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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研究生教育概况 

河北经贸大学是河北省重点建设的骨干大学，是一所以经济学、

管理学、法学为主，兼有文学、理学、工学和艺术学的多学科财经类

大学。学校从1999年开始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研究生学位授权门

类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和艺术学，

其中，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0个，二级学科1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

权类别19个。 

学校现有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511人，其中，校外导师46人；有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入选者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2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2人，全国优秀教师5人，

河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30人，河北省杰出专业技术人才7人，河北

省“三三三人才工程”入选者91人次，河北省优秀社科青年专家12人，

河北省优秀教师12人，河北省青年拔尖人才8人，河北省优秀教师12

人。截至2023年12月，研究生在校生人数3364人，其中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2644人、非全日制硕士学位研究生720人。本学年，学校共投入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经费6000多万元。 

学校拥有“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实验中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和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是河北省唯一一家双国家级实验

中心。学校拥有21个省级科研平台，包括：河北经贸大学现代商贸服

务业研究中心、河北经贸大学金融与企业创新研究中心、河北经贸大

学伦理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河北经贸大学地方法治建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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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高校信息获取与应用技术研发中心、河北经贸大学社会德治与

法治协同创新中心、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河北省经济发展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基地、河北省道德文

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河北省军民融合产学研用创建基地、河北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河北经贸大学研究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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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研究生规模及结构 

2.1 招生规模与结构 

学校 2023年计划招收各类研究生 1321人，其中学术学位硕士

研究生 410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911人。按照学习形式分类，

全日制 1083人，非全日制 238人。招生计划较 2022年增加 87人，

同比增长 7.1%。 

2.2 硕士研究生录取 

2023 年我校录取硕士研究生 1321 人，其中未报到 22 人；通过

推免方式录取 4 人。录取研究生中学术学位硕士 410 人，占 31.0%，

详细情况见表 2-1；专业学位硕士 911人，占 69%详细见表 2-2。未报

到研究生中，学术学位硕士 9人，专业学位硕士 13人。 

表 2-1 河北经贸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学术学位分专业录取情况汇总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习形式
 

分类
 

一志愿

录取数
 

最终录

取数
 

未报

到数
 

010105 伦理学

 
全日制

 
学术硕士

 8 9  

020100 理论经济学

 
全日制

 
学术硕士

 0 8  

020200 应用经济学

 
全日制

 
学术硕士

 9 31 2 

020204 金融学

 
全日制

 
学术硕士

 1 9  

030100 法学

 
全日制

 
学术硕士

 89 89 4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全日制

 
学术硕士

 49 49  

050300 新闻传播学

 
全日制

 
学术硕士

 19 35 1 

071400 统计学

 
全日制

 
学术硕士

 20 20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全日制

 
学术硕士

 11 22 1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学术硕士

 4 14 1 

120200 工商管理

 
全日制

 
学术硕士

 3 29  

120201 会计学

 
全日制

 
学术硕士

 16 18  

1204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学术硕士

 77 77  

学术硕士合计 —— 284 4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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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河北经贸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分专业录取情况汇总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习形式
 

分类
 

一志愿

录取数
 

最终录

取数
 

未报

到数
 

025100 金融

 
全日制 专业硕士 51 51  

025200 应用统计

 
全日制 专业硕士 39 39  

025300 税务

 
全日制 专业硕士 27 39 1 

025400 国际商务

 
全日制 专业硕士 40 44 1 

025500 保险

 
全日制 专业硕士 18 35  

025600 资产评估

 
全日制 专业硕士 6 30  

025700 审计

 
全日制 专业硕士 45 45  

035101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 专业硕士 58 72 1 

035102 法律（法学）

 
全日制 专业硕士 24 73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专业硕士 7 20  

055200 新闻与传播

 
全日制 专业硕士 25 25  

085404 计算机技术

 
全日制 专业硕士 21 21 1 

086000 生物与医药

 
全日制 专业硕士 13 28  

125300 会计

 
全日制 专业硕士 88 88 1 

125601 工程管理

 
全日制 专业硕士 11 33  

135101 音乐

 
全日制 专业硕士 7 9  

135107 美术

 
全日制 专业硕士 10 11  

135108 艺术设计

 
全日制 专业硕士 10 10  

全日制专业硕士小计 —— 500 673 5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非全日制 115 115 1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非全日制 83 83 2 

125300 会计

 
非全日制 非全日制 7 20 4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非全日制 8 20 1 

非全日制专业硕士小计 —— 213 238 8 

专业硕士合计  713 911 13 

 

2.3 生源结构 

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中，本科层次及以上生源 1303 人，同等学力

层次生源 18人。“双一流”高校生源 20人；本校生源 311人，占 23.5%；

其他院校生源 1010 人，占 76.5%。各专业录取应届往届生源详细情

况如表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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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河北经贸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各专业录取应届往届生源情况表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应届生人

数
 

往届生人

数
 

1 010105 
伦理学

 4 5 

2 020100 
理论经济学

 4 4 

3 020200 
应用经济学

 13 18 

4 020204 
金融学

 4 5 

5 025100 
金融

 23 28 

6 025200 
应用统计

 23 16 

7 025300 
税务

 20 19 

8 025400 
国际商务

 24 20 

9 025500 
保险

 22 13 

10 025600 
资产评估

 20 10 

11 025700 
审计

 24 21 

12 030100 
法学

 44 45 

13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30 19 

14 035101 
法律（非法学）

 20 52 

15 035102 
法律（法学）

 40 33 

16 050300 
新闻传播学

 19 16 

17 055100 
翻译

 6 14 

18 055200 
新闻与传播

 14 11 

19 071400 统计学

 8 12 

20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 15 

21 085404 
计算机技术

 14 7 

22 086000 
生物与医药

 13 15 

23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 2 

24 120200 
工商管理

 20 9 

25 120201 
会计学

 11 7 

26 120400 
公共管理

 42 35 

27 125100 
工商管理

 0 115 

28 125200 
公共管理

 0 83 

29 125300 
会计

 48 60 

30 125601 
工程管理

 0 53 

31 135101 
音乐

 3 6 

32 135107 
美术

 5 6 

33 135108 
艺术设计

 5 5 

合计 542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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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研究生导师队伍 

3.1 导师规模与结构  

3.1.1 导师规模  

学校共有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511人，其中校外导师46人；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社会导师324人。导师队伍中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入选者２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人，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12人，全国优秀教师5人，河北省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30人，

河北省管优秀专家17人，省杰出专业技术人才7人，河北省青年拔尖

人才8人，河北省社科优秀青年专家12人，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

学技术管理专家30人，河北省优秀教师12人，河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7人。2023年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59人，学科分布见表3-1。 

表3-1  2023年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学科分布 

学科类别 新增导师人数 

应用经济学 2 

法学 3 

统计学 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管理科学与工程 6 

工商管理 5 

公共管理 6 

税务 1 

资产评估 1 

会计 1 

金融 8 

法律 3 

新闻与传播 4 

艺术 2 

应用统计 1 

生物与医药 1 

工商管理（MBA） 1 

公共管理（MP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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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MEM） 2 

合计 59 

 

3.1.2 导师队伍结构 

（1）职称结构 

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具有正高级职称238人，占比为46.58%，具有

副高级职称234人，占比为45.79%。具有中级职称39人，占比为7.63%。

职称结构见图3-1。 

 

图3-1 硕士研究生导师职称结构图 

（2）年龄结构 

硕士研究生导师中35岁以下25人，占比为4.89%，35-44岁166人，

占比为32.48%，45岁-54岁196人，占比为38.36%，55-59岁107人，占

比为20.94%，60岁以上17人，占比为3.33%，年龄结构见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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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硕士研究生导师年龄结构图 

（3）学历结构 

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具有博士学位415人，占比为81.21%；具有硕

士学位87人，占比为17.03%；具有学士学位9人，占比为1.76%。学

历结构见图3-3。 

 
图3-3 硕士研究生导师学历结构图 

全校硕士研究生导师与硕士研究生的生师比为5.17: 1，生师比

最高的工商管理学院为10.52:1，生师比最低的经济研究所为0.85:1；

生师比高于平均值的学院有5，低于平均值的学院有12；各学院硕士

生师比详情见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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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2022-2023学年各学院硕士研究生与导师生师比 

    

财政税务学院 153 20 7.65:1 

法学院 589 56 10.52:1 

工商管理学院 69 32 2.16:1 

公共管理学院 170 37 4.60:1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 28 3.71:1 

会计学院 438 44 9.95:1 

金融学院 205 34 6.03:1 

经济研究所 36 17 2.12:1 

旅游学院 11 13 0.85: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5 33 5.00:1 

商学院 186 49 3.76:1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78 19 4.11:1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124 32 3.86:1 

外国语学院 40 7 5.71:1 

文化与传播学院 114 30 3.80:1 

信息技术学院 77 28 2.75:1 

艺术学院 82 32 2.56:1 

 2641 511 5.17:1 

3.2 导师队伍建设 

为更好适应我校研究生教育新财经改革发展要求，我校持续加强

研究生导师管理制度建设，在修订研究生导师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出

台了《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进一步从政治品德、

教学、科研、指导工作等方面分类制定导师遴选、考核条件。持续强

化研究生导师的校、院两级管理体系，更好发挥导师管理、服务主体

作用。我校按照校内校外标准相同原则，吸纳了一定比例的校外精英

人士和行业专家担任兼职研究生导师，开展合作培养。 

3.3 导师培训 

学校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继续强化了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

进一步建立健全以岗前培训、业务学习、经验交流、专题研讨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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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形式，常态化的研究生导师培训体系，助力我校研究生导师更好地

履行职责、提升能力，做好研究生成长成才的引领者。 

本学年，学校围绕新时代培养高层次人才，落实学校研究生教育

“十四五”发展规划，研究生导师更好履职尽责，持续推进我校研究

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对全体新聘导师开展了集中培训和指导

工作经验交流活动，促进广大研究生导师充分发挥言传身教作用，争

做研究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助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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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研究生课程教学 

4.1 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3年对培养方案进行了全面调整，包括 13个学术学位硕士研

究生培养方案和 20 个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其中新增新闻

与传播、计算机技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此次培养方案调

整要求：凝练和突显我校研究生培养特色，明确各学科专业研究生培

养目标，科学设置研究方向和课程体系，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

创新发展交叉学科方向，着力推进新兴交叉学科发展，通过教学过程、

学术训练、实践活动、学位论文等培养环节，构建多元化高层次人才

培养体系，使培养环节设计合理，并明确了关键环节考核标准和分流

退出措施。 

表 4-1  2023 级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序号 专业 类别 

1 伦理学 学术学位培养方案 

2 理论经济学 学术学位培养方案 

3 应用经济学 学术学位培养方案 

4 金融学 学术学位培养方案 

5 法学 学术学位培养方案 

6 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术学位培养方案 

7 新闻传播学 学术学位培养方案 

8 统计学 学术学位培养方案 

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术学位培养方案 

1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术学位培养方案 

11 工商管理 学术学位培养方案 

12 会计学 学术学位培养方案 

13 公共管理 学术学位培养方案 

14 金融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15 应用统计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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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税务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17 国际商务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18 保险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19 资产评估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20 审计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21 法律（非法学）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22 法律（法学）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23 翻译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24 新闻与传播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25 计算机技术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26 生物与医药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27 工商管理（MBA）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28 公共管理（MPA）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29 会计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30 工程管理（MEM）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31 音乐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32 美术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33 艺术设计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4.2 研究生课程开设 

本学年共开设硕士层次各类研究生课程 903门。其中，2022 年

秋季学期开设课程 473门，其中公共课 6门，专业课 467 门。2023年

春季学期开设课程 430 门，其中公共课 4门，专业课 426门。 

4.3 研究生教室资源 

研究生专用教室共计30个，均为多媒体教室。本学年研究生课程

总学时数共计39246学时。其中，2022年秋季学期合计20228学时，2023

年春季学期合计19018学时。本学年研究生教室的平均利用率为

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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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采取校内与校外实践相结合、集中

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模式开展。 

校院级实践基地情况见表5-1。省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践基

地6家（含省级示范基地1个）见表5-2。 

表5-1 校院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 

基地名称/合作单位名称 依托单位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财税学院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河北中联光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河北嘉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河北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河北嘉城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河北分所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财税专业人才培养共建基地——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财税专业人才培养共建基地——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税务局直属分局 

财税专业人才培养共建基地——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事务管理

中心 

财政税务学院实习基地——国兴普华税务师事务所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法学院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省司法厅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省人大法工委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石家庄市铁路运输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石家庄铁路运输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石家庄长安区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石家庄市桥西区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石家庄市桥西区公安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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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司法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栾城区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省赞皇县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省赞皇县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新乐市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赵县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正定县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智律律师事务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北京市信利（石家庄）律师事务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北京德和衡（石家庄）律师事务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钧日律师事务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美东律师事务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法学院 

 

河北盈科律师事务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恩为律师事务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和泽律师事务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衡水市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张北县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海兴县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海兴县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盐山县常庄乡政府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盐山县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盐山县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承德市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滦平县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鸡泽县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鸡泽县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大名县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邱县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肥乡县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四川天润华邦律师事务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吉林省延边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俄罗斯乌拉尔国立法律大学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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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市仲裁委员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邯郸市广平县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石家庄市燕赵公证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廊坊市文安县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邯郸市磁县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石家庄市无极县人民检察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天宏律师事务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石家庄市平山县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雄安新区雄县人民法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实践基地 

公共管理学院 

河北省政协理论与行政能力培养实践基地 

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合作实践基地 

石家庄市长安区劳动就业服务局实践基地 

河北陆源土地规划咨询有限公司实践基地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金融学院 

 

河北银行 

河北斯唯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河北恒银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营业部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鸿泰鼎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桥西支公司 

河北省小额贷款协会 

河北省保险学会 

中国大地保险河北分公司 

河北建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营业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分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 

北京知链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金融与民间资本商会 

广州中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圣源祥保险销售服务集团 

河北源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优易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源达证券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 

大家保险河北省分公司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质量年度报告（2022-2023学年） 

16 

石家庄博深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商学院 

河北昊德橡塑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隆盛金属矿产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珏秀进出口有限公司 

河北环海物流有限公司 

石家庄洛杉奇食品有限公司 

生物科学与工

程学院 

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大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微生物研究所 

沧州兴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鑫合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益彰食品酿造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河北省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河北省健海生物芯片技术有限公司 

唐山挨个来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一然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蓓特丽洗涤用品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喜之郎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邯郸丛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今麦郎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昭衍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金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数学与统计学

学院 

石家庄科技信息研究所 

河北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瑞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外国语学院 北京策马翻译有限公司 

天津华译语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赞比亚孔子学院研学基地 

文化与传播学

院 

尼泊尔孔子学院研学基地 

中国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康伯斯维尔大学研学基地 

鹿泉融媒体中心 

正定融媒体中心 

献县融媒体中心 

石家庄日报社融媒体中心 

井陉融媒体中心 

报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藁城区广播电视台 

石家庄市广告协会实习基地 

河北雅风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实习基地 

河北众美广告有限责任公司验研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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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石家庄市金诺信市场调查有限公司 

河北传媒集团研学基地 

河北科技出版社研学基地 

河北人民出版社研学基地 

河北教育出版社研学基地 

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研学基地 

河北经济日报社研学基地 

河北科技报社研学基地 

文化与传播学

院 

河北工人报社研学基地 

河北法制报社研学基地 

河北青年报研学基地 

现代物流报社研学基地 

香港文汇报河北记者站研学基地 

中国旅游报河北记者站研学基地 

光明日报河北记者站研学基地 

邯郸市丛台区研学基地 

河北和林投资有效公司研学基地 

石家庄市中仁广告艺术有限公司研学基地 

石家庄都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研学基地 

河北天马星宇传播有限公司研学基地 

河北益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研学基地 

河北春秋传媒公司研学基地 

河北玛雅影视责任有限公司研学基地 

河北省供销社研学基地研学基地 

石家庄市北苑街道办事处研学基地 

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研学基地 

河北电视台经济频道研学基地 

石家庄市电视台文化娱乐频道研学基地 

秦皇岛昌黎广播电视局研学基地 

新闻中心 

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 

艺术学院 

 

河北交响乐团 

河北心连心艺术团 

河北省歌舞剧院演艺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歌舞剧院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石家庄市秦川艺校 

河北恒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石家庄恒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正定县融媒体中心 

石家庄方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晏钧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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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蝴蝶博物馆 

知本品牌策划（北京）有限公司 

河北画院 

武强年画博物馆 

河北经贸大学附属中学 

河北省电视台 

石家庄市电视台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科学与工

程学院 

河北冀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新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钢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人天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会计学院 

 

石家庄金税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跃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天达晶阳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玖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高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十六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天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华盛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中路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河北分所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石家庄德泰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满好会计师事务所 

河北经贸大学信息技术实践教育基地/河北东软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学院 

 

河北经贸-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教学实习基地/河北跃迪新能源科技集团 

河北经贸-用友实践教育基地/用友集团 

河北经贸-中软人才培训基地/中软集团 

河北经贸-腾讯云+人才培养基地/腾讯集团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实习基地/河北商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实习基地/中科普开（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挖掘与分析教学实习基地/河北信息资源管理中心 

河北经贸-物联网研究院实训基地/石家庄物联网研究院 

河北经贸-航天信息教学实训基地/河北航天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经济出版社 

工商管理学院 

河北瑞春纺织有限公司 

河北瑞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贝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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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国有资本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博深文化产业园 

井陉县委宣传部 

信誉楼百货集团 

河北经贸大学附属中学 

今麦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雄安雄州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雄安科筑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深泽县委 

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河北方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洛杉奇食品有限公司 

正定国际小商品城集团 

 

表5-2 省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 

基地名称 依托学院 
依托专业 

领域 

获批时间

（年） 

河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会计学院 会计硕士 

2015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学院 金融硕士 

2015 

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2016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省级示范基地） 

法学院 法律硕士 
2015 

金诺信市场调查有限公司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应用统计 

2016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2016 

本学年共有两批毕业年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1200余人次在校

内外完成专业实践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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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学位授予及研究生毕业 

6.1 学位授予概况 

2022至 2023学年，我校分别于 2022年 9月 22日、12月 7日、

2023年 6月 6日召开三次校学位评定会议，共授予学术硕士学位 333

人，授予专业硕士学位 583人，授予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 23人。

授予各学院学位情况见表 6-1、表 6-2、表 6-3。 

表 6-1  2022-2023 学年授予各学院学术硕士学位统计表 

学院 专业 
授予 

学位 

学院 

合计 

各学院占比

（%）） 

经济研究所 
应用经济学 7 

10 3.00 
环境经济与管理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伦理学 10 

45 13.51 马克思主义理论 3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 

商学院 

理论经济学 6 

38 11.41 
区域经济学 8 

产业经济学 18 

国际贸易学 6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4 4 1.20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7 17 5.11 

法学院 

法学 27 

78 23.42 
刑法学 11 

民商法学 22 

经济法学 18 

文化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 24 24 7.21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统计学 11 11 3.30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管理 4 4 1.20 

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 18 5.41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15 

18 5.41 
技术经济与管理 3 

会计学院 会计学 20 20 6.01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 2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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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14 

37 11.11 
行政管理 23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7 7 2.10 

合计 333 333  

表 6-2  2022-2023 学年授予各学院专业硕士学位统计表 

学院 专业 
授予 

人数 

学院 

合计 

各学院占比

（%）） 

商学院 国际商务 30 30 5.15 

财政税务学院 
税务 30 

60 10.29 
资产评估 30 

金融学院 
金融 50 

79 13.55 
保险 29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54 

121 20.76 
法律（法学） 67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应用统计 34 34 5.83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与医药 20 20 3.43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MBA) 111 111 19.04 

会计学院 
会计 1 

2 0.34 
审计 1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3 3 0.51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MPA) 48 48 8.24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MEM) 35 35 6.00 

外国语学院 翻译 18 18 3.09 

艺术学院 

音乐 6 

22 3.77 美术 11 

艺术设计 5 

合计 583 583  

表 6-3  2022-2023 学年授予各学院同等学力硕士学位统计表 

学   院 专   业 授予人数 学院合计 
各学院 

占比（%） 

会计学院 会计学 2 2 8.70  

法学院 经济法学 1 1 4.35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6 16 69.57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3 3 13.04  

文化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1 1 4.35  

合计 2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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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 

根据学校学位授予实施细则，学术硕士和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

由研究生学院负责送审，全部进行匿名省外评审，每篇论文聘请两位

外审专家；同等学力人员论文由各硕士点所在单位分别送审，每篇论

文聘请三位专家进行评阅。其中，学术硕士送审为 337人，一人两份

评阅书，共计 674 份；专业学位硕士送审为 597人，一人两份评阅书，

共计 1194 份；同等学力硕士 23人，一人三份评阅书，共计 69 份。

最终外审评阅结果见表 6-4、表 6-5、表 6-6。 

从评阅结果看：学术硕士外审结果为不同意参加答辩的有 4 人，

占学术学位硕士全部评阅结果的 1.19%。专业学位硕士外审结果为不

同意参加答辩的有 14 人，占专业学位硕士全部评阅结果的 2.35%。

同等学力硕士外审结果为不同意参加答辩的有 0人。 

表 6-4   2022-2023 学年各学院学硕学位论文外审评阅结果统计表 

学院 送审人数 
同意参加答

辩人数 

修改后参加

答辩人数 

不同意参加

答辩人数 

经济研究所 10 3 7 0 

马克思主义学院 46 16 29 1 

商学院 39 9 29 1 

财政税务学院 4 0 4 0 

金融学院 17 4 13 0 

法学院 78 30 48 0 

文化与传播学院 24 10 14 0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11 6 5 0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5 0 4 1 

信息技术学院 18 3 15 0 

工商管理学院 18 4 14 0 

会计学院 20 2 18 0 

旅游学院 2 0 2 0 

公共管理学院 38 6 31 1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7 6 1 0 

合计 337 99 2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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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2022-2023 学年各学院专硕学位论文外审评阅结果统计表 

学院 送审人数 
同意参加答

辩人数 

修改后参加

答辩人数 

不同意参加

答辩人数 

商学院 30 8 22 0 

财政税务学院 60 8 52 0 

金融学院 79 22 57 0 

法学院 123 58 63 2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34 15 19 0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20 13 7 0 

工商管理学院 117 9 102 6 

会计学院 2 0 2 0 

旅游学院 4 0 3 1 

公共管理学院 49 7 41 1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39 5 30 4 

外国语学院 18 4 14 0 

艺术学院 22 5 17 0 

合计 597 154 429 14 

 

表 6-6 2022-2023 学年各学院同等学力硕士学位论文外审评阅结果统计表 

学   院 送审人数 
同意参加 

答辩人数 

修改后参加

答辩人数 

不同意参加

答辩人数 

会计学院 2 0 2 0 

法学院 1 0 1 0 

金融学院 16 2 14 0 

工商管理学院 3 0 3 0 

文化与传播学院 1 0 1 0 

合计 23 2 21 0 

答辩结果：333 名学术硕士和 583 名专业学位硕士通过答辩；23

名同等学力人员通过答辩。 

6.3 学位论文抽检 

河北省教育厅对我校 2019 年涉密现已解密的硕士学位论文、

2021年 9月 1日至 2022年 8月 31日期间授予的硕士学位的学位论

文进行抽检，共抽检论文 59 篇。其中，学术学位硕士论文 17 篇，专

业学位硕士论文 38 篇，同等学力硕士学位论文 4 篇。本次抽检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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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优秀论文；有 3 篇“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分别是 2 篇 2019年涉

密现已解密的专硕论文、1 篇同等学力硕士学位论文；良好论文 16 篇；

一般论文 40 篇。详见表 6-7。 

表 6-7  2022 年硕士学位论文省抽检结果统计表 

学位 

类型 

抽检 

篇数 

优秀 

（评分≥90） 

良好 

（80≤评分<90) 

一般 

（60≤评分<80) 

不合格 

（评分<60) 

学术学位 17 0 8 9 0 

专业学位 38 0 8 28 2 

同等学力 4 0 0 3 1 

合计 59 0 16 40 3 

6.4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学校按省学位办的相关要求，组织了 2020/2021学年度省级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参评报送工作。我校有 6 篇论文被评为省级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分别是：法律（非法学）专业研究生李梦竹撰写的《智能投

资顾问法律问题研究》，指导教师王利军；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研

究生王文礼撰写的《边缘计算与云协同任务弹性调度方法研究》，指

导教师王素贞；应用统计专业研究生梁晴晴撰写的《基于CNN与SVM

的融合特征人脸识别研究》，指导教师王倩影；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

闫建钢撰写的《直播电商营销特性对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影响研

究》，指导教师吴国英；金融专业研究生李欣秋撰写的《国内金融市

场间波动溢出效应研究》，指导教师张瑞锋；税务专业研究生朱泉睿

撰写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对节能环保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指

导教师温立洲。 

同时，学校组织开展了 2020/2021学年度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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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工作，评选出 11 篇硕士学位论文为我校 2020/2021 学年度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结果见表 6-8。 

表 6-8  河北经贸大学 2020/2021 学年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 

序

号 
专业 论文题目 作者 导师 

学位

类型 

1 企业管理 

董事会现场会议、过度投资与公司绩效

——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赵飞 石晓飞 学术 

2 

计算机软件

与理论 

基于深度学习与数据降维的视频推荐

算法研究 

马思远 贺萍 学术 

3 企业管理 

不当用户生成内容对顾客打赏的影响

——基于直播弹幕情景的实证剖析 

赵芳芳 杨志勇 学术 

4 金融学 

利率风险对银行股价的影响——基于

经济价值视角 

刘雪薇 辛兵海 学术 

5 产业经济学 

基于电商平台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

研究 

程祥芬 郭娜 学术 

6 金融学 人口老龄化、房价与银行稳定性 庞晓宇 王重润 学术 

7 

计算机应用

技术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医疗影像识别算

法研究 

张琦 张荣梅 学术 

8 金融学 

基于银企关系的中小企业破产风险研

究 

崔晓月 徐临 学术 

9 应用统计学 

我国省际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支出效率

评价及其区域差异分析 

邢琳培 董晓芳 学术 

10 会计 

深创投与东方富海网络位置对企业创

新能力影响的案例研究 

陈芳 李西文 专业 

11 生物工程 

复合营养粉品质评价及降血糖功能研

究 

赵伟 生庆海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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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7.1 研究生教学质量管理  

根据《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教学管理规定》，研究生学院和相关

院所对研究生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进行督促检查。研究生教学督导组

按照《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教学督导组工作条例》对研究生教学秩序

和教学质量进行全过程督查。对相关教学责任事故认定处理参照《河

北经贸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执行。同时每学期由全体研究

生进行网上评教，指标包括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效

果等。 

本学年共开课 903门次，研究生网上评教结果见图 7-1。 

 

图 7-1 研究生网上评教结果 

7.2 研究生课程建设 

2023年度我校省级精品研究生精品课程、专业学位精品案例（库）

共立项 7项，见表 7-1，其中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3项、专业学

位精品案例（库）建设项目 4项，经费合计 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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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2023 年省级精品研究生示范课程及教学案例库立项建设名单 

 

立项 

类型 

项目 

负责人 
所属学院 项目名称 

资助金额 

（万元） 

示范课 

柴艳萍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4 

徐田柏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项目管理实务 4 

石晓飞 工商管理学院 公司治理 4 

案例库 

刘敬芝 会计学院 
《高级管理会计理论与实

务》教学案例库 
4 

王  沛 法学院 
法律硕士国际法思政教学

案例库 
4 

张希颖 商学院 国际贸易双语教学案例库  4 

王胜洲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创新管

理》案例库 
4 

 

7.3 研究生创新资助 

2023年河北省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立项 14 项，经费资

助合计 7.4万元，校级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立项 66 项。 

2023年河北省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立项名单 

（共14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类别 

CXZZSS2023102 

新一代AI技术之知识图谱助力乡村振兴——以

河北省现代农业园为例 

廖权明 

自然科学 

CXZZSS2023103 

广义信仰推断在广义Logistic分布中的应用 李梦涵 

自然科学 

CXZZSS2023104 

后疫情时代家庭代际数字鸿沟的生成路径与弥

合策略研究 

张俊逸 

人文社科 

CXZZSS2023105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 ESG 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影

响机理研究 

王雅欣 

人文社科 

CXZZSS2023106 

河北省棉花收入保险产品设计与定价研究 刘泽青 

人文社科 

CXZZSS2023107 

基于区块链的可追溯性对考虑3PL的冷链供应链

的影响研究 

李哲 

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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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ZZSS2023108 

我国绿色债券减排效果的实证研究 左浩志 

人文社科 

CXZZSS2023109 

河北段长城文化旅游竞争优势评价及提升策略

研究 

肖涵 

人文社科 

CXZZSS2023110 

财政支出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实证研究 马少杰 

人文社科 

CXZZSS2023111 

京津冀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

增长效应研究 

张胤 

人文社科 

CXZZSS2023112 

共同富裕导向下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法治化研

究 

童昊予 

人文社科 

CXZZSS2023113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化路径研究 梁鑫宇 

人文社科 

CXZZSS2023114 

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产业融合发展测度评价及

推进路径 

李苗 

人文社科 

CXZZSS2023115 

河北省地理标志产品培育与发展的法制化路径

研究 

袁璞 

人文社科 

 

2023年河北经贸大学校级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立项名单 

（共66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所在单位 

XYCX202301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河北创新发展驱动效应研究 

张佳磊 公共管理学院 

XYCX202302 

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路径及治理对策研究 

崔莹 会计学院 

XYCX202303 

数字经济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影响研究 

娄钰婷 商学院 

XYCX202304 

河北省粮食储存损失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基于空间杜宾

模型 

马雪雪 

生物科学与工程

学院 

XYCX202305 

我国电商助农效率测度、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胡珊珊 数统学院 

XYCX202306 

木醋杆菌合成细菌纤维素原位固定化微藻处理沼液-市政

混合废水 

张家源 

生物科学与工程

学院 

XYCX202307 

河北省车险欺诈问题分类博弈分析 

姚瑞杰 金融学院 

XYCX202308 

乡村振兴战略下曲阳县惠农直播电商基地建设问题研究 

张默然 法学院 

XYCX202309 

京津冀养老保障协同发展研究—基于财政视角 

唐瑞童 财政税务学院 

XYCX202310 

车联网下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研究 

师嘉瑞 法学院 

XYCX202311 

前科人员社会复归二律背反困境——犯罪附随后果之反思 

陈英 法学院 

XYCX202312 

乡村振兴视角下多元要素入股之独创性法律研究 

冯浩宇 法学院 

XYCX202313 

冬奥与《体育法》修改背景下京张文体旅游带问题研究 

赵鑫 法学院 

XYCX202314 

民法典视阈下高校“僵尸自行车”的处置困局破解 

元泉 法学院 

XYCX202315 

构建我国金融监管沙盒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研究 

张翼翔 法学院 

XYCX202316 

“促进”还是“抑制”？共享型领导对工匠精神的影响机

制研究 

王紫云 工商管理学院 

XYCX202317 

新冠疫情下上市公司裁员对股价的影响研究 

侯仰世 工商管理学院 

XYCX202318 

电商直播中顾客重购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郭媛媛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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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CX202319 

共生视角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机制研究：基于系统

仿真方法 

周永康 工商管理学院 

XYCX202320 

惰性信息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曹雪芬 工商管理学院 

XYCX202321 

数字化转型视角下产学研合作、吸收能力与绿色创新 

陈梦千 工商管理学院 

XYCX202322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 

闫颖 工商管理学院 

XYCX202323 

数字化转型提升旅游生态系统韧性的路径研究 

李佳颐 工商管理学院 

XYCX202324 

京津冀人才资源配置结构优化分析与对策研究 

刘淼 工商管理学院 

XYCX202325 

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有效性研究 

徐文馨 工商管理学院 

XYCX202326 

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 

安子伟 工商管理学院 

XYCX202327 

游客绿色消费的行为意向研究——以长城文化旅游带为例 

田雨晴 工商管理学院 

XYCX202328 

数字经济赋能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组态效应研究 

马逸菲 工商管理学院 

XYCX202329 

虚拟偶像形象化程度对用户接受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仇梦楠 工商管理学院 

XYCX202330 

人工智能服务故障对人-机合作意愿的影响研究 

王娅婷 工商管理学院 

XYCX202331 

以“地”为本，以“力传承”——膳食结构调整下的土地

资源承载力研究 

李欣 公共管理学院 

XYCX202332 

技术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以杭州城市大脑为

例 

严洁 公共管理学院 

XYCX202333 

机器学习在科学数据管理中的应用 

牛赫然 

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院 

XYCX202334 

碳信息披露与 ESG 信息披露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 

李璐 会计学院 

XYCX202335 

互联网+审计时代下研究生创新和职业胜任力培养研究 

徐佳 会计学院 

XYCX202336 

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对*ST 公司脱困的影响 

赵珂 会计学院 

XYCX202337 

风险投资、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江晓丹 会计学院 

XYCX202338 

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雷玉亭 会计学院 

XYCX202339 

区域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研究—基于空间动态

面板模型分析 

王任珍 金融学院 

XYCX202340 

区域金融发展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 

刘帅 金融学院 

XYCX202341 

绿色发展背景下“EOD+PPP”项目风险识别与评价 

代文鑫 金融学院 

XYCX202342 

环河北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以八十个城市为例 

张译允 金融学院 

XYCX202343 

京津冀地区碳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杨学文 金融学院 

XYCX202344 

商业医疗保险参与对家庭转移支付的影响研究 

吴宇凤 金融学院 

XYCX202345 

河北省地下水超采区水资源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段鹏飞 经济研究所 

XYCX202346 

“双碳”背景下河北省制造业绿色竞争力评价研究 

王婷 经济研究所 

XYCX202347 

我国省域工业竞争力评价 

马际博 经济研究所 

XYCX202348 

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评价及效率提升路径 

王家起 经济研究所 

XYCX202349 

区域视角下河北省制造业科技成果转化路径研究 

符晓艺 经济研究所 

XYCX202350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研究 

张博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XYCX202351 

文化强国视域下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创新性研究 

吴少朋 马克思主义学院 

XYCX202352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 

周依帆 马克思主义学院 

XYCX202353 

全球知识搜索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 

张雪纯 商学院 

XYCX202354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链、创新链和供应链协同融合发展对策

研究 

王宇姗 商学院 

XYCX202355 

城市行政级别、人才集聚与创新能力 

任慧 商学院 

XYCX202356 

河北与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比较研究 

焦梦鑫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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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教学督导 

按照《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教学督导组工作条例》和《河北经贸

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逐步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加大了研

究生教学秩序质量检查力度。及时更新和充实督导组力量，重点对研

究生课堂教学、中期考核、科研项目评审、开题答辩等情况加强检查

督导工作，本学年共检查督导研究生课程教学800余门次。对督导组

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梳理、反馈，依规处理。  

7.5 信息化建设  

通过加强研究生学院官方网站及研究生微信公众号建设，将研究

生招生信息、培养与导师管理、学位管理、思政与学生管理、学生社

团、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通知公告、资料下载等模块集中上线，搭

建起了学校与广大师生之间的信息桥梁。2022年 9月初至 2023年 8

月底，“河北经贸研究生”微信公众号已推送各类信息 113 篇，内容

涉及研招信息、纳新面试、毕业 MV、榜样力量、重大节假日宣传、

党建知识竞赛、论坛会议、院徽征集以及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等内容。

XYCX202357 

东道国制度质量、中国 OFDI 规模与模式选择 

李易航 商学院 

XYCX202358 

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 

刘璐璐 商学院 

XYCX202359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河北省地级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王艺环 商学院 

XYCX202360 

树舌灵芝多酚提取物降糖活性主要成分分析研究 

戚翠莲 

生物科学与工程

学院 

XYCX202361 

互联网+背景下影响公众保健食品风险认知的因素研究 

李嘉祺 

生物科学与工程

学院 

XYCX202362 

河北省营商环境与县域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优化研究 

张宏玥 

数统学院 

XYCX202363 

基于多层注意力的跨模态自适应融合的情感分析模型研究 

祁铧颖 信息技术学院 

XYCX202364 

石家庄地铁盲道优化设计研究 

马梓淇 艺术学院 

XYCX202365 

基于传统双鱼纹样的研究及创新应用 

李岚 艺术学院 

XYCX202366 

柴可夫斯基钢琴套曲《四季》对我国音乐创作的启发研究 

董晓晨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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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公众号阅读量达 103065 次。通过对研究生管理系统功能模块

的完善与细化和学校、学院分级管理，逐步实现了研究生学籍信息、

导师信息、课程教学、成绩管理、中期考核、毕业与就业管理、学位

信息管理、等各培养板块全过程信息化处理，有力提升了研究生教育

管理效率和工作质量。同时，学校不断加强网络门户建设，对保障广

大师生校园网络及有关服务系统使用权限，维护信息数据安全提供了

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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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研究生奖助 

我校严格按照国家和河北省各项文件，落实研究生各类奖助项目。

其中，国家奖学金资助30人（60万元），学业奖学金资助1622人（605.5

万元），国家助学金资助2290人（1374万元），建档立卡贫困生资助

33人（减免学费住宿费等28.3万元），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资助9人

（10.3万元），校内三助资助86人（9.3万元）。各项奖助资金发放情

况如表8-1。 

表8-1  2022-2023学年研究生奖助统计表 

项  目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合计人数 合计金额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16 14 30 60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769 853 1622 605.5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1082 1208 2290 1374 

建档立卡贫困生 19 14 33 28.3 

校内三助 48 38 86 9.3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3 6 9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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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9.1 国际交流与合作 

我校制定了《河北经贸大学公派出国（境）交流生选拔办法》（冀

经贸国际[2019]22号）《河北经贸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管理

规定》(校外字[2018]5号）《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管理规定、交流生选

拔办法的补充规定》。本学年开展对外教师交流（表9-1）及硕士研究

生交流项目（表9-2）情况如下：  

表9-1  教师交流项目情况 

 

派出人数 所在学科类别 派出地区、学校 

1 新闻传播学 罗马尼亚克鲁日芭比什波雅依大学 

2 教育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1 法学 美国匹兹堡大学 

1 理论经济学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1 管理科学与工程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合计：6   

 

表9-2  硕士生交流项目情况 

 

派出人数 所在学科类别 派出地区、学校 

2 法学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4 工商管理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5 外国语言文学 新西兰林肯大学 

1 数学 新西兰林肯大学 

合计：12   

 

9.2 留学研究生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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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年共招收留学研究生3人，在校留学生共14人。详细情

况见表9-3。 

表9-3  硕士留学生情况 

 

招生数 
生源国籍/

地区 
在校生数 

在校生国籍/

地区 

在校生所在学科

类别 

毕

（结）

业数 

授予学

位数 

1 韩国 1 摩洛哥伯利兹 应用经济学 

6 5 

2 尼泊尔 1 津巴布韦 应用经济学 

  1 阿富汗 应用经济学 

  4 尼泊尔 
应用经济学 

  1 尼日尔 
应用经济学 

  1 泰国 
应用经济学 

  1 埃及 
应用经济学 

  2 韩国 
应用经济学 

  1 乌克兰 
应用经济学 

  1 老挝 
应用经济学 

合计：3  合计：14   合计：6 合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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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章 研究生就业 

10.1 整体就业率及毕业去向 

2023年我校全日制研究生共毕业 730人，据统计，截至 2023年

8月，665人实现就业，65人未就业，就业率达 91.09%。在 665人就

业毕业生中，163人为灵活就业（24.51%），19人为升学再教育（占

2.86%），其余为正常就业（72.63%）。 

毕业人数 就业 未就业 出国出境 灵活就业 国内升学 

730 665 65 0 163 19 

所有毕业生中，229 人就职于私营企业，94 人就职于国有企业，

79 人选择自由职业，42 人就职于党政机关，93 人就职于事业单位，

3人就职于高等教育单位，3人就职于中等初等教育单位，32人就职

于三资企业。 

党政 

机关 

科研设

计单位 

高等教育

单位（含

职业教

育） 

中等初

等教育

单位 

医疗

卫生

单位 

事业 

单位 

国有 

企业 

三资 

企业 

私营 

企业 

部队 

农村 

建制村 

城镇 

社区 

自主 

创业 

自由 

职业 

42 0 3 3 0 93 94 1 229 1 0 0 0 59 

所有就业毕业生中，392人为省内就业（占 58.9%），山东、山

西、河南和陕西省就业人数为 78人（占 11.7%），北京和天津市就业

为 78 人（占 11.7%），广东、江苏和浙江省就业人数为 41 人（占

6.2%），湖北、四川、安徽省就业人数为 21人（占就业人数 3.2%），

其余省份就业人数为 55人（占 8.3%）。 

河北省 山东、山西、河南、陕西 天津、北京 广东、江苏、浙江 湖北、四川、安徽 其余省份 

392 78 78 41 21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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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按学科、类别（领域）就业率统计 

按学科类别进行统计，就业率较高前 6个学科为：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100%）、管理科学与工程（100%）、工商管理学（97.56%）、

法律（97.37%）新闻传播学（96%）。就业率较低的 6个学科为：艺

术（63.64%）、翻译（77.78%）、应用统计（79.41%）、哲学（80%）

国际商务（82.76%）。 

表10-1  按学科类别统计就业情况表 

学   科 就业人数 未就业人数 就业率 

0101 哲学 8 2 
80.00% 

0201 理论经济学 6 1 
85.71% 

0202 应用经济学 57 4 
93.44% 

0301 法学 70 4 
94.59%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32 2 
94.12% 

0503 新闻传播学 24 1 
96.00% 

0714 统计学 11 1 
91.67%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 0 
100.00% 

1202 工商管理学 40 1 
97.56% 

1204 公共管理学 37 7 
84.09% 

0251 金融 39 4 
90.70% 

0252 应用统计 27 7 
79.41% 

0253 税务 28 2 
93.33% 

0254 国际商务 24 5 
82.76% 

0255 保险 28 1 
96.55% 

0256 资产评估 27 3 
90.00% 

0351 法律 111 3 
97.37% 

0551 翻译 14 4 
77.78% 

0860 生物与医药 19 1 
95.00%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7 0 
100.00% 

1256 工程管理 24 4 
85.71% 

1351 艺术 14 8 
63.64% 

合计 66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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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章 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措施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高等教育发展有关精神，结合学校

“十四五”发展规划和研究生教育新财经改革要求，学校将继续坚持

“夯基础、强内涵、拓格局、上层次”的发展思路，主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继续完善和改进，不断提高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水平和人才培

养质量。 

11.1 加强思想引领，强化研究生思政教育 

以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示范中心，及

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等为依托，持续加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建设，广泛开展跨学院、多学科联运教研备课活动，深入挖掘专业课

程思政元素，把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将价值塑造、知识传

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通过省、校两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

和选树一批高水平思政名师和教学团队，在全校形成示范和推广效应，

构建全员全过程育人格局。 

同时，加强研究生标准化、高效化、人性化管理。理顺学生管理

过程中的各项关键事项，明晰职责、对其流程进行标准化管理。及时

发现学生管理过程存在的问题，对相关指导文件进行修订，提高管理

质量。对现有研究生管理系统进行升级或购买其它研究生管理系统，

争取实现学生日常证明、奖优评审、学籍管理系统填报审核。及时关

注研究生遇到的生活、学习、科研等问题，倾听研究生心声，持续推

动研究生人性管理。 

11.2 优化招生管理制度，提高生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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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招生管理制度，继续推进研究生招生工作“标准化体

系”建设，以适应招生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推进分类选拔机

制，提高招生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促进高层次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合理优化招生结构，主动对接国家发展规划和省内生产实际，满足社

会需求。 

11.3 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 

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探索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进一步推进

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加大综合改革项目及试点建设力度，完善分类

培养模式。主要举措为：对研究生培养过程各环节加强质量管理，适

应现有培养模式，完善研究生中期考核制度。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和

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式方法，打造品牌专业和品牌课程。完善研究

生高水平学科竞赛管理，以高水平竞赛为抓手，强化科研能力和方法

的系统训练，激发研究生创新和实践积极性，并为之提供保障。 

11.4 加强导师队伍管理，完善研究生导师管理 

为加强我校硕士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量，通过完善研究生导师管理过程，严格导师任职资格，加强导师

培训，完善导师考核体系，引导带动导师能力提升，并且为强化导

师履职尽责能力建设提供保障。主要措施为：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和“导师是第一责任人”思想，不断加强和改进导师分类选聘、

分段培训和综合考核工作。积极探索健全监督与保障机制，严格坚

持对师德师风问题予以追责问责。 

11.5 加强学位管理工作，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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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化和整体质量提升工作，我校将继

续加强学术规范与诚信教育，把科研素养训练贯穿到教学培养和创

新能力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预答辩、评阅

及答辩管理，并利用好学位论文查重、送审、抽检等环节的监控，

同时进一步细分压实导师、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培养学院的责任，

强化问题论文追责。并进一步探索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

文分类评价机制，全面保证和提高学位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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