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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学科或专业方向、 师资队伍、 培养环境与条件等。

河北经贸大学 MIB 项目始于 2010 年，隶属于商学院，是经批准的第一批国

际商务专业学位教育培养单位之一。2011 年开始招收全日制国际商务专业硕士

研究生，设置研究方向为国际商务营销方向。为适应学科的发展需要，并满足当

前国际商务实践发展的要求，学位点于 2021 年增设国际投资和跨境电商两个方

向，进一步深入提升学生在国际商务运营技能、国际市场拓展和管理，以及跨境

电商运营等方面的能力。

学位点积极推动师资队伍建设，完善师资队伍结构，充实教学研究队伍，目

前专任教师共 18 人，具有博士学位比例超过 60%，40 岁以下比例为 44%，有国

外访学或留学经历的比例超过 40%。

学位点积极推动平台建设与合作，提高了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促进了学科

的交叉、融合和发展。积极与河北省教育厅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河北经贸大

学现代商贸服务业研究中心”、河北省软科学研究基地“河北省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河北经贸大学雄安开发研究院和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地理大数据平台”开

展合作研究，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智力支持；学科点与教育部高校国别

与区域研究备案中心“河北经贸大学塞尔维亚研究中心”和“河北经贸大学尼泊

尔研究中心”紧密合作，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研究和智库建设。

二、 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情况

学位授权点根据《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的主要内容进行编写, 但不局限于

抽评要素中所列的主要内容。 编写时应体现年度建设整体情况、 制度完善及执

行情况、 师资队伍建设、 科学研究工作、 招生与培养等工作的亮点特色, 相

关数据统计可以使用图表表示。

（一）师资队伍建设

本学位点现有骨干教师 4名，分别是李清教授、赵红霞教授、张希颖教授和

孟萍副教授，均为本学位点导师，2020 年和 2021 年共主持厅级以上课题 3项，

主持完成 1项案例入选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案例库，主持并完成 4项案例

库建设并入选河北省省级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立项建设项目，主持完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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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河北省研究生示范课程建设项目，2020 年均被聘任为河北省商业经济学会理

事。

本学位点现有专任教师 18 人，全部具有研究生学历，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

为 67%；年龄结构上，40 岁以下比例为 44%；职称结构上，教授比例为 39%，副

教授比例为 28%，合计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比例为 67%，讲师（含内聘副教授）比

例为 33%；有实践经验教师 6名，占比为 33%；具有境外等学术经历教师比例为

44%。

专任教师数量及结构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博士导

师人数

硕士导

师人数
25 岁

及以下

26 至

35 岁

36 至

45 岁

46 至

59 岁

60 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1 6 1 5 6

副高级 1 4 4 1 5

中级 6 6 4

其他

总计 18 7 5 6 11 7 16

本学位点两年来不断充实校内和校外导师队伍，2020 年新聘 3名校内导师，

2021 年新聘 5 名校内导师，2021 年新聘河北环海物流有限公司杜素芳总经理为

行业教师（社会导师），现本学位点共聘任行业教师（社会导师）12 名。

（二）科学研究工作

2020 年，专任教师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立项 2 项，厅级课题立项 2

项，一项实用新型专利获批，《高台公司在俄乌冲突下的贸易案例》于 2020 年

正式入选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国际商务专业学位案例库。2021 年，专任教师

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立项 1项，厅级课题立项 1项，《全球贸易环境分析

教学案例库》、《国际贸易双语教学案例库》、《国际金融实务案例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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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贸易政策教学案例库》等 4项入选河北省省级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建设项

目顺利结项。两年实现纵向课题到账资金 14.1 万元，横向课题到账资金 25.5

万元（立项两项），共发表省级以上期刊论文 40 余篇。

张希颖教授主讲的课程《国际营销战略研究》，于 2019 年获批为河北省研

究生示范课程建设项目，于 2021 年顺利结项。本课程于 2002 年开始授课，2009

年获得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现以示范课程建设为契机，在教学改革、教学

研究方面下足功夫，深入总结课程内容结构、教学方法手段、实践条件与教学资

源，客观评价课程特色及教学质量，实现精准定位课程建设规划及预期成效。该

项目的建设拥有经验丰富、知识结构完备的教学团队；改进了教学方法和教学评

价体系，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成果。

（三）研究招生与培养

学院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企业现场宣传等多种方式积极扩大招生宣传，

全面介绍本学位点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导师团队等情况，充实学院网站

信息，更新全体研究生导师信息，加强网站宣传功能。

研究生招生方面，学位点严格按照教育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

定》，组织资格审查、复试、体检、思想政治素质与道德品质考核和录取等工作，

并做好相应的安全保密工作。现在读 20 级和 21 级学生共 53 名，生源较为优秀，

其中 2020 年录取 24 人，全部为调剂生，其中 211 院校生源 1人，具有博士学位

点（含联合）院校生源 9人，本校生源 7人，合计省属重点及以上院校生源比例

为 79%；2021 年录取 29 人，其中第一志愿生源 7人，全国“双一流”院校生源

2 人，具有博士学位点（含联合）院校生源 8 人，本校生源 13 人，合计省属重

点及以上院校生源比例为 72%。学生就业率和质量处于较高水平，其中 20 届毕

业生 13 人，就业率达到 92.3%，两位学生考取首都经贸大学博士继续深造；21

届毕业生 20 人，就业率达到 95%，其中一位学生考取博士研究生。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首先，导师组严格落实研究生培养方案、监督培养计划

执行、指导课程教学、评价教学质量等工作，积极推动实践教学工作开展。其次，

做好研究生入学教育，组织新生学习《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手册》，使新生尽快

做到“熟规则、懂制度、明权益”，并开展学术道德、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培训，

引导学生树立学术诚信的理念。再次，加强研究生教学、科研管理，严格执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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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方案，按计划完成教学工作，并施行导师组听课与教学检查制度，督促教师提

升授课质量，同时鼓励学生开展科研与实践工作。第四，严格把关学位论文质量。

从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三大环节对学位论文选题和写作进行严格把关，

2021 年毕业论文全部顺利通过外审。

本学位点两年来定期召开学习贯彻《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专题会议，

尤其是针针对新聘导师明确导师自身职责，要求导师在课堂内外加强对研究生的

思政教育，将培养研究生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以及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放在首要位置，并贯穿于教学、科研、实践以及论文

选题、开题、撰写、答辩等具体培养环节的全过程。导师们的言传身教、榜样示

范作用，推动了研究生道德品质、学风、学术的规范化建设。

本学位点积极推动实践教学工作。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实践教学工作

暂时停顿，在 2021 年新冠疫情有效控制背景下，本学位点恢复相关工作。2021

年商学院与长城汽车签订校企合作协议，4 位研究生获得了在长城汽车国际部

2021 年暑期实习的机会。2021 年，高云龙副教授带领 20 级研究生先后进入华药

国际和新晋世界 500 强敬业集团交流学习，拓宽了师生的视野。2021 年商学院

与河北环海物流有限公司签署实践基地协议，并聘任公司杜素芳总经理为社会导

师，并为本学位点学生做了专业讲座，提升了学生在国际商务实践层面的认知。

目前本学位点共建立了 7家实践基地。

（四）社会服务

2020 和 2021 年本学位点积极推动本学位点与政府、企业的合作。

2020 年，导师李清教授、孟萍莉副教授、刘晓亮副教授、高云龙副教授、

张希颖教授积极参与河北省工信厅等部门调研任务，撰写调研报告：参与完成河

北省工信厅《贸易摩擦背景下河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对策研究》、《后

疫情背景下河北制造业外贸发展面临形势与对策研究》等调研报告，2019 级研

究生温可仪、郭鹏全程参与两个报告资料收集及撰写；参与完成河北省参事室课

题，调研报告《关于建立河北自贸区大兴机场片区综合保税区京冀共建共享共治

机制的建议》获得省领导的批示。

2020 年，张雨博士（内聘副教授）受山西长治黎都农村商业银行委托，承

担《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商业银行发展策略研究》课题（16 万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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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山西长治黎都农商银行董事、高管、董事会办公室、行长办公室及相关人员进

行培训。

2021 年，本学位点导师李清教授、孟萍莉副教授、刘晓亮副教授在河北省

商务厅国际经贸关系处的配合下开展调研，撰写了《RCEP 生效对河北省开放发

展的影响分析》调研报告。

2021 年 12 月，河北省商务厅国际经贸关系处联合本学位点导师李清教授、

孟萍莉副教授、刘晓亮副教授编写了《RCEP 成员国一国一策》。2020 级国际商

务专硕学生贾亚飞、尚沛江、姜菲亚、张宇航等 10 名同学参与了编写。

2021 年 12 月，河北省商务厅聘任本学位点导师李清教授、孟萍莉副教授、

刘晓亮副为河北省第一批“FTA 种子培训师”。12 月 3 日，河北省商务厅国关处

组织了 2021 年 FTA 暨 RCEP 政策解读会线上培训，本学位点导师李清教授为此次

培训的主讲专家。

2021 年 10 月 29 日，本学位点导师刘晓亮副教授应邀赴中国信保河北分公

司做关于国际贸易实务外延知识培训的讲座。

2021 年 9 月，受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口岸处委托，本学位点导师高云

龙副教授主持横向课题《河北省口岸志编纂》，到账资金 9.5 万元。

2021 年 11 月，本学位点导师柴国俊教授参加河南省 2021 年巩固脱贫成果

后评估第三方评估工作。

2021 年，本学位点导师卢丽静副教授参与中国社科院食品药品监管研究中

心课题《2021 年中国羊奶粉行业研究报告》的撰写。

本学位点导师蔡燕博士（内聘副教授）参与的河北省商务厅政策研究课题《关

于建立河北省贸易调整援助试行机制研究报告》于 2021 年结项，蔡燕博士作为

主笔起草了《河北省贸易调整援助暂行办法（草案）》。

三、 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学位授权点存在问题及分析。

第一，科研工作有待加强。

两年内立项科研项目总数目较少，尤其应推动省部级及以上等高层次课题的

申报与立项，相关发表论文层次较低，核心期刊和 C刊占比较低，在省级案例库、

省级示范课等方面也遇到了发展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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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前 7个实践基地和 12 位社会导师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优势没有得

到充分发挥。

第三，第一志愿录取比例低。

第四，研究生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比赛较少。

四、 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针对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提出下一年度建设改进计划,包括发展目标和

保障措施。

第一，加大科研工作的推进力度。

在 2022 年度召开学位点会议，对新年度纵向课题、教研项目等各项课题的

申报进行规划，鼓励导师、教师积极申报，并结合学位点发展设定相关研究方向，

争取 2022 年度实现至少 3项厅级以上纵向课题立项，1项省级教研项目立项。

第二，多途径开辟并维持与实践基地和社会导师的联系。

2022 年度，继续推进与企业的合作，争取新建 2 家实践基地，新聘 2 位社

会导师。进一步完善学院和本学位点寻访制度，推动与现有实践基地间的顺畅合

作，并探讨加强合作的多种形式，提升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培养环节的有效性。

第三，多渠道宣传国际商务专业硕士，提升第一志愿优质生源比例。

加大利用现有学院多种网络平台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完善网络平台的宣传信

息，为考生提供详细的信息支持。鼓励导师组成员到其他高校开展学术讲座和本

学位点的宣传讲座。

第四，积极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

鼓励研究生科研活动，从经费方面支持参加国内外相关高水平学术、比赛等

活动，2022 年度力争参加 3项国内外学术和比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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