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设置
申请表

(2025年度)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 教育部

专业名称： 会计学

专业代码： 120203K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学位授予门类： 管理学

修业年限： 二年

申请时间： 2025-07-05

专业负责人： 张龙平

联系电话： 13807157365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学校代码 10520

学校主管部门 教育部 学校网址 http://www.zuel.edu.c
n/

学校所在省市区 湖北武汉湖北省武汉市
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南

湖大道182号

邮政编码 430073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þ教育部直属院校 o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o地方院校

þ公办 o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þ哲学 þ经济学 þ法学 o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þ理学 þ工学 o农学 o医学 þ管理学 þ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曾用名 中原大学、中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湖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

建校时间 1948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48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审核评估 通过时间 2024年10月

专任教师总数 1515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940

现有本科专业数 67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5270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5071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150字以内）

我校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前身为创立于1948年的中原大学，先后更名为湖
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2000年5月中南财经大学和中南政法学院合
并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5年学校跨入国家“211工程”行列，2011年
进入国家“985工程”项目重点建设高校行列，2017年入选“双一流”建
设高校及学科名单。

学校现有第二学士学位
专业和2024年招生数

2024年新增国际经贸规则(030105T)、纪检监察(030108YK)、工商管理(第
二学士学位);2023年撤销信息与计算科学(070102)、国民经济管理
(020103T)，新增国际法(030109TK)，停招视觉传达设计
(130502H);2022年停招边防管理(030603K);2021年停招管理科学
(120101)。

专业代码 120203K 专业名称 会计学

专业类 工商管理类 专业类代码 1202

门类 管理学 门类代码 12

授予学位 管理学 修业年限 二年

所在院系名称 会计学院 本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30

依托专业的开设年份 1949 依托专业获得学士学位
授予权时间 1981年12月

依托专业现有本科在校
生数 1586



3.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第二学士学位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基本信息 

专业名称：会计学 

专业代码：120203K 

学科门类：管理学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拥有家国情怀、国际

视野和创新精神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本专业以会计学知识为主，融通大数据、管理学、经济学与法学专业知识和前

沿信息技术，旨在培养应用型、融通性和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级专业人才。 

三、基本要求 

通过本专业教学计划所规定内容的学习与训练，学生基本达到以下毕业要

求： 

①思想品德：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人格，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科学精神、人文修养、文化

品位、职业素养和进取精神；关心社会问题和国家发展，具有社会责任感，主

动参与社会实践；能够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尤其是中国会计史文化；了解国情民

情社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②学科知识：具备系统扎实的基础知识、跨学科知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

能；了解会计学及相关学科的历史、现状和前沿动态，掌握会计学类问题的研

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了解国内外财务会计活动的政策法规和惯例。 

③应用能力：具有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能够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和技能，

分析和解决本专业或相关领域复杂问题，提出相应对策或方案，并对对策和方

案的政策依据、社会环境和可能的社会影 响进行分析。 

④创新能力：具有逻辑思维能力、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能够运用本专业

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组织和开展调查和研究，能发现、辨析、总结、评价本专业

及相关领域的现象和问题，形成个人判断、见解或对策，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

能力。 

⑤信息能力：能够运用各类信息技术和工具获取和分析相关信息；能够熟

练使用各类软件和网上办公系统；能够使用相关模型进行分析和判断；能够使

用信息技术解决本专业领域实际问题。 

⑥沟通表达：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能够使用准确规范的语言文字，



逻辑清晰地表达观点，能够与同行和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具有一定的宣传

和传播能力。 

⑦团队合作：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能够与团队成员和谐相

处，协作完成复杂任务。 

⑧国际视野：理解和尊重世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了解国际动态，熟

悉会计与审计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跟踪会计与审计准则的国际改

革方向，具有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⑨学习发展：具有自我规划、自我管理、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能够

通过不断学习，适应社会和个人高层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四、修业年限 

2年，学习年限 2—4年。 

五、授予学位 

管理学学士学位。 

六、主要课程 

微积分、微观经济学、会计学原理、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Python大

数据与会计应用、宏观经济学、中级会计学、中国税制、财务管理学、审计

学、会计信息系统、财务报告舞弊智能识别方法、RPA财务机器人开发与应用、

高级会计学、战略管理、数智化会计制度设计、智能财务分析、案例研究方法

与论文写作 

七、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会计信息系统。 

八、主要专业实验 

会计实验学。 

九、教学计划 

课程 

类别/ 

培养 

环节 

课

程 

性

质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开

课 

学

期 

学

分 

课

堂 

学

时 

实

验 

学

时 

课

外 

学

时 

先修条件 适用专业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B0901284 微积分（上） 1 4 64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B0200193 微观经济学 1 3 48   
微积分

（上）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B0800250 会计学原理 1 3 42 6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B0800043  财务管理学 1 2 32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B0601572 战略管理 1 2 32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B0802130 企业纳税筹划 1 3 48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B0801560 管理会计与决策 2 3 48   会计学原理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B0901294 微积分（下） 2 4 64   
微积分

（上）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B0200133 宏观经济学 2 3 48   
微积分

（下）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B0800390 中级会计学 2 5 70 10  会计学原理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B0802120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 2 2 32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B0890130 会计信息系统 2 3  48  中级会计学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B0801730 财务报告舞弊智能识别方法 2 2 16 16  中级会计学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B0800334 审计学 3 3 42 6  中级会计学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B0890120 RPA财务机器人开发与应用 3 2 0 32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B0800120 高级会计学 3 3 42 6  中级会计学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B0802160 数智化会计制度设计 3 2 32   中级会计学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B0801610 智能财务分析 3 2 32   中级会计学 
会计学（第二学

士学位） 

专业教育学分合计  53      

实践教

学 

必

修 

B1890030 毕业论文 4 4     
会计学（第二学

位） 

B0890020 会计实验学 4 3  48  
会计信息系

统 

会计学（第二学

位） 

实践教学学分合计  7     
会计学（第二学

位） 

总学分合计  60     
会计学（第二学

位）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4.1 专业核心课程表

 

4.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微积分（上） 64 4 丁琳 1

微观经济学 48 3 张琦、冉明东 1

会计学原理 48 3 王昌锐、唐国平 1

财务管理学 32 2 陈丽红、龚翔 1

战略管理 32 2 王清刚、施先旺 1

企业纳税筹划 48 3 陈辉、刘家松 1

管理会计与决策 48 3 吴德军、宋丽梦 2

微积分（下） 64 4 全怡、郑瑶 2

宏观经济学 48 3 徐悠、王成龙 2

中级会计学 80 5 季华、沈烈 2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 32 2 汤湘希、刘东晓 2

会计信息系统 48 3 操巍、严静 2

财务报告舞弊智能识别方法 32 2 王芳、谭艳艳 2

审计学 48 3 赵玉芳、钟慧洁、柳光强 3

RPA财务机器人开发与应用 32 2 何贵华、马光源、彭艳 3

高级会计学 48 3 陈正林、毛洪安 3

数智化会计制度设计 32 2 温倩、朱峰 3

智能财务分析 32 2 陈峻、康均 3

会计实验学 48 3 宋丽梦等 4

微积分（上） 64 4 丁琳 1

微观经济学 48 3 张琦、冉明东 1

会计学原理 48 3 王昌锐、唐国平 1

财务管理学 32 2 陈丽红、龚翔 1

战略管理 32 2 王清刚、施先旺 1

企业纳税筹划 48 3 陈辉、刘家松 1

管理会计与决策 48 3 吴德军、宋丽梦 2

微积分（下） 64 4 全怡、郑瑶 2

宏观经济学 48 3 徐悠、王成龙 2

中级会计学 80 5 季华、沈烈 2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 32 2 汤湘希、刘东晓 2

会计信息系统 48 3 操巍、严静 2

财务报告舞弊智能识别方法 32 2 王芳、谭艳艳 2

审计学 48 3 赵玉芳、钟慧洁、柳光强 3

RPA财务机器人开发与应用 32 2 何贵华、马光源、彭艳 3

高级会计学 48 3 陈正林、毛洪安 3

数智化会计制度设计 32 2 温倩、朱峰 3

智能财务分析 32 2 陈峻、康均 3

会计实验学 48 3 宋丽梦等 4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马光源 男 1994-01 高级会计学 副教授 上海财经
大学 财务管理 博士 专职



张琦 男 1978-01 会计学原理 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王昌锐 男 1974-05 财务管理学 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冉明东 男 1975-09 战略管理 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陈丽红 女 1978-01 企业纳税筹划 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唐国平 男 1964-08 管理会计与决策 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龚翔 男 1977-12 管理会计与决策 副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丁琳 女 1981-01 宏观经济学 副教授 武汉大学
会计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王清刚 男 1970-01 中级会计学 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施先旺 男 1968-01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
道德 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陈辉 女 1974-03 会计信息系统 副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刘家松 男 1966-01 财务报告舞弊智能识
别方法 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吴德军 男 1972-01 审计学 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宋丽梦 男 1976-02 RPA财务机器人开发
与应用 副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全怡 女 1986-08 高级会计学 教授
南京大学
商学院会
计系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徐悠 男 1989-01 智能财务分析 讲师 香港大学 财务管理 博士 专职

王成龙 男 1989-01 会计学原理 副教授 厦门大学 财务管理 博士 专职

季华 男 1980-12 财务管理学 副教授 中山大学 财务管理 博士 专职

沈烈 男 1961-08 战略管理 教授
华中科技
大学管理
学院

财务管理 博士 专职

汤湘希 男 1963-01 企业纳税筹划 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财务管理 博士 专职

刘东晓 男 1978-02 管理会计与决策 讲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硕士 专职

操巍 男 1982-08 宏观经济学 副教授 华中科技
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严静 女 1974-04 宏观经济学 讲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王芳 女 1978-08 中级会计学 教授 复旦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谭艳艳 女 1982-09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
道德 副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赵玉芳 女 1982-08 会计信息系统 讲师
华中科技
大、管理
学院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钟慧洁 女 1989-06 财务报告舞弊智能识
别方法 讲师 武汉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柳光强 男 1982-02 审计学 教授 武汉大学 公共经济
管理 博士 专职

何贵华 男 1993-11 RPA财务机器人开发
与应用 副教授 清华大学 财务管理 博士 专职

马光源 男 1994-01 高级会计学 副教授 上海财经
大学 财务管理 博士 专职

彭艳 女 1978-07 数智化会计制度设计 讲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财务管理 博士 专职

陈正林 男 1968-04 智能财务分析 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毛洪安 男 1977-03 会计学原理 讲师 武汉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4.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温倩 女 1976-01 财务管理学 副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朱峰 男 1976-01 战略管理 副教授 武汉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陈峻 男 1975-09 企业纳税筹划 副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会计学 博士 专职

康均 男 1971-05 管理会计与决策 副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财务管理 博士 专职

李燕媛 女 1980-04 战略管理 副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财务管理 博士 专职

吕敏康 男 1975-02 宏观经济学 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财务管理 博士 专职

专任教师总数 39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16 比例 41.03%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32 比例 82.05%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39 比例 100.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38 比例 97.44%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3 比例 7.69%

36-55岁教师数 30 比例 76.92%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0:39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38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5



 

5.专业负责人情况

 

姓名 张龙平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中国注册
会计师行
业发展研
究中心主
任，审计
研究所所

长

拟承
担课程 审计学 现在所在单

位 中南财政政法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94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国内外审计准则，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注册会计师审计理论与实务、政府
审计、内部审计、内部控制、环境审计等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997年获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2000年教育部全国首届
百佳“高校青年教师奖”（要求当年35岁以下且为正教授者方有申报资格
）荣誉获得者，2004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2011年入选湖北省新
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一层次，2013年入选财政部首届10名中国“会计名
家”培养工程，2016年任中国会计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首批特聘专家。主
要如下：
（1）2019年，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会计学
（2）2006年，校级精品课程-审计学
（3）2012年，校级精品课程-审计学
（4）2012年，省级精品课程-审计学
（5）2007年，国家级精品课程-审计学
（6）2013年，第一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审计学
（7）2022，省级线下一流课程-审计学
（8）2007年，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审计学
（9）2008年，校级教学团队-审计学
（10）2010年，省级教学团队-审计学
（11）2010年，拔尖创新型国际会计人才培育试验区
（12）2016年，"校级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13）2017年，现代审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
（14）2023年校级数智财务虚拟教研室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在《管理世界》、《会计研究》、《审计研究》等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180余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30余项，其中任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
科重大项目1项（11&ZD044)，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作为主要成
员参加国家社科和自科课题各1项，主持教育部课题2项，审计署课题2项
，财政部及中注协委托课题40余项。曾获财政部优秀论文三等奖和2013年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研究报告类）三等奖。专著有《注册会计
师审计控制系统研究》和《独立审计准则导论》等。还独著全国注册会计
师专门化统编教材《审计》（70万字）。与本院李璐教授、博导合作主编
完成了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现代审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版）。长期参加和担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考辅导教材《审计》的
编写和主审工作。与江西财经大学谢盛纹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合作
，主译和主校了美国Arens等合著的多版本AUDITING AND ASSURANCE
SERVICES：AN INTEGRATED APPROACH (中译本书名为：《审计学：一种整
合方法》），一直被国内多所有相当影响力的大学采用为本科生和研究生
教材。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0

近三年给 授课审计学框架（英文版 近三年指导 18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ACCA，1994-1997），阿伦斯审计
学（英文版），审计学（中英文版
），审计理论研究，审计准则研究
等200课时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姓名 张琦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党委常委
、副校长
、会计学
院院长兼
财务部部

长

拟承
担课程 会计学原理 现在所在单

位 中南财政政法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8年6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

主要研究方向 政府会计、政府预算与治理、环境经济与管理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首席专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政府财
务报告审计制度研究”，课题编号：20JZD017
（2）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官员动机、政府治理与
地方预决算披露质量”，课题编号：71872182, 2019-2022
（3）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政府预算公开中媒体问
责的治理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课题编号：71572194，2016-2019
（4）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利益相关者需求与制度
因素约束下的政府会计系统优化：基于海南省的田野研究”，课题编号
：71172222，2012-2015
（5）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学部主任基金）“绩效评价导向政
府会计系统的构建研究—— 基于受托责任理论”，课题编号
：70940026，2010-2011
（6）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基金项目）“我国政府会
计改革策略研究”，课题编号：08JC630085，2008—2009（已结题）
（7）主持：财政部部校共建项目“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效果评估及政策
建议”，课题编号：财综[2023]2号
（8）共同主持：财政部2023年委托项目“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效果研究
”
（9）共同主持：财政部2022年委托项目“文物文化资产相关会计问题”
（10）共同主持：财政部2020年委托项目“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会计问题研
究”
（11）主持：财政部2008年全国重点会计课题“我国政府会计准则体系构
建研究”，课题编号： 2008KJA43，已结题
（12）主持：财政部2013年度部校共建项目“政府会计准则研究”，课题
编号：财人函[2013]3号，已结题（获财政部优秀结项课题第一名）
（13）主持：财政部2015年委托项目“政府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研究”
（14）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政府会计系统构建研究”
（15）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多重契约关系下的政府
会计系统优化研究”
（16）第十三届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22，第一完成人）
（17）武汉市第十七次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20，第一完成人）

（18）财政部首届“部部省”共建项目结项优秀等级（排序第一
）（2014）
（1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172222，71572194）结项优秀
（2018，2022）
（20）湖北省社科期刊优秀论文二等奖（2014，第一完成人）
（21）财政部会计司2016年、2017年、2018年、2023、2024年发公函感谢
张琦教授团队对政府会计研究的贡献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论文
（1）张琦、杨悦．2023．地方政府预算公开的市场识别与反应——来自省



级政府债券定价的证据．经济研究．12
（2）张琦、孙旭鹏．2023．政府财务报告审计重大错报风险研究——基于
多国审计报告文本的分析．会计研究．6
（3）Oliver Zhen Li, Wenruo Wu, Lijun Xia, Qi
Zhang．2023．Fiscal-audit separation and government disclosure
quality．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SSCI）．Vol（42）
（4）张琦、杨悦．2023．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内容：国别比较与理论架构
．审计研究．5
（5）张琦、邹梦琪．2022．环境治理垂直改革的效果、基层机制与影响因
素．经济研究．8
（6）Shuying Ning, Qi Zhang（通讯作者）．2022．Hometown
favoritism: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politicians
returning home．Economic Modelling（SSCI，Impact
Factor:3.875，1区）．December Vol（117）
（7）张琦、鲁睿晗、孙旭鹏．2022．政府财务报告审计重点研究——基于
与预算执行审计衔接的视角．审计研究．4
（8）张琦、孙旭鹏．2021．政府审计独立性提升的治理效应——以审计机
关人财物改革对公务接待行为的影响为例．会计研究．1（人大复印资料全
文转载）
（9）Qi Zhang, Zhi Yu, Dongmin Kong. 2019. The Real Effect of
Legal Institutions: Environmental Courts and Fir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SCI，5-Year Impact Factor: 4.556，环境经济领域的国际
公认顶级期刊）.Nov. Vol（98）.ESI高被引论文
（10）张琦、郑瑶、孔东民．2019．地区环境治理压力、高管经历与企业
环保投资——一项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准自然实验．经
济研究．6
（11）张琦、谭志东．2019．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环境治理
效应．审计研究．1
（12）张琦、宁书影、郑瑶．2018．国家审计的“三公”预算治理效应
——基于中央部门的经验证据．审计研究．4
（13）张琦、郑瑶．2018．媒体报道能提升政府决算信息披露质量吗
？．会计研究．1
（14）Qi Zhang,Yao Zheng.2017.Can media coverage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of government final accounts?.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7（3）
（15）张琦、郑瑶、宁书影．2016．新闻的信息增量、审计监督与政府财
务信息披露．审计研究．6
（16）张琦、步丹璐、郁智．2016．媒体关注、报道情绪与政府“三公
”预算抑制．经济研究．5（China Economist 全文转载该文）
（17）张琦、田霈．2016．政府会计研究主题、方法与引用率——基于美
国文献的数据分析．会计研究．1（人大复印资料《财务与会计导刊》杂志
全文转载该文）
（18）桂林、张琦、吴飞．2015．分利行为、舆论监督与政府治理：内生
政府治理机制．经济学（季刊）．14卷第4期（2015年7月）
（19）张琦、吕敏康．2015．政府预算公开中媒体问责有效吗？．管理世
界．6
（20）张琦、方恬．2014．政府部门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
．会计研究．12
（21）张琦、张娟、吕敏康．2013．预算制度变迁、网络化环境与政府财
务信息传导机制——基于商务部三公经费公开的案例研究．会计研究（该
论文获得中国会计学会“2013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
（22）Qi Zhang，James L Chan．2013．Fiscal transparency in
China——government policy and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Public
Money & Management（SSCI）．Vol（33）．No.1（该文主要观点2013年
1月18日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方博客转载）
（23）张琦、张娟．2012．供求矛盾、信息决策与政府会计改革——兼评
我国公共领域的信息悖论．会计研究．7
（24）张琦、程晓佳．2012．政府会计改革环境动因的实证研究——以
OECD国家为例．财政研究．10
（25）张琦、张娟、程晓佳．2011．我国政府预算会计系统的构建．会计
研究．1



 

 

 

 

（26）张琦、张象至、邓九生．2011．自然灾害救助资源的核算与披露问
题研究．财政研究．1
（27）张琦、张娟．2010．政府会计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会计研究．8
（28）张琦、王森林、李琳娜．2009．政府会计改革：现状、问题与对策
．会计研究，10
（29）张琦、张象至、程晓佳．2009．政府会计基础选择、利益相关者博
弈与制度因素的影响．会计研究，7
（30）张琦、程晓佳．2008．政府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的适度分离与协调
．会计研究，11（该论文获得中国会计学会“2008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
）
（31）张琦．2007．公共受托责任、政府会计边界与政府财务报告的理论
定位．会计研究，12（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财务与会计导刊》
全文转载）
（32）张琦．2006．论绩效评价导向政府会计体系的构建．会计研究
，4（被2006年第4期《会计研究动态》转载）
（33）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023年教育部颁发
（34）第九届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22，第一完成人）
（35）论文-财政部、中国会计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2014年财政部中国会
计学会颁发
   （36）课程-《国家治理与政府理财》2023年省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
团队
（37）省级教改项目-政府财务治理人才培养的政产学研创新机制研究
——以政府会计教研为例-2023年结项优秀
（38）校级教改项目-政府会计人才政产学研协同培养模式创新-2024年结
项优秀
（39）教材出版-《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2024年7月高等教育出版社
（40）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2022）
（41）楚天名师（2024）
（42）财政部、中国会计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2014，第一完成人）
（43）中国会计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2009，第一完成人）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国家治理与政府理财》96学时《
政府会计》96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0

姓名 唐国平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环境资源
会计研究
中心主任

拟承
担课程 会计学原理 现在所在单

位 中南财政政法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1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财务会计要素；会计准则；环境会计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入选者（2016）。
（2）湖北名师（高等学校教学名师）（2005）。
（3）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8）。
（4）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2002）。
（5）财政部跨世纪学科学术带头人（1999）。
（6）教育部第二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8）。



 

（7）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三等奖（2001）。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科研项目
（1）会计立法国际比较研究，财政部中国会计学会重点会计科研课题
，2018-2019，主持人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修订相关问题研究，财政部与共建高校联
合研究课题，2016-2017，主持人
（3）中国环境会计理论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
”资助项目，2016-2019，主持人
（4）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11-2014，主持人
（5）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及其监管体系研究，湖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008-2010，主持人
（6）环境会计问题研究，财政部重点会计科研课题，2003-2005，主持人
（7）财务会计要素体系重构——兼论企业财务报表改进，教育部“优秀青
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2002，主持人
（8）大庆油田矿区事业部标准成本系统研究，大庆油田，2008，主持人
（9）会计核算制度改革方向、模式及实施，财政部，1990，主要成员
（10）我国会计核算制度管理体制研究，财政部，1994，主要成员
论文
（1）关于会计模式的思考，《会计研究》，1993.1
（2）会计核算方法及其体系的规范论证，《会计研究》，1998.6
（3）会计要素及清算会计要素，《会计研究》，1999.3
（4）财务会计要素及其体系新论，《会计研究》，2000.7
（5）社会.企业.市场经济：会计信息失真的广角透视与思考，《会计研究
》，2001.7
（6）环境会计与企业社会责任（序2），《会计研究》，2012.1
（7）内部控制效率：理论框架与测度评价（序2），《会计研究》
，2012.5
（8）环境管制、行业属性与企业环保投资，《会计研究》，2013.6
（9）资产质量、实物期权与价值体现，《管理科学》，2015.1
（10）资产质量、资产反应系数与公司治理，《财经问题研究》，2015.4
（11）中国银行对产业放款的聚群行为研究——以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市
商业银行为例，《投资研究》，2015.7
（12）我国《会计法》实施现状及其修订思考（序6），《会计研究》
，2017.9
（13）论《会计法》修订的理论依据与现实选择，《会计研究》，2018.8
（14）《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研究——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15）《财务会计基本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16）《财务会计对象要素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17）《会计学原理》（第三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列教材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6。
（18）《会计学基础》（第三版）（教育部“十一五”、“十二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19）《会计核算制度改革方向、模式及实施》（序2），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1992（曾于1998年荣获教育部第二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二等奖）。
(20)《企业特种会计》（副主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曾于
1996年荣获财政部优秀教材二等奖）。
(21)《股份制企业财务会计》（序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曾于
1996年荣获财政部优秀教材特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会计学原理、会计理论专题96课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0



 

姓名 柳光强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学科建设
办公室副
主任、会
计系主任
、会计信
息研究中
心主任

拟承
担课程 审计学 现在所在单

位 中南财政政法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4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公共经济管理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公共管理与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交叉学科研究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论文-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rade credit provision:
Evidence from China,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2023(64), SSCI (JCR一区), First author
（2）论文-Environmental taxes and corporate cash holdings:
Evidence from China,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22(76),
SSCI (JCR一区), First author
（3）论文-Environmental tax reform and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Law, Energy Economics, 2022(109), SSCI (JCR一区),
First author
（4）论文-高管经管教育背景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会计研究，2021年3期
，第一作者
（5）论文-政府会计监督如何影响盈余管理，管理世界，2021年5期，第一
作者
（6）论文-COVID-19 lockdowns, stimulus packages, travel bans, and
stock returns，Finance Research Letters，2021(38), SSCI (JCR一区
), Corresponding Author (入选ESI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
（7）论文-Ethical investing and capital structure,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2021(47), SSCI (JCR一区), Corresponding Author
（8）论文-Does the power gap between a chairman and CEO matter?
Evidence from corporate debt financing in China,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21(65), SSCI (JCR一区), Corresponding Author
（9）论文-Predicting exchange rate returns, Emerging Markets
Review,2020(42), SSCI (JCR一区), Corresponding Author
（10）论文-High-speed rail, tourist mobility, and firm value,
Economic Modelling, 2020(90), SSCI (JCR一区), Corresponding
Author
（11）论文-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ased on
management’s opportunistic behavior, Accounting and Finance,
2020(60), SSCI (JCR二区), Corresponding Author
（12）论文-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the capacity
utilization of zombie firms, Economic Modelling, 2019(83), SSCI
(JCR一区), First author
（13）论文-基础教育差异对农村地区收入分配的影响，教育研究，2019年
2期，第一作者
（14）论文-大数据驱动税收治理的内在机理和对策建议，税务研究
，2019年4期，第一作者
（15）论文-高管海外经历是否提升了薪酬差距，管理世界，2018年8期
，第一作者
（16）论文-内控机制在税务部门的应用探讨，税务研究，2017年3期，第
一作者
（17）论文-内控机制在税务部门的应用探讨，税务研究，2016年3期，第
一作者
（18）论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分析，管理世界，2016年
10期，独撰



 

 

 

 

（19）论文-产业发展视角下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激励效果比较研究，财贸
经济，2015年8期，第一作者
（20）论文-收入分配三角困局与税收调节职能优化，财政研究，2015年
5期，第一作者
（21）主持-智慧树线上开放课程《公共管理理论与实务》，2025
（22）专著-创新PPP实施路径的比较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
（23）教材-《企业纳税筹划》，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24）参编教材-《金融企业财务监督案例》、《财政监督丛书》、《“小
金库”专项治理丛书》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1）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项目，政府部门内部
控制与腐败治理：证据、解释及优化（项目号：71550002）
（2）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财会
监督研究（项目号：22FGLB072）
（2）主持完成世界银行、财政部联合课题《普遍服务财政补偿机制研究》
（3）主持财政部课题《市县财政部门内部控制方法研究》
（4）在《管理世界》（三篇）、《教育研究》、《会计研究》以及《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入选ESI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等高水平
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一部
（5）2020年获得武汉市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序1）
（6）2020年获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序2）
（7）2016年获得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8）2012年获得财政部优秀论文一等奖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1万元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60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纳税筹划与公司理财》、《财会审研究方法》60学时近三
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15人次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项目，政府部门内部控制与腐败治理：证据、
解释及优化（项目号：71550002）
（2）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财会
监督研究（项目号：22FGLB072）
（2）主持完成世界银行、财政部联合课题《普遍服务财政补偿机制研究》
（3）主持财政部课题《市县财政部门内部控制方法研究》
（4）在《管理世界》（三篇）、《教育研究》、《会计研究》以及《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入选ESI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等高水平
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一部
（5）2020年获得武汉市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序1）
（6）2020年获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序2）
（7）2016年获得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8）2012年获得财政部优秀论文一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1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6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纳税筹划与公司理财》、《财会
审研究方法》60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5

姓名 张敦力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中国会计
学会财务
管理专业
委员会、
中国会计



学会财务
成本分会
副秘书长
、湖北省
内部审计
师协会副
会长、湖
北省会计
学会常务
理事、湖
北省金融
会计学会
常务理事

拟承
担课程 财务管理 现在所在单

位 中南财政政法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0年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风险财务、产权会计、反倾销会计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2013年10月，会计研究，市场竞争视角下的管理者权力和企业投资关
系研究
（2）2013年10月，宏观经济研究，管理者权力与企业投资回报
（3）2013年1月，中南财经大学学报，财务战略、可置信承诺与专用性投
资的信号作
（4））2013年1月，会计与经济研究，股权激励约束机制与业绩相关性研
究
（5））2012年8月，会计研究，社会信任、政治关系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
（6））2012年1月，会计论坛，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背景特征与并购决策
行为研究
（7））2012年1月，会计学术之路（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论资本成本
计量模型的科学原理及其运用
（8））2012年3月，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审计师行业专长、盈余管理属性
与审计意见决策——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9）2011年7月，会计研究，会计稳健性的经济后果研究述评
（10）2009年1月，会计师，财务与会计导刊转载论长期借款还本付息方式
的科学选择
（11）2008年11月，财政监督，财务与会计导刊转载公允价值计量是金融
危机的“元凶”？
（12）2008年1月，会计论坛论，内含收益率初始值有效测定的科学原理
(13)2006年5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论我国《会计法》的进一步修订
与完善
（14）2006年1月，会计研究，论资本成本的计量及运用
（15）2006年6月，广西财经学院学报，外贸经济、国际贸易转载，反倾销
应诉预警体系构建研究
（16）2004年3月，会计研究，论成本概念框架的构建
（17）2003年10月财会月刊，财务与会计导刊转载，对几个会计实务问题
的理解
（18）2000年5月，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企业对外投资的计价
（19）1997年5月，审计研究，试论审计质量特征与审计质量控制思想
（20）2002年8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风险基础财务管理研究
（21）2011年12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固定收益分析
（22）1999年12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会计大典（第二卷）
(23)1999年6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会计大典（第三卷）
(24)1998年1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会计准则操作与指南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2006年4月，全国首批会计领军人才（学术类）
（2）2010年2月，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3）2012年12月，湖北省社科
界优秀青年学者
（4）2006年6月，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
（5）2004年12月，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九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教
学类）
（6）2011年6月，昆仑学者

近三年获 0 近三年获得 0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财务模型、管理会计（ACCA）、财
务管理（双语）、高级财务管理、
现代财务基本理论、财务成本专题
等240课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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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1642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1277（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结合高校同类项目政策及管理规范，经费来源以财政专项拨款为基础，用
于支持教学基础建设；学费收入为重要组成部分，也可能借鉴双学位项目
的学分制收费模式；社会资源补充如校企合作、校友捐赠等或引入企业合
作的经验，筹措实践教学等环节经费。在管理规范方面，学费需按国家规
定纳入财政专户，实行 “收支两条线” 监管，确保专项用于教学；学生
可享受国家奖助学金、助学贷款等资助政策，资金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共担
。综上，会计学第二学士学位若实施，经费将以财政拨款与学费为主体
，辅以社会资源，遵循统一管理与资助政策。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340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在数字化浪潮下，科技发展正深刻改变财经行业运作模式，如智能财务报
告生成、风险预测等。会计学院为满足行业对数智财经人才的迫切需求
，积极建设融合数智化教育平台，培养适应未来行业发展人才的关键，确
保学生在毕业后能迅速融入并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数智化教育平台建设
能整合线上线下优质教学资源，如引入AIGC、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等相关
的前沿课程、案例库等；借助虚拟仿真、在线互动等新型教学方法，使教
学更加生动、高效，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
效果 ，促进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提升。
会计学院拥有一支高素质教学科研团队，许多专任教师参与过数智化 相关
培训与研究项目，对 AIGC、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等在财务领域的应用有深
入理解。这些教师能够将最新研究成果融入日常教学，使教学内容更具时
效性和实用性。学院还制定了定期培训计划，组织教师参加 AIGC、大数据
、区块链等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鼓励教师开展相关教学研究，不断
提升教师团队在数智财经融合教育方面的教学和科研能力，为教学活动提
供有力保障。



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开设会计学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具有显著的可行性，

其政策契合度高、学科基础扎实、市场需求明确。通过 “专业 + 技术 + 国际化” 

的培养模式，项目有望成为复合型会计人才培养的标杆。学校在课程设计、实践资

源、品牌建设等方面持续优化，同时关注市场反馈与政策动态，确保项目的可持续

发展。预计到2026年，该项目可累计培养100名复合型人才，其中60%进入金融科

技、跨国企业，30%考取公务员或选调生，10%深造至海外名校，为数字经济时代的

财务领域输送创新型人才。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

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专家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