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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1 培养目标 

1.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硕士国内生培养目标 

国际商务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与职业道

德、全球视野和创新意识、国际商务专业技能与素养、

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够胜任国际化经营与管理工作的国

际化、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国际商务专

业以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应用人才为重点，服务对象包

括从事传统的货物与服务贸易企业，从事新兴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和外包的企业，以及政府管

理部门、行业协会、贸易与投资促进机构、教育科研机

构、国际组织等。 

2.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硕士留学生培养目标 

国际商务专业培养胜任在涉外企事业单位、政府部

门和社会组织从事国际商务经营运作与管理工作的高层

次、应用型、复合型商务专门人才。国际商务专业来华

留学硕士研究生应当熟悉中国历史、地理、社会、经济

等中国国情和文化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政治制度和外交

政策，理解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共道德观念，形成

良好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 

1.2 学位标准 

    申请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位的国内外学生应当在规

定期限内完成以下主要任务：获得必修课（公共课、基

础课、专业课）和相应选修课学分；完成必修环节，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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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专业实践、创新实践、综合素养（国内生）；达到在学

期间科研成果要求；向学校提交申请硕士学位的学术论

文等材料，具体要求详见《北京工商大学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办法》、《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文字重复率检测管理办法》、《北京工商大学关于博

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北京工商大学来华

留学研究生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  

二、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本专业突出学校和行业培养的紧密结合，注重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强调以国际化、开放式的教育

体系和多元化的师资配备为基本特色，采用“双导师制”，

即每名学生由校内专业导师和校外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

实践导师共同指导。本专业现设“一带一路”国际商务、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跨国公司经营、国际大宗农产

品贸易四个研究方向。 

2.2 师资队伍 

截至 2021 年底，本专业拥有校内专任教师 20 人，

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13 人、讲师 5 人，具有博士学位

者 15 人，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者 5 人，在读博士 1 人。

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17 人。教育部高等学校经

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中国国际贸

易学会理事 2 人，中国国际商会《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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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INCOTERMS）修订委员会委员 1 人，兼任英国谷

物与饲料贸易协会（GAFTA）仲裁员、英国油、油脂、

油籽贸易协会（FOSFA）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CIETAC）仲裁员、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

仲裁员、上海仲裁委员会（SHAC）仲裁员、大连国际仲

裁院（DIAC）仲裁员。北京市教育创新标兵 2 人，北京

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

人。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 人，北京

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1 人、二等奖 1 人，学校教

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5 人。超过三分之一的教师参与过实

际工作或担任专业顾问、提供咨询服务。同时聘任国内

外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客座教授和兼职教授，打造高水平、

年轻化师资团队，现有客座教授 3 人，兼职教授 1 人。 

截至 2021 年底，本专业拥有校外实践导师 32 人，

目前承担指导 20 级和 21 级国际商务专硕国内生的任务。

校外导师来自与本专业相关的国内外企业、事业单位、

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不同部门，年龄性别分布、学历

职称结构均较合理，详见《专业学位授权点基本状态信

息表》。 

2.3 科研项目 

本专业 2021 年在研纵向项目 10 项，新增横向项目 3

项，具体信息如下： 



 

 

本专业 2021 年在研的代表性纵向项目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项目经费

（万元） 

反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对

华贸易壁垒的趋势及我

国对策研究 

张晓堂 
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 
35.0 

“中日韩+”模式对亚洲

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与

我国的策略研究 

杨宏恩 
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一般项目 
20.0 

国际数字鸿沟治理与中

国战略选择研究 
邸玉娜 

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青年项目 
20.0 

“一带一路”跨区域合

作视域下中非双边贸易

效率及优化路径研究 

武岩 
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青年项目 
20.0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

“一带一路”贸易便利

化与贸易空间集聚效应

的作用机制 

左思明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项目 
24.0 

航空流视角下“一带一

路”城市网络的格局演

化、机理与模式研究 

张璐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项目 
24.0 

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

改革的方案设计与谈判

策略研究 

郭志超 

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子课

题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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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设全球数字经

济标杆城市的有效路径

研究 

邸玉娜 

北京市社会科学

基金决策咨询项

目 

8.0 

“互联网+时间银行”养

老社区服务平台的设计

与建设研究 

武岩 
北京市社会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8.0 

北京市建设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的理论逻辑与实

践路径研究 

张璐 
北京市社会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8.0 

本专业 2021 年新增的代表性横向项目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项目经费 

(万元) 

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三体系的

咨询及辅导 

陈晓梅 

北京远东加大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8.0 

公司发展优势研究与分析 陈晓梅 
北京吉凯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16.0 

新闻网站数据采集及处理 陈丽莉 
广州市邦富软

件有限公司 
35.0 

2.4 教学科研条件 

1.重点实验室 

文科实践中心（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市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以我校经济学院和其他文科类学院的主要专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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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托，面向全校开展经济管理综合实验教学活动。

中心针对不同专业所对应行业的实验特点建有功能不同

的现代化的高度仿真实习区，包括虚拟仿真金融智慧实

验室、商贸信息视听训练室、量化金融智慧实验室、创

新创业教育基地等，形成了资源共享的实验教学平台。

真情实景的实习区，人文气息突出、布局合理、规模宏

大，相关实验教学设施一应俱全、技术先进，突出了实

验教学覆盖面广、专业融合、相得益彰的特色。  

2.重点平台 

首都商贸发展研究基地（原首都流通业基地）于 2005

年 12 月获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委批准，

依托北京工商大学建立，围绕首都商贸业发展、网络零

售、市场监管等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开展研究，服务首

都经济社会发展。基地顺利通过 4 次验收，其中 1 次为

合格，2 次为优秀，1 次免检通过。基地总目标：聚焦数

字商业与消费经济、营商环境与市场监管、跨境电商与

数字贸易、普惠金融与中小微电商发展、商业史与商业

文化等五大领域，加强现代商业经济的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提升学术的原始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效能，打造

国内外商贸领域的学术高地。围绕北京市总体发展规划

要求，以服务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

策为宗旨，对重大课题展开调研，打造服务决策型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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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条件 

本专业建设了数字经济与贸易实验室，具有完善的

实验教学设备，包含数字经济与贸易实践平台、海外营

商环境大数据平台、一带一路数据库，能够为学生培养

提供优质的学习科研条件。 

2.5 奖助体系 

依据上级文件和经费来源设置国际商务专业硕士研

究生奖助体系，包括奖学金系列（国家奖学金、综合学

业奖学金、新生奖学金、中国政府奖学金、北京政府奖

学金等）、助学金系列（国家助学金等）和鲸英计划、“经

才”计划等。不完全统计信息如下： 

1.奖学金 

20 级国际商务国内生共有 18 人获得硕士综合学业

奖学金，覆盖率 94.7%，其中一等奖学金 4 人，每人 10000

元；二等奖学金 13 人，每人 5000 元；三等奖学金 1 人，

每人 3000 元。2021 年总金额 10.8 万元。 

21 级国际商务国内生共有 17 人获得新生奖学金，覆

盖率 60.7%，其中一等奖学金 8 人，每人 8000 元；二等

奖学金 9 人，每人 6000 元。2021 年总金额 11.8 万元。 

19 级国际商务留学生有 9 人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

覆盖率 100%，2021 年总金额约为 13.5 万元。 

20 级国际商务留学生有 6 人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5

人获得北京政府奖学金，覆盖率 100%，2021 年总金额约

为 4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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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级国际商务留学生有 9 人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9

人获得北京政府奖学金，覆盖率 100%，2021 年总金额约

为 51 万元。 

2.助学金 

19 级国际商务国内生共有 13 人获得国家助学金，覆

盖率 100%，每人每月 700 元（1-6 月），2021 年总金额

5.46 万元。 

20 级国际商务国内生共有 19 人获得国家助学金，覆

盖率 100%，每人每月 700 元（1-6 月&9-12 月），2021 年

总金额 13.3 万元。 

21 级国际商务国内生共有 28 人获得国家助学金，覆

盖率 100%，每人每月 700 元（9-12 月），2021 年总金额

7.84 万元。 

3.鲸英计划 

为培养国际商务专业研究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

提高研究生学术科研能力，促进研究生科研育人质量提

升，培养国际商务领域复合创新型研究人才。国际经管

学院数字贸易鲸英计划于 2021 年启动“鲸英研究生科研

奖”评选活动，下设“鲸英科研立项奖”、“鲸英论文大

赛奖”和“鲸英科研成果奖”三个专项奖，为研究生提

供涵盖学术论文选题、写作、发表三个阶段的全流程奖

励。 

4.“经才”计划 

为提升研究生学术科研能力，加强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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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面向全院拟录取硕士研究生组织“经才”计划

科研立项活动，在 2021 年的结项评审中，有 1 位国际商

务 2021 级学生以良好结题。 

2.6 经费支持 

2021 年相关经费用于开展国际化数字经济交流合作、

高质量科研成果孵化转化、交叉学科研究团队建设和高

水平社会服务等工作，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北京市经济

社会发展。此外，在教改和人才培养方面，也获得了学

校的经费支持，不完全统计信息如下：  

校级 2021 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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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时

民 

副教

授 

专业学位

研究生课

程案例库

建设专项 

《国际货物买

卖》课程教学案

例库建设 

支持项目 0.3  

合

计 
    2.3  

2021 年国际商务人才培养经费支持情况 

经费类别 具体内容 金额（万元） 

自评估 

方案论证 

邀请 5 位校外专家对国际商务自

评估方案进行函评 
0.4 

专家讲座 国贸学术论坛系列活动 1.5 

招生宣讲 

专业教师分别赴天津商业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上饶师范学院、

北京物资学院、贵州财经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西安财经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进行研究生招生

宣讲 

2.5 

调研培训 

专业教师赴海南自贸区进行调

研培训、参加全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评估与质量保证体系建设

研究班 

3.9 

校外导师见

面会 

校外导师与 21 级国际商务专业

硕士国内生进行线上交流分享 
1.4 

开题&论文 6 月毕业论文答辩、9 月论文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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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专家 题答辩 

其他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员单位、中

国服务贸易协会委员 
0.4 

合计  12.8 

三、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1.国内生 

2021 年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位国内生总计有 40 人

报考，最终录取 28 人，考录比为 1.4:1，初试最高分 395，

最低分 348（国家线），其中一志愿录取 7 人，一志愿录

取率 25%。据不完全统计，21 级国际商务国内生的本科

毕业院校包括东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太原理工大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等 21 所大学，本科毕业专业主要包括国

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7 人）、金融学（6 人）、经济学

（5 人）等。 

择优措施方面，国际商务专业可根据国家下达的招

生计划、复试录取办法以及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思想

政治表现、身体健康状况等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思想

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考试诚信状况将作为考

生思想品德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依据。在接收

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方面，通过举办夏令营等方式开展

接收推免生工作。鼓励本学院优秀学生参加暑期夏令营

和推免考试。 



 

 

 

第 13 页/共 33 页  

2.留学生 

2021 年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位留学生有多人申请，

通过与国际处合作，基于材料审核和视频面试，最终共

录取 18 人，经济学院和国际经管学院各录取 9 人。其中，

男生 13 人，女生 5 人。留学生来自 12 个国家，其中巴

基斯坦 3 人，佛得角 3 人，乌干达 2 人，印度尼西亚 2

人，布隆迪 1 人，多哥 1 人，刚果（布）1 人，加纳 1 人，

哥伦比亚 1 人，几内亚 1 人，津巴布韦 1 人，尼日利亚 1

人。 

3.2 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  

“立德树人”是学校办学和专业建设的根本任务，

本专业高度重视思政教育，全面落实学校  “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方案，勠力同心，齐抓共建，举全系之力，“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具备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国际商务人才。主要做法如

下： 

1.党建引领立德树人：①打造“一体两翼”党建模式，

以研究生支部所在班级为一个基点，以党员教师担任支

部理论导师、师生党支部结对共建为两条工作线，着力

实现党建引领立德树人。②党员教师分批担任研究生党

支部理论导师，适时参加研究生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指导开展党日活动。③鼓励发挥专业特色优势，服务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和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助

力乡村振兴，培育学生家国情怀。   



 

 

 

第 14 页/共 33 页  

2.课程深化思政育人：①全面修订培养方案，梳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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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思政队伍倾心育人：①严把导师选聘政治关，通过

明确工作规范、加强日常培训、实施过程督导、树立先

进典型，夯实导师负责制，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

人职责，建立师生紧密关系。②日常学习、科研过程中，

师生荣辱与共，导师的示范作用对学生的品德教育立竿

见影，学生风清气正，成为国家、社会需要的人才。  

相关的代表性活动主要包括： 

1.开展“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筑牢意识形态防线”党

史教育活动。为 2021 级研究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做党

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带领同学们回顾了习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讲话精神，以习总书记讲话

为切入点，围绕“什么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如何

形成？”、“意识形态如何塑造共同体？”等问题展开剖

析。此外，进一步结合史实，通过讲述近代以来的中国

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带领同学们回顾了 1840 年至

1949 年那段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岁月。从历史和

逻辑两个维度，引导同学们感悟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带领学院研究生新生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通过追忆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丰功伟绩，使同学们深深地感受新中国建立的来

之不易，为革命先烈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而触动。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紧紧围绕在党旗下，他们说新一代

的青年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未来属于青年，

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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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

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大家纷

纷表示要以红色精神为激励，学习新思想，争做新青年，

坚持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信念。 

3.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宣讲会。

北京市教工委举办 2021 级新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宣讲会，学院组织研究生新生集体观看。

学习活动进一步带领新生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新生“引航工程”，教育引导广

大新生厚植“强国有我”的家国情怀，心怀“国之大者”

的爱国理念，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会后，同学们也互相交流了

此次学习的心得体会，立志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朝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3.3 课程与教材 

2021 年执行的培养方案涵盖 20 级和 21 级的国际商

务专业硕士研究生，这两个年级的培养方案所包括的课

程设置、学分要求、教学大纲等基本一致，具体内容请

查阅《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经济学

院、国际经管学院）》、《国际商务硕士留学研究生培养方

案（经济学院、国际经管学院）》。 

以 2021 级经济学院的培养方案为例，本专业国内外

学生的必修课主要包括《商务英语》、《国际商务》、《经

济学分析与应用》、《国际贸易政策与实务》、《国际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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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跨国企业管理》、《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国际商务

谈判》、《国际商法》等，选修课主要包括《国际结算专

题》、《“一带一路”专题研讨》、《跨文化商务沟通》、《WTO

专题研讨》、《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等，所有课程使用

或参考的教材均在教学大纲中进行了说明。  

在案例编写方面，以专业课程为突破口，积极开展

案例编写工作。比如，围绕技术性贸易壁垒、国际商事

仲裁等专题，编写国际贸易相关案例；为强化研究生市

场意识，编写白酒行业走出去、数据化选品、移动支付

海外布局等案例。在案例教学使用方面，①多渠道搜集

案例：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在国际仲裁等机构任职及与商

务部长期合作优势，广泛搜集一手案例；宽领域校外导

师实践经验丰富，易于获取业务案例；通过国内外主要

数据库、公开报道等途径，搜集国际化实践案例。②全

方位采用案例：针对国内外生源特色，综合采用国内国

际知名案例；开拓学生思维，兼顾宏观市场分析和微观

话题探讨案例；及时追踪案例，经典案例和时效前沿案

例并行。③深层次优化案例：定期开展教师间、师生间

案例研讨，全面吸收不同层次教师和学生的多角度意见，

完善案例教学的组织与实施方式，不断改进案例内容。

在案例库建设方面，专业教师参与商务部相关司局的国

际贸易案例库建设工作，积极申报校级研究生课程案例

库建设专项，有 2 项已于 2021 年顺利结题。 

3.4 学术训练及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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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术训练 

倾力打造师生共同参与的课外学术活动“国经管

Workshop”。此活动针对新兴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专题，

旨在激发学生学术科研热情，培养学生学术科研能力，

构筑师生高质量学术交流平台，引领学生叩开学术科研

的大门。Workshop 采取学生汇报科研进展、老师指导点

评、师生良性互动的形式，从学术视角聚焦“数字经济

与贸易”研究为核心，帮助学生更好掌握经济金融的理

论基础、研究方法及学术前沿，培养学生的自主科研能

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文献阅读与评述能力、话题挖掘

与选择能力、论文写作和成果展示能力。通过 Workshop

提供的讨论与交流的平台，师生间、学生间开展各种形

式的科研合作，取长补短，互相启发，孵化高水平科研

成果。 

此外，大部分学生积极参与导师的横纵向课题研究，

也有学生积极参加校级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

学院“经才”计划科研项目等。 

2.专业实践 

培养方案中对本专业的实践活动有明确要求：国际

商务专业硕士研究生应与导师一起制订并填写《北京工

商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计划表》，提

交实践学习计划。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专业实践，

时间不少于 6 个月，实践结束提供相关证明和接受单位

鉴定，撰写不少于 5000 字的实践学习总结报告。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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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且大部分留学生在境外，所以对专业实践要

求有所调整，对于无法进行实习的学生，可完成不少于

5000 字的案例研究或专题调研报告。 

此外，本专业目前拥有 10家专业实践基地，分别是：

冀东发展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北京美西联合贸易有

限公司、北京慧睿国际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临沂综合保

税区管理委员会、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慧科教育科

技集团、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嘉恒控股集

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瑞诚会计师事

务所。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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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生学术科研能力，促进研究生科研育人质量提升，

培养数字经济与贸易领域复合创新型研究人才，设立“鲸

英研究生科研奖”，并举办首届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学生

科研能力提升会。会议设置“学生论文展示——评委老

师提问——评委打分”三个环节，同学们结合论文以报

告形式全方位展现了学术论文的基本内容、创新点以及

学术、应用价值，专家评委充分结合论文研究过程和结

果展开问辩，并根据论文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等做出

评价，与同学们就相关科研领域的研究方向、进展、阐

述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3.实施“BTBU 数字经贸鲸英培育计划”。通过“名

师课堂”、“精英声音”、“学子对话”等学术形式，在课

堂之外致力打造一个帮助研究生提升国际商务专业素质、

栽培国际商务英才的造梦基地。主要活动包括：名师课

堂，邀请经贸领域的校内外名师，开展经济与贸易领域

专题讲座；精英声音，邀请经贸行业精英，分享从业经

验，拓展学生职业发展视野；学子对话，邀请校内外经

贸类高年级优秀学生，交流学习经验，树立学生榜样。  

2021 年国际商务专硕学生参加的代表性各级各类竞

赛情况详见下表： 

竞赛 

名称 
级别 

获奖

等级 
组织单位名称  学生姓名 

“正大杯”全国大

学生市场调查与

国家

级 

三等

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统

计学类专业教学指

杜菲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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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大赛 导委员会、中国商业

统计学会 

戴韫祺 

高梦阳 

全国大学生英语

翻译比赛 

国家

级 

二等

奖 

国际英语外语教师

协会、中国英语外语

教师协会、中国人生

科学学会语言教育

专业委员会 

戴韫祺 

全国大学生英语

翻译比赛 

国家

级 

三等

奖 

国际英语外语教师

协会、中国英语外语

教师协会、中国人生

科学学会语言教育

专业委员会 

杜菲 

“精英杯”企业经

营分析与决策技

能大赛 

其他 
二等

奖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

究会 

周毅 

卜静薇 

曹津津 

全国大学生财经

素养大赛初赛 
校级 

一等

奖 
北京工商大学 李黎红 

第五届京津冀高

校立丰杯市场调

查与分析大赛 

校级 
二等

奖 

益普索咨询有限公

司、北京工商大学研

究生院、北京工商大

学教务处 

杜菲 

陈曦 

戴韫祺 

高梦阳 

全国高校商业精

英挑战赛国际贸

易专业知识竞赛 

校级 
一等

奖 
北京工商大学 

胡诣辉 

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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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商业精

英挑战赛国际贸

易专业知识竞赛 

校级 
二等

奖 
北京工商大学 

李严 

房永杰 

李汇璇 

孙晓彤 

全国高校商业精

英挑战赛国际贸

易专业知识竞赛 

校级 
三等

奖 
北京工商大学 廖佳瑶 

第六届“一带一

路”中巴科技与经

济合作论坛论文

比赛 

校级 
二等

奖 
北京工商大学 

陈曦 

刘茜 

第六届“一带一

路”中巴科技与经

济合作论坛论文

比赛 

校级 
三等

奖 
北京工商大学 

宋怀希 

李浩宇 

庄秋香

Ahmad 

Bilal 

第四届北京工商

大学研究生案例

分析大赛 

校级 
优秀

奖 
北京工商大学 

王琳娜 

邓淑文 

张慧敏 

3.6 道德规范及学风建设 

1.通过课堂教学开展职业道德教育   

课堂教学是深化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方式。一方面，

开设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与写作实训、国际商法等必修

课，注重诚信品质教育、敬业精神教育和法律意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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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国际商务、国际贸易政策与实务、国际商

务谈判等专业课中，利用案例教学、分组讨论、专题研

讨等方式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知难而进、团队合作的精

神。  

2.通过导师指导提升职业伦理教育   

导师指导是加强职业伦理教育的有效手段。导师在

一对一指导学生日常学习、撰写调研报告或毕业论文的

过程中，通过对贸易摩擦和纠纷等案例的剖析，使学生

深刻体会秉持职业操守、遵守行业规范的重要性。  

3.通过实践活动促进行业规范教育   

实践活动是推进行业规范教育的重要补充。聘用国

际商务领域顶尖人才担任校外导师，合作成立多个实习

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定期举办职业与学术讲座，

聘请校外导师、专家学者、业界人士介绍职业发展方向

及内涵，让学生接受职业熏陶，树立专业自信；鼓励学

生主动参加其他社会实践和专业竞赛，锤炼廉洁自律、

诚实守信的品格。  

4.开展新生学术素养专题讲座  

从“新的生活新的定位”、“志趣与研究方向的选择”、

“期望与建议”三个方面与研究生交流教育经验和教育

心得，引导研究生从事创新性工作，着眼于自身的学术

训练，重点关注选题创新，重点关注研究目的和研究意

义。重点强调学术诚信是研究的红线和底线，绝对不可

逾越和践踏，同时为同学们敲响警钟，切忌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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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扎实培养研究能力，掌握应用知识解决问题能力。  

5.召开年度研究生工作联席会  

包括学校、学院研究生工作主管领导、资深研究生

导师、青年教师、教学秘书、研究生在内的多位会议代

表逐一发言，就如何协调做好研究生教学、科研、管理、

服务等方面工作进行充分交流，达成共识，对于进一步

明确未来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规划方案、贯彻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完善“三全育人”中的具体实施举措，具

有积极的意义。 

3.7 培养成效 

在国际经管学院举办的首届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学

生科研能力提升会中，有 4 位 2021 级硕士研究生获得“数

字经贸科研立项奖”，2 位 2021 级硕士研究生获得“最佳

论文奖”， 2 位 2021 级硕士研究生获得“最佳展示奖”。 

2021 年国际商务专硕学生发表的代表性论文如下表

所示： 

论文题目 作者 发表刊物 
刊物

级别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rticipation in Online Timebank 

Nursing for Community Elderly 

in Beijing, China 

武岩 

丁燕冉

胡聪 

王磊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SSCI 

中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现状及

对策研究 
张瑞 投资与合作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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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影响因

素研究 
吴丽 品牌研究 其他 

2021 年国际商务专硕学生所获代表性各级各类荣誉

如下表所示： 

荣誉名称 学生姓名 荣誉级别 

优秀毕业生 孙文静 北京市级 

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 孙文静 校级 

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 Ema Ademaj 校级 

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 
Deniz Ali 

Yururdurmaz 
校级 

优秀毕业生 孙文静 校级 

三好研究生 孙晓彤 校级 

优秀研究生干部 毕涵 校级 

国际交流与合作志愿者

协会“优秀志愿者” 
孙晓彤 校级 

AIESEC 全球青年对话

荣誉志愿者 
黄明英 其他 

AIESEC 全球青年对话

优秀青年代表 
黄明英 其他 

2021 年国际商务专硕学生取得代表性职业资格证书

如下表所示： 

资格证书名称  颁发机构 学生姓名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

考试三级笔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国外文局 
黄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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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从业资格 中国银行业协会 
胡诣辉、徐

志宇 

证券从业资格 中国证券业协会 毕涵 

助理国际贸易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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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晓彤 

3.8 就业发展 

1.建立校内、校外双导师培养模式，增强学生的实践

应用能力。校外导师均来自于外贸公司、银行、资产管

理公司、研究院所等不同行业，从事大数据、数字经济、

量化投资、国际商务等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在校内

外资深专家的共同支持和帮助下，构建国际化的教育平

台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平台，培养复合创新型优秀人才。  

2.校企融合，共建校外实习实践基地。2021 年本专

业拥有 10 家校外实习实践基地，实习基地签约后，将每

年为北京工商大学国际商务学生预留定额的就业、实习

岗位，并在应届生招聘中优先考虑我校学生，同时全力

支持、协同北工商师生开展行业研究、企业案例调研、

产学交流等活动。双方教研团队还将在校企虚拟教研室、

数字化课程共建、学生实习实践、学科竞赛等领域展开

深入交流和密切合作，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将更多实践

发展的真实案例和前沿问题融入课堂教学，培养新时代

复合创新型精英人才。 

根据就业数据显示，2019 级国际商务专硕国内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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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全部于 2021 年毕业，其中 4 人在国有企业，9 人在民

营企业，就业率为 100%，主要包括互联网行业 4 人，银

行 2 人等。 

四、服务贡献 

4.1 科研成果转化 

本学位授予点推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注重

科研成果转化。在数字经济领域率先进行了成果转化，

并服务于社会。建立研究平台“数字经济研究院”，目前

已成功举办“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学术论坛”、“数

字经济圆桌论坛”等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系列学术活

动，产生了一批既有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又有政策高

度和实践落地路径的研讨成果，为持续推进我国数字经

济发展和首都“四个中心”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4.2 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  

1.指导中国白酒企业提升竞争力，帮助中国白酒走

向国际市场 

中国白酒产量世界第一，但国际市场份额却不到 1%，

整体竞争力低下。因此，需要引导中国白酒企业通过不

同途径提高自身竞争力进而提升整体行业竞争力，帮助

中国白酒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为此，杨宏恩教授及其团

队每年出版《中国白酒企业竞争力指数报告蓝皮书》，并

参与指导白酒企业的实际经营活动。   

（1）准确反映白酒行业发展态势，指导白酒企业生



 

 

 

第 28 页/共 33 页  

产与定价 

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和大量数据的搜集计算，从多个

视角反映中国白酒行业的发展状况和态势，让每个企业

认清自己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和优劣势，以此帮助企业

确定产量和价格。  

（2）反对少数企业的局部垄断，彰显不同白酒企业

的品质特色 

强调垄断不利于白酒行业的整体竞争力提升，不利

于中国白酒行业的健康发展，强调中小白酒企业的文化

特色和品质特色，以此追求中国白酒行业的全面发展。   

（3）促使白酒企业实现负责任发展，强化白酒产品

的安全性和健康性 

针对白酒企业宣传“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对社会和

企业自身的发展意义，杜绝劣质酒和假酒走向市场。   

（4）白酒企业竞争力稳步提升，促使中国白酒企业

走向国际市场 

发挥国际贸易专业优势，在与白酒企业多次交流的

情况下，联合地方政府利用跨境电商等手段帮助白酒企

业的产品出口国外。 

2.服务国家外贸发展战略，为中小企业化解出口法

律风险 

（1）服务国家外贸战略，定位中小企业出口风险   

以出口贸易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

支柱，广大中小企业是发展出口贸易的核心力量。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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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外销出口工作中，普遍遭遇不同形式和性质的贸

易纠纷，对中小企业的经营乃至生存构成风险。本专业

瞄准国家外贸战略，致力于为中小企业化解出口风险。   

（2）面向中小企业出口需求，化解外贸法律纠纷   

本专业积极服务于国家外贸发展需要，本系教师李

时民作为特聘顾问，通过国家商务主管部门等渠道，直

接为在世界各地拓展我国出口市场的广大中小企业提供

业务与法律咨询，协助企业将外贸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为促进中小企业外贸发展提供技术支持，近 5 年来参与

处理的外贸纠纷总计在 300 件以上。同时，开展此项工

作也对促进专业建设提供了广阔视野和丰富素材，成为

专业发展的重要实践源泉。   

（3）关注疫情对外贸影响，解决企业现实问题   

新冠疫情的爆发蔓延对全球贸易供应链造成重大冲

击，大量合同无法执行，导致大量国际贸易纠纷，严重

危及我国外贸行业的正常运营。本系教师在接到有关部

门下达的任务后，积极参与案情调研，针对新冠疫情是

否属于不可抗力等争议焦点，提出了合理可行的建议，

并为同类争议案件的解决树立了成功范例。  

4.3 服务社会发展 

北京工商大学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际联络部资助

下，2016 年成立巴基斯坦科技与经济研究中心，积极推

动中巴科技人文交流，打造国际合作高端智库，为中巴

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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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挥智库作用，为中巴经济走廊发展建言献策  

中心持续开展巴基斯坦科技问题研究，完成包含 

100 余个巴方科技组织的数据库，形成 10 余份巴方科技

体制报告，参加中巴经济走廊联委会科技工作组多次工

作会议，成为推动中巴科技与经济交往的有重要影响的

国际智库。 

2.传播科技成果，为巴基斯坦科技经济发展培训人

才 

成立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合作组织科学基金会“一

带一路”科技与经济合作联合培训中心，培训巴方青年

科技工作者 400 余人，提升其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  

3.构建交流平台，务实推进中巴科技人文交流  

与 4 所巴基斯坦重点高校签订合作备忘录，连续举

办 6 届“一带一路”中巴科技与经济合作学术论坛，与

巴基斯坦 40 多家机构开展交流合作，联合 20 多家机构

成立“中巴经济走廊科学传播合作网络”，共同推动中巴

合作走深走实。 

4.深入开展研究，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建议中科协作为巴方蝗虫治理培训的支持单位的函

件获科协办公厅复函，并获横向课题 2 项，省部级项目 4

项，共资助 150 余万元。 

五、存在的问题 

5.1 对照《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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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培养质量要求，本专业建设目前缺少省部级以

上教学成果奖或省部级以上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5.2 对照《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  

对照科学研究要素，本专业承担的横纵向项目总数

和人均数偏少。 

对照教学科研支撑要素，本专业的案例库建设和教

学情况有待加强。 

对照招生选拔要素，为提高生源数量质量、完善招

生选拔制度的措施需要完善。 

对照学术交流要素，学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并做

报告的次数较少。 

对照服务贡献要素，在科研成果转化、服务国家和

地区经济发展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5.3 导师培训 

    本学位授予点的研究生招生规模持续扩大，对于研

究生导师的需求量也在不断激增，导致目前导师数量稍

显不足。今后，本学位授予点将加强导师培养和培训，

鼓励更多年轻教师参与研究生院组织的导师培训，将导

师队伍做强做大。 

5.4 立德树人 

本学位授予点充分认识加强高校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的重要性，始终将提升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办好人民满

意的学校放在首要任务。今后本学位授予点将继续突出

政治监督，深化思想认识，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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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下一年建设计划 

6.1 计划 

1.对标北京“更高水平开放”的要求  

在研究方向上更多聚焦“一带一路”国际商务、跨

国公司经营，继续传承已有特色和优势，在首都未来大

力发展的“两区三平台”建设中，发挥国际商务专业优

势，寻求专业发展未来的突破口。科学研究引导师生服

务首都经济，为北京市外贸和国际商务发展建言献策。  

2.树立国际商务特色  

整合经济学院和国际经管学院的优势资源，进一步

强化学科交叉，强调大数据与贸易相结合，充分发挥本

专业教师专业特点，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之上，提炼和树

立国际商务专业的特色之处。 

3.注重人才培养质量 

强调模块化教学体系，针对国际商务专业特点，重

视基础课程教学与前沿理论、实操相结合，课堂教学与

实习基地训练相结合，旨在培养高质量国际经贸人才。  

4.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深化产学研用、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鼓励学

生学以致用进行科学研究，为学生提供科研、学科竞赛

条件和机会，进一步支持和推进科研成果转化。  

6.2 举措 

1.持续发挥国际化办学优势  

为国内生“走出去”参加国际会议等活动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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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专业优势扩大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和招生比例，提升

留学生教育质量，把留学生作为与世界沟通的桥梁，讲

好中国故事，加大中国经济和中国文化的宣传。  

2.注重成果转化服务北京 

服务北京市两区三平台建设、北京市数字标杆城市

建设，努力与北京市及各区的发改委、商务局建立广泛

联系，积极申报相关课题，可以聚焦数字贸易试验区建

设，前往中关村软件园、大兴机场数字贸易综合服务平

台和北京市自贸区等进行实地调研和探讨，在政策解读

和模拟的基础上，为如何扩大高水平开放、吸引数字领

域高端产业落地提供建议和意见。  

3.建立特色课程案例库  

充分发挥各授课教师在本专业各个方向的专业优势，

鼓励各位老师将授课过程中所使用的经典案例进行梳理

和整合，融入思政要素，建立课程思政案例库。 

4.促进学生实践能力提升 

注重专业实践基地与研究方向的匹配度，强化理论

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强调基础知识教学和实践能力

培养相结合，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学以致用，

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