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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1.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吉首大学工商管理是管理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学位点相关课

程的开设始于1986年，2006年获批企业管理二级学科硕士点，2010

年获批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该学科依托“武陵山片区扶贫

与发展”湖南省普通高校“2011协同创新中心”、全国普通高校

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工商管理”、国家特色专业“工商管理”、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资助建设专业“工商管理”、湖南省一流专业

工商管理建设点、湖南省一流专业会计学建设点、湖南省特色专

业“工商管理”、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资助建设专业“工商管理”、

湖南省普通高校“十二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工商管理”、

湖南省特色专业“市场营销”、湖南省首届高校科技创新团队“区

域旅游发展与管理”、“民族地区‘两民企业’发展” 湖南省研

究生培养创新基地和“村镇银行发展与治理创新”湖南省研究生

培养创新基地，具有较深厚的学科建设基础。

学位点立足于服务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建成

企业管理、旅游管理、会计学（含MPACC）和技术经济及管理四个

学科方向，是武陵山片区学科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工商管理学

科。学位点依托的工商管理本科专业为全国普通高校综合改革试

点专业、国家特色专业、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资助建设专业，旅游

管理专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工商管理专业和会计学

专业为湖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位点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培养了一批能够从基层做起、独挡一面的“下得去、留得住、

用得上、有发展”的工商管理高级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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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学位点以中青年学术科研人员为主，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工

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生培养经验，培养了一批杰出的高层次

人才，承担完成了一系列国家、省部级和企业委托科研项目，研

究经费充足，获得了一系列省部级科研和教学成果，整体水平处

于省内高校前列。学位点目前有四个研究方向：

（1）企业管理。该方向主要围绕企业管理中的相关问题展开

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战略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风险

管理、组织行为等，并结合西部地区实际研究商业模式、中小企

业管理、企业创新等专题问题。

（2）旅游管理。该方向主要围绕旅游领域中的相关问题展开

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旅游发展战略、旅游目的地管理、旅游市场

营销、旅游人力资源管理、旅游企业运营等问题，并结合西部地

区发展实际研究旅游合作博弈、旅游行为、旅游业态产品开发等

专题问题。

（3）会计学。该方向主要围绕会计领域中的相关问题展开研

究，主要内容包括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企业审计、公共财务与

政府会计等会计问题，以及财务管理、资本运营、内部控制、风

险管理、公司治理等财务问题，并结合西部地区实际研究环境会

计等专题问题。

（4）技术经济及管理。该方向主要围绕技术经济及管理领域

中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技术经济理论、区域资源

优化配置、评价理论与方法、经济政策绩效评价、技术创新与管

理等问题，并结合西部地区实际研究特殊地区的技术创新和创业

管理等专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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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积极到省内外高校考察和交流合作，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院长丁建军一行到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湖南科技大学商

学院、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学习交流。副

院长张琰飞一行到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

院学习交流。积极承办学术会议，学位点承办的中国区域经济学

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2021年会暨“新发展格局下的民

族地区经济发展”主题研讨会成功举办。

3.研究生招生就业情况

积极进行招生宣传活动，发布了多项研究生招生和调剂的微

信推文，本年度共招生 19 名研究生，现有在校研究生数量为 54

名（表1）。2021年毕业研究生 12名，授予学位12名，已毕业

研究生实现最终就业率100%（表 2）。

表1 学位点在读研究生基本情况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族 入学年份

2019700380 陈逸年 男 19960219 中共预备党员 汉族 2019

2019700384 童志熠 女 19960910 共青团员 汉族 2019

2019700385 王佳卉 女 19960531 共青团员 汉族 2019

2019700391 赵学康 男 19960826 共青团员 汉族 2019

2019700381 单中瑞 男 19970104 共青团员 汉族 2019

2019700379 陈乐 男 19960429 共青团员 汉族 2019

2019700387 肖露露 女 19951214 共青团员 汉族 2019

2019700382 苟凯歌 女 19950814 中共预备党员 汉族 2019

2019700390 俞益亮 女 19960109 中共预备党员 汉族 2019

2019700388 薛广昌 男 19951119 共青团员 汉族 2019

2019700389 杨梦瑶 女 19970521 中共预备党员 汉族 2019

2019700386 王杉杉 女 19970418 共青团员 汉族 2019

2019700383 韩荣荣 女 19950727 共青团员 汉族 2019

2019700392 柯正涛 男 19960830 共青团员 汉族 2019

2019700393 汤月婷 女 19970201 共青团员 汉族 2019

2019700394 王艳 女 1995/2/18 共青团员 汉族 2019

2020700103 李仕玉 女 19981118 共青团员 汉族 2020

2020700106 张艳 女 19990810 中共党员 汉族 2020

2020700095 赵丽芳 女 19980228 中共党员 汉族 2020

2020700104 郭靓 女 19971121 中共党员 汉族 2020

https://yjsgl.jsu.edu.cn/gmis/xjgl/xsinfoshow.aspx?num=A395101AD10AE151720B5D9F61A8DC6D
https://yjsgl.jsu.edu.cn/gmis/xjgl/xsinfoshow.aspx?num=6BA0922093102E13C45F192D3073ED0A
https://yjsgl.jsu.edu.cn/gmis/xjgl/xsinfoshow.aspx?num=46B3E1BF1A4F02E074238D3A75BADB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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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00094 梁耀玲 女 19970517 共青团员 汉族 2020

2020700099 曾媛媛 女 19980507 共青团员 汉族 2020

2020700107 肖满红 女 19971108 共青团员 汉族 2020

2020700100 吴丹 女 19960621 中共党员 汉族 2020

2020700101 张婧婷 女 19980317 中共党员 苗族 2020

2020700096 周方 女 19970117 共青团员 汉族 2020

2020700097 刘卓维 女 19960925 共青团员 汉族 2020

2020700098 邱玉 女 19960526 共青团员 汉族 2020

2020700102 黄丽 女 19961226 共青团员 汉族 2020

2020700105 贺炳旭 男 19951102 共青团员 汉族 2020

2020700508 邝至会 女 19981201 共青团员 汉族 2020

2020700509 袁谅 女 19981112 共青团员 汉族 2020

2020700510 孙倩 女 19970830 共青团员 汉族 2020

2020700511 吕俊艳 女 19971123 共青团员 汉族 2020

2021700234 常乐 女 19961102 共青团员 汉族 2021

2021700235 程意栋 男 19971024 共青团员 汉族 2021

2021700236 单佳美 女 19961022 共青团员 汉族 2021

2021700237 高欣 女 20000131 中共党员 汉族 2021

2021700238 郭潇姣 女 19980901 中共预备党员 汉族 2021

2021700239 黄湘琴 女 19961212 共青团员 汉族 2021

2021700240 刘婧 女 19970703 共青团员 汉族 2021

2021700241 刘权康 男 19981015 共青团员 汉族 2021

2021700242 齐雨娟 女 19980804 共青团员 汉族 2021

2021700243 饶瑞蝶 女 19980704 共青团员 汉族 2021

2021700244 姚文语 女 19980221 共青团员 汉族 2021

2021700245 张桂源 男 19970915 共青团员 侗族 2021

2021700246 张亚婷 女 19970508 中共党员 汉族 2021

2021700289 方客美 女 19991012 共青团员 汉族 2021

2021700290 郭玉婷 女 19990322 共青团员 汉族 2021

2021700291 刘蕾 女 19971208 共青团员 汉族 2021

2021700292 徐磊 男 19990122 共青团员 汉族 2021

2021700293 赵培培 女 19971214 共青团员 汉族 2021

2021700294 朱杰 女 19970214 共青团员 汉族 2021

表2 21届工商管理毕业生就业情况表

学号 姓名 单位名称 单位所在地区 单位性质

2018700156 宋紫微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 高校

2018700157 田丽芳 太原达德通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私营企业

2018700159 向蓉 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 私营企业

2018700160 张嫚 固安捷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 三资企业

https://yjsgl.jsu.edu.cn/gmis/xjgl/xsinfoshow.aspx?num=8B37285017CB518551CE8AC14F476ABF
https://yjsgl.jsu.edu.cn/gmis/xjgl/xsinfoshow.aspx?num=22D683C41D105F66ADFF1B8234864170
https://yjsgl.jsu.edu.cn/gmis/xjgl/xsinfoshow.aspx?num=2DD3B6A8DEA32DFCFC501FCE8EF4E15D
https://yjsgl.jsu.edu.cn/gmis/xjgl/xsinfoshow.aspx?num=0327B83A712445FFB2FD5E94887C618F
https://yjsgl.jsu.edu.cn/gmis/xjgl/xsinfoshow.aspx?num=28152727E4EC308C4C0ACB6CC53BD8FA
https://yjsgl.jsu.edu.cn/gmis/xjgl/xsinfoshow.aspx?num=1E9C7861219B94A9A00E87928CF9264E
https://yjsgl.jsu.edu.cn/gmis/xjgl/xsinfoshow.aspx?num=D6D1F0A287BCCB2F4C5DC001180D55CC
https://yjsgl.jsu.edu.cn/gmis/xjgl/xsinfoshow.aspx?num=C38DDEADE07C512918EAD8AE23DAB6DA
https://yjsgl.jsu.edu.cn/gmis/xjgl/xsinfoshow.aspx?num=4AA21C4EAFE53D4B840F7EADB4D98DFF
https://yjsgl.jsu.edu.cn/gmis/xjgl/xsinfoshow.aspx?num=9C5C473D2BB4593DDFBB53ED09B834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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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00161 郑粤 长沙市培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私营企业

2018700155 李璐 吉首大学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
高校

2018700162 左林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分行
安徽省合肥市 金融机构

2018700158 向敏 怀化市商务局 湖南省怀化市 机关单位

2018700163 胡晓琰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株洲市 高校

2018700164 蒋红艳 湘潭理工学院 湖南湘潭市 高校

2018700168 李佳晶 三亚学院 海南三亚市 高校

2018700171 庄静
张家界市武陵源文化与旅游广

电体育局
张家界武陵源区 机关单位

4.研究生导师状况

学位点现有导师17名，生师比为3.18：1，共有专任教师40

人，其中教授11人、副教授17人，博士22人，教育部新世纪人

才计划人选2人，湖南省“百人计划”专家1人，省级学科带头人

2人；博士生导师3人，教师年龄结构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学缘结

构合理，多来自中山大学、中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南开大学

等国内著名高校，全年生师比仅为1：1。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 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根据研究生教育管理的需要，成立了以主管研究生思想政治

工作的学院党委书记为组长、分管研究生教育培养的副院长为副

组长、研究生专职秘书、研究生导师代表、为成员的院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小组；组建了学院研究生党支部和班委会、团支

部，完善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2. 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学位点在研究生入学初即开展了研究生入学教育，对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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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进行教育，通过深入推进

师德师风建设，广大教师坚持立德树人，坚持以“四有好老师”

严格要求自己，师德师风建设成效显著。为真正做到让2021级研

究生新生“稳心、暖心、贴心”，学院领导和班主任与2021级研

究生新生一起欢度佳节，同时邀请已考上博士研究生的孟霏、周

宇以及王璋三位毕业生与研究生新生开展学习经验交流会。

教师理想信念更坚定。广大教师牢固树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想信念，扎根湖南西部和民族地区，甘于奉献，为湘西教育

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完成了第5 部《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

报告》，先后向国务院扶贫办、国家民委、湖南省政府等提交研

究报告、提案、建议等 10余项，获得批示或采纳3项。具有“湖

南省我最喜爱的青年教师”“芙蓉百岗明星”“湖南省优秀党务

工作者”等一批优秀教师，先后获共青团中央“五四红旗团总支”、

“全省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共青团湖南省委“青年文明

号”等荣誉称号。教师们利用“风雨湖大讲堂”等平台强化与学

生的沟通交流，2021年指导学生获评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创业

大赛等省级以上竞赛奖励10余项、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立

项2项、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篇，教师获湖南省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教改研究项目立项 1项、获评湖南省研究生优秀教学团

队1项。

3. 学位点文化建设情况

本年度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立德树人具化为培养

学生经世济民情怀，着力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形成思政教育大

格局。

（1）衔接“课内课外”，创新课程思政改革。推行“问题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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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理剖析”课程教学模式，建立“思政课+专业课+通识课”的

大思政课程育人体系。依托“精准扶贫首倡地”区位优势，从“传

统文化+国家战略+经济伦理”三维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将专业

知识传授、科学精神养成、学术理想培养有机融合。打造“三季

育人”品牌，“新生季”环境熏陶新生“享温暖、增认同、转身

份”，“学习季”课程引导学生“受启发、传价值、导言行”，

“毕业季”实践历练学生“树理想、明责任、勇担当”。

（2）打造“三个文化”，推进社会实践开展。打造“弘扬红

色文化”实践活动，依托“灯塔学子”志愿服务、“青年红色筑

梦之旅”活动，开展红色实践，传承红色基因。实施“传承传统

文化”实践活动，依托五四歌咏比赛、武陵风情风俗走访活动等，

传承传统文化。开展“打造职业文化”实践活动，依托“千村大

调查”“贫困县退出第三方评估”等，打造职业文化。

（3）管控“线上+线下”，筑牢意识形态阵地。依托“吉大

商学院”“研经商思”公众号和“易班网”等线上思政教育平台，

制定《网站群平台管理办法》《新媒体平台管理办法》，加强线

上宣传阵地管控。严格执行“一会一报”“一事一报”制度；严

格出版物“三审三校”制度，加强教材、教辅资料、学生论文的

内容审查，加强线下宣传阵地监管。

（4）政治建设，让思想引领强起来。在人才引进、导师评聘、

职称评定中把师德师风作为首要标准，依托“十八洞村”讲好中

国脱贫故事。聚焦组织建设，让作用发挥强起来。落实“党支部+”

工作方案，建设十八洞村乡村振兴学院，组织贫困县退出第三方

评估，夯实党支部支撑学科发展着力点。聚焦人才建设，让支部

书记强起来。把支部书记作为人才储备进行培养，选拔优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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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人”。

4. 学位点日常管理、服务工作情况

学位点积极组织研究生开展各种主题活动，本年度共组织或

参加元旦晚会、毕业晚会、湖南省第八届高校研究生英语翻译大

赛、英语演讲大赛、研究生辩论赛、第十四届“挑战杯”湖南省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第十三届“华中杯”大学生数学

建模挑战赛、“正大杯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全国研

究生选拔赛、 第七届“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

国赛、吉首大学第二届MBA案例大赛、全国MPACC 案例大赛等丰

富校园文化生活的活动，且都有较好的成绩，其中获2021年第十

四届“挑战杯”湖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团体一等奖

1项；2021年第十三届“华中杯”大学生数学建模挑战赛获团体

二等奖；第七届“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国赛

获团体三等奖；第六届湖南省高校MPAcc 企业案例大赛获团体三

等奖；“正大杯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全国研究生选

拔赛获团体优胜奖（表3）。

表 3 2021 年研究生学科竞赛获奖情况统计表（部分）

序号
实施教

学单位
获奖项目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

师

奖励授予

单位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获奖类别

（团体或个

人）

备

注

1 商学院

第七届“东方财

富杯”全国大学生

金融精英挑战赛国

赛

文静、姚

爽、黄丽
钟高峥

共青团中

央青年发

展部

三等

奖

2021.

8
团体

2 商学院

“正大杯全国大学

生市场调查与分析

大赛”全国研究生

选拔赛

邱玉、黄

丽、张婧

婷、刘怡

瑶、郝孟珂

张琰飞

北京大学；

中国商业

统计学会

优秀

奖

2021.

5.16
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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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学院

2021 第十四届“挑

战杯”湖南省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

李松林、李

昊、殷悦、

白杏

李琼、张

琰飞、唐

琪

共青团湖

南省省委、

湖南省教

育厅等

一等

奖

2021

年8月
团体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1. 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面向中西部地区企事业单位人才需要，

坚持内涵式发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

深度融合，将“新商科”与“新文科”人才理念全方位深层次融

入工商管理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知国情、有道德、善管理、敢

创业的工商管理高级专门人才。对照“新商科”和思政教育要求，

构建多学科交叉的课程框架体系，建成“大数据素养”“特色资

源开发管理”“减贫与发展”课程群。同时开发本土课程资源，

打造一流课程教学内容。聚焦贫困地区工商管理学生学科知识、

职业素质培养，充分开发已出版《贫困地区创业管理案例》《欠

发达地区创业》《金字塔底层创业》《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

《旅游文化学导论》等本土特色教辅教材在研究生教育教学中的

应用。在方法上深入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实施一流课程教学模式。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构建“互

联网+专业教育”智能课堂教学模式；要求所有课程军都建成了课

程网站，支持任课教师开展在线教学。依托本土课程资源开展案

例研讨式教学，推行以能力培养为导向、以问题探究为中心的“教

师引导-学生参与”式研究性教学体系。把教学质量作为职称评聘

首要标准，开展教学型教授、副教授评聘；改革年终绩效分配，

把参与教研活动、编写教材案例、指导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等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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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实施“教学督导+学生”评教制度，并将评价结果与年终

绩效分配挂钩。

2. 导师选拔与培训情况

本年度学位点按照《吉首大学商学院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选

聘办法》新增校内硕士生导师1名（欧阳胜副教授），新增硕士

生导师均实行培训合格再上岗，所有硕士生导师每年定期进行培

训。本年度学位点按照研究生导师的立德树人职责及三全育人标

准对导师展开培训。本年度学位点共有张琰飞、魏风劲等6位老

师通过了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并

派黄祥芳老师参加了教育部举办的“科学规范导师指导行为、建

设一流研究生导师队伍”专题网络培训，两人均顺利结业。

3. 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开展导师师德师风专题培训，要求导师对照研究生导师的立

德树人职责做出自我评估，整改提高，实施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

全面落实师德师风建设相关标准与政策要求。根据学校的相关要

求，学位点认真开展了导师2021年度考核，明确了科研、教学和

素养等各方面的综合要求：对于违反导师行为准则、考核周期内

所指导学生出现学术造假或不端行为者，取消硕士研究生导师招

生资格。

4. 学术训练情况

学位点积极开展学术报告，定期举办学术讲座，组织研究生

参加省、地（市）经济学和管理学学术年会活动。学位点相关研

究所和研究基地也能吸收研究生一起开展科研和学术交流活动，

为研究生创造了较多的学术交流渠道。本年度共举办、承办、参

加了第三届全国“弘扬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红色旅游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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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年会、西研会年会、乡村振兴暨武陵

山区论坛、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2021年年会暨“三高四新”战略

与湖南管理创新学术研讨会、“如何构建中国场景的案例研究”

青年研讨会、“正大杯”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

赛线上公益培训、第三届会计与财务管理及资本市场学术会议、

湖南省第十四届研究生创新论坛“智能决策与智慧社会治理”分

论坛、湖南省会计学科联盟第七次年会暨2021年学术研讨会、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新发展格局暨第四届乡村振兴高峰论坛、中

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2021年会、2021年

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年会、第三届长江经济带体育产业发展论坛、

中国金融与投资论坛“新时代共同富裕与金融发展”学术研讨会、

外国经济学说年会等10余项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共获学会优秀

论文奖项20项（表4）。

表 4 2021 年学会论文获奖统计表（部分）

姓名 奖励名称 获奖时间 主办单位

肖满红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2021 年年会暨学

术研讨会论文评选三等奖
2021.12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肖满红
湖南省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论文征集

活动一等奖
2021.9.13

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湖南省旅游学会

肖满红
吉首大学首届管理学案例编写与分析

大赛二等奖
2021.12.15

吉首大学研究生院；吉

首大学旅游与管理工程

学院

刘卓维
吉首大学首届管理学案例编写与分析

大赛二等奖
2021.12.15

吉首大学研究生院；吉

首大学旅游与管理工程

学院

刘卓维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2021 年年会暨学

术研讨会论文评选三等奖
2021.12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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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玉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2021 年年会暨学

术研讨会论文评选三等奖
2021.12.6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邱玉
吉首大学首届管理学案例编写与分析

大赛三等奖
2021.12.16

吉首大学研究生院；吉

首大学旅游与管理工程

学院

黄丽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2021 年年会暨学

术研讨会论文评选三等奖
2021.12.6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曾媛媛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2021 年年会暨学

术研讨会论文评选三等奖
2021.12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曾媛媛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2021 年年会暨学

术研讨会论文评选二等奖
2021.12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李仕玉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2021 年年会暨学

术研讨会论文评选三等奖
2021.12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赵丽芳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2021 年年会暨学

术研讨会论文评选三等奖
2021.12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赵丽芳 湖南省西部综合研究开发会三等奖 2021.11
湖南省西部综合研究开

发会

赵学康
山东财经大学研究生论文大赛二等

奖
2021 年 山东财经大学

俞益亮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论文二等奖 2021 年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童志熠
山东财经大学研究生论文大赛二等

奖
2021 年 山东财经大学

单中瑞
山东财经大学研究生论文大赛二等

奖
2021 年 山东财经大学

俞益亮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论文三等奖 2021 年 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

韩荣荣 湖南省旅游协会论文二等奖 2021 年 湖南省旅游协会

5. 学术交流情况

学位点每月利用周末的时间定期为研究生举办“风雨湖大讲

堂”，由学位点的外聘专家、本校教授、具有博士学位（或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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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的青年教师主要讲授，研究生们踊跃发言，其他老师点评

或补充，每堂至少有3-4名具有博士学位或在读的博士教师到场

参与点评，研究生参与热情很高，2020年一共进行了6讲，具体

内容在微信公众号“研经商思”——风雨湖大讲堂内详细报导。

除此之外，学位点举办了以研究生主讲的以每学期双周周二

晚上为固定时间的研究生沙龙“齐鲁研论”，每堂之少有2-3名

具有博士学位或在读博士教师到场参与点评，研究生们踊跃发言，

其他老师点评或补充，具体内容通过“研经商思”微信公众号详

细报导。

学位点不仅从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单

位聘请了大量专家来校讲学，同时创造性地定期组织学位点在读

研究生与优秀毕业研究生进行行科研交流，以保证优秀学术研究

方法与氛围的传承。本年年度共邀请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现厦门大

学博士研究生周宇、深圳大学博士研究生孟菲、同济大学博士研

究生廖凯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王璋、天津财经大学

博士研究生张晓丹等优秀学生与在校学生进行学术、学习交流，

以保证优秀学术研究方法与氛围的传承。

学位点一方面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研经商思”微信公众号，

及时推送学术讲座信息、分享学术研究成果、争鸣学术热点、交

流学术研究心得、宣传学术达人，另一方面借助学院、武陵山片

区扶贫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网站平台，定期报道研究生学术沙龙

动态，积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通过一年来的努力，学位点研

究生学术氛围明显提升。

6. 研究生奖助情况

本年度共组织了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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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及研究生三好学生、优秀干部、优秀学位论文等各项评奖评

优工作。各项评奖评优均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按程序、守

时间完成。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1. 人才培养情况

21级研究生入学后及时召开了导师和研究生的见面会，落实

每个研究生的导师，并推荐了校外导师。强化学术训练平台建设，

支持导师之间组建导师组，强化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沟通交流。

本年度学位点朱磊同学获湖南优秀硕士学位论文1篇，积极组织

研究生申报各级科研项目，共新增项目17项。其中，苟凯歌、张

婧婷同学的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项，吴丹、杨梦瑶、郭

靓、李仕玉同学的吉首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5项；韩荣荣、

瞿一红、赵丽芳、汤露、邱玉、肖满红、杜荣、周方、李慧等同

学的吉首大学校级科学研究项目10项；现有在研课题达到30余

项。2021 年研究生共发表学术论文16篇，其中SSCI/CSSCI来源

期刊论文 3 篇；共获省级以上竞赛奖励 4 项，学会学术论文奖励

10余项，其中获湖南第十四届“挑战杯”湖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1项；举办吉首大学第二届MBA案例大赛，

积极组织参赛；组织研究生参加吉首大学首届管理案例大赛，获

得校级二等奖和三等奖各1项，实现学位点研究生参加案例大赛

全覆盖。由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

心、农业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信息所、浙

江大学-IFPRI 国际发展联合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湘西学龄前儿

童营养改善试点项目"评估调研在湘西州龙山县、永顺县等地进

行，学位点10名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评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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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队伍建设情况

目前学位点共有专任教师40人，其中教授11人、副教授17

人，博士22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人选2人，湖南省“百人

计划”专家1人，省级学科带头人2人；博士生导师 3人，硕士

生导师 28 人，教师年龄结构以中青年教师为主，45 岁以下教师

21位，占比50.25%；学缘结构合理，多来自中山大学、中南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全年生师

比仅为1：1。

导师队伍的主要方向：（1）旅游管理方向：粟娟、黄炜、许

建、尹华光、蔡建刚、李付坤。（2）技术经济管理与企业管理方

向：张琰飞、张怀英、龙海军、袁明达、黄祥芳、李明、欧阳胜。

（3）财务与会计方向：冯来强、朱海英、周信君、李英、王先述、

张霞、唐振宇。

积极组织导师申报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欧阳胜

老师的《基于创业教育实践的民族地区会计专业硕士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被推荐参加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改研究项目的评

选，袁明达老师的项目《新时期民族地方高校商科类硕士生导师

胜任力评价研究》、黄祥芳老师的项目《面向研究生科研创新能

力培养的数据素养教育改革研究》获校级立项。积极组织申报2021

年研究生优质课程、高水平教材、优秀案例的申报，“管理学（中

级）”课程获准参加湖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评选，《大智慧移云

促转型，成本管理数字化——Y集团智慧零售的成本管理之道》被

立项为吉首大学研究生优秀案例立项项目。经学校学术委员会评

审，学位点“村镇银行发展与治理创新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顺

利通过年度检查。积极支持导师申报各种人才项目，推荐参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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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湖湘英才计划人选1人，推荐参评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1人。

3. 科学研究情况

学位点本年度共发表论文或出版专著40篇（部），年人均1

篇（部）。年度新增省部级以上纵向项目立项10余项，总经费近

200万元，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2项、国家自科基金项目立

项1项；教师团队研究成果获湖南省社科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

等奖1项，湘西州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1项；

成功发布第五部连片特困区蓝皮书（2020-2021）；学位点教师成

果获湖南省“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党的建设成就与经验理论

研讨”优秀论文三等奖；学位点邀请了龙花楼、张琦、谢志华、

王善平等数位国内外知名专家来院讲学，并邀请孙久文、邓光奇

等数十位国内外知名专家通过线上形式开展讲学并对学位点科研

和学科建设工作进行指导10余次。

4. 传承创新优秀学科文化情况

本年度，学位点团队高质量完成了《湘西自治州“十四五”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规划》，已获中共湘

西州委、州人民政府“十四五”规划领导小组审核通过；承接吉

首市发改委、商务局委托的《吉首市“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

高质量完成“湘西自治州旅游抽样调查”，并编撰完成《湘西州

文化旅游商品产业链发展规划》、《湘西自治州智慧旅游规划》、

《矮寨·十八洞·德夯大峡谷旅游景区概念性规划纲要》等工作，

为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智慧贡献。主要由学位点教师参

与编写的《摆脱千年贫困的湘西探索与实践：精准扶贫首倡地样

本解读》一书出版并在十八洞村举行赠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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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际交流合作等的改革创新情况

学位点本年度一直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易君健教授合作联上研

究生《计量经济学》，授课效果显著，但因疫情影响继续开展线

上课堂；并与日本鹿儿岛大学开展定期交流，就联合人才培养和

项目研究已基本达成合作协议。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1.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1）引进和稳定高水平学科带头人、中青年学术骨干比较困

难。学校位于湘鄂渝黔四省交汇处的老少边山穷地区，区位劣势

和经济弱势使得引进和稳定高水平人才较为困难。

（2）学位点导师的科研创新能力相对不足。近年来，由于高

档次论文的发表难度持续加大，学位点导师和研究生发表高质量、

高级别论文的数量有一定的下降。由于导师数量少，研究方向比

较分散。导师团队建设还比较滞后，部分导师的责任心不足，教

学科研成果偏少，对研究生的指导能力有限。

（3）师生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相对较少。学校所在地吉

首市通往大都市的交通相对闭塞，“走出去”和“请进来”相对

不便且成本较大，导致师生参加高水平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学科

举办各类学术会议的次数都相对较少。

（4）学校外文图书资料相对不足，缺乏商学数据库。尽管本

学科现有专业相关图书资料5 万余册，专业相关期刊70 余种，

但外文图书资料相对不足，外文期刊种类偏少，使得文献资料查

询存在一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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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学位点学位论文的全程实行“源头控制、过程监督、出口从

严”策略，实施“审题—开题—中期检查—校内专家评阅—预答

辩—校外盲审—答辩”等环节，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实行严格的“双

盲”审核制度，对盲审意见为“不同意答辩”的不予答辩。论文

答辩邀请校外相关研究领域专家主持，对答辩未通过者严格按照

答辩委员会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

员会成员中，要有博士学位 或教授职称的学科内专家。由于管理

规范、指导严谨，严格把控论文 质量关，2021年，学位论文盲评

通过率达100%，答辩通过率为 100%；朱磊同学获省级优秀学位论

文奖励。本年度本学位点没有省学位办抽检论文。

六、改进措施

坚持立足大湘西，面向大武陵，服务大基层的办学定位，科

学制定和完善学位“十四五”建设规划。抢抓“十四五”学科发展、

委省共建以及学校获得湖南省双一流高校建设机遇，积极争取各级政

府在政策、项目和经费方面的支持，提高研究水平，强化学科特色，

不断提高学位点综合实力。

（1）实施研究生金课建设工程。推进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项目，

实现课程教学与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以培养方案优化为基

础，持续推进学术研究生课程设计和课程内容的持续更新。出台课程

教学考核与激励机制，强化课程教学督导，激发任课教师提升教学质

量的积极性，支持和鼓励任课教师积极申报省级一流研究生课程；鼓

励和支持任课教师立足研究生培养特色，充分立足本土资源案例和研

究成果，编写并出版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生教材。鼓励和支持任课教

师立足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要求，持续推进教学手段“现代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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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前沿化”、教学资源“本土化”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进一

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完善“三层次，三结合”的课程体系，即

按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选修课三个层次设置课程，坚持理

论与应用相结合，选修课与方向前沿研究相结合，研究选题与区

域发展相结合，强化课程特色；

（2）实施研究生金牌导师建设工程。努力引进高水平学科带头

人和高层次中青年学术骨干；针对西部民族地区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

要，积极邀请国内外专家来校指导，主动争取专家理解和支持，加快

学科建设步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推进研究团队建设，以服务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搭建较高层次学科

平台，引进和培养较高水平学科队伍。高度重视导师能力和素质建设

工作，充分利用好对口支援高校资源，通过定期培训和交流学习，切

实提升导师的指导能力和水平。支持和鼓励老师积极申报校级和省级

研究生教研教改项目，鼓励和支持导师持续创新研究生培养机制，不

断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推进导师考核与激励机制创新，突出研究生

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主体地位，激发导师责任心和积极性。

（3）推进研究生培养平台建设工程。加大投入，坚持“请进来”

与“走出去”并行，通过主办、承办、协办各类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为本学科师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搭建平台；积极创造有利条件，支持

师生赴海内外学习交流，开阔学术视野，提升学术水平。定期举办研

究生案例讲座和学术沙龙，切实提升研究生参加案例大赛的质量。强

化对外交流合作，紧密联系相关学科教指委和专家学者，举办好风雨

湖大讲堂等教育平台。加强与学院校友联系，强化校友资源利用，发

挥校友在案例开发、研究生实习等方面的特殊作用。支持和鼓励老师

积极申报校级和省级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切实提升基地的建设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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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充分利用教育部确定的对口支援高校—中山大学和湖南省政

府确定的对口支援高校—湖南师范大学的图书资源和数据库资

源，部分解决外文资料不足的问题。

（4）实施研究生科研创新素质提升工程。发挥好风雨湖大讲堂、

研究生学术沙龙等学术交流平台的作用，鼓励和支持研究生进行论文

成果、案例探索、想法创思等类型的学术报告和学术交流；鼓励和支

持研究生申报各级各类课题、参与导师课题研究、参与学术交流、参

与社会服务，支持研究生发表高质量论文和攻读博士学位，切实提升

自身科研创新能力。以湖南省 MBA 企业案例大赛、湖南省 MPAcc 企业

案例大赛、湖南省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

大赛等项目为基础，切实发挥导师的积极性，以赛促学，持续推进研

究生学科竞赛项目质量提升。创新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机制，建设一

批高质量的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和实践课程，强化研究生实践培养环

节的考核与服务，切实提升实践培养环节质量。

（5）创新研究生教育管理机制。发挥好学院党委、行政、导师

等主体的协同作用，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推进研究生的精细化

管理，按照项目管理的机制管理各项工作，按照工程思维来推动过程

管理，不断优化研究生教育管理的流程，做好研究生培养和管理各环

节的质量控制。提升研究生教育品牌意识，推进研究生高水平论文、

高水平项目和高水平奖项等“三高”工程。持续优化研究生教学环境，

推进研究生案例讨论室、研究生自习室、学术沙龙室、专业教室等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管理质量和管理水平。推进研究生教育与学科建设

融合，切实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强化研究生教学督导和学风建设，

落实好导师责任制，确保研究生授课质量。做好调查研究，强化研究

生招生宣传工作，切实提升报考数量和质量。进一步强化培养质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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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体系建设，加大经费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培养过程管理，强

化导师责任，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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