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 2023 年度 MBA培养院校
《会计学》核心课程师资研讨会的通知

各有关院校：

为积极推进 MBA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增强全国 MBA 培养

院校《会计学》相关课程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师资水平，并为从

事《会计学》相关教学的学者们提供一个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

现定于 2023年 11月 2日至 3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举行本年度全国MBA 培养院校《会计学》核心课程师资研

讨会。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本次研讨会将围绕会计学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

教学案例开发等问题展开研讨。研讨主题有：

1．《会计学》、《财务报表分析》等核心课程一体化教学

设计与经验交流；

2．会计学课程思政建设与经验交流；

3．会计学课程的跨学科发展与创新；

4．会计学案例开发与案例教学示范；

5．智能会计新课建设经验与示范；

6．会计学研究最新进展与教研一体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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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会计学教学资源共享与虚拟教研室建设；

8．会计学产学研平台建设与教学方法创新实践。

会议形式包括主题发言、教学示范、与嘉宾对话、分组讨论

等。

二、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承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教育部财务报表分析课程群虚拟教研室

三、会议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2023年 11月 1日下午 15:00—20:00；11 月 2日

上午 8:00—8:30。

会议时间：2023年 11月 2日全天、3日上午。

报到地点：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

街口外大街 19号）

四、参会人员与会议嘉宾

全国MBA 培养院校从事《会计学》、《财务报表分析》等

课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课程建设负责人、任课教师。

会议嘉宾：

孙铮，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财经

大学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商学院院长；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

学科评议组（工商管理组）成员，第五届全国MBA教指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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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工

商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会计学专

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委员，财政部会计标准战略委员会委员，

财政部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委

员。研究领域：会计理论，财务会计，公司治理。在《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会计研究》、《审计研究》、《金融研究》、

《管理科学学报》、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Accounting

Horizons、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曾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

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点项目等研究课题。长期主讲 MBA《会计

学》《财务报告与价值分析》课程，教学创新突出，授课经验丰

富。

张新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财政

部会计名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国际商学院原院长。

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商业会计

学会副会长，国际管理会计教育联盟理事长，曾任全国MBA教

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教育部财务报表

分析课程群虚拟教研室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课题、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及教育部、财政部与北京市多项研

究课题。在《管理世界》《会计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等高水

平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企业财务状况质

量分析理论研究》（独著）、《从报表看企业》（独著）等专著

20余部。长期专注于会计学与财务报表分析的研究与教学，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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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财报分析框架”，为分析中国企业财务报表分析提供系统

解决方案。主编教材《财务报表分析》获首届国家教材建设一等

奖。主讲《财务报表分析》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首届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长期主讲MBA、EMBA《会计学》《企业财

务报表分析》等课程，是中国MBA、EMBA 教育界颇具实力和

影响力的教师之一。

谢德仁，清华大学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财政部会计名

家。主要研究兴趣为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与会计学的交叉研

究、企业会计准则制定、公司治理与经理人激励、企业自由现金

流量创造等领域。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国家级课题

多项，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会计研

究》《金融研究》等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多

部。曾任中国证监会第十七届发行审核委员会兼职委员、财政部

第一、二、三届企业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委员。现兼任中国会计

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会计研究》编辑。长期主讲MBA《会

计学》课程，教学评价优秀。

杜兴强，厦门大学“南强”重点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会

计学系主任，财政部会计名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首

届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兼任

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教育部会计学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商业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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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会计评论》执行主编、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编委。研

究兴趣为文化影响与会计审计行为、会计思想史，论文发表于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会计研究》《管理科学学报》《金融

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中英文知名学术期刊，入选“Elsevier

中国高被引作者榜单”。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福

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一等奖；教

学领域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福建省教学成果特等奖、教育

部霍英东教育教学奖二等奖。

蒋占华，现任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历任三家中央企业集团总会计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获得

者，曾任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研究员，正高级会计师，中国

注册会计师、首批特级管理会计师；中国会计学会、中国总会计

师协会常务理事，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内部控制咨询专家，

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主持完成国家级重大软科学项目等 11

项、获省部级以上政府科技进步奖 5 项。作为验收组组长对 24

项财政部管理会计专项课题验收。出版《最新管理会计学》等 13

部财务会计专著，其中《央企总会计师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被

评选为财资中国 2019 年度好书第一名；在《财务与会计》等刊

物等发表论文 80多篇，在财务会计、管理会计、集团财务管理、

业绩考核、公司战略等方面有丰富经验和深入研究。

崔学刚，北京师范大学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财政部会

计名家。现任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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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人才、财政部首批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全国会计领军人才特殊

支持计划、北京市社科理论中青年“百人工程”。兼任英国南安

普顿大学博士生导师、Economics and Politics副主编等，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青年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多项，

在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Abacus，

Neuroscience,《会计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多篇，出版专（合）著 10 部，发明专利 2 项，曾获北京

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次）、杨纪琬会计学奖优

秀会计学术专著奖、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个人)等科研奖励。

在教学方面曾获北京市教育教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二等奖（2

次）、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优质课程、宝钢优秀教师、北京

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金质奖章、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等奖项。

钱爱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会计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财政部会计名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非

执业），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市教学名师。

现任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会计

学会会计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黄大年式教学团队的主要成

员。研究领域：公司治理与企业财务分析、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

主持并参与国家自科、国家社科以及教育部等多个国家及省部级

科研项目，在《管理世界》《会计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等专

业期刊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论文荣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专著荣获北京市第十二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主编教材十余部，其中《财务



— 7 —

报表分析》2021年荣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主讲的《财务报表分析》课程和负责的《财务会计》课程先后获

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并分别获评国家级和北京市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教学团队和教学名师。

罗炜，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副教授，博士

生导师，研究专长为公司治理、风险投资、盈余管理、会计信息

与公司激励计划、自愿性信息披露。已在《经济研究》《管理世

界》《会计研究》《金融研究》，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2项。荣获北京大学 2011年度、2016年度教学优秀奖。2020

年所授课程《会计学原理》荣获国家一流本科线上课程。

周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商学院课程思政教

学中心主任、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青年学者，MBA《会计学》课程

组组长。著有“会计学原论”系列著作、系列教材、系列论文、

系列译著。在《中国社会科学》《会计研究》《经济研究》等刊

物发表论文 60 余篇，论文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财务与

会计导刊》转载。出版专著和教材多部，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成果文库”。学术观点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要报》

《国家高端智库报告》，多次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并被多

个监管部门用作立法参考。学术成果荣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杨纪琬会计学奖优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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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术专著奖等奖项。教学成果分别荣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2 项）、北

京市高等学校青年名师奖、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等。获评中国

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杰出青年学者”。主讲的《会计

学》慕课在“学堂在线”上线开课。

五、投稿方式与截止时间

本次会议分组讨论环节，欢迎参会教师积极投稿，参与研讨

交流，交流主题鼓励但不限于以下四类：

A：MBA会计学课程思政建设经验；

B：MBA会计学教材编写；

C：教学案例及说明：推荐某个案例库中的某个入库案例并

说明使用心得，新开发未入库案例及教学应用情况，其他形式的

教学案例等；

D：教学方法与要求：课堂大纲样本及内在逻辑框架，学员

关于课程内容的认知状态和学习期望、教学技巧的运用和课堂控

制等。

欢迎踊跃参与，请有意就以上内容会议发言或分享的老师，

请 将 提 纲 与 交 流 素 材 （ 含 PPT ）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至

accmba@bnu.edu.cn。邮件主题务必注明：交流投稿-会计学-姓名

-工作单位-类型（A/B/C/D）。投稿截止时间：2023 年 10 月 20

日。

六、会议费用

1．会议收取会务费每人 1800元，差旅和住宿费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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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注册报名并完成缴费。缴费方式

支持支付宝、银行转账。会议不接受现场报名及缴费。

会务费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收取并开具相应电子

发票。11 月 10 日—11 月 17 日期间，可扫描注册报名二维码，

进行发票开具申请。

银行转账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

开户账号：01090334600120105263282

联 行 号：313100000554

汇款备注：MBA1102+单位+姓名

3. 本次会议报名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10 月 20 日，请欲参加

会议的代表尽快注册报名并完成缴费。（教师确认参会后如临时

有变无法参会，请及时告知会务组，以便及时调整会议资源）

七、住宿预订

会议推荐酒店为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校内，协议价为单

间、标间 498 元/晚，套房 650元/晚）、华宇假日酒店（校外，

协议价为大床房 650 元/晚，豪华大床房 730 元/晚，商务大床房

770元/晚）。因酒店房间非常紧张，只有部分房间预留，请参会

老师尽快扫描以下二维码填写住宿及相关信息，会务组会按照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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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协助预订酒店，享受会议协议价，费用自理。酒店预订截止

时间为 10月 20日。除会议推荐酒店外，还有附近酒店可供选择

（见附件二），请参会老师自行预订，但无法享受会议协议价格。

本次会议不安排接送，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住宿酒店（乘车

路线见附件一）。

八、会议联系人

张 丽，电话：010-58805574，15201457312

张佳怡，电话：15600369421

邮 箱：accmba@bnu.edu.cn

张一帅（教指委秘书处），电话：18611427167

邮 箱：zhangysh3@sem.tsinghua.edu.cn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2023年 9月 22日



附件一：乘车路线 

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师范大学 

方案一：乘坐出租车约 60 分钟，费用 100 元左右。 

方案二：乘坐机场大巴到北太平庄站下，费用 24 元。 

方案三：乘坐机场快轨到东直门，换乘 2 号线到积水潭下，从地铁积

水潭站 C 口出，乘坐 22 路、47 路、88 路等在北京师范大学站下，费

用 18 元左右。 

北京西站—北京师范大学 

方案一：乘坐出租车约 40 分钟，费用 40 元左右。 

方案二：由北京西站乘地铁 9 号线（国家图书馆方向）到国家图书馆

站（B 口出），再换乘 92 路公共汽车到北京师范大学南门站下车。 

北京南站—北京师范大学 

方案一：乘坐出租车约 53 分钟，费用 42 元左右。 

方案二：由北京南站乘地铁 4 号大兴线（安河桥北方向）到宣武门站

换乘 2 号线，至积水潭站（C 口出），在积水潭南站换乘 22 路（或 88

路、47 路等），向北行走约 100 米。 

北京站—北京师范大学 

方案一：乘坐出租车约 40 分钟，费用 40 元左右。 

方案二：由北京站乘地铁 2 号线（外环）到积水潭站（C 口出），再到

积水潭南站换乘 22 路（或 88 路、47 路等）公共汽车到北京师范大学

站下车，向北行走约 100 米。 

 

以上时间、费用均为交通顺畅情况下预估。考虑到北京部分路段可能

拥堵，实际时间和费用可能有出入。 
 

 



附件二：学校附近酒店 

 

 

酒店名称 类型 地址 与北师大距离 联系电话 

北京德胜门华宇假

日酒店 
高档型 

西城区德胜门外

大街 71 号 
820m 010-82065555 

北邮科技酒店 高档型 
海淀区西土城路

10 号 
1900m 010-51299335 

如家（北太平庄店） 经济型 

海淀区北三环中

路乙 40 号国美电

器旁 

796m 010-62026556 

如家（小西天店） 经济型 

海淀区新街口外

大街文慧园斜街

6 号（文慧桥东

200 米，向南 30

米） 

1100m 010-62231199 

如家（积水潭店） 经济型 

海淀区新街口外

大街文慧园志强

北园 30 号 

809m 010-62242828 

速 8（北太平庄店） 经济型 
西城区新街口外

大街 2-6 号 
852m 010-82077005 

7 天（北京师范大学

店） 
经济型 

西城区德胜门外

新风街 3 号院内

（ 新 风 街 往 西

120 米） 

688m 
010-62362899 

/010-62035833 

汉庭（北京积水潭

店） 
经济型 

海淀区学院南路

4 号 
280m 010-85830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