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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复旦大学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2010 年 9 月经教育

部批准准设立，2012 年 9 月正式招生，旨在立足上海、服

务国家，顺应税收现代化、国际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复合型税务专业人才。现有国际

税收和企业税务筹划与风险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本学位点现有专任教师 25 人，均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

学位，同时担任校内导师。师资队伍实力强劲，在全国税

务硕士教指委举办的教学案例大赛和优秀论文评选中连续

获奖 8 次，其中包括优秀论文一等奖 2 次和教学案例大赛

一等奖 1 次。截至 2021 年末有 5 人入选国家级或上海市各

类人才项目，1 人获得上海市育才奖。2021 年刘志阔老师

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等国际最顶尖期刊发表论文

2 篇,其他教师在国内外顶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

本学位点现有行业导师 52 人，分别来自国家税务总局、

上海市税务局、四大会计事务所、知名企业、知名律师事

务所等业内顶尖机构。

本学位点由专任教师担任辅导员，建立了双周例会、

年终述职等完善的思政教师工作制度，并将教师思政工作

成效与年终考评和职务晋升挂钩。

2021 年本学位点招生人数和授予学位人数均为 41 人，

培养规模比设立之初增长将近 2 倍，学生均为全日制，学



制二年。2021 年毕业生就业率为 97.6%，其中在会计师事

务所等市场服务机构、金融企业、互联网科技企业（华为、

腾讯、字节跳动等）、 央企和其他企业（保利集团、苏宁

易购、中谷物流等）和政府机关就业学生的占比分别为

35.0%、35.0%、15.0%、7.5%和 7.5%。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本学位点招生主要采用公开招考、全国优秀大学生夏

令营活动、院内推免三种方式，其中推免生比例达到 50%。

本学位点公开招考录取分数线稳步上升，入选全国优秀大

学 





点服务国家战略的理念，也为学生提升研究能力和专业技

能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毕业论文是税务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关键环节，也是人

才培养质量的集中体现。本学位点抓住论文开题、中期考

核、论文相似度检测、评审和答辩等主要环节，对论文质

量全过程严格把关，2021 年度，学生毕业论文由校外专家

进行双盲评审的比例达到 38%，其中盲审结果良好以上的比

例达到 93%。

2021 年度，本学位点学生在实践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可

喜的成果，税务硕士项目团队获得华为财务精英挑战赛全

球总决赛“最佳展示奖”，朱石山同学获评优秀个人。许

娟同学撰写的案例《影视行业涉税问题分析——基于郑爽

案的案例分析》获得第六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专业学位研

究生案例大赛一等奖。蔡奇翰同学和导师合作完成的论文

“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研发创新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分

析”发表于《复旦学报》2021 年第 6 期。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本学位点的研究生教育长期坚持立足上海和服务国家

的理想信念，努力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复合型税务专

业人才。在培养过程中，坚持党建引领，已成立两个税务

专硕党支部，目前有正式党员 33 名，预备党员 1 名，入党

积极分子 26 名。



本学位点突出税务人才培养的专业化和国际化，强调

多学科知识融合，紧跟行业发展前沿。2021 年，本学位点

重新梳理了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体系，制订了《课程体系建

设方案》。具体而言，一是从立德树人，加强课程思政建

设，要求每门专业课均体现课程思政的教学要求，同时将

“税收筹划专题”等课程建设为复旦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

建设示范课程。二是紧跟行业发展前沿，开出本项目的特

色品牌课程——“国际税收实务进阶”和“家庭税收筹划

与财富管理”。

适应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在税收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

的新趋势，本学位点积极改进课程设置，力图使学生掌握

更多数据处理和信息技术应用技能，从而在未来的职业发

展中更具竞争力，同时也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力图借助信

息化手段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在课程设置方面，“数据

挖掘”课程已于 2021 年春季顺利开出；在教学手段方面，

“国际税收专题”课程已实现了利用本团队在中国大学慕

课平台上线的“国际税收”慕课资源辅助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导师队伍建设，通过建章立制、规

范管理，打造了一支有情怀、有学识、有爱心的研究生导

师队伍。2021 年制定了《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遴

选方案》、《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审核方案》等制度，优

化了导师遴选机制，进一步明确了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



第一责任人作用。

在师资培训方面，本学位点要求新任导师必须参加研

究生院提供的全方位培训，所有导师每年参加全国税务教

指委举办的暑期师资培训，同时还针对毕业论文、案例撰

写和就业指导等方面主题举办专门的培训或经验交流活动，

敦促导师加强自身思想政治素质建设、关爱学生、履行思

政教育首要责任。

本学位点强调专业实务知识与科研训练相结合的人才

培养理念。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数据挖掘”“数量分

析方法”等科研训练方面的课程。利用导师较多的科研资

源，鼓励学生参加导师的组会和课题，在奖学金评定中对

论文发表给予较大力度的倾斜。

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是本学位点的特色之一，本学位点

拥有外籍行业导师 3 位，包括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税法兼职

教授 Mark Merric 先生、荷兰国际财税文献局（IBFD)资深

研究员马世奇先生等，经常性地邀请项尖国际税收专家主

讲实务课程，如 2021 年度 OECD 财政事务部高级顾问廖体

忠先生主讲的“世界秩序与国际税收秩序”，荷兰国际财

税文献局学术委员会主席 Pasquale Pistone 先生主讲的

“The Tax Implications of the Cashless Society”，

维也纳大学全球税收政策中心顾问沈智勇先生主讲的

“ International Taxation in a Digital Age and



Blockchain”等。

本学位点实行项目管理制，由项目学术负责人和项目

主任分别负责学术把关和项目的运作管理，设有专业学位

办公室，有 6 位教务员负责日常的招生、培养和学位等方

面工作。本学位点建立了学籍管理规定、研究生课程和教

学管理规定等制度维护研究生合法权益，研究生会权益部

开通权益服务通道，帮助同学们解决所遇到的困难。每学

期院领导不定期与研究生面对面交流，聆听同学们的意见

建议，提升学生对项目的认同度和满意度。2021 年本学位

点组建了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出了学位

授予标准等文件，为进一步提升项目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管

理水平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