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经济分析与战略决策（数量经济学专业）

在职高级课程培训班招生简章

一、院校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秉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丰厚积淀，肩负党中央决策部

署的历史使命，汇聚多方力量而成。1978 年，享有“春风第一枝”美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设立，2017 年，以社科院研究生院为基础，整合多方资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正式组建，直属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一流文科大学为办学定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层级研

究型人才。大学以科教融合为特色，致力于科教相济、科教相长，目前已成立 13 个本硕博

一体化科教融合学院，拥有 16 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115 个博士学位二级学科，17 个硕士

学位一级学科，121 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9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大学拥有博士生导师

736 名，硕士生导师 1205 名，自成立以来，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学术发展培养了一大批

行业精英和科研领军人才。

中国社科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是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

展研究所、财经战略研究院、金融研究所、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人口与劳动经济

研究所、生态文明研究所、住房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支持下高起点高标准创立，拥有

金融学、产业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 12个博士学位点。学院学科渊源于 1920年代的中央

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积淀深厚，涌现了薛暮桥、马洪、孙尚清等大批名家大师。现学

院名师云集，教授 130余人、副教授 100余人，其中学部委员 9人、荣誉学部委员 5人，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2人。



二、项目背景与研究方向

（一）项目背景

当前全球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变，国际国内环境的超预期变化将每个国家、企业和个人

都不由自主裹挟到了十字路口。对于企业与决策者来讲，如何在未知与不确定的世界中寻

找机会和挑战相互平衡的“黄金结合点”？这无疑是当前每个企业家、投资家与管理者不

得不面对并需要做出回答的新课题。国际与国内的经济形势如何分析？产业升级的政策与

方向如何把握？企业创新与发展机遇如何寻找？投资的趋势与机遇如何决策？这是当前每

个企业家、投资家与管理者时刻面对的重要战略问题，考验的正是每位决策者的战略思维

和决策能力。

依托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高殿堂—中国社科院的顶

级专家学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科的旗舰学院—应用经济学院顺应世界

变局大势、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与企业创新发展，隆重推出“经济分析

与战略决策高级课程培训班项目”，特别针对中国企业家和投资家以及相关领域的管理者和

研究者，旨在提升其“分析大势、战略制胜，预测未来、决策当下”的系统能力和专业研

究水平。

（二）研究方向

经济形势分析理论与方法

宏观经济分析与金融投资战略

经济形势分析与企业发展战略

战略新兴产业与人工智能行业分析

数字经济与商业模式创新

数实融合与数字化管理

企业战略管理与组织创新

战略管理与科学决策

三、项目特色

1.实力雄厚的师资力量：主要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享有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力的研究

员和教授，以及部委机关、其他高校和相关行业的学者型领导、知名教授和行业研究专家

等组成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2.前沿实用的课程体系：课程设计以中国社科院大学统招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为本源，

重视课程范围的跨界系统性、理论研究的权威前沿性、实务问题的新颖实用性。

3.理论联系实践的学术训练：除课堂授课外，高端论坛与标杆企业调研参访活动会定

期举办，还将根据学员的研究兴趣对接专业的学术导师开展实证研究与论文撰写工作，有

效促进学员的专业研究水平和解决实践问题的系统能力。

四、课程设置（学院根据专业动态和班级学员需求，实际执行课程可适当调整）

学科基础课程 英语、马克思经典与当代、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

级管理学/管理学思想史

专业必修课程 数量经济学前沿、经济政策评价理论与方法、经济预测与大数据分

析方法、战略决策理论与方法/决策论与对策论

方向

前沿

课程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模

块

世界经济与金融形势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形势分析、宏观经

济预测与政策模拟方法与应用

产业经济与数字经济

模块

数字经济——解构与链接、绿色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布局、新科技

革命与数字经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与商业模式创新、

大数据分析与数字经济、战略新兴产业与人工智能行业分析

创新发展与政策分析

模块

创新驱动发展与政策、绿色创新经济与政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经济评价

产融政策与投资决策

模块

产业的逻辑与投资的图谱分析、经济运行的逻辑与预测方法、资本

市场周期分析与投资决策、数量金融与政策分析、金融创新与区域

发展、国际投资理论与实践、并购重组前沿研究

管理创新与战略决策

模块

战略管理前沿研究、领导力与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产业演化与企业

战略、数实融合与数字化管理、易经预测学与管理决策

学术研究与论文指导课程 实证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学术前沿与研究实践、文献综述与选题、

论文设计与撰写



五、拟聘专家师资：

杨开忠：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社科

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北京大学首都高端

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五校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主任等。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空间（区域和城市）经济学、可持续性科学等。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

首席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曾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担任主讲人。

李雪松：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宏观经济研究智库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数量经济

技术经济研究》杂志主编，兼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会长、工信部工业经济分析专家咨询委

员会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政策，经济政策效应评价，结构优化、效能提升与

经济增长等。

李海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兼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企业管

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方

向为公司战略与组织创新、数字经济与转型发展。

王忠民：中国基金业协会母基金专委会主席、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全

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李志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中国社科院大学博士

生导师，兼任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技术经济、产业经济、创

新创业、公共政策评估等。

高文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应用经济学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

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人力资源分会副会

长，人社部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力资源、劳动经济、社

会保障等。

宋泓：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

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担任主讲人。

胡建忠：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政策系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监

事长，曾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



张友国：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是环境技术经济理论及方法、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及政策模拟。

李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数量经济

技术经济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家社科基金

学科组评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统计学、数量经济学。

刘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香港金融管理局客座研究员，兼任中国农业银行风险管理顾问、南方基金宏观经济顾问、

杭州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湘电股份等国企独立董事等、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30 人成员。

王宏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理论方法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院务委员、创新环境研究所所长。主

要研究领域为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科技创新政策分析、效果评估、科技创新战略研究等。

蔡跃洲：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数字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大数据分析与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

樊明太：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

是数量金融，金融结构、货币传导机制及金融一般均衡分析，经济波动、经济预测及宏观

调控政策。

徐义国：中国社科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秘

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创新、金融地理及科技金融等。

冯明：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宏观政策与评价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分析、金融市场、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数字经济发展与治

理等。

贺俊：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创新研究室主任。国

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发展、产业政

策、企业战略等。2021年受邀参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刘建丽：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管理》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创新组织与创新管理、跨国投资与国际企业管理、国有企业

改革与监管。

李晓华：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际产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任中国工业经

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服务型制造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重点研究领域为“互联网+”

https://baike.so.com/%22/doc/3455813-3636369.html/%22
https://baike.so.com/%22/doc/5677088-5889761.html/%22
https://baike.so.com/%22/doc/2911066-3071954.html/%22
https://baike.so.com/%22/doc/6739362-6953842.html/%22
https://baike.so.com/%22/doc/5401708-5639353.html/%22
https://baike.so.com/%22/doc/5919431-6132348.html/%22
https://baike.so.com/%22/doc/8962739-9290731.html/%22


与数字经济、全球价值链、战略型新兴产业、产业政策与分析等。

吕本富：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网络经济和知

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网

络经济和网络空间战略、创新创业管理、人工智能新经济。

六、学习安排

1. 学 制：两年，分为课程学习和论文撰写两个阶段；

2. 学习时间：每月集中一个周末授课两天，寒暑假不上课；

3. 教学计划与教学地点另行通知。

七、报名条件

1. 已获 MBA/EMBA 及其他相关硕士学位；

2. 企业家、高管和金融投资机构决策者，新兴行业与未来产业的创始人和高管，专业

机构的研究者；

3. 有较强学习能力的优秀企业家和高管，学位条件可适当放宽。

八、报名程序

1. 学员提交报名申请表、个人身份证复印件、最高学位、学历证书复印件；2寸免冠

彩色近照 4张；

2. 审核学员报名申请资料，组织面试，择优录取；

3. 面试合格后向已录取学员寄发录取通知书；

4. 学员收到录取通知后按规定方式与时间缴纳培训费；

5. 学员在开学当日持交费凭证办理报名注册、领取相关资料，正式入班。



九、培训费用与缴费方式

1.培训费用

学员一次性缴纳培训费用人民币 228000元/人（含报名费、学费、资料费、课程考试

费、结业论文指导费及结业费等）；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缴费方式

(1) 登录 www.ucass.edu.cn(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官网)---学校概况--组织机构--财务处

--网页右下方缴费平台入口。

(2) 登 录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大 学 收 费 管 理 系 统 网 上 缴 费 平

台 http://sf.ucass.edu.cn/u8pay/index.jsp。

(3) 登录账号：用户名（一般为身份证号），密码（初始密码为后六位身份证号），进入后

查看学生信息，办理学费。

(4)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房山支行良乡分理处；

户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账户：0200 0264 0920 0176 883；

注：款项汇出后请将汇款凭证回传；注明专业+学号+姓名在职高级课程班学费。

退学、退费事宜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退费管理办法（试行）》

执行。

十、证书

学员完成培训计划，经考核合格，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颁发统一编号的结业证书（钢

印、红印）。凭结业证书可以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友身份，纳入校友总会及地方校友

会的管理，终身享有参加校友会沙龙、论坛、社会实践、联谊等活动的权益。

十一、招生咨询

招生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联 系 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010-8136 0277；17316043428(同微信)、 17316045428(同微信)

官方邮箱：faece@ucass.edu.cn

办公地址：中国社科院大学望京校区(望京中环南路甲 1号）

http://www.ucass.edu.cn/
http://sf.ucass.edu.cn/u8pay/index.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