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5 商学院

商学院位于江西省省会——南昌市，现有应用经济学 1个学术型一级学科硕

士点，以及工商管理（MBA）、工程管理（MEM）2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专、兼职

教师 50 余名，拥有一支职称、年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的教学科研队伍。其中，

博士 13 人，硕士 30 人；教授 3 人，副教授 15 人，注册会计师及高级会计师 2

名；博导 2人，硕导 12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名，全国百篇优秀

博士论文指导老师 1 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 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

名。目前，学院依托江西省重点培育智库——江西理工大学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研

究院、创新创业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研究中心，江西省科技厅赣粤闽湘边界区域

经济合作软科学研究基地等学术资源平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近 3

年来，相继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科研项目 40 余项，公开发表 CSSCI、

SCI、SSCI、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核心学术论文共 100 余篇，出版教材、专著 20

余部。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硕士点情况及研究方向

国民经济学是我校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置的二级学科，是从宏观、

战略角度来研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并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预测与

规划的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应用经济类学科。

本硕士点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稀土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有色

金属产业投融资管理、“一带一路”与江西开放型经济建设、江西对接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跟踪研究等。近几年，紧密结合学科发展方向和服务于国家及地方经济

现实发展需要，在有色金属产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相关深入研究，

并取得了重要科研成果和社会经济效益，为政府、企业投资决策提供智力支撑。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学科目前拥有一支年龄、专业知识、技术职称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学科点

现有 13 名教师，包括 2名教授和 3名副教授，博导 2人，硕导 7人。拥有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名，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 1名，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 1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名。



刘金全：经济学博士，江西理工大学商学院特聘

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百篇优秀博

士论文指导老师、“宝钢优秀教师奖”和国务院特殊津

贴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

刘金全教授长期从事经济计量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

的教学和研究，主持完成了十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在《中国社会

科学》、《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等权威杂志发表一百多篇论，多项研究成果

获得了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并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

何维达：江西理工大学校长助理兼商学院院长，北京

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系教育部首届新世纪优

秀人才，财政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和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

发改委“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的专家顾问，国家科技

部中长期发展规划专家，国家社科规划办重大项目通讯评

审专家，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等。

何维达教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3 年毕业于

江西财经大学，1991─1993 年教育部派往意大利那波勒斯大学留学。2001 年以

来，先后到奥地利、新加坡、瑞典、丹麦、挪威、日本、韩国、加拿大和中国香

港等参加学术交流。目前公开出版专著 16 部，在国内外核心刊物《经济研究》、

《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中国软科学》、《成果要报》、Current

Science(SCI 期刊)和 Journal of Scientific & Industrial Research(SCI 期

刊)发表论文 180 多篇，其中被 SCI、SSCI、EI 和 CSSCI 检索的文章 60 余篇，主

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 项、国家级一般项目和省部级重大项目 15 项，获得

省部级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 12 项。

何维达教授在产业安全、经济安全领域成果丰硕，构建了产业安全的评价指

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其研究成果得到原国家领导

人温家宝总理的重要批示，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并获得国际社科规划办的

通报表扬。



祝振兵：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产业

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持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国博士后基

金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项目等 8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在《管理学报》、

《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

篇，出版学术专著 1部。担任《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等多个期刊的外审专家。主

攻方向为：追随力领导力、个体心理与行为测评、农民草根创新等。完成的项目

有：制造业领导内隐追随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中国组织情境下的内隐追随及其对领导行为的影响（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等；

主要在研项目有：匹配视角下积极追随对领导行为的影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项目）、大学生课题沉默的影响因素：基于内隐理论的视角（江西省教育规划重

点项目）。

胡俊：经济学博士、副教授，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研究生兼职

导师；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1项。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理论与政

策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持及参与完成多项课题，发表学

术论文 20 余篇。完成的项目主要有：公共投资、经济增长与

地方政府债务—基于中部 6省的实证分析（省政府研创项目）、

基于互联网金融视角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及溢出效应研究（全

省党校系统重点项目）等；主要在研项目有：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最佳规模及结构

次序优化研究——以江西省为例（江西省社科规划“十三五”重点项目）。

叶前林：博士、硕士生导师。曾荣获博士研究生省政

府奖学金、“三好学生”和学术科研奖励等荣誉称号。主要

研究方向为：教育与文化产业、国民经济学。近 2年来，主

持省部级（重点或一般）项目 4项，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 2

项，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 来源期刊发表论文 17 篇，

其中 1 篇被省级政府公开发行内参《理论参考》、国研网和

浙江大学 CARD 等权威数据库全文转载。完成的项目有：中国能源安全与中亚能

源合作机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

重大任务（新疆组）项目（国务院扶贫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吾）贫困县

脱贫第三方评估任务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扶贫办）、促进会展业成为国民经



济新的增长点研究（新疆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推动新疆文化产业

成为国民经济特色产业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主要

在研项目有：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科技文化产业的新动能研究（新疆高校人文

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江西高校师资配置效率及路

径优化研究（江西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基于“双一流”目标

的江西高校优势学科绩效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双

一流”建设目标下江西高校优势学科竞争力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教育部第

四次学科评结果（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

刘元秀：金融学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

方向为：行为金融、公司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长期

从事统计学和金融学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科研工作，具数

学、统计学和金融学多学科专业结构。近几年发表学术论文

5篇，其中重要学术论文 3篇；编写教材 1部（副主编）；主

持课题 3 项（1 项教育部高校人文课题、1 项省人文社科课

题、1项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参与省级以上课题 13 项（其中作为主要参

与人课题 7项，教改课题 2项）。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近 3年来，本学科点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 CSSCI 10 余篇，中文核心 70

余篇；出版著作 5部；承担国家级课题 6项、省部级课题 20 余项、横向课题 10

余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3项。学科团队研究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社会科

学成果奖励，政策建议多次获得国家领导和省市领导的批阅，为地方政府制定多

个区域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承接了多项“十二五”、“十三五”总体社会发展规划

和专项发展规划。

4.培养条件

本学科点拥有一支学术特长明显、知识丰富、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导师队伍，

其中教授 2名，副教授 4名，博士 13 人。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省部级各类课题项目研究；完成了多项横向课题

研究，仍有多项课题在研。另外，具有先进完备的科学研究设备、数据库、图书

资料和实验室等硬件支撑，具备研究生培养的师资、课题、实验等良好的科学研

究条件。



5.培养目标及主要课程

本专业培养具有雄厚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独立开展研究能力，能在高等院校和

科研部门从事宏观经济管理教学科研或在实际部门从事宏观经济运行、投资决策

分析的高级专门人才。

基础理论课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数量经济

学。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包括：宏观经济运行分析、宏观经济管理、国民经济核算；

必修课包括：国家经济安全专题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国民经济统计研

究。

1251 工商管理（MBA）

1.硕士点情况及研究方向

工商管理是我校管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置的二级学科，是在宏观政策指

导下更为微观地研究盈利性组织经营活动规律以及企业管理理论、方法与技术的

一门学科。该学科旨在培养能够胜任工商企业和经济管理部门高层管理工作需要

的务实型、复合型和应用型高层次管理人才。

本硕士点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企业战略管理、公司治理、公司投融资、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运营管理、金融管理、网络组织决策与行为、财务管理。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学科目前已拥有一支年龄、专业知识、技术职称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学科

现有 33 名教师，包括 9名教授和 4名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3人，硕士生导师 12

人，协作导师 3人，其中校外兼职导师 6人。

刘金全：经济学博士，江西理工大学商学院特聘

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百篇优秀

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宝钢优秀教师奖”和国务院特殊

津贴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

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首批新世纪优

秀人才。刘金全教授长期从事经济计量学、宏观经济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7%AE%A1%E7%90%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5%B1%82%E7%AE%A1%E7%90%86


学、金融学的教学和研究，主持完成了十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

研究》和《管理世界》等权威杂志发表一百多篇论，多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和

省部级奖励，并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

何维达：博士，江西理工大学校长助理兼商学院院长，北京科技大学二级

教授，博士生导师。系教育部首届新世纪优秀人才，财政部

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和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社会兼职有：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中国经济安

全研究中心”的专家顾问，国家科技部中长期发展规划专家，

国家社科规划办重大项目通讯评审专家，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等。

何维达教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

位。1983 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1991─1993 年教育部派往意大利那波勒斯大

学留学。2001 年以来，先后到奥地利、新加坡、瑞典、丹麦、挪威、日本、韩

国、加拿大和中国香港等参加学术交流。目前公开出版专著 16 部，在国内外核

心刊物《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中国软科学》、《成果要报》、

Current Science(SCI 期 刊 ) 和 Journal of Scientific & Industrial

Research(SCI 期刊)发表论文 180 多篇，其中被 SCI、SSCI、EI 和 CSSCI 检索的

文章 6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项、国家级一般项目和省部级重大

项目 15 项，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 12 项。

何维达教授在产业安全、经济安全领域成果丰硕，构建了产业安全的评价指

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其研究成果得到原国家领导

人温家宝总理的重要批示，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并获得国际社科规划办的

通报表扬。

刘立刚：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

骨干教师，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省科协“百人远航工程”

人选，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负责人，税务师。

曾任江西理工大学科学技术处副处长、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先后毕业于厦门大学、广西大学。现任赣州市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兼职副主席、江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基地副主任、赣州市民营经济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统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商业统计学

会常务理事、全国工业统计学教学研究会理事、赣州市老年大学协会理论研究会

副会长、恒诚智库●高质量发展研究院院长。同时担任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评审专家、江西省政府采购评标专家、赣州市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管理专家、赣州

市市长质量奖评审专家。

现主要从事经济学、金融学教学研究和税务与企业管理实务工作，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 1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1项、中国科协项目 1 项、省部级课

题 12 项、横向项目近 20 项。出版专著、教材 5 本，发表论文 20 多篇，撰写研

究报告和地方发展规划 30 余份，7 项科研成果荣获省、市及学会社团奖励，持

续服务环保类股份有限公司 1户。

祝振兵：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产业集

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出版专著 1部，主持或

参与国家及省部级课题 6项，发表 CSSCI 期刊 10 余篇，担

任《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等多个期刊的外审专家。主要研究

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完成的项目有：制造

业领导内隐追随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教育厅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项目）、中国组织情境下的内隐追随及其对领导行为

的影响（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等；主要在研项目有：匹配视角下积极追随对领

导行为的影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大学生课题沉默的影响因素：基于

内隐理论的视角（江西省教育规划重点项目）等。

胡俊：经济学博士、副教授，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研究生

兼职导师；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1 项。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理

论与政策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持及参与完成多项课题，

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完成的项目主要有：公共投资、经济

增长与地方政府债务—基于中部 6 省的实证分析（省政府研

创项目）、基于互联网金融视角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及溢出效

应研究（全省党校系统重点项目）等；主要在研项目有：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最佳

规模及结构次序优化研究——以江西省为例（江西省社科规划“十三五”重点项



目）。

岳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高等职业教育教

学专家、省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先后发表期刊论文 10 余篇，

主编（副主编）出版《工业企业决策支持系统》、《Excel 在会

计中的运用》、《统计学原理》等教材 12 册，取得软件著作权

2项，指导学生参加省级及以上各类学科竞赛获优秀指导老师

称号2次，指导完成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项，

主持完成省级及以上教学、科研项目 2项，参与省级及以上各

类课题 8项。

现在研主持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项，省级教学改革重点课题 1

项，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项。

刘元秀：金融学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

方向为：行为金融、公司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长期

从事统计学和金融学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科研工作，具数

学、统计学和金融学多学科专业结构。近几年发表学术论文

5 篇，其中重要学术论文 3 篇；编写教材 1 部（副主编）；

主持课题 3项（1项教育部高校人文课题、1项省人文社科

课题、1 项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参与省级以上课题

13 项（其中作为主要参与人课题 7项，教改课题 2项）。

刘磊：博士、讲师，获清华农村研究博士论文奖 1项、

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项，主持省级（在线）精品课程

1门。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科技管理、创新创业管

理。发表 CSSCI 期刊学术论文 6篇，主编出版教材 2部。主

要项目有：广西区域城镇化产业经济支撑研究（广西社会科

学重大招标课题）、深圳市公民科学素质测评与研究（深圳

科协决策咨询项目）、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技术扩散研究

（清华农村研究博士论文研究项目）、互联网+视域下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路径的

创新研究（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能力提升项目）、双创教育四维度教学模式研究

（江西理工大学教改课题）。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学科点近 3年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被 CSSCI、EI 和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收录 20 余篇；出版著作 3部；完成国家级课题 2 项，在研 3项；完成省部级课

题 4项，在研近 10 项；完成横向课题 3项。与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赣

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及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其提供规划决策

提供咨询服务。

4.培养条件

本学科点拥有一支学术特长明显、知识丰富、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导师队伍，

其中教授 3名，副教授 9名。近年来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以及省部级各类课题项目研究，主持了 10 余项省部级纵向课题，

完成了多项横向课题研究，同时还有多项课题在研。另外，具有先进完备的科学

研究设备、数据库、图书资料和实验室等硬件设施，为研究生培养提供良好的科

研支撑。

5.培养目标及硕士点开设的主要课程

本专业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创新工作能力、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的复合型、

应用型管理人才，使之成长为职业经理、具有全球战略意识的企业家、商界精英

及领袖，富有社会责任感，服务于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

基础课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商务英语、管理经济学、数据模

型与决策、互联网与电子商务、组织行为学。

核心课程：战略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营销管理、运营管理、人力资源

开发与管理、现代商法企业、企业融资与资本运作、管理专题综合。



选修课程：工商管理前沿、产业经济专题报告、市场研究理论与方法、公司

治理、公司诊断与管理咨询、国内外经济热点专题报告、科学研究方法与 MBA

论文撰写指导、MBA 客商论坛等学术活动。

6.报考条件·考试科目

报考条件：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2年及以上工作经验，大专毕业后有 4年及以

上工作经验，硕、博士毕业后有 1年或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考试科目：全国统考①英语二；②管理学联考（含数学、逻辑、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