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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贵校科研团队不辞辛苦，精心准备案例，

主动协调组织课题调研，出色地完成了课题案例研究工作……”这是

来自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感谢信的内容，信中提

及的“科研团队”正是我校产业经济研究院团队。

成立五年以来，从最初 5名教师组成的小团队发展到如今影响力

较大的产业智库，研究院承担了系列研究课题以及 20 余项地方产业

发展规划报告，为学校在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经济研究领域影响力的

提升做出了突出贡献。成立五年以来，它已破茧成蝶，成功探索出一

套独具江大特色的人文社科研究范式。

小团队大能量，教学科研齐头并进

2016 年，结合国家制造业强国战略的部署，为提升哲学社会科

学科研创新能力、激发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的科研动力及服务区域

经济发展能力，学校决定以财经学院在产业经济与企业创新等相关特

色学科为依托，成立了首个人文社科类科研平台——江苏大学产业经

济研究院。

发展至今，研究院共有科研人员 7名，平均年龄 36 岁，均是国

内外知名高校经济学、管理学博士毕业，高级职称占比 85.7%。正是

这个不足 10 人的小团队迎难而上、接续奋进，以拼搏进取的创新精

神和求真务实的创业作风，孕育出累累硕果。



五年来，研究院共承担和完成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20 余项，在相

关学科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200 余篇，出版专著 5余部，获批各级各类

奖项近 20 项，获省级（行业）哲学社会科学奖 5项。研究院与俄亥

俄州立大学、内华达州立大学、奈梅亨大学、麦考瑞大学、博洛尼亚

大学、建国大学等国外知名高校建立了紧密的科研合作关系。

“作为学校首个人文社科平台，面对 ‘无人区’，我们唯有克

服艰难，负重前行。”第一批加入研究院的贺丹老师说，刚加入研究

院时，她就接到很多“提醒”：经费少、人员少，人文社科类团队成

长前景存疑……面对这些未知数，研究院院长胡绪华这样说：“我们

坚信，年轻人会在这里很快成长起来的。”正是这样的“一无所有”，

激发出年轻人的巨大能量。

“很忙，很充实”成为了团队的标签，在胡绪华的带领下，团队

老师开启了“5+2”“白加黑”模式。贺丹说：“要克服困难，就得

自己给自己加码。”就连大年初一出门拜年，她还不忘带上笔记本电

脑。

2019 年入职研究院的丁绪辉对团队的工作节奏深有体会：“谁

到我们的团队，谁就忙飞起来。”在撰写 《江苏省军民融合战略智

库报告》 过程中，所有的涉密资料只能靠手抄，记不清多少个日夜，

他不停地斟酌、修改，最后形成了厚厚的军民融合规划报告。丁绪辉

的爱人告诉记者：“从丁绪辉的身上才知道，大学老师就没有 8小时

的工作时间界限。”

为什么这么忙？胡绪华解释，研究院三分之一时间搞科研，三分

之一时间忙学科建设，三分之一时间做专业建设。胡绪华还担任国家

一流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申报负责人、学校首批“三全育人”



示范专业负责人以及应用经济学学科负责人。

“科研是打名气的，名气上来才能招到好学生，科研与教学相辅

相成，我们应该像重视科研一样重视教学。”胡绪华说。研究院成立

以来，教师以研促教，积极投身各项教学工作。2020 年上半年研究

院教师共承担 25 门次课程，多门课程被教务处评为A类课程。胡绪

华主编江苏省重点资助教材 《现代产业经济理论与政策》，贺丹、

孙华平两位教师获批留学生本科教材资助项目。

坚持深化校地合作，聚力搭建交流平台

研究院勇担“践行科研强校理念、搭建校地合作桥梁、破解产业发展

难题”的使命，依托自身专业优势，服务各级各类地方政府和企事业

单位。

团队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大有作为。研究院与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

心、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江苏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国家级产经

智库“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等智库平台开展深度合作，建立跨地区、

跨部门、跨行业的协同合作机制。团队与国务院国资委研究院共同完

成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实践研究——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为例”相关研究成果成为推进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

重要决策依据，与国家工信部研究院共同完成的 《单项冠军》 蓝皮

书成为国家推进单项冠军工作的重要支撑，所承担的产业集群发展研

究报告成为国家推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的重要参考。研究成果获省

委主要领导批示 1 次、市委主要领导批示 2 次，各类成果采纳证明

20 余项。

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团队调研的脚步踏遍长三角。在调



研的过程中，团队成员力促学校与企业合作，积极推荐学校最新科研

成果转化，汽车、电子芯片、化工材料、半固态压铸……多项科研成

果被成功推荐到企业生产中。

镇江市是团队多年跟踪的重点研究对象，其发展牵动着所有团队

成员的心。在做长三角一体化镇江产业布局研究时，“每周都有三个

半天在镇江市开会”。调研、讨论、汇报……稿子从薄到厚再到薄，

团队梳理思路，科学研判，最终提出的“四大产业集群和八大产业链”

得到镇江市委领导高度认可。

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努力，团队打出了名气。丹徒区是镇江发展洼

地，镇江市聘请了中国十大调查研究领域信息数据咨询机构公司中的

北京赛迪，因报告有的内容不是很接地气，丹徒区委找到了产业经济

研究院。多年来的本土跟踪和本地经验让团队对项目很有信心，一直

关注的高桥雪地靴、辛丰轴承等跃然纸上。半年的课题研究中，在最

热的两周天气，团队保持每天调研两个企业的工作节奏。

他们还带领乡镇书记们到宁波、余姚考察，联系中国轴承行业协

会秘书长为企业发展牵线搭桥，《镇江市丹徒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报告》 出色完成，得到了区委的高度认可。

五峰山大桥、江心洲、汽车生态园、黄酒酒坊……团队时刻关注

着镇江的发展，持续跟踪研究，让一份份高质量报告落地生根。

以勤补拙求突破，开拓进取求发展

研究院自成立以来，秉承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战略指向，着

力打造高质量、有影响的科研机构，走出了一条人文社科研究之路。

“没有退路，只有不断拼搏才能使团队发展。”胡绪华说。2020



年 11 月，研究院连续承办江苏省研究生“开放经济与产业发展”学

术创新论坛和江苏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学术年会两场省级学术会

议。由于时间紧、工作量大，团队全体成员齐齐出动，下班后开启长

达数小时微信语音会议是常态。贺丹接完孩子放学便马不停蹄地赶回

办公室继续讨论会议细节，胡绪华刚从成都出差归来一边吃着晚餐一

边连着开了两个会，2020 年 8 月才加入研究院的办公室副主任刘喜

鹏承担了大量的会议筹备细节工作……大会前一晚凌晨，团队成员们

依然在工作群中交流核对细节。

提起研究院的建设历程，贺丹回忆道：“当初我选择加入研究院

的时候，许多朋友都不看好，现在研究院用成果告诉了他们，我没选

错。”

“研究院氛围比较好，可以根据个性针对性发展，这是我选择研

究院的原因。”2017 年学校第一届海外论坛引进的人才陈彬有感而

发。“开心”“温暖”总被研究院的成员挂在嘴边，“大家互相关心

并解决问题”是 2018 年入职的杨茜的感受。

研究院还创建了中英文网站，实时更新研究院最新工作动态、优

秀成果、人才需求等相关信息，并在网站上定期发布 《长三角经济

一体化理论与实践》 报告。以研究院老师为主体的“低碳经济与产

业发展”创新团队被评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开放经

济与产业发展团队”获评 2017 江苏大学青年文明号创建单位。

科研教学、学科建设、团队培养、平台搭建、咨询服务……研究

院勇担重担，马不停蹄，“在校内，成为不可或缺的科研平台；在校

外，成为华东地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产业智库”，他们一直在努力。

（本报记者 程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