ ５５６．９ ５６１ ５４３ ５４９．２

信息学院 一批次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 ——— ——— ５９６ ５７９ ５８３．１

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
——— ——— ——— ５８４ ５７６ ５７７．９

合计 ——— ——— ——— ５９６ ５７６ ５８０．１

安全与环境工

程学院
二批次

安全工程（注

安师）
——— ——— ——— ５６３ ５３８ ５４１．８

环境工程 ——— ——— ——— ５５９ ５３８ ５４２．８

工业工程 ——— ——— ——— ５５６ ５３８ ５４３．９

合计 ——— ——— ——— ５６３ ５３８ ５４２．７

财政税务学院 一批次

财政学 ５９６ ５８６ ５８９．３ ５８９ ５８１ ５８３．８

税收学（税务

师）
６０２ ５９２ ５９５．５ ６０４ ５８５ ５８８．８

资产评估 ６０４ ５８７ ５９１．８ ５８８ ５７９ ５８２．２

合计 ６０４ ５８６ ５９２．８ ６０４ ５７９ ５８４．９

法学院 二批次 法学 ５７６ ５５３ ５５５．７ ５６０ ５３８ ５４６．０

合计 ５７６ ５５３ ５５５．７ ５６０ ５３８ ５４６．０

金融学院 一批次

金融学 ６０９ ６０２ ６０４．０ ６２９ ６０５ ６１１．８

金融学（国际

金融英文班）
６２２ ６０４ ６１０．０ ６１４ ５９６ ６０１．７

金融工程 ——— ——— ——— ６２３ ５８８ ５９４．３

保险学（保险

精算）
——— ——— ——— ５９６ ５８５ ５８８．５

投资学 ６０３ ５９４ ５９８．２ ６００ ５８４ ５８５．９

合计 ６２２ ５９４ ６０４．１ ６２９ ５８４ ５９６．０

统计学院 一批次

数学与应用数

学（金融方向）
——— ——— ——— ５９８ ５８４ ５８７．０

经济统计学 ——— ——— ——— ５９２ ５７９ ５８１．８

统计学 ——— ——— ——— ５９３ ５８０ ５８２．９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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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批次 专业
文史类 理工类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合计 ——— ——— ——— ５９８ ５７９ ５８３．７

外国语学院 二批次

外 国 语 言 文

学类
５６６ ５５４ ５５８．５ ５６９ ５４８ ５５３．２

法语 ５６６ ５５４ ５５９．６ ５５６ ５５０ ５５１．６

合计 ５６６ ５５４ ５５８．９ ５６９ ５４８ ５５２．７

华侨学院 二批次

工商管理（国

际会计）
５８２ ５５７ ５６３．８ ５７５ ５５３ ５５９．８

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金融

信息管理）

５６０ ５５３ ５５５．９ ５７２ ５４６ ５５１．６

合计 ５８２ ５５３ ５６０．３ ５７５ ５４６ ５５５．４

国际经济管理

学院
一批次

金融学（金融

经济）
——— ——— ——— ５９４ ５８４ ５８７．２

合计 ——— ——— ——— ５９４ ５８４ ５８７．２

总计
一批次 ６２２ ５７４ ５８９．７ ６２９ ５７５ ５８７．０

二批次 ５８２ ５５３ ５５７．８ ５７５ ５３８ ５５０．０

２０１７年“双培计划”录取情况统计表（分专业）

区县
文史类 理工类

录取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录取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西城区 ９ ６０５ ５８７ ５９６．９ ６ ６１１ ５９４ ６０３．８

东城区 ４ ６０４ ５８５ ５９４．５ ４ ６０８ ６０２ ６０６．０

海淀区 １４ ６１３ ５８９ ５９９．７ ２２ ６１８ ５８７ ６０４．８

丰台区 １ ５８２ ５８２ ５８２．０ ３ ５９８ ５８４ ５９０．０

朝阳区 ３ ６０６ ６０１ ６０３．０ ８ ６１４ ５９２ ６０４．４

房山区 １ ５９４ ５９４ ５９４．０ ３ ５９６ ５８２ ５８９．３

顺义区 ２ ６１９ ６１２ ６１５．５ ５ ６１５ ５６９ ５９３．６

通州区 １ ５８８ ５８８ ５８８．０ １ ６０６ ６０６ ６０６．０

昌平区 ２ ６１０ ５９６ ６０３．０ １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０

大兴区 １ ５７４ ５７４ ５７４．０ ——— ——— ——— ———

怀柔区 １ ５８５ ５８５ ５８５．０ ——— ——— ——— ———

密云区 ——— ——— ——— ——— ３ ５９９ ５７７ ５８７．０

总计 ３９ ６１９ ５７４ ５９７．８ ５６ ６１８ ５６９ ６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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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外培计划”录取情况统计表（分专业）

培养院校 专业
文史类 理工类

录取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录取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

分校
经济学 ２ ６１３ ６０４ ６０８．５ ４ ６２７ ５８５ ６０９．０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

分校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３ ６１２ ５９９ ６０４．０ ４ ６１６ ５９５ ６０５．０

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

大学
公共管理类 ２ ６０１ ５６２ ５８１．５ ４ ５８６ ５７２ ５７７．３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金融学（金融经济） ０ ——— ——— ——— ８ ６１９ ５８７ ６０３．９

总计 ７ ６１３ ５６２ ５９８．９ ２０ ６２７ ５７２ ５９９．８

２０１７年“外培计划”录取情况统计表（分区县）

区县
文史类 理工类

录取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录取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西城区 １ ５９９ ５９９ ５９９．０ ２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０

东城区 １ ６０４ ６０４ ６０４．０ ３ ６２７ ６０９ ６１７．３

海淀区 ３ ６１３ ６０１ ６０８．７ ２ ６１４ ６１４ ６１４．０

丰台区 ——— ——— ——— ——— ２ ５９５ ５８７ ５９１．０

朝阳区 ——— ——— ——— ——— ２ ６０９ ６００ ６０４．５

石景山区 ——— ——— ——— ——— ２ ６１０ ６０１ ６０５．５

房山区 １ ５６２ ５６２ ５６２．０ ２ ５８５ ５７７ ５８１．０

顺义区 ——— ——— ——— ——— １ ５７２ ５７２ ５７２．０

通州区 １ ６０１ ６０１ ６０１．０ １ ６０１ ６０１ ６０１．０

门头沟区 ——— ——— ——— ——— １ ６１９ ６１９ ６１９．０

延庆区 ——— ——— ——— ——— １ ５８６ ５８６ ５８６．０

密云区 ——— ——— ——— ——— １ ５７４ ５７４ ５７４．０

总计 ７ ６１３ ５６２ ５９８．９ ２０ ６２７ ５７２ ５９９．８

２０１７年优秀新生奖学金情况统计表

获奖等级 省市 获奖人数 获奖等级 省市 获奖人数

一等奖

北京 １２

河北 ２０

贵州 １８

陕西 １６

辽宁 １４

黑龙江 １０

河南 ７

二等奖

北京 ３７

贵州 ３７

山东 １８

河南 １７

湖北 １７

安徽 １５

甘肃 １５

６２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年鉴２０１８



续表

获奖等级 省市 获奖人数 获奖等级 省市 获奖人数

一等奖

宁夏 ７

内蒙古 ４

新疆 ３

青海 ３

福建 ３

港澳台 ２

广西 １

安徽 １

海南 １

合计 １２２

二等奖

福建 ９

内蒙古 ９

河北 ８

重庆 ８

云南 ６

宁夏 ６

四川 ６

天津 ５

海南 ５

黑龙江 ３

广西 ２

吉林 ２

港澳台 １

湖南 １

青海 １

陕西 １

合计 ２２９

总计：３５１

获奖条件：

一等奖：北京生源高考原始成绩北京市排名文史类前９５０名（６１８分）／理工类前４０００名（６２１分），京外生源高考原始
成绩高于所在省区重点本科控制分数线１００分。
二等奖：北京生源高考原始成绩北京市排名文史类前１２００名（６１０分）／理工类前４８００名（６１４分）；京外生源高考原
始成绩高于所在省区重点本科控制分数线８０分。
备注

１．获奖考生高考志愿应填报我校并已被正式录取；
２．获奖考生按时报到注册后学校发放相应奖励，中途退学应返还相应奖励；
３．一二批次合并的省份执行自主招生控制参考线，浙江省执行第一段分数线；
４．高考满分非７５０分的省区，评定新生奖学金时将按满分７５０分进行折算。

（钱程）

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概述】　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以下简称“经
管实验中心”）完成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实验教学工

作任务，还承担了多个学院组织的全国范围的大学

生竞赛，校内外专业培训讲座，校内实习实践活动以

及多次进行外语期末统一上机考试等工作；实验室

年平均使用率从２０１６年的４４．８５％上升到２０１７年
的６１．６３％。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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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使用情况统计表

２０１７年度 上半年 下半年 合计

开放实验室数 １０ １１ ２１

总开放时间 ６８００ ７１０６ １３９０６

实验课门数 ８９ ８７ １９６

上课老师人次 ７９ ７２ １５１

涉学院部门数 １２ １２ ２４

专业数 ３７ ６７ ６７

学生人次 １０１６３ ９７５８ １９９２１

总人机时数 １５９３６６ １２３９７０ ２８３３３６

总上课机时 ４５２８ ４０４２ ８５７０

平均使用率 ６６．５９％ ５６．８８％ ６１．６３％

（郝海波　纪长青）

【２０１６年度报告撰写】　经管实验中心根据教育部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办法》和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提交２０１６年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年
度考核报告的通知》整理了信息化管理平台实验统

计数据，并撰写经管实验中心２０１６年度报告报送北
京市教委和教育部，同时在经管实验中心主页公示。

（郝海波　纪长青）

【第三小学期及暑期国际学校协助授课】　７月，经
管实验中心依据教务处以及相关学院的小学期实习

计划安排，协助会计学院的“ＶＢＳＥ跨专业综合实
训”、财政税务学院的“用友 Ｕ８和 ＳＴＡＴＡ”使用、信
息学院的“ＷＥＢ开发”等实验实训工作，本科生９６７
人参与课程；协助统计学院开展暑期国际学校课程，

包括大数据和结构方程等课程，１３８人参与课程。
（郝海波　纪长青）

【实验教学资源建设】　经管实验中心根据相关学院
需求建设了“企业运营综合管控系统平台”“人力资

源创新实践对抗平台系列软件”“人力资源管理沙盘

模拟实验教学系统”等实验教学系统。企业运营综

合管控系统平台可综合集成会计、财务、审计等学

科，基于企业长期积累的财务数据、非财务数据、市

场数据、供应链数据等，训练学生利用大数据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人力资源管理沙盘模拟实验教学系

统和人力资源创新实践对抗平台系列软件是全国人

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大赛的指定比赛软件，为劳动

经济学院培养人力资源管理相关专业的学生，也为

参加全国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大赛的学生提供了

有力的实验教学平台支持。

（郝海波　纪长青）

【教学条件改善】　经管实验中心采购了经管实验中
心教学软件虚拟应用系统，该系统采用了搭建ＶＡ虚
拟软件应用平台系统的方法，充分发挥服务器虚拟

化的高效率，极大地提高了大型教学软件的运行速

度，彻底解决了用友教学软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

各种难题；建设了实验室中控集成系统建设，该系统

有效解决了老师实验课上机需要控制多种设备的

问题。

（郝海波　纪长青）

【对外交流合作】　经管实验中心先后参加了在广西
南宁举办的“全国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水平

与建设能力提升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的

“北京文科实验教学众创联盟教学研讨会”、在北京

工商大学举办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在

对外经贸大学举办的“双创及实验教学研讨会”、在

青岛举办的“全国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水平

与建设能力提升研讨会（第三期）”、在南京财经大学

召开的“２０１７年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联席会经济与管理学科组主任联席会议”等；接待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开放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实验

教学中心的来访调研和交流活动，以及接待高考考

生家长参观的校园开放日、高中学生进校园的参观

活动等。

（郝海波　纪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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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

概　况

　　学校设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负责研究生教育
工作。学校自１９７９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１９９９年
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学校
拥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４个（应用经济学、管理
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统计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４
个（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

程），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１０个，专业硕士学位授
权点１７个；有博士生导师６９人，硕士生导师４３４人。
２０１７年，学校录取博士研究生８１人、硕士研究

生１２１９人。
研究生院与研究生工作部合署办公，下设综合

办公室、招生办公室、培养办公室、学位办公室和研

究生工作办公室。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有在职

职工１４人，其中，高级职称２人，中级职称７人，硕士
及以上学历１３人。

（张玉放）

研究生招生与录取

　　
【２０１７级硕士研究生录取】　学校录取２０１７级硕士
研究生１２１９人（含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学生２１７
人，单独考试考生１０人），其中，录取学术型硕士研
究生４９３人，专业型硕士研究生７２６人。其中，来自
９８５、２１１高校考生１５７人，较上一年度减少６．５５％。

２０１７年硕士研究生各专业实际录取人数及复试分数线统计表

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类型 报名人数

实际录取

人数（含

推免生）

推免生

人数

单科线

（满分

＝１００分）

单科线

（满分

＞１００分）

复试

分数线

（总分）

城市经济与公

共 管 理 学

院００１

０２０２０２ 区域经济学 学术 ２５ １０ ５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１２０４０１ 行政管理 学术 ９８ １９ ２ ４６ ６９ ３４０

１２０４０３ 教育经济与管理 学术 １５ ７ ４６ ６９ ３４０

１２０１Ｊ１ 城市经济与战略管理 学术 ８ ８ １ ４６ ６９ ３４０

１２０４０５ 土地资源管理 学术 １６ １０ ２ ４６ ６９ ３４０

１２５２００
公共管理硕士（全日

制）
专硕 ６４ ３０ ４２ ８４ １７０

１２５２００
公共管理硕士（非全

日制）
专硕 ５９ １０ ４２ ８４ １７０

工商 管 理 学

院００２

１２０２０２ 企业管理 学术 １６１ ３９ １２ ４６ ６９ ３４０

１２０２０３ 旅游管理 学术 ８ １ １ ４６ ６９ ３４０

１２０２０４ 技术经济及管理 学术 ３ ２ １ ４６ ６９ ３４０

１２５４００ 旅游管理硕士 专硕 １４ ４ ４２ ８４ １７０

１２５１００
工商管理硕士（全日

制）
专硕 ３７５ １２３ ４２ ８４ １７０

１２５１００
工商管理硕士（非全

日制）
专硕 １５３ １９ ４２ ８４ １７０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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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类型 报名人数

实际录取

人数（含

推免生）

推免生

人数

单科线

（满分

＝１００分）

单科线

（满分

＞１００分）

复试

分数线

（总分）

经济学院００３

０２０１０１ 政治经济学 学术 １５ ５ １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０２０１０４ 西方经济学 学术 ２８ ８ ３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０２０１０５ 世界经济 学术 ８ ４ １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０２０２０１ 国民经济学 学术 ５１ １４ ５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０２０２０５ 产业经济学 学术 １２１ ２４ １１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０２０２０６ 国际贸易学 学术 ５８ １４ １０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０２０２０９ 数量经济学 学术 １９ ９ ６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０２０１０２ 经济思想史 学术 ４ ３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０２５４００ 国际商务硕士 专硕 １４０ ５５ １５ ４６ ６９ ３５５

会计学院００４

１２０２０１ 会计学 学术 ２１０ ４０ ２０ ４６ ６９ ３５０

０２５７００ 审计硕士 专硕 ２４５ ３３ ４ ４２ ８４ ２２４

１２５３００ 会计硕士（全日制） 专硕 ６７７ ７９ ２８ ４２ ８４ ２２８

１２５３００ 会计硕士（非全日制） 专硕 １４９ ２ ４２ ８４ ２２８

劳动 经 济 学

院００５

０２０１０６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
学术 １ ３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０２０２０７ 劳动经济学 学术 ５５ １９ １３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０２０２Ｚ１
人力资源开发与人才

发展
学术 ７ ５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０３０３０２ 人口学 学术 ９ ７ １ ４４ ６６ ３１０

１２０４０４ 社会保障 学术 １０２ ３２ １ ４６ ６９ ３６０

１２０２Ｊ１ 劳动关系 学术 ８ ５ ４６ ６９ ３４０

０３５２００ 社会工作 专硕 ７３ ２８ ４４ ６６ ３１０

文化与传播学

院００６
１２０２Ｊ２ 媒介经营与管理 学术 １ ６ ６ ４６ ６９ ３４０

信息学院００７
１２０１００ 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术 ２７ ２８ ２ ４６ ６９ ３４０

０８５２１２ 软件工程硕士 专硕 ３０ ３０ ３５ ５３ ２６５

安全与环境工

程学院００８

０８３７００ 安全科学与工程 学术 ２７ １７ ３ ３５ ５３ ２６５

１０５３００ 公共卫生硕士 专硕 ２２ １４ １ ４０ １２０ ２９５

０８５２２４ 安全工程硕士 专硕 ６０ ２１ ３５ ５３ ２６５

财政 税 务 学

院００９

０２０２０３ 财政学 学术 ３６ １３ ３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０２５３００ 税务硕士 专硕 ６８ ３９ ４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０２５６００ 资产评估硕士 专硕 ５２ ４１ ２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０３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年鉴２０１８



续表

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类型 报名人数

实际录取

人数（含

推免生）

推免生

人数

单科线

（满分

＝１００分）

单科线

（满分

＞１００分）

复试

分数线

（总分）

法学院０１０

０３０１０５ 民商法学 学术 ４６ １８ ２ ４４ ６６ ３１０

０３０１０７ 经济法学 学术 ２４ １２ １ ４４ ６６ ３１０

０３０１０１ 法学理论 学术 ２ ３ １ ４４ ６６ ３１０

０３０１０３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学术 ５ ３ ４４ ６６ ３１０

０３０１０９ 国际法学 学术 ５ ５ ４４ ６６ ３１０

０３５１０２ 法律（法学） 专硕 ５５ １５ ４４ ６６ ３１０

０３５１０１ 法律（非法学） 专硕 ６３ １５ ４４ ６６ ３１０

金融学院０１１

０２０２０４ 金融学 学术 １７８ ３５ １５ ４６ ６９ ３５０

０２５１００ 金融硕士 专硕 ３６８ ５２ １３ ４６ ６９ ３７０

０２５１００ 金融硕士（量化金融） 专硕 ３１ １９ ７ ４６ ６９ ３４５

０２５５００ 保险硕士 专硕 ５７ ２０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统计学院０１２

０２７０００ 统计学 学术 ８ ８ ２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０７１４００ 统计学 学术 ２５ ４ １ ３９ ５９ ３５０

０２５２００ 应用统计硕士 专硕 １５３ ４５ ８ ４６ ６９ ３５５

外 国 语 学

院０１３

０５０２０１ 英语语言文学 学术 ７ ６ ２ ５３ ８０ ３４５

０５０２１１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
学术 １０ ６ ２ ５３ ８０ ３４５

０５５１００ 翻译硕士 专硕 ９７ ３３ ５３ ８０ ３５５

马克思主义学

院０１９

０３０５０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学术 ４ ４ ４４ ６６ ３１０

０３０５０５ 思想政治教育 学术 ９ ５ ４４ ６６ ３１０

０３０５０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
学术 ８ ５ ４４ ６６ ３１０

０３０５０６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

题研究
学术 ５ ３ ４４ ６６ ３１０

国际经济管理

学院０２０
０２０２０９

数量经济学（金融计

量方向）
学术 １４ １３ ４６ ６９ ３３５

研究生院 单考单招 学术 １８ １０ 不限 不限 ３２５

（蔡梦）

【组织２０１８级统考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１０—１２
月，学校组织２０１７级硕士研究生招生报名与考试工
作，５９６６人报考，较上一年度增加 １４７２人，增长
３２７５％，其中，非全日制专业报名 ６７８人。１２月

２３—２４日，“２０１８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
举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考点共有７４个考场，２１６９
人参加考试。除报考学校的考生外，还有报考北京

电子信息科技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的考生１２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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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级普通招生统一考试硕士研究生报名统计表

学院 专业代码 类别 学习形式 专业名称
２０１８年现场
确认人数报名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

学院

０２０２０２ 学术 全日制 区域经济学 ３９

１２０４０１ 学术 全日制 行政管理 ９７

１２０４０３ 学术 全日制 教育经济与管理 ２４

１２０１Ｊ１ 学术 全日制 城市经济与战略管理 １２

１２０４０５ 学术 全日制 土地资源管理 ３４

１２５２００ 专硕 非全日制 公共管理硕士（ＭＰＡ） １６４

工商管理学院

１２０２０２ 学术 全日制 企业管理 ３１９

１２０２０３ 学术 全日制 旅游管理 ３

１２０２０４ 学术 全日制 技术经济及管理 ７

１２５１００ 专硕 全日制 工商管理硕士（ＭＢＡ） １４２

１２５１００ 专硕 非全日制 工商管理硕士（ＭＢＡ） ４８４

１２５４００ 专硕 全日制 旅游管理硕士 ８

经济学院

０２０１０１ 学术 全日制 政治经济学 ２８

０２０１０２ 学术 全日制 经济思想史 ５

０２０１０４ 学术 全日制 西方经济学 ４２

０２０１０５ 学术 全日制 世界经济 ９

０２０２０１ 学术 全日制 国民经济学 ５０

０２０２０５ 学术 全日制 产业经济学 １８９

０２０２０６ 学术 全日制 国际贸易学 ５６

０２０２０９ 学术 全日制 数量经济学 ４０

０２５４００ 专硕 全日制 国际商务硕士 ２１５

会计学院

１２０２０１ 学术 全日制 会计学 ４０５

０２５７００ 专硕 全日制 审计硕士 １５５

１２５３００ 专硕 全日制 会计硕士 ９０１

劳动经济学院

０２０１０６ 学术 全日制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７

０２０２０７ 学术 全日制 劳动经济学 ７０

０２０２Ｚ１ 学术 全日制 人力资源开发与人才发展 １５

１２０４０４ 学术 全日制 社会保障 １１２

０２０２Ｊ２ 学术 全日制 劳动关系 ８

０３５２００ 专硕 全日制 社会工作硕士 ８３

文化与传播学院 １２０２Ｊ２ 学术 全日制 媒介经营与管理 ４

信息学院
１２０１００ 学术 全日制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５９

０８５２１２ 专硕 全日制 软件工程硕士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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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代码 类别 学习形式 专业名称
２０１８年现场
确认人数报名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０８３７００ 学术 全日制 安全科学与工程 ５０

１０５３００ 专硕 全日制 公共卫生硕士 ２２

０８５２２４ 专硕 全日制 安全工程硕士 ５９

财政税务学院

０２０２０３ 学术 全日制 财政学 ４７

０２５３００ 专硕 全日制 税务硕士 １７５

０２５６００ 专硕 全日制 资产评估硕士 １４０

法学院

０３０１０５ 学术 全日制 民商法学 ５１

０３０１０７ 学术 全日制 经济法学 ２６

０３０１０１ 学术 全日制 法学理论 ２

０３０１０３ 学术 全日制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９

０３０１０９ 学术 全日制 国际法学 ８

０３５１０２ 专硕 全日制 法律（法学） ８３

０３５１０１ 专硕 全日制 法律（非法学） １５７

金融学院

０２０２０４ 学术 全日制 金融学 ２３９

０２５１００ 专硕 全日制 金融硕士 ４５４

０２５５００ 专硕 全日制 保险硕士 １２７

统计学院

０２７０００ 学术 全日制 统计学 １８

０７１４００ 学术 全日制 统计学 ４２

０２５２００ 专硕 全日制 应用统计硕士 １９３

外国语学院

０５０２０１ 学术 全日制 英语语言文学 ６

０５０２１１ 学术 全日制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６

０５５１０１ 专硕 全日制 英语笔译硕士 ９４

０５５１０２ 专硕 全日制 英语口译硕士 ２７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０３０５０１ 学术 全日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１２

０３０５０５ 学术 全日制 思想政治教育 １２

０３０５０３ 学术 全日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６

０３０５０６ 学术 全日制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３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０２０２０９ 学术 全日制 数量经济学（金融计量方向） ３７

研究生院 学术 非全日制 单独考试管理学、会计学 ３０

合计 ５９６６

（蔡梦）

【２０１８级推免生接收】　学校接收推免生基本覆盖
招生专业目录中公布的全部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公

共管理硕士、旅游管理硕士除外），接收总人数不超

过全校招生指标的 ５０％，最终接收推免生 ２３１人。
其中，“２１１”院校７人（含“９８５”院校１人），本校生
９２人；学术型硕士 １６１人，专业型硕士 ７０人；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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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人，占总人数的８３．９８％。学校接收推免生数排
名前三位的学院分别是：经济学院（４９人）、会计学

院（４７人）、金融学院（３４人）。

２０１８级硕士研究生推免人数统计表

学院 总人数 其中：女生 学硕 专硕

经济学院 ４９ ４２ ４０ ９

会计学院 ４７ ４０ ２５ ２２

金融学院 ３４ ２６ １４ ２０

工商管理学院 ２８ ２６ ２８ ０

劳动经济学院 ２５ ２１ ２５ ０

统计学院 １１ １０ ３ ８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９ ８ ９ ０

财政税务学院 ９ ７ ２ ７

文化与传播学院 ６ ４ ６ ０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２ １ １ １

法学院 ２ ２ ２ ０

外国语学院 ５ ４ ３ ２

信息学院 ３ ２ ２ １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１ １ １ ０

总计 ２３１ １９４ １６１ ７０

（蔡梦）

【２０１７级博士研究生录取】　学校继续优先采用硕
博连读方式招收博士研究生，并辅以申请审核制、普

通招考等方式，录取博士研究生８１人。其中，硕博
连读研究生报名 ２０人，录取 １６人（男 ５人、女 １１
人），录取类别全部为非定向；申请审核制博士研究

生报名７１人，录取３４人（男１７人、女１７人），录取

类别为定向１０人、非定向２４人；博士研究生统考考
生录取３１人（男１３人、女１８人）。统考生按考生来
源分类，企事业单位人员１６人，占统考录取人数的
５１．６１％；高校教师９人，占统考录取人数的２．９％；
应届硕士毕业生４人，占１２．９％；未就业人员２人，
占统考录取人数的６．５％。

２０１７年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录取名单

序号 姓名 录取专业 录取类别 导师

１ 周行 会计学 非定向就业 汪平

２ 李雪亚 国际贸易学 非定向就业 郎丽华

３ 王帅 国民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周明生

４ 解萧语 产业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祝合良

５ 闫盼盼 企业管理 非定向就业 赵慧军

６ 曹晓芳 企业管理 非定向就业 柳学信

７ 姜晓文 会计学 非定向就业 崔也光

８ 郭臖妍 金融学 非定向就业 王曼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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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录取专业 录取类别 导师

９ 陈国娇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姚翠友

１０ 滕宇帆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张军

１１ 郑炫圻 增长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徐则荣

１２ 毛紫君 区域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王德起

１３ 张诚 金融学 非定向就业 尹志超

１４ 石夫磊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王传生

１５ 唐士玉 企业管理 非定向就业 戚聿东

１６ 刘丽华 企业管理 非定向就业 吴冬梅

２０１７年申请审核制博士研究生录取名单

序号 考生编号 姓名 录取专业 录取类别 导师

１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７０１ 尹振宇 劳动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刘冠军

２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７１４０００１ 吕孝亮 统计学 非定向就业 张宝学

３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１１０１ 张青卫 法律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喻中

４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２０２ 贾静 区域经济学 定向就业 张强

５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２０１１７ 曾琦 会计学 非定向就业 栾甫贵

６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５０３ 殷翔宇 产业经济学 定向就业 祝合良

７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２１１０３ 高盼盼 劳动关系 非定向就业 冯喜良

８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２０２０５ 张璐阳 技术经济及管理 非定向就业 戚聿东

９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２０８ 刘占芳 区域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张强

１０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２０１２１ 王世杰 会计学 非定向就业 杨世忠

１１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１１１０１ 冀文彦 城市经济与战略管理 定向就业 段霞

１２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２０９ 何?彦 区域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王德起

１３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２０２０７ 刘新争 企业管理 定向就业 高闯

１４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１０００１ 王婉青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吕淑然

１５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４ 贺娜 国民经济学 定向就业 王军

１６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５０５ 张佳 产业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沈宏亮

１７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４１１ 成思思 金融学 非定向就业 蒋三庚

１８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２０１１１ 黄冰冰 会计学 非定向就业 马元驹

１９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７１４００１１ 张沛祺 统计学 非定向就业 马立平

２０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２１１０４ 罗荣波 劳动关系 定向就业 冯喜良

２１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１１１０３ 张蔷薇 城市经济与战略管理 非定向就业 段霞

２２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７１４０００８ 刘雅楠 统计学 非定向就业 马立平

２３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７１４００１２ 于集轩 统计学 非定向就业 刘黎明

２４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２１１０６ 文太林 金融学 定向就业 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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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生编号 姓名 录取专业 录取类别 导师

２５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７１４０００９ 李云发 财政学 定向就业 蔡秀云

２６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２０１１４ 齐英 会计学 定向就业 崔也光

２７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９０４ 张志强 数量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田新民

２８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９０２ 赵艳 数量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王文举

２９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１０００３ 罗宏森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就业 王传生

３０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９０５ 祝凌瑶 数量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王文举

３１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６ 邓阳 国民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王少国

３２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２０２１６ 孙洁 企业管理 非定向就业 戚聿东

３３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２０２１９ 李胡扬 企业管理 非定向就业 柳学信

３４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７ 高明宇 国民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李婧

２０１７年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录取名单

序号 考生编号 姓名 录取专业 录取类别 导师

１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３０１ 陈延光 财政学 定向就业 郝如玉

２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３０３ 王鹏 财政学 定向就业 郝如玉

３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２０１ 孙文迁 区域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安树伟

４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７１４ 何子冕 劳动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吕学静

５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１１０２
#

连涛 法律经济学 定向就业 喻中

６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４０２ 董培轩 金融学 定向就业 谢太峰

７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２０４ 赵琳琳 区域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张贵祥

８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５０７ 吴新慧 产业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张弘

９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７１４０００３ 冯亮 统计学 定向就业 刘强

１０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６０３ 乔晓 国际贸易学 非定向就业 刘宏

１１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２０１１９ 张书慧 财政学 定向就业 赵书博

１２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４０７ 公雪 金融学 非定向就业 尹志超

１３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２０７ 王瑞娟 区域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彭文英

１４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２ 王冬 国民经济学 定向就业 周明生

１５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６０８ 刘华富 数量经济学 定向就业 李奇

１６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６０５ 赵灵翡 国际贸易学 定向就业 郎丽华

１７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２０１０７ 高颖超 会计学 非定向就业 王海林

１８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２２０２ 乔雅君 增长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王军

１９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７１４０００５ 李群 统计学 非定向就业 张宝学

２０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２０２１４ 王娟娟 企业管理 非定向就业 赵慧军

２１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７１２ 冉东凡 劳动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吕学静

２２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２１０ 张晋晋 区域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安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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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生编号 姓名 录取专业 录取类别 导师

２３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１１１０２ 王军 城市经济与战略管理 定向就业 柯文进

２４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１１１２ 王萌 法律经济学 定向就业 李晓安

２５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７１３ 吴传琦 劳动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张琪

２６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７１７ 王建宁 劳动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童玉芬

２７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１０００２ 童少鹏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张军

２８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３ 郝思源 国民经济学 定向就业 王少国

２９ １００３８７１１２０２０２１５ 宋佳宁 企业管理 非定向就业 高闯

３０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６０７ 葛桦桦 国际贸易学 非定向就业 刘宏

３１ １００３８７１０２０２０９０３ 潘楚 数量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田新民

（蔡梦）

【２０１８级博士研究生招生启动】　１１月２２日，学校
公布２０１８级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正式启动２０１８级
博士研究生招生报名工作。学校２０１８年博士招生
继续通过硕博连读、申请审核制及普通招考三种方

式进行，简章完善了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

报考条件，设定为２０１８年全日制非定向应届硕士毕
业生（不包括提前毕业硕士生、硕博连读生）或高等

院校专任教师。

（蔡梦）

【招生宣传】　学校举行２０１８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咨询会，２０００余人参加活动；参加由教育部科技
发展中心、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中国教育在线

承办的“２０１８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咨询会”１１场
次，分别赴山东大学、烟台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青岛

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郑州大学、安

徽财经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开展招生宣传，免费发

放招生宣传册８０００余份；赴兰州财经大学进行招生
宣传，兰州财经大学学生６００余人参加了宣传活动。

（蔡梦）

【首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举

办】　学校举办首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全国优秀大学
生夏令营，来自全国１００余所高校本科三年级学生
２００余人参加了夏令营。夏令营包括素质拓展、专业
讲座、综合考核等活动，评选出优秀学员１５０人。

（蔡梦）

研究生培养

　　
【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　学校根据《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关于２０１６级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学院认真组织，本着全面、客观、公正的原

则，对２０１６级硕士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评选出中
期考核优秀研究生５６人。

（惠卉）

【硕博连读生选拔】　学校在２０１６级硕士研究生中
开展硕博连读选拔工作，经本人申请、学院初审、研

究生院形式审查等环节，共１３人通过硕博连读形式
审查。

２０１７年硕博连读形式审查合格名单

序号 姓名 申请专业 申请导师 考生类别

１ 葛以恒 区域经济学 张贵祥 硕博连读

２ 张宇霖 企业管理 柳学信 硕博连读

３ 周文 劳动经济学 童玉芬 硕博连读

４ 赵越 劳动关系 冯喜良 硕博连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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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申请专业 申请导师 考生类别

５ 蒋佳伶 金融学 尹志超 硕博连读

６ 辛沂亭 金融学 尹志超 硕博连读

７ 王雅欣 国民经济学 周明生 硕博连读

８ 许晨辰 国民经济学 李婧 硕博连读

９ 冯雪 国际贸易学 郎丽华 硕博连读

１０ 王玉莹 数量经济学 王文举 硕博连读

１１ 侯伟凤 数量经济学 田新民 硕博连读

１２ 春雨童 管理科学与工程 王传生 硕博连读

１３ 李雪臣 财政学 蔡秀云 硕博连读

（惠卉）

【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立项】　学校研究生教育教学
改革项目立项１６项，其中，重点项目４项，一般项目

１２项。

２０１７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一览表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类型

１ 经济学院 理论经济学类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路径研究 王军 重点项目

２ 研究生院
高校研究生公选课开设的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以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为例
惠卉 重点项目

３ 工商管理学院 国际留学研究生课程内容建设与改革 曹邁 重点项目

４ 劳动经济学院
协同创新环境下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探析———以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科为例
徐斌 重点项目

５ 财政税务学院 税务硕士校企协同培养机制研究 何辉 一般项目

６ 信息学院 研究生“互联网＋”创新创业协同培养机制研究 刘经纬 一般项目

７ 法学院
“双一流”背景下法律硕士（法学）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研

究———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魏庆坡 一般项目

８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闫云凤 一般项目

９ 工商管理学院 我校研究生外部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王夏 一般项目

１０ 劳动经济学院 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优化研究 何波 一般项目

１１ 信息学院 “双一流”背景下研究生培育路经研究 邱月 一般项目

１２ 工商管理学院
研究生课程设置改革研究———基于中外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

方式研究
贾辰歌 一般项目

１３ 科研处 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协同培养机制研究 蔡万江 一般项目

１４ 工商管理学院 财经类院校研究生创业型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陶峻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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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类型

１５ 财政税务学院
财经类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估与保障研究：基于学习心理的

视角
刘辉 一般项目

１６ 会计学院 我校ＭＰＡｃｃ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质量调研分析 谭静 一般项目

（惠卉）

【研究生示范课程建设立项】　学校研究生示范课程 建设项目立项９项。

２０１７年研究生示范课程建设立项名单

序号 学院 课程负责人 课程名称

１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谭善勇 城市经济学（双语）

２ 经济学院 赵家章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双语）

３ 会计学院 王海洪 会计软件应用

４ 会计学院 袁光华 会计专业研究方法

５ 金融学院 谢飞 金融计量学

６ 金融学院 祁敬宇 金融监管学

７ 经济学院 汪洋 跨文化管理

８ 财政税务学院 包健 税收筹划

９ 金融学院 施慧洪 投资学

（惠卉）

【专业学位硕士教育系列教材建设项目立项】　学校 专业学位硕士教育系列教材建设项目立项９项。

２０１６年专业学位硕士教育系列教材建设立项项目

序号 学院 申报人 教材名称 所在专业学位名称

１ 金融学院 周晔 金融风险管理 金融硕士

２ 外国语学院 刘重霄 跨文化交际实训 翻译硕士（口译、笔译）

３ 统计学院 张贝贝 数据预处理与Ｒ语言 应用统计硕士

４ 工商管理学院 张祖群 旅游管理专业硕士（ＭＴＡ）经典文献导读 旅游管理硕士

５ 会计学院 王凡林 ＩＴ审计与软件操作 会计硕士、审计硕士

６ 金融学院 李新 公司金融 金融硕士

７ 外国语学院 李冰 口译中国：国情与时事专题口译 翻译硕士（口译）

８ 外国语学院 卢青亮 笔译实物案例讲评 翻译硕士（笔译）

９ 金融学院 梁万泉 中级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金融硕士、保险硕士

（惠卉）

【暑期学校课程】　学校聘请国外教授开设了２７门 课程，研究生５８６人选修，占在校生总数的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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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暑期学校课程设置状况

序号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课程学时

１ 组织行为学（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ＪｏｈａｎＣｏｅｔｓｅｅ １６

２ 管理研究方法 Ｓａｔｙａ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ｙａｙ ３２

３ 金融经济统计（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籍传恕 ３２

４ 结构方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 ＦａｎｙａｎｇＷａｌｌｅｎｔｉｎ ３２

５ 大数据（ＢｉｇＤａｔａ） 王中庆 ３２

６ 经济学学科英语（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吴丛生 ３２

７ 综合英语：应用写作部分 ＤａｖｉｄＯｎｕｆｒｏｃｋ １６

８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曹学兵 ３２

９ 商业伦理学 刘庆红 １６

１０ 中国家庭、福利、社会政策 张卫国 １６

１１ 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与实践 ＪｉａｎｂｏＺｈａｎｇ ３２

１２ 供应链管理 ＪｉｏｎｇＳｕｎ ３２

１３ 人力资源管理 ＦａｎｇＬｅｅＣｏｏｋｅ ３２

１４
企业问题实证研究：公司治理、企业表现、机构变迁与政

企关系
ＬｉｘｉｎＣｏｌｉｎＸｕ １６

１５ 领导力与变革 ＰａｔｒｉｃｋＣ．Ｆｌｏｏｄ １６

１６ 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 ＪｕｎｓｏｏＬｅｅ １６

１７ 收益管理 ＡｌｅｉＦａｎ ３２

１８ 空间计量经济学及Ｒ应用 Ｇｉ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Ｐｉｒａｓ １６

１９ 计量经济学 ＹｉｇｕｏＳｕｎ ３２

２０ 美国公共财政管理分析与应用 王倩 ３２

２１ 精益六西格玛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Ｋｈａｓａｗｎｅｈ ３２

２２ 投资战略和金融资产估值 ＡｌｌｅｎＺｈｕ ３２

２３ 多准则决策模型 ＰａｎｋａｊＧｕｐｔａ ３２

２４ 慈善与社会创新 黄建忠 １６

２５ 劳动经济学 ＰｅｒＪｏｈｎｓｓｏｎ ３２

２６ 人力资源管理前沿问题 刘明巍 ３２

２７ 美国地方政府管理与财政 赵志荣 ３２

（惠卉）

【组织参加语言考试】　学校组织研究生１６３４人参
加各类语言考试，其中，全国大学英语四级报考 ８６
人，六级报考１５２８人，日语四级报考３人，日语六级
报考１人，法语六级报考１６人。

（石文鹏）

【组织参加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考试工作】　６月
１０—１１日，学校组织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院、劳动
经济学院、经济学院、信息学院、法学院、金融学院考

生５４０余人次参加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同等学力申请硕士
学位课考试。

（石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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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毕业】　学校毕业研究生１１１８人，其中，博
士研究生４１人，硕士研究生１０７７人，留学生１９人；
批准８人获得提前毕业资格。

（刘秋丽）

【研究生产学研联合培养】　学校有产学院联合培养
基地２７个，累积培养研究生１２４人，其中４个基地获
得考核优秀。

２０１７年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项目考核结果一览表

学院 基地名称 验收结果 培养人数

统计学院

史丹索特（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计学研究生培养

基地
合格 ２

北京华通人商用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学研究生培养基地 合格 ２

京津冀开发区创新发展联盟研究生培养基地 合格 ２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北京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共建研究

生产学研培养基地
合格 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北京城市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共建产

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
优秀 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共建

研究生产学研培养基地
合格 ３

金融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渤海银行北京市分行产学研联合培

养研究生基地
合格 ５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产学研联合培

养研究生基地
合格 ４

城市学院
首都圈水资源与水生态安全基地 合格 ４

平安北京建设与综合治理创新研究基地 合格 ３

经济学院

研究生联合培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科研实践基地 合格 ６

研究生联合培养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科研实践基地 优秀 ４

北京纺织控股集团公司实践基地 合格 １４

工商管理学院

首都技术创新产学研研究中心 优秀 ３

长城战略咨询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 合格 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实践基地 合格 ４

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产学研基地 合格 ４

世界级供应链节点规划设计研究中心 合格 ３

工商管理学院 ＭＢＡ教育
中心

北京正信嘉和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ＭＢＡ产学研基地
合格 ７

中蓝国电科级（北京）有限公司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ＭＢＡ
产学研基地

合格 ５

劳动经济学院 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实务能力提升产学研基地 合格 ５

财税学院
资产评估产学研联合研究生培养基地 优秀 ６

税务产学研联合研究生培养基地 合格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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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基地名称 验收结果 培养人数

会计学院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合格 ５

外语系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化窗口建设研究服务基地 合格 ６

文化与传播学院
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 合格 ４

湖南广电集团 合格 ４

（高晨）

【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结项】　学校研究生科技创新
项目结项重点项目７８个、一般项目３００个。其中，
一般项目３６项优秀，２５６项合格，８项不合格；重点
项目１９项优秀，９项合格，５０项不合格。

（高晨）

【开展国内外联合培养项目】　学校主要以联合培养

的方式选派研究生６４人赴国外开展国内外联合培
养研究生项目，进行学术交流，并从事科学研究

活动。

（高晨）

【开展霍普金斯项目】　学校研究生１１人进入霍普
金斯项目复试，５人获得进入项目学习的机会。

２０１７年霍普金斯项目获批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学号 类别 院系 专业

１ 徐琪 ２２０１６０９０７６２ 专业硕士 财政税务学院 资产评估

２ 陈新宇 ２２０１６０９０８０４ 学术硕士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３ 刘松月 ２２０１６０４０３９４ 学术硕士 会计学院 会计学

４ 梁珏 ２２０１６１３１０９４ 专业硕士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５ 杨训琪 ２２０１６０９０７５５ 专业硕士 财政税务学院 税务

（高晨）

【组织研究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　学校组织参赛队
参加“华为杯”第十四届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其中，３支队伍获三等奖，２０支队伍获成功参赛奖。

２０１７年研究生数学建模获奖名单

姓名 学院 队员１ 队员２ 获奖

姜兴琪 信息学院 樊肖锦 邵铭星 三等奖

温馨 经济学院 陈博 李晓彤 三等奖

许妍青 统计学院 李欣然 刘迎 三等奖

尹一豪 金融学院 于泽琦 郑瀚 成功参赛奖

莫雅淇 金融学院 严雨 张锦汇 成功参赛奖

徐丽 统计学院 朱绮娴 伊芯慧 成功参赛奖

黄帅 经济学院 包开花 许晶晶 成功参赛奖

黄柳 经济学院 常红 孟凡阁 成功参赛奖

何萌 统计学院 韩冰清 郝泓菲 成功参赛奖

孙潇筱 统计学院 马鑫岩 韩书彩 成功参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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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学院 队员１ 队员２ 获奖

李云 经济学院 刘文 胡朝阳 成功参赛奖

王钊 信息学院 任祖华 谢威 成功参赛奖

马姗子 工商管理学院 彭敏 宋楠楠 成功参赛奖

宋亚楠 信息学院 陈荟 李笑笑 成功参赛奖

韩娟 经济学院 傅雅慧 刘保丹 成功参赛奖

高文轩 经济学院 任凤 李世恒 成功参赛奖

侯正彦 经济学院 薛翔文 赵云鹏 成功参赛奖

万全 信息学院 侯小培 张棋 成功参赛奖

倪娜 经济学院 王睿 姜也 成功参赛奖

芮文豪 统计学院 苏铎 杜黎 成功参赛奖

柏元元 统计学院 常雨竹 崔宛冰 成功参赛奖

韩晋伟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张焱 董博 成功参赛奖

房鑫 外国语学院 朱炳翔 周昊 成功参赛奖

（高晨）

【学术新人计划开展】　学校研究生院依据《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校级学术新人计划管理办法》开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项目结项考核工作，以及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学术新人计划立项工作，有３个项目立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学术新人计划结项考核通过名单

序号 姓名 学号 学院 专业 指导老师

１ 张任之 １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１０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戚聿东

２ 刘贝妮 １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４８ 劳动经济学院 人力资源开发与人才发展 杨河清

３ 徐齐利 １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３０ 经济学院 数量经济学 王文举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学术新人计划立项名单

序号 姓名 学院 研究方向 申报题目

１ 邓阳 经济学院 收入分配
财产不平等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

其调节对策研究

２ 尹振宇 劳动经济学院 就业、工资与收入分配
农民工人力资本发展及其收入分配效

应研究

３ 郭臖妍 金融学院 区域金融
京津冀金融结构优化与产业机构升级

融合研究

４ 易祯 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货币经济学 人口结构、全要素生产率与自然利率

（高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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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位

【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　１月４日，学位评定委员
会召开２０１７年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决定授予吴庆
玲等１０名学生博士学位；授予金鑫等５１名学生硕
士学位（学术硕士９人，专业硕士１８人，同等学力２４
人）；授予刘夏凛等４７名学生学士学位（统招本科１
人，成人本科４６人）。６月２０日，学位评定委员会召
开２０１７年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决定授予王莹莹等
３４名学生博士学位；授予杜艳艳等１２８０名学生硕
士学位（学术硕士４９４人，专业硕士６０３人，同等学
力１８３人）；授予严雨等２８０１名学生学士学位（普通
本科２６５７人，成人本科 １２１人，来华留学本科 ２３
人）；审议通过２０１７届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学生名单，
戴劲等５２人的论文为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审议通过
李清淼等２４人为学术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审议通
过陆文婷等１７人为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审议
通过２０１７年度导师考核评优名单，决定授予安树伟
等３９人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原则通过撤销人口
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等２个硕士学位授权二
级学科，增列新闻传播学 １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

（杨晓蕾）

【研究生学位论文不端行为筛查】　学校继续与同方

知网软件公司合作，使用“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

测系统”对２０１７年申请学位的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
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具体情况为：博士研究生５２人
申请，其中，合格５２人、不合格０人；学术硕士共５１９
人申请，其中，合格５１３人、不合格６人；专业硕士共
６５５人申请，其中，合格６４６人、不合格９人；同等学
力共２５４人申请，其中，合格２３９人、不合格１５人。

（杨晓蕾）

【学位论文双盲评审】　学位办公室组织研究生学位
论文校外匿名评审工作。其中，博士研究生５２人／
篇，其中，合格４６人／篇、不合格６人／篇；学术硕士
研究生共５１３人／篇，其中，合格５１１人／篇、不合格２
人／篇；专业硕士研究生共６４６人／篇，其中，合格６３９
人／篇、不合格７人／篇；同等学力研究生共 ２３９人／
篇，其中，合格２２０人／篇、不合格１９人／篇。

（杨晓蕾）

【学位论文答辩】　学校博士研究生４６人参加学位
论文答辩，其中，答辩未通过２人；学术硕士研究生
５１１人参加答辩，答辩未通过８人；专业硕士研究生
６３９人参加答辩，其中，不合格１８人；同等学力研究
生２２０人参加答辩，其中，答辩未通过１３人。

（杨晓蕾）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学校评选出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５２篇。

２０１７届（年）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名单

序号 姓名 学院 专业 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１ 戴劲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

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东北黑土区耕地利用效率研究———基于嫩江县

的调查
彭文英

２ 王宇光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

学院
区域经济学 基于区域利益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 安树伟

３ 卫梦婉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

学院
区域经济学

北京城市治理能力评价与提升研究———兼与上

海、广州、南京的比较
邬晓霞

４ 孟荔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新员工组织社会化与工作投入的影响机制研究 肖霞

５ 费征帅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上市公司董事会异质性对 Ｒ＆Ｄ投入影响关系
研究———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宋克勤

６ 许爽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组织社会化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研究 吴冬梅

７ 杨荣星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Ｈ公司初创期创始人控制权研究 徐炜

８ 薛凯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城市商业银行个人业务客户分层管理研究———

以Ｃ城市商业银行为例
陈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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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院 专业 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９ 李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ＹＴ快递公司市场发展战略研究 赵艳

１０ 邓阳 经济学院 产业经济学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流通网络发展研究 王稼琼

１１ 孙潇 经济学院 西方经济学
山东省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

分析
赵娟

１２ 周炳恒 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 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的博弈研究 张锦冬

１３ 郑辛如 经济学院 国民经济学 人民币汇率对不同类型ＦＤＩ的影响分析 李婧

１４ 黄璐 经济学院 数量经济学 碳市场交易价格与履约监管博弈和计量分析 王文举

１５ 白天 经济学院 数量经济学
中国利率期限结构和宏观经济相关性的实证

研究
田新民

１６ 李晓露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及影响因

素研究
王军

１７ 陈淼琳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预测模型研究
王海林

１８ 梁媛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会计师事务所违规信息披露与审计质量相关性

分析
申慧慧

１９ 王银 会计学院 会计学
政府补助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强度关系的实证

研究———基于经济区域的视角
崔也光

２０ 隗菀 会计学院 会计 ＢＯＴ项目会计问题研究———以Ｓ公司为例 刘文辉

２１ 赵雨彤 会计学院 会计
我国航运业僵尸企业的界定及破产重整案例

研究
栾甫贵

２２ 熊露 会计学院 审计 ＡＢＣ会计师事务所人才流失问题研究 顾奋玲

２３ 吴佳琪 会计学院 审计
地方领导干部土地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研究———

以Ａ镇党委书记离任审计为例
顾奋玲

２４ 安领娟 劳动经济学院 社会保障 从垄断到竞争：医疗服务供给改革路径研究 朱俊生

２５ 赵白歌 劳动经济学院 劳动经济
我国居民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关系的实证研

究———马太效应还是张弓效应？
黎煦

２６ 顾博文 劳动经济学院 人口学 家庭户特征对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 齐明珠

２７ 李志华 劳动经济学院 社会工作
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保健状况的家庭影响因素

研究
亓昕

２８ 靳雅楠 劳动经济学院 社会保障
流动经历对农村回流抑郁程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四川和河北五县的调查
黎煦

２９ 胡龙 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电商数据仓库作业调度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马慧

３０ 刘亚男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

工程
人口变化趋势下升学率对ＧＤＰ影响的仿真研究 傅星

３１ 郭丹彤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安全科学与

工程
协同学理论下的事故应急救援研究 吕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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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学院 专业 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３２ 马子超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埋地燃气管道防腐性评估与破损点识别 岳忠

３３ 赵亚敏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劳动卫生与

环境卫生学

北京市典型校园室内外ＰＭ２．５浓度水平及暴露
特征评价

李宗圣

３４ 高珊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我国个人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问题研究 刘颖

３５ 冯群 财政税务学院 税务 “营改增”背景下增值税分享体制问题研究 姚东旭

３６ 郭程翔 财政税务学院 资产评估 现金流波动性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分析 赵琼

３７ 安磊 财政税务学院 资产评估
企业价值评估中可比公司选择的优化研究———

基于高维数据相似性度量视角
王竞达

３８ 石家男 法学院 法律（法学）
商标显著性判定的法律问题分析———以“微信”

商标案为例
翟业虎

３９ 彭欢欢 法学院 法律（法学） 劳务派遣退工机制的缺陷与完善 徐丽雯

４０ 李晓飞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
行政裁量基准效力研究 焦志勇

４１ 宁恩祺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排斥的人口学特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朱超

４２ 王安怡 金融学院 金融学
２０１５“股灾”时期股指期货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及
监管研究

巩云华

４３ 万杰 金融学院 保险 内地居民赴香港购买保险产品影响因素研究 雒庆举

４４ 吴孟 金融学院 保险
移动互联网技术在车险理赔中应用的认可度调

查———以“事故ｅ处理”ＡＰＰ为例
张小红

４５ 周亭孜 金融学院 金融 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研究 朱超

４６ 郑月蔚 金融学院 金融
基于压力测试的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

研究
王苹

４７ 刘宇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网上专家经济观点自动挖掘研究 纪宏

４８ 杨磊磊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大数据视角下非结构化文本数据的顾客满意度

研究
阮敬

４９ 张紫嫣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美国自然文学中的乡村：审美情感与生态伦理 程虹

５０ 李岩 外国语学院 翻译硕士

教育类学术论文长难句翻译策略研究———以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论文集为例

刘润楠

５１ 赵凯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
成林萍

５２ 胡雨霄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数量经济学
美国男性居民性取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成

因分解
李鲲鹏

（杨晓蕾）

【学位论文抽检】　学校５４篇硕士学位论文进入北
京市教育督导委员会主持的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度北
京地区硕士学位论文随机抽检，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３１日，结果尚未公布；８篇博士学位论文进入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持的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学年度
全国授予博士学位论文随机抽检，其中１篇存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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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问题。

（杨晓蕾）

【导师考核遴选】　学校完成了３９７名校内导师和

３１１名校外导师的年度考核以及２９名新增导师的培
训工作，其中，３９人获得优秀研究生导师荣誉称号，２
人不合格。学校新增学术硕士研究生导师２４人，新
增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１７人。

２０１７年度优秀研究生导师名单

序号 姓名 学院

１ 安树伟　邬晓霞　张国山　刘业进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２ 高闯　赵艳　吴冬梅 工商管理学院

３ 王军　马方方　王佃凯　张弘 经济学院

４ 蔡立新　马元驹　汪平 会计学院

５ 童玉芬　黎煦　肖周燕 劳动经济学院

６ 马慧　傅星　邵丽 信息学院

７ 陈文瑛　吕淑然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８ 丁芸　杨全社　赵仑 财政税务学院

９ 高桂林　王剑波 法学院

１０ 蒋三庚　王曼怡　谢太峰 金融学院

１１ 任韬　阮敬　马立平 统计学院

１２ 程虹 外国语学院

１３ 冯培　谷军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１４ 田峥　侯杰　王超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杨晓蕾）

研究生事务管理

【“ＢＯＯＫ思议读书接力”活动】　４月，为鼓励研究
生多读书、读好书，充分交流读书感想，学校组织了

“ＢＯＯＫ思议读书接力”活动，鼓励学生在书籍上标
注内容，空白处写下感想，在借阅图书的过程中跨时

空进行思想交流，研究生１００余人参与活动。
（高晨）

【组织形势与政策报告】　４月，学校邀请国际关系
学院副教授、中关村一带一路产业促进会研究院执

行院长、国家安全与政府法制研究所研究员储殷主

讲“当代世界格局变化与中国周边安全”讲座，使学

校研究生对当代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我国面临的周边

安全形势有更深的了解。

（高晨）

【２０１７届北京市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　５月１８日，
学校评选出２０１７届北京市优秀毕业研究生５４人。

２０１７届研究生优秀毕业生名单

博士 王莹莹　钟顺昌　朱志胜

硕士

王超　吕雨露　许爽　李胡扬　苟济帆　刘建新　郑月蔚　龙云飞　赵婕伶　于戈　蒋静芳
辛虹安　李泽卿　戴劲　何?彦　徐伟锋　谢东虹　王荣明　孙姣　张强　雷阳阳　孙慧　
钟佩佩　王玲莉　卓舜鹏　马子超　舒雅婷　孙文悦　赵雨彤　吕金格　陶宇　王垒垒
袁小叶　曹钰坤　于泽莹　陈名利　李晓飞　邓阳　周臖　郭晓允　黄璐　王瞡楠　李可
周欣博　秦烨　张晶　郭明明　雷昊　马轶芳　杨荣星　杜筱倩

（刘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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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团队风采展示”活动】　５月，学校组织开展
第一届研究生导学团队风采展示活动，３７个团队申
报，１６个团队进入复评展示，分别从团队建设情况、师
生导学关系、导师育人理念、人才培养成果、团队综合

素质风采等方面进行了展示，采用朗诵、唱歌、三句半

等多种表现形式，表达了师生间、师门内的真情实感，

体现出师门团队积极向上、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

（高晨）

【２０１７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　６
月３０日，学校举行２０１７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
授予仪式。学校党委书记冯培，校长付志峰，党委副

书记孙善学，纪委书记杨世忠，党委副书记徐芳，副

校长孙昊哲出席了典礼，校长助理戚聿东、崔也光，

各学院领导、导师、毕业班班主任及博士毕业生、硕

士毕业生参加了典礼。党委书记冯培宣读了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授予毕业研究生博士学

位、硕士学位的决议，党委副书记徐芳宣读了 ２０１７
届“北京市优秀毕业生”表彰决定，副校长孙昊哲为

２０１７届校友联络员代表陶宇颁发了聘书，城市经济
与公共管理学院何?彦作为２０１７届研究生毕业生
代表发言，金融学院院长尹志超作为导师代表为

２０１７届研究生毕业生致祝辞，校长付志峰向２０１７届
毕业研究生致毕业贺辞，冯培、付志峰为获得博士学

位研究生进行学位授予仪式，各学院分别为硕士毕

业生举行了学位授予仪式。

（高晨）

【２０１７级研究生新生开学典礼举行】　９月６日，学
校举行２０１７级研究生开学典礼。学校党委书记冯
培，党委副书记孙善学，纪委书记杨世忠，副校长丁

立宏、王传生，党委副书记徐芳，副校长孙昊哲、杨开

忠，校长助理戚聿东、崔也光及各学院相关负责人，

部分研究生导师和全体２０１７级研究生参加了开学
典礼。典礼由孙善学主持。党委书记冯培致辞欢迎

２０１７级研究生，导师代表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学平
发言，信息学院２０１５级博士研究生王春雪同学代表
在校研究生发言，金融学院２０１７级硕士研究生张雨

虹同学代表新生发言。

（高晨）

【研究生入学教育系列活动举行】　９月，研究生工
作部根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２０１７级研究生新生入
学教育实施方案》举行研究生入学教育系列活动，分

为“校史校情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政策制度解

读”“学术道德及学风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新生

入学适应”６个模块。开学典礼后，由学校党委书记
冯培为新生讲授了“入学第一课”。９月７—８日，研
究生工作部特别邀请了原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志》总纂赵凤启为同学们讲授学

校６０载的历史及校园文化，邀请劳动经济学院教授
纪韶、研究生院副院长阮敬、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范合

君、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王德起、图

书馆教师霍可对全体２０１７级研究生新生进行了“学
术生涯规划”“研究生教育”“科研规划”“学术规范”

“图书馆信息资源应用”等方面的讲解与指导。

（高晨）

【举办第八届哈博·高校（经管）博士学术论坛】　
１１月１６—１７日，学校举办第八届哈博·高校（经管）
博士学术论坛，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５０余位
专家学者、１５０余名博士、２００余名硕士研究生参加
论坛。校长助理崔也光、研究生院院长周明生，北京

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以及各学院领导参

加了开幕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一平、研究生

院院长周明生、研究生院副院长阮敬、研究生工作部

副部长孟毅芳、人事处副处长麻艳如出席闭幕式，并

由周明生宣读优秀论文获得者名单。论坛分为主论

坛及区域经济学、企业管理、产业经济、国际经济、国

民经济、会计学、劳动经济、财政税务、金融学、统计

与数量经济、管理科学与工程、法律经济１２个分论
坛，姚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王永贵

在主论坛上先后做了题为“如何做好经济学研究”与

“顾客定制战略的科学与艺术”的主题报告，来自全

国３０所高校的７０余名博士生参加了分论坛的论文
宣读和学术讨论活动。

第八届哈博论坛优秀论文成果名单

学校 姓名 论文题目 论坛

复旦大学 刘贯春
中国省级经济体的增长路径差异及动力机制转换———兼论地理位置和制度

质量的重要性
区域经济

上海财经大学 张瑜
企业“人情取向”与创业者“规范化”经历：促进还是制约？———对我国农村

创业企业绩效的研究
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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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校 姓名 论文题目 论坛

清华大学 武舜臣
“稻强米弱”是否抑制了稻谷加工业的要素配置扭曲？———基于企业层面

微观数据的验证
产业经济

上海财经大学 王晓卓 轮轴—辐条结构及其对ＲＴＡ形成的影响研究———基于贸易网络视角 国际经济

上海财经大学 张燕 资源繁荣、配置效率与荷兰病：理论模型与中国经验证据 国民经济

北京交通大学 孟为 宏观货币政策影响上市公司流动性管理的价值效应吗？ 会计学

中国人民大学 毛宇飞
互联网使用能否减小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来自 ＣＧＳＳ数据
的经验证据

劳动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 王丽艳
ＴｈｅＢｉｇＰｕｓｈ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Ｌ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Ｇｒｅａ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

财政税务

华中科技大学 李安泰 Ｔｗｅ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Ｍｅｄｉａ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ＢｉｇＤａｔａ 金融学

暨南大学 马志华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ｉｘｔｕｒｅＬａｔ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Ｍｉｘｅ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ｗｉｔｈＭｉｓｓ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ｓ

统计与数量经济

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
张鑫鑫 单行道对交通运行状况的影响研究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上海财经大学 龚志祥 建设工程合同价格博弈的数形推演和立法规制 法律经济

（高晨）

【研究生干部培训】　１１月，学校以建军９０周年为
契机，组织研究生干部４０余人通过参观地道战遗址
纪念馆、素质拓展、汇报演出、攻防射箭体验环节感

悟和学习军旅精神，以期以良好的精神风貌迎接未

来的学习工作。

（高晨）

【“习惯养成月计划”活动】　１１月，学校组织开展
“习惯养成月计划”活动，通过运动打卡、阅读打卡的

方式，督促研究生养成良好的运动、阅读习惯。活动

持续一个月，共收到学生运动打卡里程：３０２５．５７公
里，共收到阅读打卡英文文献感想９０篇。

（高晨）

【研究生“三助”岗位聘用培训及考核】　学校依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助教、助研、助管工作管

理办法》的要求，分别于２月和９月开展了两期研究

生“三助”岗位聘用、培训及考核工作，聘任助教岗位

１６８人次，助研岗位２８１人次，助管岗位２６７人次。
（刘秋丽）

【研究生评奖评优】　学校根据《关于开展２０１７年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２０１７
年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关于评

选２０１７年度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的通知》以及《关
于开展２０１７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新生
奖学金和学术奖学金评定工作的通知》等的要求，开

展了２０１７年度研究生评奖、评优工作。最终，博士
研究生１１人、硕士研究生６０人获得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２２５人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４７４人
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二等奖，５４３人获得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三等奖；１３３人荣获“研究生优秀学生干
部”称号；２名研究生新生获得研究生“双百奖学
金”。

２０１７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学院 序号 姓名 学院

１ 张任之 工商管理学院 ３ 王静文 劳动经济学院

２ 易祯 金融学院 ４ 王春雪 信息学院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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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学院 序号 姓名 学院

５ 刘想 工商管理学院

６ 周畅 会计学院

７ 潘恩阳 经济学院

８ 孔晓旭 工商管理学院

９ 张宇栋 信息学院

１０ 徐齐利 经济学院

１１ 吴远远 经济学院

１２ 张双悦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１３ 潘鹏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１４ 吴件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１５ 李文典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１６ 杨先花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１７ 李雪丹 工商管理学院

１８ 武文静 工商管理学院

１９ 杨依含 工商管理学院

２０ 张梦蝶 工商管理学院

２１ 冯毓乾 工商管理学院ＭＢＡ教育中心

２２ 郭晶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２３ 申婷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２４ 黄拴雷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２５ 李苗苗 财政税务学院

２６ 毕盛 财政税务学院

２７ 宋轶媛 财政税务学院

２８ 张卓凡 财政税务学院

２９ 陈晓慧 国际经管学院

３０ 方叶子 会计学院

３１ 王晓娜 会计学院

３２ 汪丽娟 会计学院

３３ 尤聚州 会计学院

３４ 王琳惠 会计学院

３５ 王子一 会计学院

３６ 张莹莹 会计学院

３７ 王瑾 金融学院

３８ 高艺 金融学院

３９ 李梦 金融学院

４０ 潘添媛 金融学院

４１ 王硕 金融学院

４２ 李倩倩 金融学院

４３ 孙蕾 金融学院

４４ 卢孟珍 劳动经济学院

４５ 李曼 劳动经济学院

４６ 高凡 劳动经济学院

４７ 苗璐 劳动经济学院

４８ 周琳 劳动经济学院

４９ 付亚超 劳动经济学院

５０ 杨阳 劳动经济学院

５１ 刘玲 劳动经济学院

５２ 谷玉婧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５３ 高寒 统计学院

５４ 王禹 统计学院

５５ 刘鑫颖 经济学院

５６ 赵
$

麟 经济学院

５７ 盘珊珊 经济学院

５８ 徐盼 经济学院

５９ 王? 经济学院

６０ 王潇然 经济学院

６１ 赵润 经济学院

６２ 张硕 信息学院

６３ 盖宇希 信息学院

６４ 王
%

信息学院

６５ 陈若尘 法学院

６６ 沈晴雯 法学院

６７ 刘邁 法学院

６８ 冯健 法学院

６９ 王姿淇 法学院

７０ 杨艺 外国语学院

７１ 陆尼 外国语学院

（刘秋丽）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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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教育

概　况

　　学校留学生教育开始于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７年为留学
生专门设立了全英文授课的硕士生班，２０１１年为留
学生专门设立了全英文授课的博士生班，２０１７年为
留学生专门设立了全英文授课的本科班。至 ２０１７
年，已开办有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高级

进修生、普通进修生等多种层次的留学生教育。学

校将留学生工作作为国际化和现代化大学的重要标

准之一，提出了“扩大规模、提高质量、突出特色、优

化结构”的留学生发展十六字方针，并设国际学院负

责留学生教育。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学校有在
校留学生９１０人，其中，汉语进修生１５０人、本科生
１４０人、硕士研究生８９人、博士研究生４６人、校际交
流院校学生４１人、短期进修生４４４人。

国际学院有专职对外汉语教师２０人，兼职对外
汉语教师（合同制）５人；副教授５人，讲师１５人；具
有博士学位教师１１人，硕士学位教师７人，学士学
位教师２人；４０岁以下的教师有１２人。国际学院教
师专业涵盖汉语语言、中国文化、汉语教学与测试、

经济管理等多学科，全年发表论文７篇，出版著作１
部，承担各级科研项目１项。

国际学院下设留学生事务中心和对外汉语教研

室，分别负责留学生的招生、管理、培养和教学工作。

２０１７年国际学院师资队伍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学历 专业 职称

１ 李林立 本科 中文 副教授

２ 牛杰 硕士研究生 语言学 讲师

３ 刘文政 本科 对外汉语 讲师

４ 栾育青 硕士研究生 课程与教学论 讲师

５ 许晓华 博士研究生 汉语言文字学 副教授

６ 赵睿 硕士研究生 汉语言文字学 讲师

７ 常晓宇 博士研究生 课程与教学论 讲师

８ 辛玉彤 博士研究生 思想史 讲师

９ 杨颖 博士研究生 汉语言文字学 讲师

１０ 魏鹏程 硕士研究生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讲师

１１ 万凯艳 博士研究生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副教授

１２ 崔淑燕 硕士研究生 课程与教学论 讲师

１３ 覃俏丽 硕士研究生 中国古代文学 讲师

１４ 周磊 硕士研究生 课程与教学论 副教授

１５ 郭凌云 博士研究生 中国古代文学 副教授

１６ 姚京晶 博士研究生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讲师

１７ 王默凡 博士研究生 企业管理 讲师

１８ 刘一杉 博士研究生 汉语言文字学 讲师

１９ 张娟 博士研究生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讲师

２０ 李红 博士研究生 中国古典文献学 讲师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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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学年留学生国别及人数一览表

序号 国籍 人数 序号 国籍 人数

１ 韩国 ２９１

２ 日本 ２９

３ 加拿大 ２５

４ 老挝 ２１

５ 蒙古 ９

６ 哈萨克斯坦 １６

７ 俄罗斯 ９

８ 塔吉克斯坦 ２４

９ 爱尔兰 ４

１０ 法国 １１

１１ 越南 １

１２ 赤道几内亚 ２

１３ 柬埔寨 ５

１４ 肯尼亚 ５

１５ 坦桑尼亚 １４

１６ 印度尼西亚 ４

１７ 白俄罗斯 ３

１８ 马里 ３

１９ 阿根廷 １

２０ 阿塞拜疆 ２

２１ 安哥拉 ４

２２ 巴西 １

２３ 保加利亚 ３

２４ 西班牙 ２

２５ 多哥 ５

２６ 马来西亚 １

２７ 刚果（布） １

２８ 吉布提 ３

２９ 加纳 ２

３０ 津巴布韦 ２

３１ 喀麦隆 ４

３２ 毛里塔尼亚 ３

３３ 泰国 ３

３４ 瓦努阿图 ２

３５ 乌克兰 １１

３６ 伊朗 １

３７ 阿富汗 １

３８ 埃塞俄比亚 １

３９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

４０ 巴基斯坦 ３

４１ 巴勒斯坦 １

４２ 贝宁 ２

４３ 墨西哥 １

４４ 博茨瓦纳 ３

４５ 英国 １

４６ 斐济 １

４７ 佛得角 １

４８ 吉尔吉斯斯坦 １

４９ 几内亚 ３

５０ 加蓬 １

５１ 拉脱维亚 １

５２ 莱索托 １

５３ 立陶宛 ２

５４ 利比里亚 １

５５ 罗马尼亚 １

５６ 马达加斯加 ４

５７ 马拉维 ２

５８ 纳米比亚 ２

５９ 南非 ２

６０ 萨摩亚 １

６１ 塞拉利昂 １

６２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１

６３ 汤加 １

６４ 土库曼斯坦 １

６５ 乌干达 １

６６ 乌兹别克斯坦 ９

６７ 亚美尼亚 １

６８ 意大利 ３

６９ 印度 １

７０ 赞比亚 １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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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国籍 人数 序号 国籍 人数

７１ 中非 １

７２ 安提瓜和巴布达 １

７３ 东帝汶 １

７４ 刚果（金） １

７５ 古巴 ２

７６ 科摩罗 ２

７７ 科特迪瓦 ２

７８ 利比亚 １

７９ 美国 ２２

８０ 孟加拉 １

８１ 莫桑比克 ４

８２ 尼日尔 １

８３ 塞内加尔 １

８４ 索马里 １

（于佳　刘文政）

留学生招生培养

【留学生招生】　学校招收留学生６８３人，其中，汉语

进修生９０人、本科生６３人、硕士研究生３９人、博士
研究生２６人、校际交流院校学生２１人、短期进修生
４４４人。

２０１７年在校留学生情况统计表

类别 在校生（人） 新生（人）

汉语进修生 １５０ ９０

本科生 １４０ ６３

硕士研究生 ８９ ３９

博士研究生 ４６ ２６

校际交流生 ４１ ２１

短期留学生 ４４４ ４４４

合计 ９１０ ６８３

（于佳）

【留学生奖学金评选】　学校有留学生１４９人获得中
国政府奖学金，其中，本科生 ５９人、硕士研究生 ６９
人、博士研究生１８人、普通进修生３人，占留学生总
人数的１６．４％；４人获得孔子学院奖学金；２４１人获
得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其中，本科生９３人、硕
士研究生２４人、博士研究生 ２９人、汉语进修生 ９５

人，占留学生总人数的２６．５％。学校按照国家留学
基金委员会“留金来〔２００３〕４００３号文件”和《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年度评审标准和实施

细则》对应参评在校留学生６７人进行奖学金评审，
并将评审情况上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最终６７人
通过评审。

２０１７年在校留学生获政府奖学金情况统计表

类别 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人） 获得孔子学院奖学金生（人）
获得北京市外国

留学生奖学金生（人）

汉语进修生 ３ ４ ９５

本科生 ５９ — ９３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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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人） 获得孔子学院奖学金生（人）
获得北京市外国

留学生奖学金生（人）

硕士研究生 ６９ — ２４

博士研究生 １８ — ２９

校际交流生 — — —

短期留学生 — — —

合计 １４９ ４ ２４１

（于佳）

【留学生培养】　学校组织留学生赴蒙牛乳业集团、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等地参观实习；为留学生开

设了太极拳、书法和国画等选修课；组织留学生参观

长城、故宫、颐和园；帮助印度尼西亚籍留学生崔丽

佳晋级第七届北京外国留学生“汉语之星大赛”

复赛。

（于佳）

【留学生毕业与结业】　２０１７年，学校留学生预毕业
５２人，其中，本科生２７人，硕士研究生１９人，博士研
究生６人；实际毕业４２人，其中，本科生２３人，硕士
研究生１７人，博士研究生２人；２０１７年春季学期留
学生汉语进修生应结业１００人，结业５２人，未结业
４８人，其中，继续学习２１人；秋季学期留学生汉语进
修生应结业７７人，结业２０人，未结业５７人，其中，继
续学习４４人。

２０１７年外国留学生毕业预报及实际毕业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护照用名） 性别 国籍 专业 层次 费用类别

１ ＬＯＵＭＥＤＪＩＮＯＮＦＩＦＯＮＳＩＥＬＯＤＩＥＮＩＮＡ 女 贝宁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公费

２ ＭＯＮＳＵＹＳＩＭＡＭＩＧＵＥＬ 男 赤道几内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公费

３
ＭＢＡＮＡＥＮＧＯＮＧＡ
ＳＩＬＶＩＡＢＥＮＩＴＡＯＮＧＯＧＯＮＯ

女 赤道几内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公费

４ ＭＴＯＮＧＡＤＵＮＣＡＮ 男 赞比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公费

５ ＭＵＮＫＨＢＡＴＢＯＬＯＲ 女 蒙古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公费

６ ＮＡＲＡＮＡＹＡＮＧＡ 男 蒙古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公费

７ ＮＡＲＡＮＭＵＮＫＨＢＡＹＡＳＧＡＬＡＮ 男 蒙古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公费

８ ＧＡＮＢＡＡＴＡＲＵＹＡＮＧＡ 女 蒙古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公费

９ ＮＡＲＡＮＫＨＵＵＥＮＥＲＥＬ 女 蒙古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公费

１０ ＴＵＭＵＲＢＡＡＴＡＲＯＹＵＮ－ＥＲＤＥＮＥ 女 蒙古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公费

１１ ＫＡＢＤＥＳＨＥＶＴＡＭＥＲＬＡＮ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公费

１２
ＭＯＵＡＹＡ ＭＯＵＮＧＡＬＬＡ ＥＡＲＶＹＫ
ＡＭＢＲＯＩＳＥＫＩＴ

男 刚果（布）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公费

１３ ＺＥＢＡＬＬＯＳＴＥＲＡＮＥＲＷＩＮ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Ｅ 男 玻利维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公费

１４ ＤＵＲＵＳＡＬＩＥＶＡＬＭＡＺ 男 吉尔吉斯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公费

１５ ＣＨＯＩＨＷＡＮＨＥＥ 女 韩国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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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护照用名） 性别 国籍 专业 层次 费用类别

１６ ＪＵＮＧＤＵＲＩ 女 韩国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自费

１７ ＬＥＥＹＵＪＵ 女 韩国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自费

１８ ＣＨＯＨＹＵＮＤＥＯＫ 男 韩国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自费

１９ ＤＡＯＨＵＮＧＡＮＨ 男 越南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自费

２０ ＫＡＬＡＳＨＮＩＫＯＶＤＥＮＩＳ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自费

２１ ＫＵＤＩＮＯＶＡ　ＥＫＡＴＥＲＩＮＡ 女 俄罗斯 国际贸易 硕研 公费

２２ ＰＨＡＬＡＹＯＫＴＨＥＴＮＩＶＯＮＧ 男 老挝 国际贸易 硕研 公费

２３ ＳＯＭＰＨＡＶＡＴＨＶＩＳＡＮＯＵ 男 老挝 国际贸易 硕研 公费

２４ ＭＵＴＨＬＩＮＤＥＴＨ 女 柬埔寨 国际贸易 硕研 公费

２５ ＭＯＮＧＫＨＯＮＶＩＬＡＹＮＥＴＰＡＳＥＵＴＨ 男 老挝 政治经济学 硕研 公费

２６ ＨＷＡＮＧＪＩＳＵ 男 韩国 国际贸易学 硕研 公费

２７ ＤＵＧＥＲＳＵＲＥＮＰＵＲＥＶＳＵＲＥＮ 女 蒙古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
硕研 公费

２８ ＣＡＭＥＮＳＣＨＩＤＯＲＩＮＡ 女 摩尔多瓦 国际贸易 硕研 公费

２９ ＴＯＮＥＶＡ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ＡＤＩＭＩＴＲＯＶＡ 女 保加利亚 国际贸易 硕研 自费

３０ ＡＢＩＬＩＯＢＥＬＩＺＡＲＩＯＪＯＡＯ 男 安哥拉 国际贸易学 英研 公费

３１ ＶＡＳＱＵＥＳＦＩＵＺＡＤＥＢＯＲＡ 女 巴西 应用经济学 英研 公费

３２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ＨＥＲＲＥＲＡ
ＡＮＤＲＥＳ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男 厄瓜多尔 国际贸易学 英研 公费

３３ ＫＵＮＢＵＯＲＶＩＣＴＯＲＫＵＮＳＯＦＡＨ 男 加纳 数量经济学 英研 公费

３４ ＢＲＯＷＮＥＪＵＬＩＵＳＰＡＨ 男 利比里亚 国际贸易学 英研 公费

３５
ＳＨＩＧＷＥＤＨＡＭＡＩＪＡＴＵＷＩＬＩＫＡ
ＫＡＮＴＥＬＥ

女 纳米比亚 国民经济学 英研 公费

３６ ＦＩＬＩＳＩＯＡＮＡＹＡＳＭＩＮＡ 女 汤加 国民经济学 英研 公费

３７ ＤＵＲＤＹＹＥＶＭＥＲＧＥＮ 男 土库曼斯坦 国际贸易学 英研 公费

３８
ＭＵＫＡＺＨＩＴＡＷＡＮＤＡ
ＬＵＣＫＳＯＮＣＨＯＩＣＥ

男 津巴布韦 国民经济学 英研 公费

３９ ＭＯＳＫＡＬＥＴＳＡＮＤＲＥＹ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贸易学 英研 自费

４０ ＡＧＹＡＡＴＡＢＡＮＩＡＤＩ 男 尼日利亚 国民经济学 英博 公费

４１ ＭＡＬＥＴＥＫＯＦＯＶＩＮＮＩＥ 男 刚果（金）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自费

４２ ＳＨＩＬＯＶＡＶＩＫＴＯＲＩＹＡ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自费

４３ ＧＯＭＢＯＳＵＲＥＮＡＲＩＵＮＢＯＬＤ 男 蒙古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自费

４４ ＲＥＰＥＺＺＡＫＥＬＬＹＡＮＮＥ－ＳＯＰＨＩＥ 女 法国 经济学 校际交流 自费

４５ ＦＥＲＲＡＮＤＲＯＭＡＮＥＭＡＲＩＥ 女 法国 经济学 校际交流 自费

４６ ＬＩＡＯＳＯＰＨＩＥＷＥＮ－ＹＡ 女 法国 经济学 校际交流 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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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护照用名） 性别 国籍 专业 层次 费用类别

４７
ＰＩＶＥＲＴ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ＸＩＭＥ

男 法国 经济学 校际交流 自费

４８ ＴＯＴＲＯＮＧＨＵＮＧ 男 越南 国民经济学 汉博 公费

４９ ＭＡＤＯＵＫＡＫＯＵＭＯＵＲＯＱＵＩＡＦＡＮＥ 男 刚果（布） 金融学 汉博 公费

５０ ＶＩＳＨＮＥＶＳＫＩＹ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男 俄罗斯 法律 汉博 公费

５１ ＳＡＮＤＯＶＡＬＶＥＲＯＮＩＣＡＩＳＡＢＥＬ 女 阿根廷 经济学 汉博 自费

５２ ＡＮＧＥＬＩＡＷＩＤＩＹＡＮＴＩ 女 印度尼西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 汉博 自费

　　注：序号加“”的留学生表示２０１７年毕业学生。未加“”表示２０１７年结业学生。

（于佳）

【汉语进修生课程设置】　国际学院按照训练听、说、
读、写四项技能的基本要求设置留学生课程。其中，

必修课由综合课、口语课（会话课）、听力课、阅读课、

写作课等课程组成，选修课由汉语类选修课及文化

类选修课组成。

汉语进修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 课程一 课程二 课程三 课程四 课程五 课程六 课程七 课程八

初级一 汉语综合１ 汉语口语１ 汉语听力１ 写汉字

初级二 汉语综合２ 汉语口语２ 汉语听力２

初级三 汉语综合３ 汉语口语３ 汉语听力３
初 级 汉 语

阅读

中级一 汉语综合４
中级汉语听

说１
报刊阅读１

中级二 汉语综合５
中级汉语听

说２
报刊阅读２ 汉语写作１

高级一 汉语综合６ 高级口语１ 实况听力１ 报刊阅读３ 汉语写作２

高级二 汉语综合７ 高级口语２ 实况听力２ 报刊阅读４ 汉语写作３

一对一 汉语综合 汉语会话

短期班 汉语综合 汉语会话

选修课（汉

语类）

初 中 级 视

听说

初中级经贸

汉语
唱歌学汉语

听 故 事 学

汉语
汉语正音 汉字 ＨＳＫ４级辅导 ＨＳＫ５级辅导

选修课（文

化类）
书法 中国菜 太极拳 京剧 瑜伽

中国古代诗

词欣赏
中国文化 中国民族音乐

其他

（刘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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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

概　况

　　学校设立体育部承担体育教学任务。体育部成
立于２００９年，其前身为体育教学部，下设教学教研
室、群体与训练教研室、体质测试中心、场馆中心、行

政办公室，负责学校体育教学、体育科研、运动队训

练与竞赛、群众体育活动及体育场馆管理工作。

体育部有在岗教职员工 ３８人，其中，教师 ３０
人，行政、教辅人员８人。专职教师中有教授３人、
副教授１０人、国际级裁判１人、国家级裁判４人，具
有博士学位者４人、硕士学位者２０人。

（赵巍）

体育教学

【师资队伍建设】　体育部以培养青年教师业务能力
为重点，继续支持教师田径、滑雪、长跑等业务能力

培训，组织学习场地障碍与拓展、教师体能训练、体

质健康与急救、专业技能提高等业务项目，组织教师

赴长沙、徐州、成都等地进行调研。体育部教师陈天

庚入选学校“学评教”优秀课堂教学效果奖前３０名。
（赵巍）

【教学研究】　体育部教师牟春蕾申报的“学生体质
健康视角下的体育课程干预研究———基于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年我校体质健康监测数据”科研项目获学校教
育教学改革青年项目立项。

（赵巍）

【教学管理】　体育部完成授课 １０７７５学时，超额
３０００余学时；完善各项课程安全预案，全年体育课程
未发生安全事故；组织教学专家组对教学工作进行

抽查听课及期中检查；完成２０１７年通识选修课申报
工作；协助完成北京市教委及学校教学资料抽查、

２０１７年问题地图排查、北京市教委本科教学基本状
态数据采集、２０１７年本科教学质量奖评选、２０１７年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自评报告资料申报等工作。

（赵巍）

【教学改革】　体育部调整了本科一年级第一学期男
生初级棍术、女生二十四式太极拳的教学内容，以学

生身体素质练习为主，加大了１２分钟跑的分值；新
增本科二年级第一学期男子综合拓展、女子综合拓

展、女子网球、女子羽毛球以及女子高尔夫 ５门课
程；编写２０１７版体育教学大纲试用版；修订２０１７年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体育教学内容；建成体育部期末

考试试题库；修订本科一年级场地障碍项目、实心球

教学项目的评分标准。

（赵巍）

【科研成果】　体育部教师发表学术论文２篇，出版
专著３部，孙扬的“不同剂量高强度间歇运动对北京
市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效果研究”获北京社科计

划项目立项，杨华的“北京市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风

险与约束机制研究”获校级课题立项。

（赵巍）

【体质健康测试】　体育部将学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
形式从课上测试调整为周六、日测试，９４５３名学生
参加该测试，其中，完成全部测试项目８９５４人，测试
参与率和测试完成率均创新高，优良率和及格率较

上一年均有显著提升。

（赵巍）

【体育竞赛】　学校运动队参加全国、北京市各类比
赛１８次，获各类运动项目第一名１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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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学校运动队获奖情况

运动队名称 比赛名称 获奖情况

游泳队

２０１７首都高校游泳冠军赛

甲Ａ组男子团体第四名、女子团体第一名，团体总分第
二名；

甲Ｂ组男子团体第四名、金牌２枚（打破１项赛会记录）；
乙组男子团体第一名、女子团体第一名，团体总分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
金牌５枚、银牌４枚、铜牌８枚、第四名２个、第五名１个、
第六名１个、第八名２个，总分１１７．５分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
金牌１枚、银牌３枚、铜牌３枚、第四名１个、第五名４个、
第六名１个、第七名１个

２０１７首都高校游泳锦标赛

甲Ａ组男子团体第四名、女子团体第三名，团体总分第
三名；

甲Ｂ组男子团体第三名；
乙组团体总分第三名

田径队

首都高等学校第 ５５届学生田径运
动会

女子团体总分第六名、男女团体总分第八名；

金牌４枚（打破１项学校纪录）、银牌１枚、铜牌１枚、第四
名１个

首都高等学校学生秋季田径运动会 金牌１枚、银牌１枚，女子团体总分第七名

篮球

第十九届ＣＵＢＡ东北赛区

首都高校大学生篮球联赛

中俄大学生对抗赛

海峡两岸大学生对抗赛

第二十届ＣＵＢＡ北京预选赛

大学生３ｖｓ３篮球

第十一名

冠军

２０１７年北京市最佳教练（宋晓旭）

冠军

最有潜力球队奖

季军

第四名

棒垒球队
２０１６年第二十二届北京市大学生棒
垒球联赛

垒球乙组亚军

乒乓球队 ２０１６年首都高校乒乓球锦标赛 男女团体第九名

排球队

４月北京市阳光杯气排球比赛 女排第七名

５月阳光杯排球赛 女排乙组第四名

６月沙排比赛 第六名

首都高校２０１７排球联赛 乙Ｂ组第五名

（赵巍）

【体育运动大会举行】　４月２０—２１日，学校举行第
十四届体育运动大会，经济学院取得男女团体总分、

男子团体总分、女子团体总分３项冠军，４项学校纪
录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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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学校群体活动一览表

项目 时间 参加人（队）次

体育运动大会 ４月２０—２１日 ７３５人

第二届趣味排球比赛 ４月２８日 １８队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五四杯”足球赛第一阶段 ４月 １６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五四杯”足球赛第二阶段 ４—５月 ８队

首届体育舞蹈比赛 ５月３１日 ５０余人

院系杯篮球赛 １０月２４日—１１月７日 约３００人

集体跳绳比赛 １１月９日 １６８人

拔河比赛 １１月２１—２３日 ２８０人

１２·９长跑接力赛 １２月６日 １５０人

（赵巍）

【高水平运动队招生】　体育部招收高水平运动员
１１人，其中，男子篮球运动员９人，游泳运动员２人。

（赵巍）

党建工作

【概述】　体育部党总支紧紧围绕学校“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工作目标，积极探索新

形势下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党建

和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认真完成学校两

委委员的选举工作，完成体育部退休党支部换届选

举工作，重温入党宣誓，选举产生了体育部党总支新

一届党代表。

（赵巍）

【党建宣传】　体育部更新了体育部网站，建立了微
信平台，网络管理员定期对网络进行维护和内容更

新，及时传达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和重点工作，认真宣

传报道体育部教职工的最新动态，为体育部提供了

宣传的窗口，为教职工创建了沟通的精神家园。另

外，不断加强体育文化建设，充分利用校内外媒体做

好体育新闻宣传，做好校园网体育部网站建设。

（赵巍）

【信息公开】　体育部注重开展信息公开工作，要求
与体育部教育管理、教学改革密切相关和涉及教职

工、学生切身利益的事项全部予以公开。把群众最关

心，反映最强烈，容易引发矛盾和滋生腐败的内容作

为公开的重点。教师职务评聘、评优、新教师引进、高

水平运动员招生等，都按要求进行公示。公示主要采

取会议、公文、校务公开栏、校园网等形式。坚持党政

联席会议制度，本学期加大了教研室工作力度。通过

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向教职工通报财务收支及其他

管理情况，并以公开栏方式张贴信息，予以公示。

（赵巍）

继续教育

概　况

学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始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初，设继续教育学院负责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教学

工作。

２０１７年，学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分为业余和函
授两种办学形式，于湖南、甘肃、广东、河北、海南、江

苏、西藏和宁夏设函授站 ８个，涵盖高中起点本科
（以下简称高起本）、专科起点本科（以下简称专升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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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及高中起点专科（以下简称高起专）３个办学层
次，设会计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 １３个专
业，并拥有相应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权。此外，继续教

育学院还举办了各类职业培训。

截至１２月３１日，继续教育学院成人高等学历

教育在籍学生３０８４人，各类继续教育培训学员５０９
人次，就读学生人数计３５９３人。其中，成人高等学
历教育业余 ２６２８人（高起本 ７７３人，专升本人 １
１４７，高起专７０８人）；函授４５６人（专升本１６５人，高
起专２９１人）。

继续教育学院２０１７年专业设置一览表

学习形式 培养层次 专业 学习形式 培养层次 专业

业余

高中起点本科

专科起点本科

高中起点专科

会计学

金融学

会计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会计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专科起点本科

高中起点专科

工商管理

会计学

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企业管理

会计

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

物流管理

法律事务

（宋岩）

学籍管理

【招生情况】　２０１７年，业余报考考生有６８６人，为计

划招生数的１４２．９２％。其中，高起本１１６人，专升本
４５３人，高起专１１７人。业余招生４９８人（高起本８１
人，专升本３３４人，高起专８３人）；函授招生３８５人
（专升本２００人，专科１８５人）。

继续教育学院２０１７年招生情况一览表

学习形式 培养层次 专业名称 计划数 实际招生人数

业余

高中起点本科

专科起点本科

高中起点专科

会计学 ８１ ８１

工商管理 ４７ ５６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１６ ０

会计学 １０６ １１６

金融学 ３６ ４１

人力资源管理 １１３ １２１

会计 ３８ ３９

人力资源管理 ４３ ４４

合计 ４８０ ４９８

函授 专科起点本科

工商管理 ７３ ７６

会计学 ８２ ８６

人力资源管理 ３９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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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习形式 培养层次 专业名称 计划数 实际招生人数

函授 高中起点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１００ ９０

会计 ５５ ６０

人力资源管理 ３０ ３５

合计 ３８０ ３８５

（刘薇　王树明）

【推优免试入学】　学校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
于部分成人高校招生考试改革试点的通知》（京教函

〔２０１４〕３０１号）的相关要求制定了《２０１７年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推优免试成人教育专升本招生方案》，并招

收推优免试入学学生５０人。
（刘薇）

【毕业情况】　２０１７届春季毕业生 ２２９人（高起本
１１０人，专升本６０人，高起专５９人），２０１７届夏季毕
业生７９６人（高起本７人，专升本４１９人，高起专１５０
人，专科２２０人）。１６７名２０１７届本科毕业生获得学
士学位，约占本科毕业生人数的２８．０２％。

继续教育学院２０１７届（春季）毕业情况统计表

学习形式 培养层次 专业 毕业生人数

业余

高中起点本科

专科起点本科

高中起点专科

会计学 １１０

金融学 １０

会计学 １０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１

工商管理 ８

人力资源管理 ２６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５

会计 ２２

市场营销 ７

经济管理 １２

工商企业管理 １８

合计 ２２９

继续教育学院２０１７届（夏季）毕业情况统计表

学习形式 培养层次 专业 毕业生人数

业余

高中起点本科

专科起点本科

会计学 ７

金融学 ３９

会计学 １１５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２５

人力资源管理 １０６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２

工商管理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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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习形式 培养层次 专业 毕业生人数

业余
高中起点专科

会计 ６２

金融管理与实务 １２

市场营销 ２３

经济管理 １

工商企业管理 ５２

合计 ５１０

函授

专科起点本科

高中起点专科

工商管理 ７

会计学 ２９

人力资源管理 ３０

工商企业管理 ３０

会计 １３３

人力资源管理 ３０

市场营销 １６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１

法律事务 １０

合计 ２８６

（高铭　王树明）

学历教育

【业余教育】　业余教育为３０个教学班级开设课程
２３２门次，完成教学任务１１２１１课时，组织课程考试
６次，组织成人本科学士学位英语统一考试２次；组
织安排了２０１７届本科毕业班１３个、专科毕业班６个
毕业论文教学课程，计２００８课时；开展期中教学检
查，涉及课程２３２门次，授课教师１６４人。

（刘薇　薛咏梅　陈思）

【课程资源建设】　学院继续加强信息化平台和课程
资源建设，学院利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专项资金３０
万元购置了弘成教育集团课程６门（《投资学概论》
《企业战略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西方

经济学》《社会学》），并启动录制课程２门（《会计学
基础》《统计学》）。

（宋岩）

【职业培训】　学院举办成人高考辅导班、导游证培

训班、酉阳培训者培训班、西城区安监局干部素质能

力提升班，参加学员计５０９人。
（王树明）

国际合作

【概述】　继续教育学院英国商业与技术教育委员会
（ＢＴＥＣ）课程中心继续承办英国爱德思（Ｅｄｅｘｃｅｌ）国
家职业学历与学术考试机构认证的英国高等教育文

凭（ＨＮＤ）课程项目。学校是国内首批承办该课程项
目经济类课程的院校（２００２年），在课业评估质量、
教学资源配置、内部质量审核方面均得到了最高评

价（Ａ），成为国内首家“三Ａ”中心，项目课程包括国
际商务等５个专业方向的课程。

（李淑珍）

【学生情况】　项目中心在读学生数为２３６人。２０１７
届毕业生取得英国高等教育文凭（ＨＮＤ）职业资格证
书者比例达９８％，雅思通过率达９５％。

（李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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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６月２日，中国科学院院士
陆大道为学校师生做京津

冀城市群可持续发展主题

报告

中图　６月 １６日，学校举行“新
时代下的自然文学与生态

研究”论坛

下图　６月２１日，学校与北京城
市研究发展促进会共同举

办第一届北京城市建设绿

色安全生产交流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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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６月２６日，学校举行２０１７
京津冀蓝皮书“协同发展

的新形势与新进展”发

布会

中图　９月，学校主创的《京津冀蓝
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获第八届“优秀皮
书奖”一等奖

下图　９月２８日，学校北京市经
济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基地

获评人民网京津冀“２０１７
最具影响责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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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１１月 １６—１７日，学校举
行第八届哈博·高校（经

管）博士学术论坛

中图　１１月 ２３日，学校举办第
十一届北京安全文化论坛

下图　１２月１日，学校举办中央商
务区发展高峰论坛暨《ＣＢＤ
发展研究基地２０１７年度报
告》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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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１２月３日，学校举办第七届资产评估新发展国际论坛

下图　１２月３日，学校举办第五届金融风险高层论坛暨《中国金融风险报告（２０１７）》蓝皮书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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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１２月１６日，学校中国流通研究院与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内贸信息中心共同举办“回顾２０１７，展望
２０１８———十九大精神引领中国流通发展”中国流通三十人论坛（Ｇ３０）２０１７主题年会

下图　１２月２３日，学校举办２０１７年城市国际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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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领导小组成立】　学校成立学科建设领导
小组、５个一级学科管理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管
理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管理委员会、工商管理学

科管理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管理委员会、管理科学

与工程学科管理委员会）和５个学科建设委员会（法
学学科建设委员会、统计学学科建设委员会、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

委员会、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委员会），明确了

各个学科管理组织的权利和责任，进一步理顺了学

科管理的层次和具体要求，并制定了以学科发展成

果为导向的学科经费绩效分配机制。

（杨晓蕾）

【学位授权点调整】　学校组织“理论经济学”“法
学”“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与传播”５

个一级学科申报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截至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结果尚未公布；撤销了“人口学”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２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
权点。

（杨晓蕾）

【学科自评估】　学校根据教育部的总体要求和教育
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部署，依据《学位授

权合格评估办法》（学位〔２０１４〕４号）开展１０个一级
学科学位授权点、４１个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１６个
专业学位授权点自评估工作，并向教育部报送了９
个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自评估报告。截至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３１日，评估结果尚未公布。

（杨晓蕾）

２０１７年学科分布一览表

学科门类

及名称

博士点 硕士点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博士后

流动站

国家重点学科 北京市重点学科
北京市重点

建设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经济学０２

理论经济

学０２０１
２０１１．０３

政治经济

学０２０１０１
１９９８．０６ ２００７

西方经济

学０２０１０４
２０００．１２ ２０１０．０５

人口、资源

与环境经济

学０２０１０６
２００３．０９

经济思想

史０２０１０２
２０１１．０３

世界经济

０２０１０５
２０１１．０３

应用经济

学０２０２
２００６．０１ ２００６．０１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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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科门类

及名称

博士点 硕士点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博士后

流动站

国家重点学科 北京市重点学科
北京市重点

建设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国民经济

学０２０２０１
２００６．０１ ２０００．１２

区域经济

学０２０２０２
２００６．０１ １９９６．０９ ２００３

财政学

０２０２０３
２００６．０１ ２００３．０９

金融学

０２０２０４
２００６．０１ １９９６．０９ ２００３

产业经济

学（商业经

济）０２０２０５
２００６．０１ １９８６．０７ ２００３

国际贸易

学０２０２０６
２００６．０１ ２０００．０１

劳动经济

学０２０２０７
２０００．１２ １９８１．１１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３

数量经济

学０２０２０９
１９９８．０６ １９８６．０７ ２００３

人力资源开

发与人才发

展０２０２Ｚ１
２０１１．１２ ２０１１．１２

增长经济

学０２０２Ｚ２
２０１４．１０

法学０３

法学０３０１ ２０１１．０３

民商法学

０３０１０５
２００６．０１

经济法学

０３０１０７
１９９３．１２ ２００８

法学理论

０３０１０１
２０１１．０３

宪法学与

行 政 法

学０３０１０３
２０１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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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科门类

及名称

博士点 硕士点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博士后

流动站

国家重点学科 北京市重点学科
北京市重点

建设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国际法学

０３０１０９（含
国际公法、

国际私法、

国际经济

法）

２０１１．０３

马克思主义

理论０３０５
２０１１．０３

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

理０３０５０１
２００６．０１

思想政治教

育０３０５０５
２００６．０１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

究０３０５０３
２０１１．０３

中国近现

代史基本

问 题 研

究０３０５０６

２０１５．０７

文学０５

外国语言

文学０５０２
２０１１．０３

英语语言文

学０５０２０１
２０１１．０３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

学０５０２１１
２０１１．０３

理学０７

统 计 学

０７１４（可授
理学、经济

学学位）

２０１１．８．５２００６．０１２０１１．８．５１９８６．０７ ２０１２．０４ ２０１２

工学０８

安全科学与

工程０８３７
２０１１．８．５１９８６．０７

管理学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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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科门类

及名称

博士点 硕士点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博士后

流动站

国家重点学科 北京市重点学科
北京市重点

建设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管理科学与

工程（管理

学）１２０１
２０１１．０３ ２００３．０９ ２０１４．０９ ２００８．０５

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

统１２０１Ｚ１
２０１４．１２

安全管理工

程１２０１Ｚ２
２０１２．０６ ２０１２．０６

决策与优

化１２０１Ｚ３
２０１４．１２

工 商 管

理１２０２
２０１１．０３ ２００６．０１ ２０１２．０４

会计学

１２０２０１
２０１１．０３ １９８４．０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０８

企业管理

１２０２０２
２００３．０９ １９８６．０１ ２００８．０５ ２００３

旅游管理

１２０２０３
２０１１．０３ ２００６．０１

技术经济及

管理１２０２０４
２０１１．０３ ２００６．０１ ２０１０．０５

公共管理

１２０４
２０１１．０３

行政管理

１２０４０１
２０００．０１ ２００８．０５

土地资源管

理１２０４０５
２０１２．０６

社会保障

１２０４０４
２０００．０１ ２００８．０５

教育经济

与 管 理

１２０４０３（可
授管理学、

教育学学

位）

２０１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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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科门类

及名称

博士点 硕士点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博士后

流动站

国家重点学科 北京市重点学科
北京市重点

建设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交叉学科

劳动关系

９９Ｊ１（应用
经济学、工

商管理、管

理科学与

工程）

２０１２．０６ ２０１２．０６

城市经济

与战略管

理９９Ｊ２（管
理科学与

工程、应用

经济学、工

商管理）

２０１１．０６ ２０１１．０６

法律经济

学９９Ｊ３（应
用经济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工

商管理）

２０１３．０６

媒介经营

与 管 理

９９Ｊ４（工商
管理、应用

经济学、统

计学）

２０１４．０６

学术学位

小计
４ １８ １１ ３９

专业学位

金融０２５１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应用统计

０２５２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税务０２５３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国际商务

０２５４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保险０２５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资产评估

０２５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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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科门类

及名称

博士点 硕士点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博士后

流动站

国家重点学科 北京市重点学科
北京市重点

建设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一级

学科

二级

学科

法律０３５１００ ２００９．０９

社会工作

０３５２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工商管理

１２５１００
２００３．０９

公共管理

１２５２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会计１２５３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审计０２５７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工程硕士

（安 全 工

程）０８５２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工程硕士

（软 件 工

程）０８５２１２
２０１４．０５

公共卫生

１０５３
２０１４．０５

旅游管理

１２５４
２０１４．０５

翻译０５５１ ２０１４．０５

专业学位

小计
１７

总计 ４ １８ １１ ５６ ４ ０ １ ２ ４ １

　　备注１：博士一级学科４个，博士二级学科１８个；硕士一级学科１１个，硕士二级学科３９个。
备注２：统计学和安全科学与工程只统计一级学科。
备注３：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级学科，不分为工学和管理两个学科。
备注４：增长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只统计博士二级学科，未统计硕士二级学科。
备注５：统计学２０１１年上升为一级学科，学校博士二级学科获批时间为２００６年，硕士二级学科获批时间为１９８６年。
备注６：学校硕士二级学科安全技术及工程获批时间为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８年获批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２０１１年上升为一

级学科安全科学与工程。

（杨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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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概　况

　　学校获批各类国家级项目３６项，其中，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２１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１５
项；获批各类省部级项目４１项，其中，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各类研究项目７项、北京市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２３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５
项；学校教师出版专著６４部，发表国际高水平期刊
论文１１篇，中文权威期刊论文６９篇，核心以上期刊
论文２６５篇，９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８
项发明专利获得国家授权。

学校教师的多项科研成果得到了相关领导重

视，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获国家级领导批示１项、
获省部级领导批示１项、北京市《成果要报》刊发２
篇；出版《京津冀蓝皮书２０１７》《中国金融风险报告
２０１７》２部皮书成果；发布了“北京市大学生发展信

心指数”“两岸四地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国城市生

活质量指数”等具有参考意义的衡量指数体系；举办

了“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第五届金

融风险高层论坛”“２０１７中央商务区发展高峰论坛”
等２０场有影响力的国际、全国学术研讨会。

（李艳杰）

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

【概述】　学校科研水平得到稳步提升，大力培养后
备学科带头人、中青年骨干教师的举措取得实效。

学校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重点项目５
项，接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总数的２５％；获
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８项，接近立项
总数的４０％；实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
项目）立项零的突破。

２０１７年科研项目统计表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数量 项目经费（万元）

１

２
纵向项目（国家级）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２１ ５２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１５ ４５６．５７

３

４

５

６

纵向项目（省部级）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７ ５８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２３ ２６２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５ ９０

其他省部级项目 ６ ３０

７

８

９

纵向项目（委办局级）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研计划面上

项目
１５ ８９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级项目 ２８ ４８

其他委办局级项目 １５ １７７

１０ 横向项目 １２８ １７０９．１

总计 ２６３ ３４３９．６７

　　含北京市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点项目１项、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重点项目３项。

７７１

第六篇　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



２０１７年纵向科研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负责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１
基于区域治理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研究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叶堂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２ 新常态下人民币从外围货币向中心货币升级的路径研究 经济学院 李婧

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调控切换逻辑与协同机制

研究
经济学院 李智

４ 京津冀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测度研究与应用研究 统计学院 马立平

５
共建共享目标下跨区域生态贡献计量方法及补偿机制

研究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彭文英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一般项目）

６ 节能减排实现供给侧就业结构化的理论机制与路径研究 经济学院 申萌

７
产业转移与空间布局优化视域下的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创

新机制研究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周伟

８ 区域差异、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债务最优规模研究 财政税务学院 黄春元

９ 基于信用监管的我国市场监管机制创新研究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张国山

１０ 京津冀一体的自然灾害综合防御分区策略研究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白鹏飞

１１ “僵尸企业”的供应链溢出效应与其控制策略研究 会计学院 许江波

１２ 去产能国有企业的职工安置渠道与实施路径研究 劳动经济学院 詹婧

１３ 泡沫破灭型股灾的发生机制及预警研究 金融学院 施慧洪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青年项目）

１４
涂尔干及其学派的社会本体论思想及其对当代的现实意

义研究
劳动经济学院 李英飞

１５ “一带一路”战略下丝绸之路旅游品牌共享机制构建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韩慧林

１６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高铁的集聚效应与风险防控机制

研究
金融学院 张若希

１７ 多维视域下干部选拔监督机制创新研究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陈曦

１８ 当代民间信仰的特点及其对建构国家认同的作用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萌

１９ 新就业形态对去产能职工就业帮扶机制与政策评估研究 劳动经济学院 张成刚

２０ 我国税法溯及力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完善研究 法学院 贺燕

２１ 功能疏解背景下超大城市常住外来人口的迁留行为研究 信息学院 胡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青年项目）

２２ 基于多源基因表达数据横向整合的流动相关性问题研究 统计学院 王琳

２３
带信息观测下纵向数据的半参数模型的统计推断方法及

应用
统计学院 房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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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负责人

２４ 基于随机规划理论的养老基金多期资产配置优化研究 金融学院 赵大萍

２５
借壳动机、公司质量与投资者理性：基于中国借壳上市公

司的研究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庞蔡吉

２６
创始人资源禀赋与反收购条款设立的双向影响研究：理

论与应用
工商管理学院 王凯

２７
新员工资质过剩动态演化与作用机制研究：组织社会化

视角
工商管理学院 褚福磊

２８
知识团队ＨＲＭ二重系统与创新绩效：微观基础视角下双
层路径影响的实现机制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张勃

２９ 高管团队社会网络、团队互动与企业创新 会计学院 林慧婷

３０ 经济收敛与经济结构变迁：现象、理论与应用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黄宗晔

３１
海量概率密度函数的核估计及其在政策性农作物保险上

的应用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文旷宇

３２ 住房投资行为对居民财富分配的影响和政策模拟 金融学院 张琳琬

３３
缓解城市高峰时段交通拥挤的社会与个人双赢博弈机制

设计研究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刘知微

３４
中国房地产市场政策体系测量和绩效评估研究———基于

政策网络理论的视角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苏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优秀青年项目）

３５ 大数据背景下因子模型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李鲲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应急项目）

３６ 经营风险导向审计的效率与增量收益研究 会计学院 申慧慧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３７ 全球低（负）利率背景下人口结构与自然利率研究 金融学院 朱超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３８ 我国实业企业金融化：现状、动因和后果 金融学院 廉永辉

３９ 互联网平台就业中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劳动经济学院 雷晓天

４０
知识型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影响因素和干预机制研究：

基于技能与关系视角的跨层研究
劳动经济学院 唐乐

４１ 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与创新迎合行为研究 会计学院 王茂林

４２ 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评价制度的效果及重构研究 劳动经济学院 李楠

４３ 国有企业高管“差序腐败”行为的成因与治理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曹邁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重大项目）

４４ 儒家法哲学史研究 法学院 喻中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重点项目）

４５ 制度创业对北京市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张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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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负责人

４６ 北京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及检测研究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祝尔娟

４７
“两翼”协调发展格局下北京主城区人口转移及发展趋势

研究
信息学院 姚翠友

４８ 城市空间经济———优化北京城市空间经济研究 金融学院 蒋三庚

４９
京津冀发展报告（２０１８）———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机制与
新模式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叶堂林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一般项目）

５０ 京津冀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叶堂林

５１
政府财税改制背景下北京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信息网络披

露模式与效应研究
会计学院 王海林

５２
北京地区上市公司财政补贴经济效益与社会效应的动态

效果研究
财政税务学院 王竞达

５３ 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空间研究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戚晓旭

５４ 雄安新区开发建设模式及政策研究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陈飞

５５ 京津冀ＣＢＤ金融资源优化模式研究 金融学院 李新

５６ 北京市ＣＢＤ现代服务业创新性发展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陶峻

５７
北京市新兴产业促进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发

展主义视角下的行业间比较
工商管理学院 孙喜

５８
夹层资本的期权契约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市场

化机制
工商管理学院 张学平

５９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国民道德观念及行为规范构建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丽娜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青年项目）

６０ ＰＰＰ协议纠纷的法律救济研究 法学院 尹少成

６１ “一带一路”下绿色金融发展法律保障体系研究 法学院 魏庆坡

６２ 资产证券化对深化北京市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效果研究 会计学院 刘丹

６３ 北京市金融消费环境风险评估及防范的量化研究 经济学院 张冬洋

６４
人口—产业协同视角下的首都圈水资源环境优化发展路

径研究
劳动经济学院 曾雪婷

６５
普惠金融视角下北京市众筹融资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及其

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金融学院 杨龙光

６６
京津冀地区经济异质性背景下金融空间分布与产业布局

研究
金融学院 李雪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面上项目）

６７ 京津冀地区的污染转移及协同减排政策研究 经济学院 蒋雪梅

６８
北京市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研究
经济学院 刘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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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负责人

６９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促进北京市能源结构优化的财税支

持体系研究
财政税务学院 黄春元

７０ 优化行业结构缓解工作特大城市病的模型方法研究 统计学院 刘黎明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青年项目）

７１ 在线定制过程中的适应性决策行为及心理机制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程丽娟

其他省部级项目

７２ 军人优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 劳动经济学院 范围

７３ 高维复杂网络文本数据的结构研究和统计推新 统计学院 安百国

７４ 车险费率市场化深度演进路径国际比较研究 金融学院 张小红

７５
新业态龙头企业认定条件及现有龙头企业认定条件完善

研究
统计学院 吴启富

７６ 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网约车法律规制研究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宋心然

７７ 司法案例类案标准研究 法学院 喻中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一般项目

７８ 京津冀节能减排计量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研究 信息学院 曹娜

７９ 北京市社区软法治理机制实证研究 法学院 陈寒非

８０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社会网络关系在企业创新发展中的

影响研究
会计学院 林慧婷

８１ 首都圈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变动及对未来人口分布的影响 劳动经济学院 刘爱华

８２ 美国自然文学中的女性作家作品研究 外国语学院 石海毓

８３
北京市分享经济政府监管研究———以互联网租约车监管

为例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宋心然

８４
不同剂量高强度间歇运动对北京市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

的效果研究
体育部 孙杨

８５ 北京市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实施效果研究 会计学院 王茂林

８６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京津冀地区公共教育支出研究 劳动经济学院 王晓霞

８７ 城市更新视角下的北京工业用地空间优化模型建构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闫觅

８８
基于民生满意度调查的北京市民生指数编制与民生诉求

研究
统计学院 姚丽芳

８９ 北京市对区的政府间转移支付研究 财政税务学院 张立彦

９０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创新网络及创新社群研究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周芳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技计划一般项目

９１ 基于大数据的京津冀养老服务质量评价研究 信息学院 曹海青

９２ 北京道路运输危化品泄漏扩散和应急救援研究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孙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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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负责人

其他委办局级项目

９３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思想道德与法律教

育融合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小莹

９４ 基于大数据的京津冀企业创新发展能力分析研究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叶堂林

９５ 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评估体系研究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段霞

９６ 增强北京文化软实力研究 经济学院 祝合良

９７ 提高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研究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叶堂林

９８ 发挥一核作用，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安树伟

９９ 高校园区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 劳动经济学院 孙善学

１００ 北京市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求助行为研究 劳动经济学院 毛畅果

１０１
京津冀地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与供给失衡的内在关

联与整合机制研究
金融学院 李雪

１０２
以专业型学生社团为载体扩展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路径

研究
劳动经济学院 孙乐

１０３ 主体间性语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颖

１０４ 京津冀地区碳市场减排额分配模式及经济效应研究 财政税务学院 范庆泉

１０５ 京津冀科技创新人才工作压力形成机制及干预技术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褚福磊

１０６ 大型原创敦煌舞蹈《丝路寻梦》 校团委 孙蕾

１０７ 基于反事实估计的社会养老服务效应评估研究 劳动经济学院 王永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级科研项目

１０８ 地震灾害人员损失评估方法研究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李媛媛

１０９ 首都安全生产事故预测模型研究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王佩

１１０
动态网格结构演化与社区发现研究———基于专利大数据

的实证分析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周芳

１１１ 共产党员理性信念教育基本经验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连欢

１１２ 随机利率及ＣＥＶ模型下的最优投资与再保险研究 统计学院 聂高琴

１１３ 蒙泰格语法框架下的汉语搭配研究 外国语学院 崔佳悦

１１４ 法、比、卢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政策研究 外国语学院 栾婷

１１５ 数据驱动的京津冀养老服务质量协同提升研究 信息学院 沈睿芳

１１６ 公共停车管理与服务的事权划分和资金筹集 财政税务学院 陈汉明

１１７
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首都土地整治景观生态规划设计技

术研究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王建强

１１８ 土地出让收益与城市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张昕

１１９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制度探讨 法学院 刘润仙

１２０ 学位论文检测相关问题研究 法学院 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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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国际智力回流对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影响效应

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曹邁

１２２ 结构式语法视角下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延续体研究 国际学院 张娟

１２３ 创新型平台企业网络虚拟资产会计问题研究 会计学院 刘瑛

１２４ 经济发展、金融结构演化与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安排 金融学院 冯瑞河

１２５ 我国商业车险市场化改革研究 金融学院 张欲晓

１２６
“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出口影响的研

究———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视角
经济学院 田彦

１２７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研究 经济学院 于晓云

１２８ 基于成就目标理论的高校毕业生创业动机研究 劳动经济学院 边文霞

１２９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用工的影响分析 劳动经济学院 张成刚

１３０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的制度创新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崔玲

１３１ 首都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现状调查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徐辉

１３２ 北京市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风险与约束机制研究 体育部 杨华

１３３ 对“自然”与“ｎａｔｕｒｅ”的认知语言学探析 外国语学院 贾冬梅

１３４ 跨文化交际能力影响要素关联性研究 外国语学院 张慧宇

１３５ 大数据背景下基于语义的金融行业数据分析研究 信息学院 卢山

（刘佳）

科研成果

【概述】　学校教师出版专著６４部，编著或教材２５

部，译著３部，工具书或参考书４部，其他专业出版
物１８部；发表国际高水平论文１１篇，中文权威 Ａ论
文８篇，权威 Ｂ论文６１篇，核心以上期刊论文２６５
篇；９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８项发明专
利获得国家授权。

２０１７年出版专著一览表

序号 著作名称 第一作者 所属单位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１ 外资商业竞争行为研究 李智 经济学院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７－１１－１６

２
中国 特大 城市 中央商 务 区

（ＣＢＤ）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蒋三庚 金融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１１－０９

３
在华跨国公司内部价值观冲突

管理研究
刘重霄 外国语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１１－０１

４
数据驱动的用户节能减排分析

与应用
曹娜 信息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１０－３０

５
企业排污的环境责任测度及其

披露研究
赵天燕 会计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１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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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作名称 第一作者 所属单位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６
国际引智与国际人才社区治理

研究
徐芳 劳动经济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１０－０７

７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价值评估收

益法研究
王竞达 财政税务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１０－０１

８ 中国古代法制文明专题史论 尚 法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１０－０１

９
中国金融机构破产的理论探索

与制度构建
张世君 法学院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１０－０１

１０
结构变迁视角下的中国公共养

老保险体系改革
陆明涛 经济学院 中国金融出版社 ２０１７－１０－０１

１１
中国政府对企业研发资助的效

应研究———实证分析、国际借鉴

与启示

陈远燕 财政税务学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１０－０１

１２ 中国特色信贷配给问题研究 周晔 金融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１０－０１

１３
北京市养老机构运营模式与可

持续发展研究
江华 劳动经济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１０－０１

１４
价格听证制度研究———行政法

与法经济学的双重视角
尹少成 法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９－３０

１５
模糊多属性决策与专家判断信

息的合成方法研究
杨静

安全与环境工程

学院

中国质检出版社　中国标
准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９－２２

１６
京津冀国家级开发区产业发展

环境研究
刘强 统计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９－１５

１７ 社区服务项目设计 王世强
城市经济与公共

管理学院
中国社会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９－０７

１８ 经济发展与消费者信心 任韬 统计学院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９－０１

１９
文化的实践与实践的文化：马克

思文化理论的现代阐释
李厚羿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９－０１

２０ 金融极值数据波动率建模 刘威仪 金融学院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９－０１

２１
企业信息化投资决策模型与方

法研究
卢山 信息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９－０１

２２ 商业视阈中广告审美判读 许敏玉 文化与传播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９－０１

２３
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编制

与波动规律研究
刘强 统计学院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８－３１

２４ 周期性公司估值：理论与实证 陈蕾 财政税务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８－３０

２５
质量管理认证体系逻辑内涵与

应用研究
马慧 信息学院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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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中国ＩＰＯ发行定价制度变迁及
其影响研究

刘剑蕾 金融学院 中国金融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８－０１

２７
员工沉默行为：影响因素与作用

机制
毛畅果 劳动经济学院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８－０１

２８ 新全脑思维 徐斌 劳动经济学院 人民邮电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８－０１

２９
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的

构建
闫华红 会计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７－３０

３０
我国高等学校教师教学绩效评

价研究
李楠 劳动经济学院 中国工人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７－０１

３１ 英国文学发展研究 朱琳 文化与传播学院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６－３０

３２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机制设计

与影响评估研究
闫云凤 经济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６－２０

３３
京津冀发展报告（２０１７）———协
同发展的新形势与新进展

祝合良 经济学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６－０１

３４ 广告权力论 谭宇菲 文化与传播学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１７－０６－０１

３５
昨日重现：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国

际法研究
朱路 法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６－０１

３６
参与的分化：职工民主发展的现

状与前景
詹婧 劳动经济学院 中国工人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６－０１

３７ 中国人口老龄化：回眸与展望 齐明珠 劳动经济学院 中国人口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５－２４

３８
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国际货币职能的视角
王洋天 金融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５－０１

３９ 中日社会救助制度比较研究 吕学静 劳动经济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５－０１

４０ 房地产业：宏观调控与产业定位 刘水杏
城市经济与公共

管理学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４－３０

４１ 中国企业的创新路径 孙忠娟 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４－１０

４２
客观规律与中国国情：中国保险

业如何实现跨越式增长
雒庆举 金融学院 中国金融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４－０３

４３ 决策分析与决策树算法优化 高静 信息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４－０１

４４
中国社会规制权纵向配置模式

研究
沈宏亮 经济学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４－０１

４５ 信息技能形成性评价系统研究 冀付军 信息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４－０１

４６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Ｆｉｒ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张冬洋 经济学院 晃洋书房 ２０１７－０３－３０

４７
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区域旅游精

准扶贫机制研究
李佳 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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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著作名称 第一作者 所属单位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４８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与粮食生产

能力的实证研究：吉林例证
李雪 金融学院 金琅学术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３－３０

４９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刘爱华 劳动经济学院 东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３－２５

５０
中国现当代女作家作品英译史

研究
郝莉 外国语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３－２３

５１
被操 控的 海外 文革文 学 汉

译———以程乃珊、潘佐君译《上

海生死劫》为例

李冰 外国语学院 金琅学术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３－０７

５２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财政转移

支付问题研究
刘黎明 统计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３－０４

５３
基于差别矩阵的知识获取算法

研究
高静 信息学院 人民邮电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５４ 汽车的风口 祝合良 经济学院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５５
北京市城镇居民幸福指数追踪

研究
郭洪伟 统计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５６
中国家族企业群体断裂带激活

机制研究———基于国美电器与

雷士照明的案例比较

范合君 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２－１５

５７
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２０１６）：
预期稳定　挑战犹存

张连城 经济学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２－０１

５８ 地区投入产出模型及其应用 蒋雪梅 经济学院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１－２８

５９
职业胜任力视角：铁路企业技能

人才职业成功研究
褚福磊 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１－２６

６０
教师的吸引、保留与激励———义

务教育教师工资体系研究
姜金秋

城市经济与公共

管理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１－２６

６１
第四路径：中国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
溢出效应研究

刘宏 经济学院 经济日报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１－１６

６２
基于模块和鲁棒性的复杂网络

结构和功能特性研究及协同

优化

马丽丽 统计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

６３
大金势———人民币国际化与

黄金
祝合良 经济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

６４
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加成定价

研究
李胜旗 金融学院 中国财富出版社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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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国际高水平期刊刊发学校论文一览表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所属单位 发表期刊名称

１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Ｇｒｏｗｔｈａｆ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蒋雪梅 经济学院 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ｃｙ

２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ｈｉｆｔｓ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ｓ

蒋雪梅 经济学院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ｉｎＡｎＡｒｉｄＲｅｇｉｏｎ．

曾雪婷 劳动经济学院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Ｌｉｑｕｉ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王琳 统计学院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５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ＮｅｘｕｓＢａｓｅｄ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ｒｉｓｉ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曾雪婷 劳动经济学院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６
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ｅｘｕｓＢａｓｅ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ｆｕｚｚｙ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ｕｎｄｅ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曾雪婷 劳动经济学院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ｅａｎ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７
Ａ Ｍｕｌｔ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Ｂａｓｅｄ Ｗａｔｅｒｈｙｄｒｏ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ｓｋＨｏｒｉｚｏｎ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ｕｎｄｅ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曾雪婷 劳动经济学院
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８
Ａ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Ｎｏｄ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ＵｓｉｎｇＳｅｍｉ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江成 信息学院
Ｐｈｙｓｉｃａ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９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Ｕｒｂａ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Ａｐｐｏｒｔｉｏｎｍｅｎｔ

陈源
安全与环境工程

学院
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０
Ａ Ｌａ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ｂａｓｅ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曾雪婷 劳动经济学院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１１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Ｓｍａｒｔ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李云鹏 工商管理学院 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年获省部级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览表

序号 奖励名称 成果名称 责任人 获奖日期 奖等

１
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进一步完善农业生态功能补偿制度

的建议
邹昭 ２０１７－０８－１５ 二等奖

２
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低碳经济治理体系及以云质量管理

认证提升资源效率的研究
马慧 ２０１７－０８－１５ 二等奖

３
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百年银行资本监管的逻辑与未来 高杰英 ２０１７－０８－１５ 二等奖

４
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与京津冀一体化

发展
叶堂林 ２０１７－０８－１５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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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奖励名称 成果名称 责任人 获奖日期 奖等

５
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中国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模式与

途径
戚聿东 ２０１７－０８－１５ 一等奖

６
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中国土地市场发展研究：理论探

源—政策调控—指数解析
张杰 ２０１７－０８－１５ 二等奖

７
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
郭锦鹏 ２０１７－０８－１５ 二等奖

８
第六次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

究成果奖

公共服务与人口城市化发展关系

研究
蔡秀云 ２０１７－０４－０１ 三等奖

９
２０１６年国家旅游局优秀研究
成果奖

研读北京：北京遗产旅游与文化创

意产业协同研究
张祖群 ２０１７－０１－２０ 其他奖

（李艳杰　蔡万江）

【１３部著作获出版资助】　学校出版基金委员会收
到参评出版资助候选学术著作２２部，其中１３部学

术著作获学校出版基金资助。

２０１７年出版资助著作一览表

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 单位

１ 中国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综合费用扣除标准化研究 李林君 财政税务学院

２ 中国增值税改革研究 姜明耀 财政税务学院

３ 生态文明背景下我国环境税征收改革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分析 刘辉 财政税务学院

４ 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机制的微观基础研究 李雪 金融学院

５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刘爱华 劳动经济学院

６ 优化国际化人才发展的地方品质研究 徐芳 劳动经济学院

７ 家庭化人口流动迁居与城镇化发展 盛亦男 劳动经济学院

８ 稀有事件仿真方法 邱月 信息学院

９ 京津冀大气污染联合防治法律机制研究 高桂林 法学院

１０ 正义问题研究：社会正义、经济正义与法律正义 沈敏荣 法学院

１１ 企业排污环境责任的测度与披露研究 赵天燕 会计学院

１２ 北京市新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运营管理长效机制研究 徐轶瑛 文化与传播学院

１３ 文化的实践与实践的文化：马克思文化理论的现代阐释 李厚羿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琳）

【５项研究成果获国家级领导批示】　学校继续发挥
智库作用，积极促进研究成果转化，５项研究成果获

国家级领导批示。

２０１７年获国家级领导批示研究成果一览表

序号 批示领导 研究成果责任人 研究成果名称 刊文载体 批示（刊发）时间

１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

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郝如玉、曹静韬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

难点及对策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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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批示领导 研究成果责任人 研究成果名称 刊文载体 批示（刊发）时间

２
中央政治局常委、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张德江

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郝如玉、曹静韬

税收立法必须注意

科学 合 理 的 整 体

布局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

３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特大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研究院研究人

员祝尔娟、叶堂林、

何?彦、潘鹏

专家认为京津冀生

态补偿亟待调整

《人民日报内参》

（普刊）第１５５期
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４日

４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汪洋

国务委员王勇

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陈立平

创新“商养结合”居

家养老模式的建议

全国政协主办的《政

协信息专报》第 ４０
期（总第１９４期）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日

５
中央政治局委员、北

京市委书记蔡奇

特大城市经济社会

发 展研 究 院教授

段霞

激发北京城市发展

活力的三点建议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主编

的《北京社科基金成

果要报》２０１７年第
２３期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６日

（李艳杰）

【１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　１月１７日，
学校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航空、教授冯喜良、副教

授江华执笔的研究报告《立足服务京津冀三地老人

　加快我省养老机构建设》被九三学社河北省委员
会采用，作为其于２０１７年１月提交的河北省政协第
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３号提案，得到河北省
委书记赵克志批示肯定。

（李艳杰）

【２项研究成果刊发在《北京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要

报》】　学校教授蒋三庚等撰写的《促进新首钢功能
转型的四点建议》、教授段霞撰写的《激发北京城市

发展活力的三点建议》分别刊发在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主编的《北京社科基金成果要报》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２３期。
（李艳杰）

【８项发明专利获授权】　学校 ８项专利获国家授
权，其中，发明专利１项，其他知识产权专利７项。

２０１７年获授权专利一览表

序号 授权日期 授权号／专利号 专利名称 完成人 单位 专利类型

１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软著登字第１６６４２０７号
包含情绪影响的群行为

仿真系统Ｖ１．０
马峻等

安全与环境工程

学院
其他知识产权

２ ２０１７－０１－１１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３６７２１９．５
对碳排放过程的监测控

制方法
马慧 信息学院 发明专利

３ ２０１７－０２－０９２０１７ＳＲ０３６９０２
基 于 信 息 熵 和 ＤＣ
Ｖａｌｕｅ的技术术语抽取
软件Ｖ１．０

张丽玮 信息学院 其他知识产权

４ ２０１７－０５－１０软著登字第１７５５７０３号
Ｊａｖａ面向对象编程练习
平台Ｖ１．０

娄不夜 信息学院 其他知识产权

５ ２０１７－０５－１９软著登字第１７７６９１３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书脊

自动识别软件Ｖ１．０
曹海青 信息学院 其他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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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授权日期 授权号／专利号 专利名称 完成人 单位 专利类型

６ ２０１７－０７－１７２０１７ＳＲ３７６５８３
ＰＰＰ模式物有所值定量
评价系统

汪雯娟等 工商管理学院 其他知识产权

７ ２０１７－０７－１７２０１７ＳＲ３７６５９４
ＰＰＰ项目风险识别和分
配系统Ｖ１．０

汪雯娟等 工商管理学院 其他知识产权

８ ２０１７－０９－１２软著登字第２０９２２４９号
新媒体环境下移动端用

户时间管理软件Ｖ１．０
徐天晟等 信息学院 其他知识产权

９ ２０１７－１０－１０软著登字第２１４５５２９号
学生流量监控管理ＡＰＰ
软件

徐天晟等 信息学院 其他知识产权

（李艳杰）

学术活动

【概述】　学校出版了《京津冀蓝皮书》《中国金融风
险报告》等皮书成果；发布了“北京市大学生发展信

心指数”“两岸四地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国城市生

活质量指数”等具有参考意义的衡量指数体系；举办

了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第五届金融

风险高层论坛、中央商务区发展高峰论坛等学术研

讨活动以及第十二届中国雇主品牌年度评选等社会

评选活动；举办了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学术论坛、学术

会议、学术讲座等２６０余场次，其中，国际会议２次、
全国性会议１８次。

２０１７年国际及全国性学术活动一览表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会议时间 参加人 备注

１
中国市场总体竞争

状况评估研讨会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４日

来自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公

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委员会、

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

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

法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

学、湖南大学、东南大学、浙江

财经大学、腾讯公司和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等单位的２０余名
著名专家学者

国内学术交流

２
２０１７中国经济创新
峰会暨北京 ＭＢＡ
联盟高端论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５日
众多专家学者、企业家、业界

精英、中国 ＭＢＡ联盟领导和
联盟院校ＭＢＡ学生参会

国内学术交流

３
生态中国品牌论坛

暨“生态中国品牌

行动”启动仪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日

商务部特聘品牌专家、全国品牌

管理师职业资格考试标准起草

组负责人、首经贸中国品牌研究

中心主任祝合良，著名品牌管理

专家、品牌智库研究院院长、全

国品牌社团组织联席会轮值主

席郭占斌，生态中国品牌行动秘

书长、中国网生态中国频道总监

张一帆等１２０余人

国内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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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会议时间 参加人 备注

４
“新时代下的自然

文学与生态批评”

论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６日
自然文学研究中心团队，来自

美国及国内多所高校的中外

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国际学术交流

５

第一届北京城市建

设绿色安全生产交

流论坛

北京城市研究发展促

进会、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１日

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北京城

市建设研究发展促进会、中国房

地产协会、北京市安监局、北京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

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

等领导和来自北京城市建设领

域的３００多名专家学者、企业代
表参加论坛

国内学术交流

６
第十一届中国经济

增长与周期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中国经济实

验研究院、《经济研

究》杂志社、《经济学

动态》杂志社、香港

《经济导报》社

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２４—
２５日

来自国内研究机构、高等院

校、政府部门以及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和国外高

校的近 ２００名专家和学者
参会

国内学术交流

７
２０１７京津冀蓝皮书
发布会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６日

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各界领导、

专家、《人民日报》、新华社、

《经济日报》等近３０家媒体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部分师生

出席

国内学术交流

８
京津冀金融研究联

盟２０１７年年会

京津冀金融研究联

盟、首 都 经 济 贸 易

大学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６日

来自中央结算公司、北京市金

融工作局、中央财经大学、天

津财经大学、河北金融学院等

的２０多名知名学者和业界专
家的深度参与。同时，《经济

参考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经济导报》等媒体代

表以及央视网、凤凰网、财经

网、和讯网、搜狐视频、网易视

频等网络媒体对此次会议进

行了全程报道

国内学术交流

９
第九届全国比较管

理学术研讨会

由中国企业管理研究

会、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和湖南工业大学等

单位共同主办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９日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发

展研究所、中国企业管理研究

会、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天津财经

大学、吉林大学、南京理工大

学、山东大学、湖南工业大学、

安徽财经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以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３０
多所大学的专家学者参加了

本次会议

国内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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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会议时间 参加人 备注

１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创新

与发展高端论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

《经济纵横》杂志社联

合举办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８日

来自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科

联）、《经济纵横》杂志社、南开

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等专家学者出席

论坛

国内学术交流

１１
第十一届北京安全

文化论坛

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共同主办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３日

来自国家安监总局、北京市安

监局、全市各区、各行业部门

相关同志、安全领域专家、科

研机构代表、企业一线员工、

安全生产从业者、首都高校学

生、社会人士、新闻媒体，以及

来自上海、天津、西安、河北等

地的报名者共计１０００余人参
加了本次论坛

国内学术交流

１２
第四届“科学监管

与监管科学论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４日

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中央机构编制委员

会、国家行政学院以及北京市

工商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的专家学者和政府机关代表，

以及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的领

导和中国工商报社等媒体和

学校师生近百人出席了本次

论坛

国内学术交流

１３
中国统计科学前沿

研讨会

由全国工业统计学教

学研究会、中国科学

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

究院统计研究中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

合举办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５日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

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等国内

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５０余
位统计学专家、学者参会

国内学术交流

１４

中央商务区发展高

峰论坛暨《中国特

大城市中央商务区

（ＣＢＤ）经济社会发
展研究———北京市

哲学社会科学 ＣＢＤ
发展研究基地２０１７
年度报告》发布会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

来自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中国社科院、财政

部传媒集团、北京市委党校等

单位的专家学者及我校部分

师生参加了论坛发布会。千

龙网、《经济参考报》等多家媒

体参加论坛发布会并进行了

报道

国内学术交流

１５
第七届资产评估新

发展国际论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日

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

家和地区的国际来宾、国内资

产评估行业的领导、专家和学

者共３００余人参加本届论坛

国际学术交流

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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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会议时间 参加人 备注

１６

第五届金融风险高

层论坛暨《中国金

融 风 险 报 告

（２０１７）》蓝皮书发
布会

由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日

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

究院经济研究所、北京市金融

工作局风险管理处、中国银行

国际金融研究所等领导专家

和权威学者以及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金融学院全体教师和

研究生代表参加了会议。整

个蓝皮书发布会和金融风险

高层论坛持续了四个小时，吸

引了三十多名国内外知名学

者和业界专家参与和研讨。

来自《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

导报》《证券日报》等媒体和央

视视频、凤凰网、新浪财经、搜

狐网等网络媒体的代表对此

次会议进行了全程报道

国内学术交流

１７
中国流通三十人论

坛（Ｇ３０）２０１７年会

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流通研究院和中

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内贸信息中心共同

举办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６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龙龙、河

北经贸大学校长纪良纲、南京

审计大学校长晏维龙、北京工

商大学副校长李朝鲜、北京财

贸职业学院院长王成荣、中国

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傅龙成、全

聚德餐饮集团董事长邢颖、

Ｇ３０秘书长王德利、我校科研
处处长 Ｇ３０专家祝合良等共
４０余人参加了本次年会

国内学术交流

１８
第五届中国国有企

业改革与治理学术

研讨会

由中国企业管理研究

会、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安徽财经大学等

单位共同主办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６—
１７日

来自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社科

院、中国企业联合会、吉林大

学、南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

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

近６０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
家学者以及我校中青年教师

共计１８０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国内学术交流

（李琳）

科研管理

【获评北京社科基金项目优秀二级管理单位】　４月
１日，学校科研处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会
上连续第６年获评２０１６年北京社科基金项目优秀
二级管理单位，科研处教职工刘佳获评２０１６年度北
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工作先进个人。

（刘佳）

【《科研动态》编纂发行】　学校以“新时代智库发
展”为主题，编辑并发行内刊《科研动态》１期（总第
１５期），共发行２００份。

（李琳）

【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　学校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
７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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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学术委员会会议一览表

会议名称 召开时间 会议主题

２０１７年第１次会议 ２０１７－０１－０６ 审议国际经济管理学院非常任轨副教授授予管理办法

２０１７年第２次会议 ２０１７－０３－１４
审议关于增补国际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奇为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的

决定

２０１７年第３次会议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
评议入选２０１７年度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支持计划（人才
强教四期）高层次人才引进和支持计划、特聘教授支持计划、高水平创

新团队建设计划、长城学者培养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划人员名单

２０１７年第４次会议 ２０１７－０５－２６ 审议２０１７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推荐名单

２０１７年第５次会议 ２０１７－０７－２６ 研讨科研基地建设及科研评价相关事宜

２０１７年第６次会议 ２０１７－０９－０１ 审议２０１８年北京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推荐名单

２０１７年第７次会议 ２０１７－１０－１９
审议２０１８年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支持计划（人才强教
四期项目）推荐名单

（李琳）

【举办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培训讲座】　１１月２９日，学校
科研处与图书馆举办主题为“激励发现，推动创

新———利用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助力科学研究”的专题培
训讲座，学校科研处、研究生部、图书馆相关工作人

员及师生代表４０余人参加讲座。此次讲座由汤森
路透集团资深培训师主讲“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
数据库”及 ＥＳＩ（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的使用
技巧。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数据库收录期刊达
１２４００余种，均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社
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等领域的国际、国内权威学术期

刊；ＥＳＩ也是有助于锁定各学科中的研究前沿及高质
量论文深层次分析工具。

（蔡万江）

【举办“林汉川教授２０１８年国家级基金项目申报辅
导会”】　１月，学校举行“林汉川教授２０１８年国家
级基金项目申报辅导会”，学校各学院（系、部）分管

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副主任）、教师及科研团队成员等

近１００人参加讲座。主讲林汉川在辅导会上详细介
绍了国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过程，

针对学校教师在国家级项目申报过程中遇到的主要

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指导，就选题确定、国内外研究现

状与意义、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研究技术路线与研

究方法、研究基础与研究队伍描述等方面的技巧和应

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针对国家级项目的同

行评议标准与评审特点做了说明。辅导会后，林汉川

与教师们进行了交流，并一一回答了教师提问。

（刘佳）

科研基地

概　况

　　学校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
研究院）获批成为首批１４家首都高端智库试点单位

之一；“城市群系统演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模拟实

验室”获批成为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国家税收法律研

究基地获批成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ＣＢＤ发展研究基地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的第四期建设情况验收

中获评“优秀”；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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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京津冀蓝皮书”在社会上反响强烈。

（李艳杰）

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建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３月、４月、１２月，研
究院与北京市委办公厅信息综合室分别以“首都建

设规划专题研讨”、“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

都”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为主题举行座谈会。

研究院研究人员根据座谈会精神、建议撰写的４篇
建议被全文采纳，并将座谈会部分专家观点编纂为４
篇信息材料，其中１篇获北京市委主要领导批示。

（段霞）

【首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成立】　６月２日，学校成
立城市群系统演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模拟北京市

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实验室以特大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为主体，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成为
学校首个获批的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也是学校在自

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跨学科领域获批的第一个省部级

实验室。实验室基本定位为：立足京津冀、服务城市

和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并具有科学模拟和决策支持

特色的智库型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城市群空

间协同规划的决策模拟、城市群产业监测及其资源

环境优化调控的决策模拟、城市复杂系统运行机理

及其应急管理、城市亚健康诊断及可持续修复治理。

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段

霞任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院士陆大道任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蔡万江）

【京津冀城市群可持续发展院士学术报告会】　６月
２日，城市群系统演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模拟研究
实验室举行京津冀城市群可持续发展院士学术报告

会暨城市群系统演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模拟研究

实验室揭牌仪式。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陆大道，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方创琳分别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首都北京的功

能定位”和“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近远程耦

合圈理论探索”为主题做学术报告；著名城市地理学

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宁越敏，南开大学教授江曼

琦，清华同衡总规划师林文棋和北京大学教授薛领

就“城市群协同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管理”等主题进行

了自由发言和讨论，并回答了在场师生的问题。来

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各学

院的师生１００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段霞）

【获批成为首批首都高端智库试点单位】　１０月，学
校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经中国共产党北京

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正式成为首批１４家首都
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是７家依托高校建设的首
都问题研究机构之一，也是唯一入选的北京市属高

校研究机构，研究方向为“特大城市（北京）建设与治

理”及“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段霞）

【研究院院长及首席专家聘任】　１１月２８日，学校
党委会第２１２次会议决定继续聘请国务院参事、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

兼首席专家、原国家住房和城市建设部副部长仇保

兴担任特大城市研究院院长兼首席专家，主持研究

院全面工作。

（段霞）

【２０１７年城市国际化论坛举办】　１２月２３日，学校
与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

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联

合举办“２０１７城市国际化论坛”，主题为“‘一带一
路’欧亚合作与发展”，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副主席、研究员李翠玲，学校校长付志峰分别致辞，

来自８个省市的 １００余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该
论坛也是学校连续第十年举办的城市国际化论坛。

论坛分为开放论坛与内部交流对话两个环节，国务

院参事、原国家住房和城市建设部副部长、研究院

院长兼首席专家仇保兴做题为“‘一带一路’贫民

窟改造之中国机会”的主旨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研究员王宪举、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晓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研究员丁晓星、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段霞分别以

“‘一带一路’建设在欧亚地区的进展和问题”、

“‘１６＋１’是‘一带一路’的实验区”、“中亚与‘一
带一路’”和“以主轴经济区域联结‘一带一路’”

为题进行了主题发言；北京大学原国际关系学院院

长梁守德、外交学院教授杨闯、新华社华语智库理

事长彭光谦、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高东

广、河南大学副校长孙君健、中金鼎天（北京）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首席运营官王长青分别针对“‘一带

一路’倡议实际推动中的风险、挑战与机遇”进行

了交流。与会代表还分别就“‘一带一路’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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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一带一路’与区域发展”及“‘一带一路’

与节点城市”三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段霞）

【科研项目及成果】　２０１７年，研究院教授段霞、祝
合良、安树伟、叶堂林分别主持的科研项目“建设国

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评估体系研究”“增强

北京文化软实力研究”“发挥一核作用，打造世界级

城市群”“提高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研究”获北

京市社科联领导决策咨询课题立项；段霞、祝尔娟、

叶堂林分别主持的科研项目“水空间治理对首都生

态人文环境的影响及优化研究”“京津冀科技协同创

新检测体系及政策评估研究”“基于大数据的京津冀

企业创新能力分析”分别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软课题等多项科研项目立项；获市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１项、面上项目１项；叶堂林主持的科研项目“京

津冀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研究”获批北京市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暨北京市社科规划

办重点项目立项；叶堂林主持的“京津冀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协同发展新进展与新趋势”获北京市社
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立项；叶堂林撰写的“科学构建

京津冀　生态补偿机制”“建立首都圈财政　破解跨
界发展难题”分别刊发在《经济日报》（理论版）及

《北京日报》；安树伟撰写的“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仍是

普遍规律”刊发在《北京城市报》；叶堂林、潘鹏撰写

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统筹重点”刊发在《北京

日报》（理论版）。

（段霞）

【科研成果转化】　研究院研究人员撰写的５篇科研
成果以多种形式积极参与各级各类政策制定工作，

为各级各类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了参考。

２０１７年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科研成果转化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责任者 类型 时间

１
《专家认为京津冀生态补偿亟

待调整》

祝尔娟　叶堂林　何?彦
潘鹏

刊发于《人民日报内参》（普刊）

第１５５期并获国务院副总理张
高丽批示

２０１７－０２－１４

２
《大城市破解稳增长与人口控

制两难问题的有效途径》
段霞　吴康 《求是内参》第２期 ２０１７－０２

３
《促进新首钢功能转型的四点

建议》
蒋三庚等

《北京社科基金成果要报》２０１７
年第１期

２０１７－０１

４
《激发北京城市发展活力的三

点建议》
段霞

《北京社科基金成果要报》２０１７
年第２３期

２０１７－１２

５
《中国特大城市中央商务区经

济社会发展研究———ＣＢＤ发展
研究基地２０１７年度报告》

蒋三庚
为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

采纳
２０１７－０８

（段霞）

【科研平台建设】　研究院建立了“特大城市研究基
础数据库系统”建设项目团队并制定了建设方案；建

立了研究院公共信息发布网站群，为智库平台的建

立提供信息资源保障；探索建立研究院内部办公协

作和知识分享平台，集中了研究院的人、财、物、信

息、流程等资源。

（段霞）

【内部资料出版】　研究院出版《城市发展评论》（内
刊）２期（第３、４期）、《城市发展参考》（内参）５期
（第８—１２期）；《特大城市发展研究暨 ＣＢＤ资讯》１

期（第３４期）。
（段霞）

【科研成果宣传】　研究院与所属８个研究中心建立
了通讯员工作机制，由各研究中心通讯员负责宣传

科研成果；正式运营特大城市研究院公众号“ＣＵＥＢ
特大城市研究院”，２０１７年共推送学术文章２４期８０
余篇，关注人次近１００００。

（段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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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ＣＢＤ发展研究基地

【《中国特大城市中央商务区（ＣＢＤ）发展指数研
究———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ＣＢＤ发展研究基地
２０１６年度报告》出版】　３月，由李丰杉和学校教授
蒋三庚主编的《中国特大城市中央商务区（ＣＢＤ）发展
指数研究———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ＣＢＤ发展研究基
地２０１６年度报告》出版发行，是连续第１２部年度报
告。研究报告选取北京市朝阳区、上海市浦东新区、

广州市天河区等１５个特大城市中央商务区作为研究
样本，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研究，形成中国特大城市

中央商务区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指数，并在调

研具有年度发展特色的西安市、重庆市和广州市的中

央商务区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相关经验。

（蒋三庚）

【《中国区域金融及发展研究（第二版）》出版】　５
月，由ＣＢＤ研究基地教授蒋三庚、北京邮电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教授逄金玉等撰写的《中国区域金融及

发展研究（第二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专著在２０１２年５月出版的《中国区域金融及发展
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区域金融近年来的发展变

化，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完善与深化研究。

（蒋三庚）

【《中国特大城市中央商务区（ＣＢＤ）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ＣＢＤ发展研究基地
２０１７年度报告》出版】　１２月１日，ＣＢＤ研究基地发
布《中国特大城市中央商务区（ＣＢＤ）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ＣＢＤ发展研究基地
２０１７年度报告》。该报告是研究基地连续出版的第
１３部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深圳福田 ＣＢＤ继续领
跑２０１６年全国ＣＢＤ楼宇经济；北京 ＣＢＤ拥有税收
过亿元楼宇５２栋，发展势头依旧强劲；青岛市北区
税收过亿楼宇新增１５栋；杭州下城区全口径税收超
亿元楼宇达５０幢、超千万元楼宇达９０幢；福州鼓楼
区税收超亿元楼宇增至 ２４栋、超千万元楼宇达到
１１５栋，成功跻身全国楼宇经济十大潜力城区。报告
认为，总体来看，国内特大城市 ＣＢＤ区域内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较好，城市 ＣＢＤ功能得到不断完善，各
项专业化服务职能得到持续提升，正在不断助力各

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蒋三庚）

【中央商务区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１２月１日，ＣＢＤ
研究基地举行中央商务区发展高峰论坛暨《中国特

大城市中央商务区（ＣＢＤ）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北
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ＣＢＤ发展研究基地２０１７年度报
告》发布会，主题为“中央商务区（ＣＢＤ）特色发展”。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张庆玺、学

校科研处处长祝合良分别致辞，学校金融学院副院

长高杰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单菁菁、《经济研

究参考》杂志社社长高进水、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

会党校教授朱晓青、学校教授陈立平、ＣＢＤ研究基地
主任蒋三庚分别针对“ＣＢＤ金融产业发展方向”
“ＣＢＤ发展理念”“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新战略”“北
京城市中心区食品供应体系”“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

央商务区发展”等问题做主题发言。中国社会科学

院、财政部传媒集团、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党校

的专家学者及学校师生参加论坛。

（蒋三庚）

【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验收工作“优

秀”评价】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ＣＢＤ发展研究基
地（以下简称ＣＢＤ研究基地）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２４个北京市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第四期建设情况检查验收工作

中被评为“优秀”。ＣＢＤ研究基地的第四期建设主要
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多方位打造科研“硬实力”，二是

做好高校智库，服务政府决策。

（蒋三庚）

【考察调研】　ＣＢＤ研究基地研究人员针对特大城
市ＣＢＤ功能区的金融发展、楼宇经济发展及政府服
务等问题赴郑州市郑东ＣＢＤ、深圳市福田ＣＢＤ、北京
ＣＢＤ、南京市河西ＣＢＤ、成都市锦江ＣＢＤ及温州等地
进行考察调研、学术交流，进一步发挥了智库作用，

并采集了ＣＢＤ研究基地和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院数据库所需相关数据。

（蒋三庚）

【科研项目结项】　ＣＢＤ研究基地完成“北京ＣＢＤ发
展指数研究”“北京 ＣＢＤ定福庄传媒走廊产业集群
升级研究”“广州天河中央商务区发展特色研究”

“中国土地市场指数测算、体系优化和预警预报研

究”等科研课题及“宏观及产业经济运行专题分析研

究”“朝阳区如何把握一带一路机遇”“促进服务贸

易发展政策与措施研究”“北京市高精尖制造业监测

指标体系研究”“产业经济运行研究分析”“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调查及数据分析”“郑东中央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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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十三五’发展规划”“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

作用”等委托项目的结项研究，多项成果被《北京社

科基金项目成果要报》刊发或为国土资源部、北京市

商务委员会、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郑州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中国

土地勘测规划院等相关管理部门采纳。

（蒋三庚）

【获批３项北京社科基金基地研究项目】　研究基地
获批３项北京社科基金研究基地项目立项，分别是
“城市空间经济———优化北京城市空间经济研究”、

“北京市ＣＢＤ现代服务业创新性发展研究”和“京津
冀ＣＢＤ金融资源优化模式研究”。

（蒋三庚）

【获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ＣＢＤ研究基地教授张杰、高杰英撰写的专著《中国
土地市场发展研究：理论探源·政策调控·指数解

析》和《百年银行资本监管的逻辑与未来》获北京市

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蒋三庚）

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基地

【１篇研究成果获国家领导人批示】　２月１４日，北
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基地研究人员祝尔娟、

叶堂林、何?彦、潘鹏的观点为《人民日报内参》（普

刊）第１５５期《专家认为京津冀生态补偿亟待调整》
全文采用，并获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批示。

（祝尔娟）

【考察调研】　４月，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研究
基地首都圈研究团队与丰台区政策研究室共赴河北

省保定市白沟新城、沧州市和保定市满城区进行实

地考察，并就北京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的疏解情况、

当地配套条件、商户诉求以及雄安新区设立带来的

新情况和新问题等与商户座谈。

（叶堂林）

【２０１７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形势与
新进展”发布会举行】　６月２６日，学校和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联合举办２０１７京津冀蓝皮书“协同发展
的新形势与新进展”发布会。学校副校长杨开忠、社

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经管分社社长恽薇，来自

京津冀三地的各界领导、专家及《人民日报》、新华

社、《经济日报》等近３０家媒体及学校部分师生出席
了发布会。学校科研处处长、《京津冀蓝皮书》主编

祝合良介绍了蓝皮书的主题框架和基本论点；中关

村朝阳园管委会规划建设处处长林琳、京津冀大数

据研究中心首席数据科学家李钰、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张耀军、学校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贵

祥分别发布了协同指数、企业发展指数、人口发展指

数及生态文明指数；学校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

究院执行院长段霞、天津市委党校博士王糰岩和河

北经贸大学教授李宝新分别介绍了京津冀三地推动

协同发展的新进展与新举措。

（叶堂林）

《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２０１７）》是该
系列第６部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以研究“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新形势与新进展”为主题，构建了发展、协

同、生态文明、人口发展和企业发展五大指数，并运

用构建的指标体系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展进行测

度与评价。报告系统梳理了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以来，在非首都功能疏解、交通一体化发

展、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方面取得的显著

进展，并得出基本判断及相应的对策建议。报告认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蓝图已经绘就，有序推进的

产业、教育、医疗等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正在缓解

“大城市病”，“１小时交通圈”正在形成，生态环境保
护联防联控机制日益完善，产业转移对接步伐加快，

创新平台建设稳步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举措正逐

步缩小地区间差距，市场经济各要素流动日益频繁。

报告的基本结论是：在综合发展指数方面，北京核心

地位依旧稳固，天津、河北差距开始缩小；在协同发

展指数方面，总体协同程度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和

社会保障是短板；在生态文明指数方面，北京生态文

明程度最高，天津生态保护水平上升最快，河北资源

利用水平最高；在人口发展指数方面，三地人口发展

水平均有所上升，京津石三足鼎立态势已确立，雄安

新区所在地保定市的人口发展水平亟待提高；在企

业发展指数方面，北京企业综合实力最强，天津研发

转化优势明显，河北商贸物流优势显著；但京津冀协

同发展也面临协同共享体制缺失、配套政策不完善、

生态补偿机制比较薄弱、产业落差较大和行政主导

因素比较强势等突出问题。

【获全国第七届“优秀皮书报告”一等奖】　８月４—５
日，学校主创的《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于青海省西宁市举办的
第十八次全国皮书年会上获第八届“优秀皮书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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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该书的研究报告《京津冀企业发展指数研究》

获第八届“优秀皮书报告奖”三等奖，城市经济与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祝尔娟获“皮书专业化二十年”特别

致敬人物。

（祝尔娟）

【考察调研】　８月，为开展所承担的北京市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咨询重大课题“提高北京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研究”的研究工作，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

研究基地首都圈研究团队赴上海市松江区与闵行区

调研社区精细化管理、市容精细化管理及特色小镇

规划等相关问题，并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相关专家就

课题内容进行了座谈。１２月２５—２６日，研究基地教
授祝尔娟、叶堂林、张贵祥等一行１０人针对京津冀
协同发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２０２２年冬奥会等给
张家口市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赴河北省张家口

市调研考察，并围绕张家口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

作委托课题“张家口市经济运行质量监测指标体系

研究”进行了研讨。

（叶堂林）

【获批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５项】　９月１２日，研
究基地获批北京社科基金研究基地项目４项、面上
重点项目１项，获批立项经费６１万元，其中，重点项
目２项（教授祝尔娟申报的“北京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及检测研究”、教授叶堂林申报的“京津冀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机制与新模式”）；
一般项目３项（教授叶堂林申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
体制机制创新研究”、教师陈飞申报的“雄安新区开

发建设模式及政策研究”、教师戚晓旭申报的“京津

冀协同发展新空间研究”）。

（叶堂林）

【获颁人民网京津冀“２０１７最具影响力责任品牌”】
　９月２８日，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基地在
于天津市滨海新区举行的２０１７京津冀协同发展创
新驱动峰会暨京津冀影响力品牌发布仪式上获颁人

民网京津冀“２０１７最具影响力责任品牌”，并由祝尔
娟做大会主题发言。

（叶堂林）

【２０１８京津冀蓝皮书启动会举行】　９月２９日，学校
举行２０１８京津冀蓝皮书启动会，研究基地首都圈研
究团队、京津冀大数据研究中心、龙信数据有限公司

的数据支持团队以及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行政

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学校科研处处

长祝合良主持会议。“２０１７京津冀蓝皮书”主编、研
究基地教授叶堂林介绍了研究大纲，并进行了研究

任务分工。

（叶堂林）

【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１１月１７日，以研
究基地教授叶堂林为首席专家申报的“基于区域治

理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获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项目立项。

（叶堂林）

科研机构

【税收法律研究中心成立】　３月３０日，学校与国家
法官学院成立税收法律研究中心，并举行税收法律

论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王军，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学校教授郝

如玉共同为税收法律研究中心揭牌。郝如玉做题为

“依法治国、税收法定”的主旨发言。学校校长付志

峰、国家法官学院院长黄永维分别致辞。全国人大

代表李大进、全国政协委员刘公勤、北京大学教授刘

剑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青、学校财政税务学院教

授丁芸、北京市政协委员李钰分别发言。最高人民

法院、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等单位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税

收法律研究中心融合了学校在税收学和经济学领域

的研究优势，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法官学院在司法和

法学领域的特长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在税收执法和税

制改革领域的优势，实现了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

统一。

（蔡万江）

【获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１２月，以税
收法律研究中心为基础建立的国家税收法律研究基

地正式被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办公室确定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是我国税收法律研究领域第一个获批省部级研究基

地的研究机构，也是学校获批的第３个北京市级研
究基地。学校财政税务学院教授郝如玉任研究基地

首席专家，财政税务学院教授曹静韬任基地负责人。

（蔡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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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刊物

《经济与管理研究》

【概述】　《经济与管理研究》创刊于１９８０年，是中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
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ＡＭＩ）核心期刊和武汉大
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学术期
刊（Ａ）。《经济与管理研究》定位为在全国经济管理
专业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为经济管理

理论研究人员和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提供最前沿

的学术思想和政策研究，设“宏观经济”“公共经济与

管理”“金融和企业管理”等栏目，选题关注国计民

生、政策热点、发展前沿。２０１７年，《经济与管理研
究》出版 １２期，刊载论文 １６８篇（校内稿件占
１４３％），全年稿件录取率为３５％，期均发行３３００
册；被转、摘文章２０篇，其中，《新华文摘》２篇，中国
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１０篇，《高等学校文科学术
文摘》１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７篇。在中国科学
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图书馆联合发布

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７年）中，《经济与管理研究》综合总被引为
１３９３，综合影响因子 ０９４３，综合他引影响因子
０９１６，综合即年指标０２６５。

（魏小奋　宛恬伊）

【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目录》】　１月，《经济与管理研究》入
选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推出的《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目录》。

（魏小奋）

【获评“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学术期刊（Ａ）”】　１月，在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武大版）（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中，《经济与管理研究》被评为“ＲＣＣＳＥ中国
核心学术期刊（Ａ）”。

（魏小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概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创刊于１９９１年，
是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主办、以刊载经济管理类论

文为主的学术期刊，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扩展版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ＡＭＩ）
扩展期刊和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学术期刊（Ａ－）。《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学报》定位为全面反映中国财经类院校教学

科研和学科建设成果的学术期刊，并承担全方位展

示学校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重要职责，选题关注

国家经济转型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热点问题、突出学

术性和创新性、注重前瞻性与现实性相统一、强调规

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２０１７年，《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学报》出版６期，刊载论文７８篇（校内稿件占
１２％），全年稿件录取率为１１％，期均发行１２００册；
被转、摘文章１５篇，其中，《新华文摘》５篇，中国人
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８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２
篇。在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

图书馆联合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学报》综合总被引为４１１，综合影响因子０５２８，综合
他引影响因子０５２３，综合即年指标０２５５。

（周斌　姚望春　宛恬伊）

【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目录》（扩展版）】　１月，《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学报》入选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

中心推出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扩展版
来源期刊（２０１７—２０１８）目录》。

（姚望春）

【获评“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学术期刊（Ａ－）”】　１月，
在《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武大版）（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被评为
“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学术期刊（Ａ－）”。

（姚望春）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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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

【概述】　《人口与经济》由学校原人口经济研究所
创办，现行政关系隶属于学校劳动经济学院。《人口

与经济》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来源期
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ＡＭＩ）核
心期刊。《人口与经济》期刊以“劳动力人口与就

业”为学科优势栏目，以“京津冀人口与发展论坛”为

区域优势栏目，重点关注国内人口学研究的前沿热

点问题，突出人口学与经济学交叉领域研究特色，常

设栏目为“人口动态与形势”、“老龄问题研究”、“城

市化与人口流迁”、“家庭变迁与政策”及“社会保障

研究”。２０１７年，《人口与经济》出版６期，刊载论文
６９篇，全年投稿量２０００余篇，稿件通过率为３％，期
均发行１０００余册。在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
中心与清华大学图书馆联合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

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中，《人
口与经济》复合总被引为 ４００９，复合影响因子
３１０７，复合他引影响因子 ３０１９，综合即年指
标０３６５。

（武玉）

【热点选题】　６月，《人口与经济》为传播学校人口
经济研究所、《人口与经济》编辑部与中国人口学会

学科建设与期刊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京津冀人

口与发展专家论坛”学术成果，于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特
设“京津冀人口与发展”专栏，刊载探讨“京津冀人口

发展的规律与趋势”“未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制定”

等问题的学术文章。

（武玉）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同行经验交流会召开】　１２
月１９日，《人口与经济》编辑部发起的“新时代、新思
路、新发展———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同行经验交

流会”在北京召开，《社会》《管理世界》《旅游学刊》

等２８家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参加了会议。
（武玉）

【期刊荣誉】　２０１７年，《人口与经济》再次入选《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目录》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
期刊，并在 ２０１７中国期刊国际影响力评比中获得
“２０１７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称号。

（武玉）

《当代经理人》

【概述】　《当代经理人》前身为《北京财贸学院学
报》《北京经济望》。《北京财贸学院学报》创刊于

１９８０年，后更名为《北京经济望》，２００３年更名为
《当代经理人》。《当代经理人》定位为反映中国经

济管理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为职业经理人和 ＭＢＡ教
育提供管理实践经验交流和管理教育交流的学术期

刊，办刊宗旨是为学校的管理学科建设、专业硕士教

育服务，办刊重点是及时反映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

外资企业职业经理人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及 ＭＢＡ教
育的前沿问题。

（范根祥　姜莱）

【出版发行】　《当代经理人》设“企业家”和“ＭＢＡ
教育”２个重点栏目，出版４期，期均发行５００册。

（范根祥　姜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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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４月１１日，学习组织入选北京市属高校“人才强
教三期计划”项目结题评审会

中图　６月２６—２９日，学校与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
处合作开展“首经贸全英文授课教师综合发展项

目”第三阶段课程培训

下图　７月４日，学校举行新教工入职培训活动，图为校
党委书记冯培分享对师德养成的看法

５０２





人才队伍情况

概　况

　　学校积极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加大海外高层次
人才引进力度，师资队伍水平得到持续提升。２０１７
年，学校聘用各类人才９８人，其中，专任教师４０人，
接收博士后进站１１人；聘请讲座教授６人，兼职教
授１５人；完成了非教学人员岗位聘任工作；资助３１
位教师参加境外项目的培训，组织教职工１８４人次参
加国内各类培训；遴选后备学科带头人９人和中青年
骨干教师２０人；组织中青年教师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发挥教师促进中心（ＯＴＡ）、青年教师学会作用，开展
教学研讨会、午餐会等活动。２０１７年，学校教师获“北
京市优秀教师”称号２人，获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
助青年拔尖个人项目２个、团队项目１个。

（张馨予）

人才队伍结构

【概述】　学校在职教职工人数为１７９９人；非在编

人员 ３５４人，在编教职工 １４４５人，其中，教师 ７９８
人，管理人员３４９人，其他专业技术人员１６５人，工勤
技能人员１３３人。

（周静）

【教师队伍结构】　学校在职教师７９８人，其中，教授
１６９人，副教授２９６人，讲师３１４人，助教１３人；４５岁
以下教授２９人，占教授总数的１７１６％，４５岁以下中
青年教师４５６人，占教师总数的５７１４％；具有博士
学位的教师５５６人，占教师总数的６９６７％；教师学
缘构成中有８８７２％来自外校。

（周静）

【职务晋升】　学校９名教师晋升为教授，１７名教师
晋升为副教授，１名教师晋升为讲师，１６名其他专业
技术岗位教师晋升高级、中级职称。

２０１７年教师职务晋升情况一览表

序号 单位 姓名 晋升职称

１ 工商管理学院 李云鹏 教授

２ 会计学院 邹颖 教授

３ 会计学院 蔡立新 教授

４ 会计学院 赵天燕 教授

５ 文化与传播学院 彭利芝 教授

６ 信息学院 尚华艳 教授

７ 法学院 翟业虎 教授

８ 金融学院 周晔 教授

９ 马克思主义学院 谷军 教授

１０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姜金秋 副教授

１１ 工商管理学院 邱琪 副教授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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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单位 姓名 晋升职称

１２ 经济学院 陆明涛 副教授

１３ 会计学院 赵懿清 副教授

１４ 劳动经济学院 江华 副教授

１５ 劳动经济学院 魏文一 副教授

１６ 劳动经济学院 曾雪婷 副教授

１７ 文化与传播学院 王冲 副教授

１８ 信息学院 曹娜 副教授

１９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陈源 副教授

２０ 财政税务学院 陈远燕 副教授

２１ 法学院 尹少成 副教授

２２ 金融学院 徐新扩 副教授

２３ 统计学院 安百国 副教授

２４ 统计学院 王琳 副教授

２５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厚羿 副教授

２６ 国际学院 王默凡 副教授

２７ 文化与传播学院 王子琪 讲师

２０１７年其他专业技术系列职务晋升情况一览表

序号 单位 姓名 晋升职称

１ 杂志总社 牛志伟 编审

２ 劳动经济学院 孙乐 副教授

３ 财务处 马京华 高级会计师

４ 图书馆 曹艳峰 副研究馆员

５ 校医院 田冬明 副主任护师

６ 档案馆、校史馆 徐彦红 副研究员

７ 教务处 付博 助理研究员

８ 科研处 蔡万江 助理研究员

９ 信息处 刘昕 工程师

１０ 信息处 张泽奇 工程师

１１ 信息处 李福龙 工程师

１２ 校团委 孙明春 讲师

１３ 外国语学院 侯燕玫 工程师

１４ 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黄卫明 工程师

１５ 档案馆、校史馆 耿硕 馆员

（杨雅楠）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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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员情况

【增员情况】　学校新增教职工７０人。

２０１７年教职工增员情况统计表

增员情况 类别及人数

增员的系列分布

专任教师４５人

管理人员１８人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７人

增员的学历分布

获得博士学位４４人

获得硕士学位２０人

获得本科学历６人

获得专科学历０人

增员的来源分布

选留毕业生５２人

其中：本校１３人

　　　　 海外留学９人

　　　　２１１院校３０人

调入６人

招收脱产博士后７人

接收军转干部５人

２０１７年教职工增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应聘部门 性别 出生日期 岗位类型 学历 学位

１ 张帆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女 １９７９－０９－２６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２ 麻宝斌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男 １９７３－０１－１１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３ 窦晓璐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女 １９８７－０５－１１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４ 李峰 工商管理学院 男 １９７９－０４－０５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５ 蔡呈伟 工商管理学院 男 １９８７－１２－２８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６ 于阳子 工商管理学院 女 １９８６－０９－１７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７ 章潇萌 经济学院 女 １９８９－０６－２２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８ 文磊 经济学院 男 １９８９－０６－２４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９ 关冠军 经济学院 男 １９８０－０６－２８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１０ 杜永潇 经济学院 女 １９８８－１０－０１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１１ 杨春学 经济学院 男 １９６２－１１－２６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１２ 江皎 经济学院 女 １９８５－０９－２３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１３ 刘静 会计学院 女 １９８８－１２－０９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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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应聘部门 性别 出生日期 岗位类型 学历 学位

１４ 白雪莲 会计学院 女 １９８８－０５－２２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１５ 徐展 会计学院 女 １９８９－０２－０１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１６ 陈晶 会计学院 女 １９８９－０２－２０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１７ 刘丹 会计学院 女 １９８４－０９－１８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１８ 李雅楠 劳动经济学院 女 １９８７－１１－１６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１９ 李慧 劳动经济学院 女 １９８６－０３－２３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２０ 王永梅 劳动经济学院 女 １９８２－０３－０５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２１ 熊壮 文化与传播学院 男 １９８３－０２－０８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２２ 戴新月 文化与传播学院 女 １９８９－１１－３０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２３ 江成 信息学院 男 １９８６－０４－２２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２４ 闫瑾 信息学院 男 １９８６－１２－１５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２５ 韩国庆 信息学院 男 １９８２－０１－１２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２６ 马舒琪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女 １９８５－０９－０７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２７ 晁云霞 财政税务学院 女 １９８９－０７－２５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２８ 陈磊 法学院 男 １９８８－１１－２５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２９ 徐化耿 法学院 男 １９８７－１０－０８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３０ 孙天承 法学院 男 １９８８－０５－０１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３１ 袁梦怡 金融学院 女 １９８９－０５－２３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３２ 韩丰 金融学院 女 １９８９－０２－０１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３３ 马丽娜 金融学院 女 １９７９－０８－２４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３４ 张路 金融学院 男 １９８５－０８－２８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３５ 陈梅玲 统计学院 女 １９８５－１２－２９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３６ 俞翰君 统计学院 女 １９９０－０４－３０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３７ 赵琬迪 统计学院 女 １９９０－０７－２１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３８ 胡迪 统计学院 女 １９９０－０３－１７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３９ 于晨琦 外国语学院 女 １９９２－０５－０２ 教学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４０ 李梦磊 外国语学院 女 １９９２－０３－３０ 教学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４１ 李双燕 外国语学院 女 １９８２－１２－０１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４２ 孙宇澄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男 １９８６－０６－２７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４３ 许文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男 １９８１－０６－０２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４４ 赵墨非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男 １９８９－０９－０７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４５ 李晓宇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女 １９８６－１２－１３ 教学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４６ 刘同辉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男 １９９０－０３－０７ 管理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４７ 张远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男 １９８９－１０－０３ 管理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４８ 邓超 保卫处 男 １９８３－０９－０３ 管理岗位 大学本科 学士

４９ 张智鑫 教务处 女 １９９１－１２－２０ 管理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５０ 崔时雨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男 １９９３－０６－１４ 管理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５１ 杨雅楠 人事处、教师工作部 女 １９８８－０４－０３ 管理岗位 研究生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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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应聘部门 性别 出生日期 岗位类型 学历 学位

５２ 金达 资产管理处 男 １９８２－１２－２５ 管理岗位 大学本科 学士

５３ 张静 基建处 女 １９８０－０６－０６ 管理岗位 大学本科 学士

５４ 王博群 人才交流中心 女 １９７６－０２－０９ 管理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５５ 朱荩臣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男 １９９４－０９－２０ 管理岗位 大学本科 学士

５６ 孙嘉穆 工商管理学院 女 １９９０－１０－２２ 管理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５７ 张泽远 工商管理学院 男 １９９４－１１－１７ 管理岗位 大学本科 学士

５８ 王瞡楠 经济学院 女 １９９２－０３－０９ 管理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５９ 耿绍宝 劳动经济学院 男 １９９０－０２－０６ 管理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６０ 韩天艺 财政税务学院 女 １９９１－０１－１９ 管理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６１ 郭洁瑜 金融学院 女 １９９３－０３－１１ 管理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６２ 王 金融学院 女 １９９５－０５－２２ 管理岗位 大学本科 学士

６３ 徐敬尧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男 １９９０－１０－２７ 管理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６４ 董林杉 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女 １９９２－１２－１４ 其他专业技术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６５ 郭婧 财务处 女 １９８４－０５－０３ 其他专业技术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６６ 张敬春 财务处 男 １９９２－０３－２５ 其他专业技术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６７ 许倩 审计处 女 １９８５－０３－１４ 其他专业技术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６８ 郭兴华 文化与传播学院 男 １９７２－１２－１１ 其他专业技术岗位 研究生 博士

６９ 王子扬 文化与传播学院 男 １９９１－０５－１９ 其他专业技术岗位 研究生 硕士

７０ 王?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女 １９９０－０８－０６ 其他专业技术岗位 研究生 硕士

（杨雅楠）

【减员情况】　学校在编人员减少６５人。

２０１７年教职工减员情况统计表

减员情况 类别及人数

减员的系列分布

专任教师２７人

管理人员９人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１１人

工勤人员１６人

博士后研究人员２人

减员的原因分布

退休４８人

调出校外１４人

　　其中：教师８人

　　　　　管理４人

　　　　　其他专业技术２人

　　　　　工勤０人

辞职、辞退、自动离职２人

在职死亡１人

（杨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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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引进】　学校接收新教工５１人，其中，教师岗
位３３人，党政管理岗位１３人，其他专业技术岗位５
人；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的８人，具有博士学位的３１
人，具有硕士学位的１７人；２１１或９８５类院校毕业生
２５人，海外留学归国人员７人。学校为２９位应届毕

业生办理了进京指标审批手续。

（杨雅楠）

【接收军转干部】　学校申报军转干部招聘岗位 ５
个，接收军转干部５人。

２０１７年接收军转干部一览表

接收单位 补充岗位名称 专业研究方向 人数 接收人员

保卫处 保卫处校园安全管理 法律、管理以及安全管理相关专业 １ 邓超

基建处
基建处

办公室
档案或工程管理相关专业 １ 张静

审计处 审计处经济审计 会计、审计、财务管理 １ 许倩

资产管理处 资产管理处房屋管理 管理学、经济学相关专业 １ 金达

文化与传播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实验员 艺术、设计 １ 郭兴华

（赵娟）

博士后情况

【博士后管理】　学校博士后流动站进站１１人。截

至１２月３１日，学校博士后流动站有在站博士后３０
人，其中２人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二等面上资
助，１人获北京市博士后科研活动经费 Ａ类资助，１
人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立项。

２０１７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名单

序号 年度 类别 批次 姓名 一级学科 资助等级

１ ２０１７ 面上资助 ６２ 陈真玲 应用经济学 二等

２ ２０１７ 面上资助 ６２ 王永梅 应用经济学 二等

（张馨予）

人才队伍培养

人才项目

【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支持计划开

展】　学校依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北京市属
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京教人〔２０１２〕１５号）及《北京
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２０１７年北京市属高校高水
平教师队伍建设支持计划推选工作的通知》（京教

〔２０１７〕９号），实施“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
建设支持计划”，资助了创新团队１个，引进高层次
人才１人、特聘教授２人，青年拔尖人才４人。

２０１７年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支持计划资助人员名单

序号 项目类别 单位 姓名

１ 创新团队建设提升计划 信息学院 张军

２ 特聘教授计划 劳动经济学院 常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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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单位 姓名

３ 特聘教授计划 统计学院 陈敏

４ 高层次人才引进 经济学院 杨春学

５ 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划 法学院 朱路

６ 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划 金融学院 陈奉先

７ 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划 会计学院 王伟

８ 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划 统计学院 窦昌胜

（艾睿楠）

【后备学科带头人与中青年骨干教师评选】　学校开
展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教师评选工

作，遴选经贸学者后备学科带头人９人，中青年骨干
教师２０人。

（艾睿楠）

【获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　学校教师窦昌胜、
蒋雪梅获青年拔尖个人项目资助，范合君团队获得

青年拔尖团队项目资助。

（张馨予）

【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学校教师顾奋玲、郭
媛媛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张馨予）

【外聘高级专家】　截至１２月３１日，学校聘任讲座
教授６人，兼职教授１５人。

（张馨予）

进修与培训

【教师资格认定】　５月 ４—６月 ６日、１０月 １０—３０
日，学校进行教师资格认定工作，３９名教师获得高等
学校教师资格。

２０１７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获得者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在院系 任教课程 申请学科

１ 颜燕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２ 黄衔鸣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３ 陈曦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４ 褚福磊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５ 王凯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６ 王俏 经济学院 数量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７ 孙晨 经济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８ 张瑶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９ 唐乐 劳动经济学院 应用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１０ 王晓 文化与传播学院 编导 编导

１１ 代启蒙 文化与传播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１２ 贾西贝 信息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１３ 张莉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财政学

１４ 范庆泉 财政税务学院 数量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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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所在院系 任教课程 申请学科

１５ 魏庆坡 法学院 法学 法学

１６ 吴瑛楠 法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

教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

教育

１７ 李亚男 金融学院 保险 保险

１８ 廉永辉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１９ 张琳琬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２０ 曹红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２１ 安百国 统计学院 统计学类 统计学类

２２ 田瑜 统计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２３ 张潮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

２４ 平原 外国语学院 法语语言文学 法语语言文学

２５ 陈思 华侨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２６ 王妍 华侨学院 管理学 管理学

２７ 赵静 华侨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２８ 朱萌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２９ 黄宗晔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３０ 陈天庚 体育部 体育教育训练学 体育教育训练学

３１ 樊诚 体育部 体育学 体育学

３２ 黄钰 学生处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３３ 贾汇源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学 基础心理学

３４ 高强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

３５ 刘冠宇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３６ 徐刚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 交通运输工程

３７ 关冠军 经济学院 应用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３８ 张冬洋 经济学院 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

３９ 毛琦梁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城市管理 人文地理学

（赵娟）

【新教工入职培训】　７月４日至８日，人事处围绕校
情校史、师风师德、教学科研、职业发展、授课技巧、沟通

技能等方面，为新教工安排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入职培

训课程，６０余位２０１７年新入职教工参加了活动。
（杨雅楠）

【岗前培训】　学校组织教职工４０人参加了第７３期

和第７４期岗前培训，培训总学时达１３６学时，授课
采用网络授课、面授和自学等方式，培训课程为高等

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法规概论、高等

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和大学教学技能。经过北京

市统考，第７３期９人成绩合格，７４期３１人成绩合
格，取得结业证书。

（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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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研修学习】　学校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美
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台湾地区

的东吴大学（公共基础课、法学）、台湾地区的政治大

学等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遴选出教师２９人进行研
修学习。

２０１７年研修项目进修人员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称 访学申请院校

１ 张杰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

２ 刘正恩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３ 宋克勤 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 台湾东吴大学

４ 徐礼德 工商管理学院 讲师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

５ 王钰 经济学院 副教授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

６ 李盈璇 会计学院 讲师 台湾政治大学

７ 杨波 劳动经济学院 副教授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８ 詹婧 劳动经济学院 副教授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９ 张蕾 文化与传播学院 副教授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１０ 任伯杰 文化与传播学院 讲师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１１ 徐天晟 信息学院 教授 美国休斯敦大学

１２ 高迎 信息学院 副教授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

１３ 李伟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副教授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

１４ 丁爽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讲师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

１５ 史兴旺 财政税务学院 副教授 台湾东吴大学

１６ 贺燕 法学院 讲师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１７ 张鹏 法学院 讲师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１８ 窦昌胜 统计学院 副教授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１９ 赵海燕 外国语学院 教授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

２０ 张春玲 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２１ 刘欣 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

２２ 姚成贺 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２３ 白云红 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２４ 刘燕梅 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２５ 刘小溪 外国语学院 讲师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

２６ 方俊青 外国语学院 讲师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

２７ 王立华 外国语学院 讲师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２８ 柳青 外国语学院 讲师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２９ 万凯艳 国际学院 副教授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

（艾睿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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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哲学社会科学骨干研修班学习】　学校根据
《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教育部、总政治部关于

印发〈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

修工作规划〉的通知》精神选派２５名教师参加各级
哲学社会科学骨干研修班，其中，参加中央级研修班

３人，参加北京市级研修班２２人。

２０１７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习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职称 所在部门 培训级别

１ 尹世芬 女 汉 副教授 会计学院 央级

２ 张小乐 女 汉 教授 文化与传播学院 央级

３ 胡磊 男 汉 副教授 信息学院 央级

４ 李英飞 男 汉 讲师 劳动经济学院 市级

５ 褚福磊 男 汉 讲师 工商管理学院 市级

６ 刘威 女 汉 助理研究员 统战部 市级

７ 刘宏 男 汉 教授 经济学院 市级

８ 周义军 男 汉 副编审 首经贸大（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市级

９ 房永明 男 汉 高级会计师 校部机关党委 市级

１０ 吴烨 男 汉 讲师 继续教育学院 市级

１１ 张玉春 男 汉 副教授 统计学院 市级

１２ 于云鹏 男 汉 无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市级

１３ 朱宁洁 女 汉 副研究员 发展规划处（高等教育研究所） 市级

１４ 杨春风 女 汉 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市级

１５ 周永强 男 汉 副教授 工商管理学院 市级

１６ 黄希杰 男 汉 无 图书馆 市级

１７ 尹少成 男 汉 讲师 法学院 市级

１８ 胡宗元 男 汉 讲师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市级

１９ 廖彦罡 男 汉 教授 体育部 市级

２０ 张贝贝 女 汉 讲师 统计学院 市级

２１ 许晓华 女 汉 副教授 国际学院 市级

２２ 刘重霄 男 汉 教授 外国语学院 市级

２３ 张琳琬 女 汉 讲师 金融学院 市级

２４ 陈蕾 女 汉 副教授 财政税务学院 市级

２５ 张瑶 女 汉 讲师 会计学院 市级

（赵娟）

【参加高校双语教学教师国内延续深化培训学习】　
学校根据中共北京市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教育

委员会《“十三五”时期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

伍建设支持计划》（京教工〔２０１７〕１８号）的要求，组
织４名教师参加第七届北京市属高校双语教学教师
国内延续深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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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第七届北京市属高校双语教学教师国内延续深化培训学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称 教授课程

１ 魏庆坡 男 法学院 讲师 国际经济法律实务

２ 祁敬宇 男 金融学院 教授 金融监管学

３ 方兴 女 金融学院 教授 金融工程学（双语）

４ 唐乐 女 劳动经济学院 讲师 人才学

（赵娟）

【参加北京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国外访学研修】

　学校根据中共北京市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教
育委员会《“十三五”时期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

队伍建设支持计划》（京教工〔２０１７〕１８号）的要求选
派３名教师参加北京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组织
的为期一年的国外访学研修。

２０１７年选派赴国外访学研修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位 申请国家（地区） 海外访学申请院校

１ 缪明月 副教授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美国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２ 曹娜 讲师 信息学院 美国 普渡大学

３ 吴三军 副教授 文化与传播学院 英国 密歇根州立大学

（艾睿楠）

【参加北京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培训课程学习】

　学校组织教师３７人次参加北京市高等学校师资
培训中心开办的各类培训班。

２０１７年学校教师参加北京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课程情况一览表

序号 培训时间 培训名称 姓名 单位／专业 职务／职称

１ ４月２０日至２３日
高校女性行政管理干部

综合素养提升高级研修班

曾庆梅 教务处 副处长

陈海沐 教务处 副科长

李春媛 法学院 科长

王勇毅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院长

陈文瑛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副院长

２ ５月１０日至１３日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学生

辅导员工作技能培训班
蔡丹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副书记

３ ５月１０日至１３日
北京市属高校骨干教师科

研能力与师德素养提升高

级研修班

李亚男 金融学 讲师

栾育青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讲师

何锦前 法学 副教授

张娜 法学 讲师

李先知 传播学 讲师

贺心颖 新闻学 副教授

王晖 城市规划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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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培训时间 培训名称 姓名 单位／专业 职务／职称

４ ５月
“高 校 教 学 名 师 谈 教

学”———青年骨干教师教学

能力提升培训班（理工科）

周晓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佩 安全与环境工程

５ ６月１５日至１８日
市属高校“大数据与高校管

理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

刘荻 资产管理公司 副总经理

黄卫明 经管实验教学中心 科长

董丽娟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办公室主任

６ ９月２２日至２４日
高校英语教师教学科研能

力提升培训班

李双燕 外国语学院 讲师

刘颖 外国语学院 讲师

孙癑 华侨学院 讲师

７ １０月１１日至１４日
市属高校新入职管理干部

培训班

崔时雨 研究生院 科员

耿绍宝 劳动经济学院 科员

王瞡楠 经济学院 科员

张智鑫 教务处 科员

杨雅楠 人事处 科员

８ １０月
“高 校 教 学 名 师 谈 教

学”———青年骨干教师教学

能力提升培训班（文科）

张瑶 会计学

李亚男 保险

江华 社会保障

张航空 人口学

９ 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日
市属高校“大学美育教师能

力提升”高级研修班

王阳阳 文化与传播学院 讲师

韩丽 文化与传播学院 讲师

李佳蔚 文化与传播学院 讲师

张彤 校团委 书记

孙蕾 校团委
文体部部长、

大学生艺术团负责人

１０ ２０１７年
第十期北京市属高等学校

硕士研究生导师高级研

修班

张立彦 财政学 副教授

周晓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副教授

（艾睿楠　赵娟）

教师促进中心（ＯＴＡ）

【概述】　教师促进中心（ＯＴＡ）以“释放教师潜能、
追求卓越教学、提升科研层次”为宗旨，举办了８场
主题“午餐会”活动；组织编辑电子版《教与学》专

刊，围绕“教师成长”、“教学策略”与“师生关系”等

主题共编辑出版４期；教师促进中心与学校工会合

作，积极探索教师个体心理咨询工作；为学校学生处

举办的“成长加油吧”活动提供场地４次。
（王冬）

【主题午餐会】　教师促进中心组织８期主题午餐
会，３００人次参与其中，主题分别为：“教学中的‘得’
与‘惑’”“当梵高遇见苏轼———东方的诗情与西方

的画意”“如何让科研更‘接地气’”“学会表达爱，生

活更和谐”“团队学习的力量与合作研究”“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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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物无声’之道”“小组式案例教学法在经管专业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国家级基金项目申请经验分

享”。

（王冬）

【《教与学》专刊（网络版）发行】　教师促进中心编
辑发行《教与学》专刊（网络版）４期，主题分别为“教
学方法———讲授法”“教学方法———小组教学”“教

学方法———探究式学习法”“课堂管理”。

（王冬）

【教师心理咨询】　教师促进中心与学校工会合作开

展教师心理咨询工作，初步确定了开展教师个体心

理咨询工作的基本原则、工作范围、工作目标、工作

场所等具体实施方案，对教师心理驿站进行了装修、

改造。

（王冬）

【对外交流】　 ３月３日，北京建筑大学到教师促进
中心进行考察交流，双方就 ＯＴＡ的发展和工作中可
能遇到的困难做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２０１７年，教
师促进中心继续开放学术交流室，为教师举办小型

学术研讨会、读书会等相关活动提供场所。

（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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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３月１４—１６日，保加利亚
瓦尔纳管理学院 １６名大
学生到学校学习交流

中图　４月１５日，学校法学院与
台湾中正大学法学院在北

京共同举办“中华公法学

术研讨会”

下图　５月２３日，学校党委书记
冯培（左一）代表学校与意

大利罗马第二大学签署两

校经济学院硕士双学位合

作项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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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６月８日，校长付志峰代表
学校与埃塞俄比亚阿索萨

大学签署校际合作谅解备

忘录

中图　１１月１日，学校与北京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举办

２０１７北京国际青年旅游
季成果展示暨学校第三届

国际文化节

下图　２０１７年，学校新聘任 １４
名外籍教师承担课程教学

任务，图为外籍教师担任

英语演讲比赛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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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２０１７年，学校与１５所境外高校新签或续签了校
际合作谅解备忘录；与１７所境外高校新签或续签院
级学生交流交换协议；获批成为首批 ２６个北京市
“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之一，以经济与管理

人才培养为主要方向。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学
校与全球３３个国家和地区１３２所高校与机构签署
合作协议，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罗

马尼亚、保加利亚、印度尼西亚、埃及、埃塞俄比亚、

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２５所高校。
２０１７年，学校派遣４４０名学生赴国（境）外学习

交流、实习，其中本科生３６４名，研究生７６名；聘请
长短期外籍专家和教师共计 ９２人次，分别来自美
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法国等国家。

（黄立伟）

友好合作院校

概　况

　　２０１７年，学校与英国、德国、法国、芬兰、爱尔兰、

意大利、俄罗斯、新西兰、日本、老挝、泰国、马来西

亚、印度、美国、巴西、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及台湾地区

的３２所院校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
（陈晓彤）

２０１７年与境外高校新签署校级合作交流协议一览表

序号 国家（地区） 境外高校中文名称 境外高校英文名称

１ 美国 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 Ｒｕｔｇｅｒ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

２ 波兰
“一带一路”中国—波兰大学

联盟

Ｓｉｎｏ－Ｐｏｌｉｓ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
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３ 泰国 易三仓大学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 马来西亚 双威大学 Ｓｕｎｗａ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５ 马来西亚 马来亚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ｌａｙａ

６ 美国 波士顿大学 Ｂｏ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７ 美国 密歇根州立大学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８ 意大利 萨莱诺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ａｌｅｒｎｏ

９ 日本 流通经济大学 ＲｙｕｔｓｕＫｅｉｚ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０ 埃塞俄比亚 阿索萨大学 Ａｓｓｏｓ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１ 英国 威斯敏斯特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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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国家（地区） 境外高校中文名称 境外高校英文名称

１２ 爱尔兰 都柏林城市大学 ＤｕｂｌｉｎＣ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３ 老挝 老挝国立大学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ａｏｓ

１４ 俄罗斯 莫斯科国际高等商学院 Ｍｏｓｃｏ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ｅ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

１５ 美国 克利夫兰州立大学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陈晓彤）

２０１７年与境外高校新签署院级合作交流协议一览表

序号 国家（地区） 境外高校中英文名称 合作学院 合作模式

１ 德国
巴登—符腾堡应用技术大学

ＢａｄｅｎＷｕｅ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华侨学院 学生交换

２ 法国
图卢兹一大

Ｔｏｕｌｏｕｓｅ１Ｃａｐｉｔｏ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经济学院 框架协议

３ 德国
凯撒斯劳滕大学

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Ｋａｉｓｅｒｓｌａｕｔｅｒｎ
经济学院 框架协议

４ 美国
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ｘａｓａｔＳａｎＡｎｔｏｎｉｏ
经济学院 本硕连读

５ 法国
布雷斯特高等商学院

Ｂｒｅｓ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
经济学院 硕士双学位

６ 法国
克莱蒙·奥弗涅大学管理学院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ｌｅｍｒｏｎｔＡｕｖｅｒｇｎｅ
经济学院 框架协议

７ 芬兰
哈格—赫利尔应用科学大学

ＨａａｇａＨｅｌ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经济学院 学生交流

８ 印度
印度市场管理学院

Ｉｎｄｉ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经济学院 框架协议

９ 法国、印度

法国布雷斯特高等商学院

Ｂｒｅｓ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
印度市场管理学院

Ｉｎｄｉ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经济学院 框架协议

１０ 巴西
坎皮纳斯州立大学

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ｍｐｉｎａｓ
经济学院 框架协议

１１ 意大利
罗马第二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ＲｏｍｅＴｏｒＶｅｒｇａｔａ
经济学院 硕士双学位

１２ 新西兰
坎特伯雷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ｎｔｅｒｂｕｒｙ
金融学院 本硕连读

１３ 台湾地区
政治大学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ｅｎｇｃｈ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金融学院 框架协议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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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国家（地区） 境外高校中英文名称 合作学院 合作模式

１４ 意大利
萨莱诺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ａｌｅｒｎｏ
信息学院 框架协议

１５ 美国
堪萨斯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Ｋａｎｓａｓ
财政税务学院 暑期交流

１６ 美国
北科罗拉多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外国语学院 框架协议

１７ 美国
新墨西哥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Ｍｅｘｉｃｏ
华侨学院 学生交换

　　该协议为中印法三方协议。

（陈晓彤）

友好往来

与北美洲的校际交流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代表团到访】　１月１９日，副
校长徐芳会见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ＳｏｕｔｈＦｌｏｒｉｄａ）副校长罗格·布兰利和助理副校长格
雷·贝斯特费尔，双方就两校开展合作交流项目达

成初步共识。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黄立伟等参加

会谈。

（陈晓彤）

【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代表团到访】　３月５
日，校长付志峰会见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

（Ｒｕｔｇｅｒ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国际合作
与外事副校长艾瑞克·加芬克尔和校长特别助理、

中国办公室主任王健峰一行，双方签署了校际合作

谅解备忘录，就推进教师访学和学生交流、开展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等内容进行了友好交流。国际合作交

流处副处长黄立伟、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范围等参

加会谈。

（陈晓彤）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代表团到访】　５月２２日，学
校党委副书记徐芳会见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副教务长兼国际事务办公
室主任史蒂芬·汉森一行，双方签署了学术合作框

架协议，就推进教师互访、学生联合培养、加强科研

合作和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等内容进行了友好深

入交流。密歇根州立大学中国项目副主任夏青、学

校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黄立伟、金融学院国际项

目主管杨阳等参加会谈。

（陈晓彤）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代表到访】　６月２９日，副校长
孙昊哲会见美国新墨西哥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代理教务长克雷格·怀特，双方就加强学生
交换与教师学术交流，打造多渠道教育资源平台，提

升合作规模与层次，全面推进全方位校际合作关系

的合作愿景及具体意向达成共识。华侨学院副院长

陈洪海、信息学院副院长陈炜、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

长黄立伟等参加会谈。

（陈晓彤）

与欧洲的校际交流

【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代表团到访】　１月１７日，副
校长徐芳会见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ＲｏｍｅＴｏｒＶｅｒｇａｔａ）副校长古斯塔沃·佩贾一行，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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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际合作交流框架协议下开展研究生双学位联合培

养项目、暑期学生交流项目、合作共建科研协同创新

中心等内容进行了友好深入交流，项目会谈取得了

实质性进展。研究生部主任周明生，国际学院院长

王少国，经济学院院长郎丽华、副院长王军、副院长

赵家章，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黄立伟等参加会谈。

（陈晓彤）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高等商学院代表团到访】　３月
１３日，莫斯科国际高等商学院（Ｍｏｓｃｏ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院长凯瑟琳·利西岑娜和国
际部主任娜塔莉亚·别切丽茨阿等一行４人到访，
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柳学信、副院长兼 ＭＢＡ教育中心
主任徐炜、ＭＢＡ国际化项目负责人成诚、国际交流处
副处长黄立伟等会见来宾，双方就深入推进学生交

流、ＭＢＡ联合培养、企业管理短期培训和科研合作等
内容进行了友好沟通。９月２０日，学校党委书记冯
培、副书记徐芳会见俄罗斯莫斯科国际高等商学院

校长马克西姆·日瓦耶夫、国际部主任兼亚太研究

中心主任娜塔莉亚·别切丽茨阿一行，双方就在“一

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提升校际合作层次，加强两校经

济和管理学科学生交流、教师交流与科研合作达成

共识，并续签了校际合作协议，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

长黄立伟、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赵慧军等参加会谈。

（陈晓彤）

【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格里戈尔·波罗扎诺夫到访】　
３月１６日，校长付志峰会见保加利亚驻华特命全权
大使格里戈尔·波罗扎诺夫、驻华使馆新闻发言人

德尼提扎·切内瓦、瓦尔纳管理大学副校长瓦瑟林

·布拉格夫，双方就推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瓦尔

纳管理大学共建孔子学院、搭建多边人才联合培养

平台、建立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机制达成共识。华

侨学院院长焦勇、副院长陈洪海、海外副院长罗欣，

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黄立伟等参加会谈。

（陈晓彤）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代表团到访】　１０月１７
日，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杰奎

琳·库德与中国办公室主任同晓红到校访问，与学

校共同举办了学生“３＋２”学位项目说明会，并与学
校研究生部副主任孟毅芳就研究生层次的联合培养

项目进行了商谈。国际合作交流处项目主管雷静参

加会谈。

（雷静）

与亚洲的校际交流

【泰国易三仓大学代表团到访】　３月９日，学校纪
委书记杨世忠会见泰国易三仓大学教务处主任颂

通·披卜查勒斯、商学院院长陈卓扬、商学院副院长

吕立行一行。双方就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借助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展双边和多边高水平人才培

养与区域经济发展科研合作进行洽谈。国际合作交

流处副处长黄立伟等参加会谈。

（陈晓彤）

与非洲的校际交流

【乍得驻华使馆代表到访】　５月２３日，学校党委副
书记徐芳会见乍得共和国驻华使馆二等参赞、临时

代办哈米德·迈德瑟迪、经济参赞穆罕默德·穆斯

塔法·雅各布，双方就乍得教育部和恩贾梅纳大学

拟到访并建立校际合作关系、推荐留学生来学校攻

读学位项目等进行了友好深入交流。学校２０１５届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全英文授课）本科毕业生、乍得

留学生穆萨陪同到访。

（陈晓彤）

【埃塞俄比亚阿索萨大学到访】　６月８日，校长付
志峰、党委副书记徐芳会见埃塞俄比亚阿索萨大学

（Ａｓｓｏｓ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校长阿姆萨卢·比迪摩·贝耶
尼、学术主管副校长阿布杜蒙辛·哈森·阿拉吉一

行，双方就选派阿索萨大学教师来京研修、加强教师

学术交流等事宜进行了友好洽谈，并签署了校际合

作谅解备忘录。阿索萨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院长

尚姆贝·费雷迪·阿赛玛哈，学校经济学院院长郎

丽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柳学信、信息学院院长张

军、信息学院党委书记周广军、国际学院副院长朱

红、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黄立伟等参加会谈。学

校工商管理学院在读博士、埃塞俄比亚留学生法卡

杜陪同代表团参加会谈。

（陈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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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

概　况

　　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
共建的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以下简称

孔子学院）成立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８日，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２６日正式揭牌并运行，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
市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校园内。孔子学院理事会由７
人组成，现任理事长为华人侨领严云泰，副理事长由

中方学校校长担任，理事会成员分别由美方学校校

长、美方学校常务副校长、中方学校分管国际合作交

流工作的副校长以及中外方孔子学院院长担任。目

前，孔子学院中方执行院长为校副研究员张旭红，外

方院长为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教授徐岩。

２０１７年，孔子学院有教师１５人，开设孔子课堂６
个，教学点 ９所，注册学员 ２６４０人，非注册学员
３６４人。

（朱红　张旭红）

汉语教学与学术活动

【课程设置】　孔子学院课程层次继续保持小学、初
中、高中、大学高中低、硕士、社区层次；课程包括少

儿汉语、初级汉语、中级汉语、大学初级／中级／高级
汉语、研究生层次综合汉语、中国文化、武术、太极、

商务汉语等；采用《中文听说读写》《长城汉语》《汉

语乐园》《新世纪商用汉语初级会话》《快乐汉语》及

自编教材等。

（张旭红）

【汉语水平考试承办】　孔子学院对承办的汉语水平
考试改革实行机考，来自２０余所中小学、大学共６５
名学生参加了考试。

（张旭红）

【学术活动】　孔子学院依托美国最大的电子学术期刊
运营集团之一———“ＢｅＰｒｅｓｓ”创办了中英文电子期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经美国国会图书馆审核并核发刊号，第一期于９月１日
正式发表。２０１７年，孔子学院教师发表论文７篇。

（张旭红）

【教师培训】　孔子学院采用五步培训模式定期举办
教师培训和交流活动，并举办国家汉语办公室新任

汉语教师到岗培训，培训活动共举行４次，吸引了周
边本土教师参与，受训人数超１００人次。２０１７年，孔
子学院还建立了培训师数据库。

（张旭红）

【获“全球先进孔子学院”称号】　１２月１２日，孔子
学院在孔子学院总部于西安举办的第十二届孔子学

院大会上获国务院副总理、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

席刘延东颁发的“全球先进孔子学院”称号，学校党

委副书记徐芳、孔子学院理事会理事长严云泰、孔子

学院美方院长徐岩、中方院长张旭红、学校国际学院

副院长朱红参加本次大会。

（张旭红）

文化传播与推广

【春节系列活动】　１月２８日（中国农历春节），孔子
学院联合当地数家文化、教育机构暨美国职业篮球

联盟克利夫兰骑士队，在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孔

子学院下设的教学点，与当地文化机构共同举办了

春节文艺汇演、传统文化体验展台等特色活动，累计

参与人数近３万人次。该活动是孔子学院首次与克
利夫兰骑士队联手举办的春节庆祝活动。

（张旭红）

【美国俄亥俄州中小学生演讲暨作文比赛】　４月，
孔子学院举行美国俄亥俄州中小学生演讲暨作文比

赛，来自美国克利夫兰、阿克伦等地区３０所学校５００
多名中小学生参加了此次大赛，最终７５名学生获邀
参加本次演讲比赛决赛活动。该赛事创办于 ２０１３
年，至２０１７年已经成为美国俄亥俄州规模最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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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度最高的中小学生中文比赛。

（张旭红）

【第十届教师感谢日暨第四届“全球孔子学院日”活

动】　９月２８日，孔子学院举办第十届“教师感谢日”
暨第四届“孔子学院日”庆祝活动，孔子学院理事长严

云泰、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常务副校长朱建平、美

国俄亥俄州教育厅课程设置与评估办公室世界语言

顾问雷恩·沃兹、学校金融学院院长尹志超出席活动

并致辞，来自当地２６所学校的２７０余名师生参加了活
动。该项目创办于２００８年，是全美国唯一由孔子学
院举办的教师感谢日项目，活动日期一般设在孔子诞

辰日（９月２７日）前后，旨在展示本地区中小学的中
文教学成果，宣传中国文化，并对学区教育官员和中

小学优秀汉语教师进行表彰。

（张旭红）

【汉语桥项目】　孔子学院继续与美国国会议员办公
室非洲裔议员团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玛西亚·

富奇合作开办“汉语桥———美国高中生汉语桥来华

夏令营”项目，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承办该项目，２７
名学生、３名教师参加了该项目。

（张旭红　朱红）

【参与文化活动】　孔子学院参加了当地举办的“克利
夫兰国际社区日”、“克利夫兰亚洲节”、“克利夫兰国际

学生节”以及克利夫兰人民网组织的中国春节和饮食

文化活动等，并组织中国石油大学１３名学生赴美参加
了为期１４天的“美国教育与文化探索夏令营”活动。

（张旭红）

中外合作

【孔子学院理事会会议召开】　９月，孔子学院在美

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召开２０１７年孔子学院理事会
会议，听取孔子学院工作汇报和财务情况，就孔子学

院发展方向以及未来深化两校的合作交流等相关工

作达成共识，并宣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付志峰

担任孔子学院理事会副理事长。

（朱红）

【第四届（２０１７）国际学术论坛举行】　１０月，孔子学
院在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举行第四届“中美经贸

发展论坛”，两校校领导出席并致辞，来自学校金融

学院的３位教师分别就论坛主题做主旨发言。
（朱红）

【制度保障】　孔子学院重点加强了两校在孔子学院
建设和相关合作领域的协调沟通，发挥孔子学院理

事会的指导作用，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管理规章、

工作流程和与孔子学院的联络机制。

（朱红）

【教育资源共享】　孔子学院着重协调双方学校就教
师互访、合作科研、合办学术论坛、开展学生学分互认交

换项目、长短期教师和学生交流项目、美方学校教师赴

华讲学、美方学校各类来华团组接待、美方学校来华留

学生接收、孔子学院奖学金生接收等领域的合作。

（朱红）

【特色孔子学院建设】　双方院校根据两校学科设置
情况，决定孔子学院建设侧重于经贸类学科合作交

流项目的开展，力争将孔子学院建设成经贸特色孔

子学院。

（朱红）

学生交流交换

【交流项目】　学校新增与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英国
威斯敏斯特大学、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爱尔兰都柏

林城市大学、德国巴登—符腾堡应用科技大学等合

作院校本科学年交流交换项目５个，与美国德州大
学圣安东尼奥分校本硕连读项目１个，与法国布雷
斯特高等商学院、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研究生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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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项目２个，与美国波士顿大学研究生直通车项目１
个，与美国堪萨斯大学暑期交流项目１个。

（雷静）

【学生交流】　学校派遣１７名学生参加“外培计划”
项目，分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国德州农

工大学、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等合作院校参加进

修学习；首次选派９名国际班本科生参加“一带一
路”青年学习及交流计划暨丝绸之路文创暑期实践

活动；依托首经贸—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中美金

融研究中心合作平台，派遣１名金融学院博士生赴
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参加访学交流。

（雷静）

外专外教

【外教聘任】　学校聘请长期外籍教师２５人，其中拥
有博士学位１人、硕士学位１１人、本科学位１３人，分
别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法国

等国家，为学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英语、法语及专

业课程教学。

（黄晶晶）

２０１７年在职外教名单

序号 姓名 国籍 学位 任职单位 授课专业

１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ＲｅｎｅｅＲｅｅｖｅｓ 美国 学士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语

２ ＫｅｖｉｎＶＮｅｕｍａｎｎ 美国 学士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语

３ Ｋｙｌ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ｏｈｎｓｏｎ 美国 硕士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语

４ ＡｎｔｈｏｎｙＡｕｇｕｓｔＢａｎｎａｃｈ 美国 学士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语

５ Ｈｅｌｅｎ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Ｊａｎｅ 英国 学士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语

６ Ｊｅｓｓ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ａｒｋｉｎ 美国 学士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语

７ ＮｅｉｌＭａｒｔｉｎＬｅｖｅｎｓ 美国 学士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语

８ ＮａｔｈａｎＪａｍｅｓＰｏｌｌａｒｄ 英国 学士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语

９ ＪｏｓｈｕａＴｏｄｄ 美国 学士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语

１０ ＣｏｒｍａｃＯＭｏｏｎｅｙ 美国 学士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语

１１ ＭａｔｔｈｅｗＪａｍｅｓＳｔｅｉｎ 美国 学士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语

１２ ＬｅｖｉＭａｔｈｉａｓＪｏｈｎｓｏｎ 美国 硕士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语

１３ 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ｏｍｐｔｏｎ 美国 硕士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语

１４ ＥｎｒｉｃｏＭａｎｃａｒｅｌｌａ 美国 学士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语

１５ ＤａｖｉｄＢｕｒｇｅｓｓ 英国 学士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语

１６ ＨｅａｔｈｅｒＮｉｃｏｌｅＳｍｉｔｈ 美国 硕士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语

１７ ＬＩＵＬＩ 澳大利亚 硕士 华侨学院 专业课

１８ ＳｍｉｔｈＭａｎｓｈｉｐ 美国 学士 华侨学院 专业课

１９ ＴｏｍＳｐｅｎｃｅｒ 澳大利亚 硕士 华侨学院 专业课

２０ ＤａｎｇＤｉａｎａ 新西兰 硕士 华侨学院 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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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国籍 学位 任职单位 授课专业

２１ ＴｒｏｙＭｉｋｊａｎｉｅｃ 加拿大 硕士 华侨学院 英语口语

２２ ＧａｅｌｌｅＭａｒｇｏｕｅｔ 法国 硕士 经济学院 法语

２３ ＬｉｎｄａＢｅｎｓｉｚｅｒａｒａ 法国 硕士 经济学院 法语

２４ ＳｅｂａｓｔｉｅｎＧａｕｄｉｎ 法国 硕士 经济学院 法语

２５ 尚英 加拿大 博士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课

（黄晶晶）

【外国专家讲学】　学校开办的暑期国际学校聘请短
期境外专家来学校授课２４人次，其他短期境外专家

来学校讲学、讲座和合作科研４３人次。
（黄晶晶）

因公出国（境）

【因公出国】　学校派出３２个出国（境）团组６６人次
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波兰、匈牙

利、意大利、老挝、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日本１３个
国家和地区开展访学、校际交流、参与国际会议、专

业实习等活动。

（孙雪原）

【因公出境】　学校派出１０个团组１０人次赴港澳地
区、台湾地区开展各类活动，其中，赴港澳２个团组２
人次、赴台湾８个团组８人次。

（孙雪原）

重要访问活动

【国际学院院长王少国等访问老挝、泰国和马来西

亚】　３月２６—４月２日，国际学院院长王少国和劳
动经济学院副院长范围赴老挝、泰国和马来西亚的５
所高校（老挝国立大学、泰国易三仓大学和正大管理

学院、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和双威大学）进行访问交

流，并与其中４所全球与地区高水平大学建立校际
合作关系，进一步拓宽与“一带一路”东南亚地区高

校的合作交流。

（孙雪原）

【学校党委书记冯培等访问意大利、波兰、匈牙利】　５
月１７—２５日，学校党委书记冯培、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柳学信、财政税务学院党委书记李红霞、经济学院副

院长赵家章、国际合作交流处项目主管陈晓彤访问

意大利、波兰、匈牙利三国的５所大学（意大利罗马
第二大学和萨莱诺大学、波兰华沙经济学院、匈牙利

罗兰大学和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并与罗马第

二大学签署两校经济学院硕士双学位合作项目协

议、与萨莱诺大学签署校际合作谅解备忘录，深入推

进学校与南欧、中欧“一带一路”国家的５所高水平
高校在国际化和创新型特色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

联合科研等方面的合作。

（孙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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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党委副书记孙善学等访问英国、爱尔兰】　６
月１８—２５日，学校党委副书记孙善学、劳动经济学
院院长冯喜良、人事处处长邢琪、基建处副处长李

华、金融学院院长助理杨阳访问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和威斯敏斯特大学、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和阿斯

隆理工学院，与威斯敏斯特大学签署了双边合作谅

解备忘录和校际学生交流项目，与都柏林城市大学

续签了两校校际合作谅解备忘录并签署了与商学院

学生交换合作协议，深入推进学校与欧洲高水平大

学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

（孙雪原）

【校长付志峰等访问美国】　９月２１—２３日，校长付
志峰和国际学院副院长朱红访问美国克利夫兰州立

大学，并出席２０１７年孔子学院理事会会议。期间，两
校续签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关

于孔子学院理事会的谅解备忘录》，就两校继续以孔

子学院为发展平台开展合作交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沟通，并在教师访学、学生交流以及合作科研等相关

领域开展具体合作交流项目达成一致合作意向。

（孙雪原）

【副校长孙昊哲等访问美国】　９月２４—２９日，副校
长孙昊哲、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国山、统

计学院院长张宝学、华侨学院党总支书记何丽访问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克利夫兰

州立大学，深入推进与美国高水平大学在高层次经

济和管理国际化人才联合培养、教师学术交流和国

际联合科研等方面的合作。

（孙雪原）

【副校长杨开忠等访问加拿大】　１０月２１—２６日，副
校长杨开忠、会计学院院长崔也光、科研处处长祝合良、

对外联络处处长赵喜玲、项目主管孙雪原访问加拿大约

克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拓展学校与加拿大高水

平大学在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国际化人才联合培养和

教师互访等多方面合作。期间，代表团在多伦多成立了

学校第二个海外校友会———加拿大校友会。

（孙雪原）

【副校长王传生等访问埃及、摩洛哥】　１２月２３—３０
日，副校长王传生、文化与传播学院党总支书记付

琳、杂志总社社长牛志伟、教务处副处长崔颖、信息

处副处长沈毅直、统计学院副院长任韬访问埃及本

哈大学、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和摩洛哥穆罕默德五

世大学３所高校，就如何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下
加强和非洲高校合作开展经管类高层次人才培养、

短期来华研修、对外汉语教学、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

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持续推进学校与非洲特别

是北非地区高水平大学的交流与合作。代表团还拜

会了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教育处负责人。

（孙雪原）

港澳台交流与合作

【概述】　学校接待港澳台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到校
讲学交流和参加学术会议１３人次，选派４０名学生
赴港澳台地区高校和知名企业参加学期或学年交流

项目、社会实践、实习项目和比赛，选派１０名教师赴
港澳台地区参加学术会议、访学和短期进修学习。

截至１２月３１日，学校有港澳台侨在校学生２１人，其
中，香港籍学生９人，澳门籍学生３人，台湾籍学生８
人，华侨学生１人。

（雷静）

【中华公法学术研讨会】　４月，学校法学院与台湾
中正大学法学院共同在北京举办了“中华公法学术

研讨会”，加强了京台两地法学学者的学术交流。

（雷静）

【交换生项目】　学校派出７个团组１２名学生赴台湾
中正大学、静宜大学、铭传大学３所高校交流学习。

（雷静）

【制度建设】　学校修订了港澳台侨学生管理规定，
并出台了学校在校生赴台交流学习管理办法，并报

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雷静）

３３２

第八篇　对外交流与合作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５３２





上图　３月１６日，学校教职工舞蹈协
会参加北京市妇联庆“三八”

文艺汇演

中图　３月１８日，学校创客训练营导
师对学生进行单独ＢＰ辅导

下图　４月１３日，学校教授纪韶做客
成长加油吧主讲“年轻就是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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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４月２６日，学校举行校园综合
双选会

中图　４月２８日，学校无党派人士、
教授郝如玉（左二）获评“北京

市参政议政服务发展同心奖”

先进个人

下图　５月２２—２６日，校长付志峰率
代表团到江西财经大学、浙江

工商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调

研，图为代表团参观江西财经

大学校友馆



上图　５月２３日—６月１６日，学
校举办教职工羽毛球团

体赛

中图　６月，学校设立人文景观，营
造温馨毕业氛围

下图　６月５日，学校举办传统教
育文化活动之一“诗词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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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６月８日，学校召开保密工作
会议

中图　７月５日，台湾地区青年创业访
团参观学校创客社区

下图　７月９日，学校召开校友会第
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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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７月１４日，北京市教委督查调
研组到校调研贯彻落实全国和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情况

中图　９—１０月，学校开展“服务农民
工法治宣传”活动（工会　供）

下图　９月１６日，学校国旗班蝉联北
京高校国旗护卫队检阅式比

赛、文化建设成果展示一等奖

（学生处　供）

１４２



上图　９月２１日，学校举行２０１７级新
生军训闭营仪式，图为防暴战术

演练（学生处　供）

中图　９月２８日，学校开展新生引航系列
主题教育活动，图为２０１７级劳动经
济学院新生杜鸿磊代表全体新生为

栋梁柱“增岁”（刘增荣　摄）

下图　１０月２２日，学校在加拿大多伦
多成立加拿大校友会（对外联络

合作处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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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１０月２９日，学校举行“校友·
再惠”２０１７年校友值年返校大
会，图为学校党委书记冯培、校

长付志峰为校友卡开卡（曹海

鹏　摄）

中图　１０月２９日，学校举行９４级研究
生单考班毕业２０周年主题座谈
会（对外联络合作处　供）

下图　１１月１５日，学校举办“不忘初
心跟党走 赞歌唱响新时代”教

职工合唱比赛（工会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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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１１月２５日，学校驼铃社团主办首
届高校校友工作志愿者交流会（对

外联络合作处　供）

中图　１２月，学校获北京市红色“１＋１”
活动评审一等奖（学生处　供）

下图　１２月６日，学校举行首期“未来领袖
计划”体验营（对外联络合作处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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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１２月８日，学校举办“青春心
向党 奋进新时代”纪念一二·

九运动８２周年文艺汇演，图为
金融学院表演《敢为天下先》

（曹海鹏　摄）

中图　１２月 ９—１０日，学校第二届
“校友组织发展论坛”暨深港

澳校友会 ２０１７年年会，图为
学校党委书记冯培（左三）、对

外联络合作处处长赵喜玲（左

一）向深港澳校友会授旗（对

外联络合作处　供）

下图　２０１７年，学校继续丰富多媒体
设备，保障各项教学、文体活动

开展，图为琢玉讲堂音乐反声

罩（资产管理处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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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概　况

　　２０１７年，学校向纵深推进“十三五”规划，由发
展规划处推进“十三五”规划后续工作，并开展高等

教育研究、对外交流工作。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发展规划处实有人员４人。

（王冬）

“十三五”规划工作

【《“十三五”规划汇编》编辑】　３—４月，发展规划处
组织完成了１１份专项规划、１８份学院规划、１１份专
题规划的排版和校对工作，形成《“十三五”规划汇

编》（初稿）。

（王冬）

【党建规划起草】　５月，根据学校党委要求，发展规
划处从新时代赋予高校党建工作的时代内涵出发，

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合作，组织起草了学校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规划》初稿。
（王冬）

【《学院规划汇总分析》编纂】　５—６月，发展规划处
通过梳理各学院规划，将学校目标、关键指标与学院

发展目标、指标体系一一比对，初步整理分析了学校

发展关键指标、学院分指标，形成《学院规划汇总分

析》（初稿）。

（王冬）

高等教育研究

【２０１７年高等教育研究项目评审立项】　３月，发展
规划处评审了２０１７年高等教育研究校内申报项目，
批准２０个项目立项，其中重点项目５项，一般项目
１５项，拨付项目研究经费３５万元。２０１７年高等教
育研究校内项目分为“双一流”建设（学科建设、师资

队伍、人才培养）、优质教学和教师发展、现代大学治

理、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大

学思想政治教育６个主题。

２０１７年高等教育研究项目立项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所在单位

１ 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课程改革和人才培养研究 重点项目 刘宏 经济学院

２ 高校公共体育课身体功能训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重点项目 蒋薇 体育部

３
高校“双一流”建设中“拔尖创新人才”教育评价研

究：基于创新自我效能感
重点项目 佘镜怀 工商管理学院

４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研究
重点项目 刘业进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

学院

５ “一带一路”与首经贸大学英语师资队伍建设 重点项目 赵海燕 外国语学院

６
组织激励对高校青年教师学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

究———基于人才资本产权实现感知的调节作用
一般项目 郭卫东 工商管理学院

７ 中美工程教育持续改进模式及效用对比研究 一般项目 李伟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８ 一流学科建设的内涵及我校学科发展策略 一般项目 孙宝平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９ 我校科研国际化水平现状分析与提升路径研究 一般项目 闫云凤 经济学院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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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所在单位

１０ 正当程序视角下的现代大学治理研究 一般项目 何锦前 法学院

１１
创新教育视角下高校教师的激励模式开发与运用研

究———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一般项目 李晓曼 劳动经济学院

１２ “两微一端”时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研究 一般项目 曹海青 信息学院

１３ 人才国际化背景下高校全英教学实践效果研究 一般项目 张若希 金融学院

１４ 整体薪酬满意度对高校青年教师工作绩效的影响 一般项目 姜金秋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

学院

１５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的商务汉语课程设置研究 一般项目 张娟 国际学院

１６ “双一流”建设下的高校科研评价体系探析 一般项目 蔡万江 科研处

１７ 以绩效为杠杆的学科建设研究 一般项目 杨晓蕾 研究生部

１８
我校近五年引进人才和培养效果研究———基于 Ｋ
ｍｅａｎｓ聚类分析模型

一般项目 赵娟 人事处

１９
“双一流”背景下财经类院校人才培养机制改革———

基于内涵式的发展理念
一般项目 陈海沐 教务处

２０
“双一流”建设战略下基于特色与质量视角的地方高

校国际化研究
一般项目 段莹莹 教务处

（郭剑川）

【２０１６年高等教育研究项目追踪梳理】　４—５月，发
展规划处追踪梳理了２０１６年高等教育研究校内项
目完成情况和部分年度申请延期的项目，并聘请相

关专家对各项目进行结项评审，对需改进的项目提

出了修改建议。

（郭剑川）

【《高教信息》发行】　发展规划处围绕“双一流”建
设、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下高等教育

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教师职业发展等主题，编辑出版

《高教信息》８期，总篇幅约 １６万字，每期发行
１７０份。

（郭剑川）

【合作交流】　３月２７日，发展规划处参加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２０１７年秘书长工作会
议，围绕第八届高等财经教育论坛主题、分会所属院

校“十三五”规划汇编等议题同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入

交流与探讨。４月８日，发展规划处参加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大学文化研究分会成立大会暨大学文化高层

论坛，学校当选为常务理事单位。９月１５日，发展规
划处参加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２０１７
年年会暨第八届中国高等财经教育校长高峰论坛，

围绕“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财经类高校学科发展等问

题同与会代表交流了经验。

（郭剑川）

【本科教学基本数据采集】　１１月，发展规划处与党
政办公室配合，牵头完成学校２０１７年本科教学基本
状态数据库采集工作。该数据库包含７大类、８１张
表、共计７００项数据。１２月１３日，发展规划处向北
京市教委上报了相关数据。

（郭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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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管理

概　况

　　学校设党政办公室负责学校党委、行政综合事
务，并由挂靠的法律事务室负责学校法律方面事务。

２０１７年，党政办公室充分履行办公室综合协调、参谋
助手、管理服务等各项职能，认真做好学校大型活动

的组织协调、重要决策会议服务及督查督办、公文处

理、来信来访、法律事务管理等各项工作。

（张嘉艳）

决策会议服务和工作督查督办

【决策会议服务】　党政办公室加强对党委常委会、
校长办公会会前材料的审核、协调力度，督促相关责

任部门会前进行有效沟通，努力提高会议决策效率。

全年共服务党委全委会６次，审议议题１６个；服务
党委常委会３３次，研究议题２０７个；服务校长办公
会１９次，研究议题８９个。撰写决策会议新闻稿件
３４篇。

２０１７年校长办公会主要议题一览表

时间 会议 议题

１月５日
第１次
校长办公会

审议学校２０１７年校院两级因公临时出国（境）计划；审议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名
单；审议修订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审议学校《研究生科研成果奖励办法（试行）》

１月６日
第２次
校长办公会

研究公车改革事宜；研究地铁施工临时占地事宜

１月１２日
第３次
校长办公会

审议学校《关于提升本科课堂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研究２０１７年师资队伍补充事
宜；研究特聘教授聘任事宜；审议２０１６年度教师、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职务聘任结果；审议公
车改革有关文件

１月１６日
第４次
校长办公会

研究双轨制教师薪酬调整事宜

２月２１日
第５次
校长办公会

研究２０１６年会议执行和２０１７年会议及培训计划事宜

３月２日
第６次
校长办公会

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毕业生有关事宜；研究２０１７年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候选人推荐人选；通报事业单位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会议还研究

了其他事项

３月２１日
第７次
校长办公会

研究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研究工程管理专业不再招生事宜；讨论申报北京市级一

流专业问题；研究学校办公用房调整方案；审议《科研类财政专项支出实施细则（试行）》；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４月１０日
第８次
校长办公会

审议双代会学校工作报告；审议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学年教学日历；研究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
究院有关事宜；审议学校《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４月２６日
第９次
校长办公会

审议学校经管实验中心年度工作报告；审议２０１７年后备学科带头人、中青年骨干教师考核
及遴选结果；审议学校与水权交易所产学研合作框架协议；研究成立北京财税与会计研究

院问题；研究成立国家税收法律研究中心问题；审议修订学校《严肃考试纪律惩治考试作

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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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会议 议题

５月１６日
第１０次
校长办公会

研究２０１７年人才补充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６月８日
第１１次
校长办公会

研究２０１７年北京市优秀教师推荐人选；审议２０１７年科级岗位空岗聘任结果；讨论２０１７年
绩效工资调整方案；研究第十三届北京市教学名师暨首届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推荐人选；

研究高水平运动队有关事宜；审议２０１７届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典礼工作方案

６月１４日
第１２次
校长办公会

研究２０１７年上半年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问题；审议《关于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奖励
办法（试行）》；审议２０１７年北京市优秀毕业生遴选推荐名单；审议学生管理相关制度；审
议本科专业管理等相关制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６月２９日
第１３次
校长办公会

审议本科专业管理等相关制度；审议《推荐应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的实施办法》；研究申报新专业问题；研究校友捐赠和发放校友卡事宜；审议学校《关于做

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规划》；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７月１１日
第１４次
校长办公会

研究２０１７年北京市“高创计划”教学名师推荐人选；研究统战部科级岗位聘任问题；审议
学校《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试行）》《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研究教师赴美参加中美经贸

论坛有关事宜；研究申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地事宜；审议学校《港澳台侨学生招生和

培养管理办法》；审议学校《在校学生赴台交流学习管理办法（试行）》；审议学校办学定位

情况的报告；听取学位评定委员会２０１７年第２次会议有关工作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
事项

１０月１０日
第１５次
校长办公会

通报２０１８年推荐应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事宜；审议学校２０１６年优
秀科研成果奖评选结果；审议２０１７年本专科生、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结果；研究思想政
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事宜；讨论博士生导师事宜；审议《合同管理办法》（修订版）；审议

２０１８年人员补充计划；讨论人才引进事宜；讨论讲座教授聘任事宜；讨论高级教师延迟退
休事宜；研究党委教师工作部处级以下岗位人员编制事宜

１０月３０日
第１６次
校长办公会

审议学校《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办法》；研究２０１８年人员经费问题；审议学校《关于深化思想
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的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１１月２８日
第１７次
校长办公会

研究学校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ＣＢＤ发展研究基地和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基地更
名事宜；讨论成立北京高等财经研究院事宜；讨论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及设立校长

奖学金事宜；研究２０１７年度教职工考核工作

１１月３０日
第１８次
校长办公会

研究学校非在编人员委托管理事宜

１２月１２日
第１９次
校长办公会

审议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校长奖学金评选结果；审议高等财经研究院工作方案；研究２０１７年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

２０１６年党委常委会主要议题一览表

时间 会议 议题

１月５日
第１８５次
党委常委会

研究人才引进有关事宜；通报学校２０１６年意识形态工作情况；审议修订学校《关于贯彻落
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 ＞的实施细则》和《校内哲学社会科学课
堂、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讲坛、沙龙、宣讲会管理办法》；研究党员发展及转正工作；

审议二级单位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换届选举结果；审议学校２０１６年度民主生活会方
案；通报十九大代表推荐提名再次征求意见情况；研究干部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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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会议 议题

１月１２日
第１８６次
党委常委会

研究将后勤管理处运输服务中心等３个内设单位并入学校资产公司问题；研究石佛营住宅
小区２号楼更换电梯经费问题；通报２０１６级新生心理普查情况；审议２０１６年度十大新闻
评选结果；审议学校二级单位意识形态责任制工作规程；审议学校２０１６年度工作总结；研
究干部工作

１月１６日
第１８７次
党委常委会

研究双轨制教师薪酬调整问题

２月２１日
第１８８次
党委常委会

学习传达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会议精神；学习传达北京市意识形态工作通报会精神；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２月２４日
第１８９次
党委常委会

审议２０１７年因公出访部分校级团组名单；审议学校２０１７年工作要点；研究干部工作

３月２日
第１９０次
党委常委会

审议学校出席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方案；研究干部工作

３月１３日
第１９１次
党委常委会

研究北京市十二次党代会代表提名推荐工作

３月２１日
第１９２次
党委常委会

研究学校２０１７年校内预算；研究召开第六次学代会、第二次研代会事宜；研究召开第四届
双代会有关事宜；关于成立研究生院有关事宜；审议学校《二级单位党委（党总支、直属党

支部）意识形态工作规程》《相关部门意识形态工作规程》；审议学校《２０１７年校院理论中
心组学习计划》；审议学校《２０１７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主要任务分工》和《２０１７年
纪律检查工作要点》；审议学校《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台账》；审议学校《２０１７年党委工作要
点》；审议学校《２０１７年干部培训计划》；学习传达北京市委十一届十三次全会精神；研究干
部工作

４月１０日
第１９３次
党委常委会

讨论２０１７年北京市财政专项科研项目经费分配工作；审议２０１６年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
及个人表彰名单；审议推荐北京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名

单；研究干部工作

４月２６日
第１９４次
党委常委会

审议学校第四届“双代会”选举结果；研究育仁里小区屋面防水工程等资金问题；通报风格

与林苑房产证办理情况；研究校领导工作分工及联系学院调整事宜；通报拟申报北京高校

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公示及考察情况；研究干部工作；会议还

研究了其他事项

５月１０日
第１９５次
党委常委会

学习传达市纪委《关于加强谈话函询工作的意见》；学习传达市委《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实施方案》文件精神；审议学校参加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候

选人初步人选名单；审议学校《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党建工作规划起草工作方案》；研究《基本标
准》集中检查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５月１６日
第１９６次
党委常委会

研究调整学校信息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事宜；讨论召开第六次学代会、第二次研代

会事宜；审议因公出访英国和爱尔兰校级团组名单；研究召开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选举大会事宜；审议学校增补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研究成立学校港澳台侨工作领

导小组、调整学校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和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事宜；审议学校《２０１７年处
级后备干部集中调整工作方案》；研究干部工作；审议学校教学科研单位办公用房保障方

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６月８日
第１９７次
党委常委会

审议学校《关于加强定向生履约管理工作的实施细则》；审议学校第六次学代会、第二次研

代会选举结果；通报近期处级干部因公出访情况；传达北京市意识形态工作会会议精神；研

究预算调整工作；研究办公用房调整工作；审议学校《关于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工作的实施

细则》；研究校友会基金会法定代表人变更事宜；研究调整党校校长人选事宜；研究党员发

展工作；研究二级单位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委员分工调整工作；研究干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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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会议 议题

６月１４日
第１９８次
党委常委会

研究大专部资金管理模式变更工作；研究绩效工资调整工作；研究人才引进有关事宜；传达

部署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维稳工作；审议北京市“七一”一次性帮扶资金补助申报拟上

报名单；审议干部暑假因私出国申请；通报处级干部个人有关事项随机抽查工作情况；审议

统战部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经费事宜；研究干部工作

６月２９日
第１９９次
党委常委会

研究国际经济管理学院设立院务委员会及委员会主任人选和院长人选事宜；学习传达北京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研究校友会法定代表人变更事宜；审议学校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优秀
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结果；审议出席北京市教育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推荐人选；

审议学校《校领导班子务虚会制度》；研究处级干部暑期因私出境事宜；研究市管干部兼职

问题；研究干部兼职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７月１０日
第２００次
党委常委会

研究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党员发展及转正工作；通报二级单位党组织委员会分工调整情况；研究
党费计算基数调整事宜；研究干部工作；审议学校《关于“十三五”时期实施“平安校园”建

设提升工程的工作方案》；审议学校《关于贯彻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实施

方案（试行）》；研究筹备召开第四次团代会事宜；研究出席北京市第十四次团代会代表人

选和委员提名人选；讨论６号学生公寓建设工作；研究预算调整工作；研究红庙家属楼抗震
加固事宜；审议因公出访美国校级团组名单；通报近期校领导、处级干部因公出访情况；研

究撤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安全评价中心事宜；审议学校党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思

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审议学校党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的实施意见》；

审议学校《关于落实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进课堂工作方案》；研

究筹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事宜；审议党员校领导联系党外代表人士、民主党派基层组织

建议名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７月１１日
第２０１次
党委常委会

研究学科建设有关事宜

８月２９日
第２０２次
党委常委会

通报北京市第一轮纪检监察巡察工作；通报开展违规公款购买消费高档白酒专项整治情

况；审议国际经济管理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名单；研究学校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合作事宜；

研究召开２０１７年教师节表彰大会事宜；讨论第四次党代会筹备工作；审议学校《２０１７年上
半年主要工作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审议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标准达

标检查自查报告》；审议学校《系（教研室）工作办法》；审议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实施办法》《中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委员会全体会议议事规则》《中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委员会常委会议事规则》《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

９月６日
第２０３次
党委常委会

审议因公出访加拿大校级团组人员名单；研究第十三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初步意向人选

９月１４日
第２０４次
党委常委会

研究预算调整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９月１９日
第２０５次
党委常委会

研究“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预算申报事宜；研究学校人才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调

整事宜；研究教师学术出访事宜；审议学校“党员之家”设计建设方案；审议６号学生公寓
外立面设计方案；审议学校《纪检监察干部内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３项制度；学习传达
市委教育工委《北京高校党的十九大维稳安保工作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９月２８日
第２０６次
党委常委会

审议学校《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研究党委教师工作部职

能；讨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筹建工作；学习传达市教育系统党委负责人会议精神；审议学

校《党的十九大维稳安保工作实施方案》；讨论北京市“十一”一次性帮扶资金补助申报推

荐人选；研究党费使用工作；研究干部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２５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年鉴２０１８



续表

时间 会议 议题

１０月９日
第２０７次
党委常委会

审议中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四届委员会常委候选人预备人选

１０月１７日
第２０８次
党委常委会

审议《中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委员会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工作方案》

１０月３０日
第２０９次
党委常委会

审议学校《关于全面推进学业辅导工作的意见》；研究学校２０１７年预算调整和２０１８年财政
预算工作；研究近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有关工作；传达教工委关于党建和思想

政治工作基本标准入校检查部署会精神；学习传达２０１７年归口考核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检查考核工作部署会议精神；审议《关于开展学校规章制度清理工作的通知》；讨论校

领导工作分工及联系学院调整问题；审议学校《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实施办法》《领

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实办法》；研究干部工作；审议《中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委员会关于

巡视反馈有关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１１月６日
第２１０次
党委常委会

审议２０１７年因公出访部分校级团组名单；审议《中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委员会关于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实施意见》；研究国际经济管理学院院务委员会有关事宜；研究

教职工处分问题；研究干部问责问题；讨论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实体化运行问题；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１１月２０日
第２１１次
党委常委会

审议学校党委《关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审议学校《师德一票否决实

施办法（试行）》；研究干部工作；研究困难党员补助问题；审议纪委巡查整改方案

１１月２８日
第２１２次
党委常委会

审议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建设方案；研究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和“三八”红旗

集体评选工作；研究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提名人选推荐工作；研究信访工作；研究学校开

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及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讨论部分校领导分

工及联系学院调整问题；研究学校第四次党代会两委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研究干部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１２月４日
第２１３次
党委常委会

审议第四次党代会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意向性名

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１２月６日
第２１４次
党委常委会

通报学校第四次党代会工作报告起草情况；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１２月１１日
第２１５次
党委常委会

审议校团委因公出访法国、意大利团组名单；研究校内预算调整工作；审议学校关于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的自查报告；讨论第四次党代会党委工作报告；研究学校第四次党

代会代表选举情况；审议学校第四次党代会党代表团分组安排及各团临时召集人正副人

选；研究干部工作

１２月１５日
第２１６次
党委常委会

审议学校２０１７年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的报告；审议学校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
细则的实施办法；讨论第四次党代会党委工作报告、纪委工作报告；研究校领导分工问题；

审议２０１７年处级单位、处级干部年度考核工作方案；审议学校第四次党代会两委委员候选
人、党委常委候选人预备人员名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１２月２４日
第２１７次
党委常委会

研究预算调整工作；讨论第四次党代会党委工作报告、纪委工作报告；研究第四次党代会筹

备工作；研究干部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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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党委全委会主要议题一览表

时间 会议 主要议题

３月２日
第２５次
党委全委会

通报学校意识形态有关工作情况；传达习近平视察北京的讲话精神；审议学校２０１７年工作
要点

５月１８日
第２６次
党委全委会

审议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预备人选

８月２９日
第２７次
党委全委会

学习传达北京市第十二届二次全会精神；审议学校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重点工作安

排；讨论学校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规划；审议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自查
报告；通报北京市纪委入校巡查事宜；通报第四次党代会有关情况

９月１日
第２８次
党委全委会

审议第四次党代会筹备方案；审议新教工入职宣誓诗词

１２月１５日
第２９次
党委全委会

审议第四次党代会党委工作报告、纪委工作报告；审议确定第四届党委委员和第四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

１２月２４日
第３０次
党委全委会

审议第四次党代会党委工作报告、纪委工作报告；研究第四次党代会筹备工作

（窦诚松）

【学校工作督查督办】　党政办公室继续以学校年度
工作要点，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会议决策落实情

况为重点，加强督查督办。分别于７月和１２月进行
督查督办工作２次，共涉及学校３６个部门和单位，
共督查督办２４项重点工作任务、１３５项具体工作措
施。利用ＯＡ系统，开展上级文件落实情况、信访回
复情况等的督办工作。

（窦诚松）

重要活动

【学校第四次党代会筹备】　党政办公室履行第四次
党代会筹备工作秘书会务组职责，完成了党委工作

报告、党委工作报告决议、校长致辞以及上级领导讲

话代拟稿的起草工作。在党委工作报告起草过程

中，充分发扬民主，先后安排学院院长、二级单位党

组织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党外人士、离退休

同志等１０场不同层面的征求意见座谈会，共征集各
类意见建议１７０余条，８０％以上的意见建议被采纳。
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大会会务筹备工作，印制大会证

件、会议材料，营造庄严、热烈的会场氛围，做好大会

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张嘉艳）

【《北京普通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标准》入

校检查协助】　学校接受《北京普通高校党建和思想
政治工作基本标准》（简称《基本标准》）入校检查。

在《基本标准》入校检查工作中，党政办公室承担了

自查报告、书记汇报、校长补充汇报３个报告的文稿
写作任务、“党委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支撑材料

准备任务以及 １１月 ２１日专家入校检查的接待任
务。组织协调办公室全体同志和各有关部门，各负

其责、团结协作，起草了各类报告２万余字，整理了
支撑材料２３盒７７册。制定了详细的接待方案。在
专家入校前，办公室还对学院和走访部门在材料准

备和接待工作方面加强了指导，基本实现了各二级

单位接待工作统一标准、统一流程。

（张嘉艳）

【制度建设】　党政办公室编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章程》（中英文对照），完成大学章程执行监督机制研

究课题。１１月，启动了新一轮规章制度清理工作，制
定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办法、领导班子

务虚会制度以及学校党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实施细则的实施办法；修订和完善了学校党委全

委会、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修订了院

系（教研室）工作办法和合同管理办法。会同工会落

实好教代会代表根据议题列席校长办公会制度。

（张嘉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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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统计

【校院两级信息公开】　党政办公室加强信息公开网
站建设，督促责任单位及时公开信息，加强对学院信

息公开工作的指导和检查。发布２０１７年学校信息
公开工作报告，申报的“依法治校背景下推进校院两

级信息公开路径研究”课题获批学校党建和思想政

治工作课题。

（宋颖）

【信息调研统计】　党政办公室紧密围绕高等教育改
革的难点、热点问题，加强信息收集和编研工作，全

年共编发《信息周报》３５期，采集信息１３３条；围绕
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年度工作要点等专题，编印《信

息参考》。完成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北京市教育事业统
计工作。协调学校相关部门，完成２０１７年本科教学
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

（张嘉艳）

综合事务

【文稿撰写】　党政办公室起草《中国共产党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标准达标检查自查

报告》《中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

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等重要材料、

报告、讲话３６篇，共计１０万余字。
（张嘉艳）

【公文处理】　党政办公室全年制发各类公文 ２６６
篇；共接收、流转非机要文件 ２３７件，机要文件 １９０
件；处理 ＯＡ系统请示 ８０件；发布校内公告 ３６０
余条。

（宋颖）

【安全稳定信息收集报送】　党政办公室完成全国
“两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党的十九

大等重要节点和敏感时期的值班安排和信息收集、

报送工作；有序推进总值班工作，全年安排值班共计

３６５人次。
（马晓宁）

【信访工作】　党政办公室进一步规范来信来访的

登记、批转、督办、答复、归档等各个工作环节，强化

信访件的协调和督办力度。全年受理各类信访４２
件，办结率为 １００％。坚持信访信息定期通报制
度，每月总结信访工作情况，共编印《信访工作月

报》９期。
（马晓宁）

【保密工作】　６月，召开学校保密工作会。９月，时
任纪委书记、保密委员会主任杨世忠带队对学校保

密重要部位进行了大检查。２０１７年，党政办公室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机要文件的管理和流转，做好机要

文件的登记、保存和清退销毁工作。全年接收上级

来文４１５件，其中机要文件１９０件，组织集中销毁涉
密文件和内部资料 １次，未发生文件遗失或泄密
事件。

（窦诚松）

【加强依法治校】　党政办公室为学校重要决策提供
法律论证，全年协助处理诉讼、仲裁案件４件，提供
法律咨询３３次。进一步严格合同管理，全年共审核
学校各类合同２０３９份，全面实现合同网上审核。加
强法制宣传教育，在法律事务室网站和校报《校园看

法》栏目转载、刊发相关文章４０余篇。
（王婧婧）

【日常管理服务】　党政办公室做好本科生、研究生
开学及毕业典礼、党风廉政建设会议、留学生国际文

化节、“九三学社先贤”书画展等校内重要活动和大

型会议的统筹协调工作。通过 ＯＡ系统实现会议室
审批９３６次。严格各类印章管理，全年为学校公文、
合同、各类证书等文件用印６万余份。整理各类文
书档案１５８６卷。

（张嘉艳）

【党支部建设】　党政办公室按照机关党委要求，深
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将“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成果制度化、常态化。９月，党支部召开学校教育
统计工作学习分享会，并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北京工作指示摘编》和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会

议报告。“十九大”期间，党支部集中收看“十九大”

开幕会、闭幕会以及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与媒体见面

会。“十九大”闭幕后，党支部集中观看冯培书记关

于“十九大”精神的专题辅导报告视频并进行了学习

交流。开展集中学习“十九大”报告原文专题活动，

全体党员每人分享了“十九大”精神学习微感言并撰

写心得体会。积极参与机关党委组织的“十九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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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相关知识１００题答题活动。根据工作需要，完成
党支部委员增补、书记改选工作。

（张嘉艳）

【部门运行管理优化】　党政办公室继续落实党政办
公室各岗位ＡＢ角制度。申报立项教育部司局级委

托课题１项、学校党建与管理课题１项，结合工作实
际开展理论和实践研究。深化部门文化建设，积极

参与学校各项文体活动，并组织开展有部门特色的

文体活动。

（张嘉艳）

财务工作

概　况

　　学校设财务处负责财务工作。２０１７年，财务处
坚持“开源节流、规范管理、放管结合、优质服务”的

财务工作原则，在保障学校教育经费健康有序运行、

积极筹措资金支持当年重点工作、防范风险、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

（滑跃）

收支及各项经费投入与使用情况

【收入情况】　学校收入总额１１２３１３万元，与２０１６
年的１１０４７８万元相比增加１．６６％。其中，财政拨款
８９３７７万元，占 ７９．５８％，与 ２０１６年相比减少了
０．０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２０１７年收入结构图

（滑跃）

【支出情况】　学校支出总额１０２０３４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８９７１７万元，占８７．９３％；项目支出１２１１５
万元，占１１．８７％；经营支出２０３万元，占０．２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２０１７年支出结构图

（滑跃）

【项目经费情况】　学校财政拨款项目经费共投入
１３３２６万元。其中，教学类项目１５４０万元（包括外
培计划项目金额１２６０万元），占比为１１５６％；科研
类项目２４２５万元，占比为１８２％；教师队伍建设项
目１５０万元，占比为 １１３％；基础设施改造项目
２９１５万元，占比为２１８７％；学生资助项目５２６万元，
占比为３９５％；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２９４万元，占比
为２２１％；中央支持地方专项 ２８６万元，占比为
２１５％；向基础教育倾斜项目 ３１６万元，占比为
２３７％；其他不在上述类别之列的项目４８７４万元，
占比为３６５８％。

（滑跃）

【教学经费投入与使用情况】　学校教学经费总计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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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２０１７年财政拨款项目
经费投入构成图

入财政拨款５８４２万元，非财拨及其他资金２９６０万
元，其中，教学基本运行经费投入７２６万元，教学类
项目经费投入１５４０万元。

（滑跃）

【科研经费投入与使用情况】　学校科研经费总计投
入财政拨款２４２５万元，非财拨及其他资金１９万元，
其中，科研基本运行经费投入１９万元，科研类项目
经费投入２４２５万元。

（滑跃）

【学生资助情况】　学校学生资助经费提取和拨款共
计１９９２万元，与 ２０１６年的 ４９８８万元相比，减少
２９９６万元；学校２０１７年学生资助经费共使用１３５７
万元，与２０１６年的５２３４万元相比，减少３８７７万元。
以上两项减少主要原因是根据上级政策，学校调整

了部分奖学金的发放时间安排，由原来的每年１２月
份调整至次年２月份左右发放。

（滑跃）

财务状况

【资产结构与增减变动情况】　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
日，学校资产总计金额为２３３８３９万元，与２０１６年年
底的２２０７２７万元相比增加１３１１２万元，其中，流动
资产和固定资产都有所增加。流动资产的增加主要

由财政应返还额度的增加和银行存款增加构成。

（滑跃）

【负债结构与增减变动情况】　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
日，学校负债７６３１万元，较上年减少１０４０万元，全
部负债均由流动负债构成。

（滑跃）

财务管理

【财务工作精细化】　财务处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提前启
动２０１７年校内预算第一阶段申报工作，在该阶段完
成了促进高校内涵发展定额资金的初步下分方案和

基本经费的第一轮预算申报工作。经过提前准备，

２０１７年１月，大部分校内项目得以预拨。３月７日，
启动校内预算正式申报。经过各部门申报、财务处

汇总平衡和财经委员会讨论论证及党委会审议通过

等程序，３月底将经费指标正式下达到各部门。
（滑跃）

【财政经费筹措】　北京市改革了对北京市属高校拨
款方式，第一次将人员经费与公用经费分开拨款，导

致学校２０１７年年初，财政拨款资金紧张，在校长、分
管财务的校长助理的领导下，财务处与北京市教委、

财政局沟通，获得了人员经费的追加以及公用经费

的增拨。

（滑跃）

【预算调整】　财务处通过动态管理，实时跟踪各部
门预算执行情况，分别于６月、９月、１０月、１２月等预
算执行关键点进行了预算调整工作。为减少本年度

资金结余并缓解２０１７年度资金紧张的压力，根据各
类资金实际支出情况及各部门自主申请，全年共核

减各类项目净结余６１６．６４万元，并根据实际需求，
综合考虑收回经费与财政增拨经费额度，科学统筹

安排本年度可执行完毕的新增项目，不仅推进了

２０１７年支出进度，同时也极大地缓解了２０１８年校内
预算压力。

（滑跃）

【财务服务】　财务处进一步细化了各项费用报销要
求，包括公车改革后市内交通费报销规定、科研经费

管理制度中各项报销规定、发票管理新规定出台后

相关报销规定；同时规范了奖助学金发放，学生可以

通过财务高级管理平台查询到本人的奖助学金发放

明细。在日常报销方面，继续通过无现金支付、公务

卡、劳务打卡等支付方式减少了现金支出量，提高了

资金的安全性。２０１７年，财务处开通了学生银行账
户维护系统、网上缴费平台，方便学生缴费及管理个

人银行信息，提高了准确性和安全性；基于学校的企

业号，财务处开通了“财务服务”栏目，方便全校师生

查询财务政策及有关信息；随着电子发票的推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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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发票报销成为一个难题，财务处在网上报账系统

中增加了电子发票验证功能，基本解决了电子发票

在报销过程中真伪和唯一性无法确认的问题。

（滑跃）

【绩效考评】　４月、５月、６月，财务处分别接到北京
市财政局、教委下达的三轮绩效考评任务。２０１７年，
学校接受考评的项目数量为１５个，考评资金规模达
到２６５８０６８万元。其中，优秀项目１０个，占评价项
目总数的６６６７％；良好项目４个，占评价项目总数
的 ２６６７％，一般项目 １个，占评价项目总数
的６６６％。

（滑跃）

【制度建设】　财务处制定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
务交通出行费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和《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科研类财政专项支出实施细则（试行）》，

同时配合科研处修订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科研经

费管理办法》，并完善了学校内控手册的有关内容。

（滑跃）

【党支部活动】　财务处党支部落实“三会一课”制
度，组织活动形式多样，包括集体学习党章党规、北

京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十九大”报告，集体交流研

讨“十九大”报告，外出参观学习、接受教育，请上级

领导讲党课、支部党员讲党课，撰写十九大心得体会

与微感言等多种形式，力争每一次学习都入心入脑。

（滑跃）

审计监督

概　况

　　学校设审计处负责审计监督工作。２０１７年，审
计处在做好三个服务，即“为防范学校经济风险服

务、为提高教育资金使用效益服务、为解决学校发展

中出现的突出矛盾服务”的基础上，努力处理好监督

与服务的关系，为进一步促进规范学校财务管理、切

实加强学校经济风险的防范、维护学校利益，充分发

挥内部审计职能作用。在实施此审计工作思路的过

程中，审计处的工作特色主要体现为：深入开展风险

管理审计工作；预决算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相结合；

加强对审计问题的后续追踪和督促整改工作；实现

基建和修缮工程审计全覆盖 ＋全过程；完善制度和
流程建设。

（许江波）

预算执行与决算审计

【２０１７年预算编制审计】　３月，审计处对学校２０１７
年预算编制进行审计。此次预算编制审计工作采取

提前介入的方式，审计处全程参加财务预算工作布

置会，并参与财务处牵头的与各部门的协调沟通工

作，对２０１７年校内预算编制工作进行审核，将财政
批复的预算与校内预算做了比对，对近三年校内支

出预算进行了对比分析。此次审计总金额１０７７６４
万元，提出审计建议７条。

（孙士霞）

【２０１６年预算执行与决算审计】　３月１５日至６月
３０日，审计处对学校２０１６年预算执行与财务决算进
行审计，并对以前年度发现的审计问题进行后续追

踪，审计总金额为１１０４７８万元，提出审计建议４条。
出具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２０１６年预算执行与决算
审计报告》。

（刘红梅）

【风险事项管理报告撰写】　审计处开展了以风险为
导向的风险管理审计调查，审计处全面梳理了２０１６
年学校在内部控制、政府采购、预决算管理、资产管

理、财务管理等１２大方面的风险，同时将这１２大风
险落脚在２４个具体风险点上；通过对大额资金、疑
似风险资金的抽凭，对七公经费、大额合同、外协费

用、出版合同、固定资产、预算资金核销、现金支出业

务、其他教育事业收入（创收收入）的使用、招投标制

度的履行情况等方面进行了重点的风险审计与评

８５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年鉴２０１８



估；在风险点梳理和评估的基础上，对有潜在风险点

的项目和单位做了进一步的核实；出具了《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重要风险事项管理审计报
告》，提出７条改进风险管理的审计建议。

（刘红梅）

经济责任审计

【处级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５月，审计处接受
学校组织部委托，对２位离任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
经济责任审计，此次审计金额１９４２３万元，并从内部
控制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提出６条审计建议。

（孙士霞）

基建修缮项目审计

【博远楼财务决算审计】　审计处完成了对博远楼的
财务决算审计，审定了学术研究中心楼的决算金额，

提出审计建议１条。
（陈卫清）

【研究生公寓工程前期审计】　审计处完成了研究生
公寓工程的前期审计，并出具 １８项审计咨询意
见书。

（陈卫清）

【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过程审计】　审计处完成８项
专项工程的全过程审计，送审金额为１４８５万元，审
减金额为１７７万元，审减率为１１９３％，提出意见及
建议５１条。

（陈卫清）

【修缮工程审计】　审计处完成３６项修缮工程项目
的竣工结算审计，送审金额为８８９万元，审减金额为
７８万元，审减率为８８１％。

（许雅玲）

专项工作

【学校内部控制评价】　１２月，审计处根据北京市财
政局关于开展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的通知，结合

北京市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对学

校内部控制基础情况分别从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进

行了打分评价，并出具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孙士霞）

【王稼琼校长经济事项交接】　４月，审计处根据组
织部安排，汇总党政办、资产处、财务处、后勤管理

处、各独立核算单位、各协会的数据，完成了王稼琼

校长的经济事项交接，经济事项交接清册顺利交于

审计局和各方当事人。

（刘红梅）

【配合北京市教委内部控制审计】　６月１７日，北京
市教委对学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审计处作为协调

部门全程参与，开展了组织动员、协调事务所与各部

门之间的资料交接、核实资料的汇集、审计征求意见

的反馈以及审计整改方案的制定和实施等工作。截

至２０１７年年底，此项工作处于审计整改阶段，审计
处负责组织协调并撰写审计整改报告。

（刘红梅）

【制度建设】　１２月，审计处对审计相关制度和流程
进行了梳理，初步拟定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审计整

改工作实施办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委托社会中介

机构审计管理办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内部控制评

价与监督管理办法》等新的制度。

（刘红梅）

审计理论与实践研究

【获内审协会优秀论文奖】　７月，审计处提交的《基
于巡视报告的高校风险管理审计问题研究》等２篇
文章获北京市内部审计协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和中国

内部审计协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刘红梅）

【承接北京市内部审计协会课题】　９月，审计处承
接了北京市内部审计协会课题“北京市内部审计工

作规定”的前期研讨、后期条文释义的工作，对相关

条文进行了立法依据、立法说明、条文释义的撰写。

（刘红梅）

【牵头召开审计署和北京市审计局调研会】　６月２０
日和１１月２９日，审计处分别牵头召开审计署和北
京市审计局对学校的调研会，财务处、基建处、科研

处、后勤处等职能部门参加调研会。

（刘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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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

概　况

　　学校设资产管理处负责资产管理工作。２０１７
年，资产管理处加强设备采购组织管理，提高资产管

理使用效率，优化各类资源调配方式，以为师生提供

优质服务保障为目标，取得了较好的工作实效。截

至２０１７年年底，资产管理处在编在职职工１８人，退
休职工２９人。

（王桂芳）

综合事务管理

【办公用房调整及保障工作部署会】　６月１６日，学
校召开教学单位办公用房调整及保障工作部署会，

副校长孙昊哲出席并主持会议，资产管理处处长王

金宝传达了学校《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相关

文件的精神。各教学单位正职及部分行政单位主要

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中，副校长孙昊哲提出三

点工作要求：一是各单位要本着为教职工办实事的

原则将好事办好，切实满足教师办公科研用房需求；

二是要讲政治、讲大局、讲规则，本着公平、公开、公

正的原则做好后续办公用房分配和调整工作，对于

个性化需求，要结合现实情况分步实施；三是要本着

厉行节约的原则将办公用房规划好、使用好，在调整

过程中要维护好国有资产的安全。

（王桂芳）

党建工作

【主题党日】　７月１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６周年
之际，资产管理处开展了以“传承红色精神，争做合

格党员”为主题的党日活动，组织全体党员赴平西抗

日战争纪念馆、平西抗日烈士陵园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进行参观学习。

（王桂芳）

【党建学习】　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后，资产管理处
定期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并召

开研讨会，交流学习心得。同时参加了“砥砺奋进的

五年大型成就展”参观活动及“十九大报告１００题知
识问答”活动。

（王桂芳）

设备管理

【固定资产产权登记】　学校资产总额为２２１４７２万
元，其中，固定资产总额１３２５７２万元；已确权土地实
际占有面积２７１９１５４０平方米；已确权房屋建筑面
积１６４７２８１３平米（实际产权面积）；汽车、专用仪器
设备数量，在账机动车１５辆（原在账机动车５５辆，
已按北京市车改文件精神上交４０辆机动车）；专用
仪器设备４２６３台／套，其中，单价２００万元及以上设
备２台／套。

（王力安）

【固定资产入账管理】　截至１２月１０日，资产管理
处完成仪器设备上账６１４１件，金额５４８８万余元；
低值易耗品及材料费入账金额５１６万余元，部门间
调拨９０４件，涉及金额４９７万余元。

（王力安）

【固定资产报废】　分４个批次完成了仪器设备报废
统计及上报处理工作，共报废设备５７７６件，涉及金
额３３２３万余元，比２０１６年报废金额多７１４万元，增
长２７％。

（王力安）

【参加高校资产管理系统培训】　４月份，学校设备
管理人员参加了久其软件公司举办的“北京市教委

高校资产管理系统培训会”。会议主要内容：一是高

校资产管理系统使用培训；二是市教委领导对《关于

加强市教委所属预算单位资产管理工作的意见》等

相关文件进行解读；三是高校资产管理工作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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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王力安）

【采购及专项执行情况】　资产管理处执行项目３９
个，采购金额２９８９万元。其中，完成２０１７年促进高
校内涵发展定额项目６个，项目资金８４０万元；执行
２０１７年校内专项３３个，项目资金２１４９万元。申报
２０１８年项目２４个，资金２７３２万元。全年执行协议
采购金额达到３９９３万元，设备７８万多件套，为全
校６０多个部门或教学单位配置了教学科研及电脑、
家具等办公设备。

（凌立刚）

【设备维修】　资产管理处对学校设备维修２５２１人
次，其中，电脑２０００次；复印机、打印机、投影仪６３９
次；照相机、摄像机、录像机、碎纸机、家具等其他设

备报修３６４次。执行设备维修费用 １７６３万元，其
中，复印机、打印机、投影仪维修３０２５万元；机房、
音响、控制器、ＥＭＣ存储器、冰箱彩电等各类电器维
修２１６７万元；空调维修１０５２９万元；电茶水炉维保
资金１０７６万元；其他设备如家具、城市学院地震车
等维修经费１１０３万元。

（凌立刚）

房地产管理

【房屋产权证办理】　资产管理处依据北京市教委
《关于办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剩余房改售房产权登

记证的情况说明》的批复，启动学校金台里９号楼、
１０号楼回迁业主剩余房屋产权证办理工作。截至９
月底，共签署《房屋买卖契约》２０份，收缴购房款３３８
余万元。１０月，委托房产代办公司进行剩余２０户业
主的房屋产权证办理工作。

（姚丽）

【物业费及供暖费审批申报】　资产管理处按月申报
学校教职工职务职称变动、退休等人员物业费、供暖

费，同时按年度支付学校空置公产房、附属用房物业

费、供暖费等相关费用。全年共申报４７００余人次，
申报支出费用１５００余万元。

（姚丽）

【安全隐患排查】　２０１７年，资产管理处展开校内安
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工作，共清查宿舍、库

房４６７间，住宿人员４１１人。制定并下发《协查告知

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地下空间及附属用房备案

表》及《地下空间及附属用房人员信息采集表》。

（姚丽）

【新职工入职手续办理】　完成了学校新入职员工及
军转人员的入职审查、申报备案工作，全年共审核申

报新入职员工及军转人员７０余人。
（姚丽）

经营性资产

【企业国有资产统计与企业财务决算工作】　资产管
理处根据北京市国有资产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的

要求于２月２０日起开展企业国有资产统计与企业
财务决算工作，填写国资委及财政软件数据，中途审

核及修改，３月２７日上报纸质版及电子版。
（周婷）

【占有产权登记及年度检查工作】　资产管理处开展
市教委所属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

作，包括占有登记、年度检查、变更登记、注销登记。

在“主管事业单位财政专网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填

写上报《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经学校审核后，

报市教委审核。

（周婷）

【参加北京市校办产业工作会】　６月１６日，资产管
理处参加２０１７年北京市校办产业工作会，进一步明
确校办产业功能定位，助力校办企业改革创新、科学

发展，加强科学研究，校办产业要突出自身特色，因

校制宜，主动调整结构，实现创新发展，规范管理，完

善校办企业管理体制机制，增进校办企业发展动力，

全面把握从严治党的新任务、新要求，强化校办企业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注重风险防控，严防国有资产

流失。

（周婷）

资源调配

【办公用房资源调配】　资产管理处出台学校《２０１７
年教学单位办公用房调整及保障方案》。截至１２月
３１日，共回收房屋３９间，调配后勤管理处、体育部等
５个行政教学单位办公科研用房４３间。同时还完成
了１０套外教用房调配。全年共为学校１８个单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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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１５６次搬家服务，调动搬运车辆２４２车次，出动搬
运人员１１９１人次，涉及搬家费用４１３９８０元。

（许翔）

招投标管理

【招投标项目管理】　资产管理处审核学校招投标项

目６０项，涉及金额１２１１６万元；整理２０１６年招投标
管理档案８１件；召集招投标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４
次，议决事项１６项。

（韩芳）

校园建设

概　况

　　学校设基建处负责校园建设工作。２０１７年，６
号学生公寓项目取得了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

核准立项批复。按时完成气膜体育馆改造工程、污

水处理设施改造工程２个财政专项，琢玉讲堂设备
间空调安装、东门环境改造、临时花房建设、图书馆

室内电气改造４个校内维修改造工程。
（张静）

基础建设

【６号学生公寓项目建设】　１月，６号学生公寓取得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立项批复手续，完

成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人防设计方案

审查手续和地质勘查、水影响评价和园林测绘等内

容，并完成了初步设计工作。项目设计总建筑面积

为２１１７２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１３６００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７５７２平方米，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学生宿舍和生活福利及附属用房。项目总投资

估算为７０８５７３万元。
（张静）

【财政专项项目】　完成气膜体育馆改造工程、污水
处理设施改造工程２个财政专项工程。改造后的气
膜体育馆成为学校室内羽毛球、排球、篮球教学活动

的重要场所。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完成后，使学校污

水排放指标达标，还将处理后的中水用于校园绿化，

节约大量自来水指标。

（张静）

【校内维修改造项目】　完成琢玉讲堂设备间空调安
装、东门环境改造、临时花房建设、图书馆室内电气

改造４个校内维修改造工程。
（张静）

【完工项目验收】　协调解决地铁施工临时占地问
题，为学校争取占地补偿费５００余万元；完成博远楼
的工程档案归档工作；完成图书馆综合改造后的消

防验收工作；完成学校二食堂等４个项目的环评验
收工作；完成６号学生宿舍建设的地下管线移改设
计和评审工作。

（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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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服务

概　况

　　学校设后勤管理处负责后勤服务工作。后勤管
理处下设４个办公室，２个责任中心，即综合办公室、
质量监督办公室、工程管理办公室、节能办公室和学

生公寓管理中心、餐饮服务中心。２０１７年，后勤管理
处紧密围绕学校中心工作，以师生满意为工作目标，

通过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服务能力和

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保障后勤服务工作日常运行

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学校后勤服务工作的

特点和规律，进一步健全运行机制，截至２０１７年年
底，后勤管理处在编在职职工４８人，退休、内退职工
２７８人，非在编职工２３０余人。

（张浩楠）

自身建设

【制度修订】　后勤管理处根据后勤工作实际，对现
有制度进行梳理和完善，完成《后勤管理处零星修缮

项目管理办法》《后勤管理处工作履职履责监督检查

办法》《后勤管理处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工作办法》

《后勤管理处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后勤管理处领导

班子落实三重一大制度实施办法》《后勤管理处工作

会议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后勤管理处内部控制

手册》。

（张浩楠）

【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６月 １９
日，后勤管理处召开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一次会议，

５０名职工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听取并审议了《后
勤管理处工作报告》《后勤管理处财务工作报告》

《后勤分工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后勤第三届职

工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决议》。

（张浩楠）

【岗位练兵和技术能手评选】　１１月，后勤管理处开

展岗位练兵和技术能手评选活动。经评选，胡梦莹、

阚殿云、刘钊、刘丽梅、田永红获得技术能手称号，学

生公寓管理中心获后勤管理处岗位练兵优秀组织奖。

（张浩楠）

【“安全生产月”活动】　５月２０日至６月２０日，后
勤管理处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本次活动主

题为“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题责任”，分 ４个阶段
开展。

（张浩楠）

【“优质服务月”活动】　１１月，后勤各部门开展了优
质服务月系列活动。

（张浩楠）

【信息化建设】　后勤管理处继续加强信息化建设，
通过“后勤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工程管理系统”“ＯＡ
办公管理系统”进一步规范、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同

时不断加强后勤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

（张浩楠）

党建工作

【主题党日】　１１月１１日，后勤党委２６名在职党员
及入党积极分子到“鱼子山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了

主题党日活动。

（张浩楠）

【党员发展】　后勤管理处党委坚持发展党员保质保
量、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严格依照党员发展流

程，发展党员２名。
（张浩楠）

【工会活动】　５月、１１月分别在北京园博园及蟒山
国家森林公园举办后勤管理处职工第二十一届、二

十二届登山活动，２００多名工会会员参加了此项
活动。

（张浩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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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３月，后勤责任中心、
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书》，规定廉洁自律的责任范围，明确廉政建设的监

督检查和责任追究。领导班子成员严格执行和遵守

中央“八项规定”，认真执行学校关于党风廉政建设

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的岗位要求。

（张浩楠）

【党员大会召开】　１２月５日，后勤管理处召开全体
党员大会，６２名党员参加。不记名投票选举学校第
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党代表５名。

（张浩楠）

学习交流

【参加２０１７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之节能宣传进校园活
动】　６月１６日，后勤管理处参加２０１７年全国节能
宣传周之节能宣传进校园活动，节能办公室主任徐

红霞应邀做工作经验分享，她概述了学校用能整体

情况，分别从水、电、气、暖、碳排放等方面介绍了学

校的节能工作。

（张浩楠）

节能工作

【监督审核】　３月，后勤管理处完成《２０１６年度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能源管理体系监督审核》工作并取得

证书。

（徐红霞）

【签订能源管理目标指标责任书】　３月，后勤管理
处与重点用能部门签订《２０１７年能源管理目标指标
责任书》，完成各重点用能部门目标指标的分解

工作。

（徐红霞）

【碳排放核查】　６月，后勤管理处完成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二氧化碳排放报告、核查和履约工作，碳排放

权交易上缴履约２２万余元。
（车丕勇）

【节水技术改造】　７月，后勤管理处为体育馆浴室
安装５０台节水系统，结束体育馆浴室长期以来无任

何节水设施，无序使用、浪费用水现象，可节约用水

５％～１０％。
（徐红霞）

【节水试验】　９月，后勤管理处分别在赛欧公寓、博
学楼、博纳楼等楼宇安装２０余台免冲洗小便器做试
验，经测试，每台每月可节约用水３０吨。

（徐红霞）

【节能监控平台升级】　１１月，后勤管理处升级了校
本部节能监控平台系统。

（徐红霞）

【红庙校区商业给水改造】　１２月，后勤管理处完成
红庙校区商业给水改造工程，将民用水和商用水分

开，降低学校用水成本，以２０１６年为基数测算，每年
为学校节约水费４３万元。

（徐红霞）

工程管理

【财政专项实施】　完成了年度财政专项工程１１个，
校内专项及其他工程项目２０余个，共完成合同金额
１４９８万余元的工程任务。

（王娟娟）

【工程审计】　６月，北京市教委审计处对学校后勤
工程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度的工程定额管理项目进行了
内控审计检查，工程办及时提供了工程项目的完整

资料，顺利通过了工程审计。

（王娟娟）

【工程项目招投标检查】　１０月，配合学校招标投标
办公室完成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对学校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工作检查，提供了２０余项
工程的完整资料。

（王娟娟）

安全管理

【安全检查】　后勤管理处质量监督办公室完成北京
市高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北京市教育系统电气火

灾综合治理、高层建筑安全大排查、２０１７年影响学校
安全稳定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安全生产月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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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党的十九大期间安全隐患大排查、后勤管理处联

合校医院食品卫生大检查、后勤食堂和学生宿舍电

气防火安全技术检测、后勤优质服务月专项检查、关

于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等

检查共１０项，日常检查１１２次，发现较大隐患３０余
项，出《安全生产和服务质量检查通报》９期。

（龙文）

餐饮服务

【平抑资金拨付使用】　后勤管理处餐饮服务中心将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０１７年７月的平抑资金１９５１３５０元
及学校自筹金额１９５１３５０元、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０１８年
７月平抑资金补贴２９５０４２５元按要求补贴了办伙原
材料和人员工资费用。

（黄蓉蓉）

【获“健康食堂“称号】　餐饮服务中心第二、三餐厅
参加了北京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北京市教育

委员会部署的北京市平衡膳食校园行动，并达到北

京市健康食堂创建标准，获得“健康食堂”称号。

（黄蓉蓉）

【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和 ＨＡＣＣＰ食品安全体系
认证】　３月，餐饮服务中心开展了 ＧＢ／Ｔ２４００１、ＧＢ／
Ｔ２８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ＧＢ／Ｔ２２０００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ＨＡＣＣＰ认证工作。７月１０日，餐饮服务中心正
式获颁国际认可的带有ＣＮＡＳ（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
可委员会）标志的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黄蓉蓉）

【举办首届美食季活动】　５月，餐饮服务中心与校
学生会生活权益部联合举办了第一届经贸美食季厨

艺大赛，共有来自学校各个学院的４２组近１００名学
生报名参赛。比赛评选出了十佳菜肴。“美食汇”活

动展示菜品百余种，百名师生参与了美食品鉴，并推

选了最受欢迎菜品。

（黄蓉蓉）

【餐厅装修改造】　餐饮服务中心暑假期间实施了第
三餐厅装修改造工程，采用耐油污的铝扣板材重新

铺设了餐厅后厨吊顶，就餐大厅顶棚更换为硅钙板

材，重新设计了风味就餐区的铝方通吊顶。餐厅照

明更换为节能的ＬＥＤ照明设备，拆除了废弃餐厅中
央空调管线，增加了补风系统，保持室内外压力平

衡。行政楼售餐点增加了保温展柜，配置就餐桌椅，

购进“刀削面机器人”。

（黄蓉蓉）

【“明厨亮灶”建设】　１１月，餐饮服务中心完成了学
校第二、三餐厅“明厨亮灶”图像采集和视频传输设

备及显示系统的安装和调试，“明厨亮灶”已在餐厅

内试运行，实现了食堂后厨食品加工操作过程可

视化。

（黄蓉蓉）

【举办岗位练兵技术能手比赛活动】　１１月，餐饮服
务中心举办了第三届岗位练兵技术能手厨艺比赛。

通过笔试和实操两个环节，最终共有２名参赛选手
获得技术能手称号，主食组一等奖１名；副食组一等
奖２名；切配组一等奖２名；另有２３名选手获得了
二、三等奖。

（黄蓉蓉）

【制度修订】　餐饮服务中心对现有制度进行梳理和
完善，完成了《餐饮服务中心新员工入职培训管理办

法》《餐饮服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餐饮服务中心

住宿管理制度》等９项制度的修订。
（黄蓉蓉）

学生公寓管理

【制度修订】　后勤管理处学生公寓管理中心制定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宿舍电吹风机使用管理办

法》，并重新修订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公寓管

理办法》。

（董继红）

【“违规电器用品”展】　５月 ２０日—６月 ２０日、１０
月２０日—１１月３０日，后勤管理处学生公寓管理中
心分别在１３栋楼宇进行“违规使用电器实物及图片
巡回展”，以配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和“优质服务

月”活动。

（董继红）

【岗位练兵活动】　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３０日，学生公
寓管理中心开展了第三届岗位练兵活动，通过预赛、

复赛和决赛产生了两名岗位练兵技术能手。

（董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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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第十二届“炫彩家缘”宿舍文化节活动】　１１
月２６日，第十二届“炫彩家缘”宿舍文化节晚会在大
学生活动中心举办，后勤管理处副处长许纯、魏有亮

以及公寓中心主任孙和平向获得“最受欢迎楼长”

“优秀值班员”“优秀保洁员”“优秀宿舍”人员颁发

了奖品和证书。

（董继红）

【ＩＳＯ９０００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复评】　１２月２１—２２
日，学生公寓管理中心进行了 ＩＳＯ９０００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的复评工作。经过专家两天的评审和现场审

核，结论为符合认证要求，推荐再认证，换发新的

证书。

（董继红）

信息化工作

概　况

　　学校于２０１５年３月设立信息处负责信息化工
作。信息处是学校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和信息安全

工作领导小组常设办公室，负责全校信息化工作的

统筹和协调、信息化建设及软件类项目的归口管理、

信息化建设与日常管理制度的制定及执行、数字化

智慧校园建设方案的设计、规划与落实。教育技术

中心（挂靠信息处）是学校信息化的建设与服务部

门，具体工作内容包括校园网络的建设与运维，教

学、科研及管理信息化应用的技术支持，校园网内各

种信息资源的建设与维护，校园网信息安全体系的

规划与实施、网络用户服务、校园“一卡通”的运维管

理等。

（李巍伟）

信息安全管理

【信息安全检查】　信息处落实北京市教委于３月９
日部署的关于紧急开展网络安全漏洞排查的工作，

并上报学校网站系统（５２个）漏洞排查统计表；为迎
接３月２７日北京市两委网络与信息安全联合检查
工作组对学校网络信息安全检查，整理近２年来网
络信息安全工作相关文件，圆满完成了上级对学校

的检查督导工作；根据高校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组通

知学校系统存在漏洞，下发整改通知１个；根据市教
委要求对学校存在Ｓｔｒｕｔｓ２漏洞的７个系统下发核查
整改通知；根据市教委转发教育部通知学校系统存

在漏洞，下发整改通知１个；根据教育部科技司通知
学校网页存在信息泄露，下发整改通知１个；根据教
育技术中心对学校网站与系统扫描结果，对 ７９个
（上半年２３个、下半年５６个）有风险提示的网站及
系统所在部门下发整改通知。

（张泽奇）

【网站系统安全管理】　信息处将学校二级网站统一
纳入学校网站集群进行管理，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
日，通过网站群管理的网站共７７个。重点加强对能
够外网访问系统（就业、招聘、投稿等）的管理，通过

反向代理设备，进一步保证了系统安全性。师生在

校外通过ＷｅｂＶＰＮ认证登录，可访问校内资源。
（张笑琪）

【信息系统漏洞诊断修复】　信息处针对信息系统中
的网络协议、数据库、操作系统等存在的安全漏洞，

以绿盟扫描报告为依据，分析和发现安全性弱点，组

织各单位及时安装系统补丁，努力构筑信息系统的

安全环境。外网访问系统每月进行一次漏洞扫描，

内网访问系统每季度进行一次漏洞扫描。本年度协

助解决２次安全事件，查找漏洞、泄露３０余次，执行
扫描工作３００余次。

（张笑琪　赵宇）

【网络安全防护】　信息处协助保卫处、财务处升级
网络安全设备；合理优化拓扑，调整网络流量分布；

在应对“勒索”病毒的过程中，重新梳理有线网交换

机的访问控制列表，并加强有线网二层防护；对校园

网所有汇聚交换机，增加端口 １３７－１３９的 ＴＣＰ拦
截，增加对汇聚交换机 ＶＬＡＮ的访问控制；对６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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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控制器配置访问控制列表，加强无线网安全防护

性能。

（赵宇）

信息化归口管理

【软件项目归口管理】　信息处归口软件项目３６个，
其中，涉及招标的软件项目有５个，验收软件项目１４
个。在软件项目归口管理过程中，坚持以“标准化流

程、标准化管理、统一管控、协作推进”的管理原则开

展工作。制定标准化管理流程及规定，根据项目建

设执行情况滚动修订。对软件项目的实施计划、关

键节点、实施质量进行统一管控，与各软件项目实施

部门及参与机构共同推进项目建设。

（陈熙）

【信息化项目归口管理】　信息处对２０１８年信息化
归口项目进行前置评审，项目数 １０个，总金额约
１４３６万。申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项目 ５
个；申报学校财务处财政评审项目３个。

（陈熙）

信息化建设

【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建设】　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建设
基本完成，包括统一身份认证、数据中心、信息门户、

信息查询和统计等内容。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学校大多数应用系统已经使用统一身份认证。数据

中心已完成与学校办公系统、教务管理系统、学工系

统、就业系统、研究生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科研管理系统、计费系统、一卡通、图书管理系统的

对接。信息门户中已经集成了各类信息的查询和统

计分析功能。

（刘昕）

【计费系统升级】　信息处进行计费系统升级，安装
部署了计费网关、日志、数据库等６台服务器。升级
后的计费系统性能允许每个账户同时使用两台终端

上网。６月１日起，信息处实行新的网络资费标准。
２０１７年，新开通校园网账号５６９４个，计费系统有效
账户达到 ２１０９８个，每日同时在线人数峰值超
１００００人。

网络资费标准对照一览表

类别
原有标准 调整后标准

免费流量 上／下行速率 免费流量 上／下行速率

学生 ２Ｇ ２ＭＢ／ｓ ５Ｇ ４ＭＢ／ｓ

教师 ６Ｇ ２ＭＢ／ｓ １０Ｇ ４ＭＢ／ｓ

（张笑琪）

【微信服务平台建设】　４月，信息处上线了学校微
信服务平台（微信企业号），为师生提供了移动应用

入口，通过实名认证，可以利用微信查询个人信息，

包括课表、成绩、图书借阅信息、上网记录、单位通讯

录、失物招领、新闻通知、校园指南等，同时微信企业

号还集成了学工系统、阅览室选座和多媒体教学资

源平台。

（张笑琪）

【微软校园正版化（ＣＡ）及平台升级改造】　信息处
完成微软校园正版化（ＣＡ）及平台升级改造项目。
软件平台进行了全新改版，不仅包含桌面操作系统

和Ｏｆｆｉｃｅ系列办公软件，还增加了软件开发工具、数
据库软件及服务器操作系统等。

（张笑琪）

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改造

【网络基础设施升级改造】　信息处完成博纳楼及校
内１号、２号学生宿舍，华侨学院四层Ａ、Ｂ、Ｄ、Ｅ学生
宿舍，红庙校区国际学院，第三餐厅等校园网建设项

目，解决了部分学生宿舍、体育馆、第三餐厅没有无

线网络覆盖，文化与传播学院等个别学院还未接入

校园网等问题。博纳楼新增 １９０个面板 ＡＰ、１０台
ＰＯＥ交换机，华侨学院新增１１６个面板 ＡＰ、１２台接
入交换机、８台 ＰＯＥ交换机，国际学院新增４５个面
板ＡＰ，实现了网络架构从单一有线网络到“有线加
无线”立体空间网络，无线接入点（ＡＰ）从楼道放装
型到室内“智分＋”，机房无线设备品牌从单一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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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学校无线覆盖从“有信号”到“高可用”的多个阶

段性跨越。至此，校本部实现了所有教学楼宇、学生

宿舍、图书馆、学术交流中心、体育馆、餐厅等公共活

动区域的校园有线、无线网络全覆盖。

（庞镭）

【多媒体设备升级改造】　信息处升级改造了数项多
媒体设备。具体包括：校本部考试监控系统升级改

造，安装博学楼４０间多媒体教室考试监控摄像头，
扩容原有监控平台，增加５００个授权点数，安装存储
一台，并配置存储介质，录像时间延至３０天；完成慎
思楼部分多媒体教室投影机更新购置，购置激光投

影机３０台，其中２１台安装在慎思楼，９台用于博学
楼；完成１０间多媒体教室红外语音发射盒的安装，
以及博学楼８间阶梯教室的音箱更新工作。

（崔利）

【一卡通系统设备升级改造】　信息处对三食堂ＰＯＳ
设备和网络进行了整体升级改造，全部更换为 ＴＣＰ／
ＩＰＰＯＳ设备，保证了数据传输的快速和准确性，为今
后一卡通系统进行软件升级做好准备。一卡通系统

增加了微信充值功能，师生可以随时进行移动充值。

（张俊祥）

校友会、教育基金会工作

校友会工作

【概述】　对外联络合作处（校友会挂靠）继续服务
学校发展、服务学生成才、服务校友成长、服务首都

建设。召开校友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组织市属

高校校友会、教育基金会第二次联席会议；新成立５
个校友会；召开“第二届校友组织发展论坛”；以“校

友·再惠”为主题开展２０１７年校友值年返校活动，
返校期间召开第三届理事会理事研讨会，１９９４级企
业管理研究生毕业 ２０周年座谈会。“校友导师计
划”继续向品牌化迈进。校企合作育人项目“未来领

袖培养计划”体验营圆满结束。大学生暑期校友寻

访活动、毕业生校友联络员聘任、上泽公园校友文化

林建设等工作持续推进。截至２０１７年年底，校友会
微信平台关注人数达到１４３４３人。２０１７年完成《校
友通讯》第２１、２２、２３期的编辑出版。完成校友会社
会团体年检工作。召开“校友文化建设毕业生座谈

会”，着手进行校友文化建设实践和校友文化培育的

课题研究。制作并发放首批校友卡１５９１张。２０１７
年，校友会接受捐赠 ４５５万元，共发放奖助学金

７２４万元。举行“鑫恒·泰泽励志奖（助）学金”第
十期颁发仪式暨十年总结大会。

（邵丽丽）

校友会组织建设

【校友分会成立】　４月２２日，财税行业校友会成立
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孙善学、校友

总会秘书长赵喜玲及百余位校友代表参加。会上举

行“税每人专项基金”签约仪式，协议每年捐赠２０万
元。９月１６日，河南校友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学
校党委书记冯培、副校长丁立宏及赵喜玲和４０余位
河南校友代表参会。１０月２２日，加拿大校友会成立
大会在温哥华召开，副校长杨开忠带队的访加代表

团成员及在加拿大工作生活的２０余位校友代表参
加。１１月２６日，云南校友会成立大会在昆明召开，
孙善学、赵喜玲出席，４０余位云南校友代表参加。１２
月２５日，工商管理（６０年代）校友会在京成立，冯
培、丁立宏、赵喜玲和６０余位老校友参会。至此，学
校共成立了１７个地方校友会、２个海外校友会、２个
行业校友会、３个直属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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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新增校友分会一览表

序号 校友分会 成立时间 主要负责人 地点

１ 财税行业校友会 ４月２２日
会长：杨树相（１９７８级财政专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春平（１９８３级财政专业）

北京

２ 河南校友会 ９月１６日
会长：多春青（１９８４级金融学专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瑞军（２００４级ＭＢＡ）

郑州

３ 加拿大校友会 １０月２２日
会长：张宏任（１９７７级贸易经济专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小玫（１９９０级保险专业）

多伦多

４ 云南校友会 １１月２６日 执行会长兼秘书长：鲁进京（１９９３级会计学专业） 昆明

５ 工商管理（６０年代）校友会 １２月２５日
会长：何培刚（１９６５级工商管理）
秘书长：刘运中（１９６３级工商管理）

北京

（武洁）

校友会工作

【校际交流】　３—５月，北京工业大学、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北京物资学院、北方工业大学、中央民族大

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院校到校交流对外联络合作、

校友会和基金会工作。３月１５日，学校教育基金会
秘书长赵喜玲一行６人赴中国政法大学学习基金会
经验，重点了解了中国政法大学基金会参与２０１６年
度市级社会组织评估的有关情况。４月２４日，到郑
州大学交流学习。

（武洁）

【组织召开北京市属高校校友会及教育基金会第二

次联席会议】　４月７日，学校组织召开市属高校校
友会、教育基金会第二次联席会议，北京市教委、财

政局、民政局有关部门领导到会并讲话，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两位专家就如何用好捐赠收入财

政补助政策，促进市属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做主题

发言，１６所市属高校校友会、教育基金会负责人参会
并就各自校友工作和基金会工作的经验和亮点进行

了交流与分享。

（武洁）

【２０１７届校友联络员聘任】　６月２日，２０１７届毕业
生校友联络员聘任仪式在博学楼学术报告厅举行，

２１５名２０１７届毕业生受聘为校友联络员。丁立宏、
赵喜玲、校友代表徐涛、各学院党委副书记、辅导员

代表、学生志愿者等２４０余人参加仪式。聘任仪式

上，向联络员颁发了校友证书、联络员聘书、特别定

制的专属礼品和联络卡，强化毕业生的校友意识，在

第一时间搭建了学校与校友联络的桥梁。

（邵丽丽）

【校友导师计划第三期师徒结对仪式举行】　６月１０
日，“校友导师计划”第三期师徒结对仪式暨校友

导师大课堂第九讲在琢玉讲堂举行，５３位导师与
２４５名在校生及青年校友结为师徒，导师中包括两
位来自中央财经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外校校友导师。

孙善学参加仪式并致辞。赵喜玲以“主动成长”为

题演讲。此前，第二期“校友导师计划”的１４个团
队在博纳楼第七会议室举行了总结分享会。各团

队代表分别回顾了一年来本团队开展活动的情况、

参加校友导师计划的体会与收获以及对校友导师

计划的反思与建议。随后，校友导师将分别以讲

座、主题沙龙、参观、个别辅导等方式对第三期学徒

予以指导。

（邵丽丽）

【“鑫恒·泰泽励志奖学金”第十期颁奖仪式暨十年

总结会召开】　６月１１日，“鑫恒·泰泽励志（助）奖
学金”第十期颁发仪式暨十年总结大会在博远楼天

朗厅召开，学校党委书记冯培出席会议并讲话。１３
人获得第十期奖学金，并就“感恩与回报”做主题发

言。发起人李涵、申黎，学生处、华侨学院、会计学

院、财税学院、法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分管学生工

作的教师，曾接受资助或奖励的历届学生代表共３０
余人在会上发表了感言，对十年来大家风雨同行以

及鑫恒·泰泽助学模式的深远意义发表看法。赵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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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主持会议。

（邵丽丽）

【校友文化建设毕业生座谈会召开】　６月２７日，校
友会与学生公寓管理中心、校研会和学生会权益部

同学、各学院毕业生代表联合召开“校友文化建设毕

业生座谈会”，听取大家对学校住宿管理与服务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此前，赵喜玲接受学生的求助，积极

沟通，在宿管中心主任孙和平和研究生部、学生处、

后勤管理处等相关部门努力下，解决了 ２００余名
２０１７级研究生的暑期住宿问题。

（武洁）

【校友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７月９日，校
友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博远楼琢玉讲堂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２１个代表团、２００多名校
友代表参加。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第二届理事会工

作报告、财务报告，第二届监事会工作报告，校友会

章程部分条款修改建议，并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

理事、监事会监事及理事会和监事会领导机构成员。

校长付志峰当选第三届校友会会长，王磊、王文璇、

杨珊、赵喜玲、徐涛当选副会长，赵喜玲当选秘书长，

邵丽丽、韩晓晨、魏书宋当选副秘书长，夏颖当选监

事长。会上同时召开了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会长 付志峰

副会长 王磊　王文璇　杨珊　赵喜玲　徐涛

秘书长 赵喜玲

副秘书长 邵丽丽　韩晓晨　魏书宋

常务理事

丁志艳　于小镭　马云　王珂　王磊　王文璇　王庆泽　王海鹏　田瑜　付志峰　刘娟　刘辉
刘林芝　许怀哲　孙磊　孙庆福　李娟婷　杨珊　杨曦　张志强　张春平　张益铭　陈洪海
邵丽丽　季岩砚　赵喜玲　徐涛（１９８１级）　宿东泽　蔡丹　蔡斌　潘

理事

丁志艳　于小镭　山庆余　千山　马力　马云　马建勇　王珂　王磊　王文璇　王华玉　王庆泽　
王海鹏　王啸斌　方宝龙　石君　田瑜　付广军　付志峰　任军　刘伟　刘杰　刘娟　刘辉　
刘文骥　刘永晨　刘林芝　刘学伟　许怀哲　孙爽　孙磊　孙庆福　孙明春　苏艺　巫克力　李民
李彬　李凤磊　李娟婷　李章彦　杨阳　杨宏　杨珊　杨曦　杨同庆　杨亦钢　杨树相　吴世亮
邱晶　邸燕茹　沈博　张成　张彤　张岩　张司邈　张红梅　张志强　张春平　张益铭　张悠金
张碧巍　陈若愚　陈洪海　邵丽丽　季岩砚　周明生　郑江明　孟祥宇　赵广　赵秀池　赵喜玲　
柳丽　施建东　姜汉　徐炜　徐涛（１９８１级）　徐涛（１９９２级）　徐晓峰　曹朴　符林华　商筱辉
梁钢　宿东泽　蒋光磊　韩端　韩晓晨　温兆翔　蔡丹　蔡斌　谭善勇　翟平　潘　魏书宋

名誉理事（京内）

王兵　王晨　王瑾　王丽莉　王伯安　石幼文　乔正阳　刘剑　刘纪鹏　刘贺利　许留祥　孙璐　
杜杰　李涵　李福田　杨禹　宋宜农　张魄　张永江　周宁　周红卫　袁家方　贾金思　贾维光　
徐华　栾政明　郭魁建　黄新　商海粟　温宏建　谭向东

名誉理事（京外）

于贵响　王瑞军　刘雄　刘志红　刘学民　江津　孙景涛　苏冠伍　苏跃彬　李永彩　李发明
李晨海　吴庆念　何伟　张理　张延礼　张来根　陈玲　陈光华　陈国梁　武卫　苑建国　庞佑军
封帅　郝润明　闻安民　钱龙海　高亚芳　郭华彬　韩跃　韩志光　蔡斌（１９７８级）　潘爱民
薛立新

　　注：表内人员均以姓名笔画排序。

校友会第三届监事会成员名单

监事长 夏颖

监事 申黎　许江波　张峥　林卫　夏颖

　　注：表内人员均以姓名笔画排序。
（武洁）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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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会见校友】　１０月２８日，学校党委书记冯
培、校长付志峰在博纳楼贵宾室会见学校１９８３级金
融专业校友、海航集团董事局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谭向东一行。冯培向谭向东介绍了学校近期发展情

况，分享了作为党的十九大代表的参会体会和感受，

对谭向东向教育基金会的捐赠表示感谢。谭向东向

校领导介绍了海航集团的基本情况，并表示今后将

继续为母校发展、人才培养贡献力量。谭向东还和

他作为校外导师指导的３位金融学院研究生见面交
流，鼓励他们不断进步。校友会和教育基金会秘书

长赵喜玲陪同校领导会见，并带谭向东校友参观了

校园及值年返校大会现场。

（武洁）

【２０１７年校友值年返校活动】　１０月 ２９日，以“校
友·再‘惠’”为主题的２０１７年校友值年返校大会在
校本部图书馆北侧广场举行，近千名本科和研究生

校友齐聚首经贸。校友会向值年返校校友推出了校

友卡、抽奖礼品、校友再惠服务手册、校友法律援助

计划、“高校校友惠”互助平台等惠及校友服务。

２００７级韩晓晨校友代表法律援助计划向学校捐赠了
他们自主研发的第一台“法律机器人”概念机。学校

党委书记冯培、校长付志峰分别讲话和致辞，副校长

丁立宏主持大会。

（武洁）

【校友会召开第三届理事会理事研讨会】　１０月２９
日，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部分理事在博远楼天朗厅

座谈，就北京地区校友会成立、首届温暖首经贸校友

评选、校友惠互助平台推广等议题展开研讨，商议进

一步加强理事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充分发挥

理事会的作用。

（邵丽丽）

【１９９４级研究生单考班毕业２０周年主题座谈会举
行】　１０月２９日，有３位十九大代表的学校１９９４级
研究生单考班，特举办了“共畅十九大，共勉新征程”

主题座谈会，以纪念毕业２０周年。学校党委书记冯
培与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工以及中共

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卢映川两位校友代表畅谈十九

大精神，与在座的２０余名校友共勉在新的时代拼搏
进取、建功立业。校长付志峰，研究生处首任处长、

该班班主任朱开云教授参加了座谈会。

（武洁）

【首届北京高校校友志愿者协会交流会举办】　１１

月２５日，校友会指导驼铃校友交流发展协会主办了
首届北京高校校友志愿者协会交流会。来自１７所
高校校友会志愿者组织近 ９０位学生代表以“新交
流，同发展”为主题，畅谈校友工作经验和设想，探讨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寻求更好的工作方法，并决定加

强各校友志愿者协会之间的经验交流、组织培训和

资源共享。杜婧甜代表校友会参加交流会。

（武洁）

【首期“未来领袖培养计划”体验营举办】　１０月２１
日，校友会与ＰＩＭＣ未来人才发展研究院合作举办的
“未来领袖培养计划”体验营启动，该计划是校友会

与北京正思尚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校企

合作育人项目。首期共招收选拔两个班８０名学员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课程。至１２月６日正式结营，５５
名学员顺利结业，２３名学员获得了荣誉称号，２个团
队获得了优秀团队奖。２０１８年“未来领袖培养计
划”将选拔体验营中的优秀学员进入第二阶段训练

营的学习。

（武洁）

【第二届“校友组织发展论坛”召开】　１２月９日至
１０日，以“深爱首经贸，圳向新时代”为主题的首经
贸第二届“校友组织发展论坛”暨深港澳校友会

２０１７年年会在深圳投行大厦召开。学校党委书记冯
培、校友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喜玲，校友总会秘书

处工作人员以及各地方、海外、行业校友会负责人及

校友代表，深港澳校友会部分校友代表等９０余人出
席论坛。论坛由校友总会主办，深港澳校友会和第

一创业证券承办，既是展现地方特色的深圳校友故

事与深圳发展论坛，也是校友组织发展论坛。论坛

上为３个优秀校友组织颁发了荣誉证书，并完成了
第三届校友组织发展论坛的会旗交接。代表们对校

友会发展中面临的困惑与挑战进行了深入交流。

（邵丽丽）

【２０１７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校友寻访活动开展】
　５月至１０月，组织各学院第４年开展“传递母校问
候，探寻校友足迹”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１００
多名同学参加寻访团，采访校友９０余位，完成人物
通讯稿４２篇，记录校友事迹及对学校的建议６３份。

（武洁）

教育基金会工作

【概述】　教育基金会共接受实际捐赠１１８７２２万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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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我爱母校”年度捐赠项目接受捐赠

１０１９１５万元，树木认养项目接受捐赠３６万元，“税
每人专项基金”接受捐赠２０４６万元，“赠母校一棵
树，蓝首都一片天”活动接受捐赠０４万元，“关爱基
金”接受捐赠４８９８万元，“校友林———上泽公园”项
目接受捐赠１９５７万元，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实验
室建设接受捐赠２０万元，“诚信之星奖学金”接受捐
赠２万元，儿童健康医疗公益项目接受捐赠１０７万
元，团委大学生竞赛公益项目接受捐赠２４４万元，
“中国卡车司机工作与生活状况调查”接受捐赠

１１９万元，信息学院量化金融研究中心建设接受捐

赠２万元，“学院基金”接受捐赠 ４０６万元。２０１７
年，教育基金会公益项目支出６４０３万元，其中，“税
每人专项基金”支出４８２万元，用于支持财税专业
人才培养；儿童健康医疗公益项目支出１０万元，用
于儿童健康医疗；“诚信之星奖学金”支出 １８６万
元，用于奖励获奖学生；“美国资助城市学院学生创

业”项目支出０６７万元，用于奖励参赛学生及指导
老师劳务费；学院基金支出１９７万元，用于支持学
院发展；校友会建设项目支出４４７１万元，用于校友
会相关活动。完成教育基金会评估工作。

教育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理事长 崔也光

副理事长 丁立宏　王磊　李涵　徐涛

秘书长 赵喜玲

理事 丁立宏　王晨　王磊　刘廷儒　李涵　杨珊　赵喜玲　徐涛　崔也光

监事 申黎　夏颖

　　注：表内人员均以姓名笔画排序。

２０１７年教育基金会接收捐赠情况（１万元以上）统计表

捐赠单位（或个人） 捐赠项目（或捐赠用途） 捐赠金额（元）

王晨 关爱基金 ２５３０００．００

王晨 儿童健康医疗公益项目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

我的车车（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我爱母校 ７００００．００

杨世忠 我爱母校 ２００００．００

陈敦卿 ＭＢＡ中心基金 ３２６００．００

和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诚信之星奖学金 ２００００．００

中志尚善（北京）文化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中志尚善（北京）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校友文化

林—上泽公园建设项目
１９５７００．００

北京华诚永勤投资咨询发展有限公司 “税每人”专项基金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徐志军 我爱母校 １１０００．００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团委大学生竞赛公益项目 ２４４０００．００

谭向东 我爱母校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北京群学城乡社区发展研究院 中国卡车司机工作与生活状况调查 １１９０００．００

深圳市胜普德和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我爱母校 ７００００．００

海南阳光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爱基金 ５８０００．００

海南胤隆投资有限公司庄建新 关爱基金 ５００００．００

叶剑清 关爱基金 ４０８００．００

天津市中永诺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学院量化金融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２００００．００

吴清玲 关爱基金 ８８０００．００

（武洁）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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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每人专项基金”正式签约】　４月２２日，财税行
业校友会成立大会暨“税每人专项基金”签约仪式在

明辨楼２２０举行。“税每人专项基金”由１９８３级财
政专业校友张春平发起设立，为动本基金，每年捐赠

金额不低于２０万元，用于学校财税专业人才培养，
具体用于支持财税专业师生的教学实践和社会实践

项目，一方面奖优助困，另一方面对推动财税专业人

才培养成就突出的人士予以表彰和奖励。基金会秘

书长赵喜玲和张春平分别代表教育基金会和捐赠方

签订捐赠协议。

（邵丽丽）

【第三届“诚信之星”奖学金颁发仪式举行】　５月１０
日，教育基金会与金融学院在博纳楼第五会议室共

同举行第三届和信与首经贸“诚信之星”奖学金颁发

仪式，金融学院的５名同学因在诚实守信方面表现
突出获得荣誉奖学金。该奖学金由和信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于２０１５年设立，每年２万元，首期３年共６万
元。三年来，共有１５位同学获得该奖学金。

（武洁）

【教育基金会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　６月
２３日，教育基金会在博纳楼第六会议室召开第一届
理事会第六次会议，秘书长赵喜玲作基金会工作报

告，汇报了下一阶段工作重点及今年参与评估的有

关情况。理事会选举崔也光为理事长，讨论并表决

了教育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办法、信息公开办法和重

大事项报告制度，通过了理事会调整方案，理事由１３
名调整为９名，增加了名誉理事。副校长、教育基金
会副理事长丁立宏参加会议并讲话。

（武洁）

【校友捐资千万助力母校发展】　８月，１９８３级金融
学专业校友、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董事长、首

席执行官谭向东个人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育基金

会捐赠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这是学校基金会收到的
首个千万级别的公益捐赠。

（武洁）

【接受北京市社会组织评估】　９月１３日，教育基金
会接受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社会组织评估考

察团六位专家的现场评估。副校长丁立宏代表学校

党委书记冯培、校长付志峰欢迎专家考察团的到来。

专家组听取了秘书长赵喜玲的工作汇报，并分内部

治理组、绩效和社会责信组、财务组分别对基金会有

关工作进行了考察。经全面考察，专家组充分肯定

了学校基金会的规范性和创新点，并就需要改进的

部分给出了建议。

（武洁）

【第一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召开】　９月２７日，学校
教育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在博纳楼第六

会议室召开。会上讨论通过了基金会暂不成立监事

会、取消７％的管理费等提议，原则上通过了部分限
定性项目调整、以非限定性资金支持的项目立项及

预算、基金会投资理财计划等，并就基金会下一步筹

资计划进行了讨论。会上还通报了北京市社会组织

评估考察团对学校教育基金会实地评估后的反馈意

见。副校长、基金会副理事长丁立宏参加会议并讲

话。基金会理事长、校长助理崔也光，基金会副理事

长王磊、徐涛、李涵，理事赵喜玲、杨珊，监事夏颖等

参加会议。

（武洁）

【接受首笔捐赠收入财政补助】　教育基金会协助北
京市教委财务处等相关部门完成２０１６年度教育基
金会捐赠收入财政补助工作，核定补助金额３３９．１１７
万元。２０１７年度捐赠收入财政补助申报工作已经
完成。

（武洁）

【关爱基金募款】　１２月１１日，１９９７级房地产经营
管理专业校友、教育基金会理事王晨在三亚举办的

“２０１７文旅大健康峰会暨中国旅游地产总裁俱乐部
第三届年会”上进行慈善拍卖活动，为首经贸教育基

金会关爱基金项目募款，共筹得善款５７．７３８８万元，
全部注入关爱基金项目开展相关公益活动。基金会

秘书长赵喜玲出席拍卖活动并讲话，校友会副秘书

长邵丽丽参加活动。

（武洁）

【“再惠母校·树木认养”活动】　教育基金会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再惠母校·树木认养”

活动，并于１０月２９日值年返校日当天开展树木认
养挂牌仪式。志愿者与校友一同在认养树木上挂上

写有捐赠者姓名、院系、寄语等的铭牌。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校友个人或集体共认养树木３３棵，捐赠金
额３．３万元。

（武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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