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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2021 年，依托本学位点在“十三五”期间建设成果，“国

际商务”成功获批重庆市高等学校“十四五”市级重点学科

专业学位类别。

（一）培养目标定位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位点培养目标为：

一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水平人才。要求学生有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有理想，遵纪守法，有敬业

精神，有职业道德，有团队合作精神，有健康的体魄和心智。

二是培养以国际化、实践型为突出特征的复合型国际商

务人才。要求学生具有良好商业道德、较强开拓创新和合作

能力，能够在跨国企业经营管理、国际投融资决策、国际贸

易与国际市场营销、国际旅游经营与管理等领域通晓国际商

务语言、谙熟国际经济法规和商务惯例、掌握相关商务理论

和操作技能。

三是培养具备从事国际商务工作能力的高层次人才。要

求学生能够掌握一门及以上的外国语，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

能力，能够在对外经济贸易部门、合资企业、跨国公司、海

外企业、政府部门等单位从事国际商务工作。

（二）学位授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一是结合学科及学位点特色，科学制定学位授予质量标

准。2021 年，因四川外国语大学综合改革，本学位点培养单

位调整为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学位点结合国际商务学科服

务国家及地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四川外国语大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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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与国际化特色，修订了《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务专业

硕士学位授予质量标准方案》，该标准方案确定的培养目标

与学位点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目标相同，并制定了包括“课程

标准与资格考核”“学位论文标准要求”“学位论文审核要求”

等内容。

二是明确学位管理职能，严格规范学位授权审核工作。

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管理工作由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与

贸易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统筹管理，分委员会严格执行学

位授予质量标准方案，严格规范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学位信

息管理工作等，每年度经分委员会核对后，统一提交到学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审定。

二、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不区分培养方向，但下设“国际企业经营与管

理”“国际经贸与国际金融”“跨国公司财务与会计”“国际

旅游经济与管理”四个研究方向。

国际企业经营与管理：主要研究在国际经济条件下，国

际化企业从事跨国性生产经营活动所面临的企业发展与策

略问题，具体包括国际市场营销管理、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跨文化冲突与管理、企业国际化战略等。

国际经贸与国际金融：主要研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融合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探讨国际投融资中

的成本、效率、风险等问题，具体包括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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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关系、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风险控制、国际经贸模式选

择等。

跨国公司财务与会计：主要研究在国际经济条件下，跨

国公司从事跨国性生产经营活动所面临的财务与会计问题，

具体包括会计准则国际趋同问题、跨国公司社会责任问题、

跨国企业国际避税问题、高管国际化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等。

国际旅游经济与管理：主要研究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

国际旅游业的格局特征与发展趋势问题，具体包括国际旅游

业市场运行与管理、国际旅游业投资管理、旅游资源开发与

规划管理等。

（二）师资队伍情况

截止 2021 年底，本学位点共有 27 名专任硕士生导师，

其中 22 名导师于 2021 年招生。现有专任导师中，校内导师

25 人、校外导师 2 人；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导师 12 人、具有

博士学位的导师 25 人；2021 年新增硕士生导师 4 人（刘宏

青、肖红珊、谭亮、高福霞）。具体专任导师情况见表 1。

表 1 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位点专任导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
术职务

人数
合计

35 岁
及以
下

36 至
40 岁

41 至
45 岁

46 至
50 岁

51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及以
上

博士
学位
教师

硕士
学位
教师

行业
经历
教师

正高级 13 0 4 4 2 3 1 0 12 0 9
副高级 14 0 3 5 3 0 2 0 13 1 8
总计 27 0 7 9 5 3 3 0 25 1 17

截止 2021 年底，本学位点共有 18 名行业导师。具体行

业导师情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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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位点行业导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

合计

35岁

及以下

36 至

45 岁

46至

60岁

61岁

及以上

博士学位

教师

硕士学位

教师

正高级 4 0 2 1 1 4 0

副高级 6 0 2 4 0 3 2

中级 0 0 0 0 0 0 0

其他 8 0 4 4 0 1 4

总计 18 0 8 9 1 8 6

（三）科研支撑条件

一是建有国际商务综合实训中心，为研究生提供专属机

位。学位点培养单位建有国际商务综合实训中心，保证研究

生理论课程、实训课程、实操课程等使用。为每名学生配备

专属机位，保证学生日常课程时间外，能够统一进行学习。

二是定期购置图书资料，保证师生了解专业前沿动态。

学位点每年度购置国际商务专业最新出版书籍，以及《经济

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南开管理评论》《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问题》等超过 50 本期刊，以保证师生能够了解

本学位点的前沿动态。

（四）科学研究情况

2021 年，本学位点硕士生导师共计获批各类科研项目

16 项，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 项、重庆市重大决策咨

询研究项目 1 项、重庆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 项、重庆市教

委项目 7 项（科研立项情况见表 3）；共计发表科学研究论文

28 篇，其中 SSCI/SCI 期刊论文 14 篇、CSSCI 核心期刊论文

2 篇（科研论文发表情况见表 4）；出版学术专著 2 部（科研

专著出版情况见表 5）。此外，本学位点导师还加强以科学研

究服务企事业单位发展的力度，本年度共承担 3 项企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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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委托项目（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情况见表 6）。

表 3 2021年学位点获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1
双循环下国内外要素协同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创新的

机制及路径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

项目
徐磊

2
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机制构建

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

项目
徐新鹏

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研究
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研

究委托课题一般项目
林川

4
构建区域大循环推动重庆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

径选择及政策研究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

般项目
黄森

5
“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走出去”的对外投资与

贸易促进效应研究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

般项目
刘夏

6
“双循环”背景下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上市公司高质

量发展的机制、路径及效果研究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重点项目
代彬

7
“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产业“走出去”的创新路

径研究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重点项目
林川

8 新业态视域下新型劳动关系的治理机制研究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一般项目
高福霞

9
共建共治共享视域下党建引领小区精准治理模式的

创新研究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一般项目
徐新鹏

10
后疫情时代中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测度与提

升路径研究

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

究重点项目
呙小明

11
外向型经济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国际化董事会的经

济后果研究

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

究重点项目
林川

12
新业态下重庆市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保障机制构建研

究

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

究一般项目
高福霞

13
双向 FDI 互动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跨企业合作创

新能力形成机理及提升路径研究

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科

研重点项目
徐磊

14
省域网络视角下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

的机理研究

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科

研一般项目
呙小明

15
科技与制度创新协同驱动中国出口产品高质量发展

的机制研究

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科

研一般项目
赵素萍

16
大思政视域下高校基层党建引领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研究

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党

建和思想政治教育一般

项目

徐新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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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1 年学位点发表科研论文情况

序号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期刊类别 第一作者

1
Inclusive Financ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ublic Health in China: Lessons for the

COVID-19 Pandemic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SSCI 期刊 刘夏

2
Does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ffect the Risk
Preference of Enterprises’ OFDI: Evidence

from China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SSCI 期刊 彭程

3
Does the National Risk of Overseas

Investment affect the Strategic Innovation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hina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SSCI 期刊 彭程

4
The Influence of Host Country’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terprise’ Risk
Preference of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SSCI 期刊 彭程

5
Trade Conflicts and Energy Firms’Market

Values: Evidence from China
Energy Economics SSCI 期刊 许劲

6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sisted Intelligent
Planning Framework for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SSCI 期刊 尹新哲

7
The Energy Efficiency and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China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SCI 期刊 李训

8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Ecological

Supervision over Energy Utilisa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EBM and TOBIT Model

Journal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Ecology SCI 期刊 李训

9
An Electronic Bill Encryption Algorithm
Based on Multiple Watermark Encryption

Traitement du Signal SCI 期刊 林川

10

Neuro-fuzzy Network based Analysis between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invested Shar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 SCI 期刊 林川

11

Analysi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and Stock Price Collapse
Ris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Information

Disclosure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SCI 期刊 林川

12

Prevention of Labor Employment Risk using
Fuzzy Inference Systemin China-invested
Enterpris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unde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 SCI 期刊 徐新鹏

13
The Improved Genetic and BP Hybrid

Algorithm and Neural Network Economic
Neural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SCI 期刊 尹新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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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Warning System

14
Financial Market Trend Analysis based on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
Model and BP Neural Network Predi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SCI 期刊 尹新哲

15
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金融化：“生搬硬套”

还是“灵活处置”
金融经济学研究

CSSCI 核
心期刊

代彬

16 外籍高管与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 软科学
CSSCI 核
心期刊

林川

17
双边关系高质量发展对中国在美洲 OFDI 空

间优化布局的影响研究
投资研究

CSSCI 扩
展期刊

黄森

18
东道国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高风险跨国投

资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CSSCI 扩
展期刊

彭程

19
知识产权保护视角下双向FDI的区域创新驱

动机制研究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CSSCI 扩
展期刊

徐磊

20 中国在非洲推进高质量 OFDI 的研究 当代经济 一般期刊 呙小明

21
“一带一路”下中国在亚洲 OFDI 质量提升

策略研究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

报
一般期刊 呙小明

22
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投资便利化水平测度研

究
北方经贸 一般期刊 呙小明

23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俄投资现状分析

——基于行业视角
当代经济 一般期刊 黄森

24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在美洲 OFDI 区域

的特征研究
产业与科技论坛 一般期刊 黄森

25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在欧洲 OFDI

区域分布特征研究
产业与科技论坛 一般期刊 黄森

26
媒体关注对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偏好的影响

研究
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一般期刊 彭程

27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结构分析 产业与科技论坛 一般期刊 徐磊

28
基于 OFDI 行业结构分析的中国企业海外投

资动机研究
产业与科技论坛 一般期刊 徐磊

表 5 2021 年学位点出版学术专著情况

序号 专著名称 出版社 第一作者

1 新业态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新特征及其治理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徐新鹏

2
“一带一路”倡议下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工程能力与

承包模式选择研究
中国财富出版社 许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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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1 年学位点承担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目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1
成渝地区双城经是圈背景下加强特色小城镇建设管

理的路径研究
重庆市建委委托课题 刘夏

2 提升中央公园功能品质增强游客吸引力的对策研究
重庆市渝北区智库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委托课题
林川

3 人力资源专业职称体系改革研究
重庆市人力资源服务行

业重点课题
高福霞

（五）研究生奖助体系

学位点拥有多重层次的奖助体系，包括国家奖学金、研

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研究生助学金。

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 20000/年，奖励学业优秀、科研能

力突出的学生。2021 年，2020 级江慧同学获得国家奖学金。

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针对研究生新生学生，覆盖面为

80%，分为三等，一等奖励标准为每生 8000 元，站参评人数

的 30%；二等奖励标准为每生 4000 元，占参评人数的 30%；

三等奖励标准为每生 2000 元，占参评人数的 20%。推荐免

试硕士研究生原则上享受一等学业奖学金。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针对二年级研究生学生，覆盖面为

80%，分为三等，一等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8000 元，站参评

人数的 30%；二等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4000 元，占参评人

数的 30%；三等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000 元，占参评人数

的 20%。

三、人才培养情况

（一）招生选拔情况

一是一志愿招生人数大幅度上升，生源结构日趋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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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 2021 年招生人数 51 人（含大学生退役士兵专项计划

1 人），一志愿录取人数 19 人，调剂志愿录取人数 32 人

（2019-2022 年招生情况如图 1）；除大学生退役士兵专项计

划学生外，录取分数线为 352 分，与 2020 年持平，初始最

高分为 410 分，高于 2020 年初始最高分；2021 年 9 月实际

入学人数 51 人，报到率 100%。

图 1 2019-2021年学位点招生情况

2021级学生有 4名本科毕业院校来自于四川外国语大学，

其他均为校外生源，学生本科毕业院校包括东北财经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石河子大学等高校，有 30 名学生本科毕业

专业为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其他学生本科毕业专业

包括财务管理、会计学、金融学、金融工程、市场营销等，

跨专业报考占比明显增加，生源由单一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

业向多专业复合型人才转变，生源结构日趋合理。

二是实施网络远程复试，确保复试公平公正。受新冠疫

情影响，根据相关要求，结合学位点实际情况，在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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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公平性、科学性的基础上，2021 年研究生复试依旧以网

络远程复试方式完成。在 2020 年研究生线上复试经验基础

上，总体复试过程均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要求进行，分为专

业能力面试、综合能力面试、英语口语面试三个环节，对复

试环节全程监督，确保了复试工作的科学有序、公平公正。

三是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多渠道拓展生源。学位点加大

校内外招生宣传力度，包括在校内召开专场宣讲会，向其他

专业学生宣传本学位点。

（二）思政教育情况

一是实施“塑魂蒙正”育人工程，推进“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依托学校“塑魂蒙正”工程，鼓励创新、强化培育、

突出特色、注重实效，以“课程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

人”“榜样育人”“环境育人”加强研究生德行培养和品质养

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设有“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等思政课程，将“家国情怀”和“四个意识”充分融入思政

课程，打造“经济学分析与应用”“国际商法”等思政示范

课程群，构建了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课

程体系。

二是以思政队伍建设为路径，以全员育人带动全过程全

方位育人。优化思政队伍结构，配备研究生辅导员，发挥党

总支书记、副书记、校内导师、行业导师在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中的作用；成立研究生辅导员工作室，建设集学习、交流、

研究和实践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设立院级研究生思政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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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支持和鼓励导师、辅导员培育优秀思政项目。

三是基层党支部层建设卓有成效，被评选为样板支部。

教工支部、研究生党支部坚持定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落实

“三会一课”制度，将“党史学习”“科研规范”“学术道德”

等列为学习与讨论主题，提高政治站位；搭建了本研互助、

学术沙龙等交流平台，以党建工作引领学术创新新局面。国

际金融与贸易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获批为“重庆市首批新时

代高校党建‘双创’样板支部”。

四是积极构建“大实践”格局，实践育人成果显著。系

统设计研究生党支部“共行计划”“就业引领”“通识实践”

专项板块，每名导师为指导学生讲好第一堂课；鼓励研究生

积极实习实践，引导学生在择业就业中主动服务国家；鼓励

学生根据兴趣自由组队，通过国情调研、社会服务等形式，

让学生多走多看、常思深悟，组织研究生赴重庆市秀山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隘口镇屯堡村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专业

助力乡村振兴。

（三）课程教学情况

一是合理安排授课教师，保证课程教学质量。学位点开

设有《国际商务谈判》《国际商法》《国际贸易政策与实务》

《国际投资与跨国企业管理》等核心课程，核心课程及其他

专业选修课程的授课教师全部由具有高级职称教师或具有

海外学历的教师授课。聘请知名学者为学生授课，《博弈论》

由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蒲勇健教授授课。

二是加强课程大纲修订，推进授课内容改革。对每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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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课程进行课程大纲修订，优化课程教学内容；加强课

程内容应用型引导，进一步提升专业硕士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效率与质量。《经济学分析与应用》获批为校级优质课程。

三是鼓励围绕研究生人才培养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成果丰硕。鼓励导师围绕研究生人才培

养过程中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教学改革、联合培养基地等

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2021 年学位点导师获批研究生教育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及发表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论文情

况见表 7 与表 8。

表 7 2021 年学位点获批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1
人工智能时代国际商务专业硕士点建设的实践与探

索研究

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
林川

表 8 2021 年学位点发表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论文

序号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第一作者

1
导师责任制下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研

究
产业与科技论坛 许劲

2
地方本科院校经管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究——以重

庆某高校为借鉴
大学教育 陈银忠

3 大数据时代下我国高校智库运行机制创新研究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学报
陈银忠

4 新商科背景下经济学拔尖人才培养的探索 教育信息化论坛 李训

5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商科专业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以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为例
高教学刊 李训

6
外语外贸院校如何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基于师资队伍建设的思考
科教文汇(中旬刊) 彭程

（四）导师指导

一是实施动态化聘用与管理办法，为导师参加培训提供

支持。严格执行学校关于导师选聘相关制度，2021 年新增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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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硕士生导师 4 名；因培养单位调整，新制定《四川外国语

大学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位点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办

法(试行)》《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研究生教学

奖励与资助管理办法》等，对导师指导学生的岗位管理、岗

位职责、岗位要求、岗位考核等进行明确，在学校对导师进

行年度考核的基础上，学位点提高对导师指导工作的要求，

2021 年现有专任导师全部通过考核；鼓励导师参加各类培训，

为每名导师每两年配备 1.1 万元培训经费。

二是明确导师职责，加强对学生人文关怀。根据《四川

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要求，研究

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不准超过 1 周时间不回复

研究生的学业询问，对研究生的指导时间每月不得少于 5 小

时，指导内容不仅包括学生学业问题，还应包括学生成长过

程中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在上半年因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导

师无法线下指导学生，要求导师需通过线上各种方式加强对

学生思想动态、身心健康、学业等的关怀与指导，随时了解

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动态。

三是鼓励打造导师组，形成共同育人机制。鼓励导师在

相同或相近方向下形成导师组，共同指导学生科研与实践工

作。如依托重庆市研究生导师团队，彭程、代彬等形成国际

财务会计导师团队，加强对学生的集中指导。

（五）学术训练（实践教学）情况

一是依托市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实

习实践机会。截止 2021 年底，本学位点共有 2 个重庆市研



- 14 -

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虽然因新冠疫情因素，学生实习实践受

到一定影响，但学位点依然与更多企业构建合作关系，努力

给学生创造更多实习实践机会。

二是重视学生学术与实践训练，鼓励学生多层面、全方

面产出成果。设置“研究方法与学术写作”课程，开设创新

实践讲座，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实践比赛、申报

创新实践课题；鼓励导师带领学生参加科研项目、横向课题；

鼓励导师与学生共同完成学术论文。2021 年学位点研究生在

各级各类比赛获奖、获批院级以上科研创新项目、研究生发

表学术论文情况列为表 9、表 10、表 11。

表 9 2021 年学位点研究生校级以上获奖

序号 赛事名称及获奖情况 组织单位 获奖学生

1
第二届全国 MIB 国际商务谈判赛优

秀奖

全国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唐秋雨、任小容、王楚

涵、石梦君、郑远尧、

王杰

2
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重庆赛区二等奖

共青团重庆市委、重庆市

教育委员会、重庆市科学

技术协会、重庆市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重庆市学生

联合会

翟誉浩、尹显珲、王浩

明

3
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重庆赛区二等奖

共青团重庆市委、重庆市

教育委员会、重庆市科学

技术协会、重庆市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重庆市学生

联合会

宋泓锑、唐秋雨、裴向

玉

4
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重庆赛区三等奖

共青团重庆市委、重庆市

教育委员会、重庆市科学

技术协会、重庆市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重庆市学生

联合会

郑远尧、宋璐娟、张译

元、邓楠

5
第九届全球大学生国际经贸与商务

专题竞赛中国地区选拔赛一等奖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商业行业委员会、中国国

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中

毕婧、黄晓慧、靳双琪、

王瑞雪、赵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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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商业经济学会

6
第九届全球大学生国际经贸与商务

专题竞赛中国地区选拔赛二等奖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商业行业委员会、中国国

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中

国商业经济学会

肖思思、黄漫玲、叶心

怡

7
第九届全球大学生国际经贸与商务

专题竞赛中国地区选拔赛三等奖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商业行业委员会、中国国

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中

国商业经济学会

平晔、李创佳、李甜

表 10 2021 年学位点研究生获批科研创新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1
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基于沪深 A股

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

新项目
夏春华

2
党组织嵌入与业绩预告策略——来自国有上市公司

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

生科研创新项目
宋璐娟

3
党组织嵌入与商誉泡沫——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理

论与实证研究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

生科研创新项目
郑远尧

制造业服务化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基于 G20经

济体的研究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

生科研创新项目
冯月露

表 11 2021 年学位点研究生发表科研论文

序号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期刊类别 学生作者

1
Does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ffect the Risk
Preference of Enterprises’ OFDI: Evidence

from China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SSCI 期刊 江慧

2
Does the National Risk of Overseas

Investment affect the Strategic Innovation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hina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SSCI 期刊 江慧

3
The Influence of Host Country’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terprise’ Risk
Preference of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SSCI 期刊 江慧

4

Neuro-fuzzy Network based Analysis between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invested Shar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 SCI 期刊 刘东轩

5
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金融化：“生搬硬套”

还是“灵活处置”
金融经济学研究

CSSCI 核
心期刊

王敬远

6
东道国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高风险跨国投

资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CSSCI 扩
展期刊

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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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知识产权保护视角下双向FDI的区域创新驱

动机制研究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CSSCI 扩
展期刊

宋泓锑

8
双边关系高质量发展对中国在美洲 OFDI 空

间优化布局的影响研究
投资研究

CSSCI 扩
展期刊

周倩

9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在欧洲 OFDI

区域分布特征研究
产业与科技论坛 一般期刊 黄茹梦

10
媒体关注对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偏好的影响

研究
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一般期刊 江慧

11
高管过度自信加剧了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

偏好吗——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
兰州财经大学学报 一般期刊 江慧

12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研究评述 经济研究导刊 一般期刊 江慧

13 中国在非洲推进高质量 OFDI 的研究 当代经济 一般期刊 梁丹旋

14
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投资便利化水平测度研

究
北方经贸 一般期刊 梁丹旋

15 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的 SWOT 分析 经济研究导刊 一般期刊 刘东轩

16 中国企业对泰国投资的风险及防范研究
今日财富(中国知识产

权)
一般期刊 刘东轩

17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俄投资现状分析

——基于行业视角
当代经济 一般期刊 孙爱君

18
新形势下 PPP 助力“新基建”提供发展新动

能
现代商业 一般期刊 王玮

19
“一带一路”下中国在亚洲 OFDI 质量提升

策略研究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

报
一般期刊 王晰

20 区域经济合作新背景下中越双边贸易研究 北方经贸 一般期刊 吴菁华

21
地方本科院校经管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究

——以重庆某高校为借鉴
大学教育 一般期刊 薛灵潇

2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在美洲 OFDI 区域

的特征研究
产业与科技论坛 一般期刊 周倩

三是持续开设“文英讲坛”，拓展研究生学术与实践视

野。本学位点于 2020 年下半年开设为研究生开设“文英讲

坛”，由研究生学会同学负责，邀请校内外专家为在校研究

生开设讲座，讲座内容包括国际商务前沿热点问题以及国际

商务文化、国际商务实务等应用性问题，以此拓宽研究生视

野。2021 年，文英讲坛共开讲 10 期，各期文英讲坛内容如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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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21 年学位点“文英讲坛”

序号 题目 主讲人

1 浅谈论文写作及投稿过程中的那些事儿——以《经济学（季刊）》为例 于洁

2 计量经济学“可信性革命”后的思想与方法介绍 邹小勤

3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黄森

4 东盟制度环境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效率 呙小明

5 区块链原理与案例——信任重构演进与趋势 鲜京宸

6 媒介、国际贸易与城市商业文明：历史镜像中的威尼斯和广州 黄俊

7 经济学文献与数据的检索和利用 张云

8 2021经济学诺奖得主的贡献之计量经济学“可信性革命” 邹小勤

9 浅谈如何发表论文 江慧

10 科研、论文二三事 许劲

（六）学术交流活动

一是鼓励学生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提供学术交流专项经

费支持。学位点根据《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校外学术交流

资助办法(修订)》的精神，对每名学生每学年提供 600 元的

校外学术交流资助经费，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学术交流活动，

尤其是鼓励学生在学术会议、学术论坛宣讲论文。虽然受到

新冠疫情影响，部分学术会议无法正常召开，但依然有超过

10 名学生以线上的方式参与学术交流。其中，2021 级研究

生赵艳秋于 2021年 10月 4 日参加由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举

办的线上国际论坛，并宣讲论文《How can the Public Relations

Increase Brand Awareness》。

二是邀请名家开设讲座，拉近学生与名家距离。本学位

点积极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2021 年邀请包括黄速

建、张小溪等在内的多名专家为研究生开设讲座。

（七）论文质量

一是重视学位论文选题，鼓励围绕重庆本地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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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选题须经开题答辩通过后方可进行写作，选题多围

绕国际商务前沿热点问题，并鼓励学生围绕重庆本土问题展

开研究，如《对外贸易对重庆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成渝经济圈综合交通运输与腹地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研

究》等，鼓励通过论文研究解决地方经济发展或企业国际商

务活动现实问题。

二是狠抓学位论文过程管理，毕业论文成绩显著。学位

点高度重视对学位论文的管理，严格执行《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实施办法》《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实施细则》，研究生开题、预答辩、

送审、答辩全部以“双盲”形式进行，以此保证学位论文质

量。学位论文抽检持续保证 100%通过率。

（八）质量保证和管控情况

一是成立学位教育中心，严把学位点质量保证和管控。

本学位点成立国际商务硕士教育中心，由国际金融与贸易学

院院长彭程担任主任，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林川担任

副主任，陈银忠、代彬、徐磊担任成员。教育中心出台《四

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位管理办法》，全面质量

管理，提高学位点建设质量。

二是完善管理制度，健全学位点建设各环节。为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加强学位点建设与质量监控，学校在招生考试、

人才培养、导师管理等各环节都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如

《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总体培养方案》《四川外国语

大学研究生课程与教学管理细致》《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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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盲审实施办法》《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

革项目管理办法》《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

聘办法(修订)》等，本学位点在学校规则制度基础上，进一

步出台了《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务专业研究生科研创新培

育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四川外国大学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

位点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办法》《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

金融与贸易学院研究生教学奖励与资助管理办法》《关于国

际商务专业硕士学位点学生参加教指委比赛费用的说明》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硕士

学位委员会章程》等相关制度，为学位点的建设与人才培养

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

三是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建立完善的研究生分流淘

汰机制。结合学校对于硕士研究生总体培养方案的修订，学

位点对于国际商务专业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进行相应修订，

在 2021 级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中，深入挖掘每门课程蕴含

的课程思政元素，推动课程思政全覆盖，并将原先的“研究

方法与学术写作”修改为“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对于进

入学位论文写作阶段培养的研究生，开题不合格的须进行第

二次开题后方能进入论文写作，预答辩不合格的须进行第二

次预答辩后方能进入论文重复率检测环节，重复率检测不合

格的取消论文送审，答辩不合格的取消学位授位，2019 级 2

名研究生未能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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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风建设情况

一是扎实推进学风建设，促进学风良好发展。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规范导师课堂课外行为，充分发挥学为人师、行

为世范的作用，以师德师风建设引领学风建设；加强研究生

日常学风建设教育，包括以研究生入学教育、专题报告会、

朋辈沙龙、研究方法与学术写作课程等多种形式进行；严抓

考风，严格要求课程论文质量，对课程论文进行学术不端检

测，以考风促学风；创造良好学习环境，为每名研究生提供

专属机位，保证研究生在课余时间有专属地点进行自习与科

研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二是强化学生科研诚信意识，加强学术不端检测力度。

通过各类课程、讲座、案例，树立学生良好的科研诚信意识；

加强学位论文质量把控，除在开题、预答辩、送审、答辩全

过程“双盲”外，学生论文送交研究生院进行重复率检测之

前，需要先通过学位点自行的学术不端检测后，才能够进入

学校重复率检测环节，以此进一步保证学位论文诚信度。

（十）对研究生管理服务情况

一是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保证研究生管理服务到位。本

学位点所在培养单位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院长是研究生教

育工作第一责任人、院党委书记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第一责任人、副院长分管招生、培养、学位和导师管理等具

体管理工作。配备研究生专职教学秘书 1 名，负责研究生招

生与入学、课程与学位论文、实习实践等具体工作；配备辅

导员 1 名，负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管理、就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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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及研究生会等具体工作。

二是定期举行中期座谈，构建学生权益保障制度。本学

位点于每学期中期举行研究生中期座谈，由学院党总支书记、

负责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参加，及时了解学生动态与所需所

求，构建学生维护自身权益的平台与机制。

（十一）研究生就业发展情况

一是多措并举，加强就业指导。本学位点所在培养单位

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导，为学生树立正确的就

业观念，提升学生就业技能。2021 年 9 月 25 日，举办 2022

届秋招商科专场双选会；11月 1 日，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举

办 2022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动员大会，邀请学校招生就业处

副处长张雪松为学生讲解就业、创业政策，鼓励学生做好就

业、创业准备和基础；11月 4 日，邀请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龚义龙主任，为学生解读重庆市目前就业创业政策，

及邀请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管理经理李昆

为研究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讲座。

二是多方协同与努力，充分实现高质量就业。虽然疫情

及国际局势对外贸行业的冲击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

际商务专业学生的就业。但在学校、学院、导师等多方努力

下，截止 2021 年底，就业率达到 92%。在毕业生就业单位

中，包括重庆市委组织部、重庆市九龙坡区税务局等党政机

关，也包括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科集团等企业，

以及江苏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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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贡献情况

一是鼓励导师献言献策，服务国家及重庆市经济社会发

展。鼓励研究人员围绕国家及重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承

担企事业单位的横向项目，通过各种渠道献言献策，将研究

成果转化为咨政报告，强化社会服务能力。2021 年，本学位

点横向课程经费到账 20 万元；刘夏提交的研究成果《关于

高水平推进重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建议》位列重庆市

政协五届二十三次常委会议“加快发展我市现代产业体系积

极融入新发展格局”重点协商调研材料汇编首项；徐新鹏、

林川、高福霞等提交的研究报告《共享经济视域下重庆市劳

动力市场的新特征及法律应对》部分内容，被《重庆市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十四五”规划》采纳；林川、徐新鹏、高福

霞等提交的研究报告《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协

同发展的四点建议》，被重庆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决策建

议》2021 年第 39期采纳，并报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二是提升科研成果应用性，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本学位

点于 2021 年牵头分别申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金融衍生品

智慧决策虚拟仿真实验教育系统”与“电子商务客户画像与

精准营销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这是本学位点导师通过

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开发打造的计算机软件著作，相关虚拟仿

真实验内容，已经分别在“国际投资与跨国企业管理”“文

化冲突与国际市场营销”课程中使用。而著作权的申请，既

是学位点保护创新创造意识的增强，也是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理念的表现，更是学位点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有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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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专业助力乡村振兴，实践践行初心使命。2021 年 7

月，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燎原之火、薪火相传”乡村实践

团，组织研究生与本科生一同赴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隘口镇屯堡村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此次“三下乡”

活动以农村经济调研为主，通过深入人口调查、用数据看农

村发展，走进绿色产业、为乡村产业发展献言献策等活动，

立足学生专业、实践内容丰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积

极的社会影响，让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检验所学、学以致

用。同时，实践团与村民同劳动、共建魅力乡村环境，辅导

青少年学业、促进农村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等活动，也进一步

推动了学生在观察实践中学党史、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有

机契合了本次活动“学党史、跟党走、重实践、强能力”的

主题。

五、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招生工作仍需加强，生源质量有待提升。虽然本学

位点在 2021 年一志愿报考及上线人数有大幅度提升，但与

招生人数相比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且在招生过程中存在没有

推免生、一志愿生源质量需要提升、一志愿生源专业差异度

较大等问题。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加强招生宣传，以及加

强一志愿生源的吸引力度。

二是行业导师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行业导师队伍建设及

管理有待提高。当前本学位点行业导师主要承担开设讲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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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及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征询了个别行业导师

的意见，导致行业导师与学生之间的联系度、紧密度都较为

欠缺。因此，应充分发挥行业导师在专业硕士学位点建设及

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三是疫情影响学科点国际化建设，国际化水平有待进步。

受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本学科点近两年未能招收留学生，

本国学生及导师也未能出国访学，这极大程度的影响了本学

位点的国际化建设程度。因此，应在疫情防控许可的情况下，

进一步增加与国外高校间的合作，积极招收留学生，提升学

位点国际化建设水平。

四是研究生优质课程数量较少，多元化教学方式有待丰

富。学位点目前仅有一门校级优质课程，尚未实现市级研究

生优质课程的突破；研究生教学方式仍以传统的课堂授课为

主，课堂教学方法过于简单，缺乏新意。因此，应以研究生

优质课程建设为抓手，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与手段，改革

传统的单一课堂授课模式。

（二）改进建议和下一步思路举措

一是有针对性的制定招生宣传计划，加强跨专业报考学

生培养力度。制定 2022 年招生宣传计划，如校内举办招生

专场宣讲会，通过部分网站、公众号、微博等宣传学位点信

息，选择目标院校组织导师、在校研究生现场宣讲等，吸引

优秀生源；加强对跨专业学生基础能力的培养，要求非经济

学、管理学专业本科毕业的学生，入校后须补修 2 门经济学、

管理学专业基础课程，提升学生基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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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明确行业导师职责，加强行业导师队伍建设。出台

学位点行业导师管理办法，明确行业导师的工作任务，让行

业导师充分参与到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建设、论文选题、

论文答辩等环节中；增加行业导师与学生、与校内导师之间

的交流；重新遴选行业导师队伍，加强对行业导师的动态管

理，树立典型行业导师。

三是推进国际化校级合作，推动学位点国际化建设水平。

坚持国际商务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力度，通过打造与国外

高校间的多方位合作，开展学生、教师间的校级交流；加强

学位点海外宣传力度，建立留学生科研创新培育项目，加大

对海外留学生的吸引力度。

四是革新研究生教学观念，深化研究生教学模式改革。

有目标、有针对性打造一批学位点的研究生优质课程，努力

打造现有的校级研究生优质课程《经济学分析与应用》为市

级优质课程；改革传统研究生课堂教学模式，鼓励与行业导

师所在企业共建课程，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设备，探索在本

学科点打造 1-2 门研究生在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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