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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培养方案总则（修订） 

为加强和规范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位条例》(198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1998 年）及《教

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 号）等文件

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总则。本总则适用于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一、培养目标 

（一）总体目标 

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创新型高层次

人才。 

（二）基本要求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 

2．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以分类推进培养模式

改革、统筹构建质量保障体系为着力点，更加突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培养，更加突出科教结合和产学结合，促成研究生掌握坚实的专业基础理

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较强的实

际工作能力。 

二、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为 3 年学制，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完成课程学习、实践、

论文撰写和答辩等环节。 

优秀研究生可提前半年或一年毕业；因故不能按学制完成学业者，可延期半年或一

年毕业，延期一年仍不能毕业者，取消学籍。 

提前毕业按照《云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实施细则》执行。 

三、学科专业和研究方向 

我校硕士研究生学科专业的设置与调整，以《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为依据，立足学科优势和特色，适应学科发展的主流和趋势，体现前瞻性、先进性

和前沿性，专业方向的设置与调整原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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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个研究方向均应有较强的师资配备，并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同一专业内研

究方向应相对稳定，数量一般不超过 6 个； 

（二）研究方向应全面体现该专业发展前沿状况，应在总体上对本二级学科的主要

研究领域有一定范围的覆盖，不宜过宽或过窄； 

（三）有条件的学位点可设置一些跨学科的研究方向，以促进学科专业间的合作、

交叉与融合。 

四、学分体系 

研究生应修满规定的各类学分：课程 32 学分、实践 2 学分、科研 2 学分和学位论

文 3 学分，总学分不低于 39 学分。修满课程、科研和实践学分，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

辩，答辩通过后获得学位论文学分。 

（一）课程学分 

18 课时为 1 学分，学位课课程成绩 75 分及以上，其他课程成绩 60 分及以上，方能

取得相应的课程学分。 

（二）实践学分 

研究生必须从事与专业要求相符的实践活动，计 2 学分。实践结束后，须向导师提

交实践报告，导师根据实践调研报告质量评定成绩，成绩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等次，评

定为不合格者，需重新撰写实践报告直至通过为止。 

（三）科研学分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应取得至少 2 学分的科研学分，1 科研学分等于

学校规定的科研工作量 5 分；课题只计主持人科研学分。科研工作量的具体计算参照《云

南财经大学科研工作量管理办法（修订）（校科发[2010]4 号）执行。 

在《云南财经大学研究生学刊》上以第一作者和云南财经大学为作者单位署名发表

1 篇论文，计 2 学分。 

（四）学位论文学分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计 3 学分。 

五、课程设置及考核 

（一）课程体系分公共课和专业必修课，公共课包括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专

业必修课包括学科基础课、专业理论课、专题课和专业实践。 

（二）公共必修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和外语课为学位课程，

学科基础课均为学位课，专业理论课中选定两门重要课程为学位课。 

（三）各专业研究方向本着宽、新、深、实的原则，结合专业特点和要求，开设各

具特色的课程。研究方向通过选修课程的修读来反映。 

（四）一些更新快、周期短、专业性较强、不适合统一开设的课程，设为专题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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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课。 

（五）课程设置确定后，不得随意调整。调整须经本专业导师小组研究通过，并由

研究生部审定。 

（六）所有课程应在每学期结束前进行考核。经考核合格，可取得相应学分。具体

考核办法按照《云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管理办法》（修订）有关规定执行。 

（七）中期考核一般在入校后第 4 学期完成，具体考核办法详见《云南财经大学硕

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修订）。 

六、学位论文 

（一）学位论文是培养研究生研究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评判学位申请人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和获得学位的

必要条件之一。 

（二）硕士学位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

的专门知识，并对所研究课题有新的见解，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

作的能力。 

（三）硕士研究生一般应在第二学期确定论文题目，第四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学位

论文撰写时间不少于一年。 

（四）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评阅与答辩要求等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暂行实施办法》、《云南财经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以及《云南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写作规范》等文件规定执行。 

七、附则 

（一）本总则自 2015 级硕士研究生开始实施。 

（二）非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参照执行。 

（三）本总则由研究生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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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理论经济学（0201）和应用经济学（0202） 

ⅹⅹ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中国国情教育∗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
院 

研究生部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必修课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育
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 
归口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专业 
理论课 3 门（各专业自定） 6 108 2 培养单位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培养单位 

 专业实践 2 36  培养单位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合计 X≥39 ≥666 7  

 

 

                                                        
∗中国研究生修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学院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中国国情教育》，

研究生部讲授。 
※ 中国研究生修读《英语》，大外部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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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管理科学与工程（1201）、工商管理（1202）、农林经济管理（1203） 

ⅹⅹ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中国国情教育*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
院 

研究生部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必修课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育
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 
归口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管理学 4 72 1 商学院 学科 
基础课 

运筹学 4 72 1 统数院 

专业 
理论课 3 门（各专业自定） 6 108 2 培养单位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培养单位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培养单位 

学位论文 3    

合计 X≥39 ≥666 7  

                                                        
* 中国研究生修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学院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中国国情教

育》，研究生部讲授。 
※ 中国研究生修读《英语》，大外部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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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哲学（0101）ⅹⅹ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中国国情教育* 2 36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研究生部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 
归口部门 

哲学概论 4 72 1 伦理所 

伦理学原理 4 72 1 伦理所 
学科 

基础课 

西方哲学史 4 72 1 伦理所 

专业 
理论课 3 门（各专业自定） 6 108 2 培养单位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培养单位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培养单位 

学位论文 3    

合计 X≥39 ≥666 7  

 

                                                        
* 中国研究生修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学院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中国国情教

育》，研究生部讲授。 
※ 中国研究生修读《英语》，大外部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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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法学（0301）ⅹⅹ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
国国情教育* 2 36 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研究生部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 
归口部门 

宪法行政法 4 72 1 法学院 

民法总论商法总论 4 72 1 法学院 
学科 

基础课 

国际经济法 4 72 1 法学院 

专业 
理论课 3 门（各专业自定） 6 108 2 培养单位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培养单位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培养单位 

学位论文 3    

合计 X≥39 ≥666 7  

 

                                                        
* 中国研究生修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学院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中国国情教

育》，研究生部讲授。 
※ 中国研究生修读《英语》，大外部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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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马克思主义理论（0305）ⅹⅹ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国情教育* 2 36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研究生部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 
归口部门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4 72 1 马克思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 72 1 马克思院 
学科 

基础课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4 72 1 马克思院 

专业 
理论课 3 门（各专业自定） 6 108 2 培养单位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培养单位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培养单位 

学位论文 3    

合计 X≥39 ≥666 7  

 

                                                        
*  中国研究生修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学院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中国国情教

育》，研究生部讲授。 
※ 中国研究生修读《英语》，大外部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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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数学（0701）ⅹⅹ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国情教育* 2 36 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研究生部

自然辩证法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 
归口部门

泛函分析 4 72 1 统数院 

微分方程数值方法 4 72 1 统数院 
学科 

基础课 

抽象代数 4 72 1 统数院 

专业 
理论课 3 门（各专业自定） 6 108 2 培养单位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培养单位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培养单位

学位论文 3    

合计 X≥39 ≥666 7  

 

                                                        
*中国研究生修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学院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中国国情教育》，

研究生部讲授。 
※ 中国研究生修读《英语》，大外部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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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统计学（0714）ⅹⅹ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国情教育* 2 36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研究生部 

自然辩证法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口部
门 

概率论基础 4 72 1 统数院 

高等数理统计 4 72 1 统数院 
学科 

基础课 

线性与广义线性模型 4 72 1 统数院 

专业 
理论课 3 门（各专业自定） 6 108 2 培养单位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培养单位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培养单位 

学位论文 3    

合计 X≥39 ≥666 7  

 

                                                        
* 中国研究生修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学院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中国国情教

育》，研究生部讲授。 
※ 中国研究生修读《英语》，大外部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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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ⅹⅹ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国情教育* 2 36 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研究生部 

自然辩证法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 
归口部门 

人工智能 4 72 1 信息院 

矩阵论 4 72 1 信息院 
学科 

基础课 

算法分析与设计 4 72 1 信息院 

专业 
理论课 3 门（各专业自定） 6 108 2 培养单位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培养单位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培养单位 

学位论文 3    

合计 X≥39 ≥666 7  

 

 
                                                        

*  中国研究生修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学院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中国国情教

育》，研究生部讲授。 
※ 中国研究生修读《英语》，大外部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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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公共管理（1204）ⅹⅹ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国情教育* 2 36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研究生部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 
归口部门 

公共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公共管理学 4 72 1 公管院 
学科 

基础课 

公共政策学 4 72 1 公管院 

专业 
理论课 3 门（各专业自定） 6 108 2 公管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培养单位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培养单位 

学位论文 3    

合计 X≥39 ≥666 7  

                                                        
*中国研究生修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学院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中国国情教育》，

研究生部讲授。 
※ 中国研究生修读《英语》，大外部讲授；留学研究生修读《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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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财政与经济学院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政治经济学 020101 3 年 

2 经济思想史 020102 3 年 

3 经济史 020103 3 年 

4 西方经济学 020104 3 年 

5 发展经济学 0201Z1 3 年 

6 国民经济学 020201 3 年 

7 农业经济管理 120301 3 年 

8 财政学 020203 3 年 

9 税收学 0202Z1 3 年 

10 劳动经济学 020207 3 年 

11 产业经济学 020205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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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政治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中的基础学科，是经济学中历史最为悠久

又最富有时代性的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理论学科。本学科的内容不仅是我国经济学

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和指导，而且对于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有着特殊重要的意

义，为此，政治经济学专业将突出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综合分析，以社会经济发展为

背景，强化经济理论与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与创新。 

本专业现设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与经

济增长 3 个研究方向。 

本专业现有教授 3 人，博士 2 人，副教授 6 人。近三年来，本学科在国内核心期刊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4 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云南省社科

课题和云南省教育厅课题等 10 余项，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4 项，获云南

省“张怀愉经济学奖”1 项。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学生应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较深入地

把握西方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知识，熟悉和了解国内外经济理论的最新动态和经济实践

中的重大问题；具有良好的科研素质和较强的独立研究能力；具有以经济学的知识和方

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阅读

本学科的外文资料。本专业致力培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具有严谨求实

的思想作风和较高的精神文明素养，能够胜任经济理论研究、教学和经济管理工作，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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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制度经济学 2 36 1 

诺贝尔经济学奖分析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现代新政治经济学 2 36  

财经院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专题 

中国完成与未完成的改革专题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专题 

环境保护的经济与分析专题 

国际经济学专题研究 

产业组织与市场理论研究专题 

发展经济学专题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题 

专题课 

福利经济学专题 

2 
 36  财经院 

专业实践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财经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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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制度经济学 2      2 36 1 

诺贝尔经济学奖分析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现代新政治经济学  2     2 36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专题  3     

中国完成与未完成的改革专题  3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专题  3     

环境保护的经济与分析专题  3     

国际经济学专题研究    3   

产业组织与市场理论研究专题 3      

发展经济学专题   3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题    3   

福利经济学专题   3    

2 36  

          

专题课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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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3]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3 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994,1996. 

[4]德雷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5]佩尔森．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考特．法和经济[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7]艾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7. 

[8]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 

[9]青木昌彦．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10]谢尔曼．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11]纳尔逊．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2]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3]斯皮尔格．经济思想的成长[M].商务印书馆，2001. 

[14]麦克米伦．经济学前沿问题丛书[M]. 

[15]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6]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 

[17]《经济研究》杂志 

[16]《经济学动态》杂志 

[19]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理论经济学》 

[20]James Mcgill Buchanan and Richard E.Wagner. Democracy in Deficits: The Political 

Legacy of Lord Krynes. Academic Press. INC. 1987. 

[21]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1987. 

[22]Jomo,k.s., with Chen Yun Chung, Brain C. Folk, Irfanul Haque Pasuk Phongpaichit , 

Batara Simatupang , and Mayuri Tateishi . Southeast Asia’s Misunderstood Miracle : 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ailand, Malaysia and Indonesia. Boulder,CO: Westview 

Press. 1997. 

[23]Pempel, T.J, The Politics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24]John Zysman, Governments, Markets and Growth---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 Cornll University Press.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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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期刊类 

[1]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The Economist 

[4]Harvard business review  

[5]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6]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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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经济思想史专业是中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总

称。本专业是研究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思想的产

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状况及其规律的学科，其宗旨是为现实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创新

提供参考、借鉴和思想启迪。目前我校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向侧重于西方经济思想史和

经济管理思想史的研究。本专业运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依托理论经济学，联系学

校其他学科，形成了一批有理论和应用价值的学术成果，并聚积了一批有较高教学科研、

学术梯队结构合理的教师。 

本专业现设两个研究方向：1、西方经济思想史；2、经济管理思想史。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要求学生在进一步掌握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国经济思想

史、西方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等知识的基础上，具有研究总结经济思想的

能力和运用经济思想分析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创新应变能力；掌握一门外语，并能用该

门外语熟练地阅读有关文献。 

本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领域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各种经济管

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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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 2 36 1 

经济管理思想史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 2 36  

财经院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专题 

西方经济史专题 

中国经济思想史专题 

发展经济学专题 

区域经济学专题 

专题课 

产业经济学专题 

2 36  财经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财经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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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  2     2 36 1 

经济管理思想史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   2    2 36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专题  3     

西方经济史专题 3      

中国经济思想史专题  3     

发展经济学专题   3    

区域经济学专题   3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产业经济学专题   3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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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4]曼昆．经济学原理（英文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5]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熊彼特．经济分析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7]蒋自强．经济思想通史：早期经济思想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8]蒋自强．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9]陶大镛．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外国经济学说史新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10]董瑞华，傅尔基．经济学说方法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11]厉以宁．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M]. 

[12]张培刚．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M]. 

[13]唐任伍．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14]杨德明．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演变[M]. 

[15]经济研究[M]. 

[16]中国经济史研究[M]. 

外文文献参考书 

[1] William Barber.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Penguin, 1967. 

[2] Roger Backhouse. A History of Modern Economic Analysis. Basil Blackwell, Oxford and 

New York, 1985. 

[3] Mark Baugh.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 Richard Telchgraeber. “Free Trade” and Moral Philosophy: Rethinking the Sources of 

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 [M], 1979. 

[5] Cannon. A History of the Theori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English Political 

Economy from 1776 to 1648,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1693. 

[6] Ludwig Adler Misses. 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 Chicago: Contemporary 

Book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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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经济史是一门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学科，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二级学

科，也是一门介于经济学与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经济史既是历史演进的经

济过程，也是经济发展的历史诠释，是对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活动的总解读。经济

史运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之间的经济活动

和经济关系，研究经济组织、经济制度和经济部门的发展演变过程，研究经济发展的结

构和历史过程，研究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本专业致力于对中国社会经济

发展的经济分析、历史分析、制度分析和比较研究，目前设有三个主要研究方向：（1）

中国近现代经济；（2）中、外经济发展比较；（3）区域（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演变。 

本专业依托于学校理论经济学优势学科，拥有一支教学和科研力量较强，学历、职

称、年龄结构合理的学科队伍，包括汪戎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文成研究员和赵仁平

教授等。主要科研成果有《中国近代财政史*金融史（上、下卷）》、《晚清工业产权制度

的变迁》、《企业经济力的形成与区域性扩展》、《21 世纪昆河经济带发展构想》、《宋代白

银货币化研究》、《云南集镇》、《东盟十国税收制度》等多部专著（合著），并在各类全

国核心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多篇，主持参与了包括 OPAC、国家“973”子项目、国家社

会科学研究基金、国家自然科学研究基金、云南省政府、云南省省校省院合作项目等多

项科研课题。 

二、培养目标 

通过培养，使学生能够系统、正确地掌握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基本理论和科学方法，

熟悉近现代社会经济的形成和演变脉络，明确其发展规律，能运用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理

论与方法进行社会经济的分析、研究和应用，有良好的政治素养、道德品质、心理素质

和科学精神，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复合应用型高

级专业人才。 

本专业着力培养学术型和应用型兼顾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适合到高等院校、科研

单位、政府部门及有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科研及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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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中国经济史研究 2 36 1 

西方经济史研究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经济史理论与方法 2 36  

财经院 

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专题 

中国财税史研究专题 

金融货币史研究专题 

民族经济史研究专题 

云南区域经济研究专题 

东南亚、南亚经济研究专题 

专题课 

区域经济学研究专题 

2 36  财经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财经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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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
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中国经济史研究  2     2 36 1 

西方经济史研究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经济史理论与方法  2     2 36  

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专题  3     

中国财税史研究专题   3    

金融货币史研究专题    3   

民族经济史研究专题    3   

云南区域经济研究专题    3   

东南亚、南亚经济研究专题    3   

专题课 

区域经济学研究专题   3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6 

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道格拉斯·诺思等著．西方世界的兴起[M]．华夏出版社. 

[2]诺思（North, D．C．）．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三联书店上海分

店，2002. 

[3]希克斯（Hicks,J．）．经济史理论[M]．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 

[4]经济分析史[M]．熊彼特，朱泱，易梦虹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 

[5]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商务印书

馆，2000． 

[6]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二、三卷）[M]．人民出版社，

2003． 

[8]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1． 

[9]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10]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11]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12]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1984-1949）[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13]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1949-2009）上、下册[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14]高德步，王钰．世界经济通史（上、中、下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5]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外文文献目录 

[1]Solow, R., Economics: is Something Missing,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Modern 

Economist, ed., Packer, W. Blackwell, 1986. 

[2]Schumpeter, J.,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3] Chao, Kang .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An Economic Analysi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4] Cohen, Paul A.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5] Huang, Philip C.C.. The Peasant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6] Huang, Ray. Taxation and Government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7] Rozman, Gilbert, 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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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西方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主要研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流行的经济理论

以及根据这些理论制定的经济政策。本学科的主要任务是跟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研

究动态并进行理论创新，从中精炼出适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模型并为政策制定提

供理论依据。研究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促进我

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学，都有重要的意义。 

本专业现设两个研究方向：（1）微观经济理论及政策；（2）宏观经济理论及政策。 

本专业目前有专任教师 16 人，其中教授 4 人，经济学博士 7 人，主要来自于国内

著名重点大学。从 2000 年到现在已经在《管理世界》、《中国软科学》、《中国经济史研

究》等国家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其他省部级项

目 20 余项。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经济管理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人才，要求系统掌握中高级西方经

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模型；熟悉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发展趋势，了解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前沿；熟悉并能正确评价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了

解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和当前经济发展的现状；要求具有扎实的

数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的基础，能够运用现代数学工具以及统计方法对经济问题进

行描述和定量分析。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能进行对外学术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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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育
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高级微观经济学 2 36 1 

高级宏观经济学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 2 36  

财经院 

西方经济史专题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题 

发展经济学专题 

现代西方经济流派专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专题 

公共经济学专题 

劳动经济学专题 

货币金融理论专题 

高级微观经济学专题 

专题课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 

2 36  财经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财经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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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高级微观经济学   2    2 36 1 

高级宏观经济学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  2     2 36  

世界经济史研究专题 3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题    3   

发展经济学专题   3    

现代西方经济流派专题  3     

中国经济史研究专题    3   

公共经济学专题  3     

劳动经济学专题    3   

货币金融理论专题  3     

高级微观经济学专题   3    

专题课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    3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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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方经济学专业必读文献 

[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阿瑟·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J]．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八辑）[C]．商务印书馆，1984. 

[3]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契约与市场契约[M]．商务

印书馆，2002. 

[4]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彼得⋅温纳齐克．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各思想流

派比较研究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商务印书馆，1997. 

[6]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宏观经济学 [M]．第七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7]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 [M]．第六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 ．上海三联书店，1995. 

[9]蒋中一．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M]．商务印书馆，1999. 

[10]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

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1]罗纳德·H·科斯．企业的性质 [M]．载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罗纳德·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M]．载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M]．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3. 

[12]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3]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 [M]．第三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14]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2002( 2)：1－12。 

[15]施蒂格勒．价格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6]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2（5）：113

－125. 

[1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16]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北京：商务印

书馆，1999. 

[19]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外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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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Gregory Mankiw. 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上下册）.South-Western,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International ed of 5th revised ed. 

[2]Macroeconomics（Seventh Edition） Rudiger Dornbush etc.     

[3]Romer D.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McGraw Hill Higher Education; 4th Revised 

edition ,2011. 

[4]Sargent T.J. MacroeconomicTheor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5]Sargent T.J. DynamicMacro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6]J.B. Taylor & M. Woodford. Handbookof Macroeconomics (Volume1A1B 

1C) .North-Holland,1999. 

[7]J.B. Taylor & M. Woodford. Handbookof Macroeconomics (Volume1A1B 

1C) .North-Holland,1999. 

[8]Varian H.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A Modern Approach. W W Norton; 8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ition ,2010. 

[9]Mas-colell A.Whinston M.D.&Green J.R. Microeconomic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5. 

[10]Gujarati D.N. Basic Econometrics . 第 1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1]Willian H. Greene . Econometric Analysis (Four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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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发展经济学是探讨较为落后的国家向经济发达状况发展转变的一般趋势和规律的

科学，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因此，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结构转型

过程、经济发展趋势、结构变化内在规律和发展因素各种内在关系的科学。主要研究经

济发展的一般条件和特殊国情，揭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并从发展中国家的实

际出发，探索经济发展道路，参与选择和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 

本专业现设有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和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三个研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要求学生具有较扎实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通晓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及其变迁

机制，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实际，熟悉和掌握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现状、

关系及变化特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能独立从事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政策

研究、教学工作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实际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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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经济发展思想史 2 36 1 

发展经济学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2 36  

财经院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题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题 

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专题 

政府经济学专题 

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专题 

国际经济学专题 

专题课 

区域经济学专题 

2 36  财经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财经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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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
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经济发展思想史    2   2 36 1 

发展经济学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2     2 36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题    3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题   3    

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专题  3     

政府经济学专题  3     

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专题    3   

国际经济学专题    3   

专题课 

区域经济学专题   3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下卷）[M]．商务印书馆，1997. 

[2]熊比特．经济发展理论[M]．商务印书馆. 

[3]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7. 

[4]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M]．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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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奥斯特罗姆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谭崇台．经济发展思想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 

[7]张培刚．农业国与工业化[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8]詹姆斯·道．发展经济学的革命[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 

[9]阿·玛蒂亚逊．以自由看待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0]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 

[11]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 

[12]速水佑次郎，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3]梅尔，劳赫主编．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4]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5]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6]卢卡斯．经济发展讲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7]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华夏出版社. 

[16]林毅夫．中国的奇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9]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外文文献： 

[1]N.Gregory Mankiw. 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上下册）.South-Western,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International ed of 5th revised ed. 

[2]Macroeconomics（Seventh Edition） Rudiger Dornbush etc.     

[3]Romer D.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McGraw Hill Higher Education; 4th Revised 

edition (2011 年 4 月 1 日) 

[4]Sargent T.J. MacroeconomicTheor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5]Sargent T.J. DynamicMacro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6]J.B.Taylor & M. Woodford. Handbookof Macroeconomics (Volume1A1B 1C) .North-Holland, 

1999. 

[7]J.B. Taylor & M. Woodford. Handbookof Macroeconomics (Volume1A1B 1C) .North-Holland, 

1999. 

[8]Varian H.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A Modern Approach. W W Norton; 8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ition ,2010. 

[9]Mas-colell A.Whinston M.D.&Green J.R. Microeconomic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5. 

[10]Gujarati D.N. Basic Econometrics . 第 1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1]Willian H. Greene . Econometric Analysis (Four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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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国民经济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门新的应用经济学学科。2006 年 12 月，

我校国民经济学学科经云南省教育厅批准，作为省级重点学科进行建设。 

本学科设宏观财政政策与公共经济、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经济发展规划三个研究

方向。 

该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主要由财政与经济学院国民经济学教研室承担，全校研究与

教学资源共享。该教研室现有教授 5 人，副教授 2 人，讲师 5 人。其中硕士生导师 4 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7 人。现主持国家级课题两项，参与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在《中国软科学》、《中国经济史研究》、《金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财经研究》

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 160 篇，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 10 余部，

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奖励 10 项。 

二、培养目标 

国民经济学着重研究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及其管理与调控，因此要求系统掌握宏观经

济理论、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与实务、宏观经济调控的模式与方法，政府管理职能与公共

经济学等理论与专业知识，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与计算机等现代研究工具。培养

既能从事理论研究，又能胜任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还可从事公司战略管理的高素质复

合型研究与管理人才。硕士生能熟练运用英语阅读国民经济学专业文献，较好地进行中、

英文互译和撰写研究论文。 

采取全脱产学习、实行学分制的培养方式。研究生在导师的带领和指导下，从事个

性化的学习与研究。研究生培养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着重基础理论和专业课程、专业

技能培养，第二阶段着重实证研究、社会实践与毕业论文设计和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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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民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
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国民经济理论与政策 2 36 1 

货币金融理论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公共经济学 2 36  

财经院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专题 

区域经济学专题 

发展经济学专题 

国际经济学专题 

国民经济核算与分析专题 

西方经济思想史专题 

 

 

 

 

专题课 

 

2 36  财经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财经院 

合计 X≥39 ≥666 7  

 

 



国民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38 

四、国民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
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国民经济理论与政策   2    2 36 1 

货币金融理论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公共经济学    2   2 36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专题  3     

区域经济学专题   3    

发展经济学专题   3    

国际经济学专题    3   

国民经济核算与分析专题  3     

西方经济思想史专题  3     

制度经济学专题 3      

       

专题课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宏观经济学 [M]．第七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0． 

[2]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3]蒋中一．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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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7]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北京：商务印

书馆，1999． 

[8]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9]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1994． 

[10]胡海欧，吴国祥．中国金融改革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1]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北京：经济出版社，2001． 

[12]Akerlof George A． and Yellen Janet L．，1985，“A Near-Rational Model of the Business 

Cycle, with Wage and Price Inerti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0（Supplement）:823－838． 

[13]Shapiro, Carl, and Stiglitz, Joseph E．，1984，“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 

Discipline Dev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June）:433－444． 

[14]期刊：《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管理世

界》、《宏观经济研究》、《财政研究》、《战略与管理》、《国民经济管理》 

[15]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6]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7]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外文文献： 

[1]N.Gregory Mankiw. 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上下册）.South-Western,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International ed of 5th revised ed. 

[2]Macroeconomics（Seventh Edition） Rudiger Dornbush etc.     

[3]Romer D.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McGraw Hill Higher Education; 4th Revised 

edition,2011. 

[4]Sargent T.J. MacroeconomicTheor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5]Sargent T.J. DynamicMacro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6]J.B. Taylor & M. Woodford. Handbookof Macroeconomics (Volume1A1B 1C) .North-Holland ,1999. 

[7]J.B. Taylor & M. Woodford. Handbookof Macroeconomics (Volume1A1B 1C) .North-Holland,1999. 

[8]Varian H.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A Modern Approach. W W Norton; 8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ition,2010. 

[9]Mas-colell A.Whinston M.D.&Green J.R. Microeconomic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5. 

[10]Gujarati D.N. Basic Econometrics . 第 1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1]Willian H. Greene . Econometric Analysis (Four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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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

之一。农业经济管理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社会走向的最具研究空间

的学术领域之一。 

中国地域广阔，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也必然呈现出不同的区域特征和要求。云南地

处我国西南边陲，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丰富，社会进化与经济发展

层次多样，生物多样性、民族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三多”并存。我们将致力于本地区

复杂条件下的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并以此彰显我们的办学特色。 

本专业现开设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村发展、农产品国际贸易三个专业方向。现

有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7 人，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10 人，科研

力量比较雄厚，师资队伍结构合理。迄今为止，本专业科研和教学人员在上述三个领域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并在开展科研活动的过程中与政

府相关部门、农业龙头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放眼未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本学科一定可

以获得长足的发展。 

二、培养目标 

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了解本学科现代理论和技术

的发展水平，以及所从事研究方向的国内外发展动态；能运用所学农业经济、农村发展

与管理学知识，独立从事本学科的研究、教学、实践与管理工作；成为身心健康、具有

良好的综合素质、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适合到高等院校、科研

单位、政府部门、企业和国内外项目机构从事科研、教学与管理工作的高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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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管理学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72 1 
商学院 

农业经济研究 2 36 1 

农业经济经典导读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贫困经济学 2 36  

财经院 

产业经济学专题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题 

农村金融与投资专题 

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专题 

农业经济专题 

发展经济学专题 

区域经济学专题 

国际经济学专题 

公共经济学专题 

 

 

专题课 

 

2 36  财经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合计 X≥39 ≥666 7 

财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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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
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4 72 1

农业经济研究   2    2 36 1

农业经济经典导读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贫困经济学   2    2 36  

产业经济学专题   4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题   4    

农村金融与投资专题   4    

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专题  4     

农业经济专题  4     

发展经济学专题  4     

区域经济学专题  4     

国际经济学专题    4   

公共经济学专题  4     

       

专题课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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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雷海章．现代农业经济学[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2]李宗正．西方农业经济思想[M]．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 

[3]陈华山．当代美国农业经济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4]张振国．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农业经济[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5]江占民，仲崇敬．农业经济与管理[M]．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6]A．J．雷纳，大卫·科尔曼．农业经济学前沿问题[M]．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7]孙林．新中国农业经济思想史[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8]丁泽霁．农业经济学基本理论探索[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9]《中国农村经济》[J]，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该刊编辑部. 

[10]《农业经济导刊》[J]，中国人民大学. 

[11]《农业经济问题》[J]，中国农业经济学会. 

[12]《中国农村观察》[J]，北京市农业干部管理学院院刊编辑部. 

[13]《农业技术经济》[J]，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 

[14]《生态经济》[J]，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等. 

[15]《世界农业》[J]，世界农业杂志社主办. 

 

外文文献： 

[1]N.Gregory Mankiw. 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上下册）.South-Western,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International ed of 5th revised ed. 

[2]Macroeconomics（Seventh Edition） Rudiger Dornbush etc.     

[3]Romer D.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McGraw Hill Higher Education; 4th Revised 

edition ,2011. 

[4]Sargent T.J. MacroeconomicTheor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5]Sargent T.J. DynamicMacro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6]J.B. Taylor & M. Woodford. Handbookof Macroeconomics (Volume1A1B 1C) .North-Holland,1999. 

[7]J.B. Taylor & M. Woodford. Handbookof Macroeconomics (Volume1A1B 

1C) .North-Holland ,1999. 

[8]Varian H.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A Modern Approach. W W Norton; 8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ition ,2010. 

[9]Mas-colell A.Whinston M.D.&Green J.R. Microeconomic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5. 

[10]Gujarati D.N. Basic Econometrics . 第 1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1]Willian H. Greene . Econometric Analysis (Four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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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财政学专业是云南财经大学最早设立的专业之一，财政学科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学

科，是云南省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基地。该学科涵盖财政、税收两大方向，旨在培养具

有处理财政、税收以及财税审计业务的基本能力，能在财政、税务、国有资产管理、社

会保障及其他政府管理部门从事财税管理、财政投资与评审、税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

社会保障及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复合型中、高级专门人才。该专业毕业生同时也能在各类

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税务中介机构、资产评估中介机构以及其他相关部门从事经济

管理、财务核算、税收筹划、资产评估、投资分析和策划等工作。 

财政学专业现设有财政理论与政策、政府预算管理、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三个研究

方向。 

财政学专业硕士点现有专职教师 23 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9 人；博士 5 人，

在读博士生 1 人，硕士研究生 7 人。经过多年建设，逐渐形成了学历、职称和年龄结构

合理、教学科研能力强的师资队伍。近五年来，在《经济研究》、《财贸经济》、《财政研

究》等各种公开刊物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出版专著 20 余部，获省部级以上课题多项。 

二、培养目标 

财政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热爱祖国，热爱

社会主义、自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全球战略意识、适应对外开发和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在系统掌握

财政学专业的基本理论及财政、税务等方面理论素养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接受相关业

务实践和基本技能训练；了解财政、税收工作实际；熟悉国家财税政策；了解财政、税

务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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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
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当代财政理论与政策 2 36 1 

政府预算管理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中级财政学 2 36  

财经院 

财政税制比较研究专题 

非税收入专题 

税收筹划研究专题 

财税思想史专题 

社会保障专题 

国际经济学专题 

 

 

 

 

专题课 

 

2 36  财经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财经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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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当代财政理论与政策  2     2 36 1 

政府预算管理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中级财政学 2      2 36  

财政税制比较研究专题   3    

非税收入专题   3    

税收筹划研究专题   3    

财税思想史专题 3      

社会保障专题  3     

国际经济学专题    2   

公共经济学专题  3     

       

       

       

       

专题课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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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中文书籍（包括译著） 

[1]保罗·萨缪尔森. 经济学 [M]. 第 17 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2]曼昆. 经济学原理（经济科学译丛）[M] .北京大学出版社. 

[3]斯蒂格利茨. 经济学 [M] . 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米什金. 货币金融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哈维·罗森. 财政学 [M] . 第 8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斯蒂格利茨. 公共部门经济学 [M] . 第 3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 .译林出版社. 

[8]詹姆斯•M.布坎南. 民主财政论[M] .商务印书馆. 

[9]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 比较财政分析[M]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10]亚当•斯密. 国富论[M] .陕西人民出版社. 

[1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本）[M] .商务印书馆. 

[12]丹尼斯•C.穆勒. 公共选择理论 [M] . 第 3 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3]华莱士•E.奥茨. 财政联邦主义[M] .译林出版社. 

[14]陈共. 财政学 [M] . 第 7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5]郭庆旺，鲁昕，赵志耘. 公共经济学大辞典[M] .经济科学出版社. 

[16]叶振鹏. 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7]高培勇. 西方税收：理论与政策[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6]马海涛. 中国税制[M]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张馨等. 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M]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杨志勇，张馨.公共经济学[M]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二）英文书籍 

[1]Harvey S. Rosen, Ted Gayer, Public Finance[M].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2010. 

[2]Marshall, A., Principle of Economics[M]. London: Macmillan, 1920. 

[3]Rawls, J.A, Theory of Justic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4]Hayek, A.O.,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5]A. K. Sen,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M]. Elsevier Science Pub Co. 1984. 

[6]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M]. Transaction Pub. 2001. 

[7]Hindriks Jean and Gareth D. Myles, Intermediate Public Economics[M]. MIT Press, 

2006  

[8]Raghbendra Jha, Modern public economics[M]. Routledge,1998  

[9]Wooldridge, J.M.,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M]., The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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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1977. 

（三）外文期刊 

[1]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Econometrica 

[3]The Economic journal. 

[4]National Tax Journal. 

[5]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9]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四）中文期刊 

[1]《财政研究》 

[2]《中国财政》 

[3]《税务研究》 

[4]《中国税务》 

[5]《涉外税务》 

[6]《中国资产评估》 

[7]人大复印资料-财政与税务 

[8]人大复印资料-海外财政与金融 

[9]人大复印资料-财政金融文摘 

[10]中国财经报  

[11]中国税务报 

[12]新华文摘-经济、财税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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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税收学是系统反映和研究税收理论、政策、制度和管理内容的学科，它以经济学研

究为主，并广泛涉及管理学、法学等学科专业知识，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本专业以

税收经济理论研究为基础，以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大

税收实践问题为研究重点，立足国内，面向国际特别是东南亚国家。 

本专业现设税收理论与政策、国际税收与外国税收、税收筹划理论与实务三个研究

方向。 

税收学专业所依托的学科——财政学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曾有多篇论文被《新

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论文和专著曾获中国财政学会优秀论文一等

奖，中国税务学会的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二等奖，以及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

等奖和二等奖等。近五年来，在《经济研究》、《税务研究》、《财政研究》等各种公开刊

物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出版专著 20 余部，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多项。 

税收学专业硕士点现有专职教师 23 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9 人；博士 5 人，

在读博士生 1 人。经过多年建设，逐渐形成了学历、职称和年龄结构合理、教学科研能

力强的师资队伍。 

二、培养目标 

要求具有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熟悉税收业务实践以及与

税收密切相关的中介业务，了解学科前沿理论和动态，具有较强的理论思维、科学研究

和实际动手能力，毕业后能够在国家税务机关、财政部门和其他经济与行政管理部门、

会计和税务中介机构、企事业单位、其他涉税事宜单位、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从事实际

工作和教学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 

 

 

 

 

 

 



税收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50 

三、税收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
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税收理论与制度研究 2 36 1 

税收筹划研究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国际税收研究 2 36  

财经院 

财政税制比较研究专题 

非税收入专题 

财税前沿专题 

财税思想史专题 

社会保障专题 

当代财政理论与政策专题 

 

 

 

 

专题课 

 

2 36  财经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财经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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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税收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税收理论与制度研究   2    2 36 1 

税收筹划研究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国际税收研究  2     2 36  

财政税制比较研究专题   3    

非税收入专题   3    

财税前沿专题    3   

财税思想史专题 3      

社会保障专题  3     

当代财政理论与政策专题  3     

公共经济学专题  3     

       

       

       

       

专题课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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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中文书籍（包括译著） 

[1]保罗·萨缪尔森. 经济学 [M] . 第 17 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2]曼昆. 经济学原理（经济科学译丛）[M] .北京大学出版社. 

[3]斯蒂格利茨. 经济学 [M] . 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米什金. 货币金融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哈维·罗森. 财政学 [M] . 第 8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斯蒂格利茨. 公共部门经济学 [M] . 第 3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 .译林出版社. 

[8]詹姆斯•M.布坎南. 民主财政论[M] .商务印书馆. 

[9]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 比较财政分析[M]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10]亚当•斯密. 国富论[M] .陕西人民出版社. 

[1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本）[M] .商务印书馆. 

[12]丹尼斯•C.穆勒. 公共选择理论 [M] . 第 3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3]华莱士•E.奥茨. 财政联邦主义[M] .译林出版社. 

[14]陈共. 财政学 [M] . 第 7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5]郭庆旺,鲁昕,赵志耘. 公共经济学大辞典[M] .经济科学出版社. 

[16]叶振鹏. 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7]高培勇. 西方税收：理论与政策[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6]马海涛. 中国税制[M]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张馨等. 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M]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杨志勇,张馨.公共经济学[M]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二）英文书籍 

[1]Harvey S. Rosen, Ted Gayer, Public Finance[M].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2010. 

[2]Marshall, A., Principle of Economics[M]. London: Macmillan, 1920. 

[3]Rawls, J.A, Theory of Justic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4]Hayek, A.O.,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5]A. K. Sen,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M]. Elsevier Science Pub Co. 1984.  

[6]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M]. Transaction Pub. 2001. 

[7]Hindriks Jean and Gareth D. Myles, Intermediate Public Economics[M]. MIT Press, 

2006  

[8]Raghbendra Jha, Modern public economics[M]. Routledge,1998  

[9]Wooldridge, J.M.,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M]., The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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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1977. 

（三）外文期刊 

[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 Econometrica 

[3]The Economic journal. 

[4]National Tax Journal. 

[5]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9]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四）中文期刊 

[1]《财政研究》 

[2]《中国财政》 

[3]《税务研究》 

[4]《中国税务》 

[5]《涉外税务》 

[6]《中国资产评估》 

[7]人大复印资料-财政与税务 

[8]人大复印资料-海外财政与金融 

[9]人大复印资料-财政金融文摘 

[10]中国财经报  

[11]中国税务报 

[12]新华文摘-经济、财税相关文章 

 

 

 

 

 

 

 

 



劳动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54 

 

劳动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劳动经济学是以劳动力市场现象及其所引起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是研究

劳动经济理论与实务的学科，该专业通过对国内外劳动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分

析，为劳动改制改革、劳动关系的处理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本专业的科研、教学方面长期的积累和丰富的成果，具有较强的师资队伍。全部课

程由具备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担任。教师队伍形成了一个实力较强的科研团队，近年来

在核心期刊发表了高质量的论文数十篇，并参加了多项省级课题。 

本专业的主要研究方向有： 

1、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实践； 

2、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3、收入分配与薪酬管理研究； 

4、社会保障。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致力于为各类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一科研机构培养从事劳动经

济学科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 

培养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生修养，具有创新意识，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要求所培养的研究生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遵纪守法，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

相关领域的知识。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能比较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语，对于专业方向有关的国内外发展动态，以及中国劳动和产业关系、人

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等问题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能独立从事本学科的研究工作和专门工作

的能力。学位获得者不仅能从事高层次的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还能到具体经济部门从

事经济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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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动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
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劳动经济学 2 36 1 

人力资本理论研究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人力资本开发与管理 2 36  

培养单位 

薪酬理论与管理专题 

劳动关系管理专题 

就业理论与实务专题 

企业组织理论专题 

社会保障专题 

公共政策专题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培养单位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培养单位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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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劳动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劳动经济学    2 2 36 1 

人力资本理论研究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人力资本开发与管理  2   2 36  

薪酬理论与管理专题   3  

劳动关系管理专题   3  

就业理论与实务专题    3 

企业组织理论专题    3 

社会保障专题  3   

公共政策专题   3  

公共经济学专题  3   

     

     

     

专题课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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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伊兰伯格，史密斯．现代劳动经济——理论与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1999. 

[4]德里克·波斯沃斯等．劳动力市场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5]大卫·桑普拉斯等．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6]蔡昉，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陆铭．劳动经济学——当代经济体制的视角[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2. 

[8]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力市场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2003,2004. 

[9]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3. 

[10]陆铭．工资、就业与议价：理论及中国二元就业体制的效率考察[M]．上海：上

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1]陆铭．劳动和人力资源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2]常凯．劳动关系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13]唐·埃思里奇．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14]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5]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16]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17]杨先明．劳动力市场运行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6]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

2007． 

[19]熊彼得．财富增长论——经济发展理论[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0]马尔萨斯．人口论[M]．北京出版社，2008． 

[21]约瑟夫·熊彼得．经济分析史（第三卷）[M]．商务印书馆． 

[2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 

[23]简·缪达尔．一个中国农村的报告[M]． 

[24]马克思·资本论[M]. 

[25]伊兰伯格，史密斯．现代劳动经济学[M]．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6]乔治·J·鲍哈斯．劳动经济学 [M]．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外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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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Gregory Mankiw. 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上下册）.South-Western,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International ed of 5th revised ed. 

[2]Macroeconomics（Seventh Edition） Rudiger Dornbush etc.     

[3]Romer D.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McGraw Hill Higher Education; 4th Revised 

edition ,2011. 

[4]Sargent T.J. MacroeconomicTheor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5]Sargent T.J. DynamicMacro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6]J.B. Taylor & M. Woodford. Handbookof Macroeconomics (Volume1A1B 

1C) .North-Holland ,1999. 

[7]J.B. Taylor & M. Woodford. Handbookof Macroeconomics (Volume1A1B 

1C) .North-Holland ,1999. 

[8]Varian H.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A Modern Approach. W W Norton; 8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ition ,2010. 

[9]Mas-colell A.Whinston M.D.&Green J.R. Microeconomic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5. 

[10]Gujarati D.N. Basic Econometrics . 第 1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1]Willian H. Greene . Econometric Analysis (Four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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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产业经济学是以现代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研究国民经济各个产业的发

展、结构、组织和管理理论的学科。它对形成合理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和进

步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的产业经济学是在原部门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改革

开放以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对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起到

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本专业现设有产业投资与国际化、产业竞争力研究、现代流通理论与实践三个研究

方向。 

二、培养目标 

产业经济学致力于培养具有比较坚实宽广的经济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能系统掌握产业经济学科基础理论；具有较强的战略眼光与创新思维能力、开拓精神以

及决策、协调和应变能力，具备参与同专业研究相关工作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熟练掌握

一门外语，能熟练地阅读产业经济学专业中外文献资料；能够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

要，参与国际竞争，在产业组织、产业战略规划、区域经济研究以及产业管理等领域有

专长；毕业后能够在企业从事投融资决策与策划、经营管理及决策咨询等战略研究与高

层管理工作，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从事本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中高层次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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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产业组织学 2 36 1 

规制经济学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博弈论 2 36  

财经院 

产业投资研究专题 

现代流通理论研究专题 

现代物流学专题 

信息经济学专题 

制度经济学专题 

方向性名著选读专题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财经院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财经院 

合计 X≥39 ≥666 7  

 



产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61

四、产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产业组织学 2      2 36 1 

规制经济学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博弈论  2     2 36  

产业投资研究专题   3    

现代流通理论研究专题    3   

现代物流学专题    3   

信息经济学专题   3    

制度经济学专题    3   

方向性名著选读专题 3      

       

       

       

       

       

专题课
12 门
次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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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著作 

[1]（法）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英）海·多纳德．产业经济学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3]杨公朴．现代产业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4]李悦．产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刘吉发．产业政策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6]夏大慰．产业政策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7]于力．产业经济学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8]卡布尔．产业经济前沿问题[M]．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9]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0]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二）学术期刊 

[1]南开经济研究 

[2]中国工业经济 

[3]宏观经济研究 

[4]经济评论 

[5]财经研究 

[6]当代经济研究 

[7]经济科学 

[8]经济学动态 

[9]经济研究 

[10]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 

外文文献： 

[1]N.Gregory Mankiw. 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上下册）.South-Western,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International ed of 5th revised ed. 

[2]Macroeconomics（Seventh Edition） Rudiger Dornbush etc.     

[3]Romer D.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McGraw Hill Higher Education; 4th Revised 

edition ,2011. 

[4]Sargent T.J. MacroeconomicTheor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5]Sargent T.J. DynamicMacro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6]J.B. Taylor & M. Woodford. Handbookof Macroeconomics (Volume1A1B 

1C) .North-Holland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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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B. Taylor & M. Woodford. Handbookof Macroeconomics (Volume1A1B 

1C) .North-Holland ,1999. 

[8]Varian H.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A Modern Approach. W W Norton; 8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ition ,2010. 

[9]Mas-colell A.Whinston M.D.&Green J.R. Microeconomic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5. 

[10]Gujarati D.N. Basic Econometrics . 第 1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1]Willian H. Greene . Econometric Analysis (Fourth Edition).   

 

 



Ⅱ  金融学院 

 64 

 

 

 

Ⅱ  金融学院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金融学 020204 3 年 

2 保险学 020224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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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金融学专业于 1982 年正式招收本科生，1998 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具有硕士学位授

予权并于次年正式招收硕士生。1998 年被云南省列为省级重点学科，2001 年通过验收

并正式挂牌。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指导思想和办学特点主要体现在：（1）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地推动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的创新；（2）注重理论和实

践的有机结合；（3）注重方法论的学习与掌握；（4）强调科学研究；（5）以市场需求导

向、国际化高标准不断提升金融学专业办学水平。 

目前，金融学硕士点的研究方向主要有：（1）商业银行经营与发展；（2）国际金融

理论与发展；（3）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4）证券市场与公司金融；（5）农村金融理论

与政策。 

金融学专业硕士点现有教师 40 人，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12 人；博士 16 人，在

读博士生 2 人，硕士研究生 17 人。经过多年建设，逐渐形成了学历、职称和年龄结构

合理、教学科研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近五年来，在《金融研究》、《财贸经济》、《保险

研究》等各种公开刊物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出版专著 20 余部，获国家级和省部级课

题多项。 

二、培养目标 

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以社会需求为向导，培养金融领域需要的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热爱祖国，具有开放和全球战略意识的复合应用型高级金融专业人才。

具体为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部门以及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等培养

金融经济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面宽、独立工作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较强的创

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高级金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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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是否 
学位课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是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是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是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是 

 
财经学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是 统数学院

投资学 2 36 是 

货币金融学研究 2 36 是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公司金融 2 36  

金融学院

金融研究实证方法 

国际金融研究 

金融风险管理 

金融法规研究 

金融理财研究 

农村金融发展 

微型金融 

期货投资 

私募股权基金 

信托租赁 

行为金融学 

专题课 

学位论文写作 

2 36  金融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金融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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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公
共 
课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投资学   2    2 36 1 

货币金融学研究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公司金融   2    2 36  

金融研究实证方法   3    

国际金融研究   3    

金融风险管理   3    

金融法规   3    

金融理财   3    

农村金融发展    3   

微型金融    3   

期货投资    3   

私募股权基金    3   

信托租赁    3   

行为金融学    3   

专题课 

学位论文写作    3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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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曼昆．经济学原理 [M]．第 6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斯蒂格利茨，沃尔什．经济学 [M]．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兹维·博迪．金融学 [M]．第 2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彼得 S.罗斯．商业银行管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5]托马斯·A·博伊兰等．经济学方法论新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6]朱·弗登博格等．博弈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87. 

[8]陈志武．金融的逻辑[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9]约翰·N·德勒巴克．新制度经济学前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0]约翰·赫尔（John C，.Hull）．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双语版）[M]. 机械工业出

版社，2009. 

[11]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1994. 

[12]马克·格林布莱特，施瑞丹·蒂特曼．金融市场与公司战略（上、下册）[M]．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3]科斯等．契约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4]莫瑞斯·奥博斯特弗尔德．高级国际金融学教程[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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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保险学是一门研究风险管理及保险相关事物运动规律的经济学科，也是一门包容性

很强的交叉学科，包括经济学、数学、法学、统计学、社会保障等学科内容。保险学可

以分为广义保险学和狭义保险学。广义保险学是指包括商业保险、政策性保险和社会保

险等一切采取保险方式处理危险的社会化保险机制；狭义保险学特指商业保险,即采取商

业手段并按照市场法则运行的社会化保险机制。 

云南财经大学保险专业师资雄厚。保险专业教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博士

后基金（一等资助）和省部级课题二十余项，荣获省部和国家级奖励十余项，在《保险

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经济学家》等高级别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在中国保监会内

部刊物发表论文数篇，研究成果被云南省领导批示。目前，保险专业已经成为云南财经

大学研究实力最强的专业之一。目前我校保险学科主要研究方向：（1）保险制度与政策

方向。（2）风险管理与保险精算方向。（3）保险产业经济学方向。（4）社会保险与经济

保障方向。 

二、培养目标 

保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以社会需求为向导，培养金融、保险领域需要的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热爱祖国，具有开放和全球战略意识的复合应用型高级保险

专业人才。面向风险管理及保险、银行和证券行业，培养具有良好的风险管理基础和保

险业务知识，能够从事风险管理、保险实务和保险监管等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

型保险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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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是否 
学位课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是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是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是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是 

 
财经学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是 统数学院 

保险前沿理论与实践 2 36 是 

保险法律制度与监管政策 2 36 是 
专业 

理论课
3 门 

保险精算理论与实务 2 36  

金融学院 

保险产业发展 

政策性保险发展理论与实践 

区域保险发展专题 

巨灾保险研究 

保险衍生品及证券化 

个人理财 

保险营销 

社会保险与经济保障 

专题课 

学位论文写作 

2 36  金融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金融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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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
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公
共 
课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保险前沿理论与实践   2  
  

2 36 1 

保险法律制度与监管政策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保险精算理论与实务   2  
  

2 36  

保险产业发展   4  
  

政策性保险发展理论与实践   4  
  

区域保险发展专题   4  
  

巨灾保险研究   4  
  

保险衍生品及证券化   4  
  

个人理财    4
  

保险营销    4
  

社会保险与经济保障    4
  

专题课 

学位论文写作    4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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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含道德情操论）[M]．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 

[2]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M]．上海三联书店，2007. 

[3]阿马蒂亚·森（Amartry Sen）．理性与自由[M]．李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7. 

[4]兹维·博迪(Zvi Bodie)，罗伯特·C·默顿(Robert C.Merton)，戴维·L·克利顿(David 

L.Cleeton). 金融学[M]．刘澄,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罗斯（Rose, P. S.）, 马奎斯（Marquis, M. H.）．金融市场学（英文版）[M]．原书

第 10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6](美)特瑞斯•普雷切特．风险管理与保险[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7]戈登·塔洛克. 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M]．西南财大出版社，1999. 

[8]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 ．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9]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 ．上海三联书店，2007. 

[10]巴泽尔（费方域等译）．产权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1]费方域．企业的产权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 2007. 

[12]刘汉民．企业理论、公司治理与制度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2007. 

[13]盖瑞.J.米勒．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7. 

[14]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制度学派译文集

[M]．上海三联书店. 

[15]埃里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1998. 

[16]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商务印书馆，2002. 

[17]王国军．保险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6]贝弗里奇．贝弗里奇报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M]. 2005. 

[19]刘志彪．现代产业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0]钱振伟，张艳，王翔．创新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及其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研究

[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21] Harrington, Scott E. and Gregory R. Niehaus,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McGraw-Hill/Irwin, New York, NY, 2003 

[22]George Rejda, Principles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11th ed.), Pearson, 2011 



保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73

[23]Hull, J, Risk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3rd ed.), McGraw/Hill, New York, 

NY, 2012 

[24]Saunders, A. and M. Cornet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nagement: A Risk Management 

Approach (6th ed.), McGraw-Hill, 2008. 

[25] International risk and Insurance, Harold D.Skipper, Irwin McGraw-Hill,1998 

[26]Financial risk in insurance, G.Ottaviani(ed),Springer,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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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商学院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电子商务 1201Z2 3 年 

2 技术经济及管理 120204 3 年 

3 市场营销 1202Z2 3 年 

4 企业管理 120202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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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电子商务（E-Business）指的是通过电子连接进行的任何形式经济活动；具体是指

应用计算机与网络通信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即 ICT），按照一定标准，利用电子化工具（有

时甚至指整个电子媒介领域，包括电信网、广播电视网、Internet 和移动网等等）实现

包括电子交易(E-Commerce）在内的商业交换、行政作业、后勤服务或其他组织管理活

动的全过程；如利用 ICT 技术的电子市场、企业网和提供旅游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

务、客户服务和商品分销和配送等电子网络。电子商务正呈现着虚拟化、个性化、智能

化、社会性、泛在性、交互性、门户化、集成化和网络化等新兴特征。 

电子商务学科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以及 ICT 与经

济管理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一门涉及经济、管理、社会、计算机、信

息等多学科的交叉学科。该学科从技术视角研究支持电子商务活动的技术平台及相关技

术问题，电子商务交易及经营活动的安全、信用、支付、物流等问题；从管理学视角研

究电子商务战略与管理、电子商务交易机制与商务模式以及不同市场结构和商务模式下

的多渠道协调等问题；从经济学视角研究电子商务的经济影响、双边市场条件下电子商

务参与者的组织行为以及电子商务的政策法律法规等。 

本专业现设有技术视角下的电子商务（大数据与电子商务智能）、管理学视角下的

电子商务（行为研究）和经济学视角下的电子商务（经济研究）三个研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优异，能够为企业制定和实施电子商务战略的

复合型人才。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应具有扎实精深的信息技术专业知识和系统全面的经济

学和管理学相关知识，能将技术与管理有机地融合,把握本专业作为新型交叉学科的特

点，了解本专业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关注电子商务在企业的应用进展企业暨信息化的

发展进程，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跟踪本专业的发展前沿。学生毕业后能在

相关部门从事企业电子商务的规划、应用、开发和管理工作。具体要求是： 

1、必须努力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团结合作，勤

奋敬业，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必须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相应的技能、方法和

相关知识，具有较高的电子商务理论知识、电子商务分析规划能力、电子商务的开发能

力、较强的组织和写作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英语必须通过国家六级；具有独立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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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专业的业务工作、管理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具有健康的体魄。 

三、电子商务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管理学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72 1 
商学院 

商务智能（技术视角） 2 36 1 

数字业务模式（管理学视角）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网络服务经济学（经济学视角） 2 36  

商学院 

新兴电子商务创新及前沿问题 

大数据背景下的综合网络营销 

电子商务信用管理 

电子商务信任问题及其建立途径 

数据库与商务智能 

小语种的网络非语言交流 

云计算、移动商务与 O2O 

中国 C2C 电子商务 

新兴信息技术接受效率评价 

基于云计算的电子商务模式 

电子市场的设计与组织 

专题课 

电子商务支付与安全 

2 36  商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商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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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子商务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
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4 72 1 

商务智能（技术视角） 2      2 36 1 

数字业务模式（管理学视角）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网络服务经济学（经济学视角）  2     2 36  

新兴电子商务创新及前沿问题       

大数据背景下的综合网络营销       

电子商务信用管理       

电子商务信任问题及其建立途径       

数据库与商务智能       

小语种的网络非语言交流       

云计算、移动商务与 O2O       

中国 C2C 电子商务       

新兴信息技术接受效率评价       

基于云计算的电子商务模式       

电子市场的设计与组织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电子商务支付与安全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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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业必读文献 

[1] Internet commerce— Digital Models for Business, Elaine Lawrence et, JohnWiley & 

Sons Austrilia, Ltd． 2003. 

[2]Stephen DANN, Strategic internet Marketing,JohnWiley & Sons Austrilia, Ltd Efrainm 

Turban, Jae Lee, David King, H．Michael Chung． Electronic Commerce---- A Managerial 

Perspective．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Pearson Education．,2010. 

[3] [美] Gary P． Schneider 著 Electronic Commerce．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4]Bernard Liautaud, Mark Hammond, E-business Intelligence: Turning Information Into 

Profit,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 2001. 

Philip Kotler． Marketing Mangement 

[5]陈晓萍, 徐淑英, 樊景立.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1.  

[6]陈国青, 卫强．商务智能原理与方法[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 

[7]李子奈．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论[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8] (美)克雷斯威尔．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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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是研究技术领域经济问题、经济规律和管理问题，为企业技术管

理、工程项目可行性分析、有关部门的投资规划决策及资源利用管理等提供理论支持。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是校级重点学科。本学科现有教师 15 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

授 9 人，7 人具有博士学位（其中 1 人为博士后），4 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近年来，形

成了以多属性决策理论与方法、系统工程、风险分析与评价、资源可持续利用等为重点

的研究特色，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2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5 部、译著 2 部。近

三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各 1 项，省部级课题 15 项，

以及与政府和企业合作的多项横向课题。 

本专业现设有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1、经济与社会系统分析； 

2、技术经济分析与评价； 

3、技术进步与可持续发展。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现代科技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需要，具备坚实的经济、管理理

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的复合型高级经济管理人才，本专业的毕业生能独立从事实际

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既能胜任企业的投资管理和技术管理工作，以及事业、政府部门、

咨询机构的技术经济分析、管理工作，又能承担相应科研工作和高等院校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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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
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管理学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72 1 
商学院 

系统工程 2 36 1 

项目管理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技术创新管理 2 36  

商学院 

理论经济学沿革──从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到技术经济学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经济学构想 

管理的哲学思考 

新创企业管理研究──基于技术经济
视角的创业过程分析 

策略思考的艺术与方法──基于博弈
论的竞争与合作策略分析（Ⅰ、Ⅱ）

论文选题及开题报告（Ⅰ、Ⅱ、Ⅲ）

创新制胜──21 世纪企业的成功秘诀
（Ⅰ、Ⅱ） 

电子商务中的信用管理 

 

专题课 

 

2 36  商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商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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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4 72 1 

系统工程   2  
  

2 36 1 

项目管理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技术创新管理    2
  

2 36  

理论经济学沿革──从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到技术经济学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经济学构想     
  

新创企业管理研究──基于技术经济
视角的创业过程分析     

  

策略思考的艺术与方法──基于博弈
论的竞争与合作策略分析（Ⅰ、Ⅱ）     

  

论文选题及开题报告（Ⅰ、Ⅱ、Ⅲ）     
  

创新制胜──21 世纪企业的成功秘
诀（Ⅰ、Ⅱ）     

  

管理的哲学思考     
  

电子商务中的信用管理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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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美）艾特略著. 创新管理—全球经济中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引进版）

[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8.  

[2] 徐则荣著.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经济思想研究[M].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社.   

[3]王玉梅编著.技术经济评价论丛可持续发展评价[M]. 中国标准出版社.  

[4] (美)威廉G.沙立文 (William G. Sullivan) 等著.工程经济学[M]. 清华大学出版社.   

[5](英)伊迪丝·彭罗斯.企业成长理论[M]. 赵晓,译. 上海三联出版社. 

[6] 玛格丽特·A·怀特.技术与创新的管理：战略视角[M]. 电子工业出版社. 

[7] 傅家骥主编. 技术创新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 

[8]（美）伯格曼等著. 技术与创新的战略管理 [M]. 原书第 3 版. 陈劲，王毅,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9] (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著.创新的扩散[M].辛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0] 陈劲，王方瑞. 技术创新管理方法--技术管理（MOT）系列教材[M].清华大学

出版社.      

[11]郑刚.全面协同创新--迈向创新型企事业之路[M].科学出版社. 

[12]（美）米哈尔科. 创新精神--创造性天才的秘密[M].刘悦欣,译.新华出版社. 

[13]（英）克里斯蒂安森.构建创新型组织--激励创新的管理体制[M]. 潘建杰,译.经

济管理出版社. 

[14] 威廉·L·米勒（William L. Miller）等.第四代研发：管理知识、技术与革新[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5](美)本·斯泰尔·戴维·维克托,理查德·内尔森. 技术创新和经济绩效(创新与

发展丛书)[M].上海人民出版社. 

[16] (美国)罗伯特.塔克著.创新才有增长[M].燕清联合,译.新华出版社. 

[17]（美）艾米顿. 知识经济的创新战略：智慧的觉醒[M].金周英,陈劲,译. 新华出版

社. 

[16]玛格丽特·A·怀特.技术与创新的管理：战略视角[M].电子工业出版社. 

[19]（美）丹敦.创新的种子：解读创新魔方--汉译创新名著丛书[M]. 陈劲,译.知识

产权出版社. 

[20]Ashish Arora.Markets for technology :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corporate 

strategy 技术市场：创新经济学与公司策略[M]. 

[21]To Leverag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Chinese Small- &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许庆瑞.运用全面创新管理提升中国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M]. 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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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创新经济的战略管理：动态创新能力的策略方法与工具[M].Strategic Management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 THOMAS H. DAVENPORT，John Wiley & Sons. 

[23]丰田创新管理之道[M].ELEGANT SOLUTION. Matthew May.家庭电子杂志社. 

[24]蒂德·贝赞特著.创新管理——技术变革、市场变革和组织变革的整合（管理科

学与工程经典译丛）[M]. 第 4 版. 陈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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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我校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就由我国著名市场营销专家吴健安教授开设“市场营

销学”课程。1987 年招收“商业经济与市场营销”研究生班，1989 年在贸易经济本科

专业下设置市场营销方向，1993 年正式设置市场营销本科专业。1997 年在企业管理硕

士研究生专业下设置市场营销方向，2005 年正式设置市场营销硕士专业。 

近期主要设置四个研究方向：战略营销、营销工程、服务与网络营销、东盟市场营

销。战略营销方向主要研究市场营销战略组合，着重分析营销战略决策与战略实施的各

种相关变量。营销工程方向主要研究市场营销的各种数量关系，着重分析各类市场营销

模型。 

二、培养目标 

市场营销硕士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具有较高职业道德修养，具备

厚实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市场营销高级管理人才和理论研究后备人才。具体培养目

标是： 

1、较高的职业道德修养。通过研究生处、商学院以及指导教师的共同教育，培养

研究生正确的人生观和的价值观，使之具有较高的职业操守和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基

本要求是：知荣知耻、诚实守信、锐意进取、追求卓越。 

2、厚实的营销理论知识。通过系统地学习研究，具有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

理论及其相关知识，夯实理论基础，具有较强的理论分析能力。基本要求是：勤奋学习、

刻苦钻研、知识全面、基础扎实。 

3、突出的营销实践能力。通过案例研究和社会实践，强化沟通能力、协作能力、

组织能力，具有较强市场营销实践能力。基本要求是：面向社会、胸怀全局、勤于实践、

善于总结。毕业生适宜在政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大中型企业、国内教育机构从事管理

决策、营销管理、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部分学生也可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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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营销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
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管理学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72 1 
商学院 

营销理论与发展 2 36 1 

营销科学研究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企业理论 2 36  

商学院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数据收集与分析 

中国不成熟市场营销理论 

服务补救研究 

商务智能与数据挖掘 

中国经济与居民消费行为研究 

营销动态能力理论 

营销与企业价值理论 

东盟国际商务与营销分析 

泛亚国际市场营销研究 

品牌管理研究 

专题课 

品牌资产研究 

2 36  商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商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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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营销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位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4 72 1 

营销理论与发展  2     2 36 1 

营销科学研究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企业理论 2      2 36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数据收集与分析       

中国不成熟市场营销理论       

服务补救研究       

商务智能与数据挖掘       

中国经济与居民消费行为研究       

营销动态能力理论       

营销与企业价值理论       

东盟国际商务与营销分析       

泛亚国际市场营销研究       

品牌管理研究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品牌资产研究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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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菲里普·科特勒．营销管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吴健安．营销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本·M·恩尼斯，基斯·K·考克斯，迈克尔·P·莫克瓦．营销学经典：权威论

文集[C]．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4]小艾尔弗莱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北京：商

务印书馆，1987. 

[5]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彼得·杜拉克．21 世纪的管理挑战[M]．上海：三联书店，2001. 

[7]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8]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9]艾·里斯，杰克·特劳特．定位[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10]Michael J．Baker： Marketing Theory[M]．Thomson Learning，2000. 

[11]营销科学杂志 

[12]管理科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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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企业管理学科是我校管理学科群的龙头学科，是我校第一批列为云南省级重点学科

建设的学科，也是云南财经大学最早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学科。2001 年经云南省教育厅组

织专家评估已达到学科建设要求，并予以挂牌。 

目前，企业管理学科队伍中有教授 8 人，副教授 10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2 人，博

士后 3 人，博士 12 人。近三年来，支持完成或在研国家级课题 7 项，省部级课题 20 项，

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内外有影响

的期刊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出版专著、译著 20 部，获省部级科研教学成果奖 20 余项。 

本专业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管理、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在这两个大

的研究方向下，各导师结合自己的知识结构，还开设了更具侧重点的子方向。 

今后，企业管理学科将进一步突出特色，拓展人才培养渠道、层次和方向，围绕地

方和国家经济建设，不断改革创新，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共建该学科，最终把企业管理

学科建设成学科专业特色鲜明、综合优势明显，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学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目标，使学生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遵纪守法，讲社会公德，学风严谨，有事业心和敬业精神，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

的高级复合应用型和研究型企业管理专门人才。 

本专业要求研究生掌握管理、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具备分析解决企业管

理问题的技能和方法，了解本学科发展现状和动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计算机应

用能力，以及较强的科研、实践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毕业后能承担各企事业单位、科

研院所、大专院校的科研、管理和教学工作。同时可为该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进一步深造、

攻读企业管理博士学位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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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管理学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72 1 
商学院 

管理研究方法 2 36 1 

财务管理与公司治理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战略管理研究 2 36  

商学院 

企业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专题 

创新与创业管理专题 

跨文化管理专题 

企业组织理论专题 

营销管理专题 

人力资源开发专题 

中小企业管理专题 

企业跨国经营管理专题 

组织设计与变革管理专题 

薪酬管理与激励专题 

管理伦理学专题 

专题课 

知识管理专题 

2 36  商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商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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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4 72 1 

管理研究方法 2 2 36 1 

财务管理与公司治理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战略管理研究 2 2 36  

企业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专题 

创新与创业管理专题 

跨文化管理专题 

企业组织理论专题 

营销管理专题 

人力资源开发专题 

中小企业管理专题 

企业跨国经营管理专题     

组织设计与变革管理专题   

薪酬管理与激励专题 

管理伦理学专题 

专题课 

知识管理专题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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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著作 

[1] 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M]．商务印书馆. 

[3] 卡斯特等．组织与管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波特等．竞争战略[M]．华夏出版社. 

[5] 麦克拉尼．公司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M]．高等教育出版社. 

[6] 汉迪．超越不确定性——组织变更的观念[M]．华夏出版社. 

[7] FRED·DAVIA．战略管理概念与案例[M]．清华大学出版社. 

（二）优秀期刊 

[8]《管理世界》 

[9]《中国工业经济》 

[10]《南开经济评论》 

[11]《管理工程学报》 

[12]《管理科学学报》 

[13]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4]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5]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7]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6]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 Organization Science 

[21]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2]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3] Human Relations 

[24]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6]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7]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8] Journal of Managemnt 

[29]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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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会计学院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会计学 120201 3 年 

2 审计学 1202Z1 3 年 

3 企业管理（财务管理） 120202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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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 1996 年成为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2001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

权，是云南省最早具有会计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校，2002 年开始招生。2013 年会计

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14 年招收第一届会计学博士。 

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设会计理论与公司治理、财务会计、成本管理会计三个研究

方向。会计学硕士专业现有专职教师 61 人，其中教授 20 人、副教授 29 人，具有博士

学位的有 19 人。另学院聘请了 34 位校外硕士生导师，他们是来自政府、企业、会计师

事务所的具有高级职称、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员。拥有财政部全国会计学术带头人后

备人才 2 人、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会计学学科带头人 4 人、云南省教学名师 1 人；会计

学教学团队是云南省省级教学团队并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的学者。 

近几年来，会计学专业教师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会计研究》、《金融研究》、

《审计研究》等权威和重要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近 200 余篇，在高等教育、经济科

学等出版社出版专著和教材 20 多部；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

财政部重点项目和省级重点项目 30 余项，正在主持或参与的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20 余

项；科研成果多次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会计学会优秀论文奖等奖励，会

计学院还承担着教育部会计学特色专业、教育部国际会计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的建设任

务。 

学校该学科目前该学科有一个重点学科建设办公室与四个特色研究中心。配备万德

（WIND）、国泰安（CSMAR）等数据库，为研究生的培养搭建良好平台。近年来先后举

办第十届中国实证会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会计学会 2012 年学术年会、第 17 届中国

财务学术年会等多项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 

二、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深厚的经济学、管理学基本功底，掌握扎

实的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及相关学科专业知识和理论，了解会计学发展现状和趋

势，能熟练掌握和运用英语，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能够从事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及

相近学科的教学、科研或实务工作的复合型、创新型、科研与应用结合型的高级会计人

才。 

会计学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 年，实现 2-4 年弹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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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管理学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72 1 

商学院 

会计理论 2 36 1 

财务管理理论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实证会计 2 36  

会计院 

公司治理 

资本市场会计问题研究（1、2） 

资本市场财务问题研究 

资本市场审计问题研究 

公司业绩评价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会计信息系统 

国际会计准则 

全面预算管理 

管理与成本会计 

专题课 

税收筹划 

2 36  会计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会计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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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公
共 
课 

必修 

英语 3 3 3 108 1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108 1 

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运筹学 4 4 72 1 

会计理论 2 2 72 1 

财务管理理论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实证会计 2 2 36  

公司治理 

资本市场会计问题研究（1、2） 

资本市场财务问题研究 

资本市场审计问题研究 

公司业绩评价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会计信息系统 

国际会计准则 

全面预算管理 

管理与成本会计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税收筹划 

3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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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会计（每年一版，阅读最新版）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菲利普.布朗著.资本市场会计研究导论[M]. 杨松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4. 

[3] 葛家澍,林志军. 现代西方会计理论[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4]葛家澍，刘峰.会计理论—关于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2003. 

[5]郭道扬.会计史教程—（第 1 卷）历史、现实、未来[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1998. 

[6]John A. Christensen 和 Joel S. Demski 著.会计理论[M]. 程小可,辛清泉等,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7]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 会计思想史[M]. 文硕等,译.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8] (美)A·C·利特尔顿著. 会计理论结构[M]. 林志军,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9. 

[9] (美)埃尔登·S·亨得里克森著.会计理论[M]. 王澹如,译.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用品

社，1988. 

[10] (美)罗斯·L·瓦茨,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著.实证会计理论[M]. 陈少华,黄世忠,

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11]乔伊,弗罗斯特.国际会计学[M]. 李荣林,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12]唐.埃思里奇.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3]托马斯.约翰逊, 罗伯特.卡普兰.管理会计兴衰史——相关性的遗失[M].北京：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4. 

[14]威廉·R·斯科特. 财务会计理论[M]. 陈汉文,夏文贤,陈靖等,译. 北京：机械工

业出版社，2006. 

[15]许家林.西方会计学名著导读[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16]英文期刊：The Accounting Review，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7] 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6]中文期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会计研究、审计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等. 

[19]中国会计评论. 以书代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Anderson, R. C., S. A. Mansi, and D.M. Reeb. 2004. Board characteristics, accounting 

report integrity, and the cost of debt.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7 (3): 31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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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Ashbaugh- Skaife, H., D. W. Collins, W. R. Kinney, and R. LaFond. 2008. 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and Their Remediation on Accrual Qual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83(1):217-250 

[22] Ball R., and P. Brrown. 1968.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6: 159-178 

[23] Beaver W. H.. 1968.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Annual Earnings Announcement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6: 67-92 

[24] Brian J. Bushee and Gregory S. Miller. Investor Relations, Firm Visibility, and Investor 

Following.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87, No. 3, May 2012: 867-897. 

[25] Burgstahler, D., and I.D. Dichev. 1997. Earnings Management to Avoid Earnings 

Decreases and Loss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4: 99-126 

[26] Dain C. Donelson, John M. Mclnnis, and Richard D. Mergenthaler. Rules-Based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Litigation.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87, No. 4, July 2012: 

1247-1279. 

[27] DeAngelo, L. E. 1981. Auditor Independence, “low balling, ”and Disclosure 

Regulat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 (2) : 113～27 

[28] Franco Modigliani，Merton H. Miller.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8(48). 

[29] Fama, Eugene F. Market efficiency, long-term returns, and behavioral 

fin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8(49): 283-306. 

[30] Jensen, Michael C., and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J], 1976(3): 

305-320. 

[31] Morck, R., B. Yeung, and W. Yu. 2000.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Stock Markets: 

Why Do Emerging Markets Have Synchronous Stock Price Movements? Joru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8: 215-260 

[32] Penman, S. and X. Zhang. 2002.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the Quality of Earnings, 

and Stock Returns. The Accounting Review 77: 237-264 

[33] Skinner, D. 1994. Why Do Firms Voluntarily Disclose Bad New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2: 38-60 

 

 



审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98 

 

审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云南财经大学审计学由会计学专业审计方向发展而来。2012 年独立获得硕士学位授

予权，2013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14 年起开始招收会计学博士。审计学硕士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是：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国家审计与政府债务治理、舞弊审计与法务会

计三个研究方向。 

审计学专业现有专职教师 61 人，其中教授 20 人、副教授 29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有 19 人。另学院聘请了 34 位校外硕士生导师，他们是来自政府、企业、会计师事务所

的具有高级职称、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员。近几年来，审计学专业的老师们在《会计

研究》、《审计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等重要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近 100 余篇，

在高等教育、经济科学等出版社出版专著和教材 10 余部；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社会科学基金、财政部重点项目和省级重点项目 10 余项，正在主持或参与的国家

级、省部级课题 8 项；科研成果多次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审计学会优秀

论文奖等奖励，会计学院还承担着教育部会计学特色专业、教育部国际会计人才培养创

新实验区的建设任务。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政治合格、品德良好、有较强事业心和敬业精神，拥有深厚的经济学与

管理学理论基础；系统掌握现代审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和理论；

了解审计学发展现状和趋势；熟练掌握和运用英语；能够从事审计、会计及相近学科的

教学、科研、实务的复合型、创新型、科研与应用型的高级审计人才。   

审计学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 年，实现 2-4 年弹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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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管理学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72 1 

商学院 

审计理论 2 36 1 

会计理论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实证会计 2 36  

会计院 

公司治理 

资本市场会计问题研究 

资本市场财务问题研究 

资本市场审计问题研究（1、2） 

公司业绩评价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会计信息系统 

舞弊审计与法务会计 

国际审计准则 

绩效审计与管理咨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资产评估 

2 36  会计院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会计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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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公

共 

课 

必修 

英语 3 3 3 108 1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108 1 

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运筹学 4 4 72 1 

会计理论 2 2 72 1 

审计理论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实证会计 2 2 36  

公司治理 

资本市场会计问题研究 

资本市场财务问题研究 

资本市场审计问题研究（1、2） 

公司业绩评价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会计信息系统 

舞弊审计与法务会计 

国际审计准则 

绩效审计与管理咨询 

专题课 

资产评估 

3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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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每年一版，阅读最近版）[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蔡春.审计理论结构研究 [M]. 第 1 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3]菲利普·布朗著.资本市场会计研究导论[M]. 杨松令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4. 

[4] 格林布赖特，蒂特曼著.金融市场与公司战略[M]. 贺书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3. 

[5](美)罗斯·L·瓦茨, 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著.实证会计理论[M]. 陈少华,黄世忠,

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6]Sawyar. 索耶内部审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7]唐.埃思里奇.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8] 威廉·R·斯科特. 财务会计理论[M]. 陈汉文,夏文贤,陈靖等,译. 北京：机械工

业出版社，2006. 

[9]文硕.世界审计史[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 

[10]许家林.西方会计学名著导读[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11]英文期刊：The Accounting Review，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2] 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3]中文期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会计研究、审计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等. 

[14]中国会计评论. 以书代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5]Alvin A. Arens，Randal J. Elder, Mark Beasley, Auditing and Assurance Services (14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2011 

[16] Ashbaugh- Skaife, H., D. W. Collins, W. R. Kinney, and R. LaFond. 2008. 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and Their Remediation on Accrual Qual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83(1):217-250 

[17] Ball R., and P. Brrown. 1968.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6: 159-178 

[16] Beaver W. H.. 1968.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Annual Earnings Announcement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6: 67-92 

[19] Dain C. Donelson, John M. Mclnnis, and Richard D. Mergenthaler. Rules-Based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Litigation.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87, No. 4, July 2012: 

1247-1279. 

[20] DeAngelo, L. E. 1981. Auditor Independence, “low balling, ”and Disclosure 

Regulat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 (2) : 1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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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eAngelo, L.. 1981.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2: 163-199 

[22] Dye, R.. 1991. Informationally Motivated Auditor Replacement.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14) : 347～374 

[23] Fama, Eugene F. Market efficiency, long-term returns, and behavioral 

fin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8(49): 283-306. 

[24] Jaime J. Schmidt. Perceived Auditor Independence and Audit Litigation: The Role of 

Nonaudit Services Fees.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87, No. 3, May 2012:1033-1065. 

[25] Mai Dao, K Raghunandan, and Dasaratha V. Rama. Shareholder Voting on Auditor 

Selection, Audit Fees, and Audit Qual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87, No. 1, January 

2012:149-171. 

[26]Pual J. Sobel, Auditor’ Risk Management Guide : Integrating Auditing and ERM, 

Aspen publishers, Inc., 2003 

[27]R. K Mautz, Hussein A. Sharaf, The Philosophy of Auditing, Bessie Drive,1993. 

[28] Skinner, D. 1994. Why Do Firms Voluntarily Disclose Bad New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2: 38-60 

[29] Simon Yu Kit Fung, Ferdinand A. Gul, and Jagan Krishnan. City-Level Auditor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Economies of Scale, and Audit Pricing.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87, 

No. 4, July 2012: 1281-1307. 

[30] Tong Lu, Haresh Sapra. Auditor Conservatism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The 

Accounting Review, 84, No. 6, Nov 2009:- 1933-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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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专业（财务管理）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云南财经大学财务管理专业为省级重点专业，隶属于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由会

计学专业财务管理方向发展而来。2006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7 年开始招收硕士

研究生。2014 年起开始招收会计学博士。 

财务管理专业现有专职教师 61 人，其中教授 20 人、副教授 29 人，具有博士学位

的有 19 人。另学院聘请了 34 位校外硕士生导师，他们是来自政府、企业、会计师事务

所的具有高级职称、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员。财务管理学科专业团队是由一批既有较

高理论水平又有解决实际问题经验的学者专家组成，教学风格、研究风格和研究成果充

分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点。 

近几年来，财务管理导师队伍在《中国工业经济》、《管理评论》、《国际金融研究》

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 200 篇；出版《企业集团财务运行与调控》、《中小企业融资研

究》、《资产评估》等学术专著及教材六部；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在研课题 30 余

项，其中主持省级重点课题 2 项，参与国家级课题 2 项，联合云南省国资委完成云南省

“十一五”重大招标课题 1 项。科研成果多次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会计

学会优秀论文奖等奖励。 

学校该学科点较早成立了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配备万德（WIND）、国泰安（CSMAR）

等数据库，为研究生的培养搭建良好平台。近年来先后举办第十届中国实证会计国际学

术研讨会、中国会计学会 2012 年学术年会、第 17 届中国财务学术年会等多项国际和国

内学术会议。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政治合格、品德良好、有较强事业心和敬业精神，具有宽广的经济学、

管理学基础和扎实的财务会计专业技能，能够胜任大中型企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及相关实

务工作的高级管理人才，以及熟悉财务管理前沿问题研究方向，具备较好财务管理理论

和科研能力，能够胜任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财务管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标准

学制为 3 年，实现 2-4 年弹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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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口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管理学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72 1 

商学院 

财务管理理论 2 36 1 

会计理论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实证会计 2 36  

会计院 

公司治理 

资本市场会计问题研究 

资本市场财务问题研究（1、2） 

资本市场审计问题研究 

公司业绩评价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财务决策支持系统 

公司战略管理 

资产评估 
全面预算管理 

专题课 

税务筹划 

2 36  会计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会计院 

学位论文 3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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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管理（财务管理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表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 
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公
共 
课 

必修 

英语 3 3   
  

3 108 1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108 1 

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运筹学  4   
  

4 72 1 

财务管理理论   2  
  

2 72 1 

会计理论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实证会计  2     2 36  

公司治理    
  

资本市场会计问题研究    
  

资本市场财务问题研究（1、2）      

资本市场审计问题研究      

公司业绩评价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财务决策支持系统      

公司战略管理      

资产评估      

全面预算管理      

专题课 

税务筹划   

3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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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财务管理（每年一版，阅读最新版）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 格林布赖特，蒂特曼著.金融市场与公司战略[M]. 贺书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3. 

[3] 科普兰,威斯顿著.财务理论与公司政策[M]. 宋献中,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4]资本结构理论与研究译文集[M]. 卢俊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美)罗斯·L·瓦茨,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著.实证会计理论[M]. 陈少华,黄世忠,

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6]斯蒂芬 A.罗斯等著. 公司理财[M]. 吴世农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7]唐.埃思里奇.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8]唐纳德.H.邱主编，杨其静等著，公司财务和治理机制(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比较)[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9] 托马斯·约翰逊,罗伯特·卡普兰. 管理会计兴衰史——相关性的遗失[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0]汪平，财务理论[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11]威廉.L 麦金森著.公司财务理论[M]. 刘明辉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

社,2002. 

[12]威斯通等著.接管、重组与公司治理[M]. 李秉祥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13]许家林.西方会计学名著导读[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14]英文期刊：The Accounting Review，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5]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6]中文期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会计研究、审计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等. 

[17]中国会计评论. 以书代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6] Anderson, R. C., S. A. Mansi, and D.M. Reeb. 2004. Board characteristics, accounting 

report integrity, and the cost of debt.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7 (3): 315-342 

[19] Ball R., and P. Brrown. 1968.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6: 159-178 

[20] Brian J. Bushee and Gregory S. Miller. Investor Relations, Firm Visibility, and Investor 

Following.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87, No. 3, May 2012: 867-897. 

[21] Burgstahler, D., and I.D. Dichev. 1997. Earnings Management to Avoid Earnings 

Decreases and Loss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4: 9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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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Franco Modigliani，Merton H. Miller.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8(48). 

[23] Fama, Eugene F. Market efficiency, long-term returns, and behavioral 

fin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8(49): 283-306. 

[24] Hersh Shefrin and Meir Statman. 1985. The Disposition to Sell Winners Too Early and 

Ride Losers Too Long: Theory and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XL, No. 3 

[25]Jean Tiore.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M]. Princeton Press，2006. 

[26] Jensen, Michael C., and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J], 1976(3): 

305-320. 

[27] La Porta R., F. Lopez-de-Silanes,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2000.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8:3-27 

[28] Lang, L., E. Ofek, and R. M. Stulz. 1996. Leverage, investment, and firm growth.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0: 3-29 

[29] Morck, R., B. Yeung, and W. Yu. 2000.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Stock Markets: 

Why Do Emerging Markets Have Synchronous Stock Price Movements? Joru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8: 215-260 

[30] Opler T. C., and S. Titman. Financial distres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Journal of 

Finance, 49: 1015 

[31] Penman, S. and X. Zhang. 2002.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the Quality of Earnings, 

and Stock Returns. The Accounting Review 77: 237-264 

[32] Rosenstein, S., and J. G. Wyatt. 1997. Inside directors, board effectiveness, and 

effectiveness, and shareholder wealth.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4: 229-250 

[33] Stephen A. Ross.The Determination of Financial Structure：The Incentive Signalling 

Approach[J].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Spring，1977. 

[34] Stewart C. Myers. The Capital Structure Puzzle[J].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84. 

[35]Tong Lu, Haresh Sapra. Auditor Conservatism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The 

Accounting Review, 84, No. 6, Nov 2009: 1933-1958 

[32] William Sharpe. Capital asset prices: 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J]. Journal of Finance, 19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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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旅游与服务贸易学院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旅游管理 120203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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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旅游管理专业属于工商管理下的二级学科，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云南财经大学旅

游管理硕士点适应旅游产业快速发展需求，立足云南，面向全国，为旅游行政职能部门、

旅游企业、旅游院校培养复合应用与创新型的高层次旅游管理人才。本专业课程设置体

现理论与应用有机结合、交叉学科、综合性学科等特点，在不断地教研中形成了旅游资

源开发与保护、旅游形象策划与目的地营销、旅游规划与休闲管理学科方向和特色。 

本专业硕士点拥有一支学术造诣深、科研能力强、学科背景好、实践水平高的师资

队伍，现有教授 3 人，副教授 8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9 人，自 2000 年以来，

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30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16 部，主持和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 20 项，

其中多项研究成果被各级政府和各类相关企业采纳，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本专业硕士点搭建了多个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平台，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设施，提供

丰富的专业图书资料，具有校企嵌入式实习培养基地，为研究生的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

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还有条件为研究生提供国际交流互换学习机会。 

二、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知识结构合理、专业素质较高，能适应社会发展

需要的高级旅游管理专门人才。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具有坚实的管理学、经济学的理论基

础，较强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能力，了解本学科国内外发展动态和趋势，能阅读和翻

译英文专业资料，具备较好的外语沟通能力。 

本专业硕士生的培养，采用导师负责与导师组共同培养方式，通过采用系统的基础

理论学习与课题研究相结合，导师指导与硕士生自学相结合等方法，注重硕士生能力和

素质的培养。同时各研究方向聘请相关企业或政府的高层主管作为合作导师，联合培养

硕士研究生，通过硕士生的企业与政府见习、企业主管讲座、联合指导论文等方式，加

强硕士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机会。研究生毕业后具有较强的开拓和创新意识，具有继续

学习、自我发展的能力，能胜任本学科领域的教学、科研、管理及其相关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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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1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管理学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72 1 
商学院 

旅游地理学 2 36 1 

旅游形象理论与策划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区域旅游合作理论与实践 2 36  

旅服学院 

休闲旅游理论与实践 

旅游管理学 

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旅游规划原理与案例分析 

旅游研究方法 

旅游理论前沿 

中外旅游文化比较 

旅游决策分析方法 

旅游区域经济分析方法 

旅游景区管理 

旅游专业英语写作与翻译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旅游目的地营销 

2 36  旅服学院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旅服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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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位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公
共
课 

必修 
 

英语 3 3     3 108 1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运筹学  4     4 72 1 

旅游地理学 2      2 36 1 

旅游形象理论与策划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区域旅游合作理论与实践   2    2 36  

休闲旅游理论与实践 3      

旅游管理学 3      

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3     

旅游规划原理与案例分析   3    

旅游研究方法 3      

旅游理论前沿   3    

中外旅游文化比较  3     

旅游决策分析方法    3   

旅游区域经济分析方法   3    

旅游景区管理    3   

旅游专业英语写作与翻译 3      

专题课 

旅游目的地营销    3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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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 吴必虎．区域旅游规划原理[M]．中国旅游出版社. 

[2]（美）John Swarbrooke．景点开发与管理[M]．中国旅游出版社. 

[3]（美）威廉·瑟厄波德．全球旅游新论[M]．中国旅游出版社. 

[4]（美）克里斯托弗·H·洛夫洛克．服务营销[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华夏出版社. 

[6]（美）罗尔·朗加尔．旅游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 

[7] Inskeep.Tourism Planning：an integnated and sustainable method[M]. 中国旅游出版社. 

[8] A·J·Veal.Tourism Analysis Method[M]．中国旅游出版社. 

[9] Coope. Tourism：principle,practice and philosophy[M]．中国旅游出版社. 

[10] 菲利普·科特勒．旅游市场营销[M]．旅游教育出版社. 

[11] Michael D·lsen．饭店与旅游服务业战略管理[M]．南开大学出版社. 

[12] mith．Tourism Economic Analysis[M]．中国旅游出版社. 

[13] 旅游学刊（期刊）[J]，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主办. 

[14]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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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旅游管理 120203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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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云南财经大学旅游管理学科是云南省省级优秀重点学科和云南省、国家旅游局“省

部共建”重点学科。本学科硕士点适应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要求，立足云南，面向全国，

培养复合应用与创新型的高层次管理人才。课程结构突出经济学、管理学、人类学、社

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与交叉，既强调学科知识的综合性，也重视学科的特色和方向。主要

课程设置本着基础理论与学科前沿有机结合、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的基本原

则，致力于全面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 

旅游管理拥有一批学术造诣深、科研能力强、实践水平高、项目运作能力较强的学

科团队成员，现有教授（研究员）10 人，副教授 11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9 人。自

2008 年以来，旅游管理学科已承担各类科研课题（包括在研）35 项，其中纵向课题 20

项，横向课题 17 项，国家级课题 4 项，省部级课题 20 项；已出版学术著作 16 部，其

中较高级别（二类出版社以上）学术专著 11 部，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 1 部；提交

研究报告 47 份，发表学术论文 130 篇，其中核心期刊 40 篇，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

载 3 篇，被 SCI 收录 1 篇，CSSCI 收录 17 篇；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8 项。多项研究

成果已被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广泛采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本专业下设旅游经济理论与运行管理、旅游规划与开发管理、旅游文化与服务管理

三个方向。 

二、培养目标 

通过培养使学生掌握旅游管理扎实的基本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宏观、中观

层面的旅游战略及产业政策、区域旅游开发规划和旅游、文化产业融合互动研究的能力，

具有从事旅游产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的素养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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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管理学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72 1 
商学院 

基础旅游学 2 36 1 

旅游产业理论与政策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旅游规划与策划 2 36  

旅文院 

可持续旅游发展研究 

休闲旅游理论与实践 

 

 

 

 

 

 

 

 

专题课 

 

2 36  旅文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旅文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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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4 72 1 

基础旅游学  2     2 36 1 

旅游产业理论与政策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旅游规划与策划    2   2 36  

可持续旅游发展   2    

休闲旅游理论与实践    2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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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 Swarbrook J． 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M]． Washington．D．C． CABI, 

1999． 

[2]Mathieson A．,&Wall G． Tourism: Economic, physical and social impacts [M]． New 

York: Longman, 1982． 

[3] Joreskog Karl, & Dag Sorbom． LISREL 7: User's Reference Guide (IST Ed．) 

[M]． Chicago: Scientific Software．1999． 

[4] Byrne, N． A Primer of LISREL: Basic Applications and Programming fo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tic Models [M]． New York: Springer, 1989． 

[5] Hair J．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M]．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1998． 

[6] Weaver, David/ Lawton, Laura．Tourism Management [M]． John Wiley & Sons 

Inc．2006. 

[7] A﹒J﹒Veal．Tourism Analysis Method 中国旅游出版社. 

[8] Coope．Tourism:principle,practice and philosophy 中国旅游出版社. 

[9] Inskeep．Tourism Analysis Method 中国旅游出版社. 

[10] Smith．Tourism Economic Analysis 中国旅游出版社. 

[11] (美) ﹒威廉 瑟厄波德.全球旅游新论[M]. 中国旅游出版社. 

[12] (美) ﹒迈克尔 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M]. 华夏出版社. 

[13] (美) ﹒罗尔 朗加尔. 旅游经济学[M]. 商务印书馆. 

[14] ﹒菲利普 科特勒.  旅游市场营销[M]. 旅游教育出版社. 

[15] (澳)詹宁斯著. 旅游研究方法[M]. 谢彦君,陈丽,译. 

[16] 吴必虎. 区域旅游规划原理[M]. 中国旅游出版社. 

[17] 罗明义. 现代旅游经济学[M]. 云南大学出版社. 

[16]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journal). 

[19]  Tourism Management (journal). 

[20]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journal). 

[21] 旅游学刊(期刊) [J].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22] 旅游管理(期刊) [J].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23] 旅游论坛(期刊) [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24] 人文地理(期刊) [J]. 中国地理学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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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信息学院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计算机系统结构         081201 3 

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081202 3 年 

3 计算机应用技术 081203 3 年 

4 
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决策理论与方法方向）
120100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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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校级重点学科，本学科已拥有一支教学优秀、科研能力强的师

资队伍，学科队伍中有教授 7 人、副教授 22 人，讲师 31 人；其中博士 8 人、硕士 45

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研究信息过程、用以表达此过程的信息结构和规则及其在信息

处理系统中实现的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现代计算机及其相关的现

象。该学科的工作集中于计算机系统的结构和操作、计算机系统的设计和程序设计的基

本原则、使之运用于各种信息加工任务的有效方法、以及它们的特性和局限的理论特征。

学科包括科学与工程技术两方面，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可分为理论计算机科学、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系统结构、计

算机应用技术等领域以及与其他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通常，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

科包含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3 个二级学科。 

计算机系统结构：本学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主要研究网

络计算结构、性能和算法；网络分析。本学科现设计算机网络及其应用技术和物联网管

理与工程两个研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具有扎实的计算机硬件、软件基础理论知识，

计算机网络与应用、企业信息化、商务智能技术与应用，能够从事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

与应用开发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能在科研部门、教育单位、企业、事业、技术和行政

管理部门等单位从事计算机教学、科学研究和应用的计算机系统结构学科的高级科学技

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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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自然辩证法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人工智能 4 72 1 

矩阵论及其应用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算法分析与设计 4 72 1 

信息院 

高级数据库技术 2 36 1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软件工程 2 36  

信息院 

专业英语（必选） 

高级计算机网络 

分布式计算 

高级计算机体系结构 

模式识别 

专题课 

社会网络 

2 36  信息院 

专

业

课 

 

实践课 2 36  

科研实践 2   

学位论文 3   

信息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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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

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自然辩证法  2   1  18    
必修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 6 门    2 1 18  

人工智能  4   4 72  

矩阵论及其应用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算法分析与设计 4    4 72  

高级数据库技术 2    2 36 1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软件工程   2  2 36  

专业英语（必选）   2  

高级计算机网络   3  

分布式计算   3  

高级计算机体系结构    3

模式识别    3

专

业

课 

专题课

选修不

少于 4

门次 

社会网络  3   

2 36  

 实践课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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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著作 

1 ． 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Volume 1:Fundamental Algorithms,3rd 

Edition,Donald.E.Knuth,Prentice Hall 

2．James F.Kurose,Keith W.Ross,Computer Networking,Pearson Education,2001 

3．Richard.Stevens.Unix.Network.Programming.Vol.1 and 2,Addison-wesley 

4 ． randal E.Bryant and David R.Ohallaron,Computre Systems:A Programmer 

Perspective,Prentice-Hall,2005 

5．Tanenbaum．潘爱民译．计算机网络（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6．Margarent H.Dunham．郭崇慧，田凤占等译．数据挖掘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7．尼尔林．郑扣银等译．人工智能．机械工业出版社 

8．Patrkzk Henry．人工智能．清华大学出版社 

9．Abaham Silberschatz．数据库系统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期刊 

1．IEEE Transaction on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2．IEEE Transaction on Pattre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3．Computer Networks 

4．Distributec Computing 

5．Informatoion syatems 

6．计算机学报，计算机学会主办，科学出版社 

7．软件学报，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和中国计算机学会联合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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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校级重点学科，本学科已拥有一支教学优秀、科研能力强的师

资队伍，学科队伍中有教授 7 人、副教授 22 人，讲师 31 人；其中博士 8 人、硕士 45

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研究信息过程、用以表达此过程的信息结构和规则及其在信息

处理系统中实现的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现代计算机及其相关的现

象。该学科的工作集中于计算机系统的结构和操作、计算机系统的设计和程序设计的基

本原则、使之运用于各种信息加工任务的有效方法、以及它们的特性和局限的理论特征。

学科包括科学与工程技术两方面，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可分为理论计算机科学、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系统结构、计

算机应用技术等领域以及与其他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通常，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

科包含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3 个二级学科。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本学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主要研究

软件设计、开发、维护和使用过程中涉及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探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发展的理论基础。本学科现设数据挖掘与智能处理、软件理论与应用两个研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具有扎实的计算机硬件、软件基础理论知识，

计算机网络与应用、企业信息化、商务智能技术与应用，能够从事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

与应用开发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能在科研部门、教育单位、企业、事业、技术和行政

管理部门等单位从事计算机教学、科学研究和应用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学科的高级科学

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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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自然辩证法 1 18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育

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门

人工智能 4 72 1 

矩阵论及其应用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算法分析与设计 4 72 1 

信息院 

高级数据库技术 2 36 1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软件工程 2 36  

信息院 

专业英语（必选） 

商务智能 

分布式计算 

web 挖掘 

模式识别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信息资源管理 

2 36  信息院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信息院 

合计 
X≥

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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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
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自然辩证法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人工智能  4   
  

4 72 1 

矩阵论及其应用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算法分析与设计 4      4 72 1 

高级数据库技术 2    
  

2 36 1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软件工程   2    2 36  

专业英语（必选）   2  
  

商务智能  3     

分布式计算    3   

web 挖掘    3   

模式识别   3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信息资源管理  3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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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著作 

[1] 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Volume 1:Fundamental Algorithms,3rd 

Edition,Donald．E．Knuth, Prentice Hall 

[2] James F．Kurose,Keith W．Ross, Computer Networking, Pearson Education, 2001 

[3] M．J．Zaki and C．-T．H,editor．Large-Scale Parallel Data Mining．Springre, 2002 

[4] Jiawei Han and Micheling Kamber．Data Mining:and Technique．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2006 

[5] Ian Sommerville, Software Engineering,8th Edition,Pearson Education,2006 

[6] Richard．Stevens．Unix．Network．Programming．Vol．1 and 2, Addison-wesley 

[7] randal E．Bryant and David R．Ohallaron, Computre Systems: A Programmer 

Perspective, Prentice-Hall,2005 

[8] Tanenbaum．计算机网络 [M]．第四版. 潘爱民,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9] Margarent H．Dunham．数据挖掘教程[M]．郭崇慧，田凤占等,译．清华大学出版

社. 

[10] 尼尔林．人工智能[M]．郑扣银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11] Patrkzk Henry．人工智能[M]．清华大学出版社. 

[12] Abaham Silberschatz．数据库系统概念[M]．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期刊 

[1] Atificial Intelligence 

[2] IEEE Transaction on Pattre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3] ACM Ttransaction on Database Systems 

[4] IEEE Transaction on Knowledge&Data Engineering 

[5] Journal of data Mining&Knowledge discovery 

[6] Computer Networks 

[7] Distributec Computing 

[8] Informatoion syatems 

[9] 计算机学报，计算机学会主办，科学出版社 

[10] 软件学报，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和中国计算机学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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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校级重点学科，本学科已拥有一支教学优秀、科研能力强的师

资队伍，学科队伍中有教授 7 人、副教授 22 人，讲师 31 人；其中博士 8 人、硕士 45

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研究信息过程、用以表达此过程的信息结构和规则及其在信息

处理系统中实现的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现代计算机及其相关的现

象。该学科的工作集中于计算机系统的结构和操作、计算机系统的设计和程序设计的基

本原则、使之运用于各种信息加工任务的有效方法、以及它们的特性和局限的理论特征。

学科包括科学与工程技术两方面，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可分为理论计算机科学、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系统结构、计

算机应用技术等领域以及与其他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通常，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

科包含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3 个二级学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本学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主要研究网

络技术、信息化技术、数据挖掘、数据分析、信息安全、数据库技术和软件工程等领域。

本学科现设商务智能、企业信息化、计算机交互与多媒体设计、经济信息处理与仿真、

档案信息化五个研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具有扎实的计算机硬件、软件基础理论知识，

计算机网络与应用、企业信息化、商务智能技术与应用，能够从事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

与应用开发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能在科研部门、教育单位、企业、事业、技术和行政

管理部门等单位从事计算机教学、科学研究和应用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学科的高级科学技

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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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自然辩证法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人工智能 4 72 1 

矩阵论及其应用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算法分析与设计 4 72 1 

信息院 

高级数据库技术 2 36 1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软件工程 2 36  

信息院 

专业英语（必选） 

高级计算机网络 

电子商务 

商务智能 

分布式计算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企业资源计划 

2 36  信息院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信息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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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
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自然辩证法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

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

8 
 

人工智能  4     4 72 1 

矩阵论及其应用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算法分析与设计 4      4 72 1 

高级数据库技术 2      2 36 1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软件工程   2    2 36  

专业英语（必选）   2    

高级计算机网络   3    

电子商务    3   

商务智能  3     

分布式计算   3    

专题课 

企业资源计划   3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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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著作 

[1] 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Volume 1：Fundamental Algorithms，3rd Edition，

Donald．E．Knuth，Prentice Hall 

[2] James F．Kurose，Keith W．Ross，Computer Networking，Pearson Education，2001 

[3] M．J．Zaki and C．-T．H，editor．Large-Scale Parallel Data Mining．Springer，

2002 

[4] Jiawei Han and Micheline Kamber．Data Mining：and Technique．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2006 

[5] Ian Sommerville，Software Engineering，8th Edition，Pearson Education，2006 

[6] Richard．Stevens．Unix．Network．Programming．Vol．1 and 2，Addison-Wesley 

[7] Randal E．Bryant and David R．Ohallaron，Computer Systems:A Programmer 

Perspective,Prentice-Hall,2005 

[8] Tanenbaum．计算机网络 [M]．第 4 版.潘爱民,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9] Margarent H．Dunham．数据挖掘教程[M]．郭崇慧，田凤占等,译．清华大学出版

社. 

[10] 尼尔森．人工智能[M]．郑扣根等,译．机械出版社. 

[11] Patrkzk Henry 著．人工智能[M]．清华大学出版社. 

[12] Abraham Silberschatz 著．数据库系统概念[M]．高等教学出版社. 

（二）期刊 

[1]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 IEEE Transaction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3] ACM Transaction on Database Systems 

[4] IEEE Transaction on Knowledge&Data Engineering 

[5] Journal of Data Mining & Knowledge Discovery 

[6] Computer Networks 

[7] Distributed Computing 

[8] Information syatems 

[9] 计算机学会主办.计算机学报[J]. 科学出版社. 

[10]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和中国计算机学会联合会主办.软件学报[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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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决策理论与方法、 

知识管理与商务智能方向） 

一、学科专业简介 

管理科学与工程为校级重点学科，目前已经培养了一支力量雄厚、素质高的学科队

伍，学科队伍中有教授 21 人、副教授 35 人，讲师 45 人；其中博士 25 人、硕士 73 人，

还有许多教师正在攻读博士、硕士学位。仅仅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本学科的师资队伍

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学术专著也近 11 部，译著 5 部，主编教材 10 余部，完

成省部级以上的课题近 11 项，有 8 位教师当前承担着 10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其他众多老师也都承担着数项省部级以上课题的研究。 

根据研究方向的不同，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设置六个研究方向，分别设在

信息学院、城市管理与资源环境学院和国际工商学院。信息学院设置的研究方向是：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决策理论与方法、知识管理与商务智能。 

二、培养目标 

该学科主要培养具有较高素质、合理的知识结构、较强的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管理理论基础和系统的管理知识，要求学生能正

确地运用管理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及相应的工程技术方法解决管理

方面的有关理论与实际问题，能够独立开展业务活动和教学工作，并能较熟练地掌握一

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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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

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管理学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72 1 

信息院 

信息资源管理 2 36 1 

管理信息系统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管理决策理论与方法 2 36  

信息院 

专业英语（必选） 

生产运营管理 

软件工程与系统工程 

商务智能 

企业资源计划 

专题课 

文献检索与评论 

2 36  信息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信息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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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
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运筹学  4     4 72 1

信息资源管理   2    2 36 1

管理信息系统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管理决策理论与方法    2   2 36  

专业英语（必选）   2    

生产运营管理   3    

软件工程与系统工程  3     

商务智能    3   

企业资源计划   3    

专题课 

文献检索与评论 3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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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必读文献 

[1] 彼得·德鲁克. 管理实践[M].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 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3] 杰克·D·卡隆．信息技术与竞争优势[M]．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 

[4] 系统工程学报[J]. 

[5] 管理科学学报[J]. 

[6]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7] 丹尼尔·A·雷恩. 管理思想的演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8] 迈克尔·波特著. 竞争战略[M]，华夏出版社，2005 

[9] 哈罗德·孔茨. 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M]  

[10] 欧文·拉兹洛. 管理的新思维——第三代管理思想[M]. 

[11]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12]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CIMS．国家 863 计划 CIMS 主题办公室. 

[13]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4]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5] IBM System Journal 

[16]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7]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16]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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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统计与数学学院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统计学（经济学） 027000 3 年 

2 统计学（理学） 071400 3 年 

3 数量经济学 020209 3 年 

4 基础数学 070101 3 年 

5 计算数学 070102 3 年 

6 应用数学 070104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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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专业（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统计学是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统计学侧重于运

用现代统计学方法、数量分析方法和计算机手段研究宏观与微观经济运行规律，用于指

导经济实际，提高经济效率。本学科现有教授 5 人、副教授 10 人，近年来在核心期刊

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多项成果获省部级

以上奖励。 

本专业现设有经济计量分析、宏观经济统计理论、方法与应用以及金融统计三个研

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统计现代化发展需要的高层

次统计专门人才。毕业生既能在统计部门、金融机构及其他经济管理部门从事宏观经济

与微观经济信息管理、数量分析和其它经济工作，又能承担统计理论研究与统计教学工

作。具体要求是： 

1、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基本原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进取、锐意改革，努力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2、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系统的经济数量分析知识，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收集、

计算机处理和分析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中的数据信息，了解和熟悉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

发展趋势。 

3、至少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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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学专业（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6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国民经济核算 2 36 1 

多元统计分析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时间序列分析 2 36  

统数院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专题(1)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专题(2)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专题(3) 

政府统计专题(1) 

政府统计专题(2) 

政府统计专题(3) 

计量经济学前沿专题(1) 

计量经济学前沿专题(2) 

计量经济学前沿专题(3) 

现代统计前沿方法专题 (1) 

现代统计前沿方法专题 (2)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现代统计前沿方法专题 (3) 

2 36  

 

统数院 

（每门次课

程 6 学时，

至少选修 6

门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统数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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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统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国民经济核算 2      2 36 1 

多元统计分析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时间序列分析   2    2 36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专题(1) 3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专题(2) 3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专题(3) 3      

政府统计专题(1)  3     

政府统计专题(2)  3     

政府统计专题(3)  3     

计量经济学前沿专题(1)   3    

计量经济学前沿专题(2)   3    

计量经济学前沿专题(3)   3    

现代统计前沿方法专题 (1) 3      

现代统计前沿方法专题 (2) 3      

专题课 

现代统计前沿方法专题 (3)   3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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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 统计学：从数据到结论[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2] 数理统计与数据分析 ice[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3] 中外政府统计体制比较研究[M]．中国统计出版社. 

[4] 中国统计[M]．国家统计局. 

[5] Cheng Hsiao．面板数据分析 [M]．第 2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詹姆斯 D.汉密尔顿．时间序列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9. 

[7] 非线性回归模型分析[M]．中国统计出版社. 

[8]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9] 数理统计与管理[M]．中国现场统计学会. 

[10] 经济研究[M]．中国经济学会. 

[11] 金融研究[M]．中国金融学会. 

[12]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M]．中国数量经济学会. 

[13] 统计研究[M]．中国统计学会. 

[14] 统计指数理论及应用[M].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15]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6] Econometrica. Econometric Socie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7]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REStat). 

[16]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JBES). 

[19]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JASA) 

[20]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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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专业（理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统计学是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该学科研究各种随机现象的本质与内在规律性，

以及各种类型数据的科学处理和分析方法。云南财经大学统计学科是学校的传统优势学

科，现拥有统计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及统计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其下设的统计学专业为

省级特色优势学科和省级重点学科。统计学科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成果丰硕，人才培养

成效显著，现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2 人，

后备人才 1 人，云南省教学名师 2 人，博士生导师 3 人；近年来 SCI 及国内核心期刊累

计发表论文 100 余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余项，十余项成果

获省部级奖励。 

本专业现设有统计估计理论与方法、统计模型诊断和数据挖掘三个研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统计学科现代化发展需要的

高层次统计专门人才。毕业生应具有扎实的数理统计理论基础及较强的实践和创新能

力，可承担统计理论研究与统计教学工作，也可在相关的各个部门和机构运用统计方法

处理实际问题。具体要求是： 

1．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基本原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进取、锐意改革，努力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2．具有扎实的数理统计理论基础及良好的学科修养，了解和熟悉本学科的理论前

沿和发展趋势，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收集、处理和分析实际问题中各种类型的数据，进

行合理的统计分析。 

3．至少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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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学专业（理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自然辩证法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模型与决策 1 18  
课程归属部

门 

概率论基础 3 54 1 

高等数理统计 3 54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线性与广义线性模型 3 54 1 

统数院 

多元统计分析 3 54 1 

统计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 3 54 1 

时间序列分析 3 54  

统数院 

非参数统计 2 36   

专业 

理论课 

4 门 

统计计算 3 54   

统计学学术论坛（1） 

统计学学术论坛（2） 

统计学学术论坛（3） 

统计学学术论坛（4） 

统计学学术论坛（5） 

统计学学术论坛（6） 

统计学学术论坛（7） 

统计学学术论坛（8）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统计学学术论坛（9） 

2 36  

 

统数院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统数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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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统计学专业（理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学

分 

学

时 

学位

课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自然辩证法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模型与决策       1 18  

概率论基础 3      3 54 1 

高等数理统计  3     3 54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线性与广义线性模型 3      3 54 1 

多元统计分析 3       54 1 

统计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  3      54 1 

时间序列分析  3      54  

非参数统计  2      36  

专业 

理论课

4 门 

统计计算 3       54  

统计学学术论坛（1） 4      

统计学学术论坛（2） 4      

统计学学术论坛（3） 4      

统计学学术论坛（4）  4     

统计学学术论坛（5）  4     

统计学学术论坛（6）  4     

统计学学术论坛（7）   4    

统计学学术论坛（8）   4    

统计学学术论坛（9）   4    

       

       

专题课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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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 程士宏主编．高等概率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 陈希孺．数理统计引论[M]．科学出版社. 

[3] 王启华，史宁中，耿直主编．现代统计研究基础[M]．科学出版社，2010. 

[4] 陈希孺，王松桂．近代回归分析：原理方法及应用[M]．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5] Cheng Hsiao．面板数据分析 [M]．第 2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詹姆斯·D·汉密尔顿．时间序列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9. 

[7] 非线性回归模型分析[M]. 中国统计出版社. 

[8]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M]．第 2 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9] 中国科学（A 辑）[M]. 

[10] 数理统计与管理[M]. 中国现场统计学会. 

[11] 应用概率统计[M]. 

[12] 中国统计[M]. 国家统计局. 

[13]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M].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 

[14] 统计研究[M]. 中国统计学. 

[15] Hastie, T., Tibshirani, R., and Friedman, J. (2009). The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Second Edition:Data Mining, Inference, and Prediction. Springer. 

[16] Bishop, C.M.(2006):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Springer,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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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数量经济学是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数量经济学

侧重于运用经济学理论、数量分析方法和计算机手段研究宏观与微观经济运行规律，用

于指导经济实际，提高经济效率。本专业现有教授 3 人、副教授 3 人，近年来在核心期

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多项成果获省部

级以上奖励。 

本专业现设有经济计量分析与预测、微观经济数量分析理论与方法、金融时间序列

模型及应用三个研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素质，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创新意识，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较高的经济学理论水平和比较全面的数量经济学专业素养，

具有良好知识结构、独立工作能力和较强创新能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高层

次经济研究与经济管理人才。 

本专业的硕士生应具备以下能力： 

1、系统掌握经济学基础理论，具有扎实的数量经济学理论基础； 

2、掌握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具有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进行宏观与微观

经济分析的能力； 

3、具备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不断学习、提高、创新能力； 

4、具备独立承担与专业相关工作的能力； 

5、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具备听、说、读及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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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统数院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数理经济学 2 36 1 

多元统计分析 2 36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时间序列分析 2 36 1 

统数院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专题(1)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专题(2)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专题(3) 

政府统计专题(1) 

政府统计专题(2) 

政府统计专题(3) 

计量经济学前沿专题(1) 

计量经济学前沿专题(2) 

计量经济学前沿专题(3) 

现代统计前沿方法专题 (1) 

现代统计前沿方法专题 (2) 

专题课 

现代统计前沿方法专题 (3) 

2 36  

 

统数院（每

门次课程 6

学时，至少

选修 6 门）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统数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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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数理经济学 2 2 36 1 

多元统计分析 2 2 36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时间序列分析 2 2 36 1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专题(1) 3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专题(2) 3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专题(3) 3

政府统计专题(1) 3

政府统计专题(2) 3

政府统计专题(3) 3

微观计量经济专题(1) 3

微观计量经济专题(2) 3

微观计量经济专题(3) 3

现代统计前沿方法专题 (1) 3

现代统计前沿方法专题 (2) 3

专题课 

现代统计前沿方法专题 (3) 3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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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统计学：从数据到结论[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2]数理统计与数据分析 ice[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3]中外政府统计体制比较研究[M]．中国统计出版社. 

[4]中国统计[M]．国家统计局. 

[5]Cheng Hsiao．面板数据分析 [M]．第 2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詹姆斯 D.汉密尔顿．时间序列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9. 

[7]非线性回归模型分析[M]．中国统计出版社. 

[8]国民经济核算体系[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9]数理统计与管理[M]．中国现场统计学会. 

[10]经济研究[M]．中国经济学会. 

[11]金融研究[M]．中国金融学会. 

[12]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M]．中国数量经济学会. 

[13]统计研究[M]．中国统计学会. 

[14]统计指数理论及应用[M].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15]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6]Econometrica. Econometric Socie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7]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REStat) 

[16]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JBES) 

[19]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JASA) 

[20]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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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学专业硕士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基础数学是数学的核心和灵魂。它的思想、方法和结论是整个数学科学的基础。基

础数学包括数理逻辑、数论、代数、几何、拓扑、函数论、泛函分析、分形、微分方程

等众多分支学科。云南财经大学基础数学学科主要从事非线性科学理论和代数学研究。

非线性数学是非线性科学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中非线性泛函分析、非线性偏微分方程、

非线性动力系统和分形几何是当前非线性科学中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在非线性泛函分

析领域中，学科成员围绕非线性算子理论，不动点理论，变分不等式，优化理论及相关

研究热点开展研究。在代数学方向，主要研究现代群论（尤其是置换群论）和对称图论，

以及在网络设计方面的应用。 

该研究方向由 10 名成员构成，其中教授 4 人；副教授 4 人；博士 4 人；硕士 4 人，

已形成结构合理的学术团队，具有较强的研究实力，主持和参与的在研的国家级课题 4

项，在研省部级课题 2 项。近年来，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70 多篇。 

本专业设置的研究方向有： 

1、非线性泛函分析，该方向主要从事非线性泛函理论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非

线性算子理论，不动点理论，变分不等式，优化理论等。 

2、代数学方向，主要研究置换群论及其在对称图论上的应用，包括包含传递子群

的置换群的刻画、若干对称图论的刻画和分类等。 

该方向主要从事分形理论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分形的解析表达及其应用。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的数学人才。毕业生应具

有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及较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既能在相关的各个部门和机构运用数

学方法处理实际问题，又能承担数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具体要求是： 

1．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基本原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进取、锐意改革，努力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2．具有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及良好的学科修养，了解和熟悉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

发展趋势。具备独立从事数学的某个研究领域的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研究的能力。有严谨

的科学态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能胜任高等院校数学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生产实际部门的应用开发研究和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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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至少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 

三、基础数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自然辩证法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1 门 1 18  
课程归属部

门 

泛函分析 3 54 1 

抽象代数 3 54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拓扑学 3 54 1 

统数院 

非线性泛函分析 3 54 1 

变分不等式与补问题 3 54 1 

有限群论 3 54  

专业 
理论课 
4 选 3  

置换群论 3 54  

统数院 

专业英语 1.5 27  统数院 

专业论文选读 2 36   

凸分析与极值问题 3 54   

对称图论 3 54   

代数图论 3 54   

不动点理论及应用 3 54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统数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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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础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自然辩证法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1 门    1 18  

泛函分析 3   3 54 1 

抽象代数 3   3 54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拓扑学  3  3 54 1 

非线性泛函分析 3    54 1 

变分不等式与补问题  3   54 1 

有限群论  3  3 54  

专业 

理论课

4 选 3  
置换群论  3  3 54  

专业英语   1.5 1.5 27  

专业论文选读    2 2 36  

凸分析与极值问题   3 3 54  

对称图论   3 3 54  

代数图论   3 3 54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至少

选 3

门） 

不动点理论及应用  3  3 54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著作 

[1] Walter Rudin, Functional Analysis（Second Edition）, McGraw-Hill Companies． 

[2] Jean-Pierre Aubin, Optima and Equilibrium, An Introduction to Nonlinear Analysis,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3] Ioana Cioranescu, Geometry of Banach Spaces, Duality Mappings and Nonlinear 

Problem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基础数学专业硕士生培养方案 

 151

[4] Robert E．Megginson, An Introduction to Banach Space Theory, McGraw-Hill 

Companies． 

[5] Wataru．Takahashi, Nonlinear Functional Analysis, Fixed Poi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Yokohama Publishers 

[6] Klaus Deimling, Nonlinear Functional Analysis, Springer-Verla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7] K．Yosida, Functional Analysis, 

[8] J．B．Conway, A course in Functional Analysis． 

[9] Ravi P．Agarwal, Donal O’Regan and D．R． Sahu, Fixed Point Theory for 

Lipschitzian-type Mappings with Applications． 

[10] 童裕孙．泛函分析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 

[11] 张石生．变分不等式及其相关问题[M]．重庆出版社. 

[12] 游兆永，龚怀云，徐宗本等．非线性分析[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13] 郭大均．非线性泛函分析[M]. 

[14] 熊金城．点集拓扑学[M]. 

[15] 夏道行等．泛函分析[M]. 

（二）期刊 

[1] Fixed Poi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2]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3] Nonlinear Analysis 

[4] Applied Math．Letter 

[5] Computers and Mathematics with Applications 

[6] Mathematical and Computers Modelling 

[7] Inverse Problem 

[8] Convex Analysis 

[9] Math．Oper．Res． 

[10] Journal of Inequalities and Applications 

[11] Numer．Algorithms 

[12]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al Sciences 

[14] Acta Mathematica Sinica 

[15] Applied Math．Mech． 

[16] Nonlinear Analysis: Real Wor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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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数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云南财经大学计算数学学科拥有学术水平较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教授 2

人、副教授 5 人，近年来在 SCI 及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主持完成及

在研的国家级课题 3 项，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9 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本专业设置的研

究方向有： 

1、数值计算方法，该方向主要从事计算方法的基础性研究，包括常微分方程的数

值解法和偏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法。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偏微分方程的初值问题或边值问

题。 

2、现代计算理论，研究计算的过程与功效的数学理论。 

3、建模及仿真方法，研究数学建模理论及系统仿真方法，主要包括工程设计、经

济管理与交通运输、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等领域的数学模型与仿真理论和方法，有效地提

高安全性、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设计或实验成本。 

二、培养目标 

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具有从事应用数学领域的科研工作能力，能解决

本学科领域及相关学科领域中的数学问题并有新的见解。掌握计算数学的基本内容、基

本理论与基本方法，了解本学科的最新进展与动向，能熟练运用计算机，能够熟练掌握

常用的高级计算机语言及有关数学软件，并进行数值计算和数值模拟，能够熟练地掌握

计算机基本操作，能够利用计算机网络资源进行信息采集和交流。 

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有一定的口语交流能力以及

能用一门外文撰写本专业科研论文。能胜任本专业或相邻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德、

智、体、全面发展，适合在政府、金融、军事、工程技术、信息管理、高等院校和科研

机构等部门从事系统的分析、规划、设计、建模、评估、控制和决策等的管理、教学、

科研和开发的高级人才。 



计算数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153

三、计算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自然辩证法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1 门 1 18  研究生部 

泛函分析 3 54 1 

抽象代数 3 54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拓扑学 3 54 1 

统数院 

计算方法 3 54 1 

偏微分方程 4 72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 3 54  

统数院 

专业英语 1.5 27  统数院 

专业论文选读 2 36   

偏微分方程数值方法 3 54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统数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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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自然辩证法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

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1 门      1 18 

 

泛函分析 3     3 54 1 

抽象代数 3     3 54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拓扑学  3    3 54 1 

计算方法 3     3 54 1 

偏微分方程  4    4 72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  3    3 54  

专业英语   1.5   1.5 27  

专业论文选读    2   2 36  

偏微分方程数值方法   3   3 54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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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书籍或专著 

1．耿素云，屈婉玲．离散数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刁在筠等编．运筹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韩中庚．数学建模方法及其应用．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谭浩强．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5．孔琳俊编．C#项目案例开发．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 

6．王正林，刘明编．精通 MATLAB7．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7．邓建中，葛仁杰等．计算方法．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第二版，2009 

8．何汉林，梅家斌主编．数值分析．科学出版社，2009 

9．李荣华等编．微分方程数值解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0．史峰，王辉，郁磊等．智能算法 30 个案例分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 

（二）期刊 

1．计算数学学报 

2．计算物理学报 

3．高等学校计算数学学报 

4．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5．控制理论与应用 

6．theory of computing（计算理论，芝加哥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办） 

7．计算机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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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学专业硕士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应用数学专业是理学门类中“数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该学科是对有实际

背景或应用前景的数学理论或方法开展研究，涉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管理、

金融、信息、社会和人文等领域中的数学问题，包括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应用数学方

法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对其数学方法开展理论研究等方面。该学科研究面广，实用性强，

是联系数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及信息、管理、经济、社会和人文科学的重要桥梁。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和借助功能日益强大的计算机，该学科的思想和方法在科学和工程技

术的众多领域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某些新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云

南财经大学应用数学学科拥有学术水平较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教授 2 人、副

教授 5 人，近年来在 SCI 及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本专业设置的研究

方向有： 

1．偏微分方程数值解法及其在现代物理学（例如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激光与物

质相互作用）中的应用；2．随机微分方程数值解法及其在金融中的应用； 

2．金融衍生产品定价理论和方法。重点研究金融衍生产品（例如期权等）的定价

及其应用。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应用数学方面的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培养的人才要求具有比较扎实宽广

的数学基础，了解本学科目前的进展和方向，并在某一应用方向受到一定的科研训练，

掌握较系统的专业知识，初步具有独立进行理论研究的能力，或运用专业知识与有关专

业人员合作解决某些实际应用问题的能力，并在某个专业方向上做出有理论或实践意义

的成果。培养的人才还要求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培

养的人才毕业后能够胜任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或其它企事业单位能从事与数学相关的

教学、科研或其它实际工作。本学科培养的人才要求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严谨的治学

态度及较强的开拓精神，善于接受新知识，提出新思路，探索新课题，且有较强的适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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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用数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自然辩证法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1 门 1 18  
课程归属

部门 

泛函分析 3 54 1 

抽象代数 3 54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拓扑学 3 54 1 

统数院 

常微分方程定性理论 3 54 1 

偏微分方程 4 72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分支理论 3 54 1 

统数院 

专业英语 1.5 27  统数院 

专业论文选读 2 36   

偏微分方程数值方法 3 54   

 

 

 

专题课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统数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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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用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自然辩证法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1 门       1 18  

泛函分析 3       54 1 

抽象代数 3       54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拓扑学  3      54 1 

常微分方程定性理论 3       54 1 

偏微分方程  4      72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分支理论  3      54 1 

专业英语   1.5    1.5 27  

专业论文选读    2   2 36  

偏微分方程数值方法   3    3 54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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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Paul Glasserman, Monte Carlo Methods in Financial Engineering,Springer, August 7, 

2003． 

[2]陆金甫，关治．偏微分方程数值解法[M]．第 2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T．W．Epps 著, pricing derivative securities[M].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4]Weizhu Bao, Hanquan Wang and Peter A．Markowich, Ground, symmetric and central 

vortex states in rotating Bose-Einstein condensates , Communications in Mathematical Science, 

Vol． 3, No． 1, pp． 57-88, 2005．  

[5]Hanquan Wang, Numerical studies on the split-step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for 

nonlinear Schrodinger equations,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Vol． 170, pp． 17-35, 

2005． 

[6]Weizhu Bao and Hanquan Wang, An efficient and spectrally accurate numerical method 

for computing dynamics of rotating Bose-Einstein condensates,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Vol． 217, No． 2, pp． 612-626, 2006． 

[7]Hanquan Wang, A time-splitting spectral method for coupled Gross-Pitaevskii 

equations with applications to the dynamics of rotating Bose-Einstein condensates,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Vol． 205, No． 1, pp． 88-104, 2007． 

[8]Hanquan Wang, A time-splitting spectral method for computing the dynamics of spinor 

F=1 Bose-Einstein condens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9]Hanquan Wang，Numerical simulation on stationary states for rotating two-component  

Bose-Einstein condensates，Journal of Scientific Computing, Volume 38, Number 2, February 

2009, pp．149-163． 

[10]Weizhu Bao, Yongyong Cai and  Hanquan Wang, Efficient numerical methods for 

computing ground states and dynamics of dipolar Bose-Einstein condensates,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 Volume 229 （2010）, Issue 20, 7874　7892． 

[11]Hanquan Wang， An efficient numerical method for computing dynamicsof spin F=2 

Bose-Einstein condensates,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Volume 230, Issue 15,pp． 6155

　6168, 1, July 2011 

[12]Gareth D． Myles, Investment Analysis, Springer, Ma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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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城市与环境学院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100 3 年 

2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20106 3 年 

3 区域经济学 020202 3 年 

4 土地资源管理 120405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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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管理科学与工程为校级重点学科，目前已经培养了一支力量雄厚、素质高的学科队

伍，学科队伍中有教授 21 人、副教授 35 人，讲师 45 人；其中博士 25 人、硕士 73 人，

还有许多教师正在攻读博士、硕士学位。仅仅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本学科的师资队伍

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学术专著 10 余部，译著 5 部，主编教材 10 余部，完成

省级以上的课题 10 余项，有 8 位教师当前承担着 9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其他众多老师也都承担着数项省部级以上课题的研究。我校管理科学与工

程一级学科设置六个研究方向，分别设在信息学院、城市与环境学院和国际工商学院。

本院设置管理科学与工程下设房地产管理和工程管理两个方向： 

房地产管理：综合运用管理学、经济学原理与方法（项目管理理论和技术的研究与

应用）和房屋建筑知识，研究房地产经营管理和房地产政策等。本专业主要为房地产开

发企业、高校及政府相关部门从事房地产管理相关工作的高级管理人才。 

二、培养目标 

该学科主要培养具有较高素质、合理的知识结构、较强的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的高级管理人才。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现代管理学、经济学、房地产经营管理、房地产

策划与融资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熟悉工程领域的相关专业知识，要求学生能正确地运用

管理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及相应的工程技术方法解决管理方面的有

关理论与实际问题，能够独立开展业务活动和教学工作，具有较强的计划、组织、指挥、

协调和决策能力，并能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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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

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管理学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72 1 

商学院 

房地产经济学 2 36 1 

工程造价管理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房地产金融与项目融资 2 36  

城市学院 

房地产开发设计与案例 

居住小区规划与案例 

工程项目管理与案例 

工程成本规划与控制案例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与案例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房地产经营管理与案例 

2 36  城市学院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城市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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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额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4 72 1 

房地产经济学 2      2 36 1 

工程造价管理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房地产金融与项目融资   2    2 36  

房地产开发设计与案例 

居住小区规划与案例 

工程项目管理与案例 

工程成本规划与控制案例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与案例 

专题课 

房地产经营管理与案例 

   3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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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编写.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M].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2008. 

[2]张红.房地产经济学[M].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3]张红,殷红等编著.房地产金融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4]赖一飞编著.工程建设监理[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5]高波等编著.现代房地产经济学导论 [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王雪青,杨秋波编著.工程项目管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7]赵国杰编.技术经济学[M].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 

[8]成虎编著.工程项目管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9]王卓甫,谈飞等编著.工程项目管理：理论、方法与应用[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7. 

[10]《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11]《管理学报》 

[12]《管理世界》 

[13]《系统工程学报》 

[14]《建筑经济》 

[15]《管理科学学报》 

[16]Gavriel Salvendy. 2001. Handbook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Volume 1-3), 3rd ed. NY: John Wiley & Sons. 

[17]Allan Afuah. 2003. Innovat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 Implementation, and Profits.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Mark Dodgson, David Gann, Ammon Salter. 2008. The manag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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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着重研究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及其可持续发展。本学科

以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为基础，以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协调和

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研究内容，立足西南优势，面向东南亚周边国家，着眼于国家资源、

环境与经济安全，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重点研究人口增长、自然

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和变化规律，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强调既要熟悉本学科在国际上的最新发展，又要紧密结合中国和

西南及周边国家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理论联系实际，

创造性地开展理论和对策研究。 

本专业现设有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周边国家资源环境战略、生态环境规划与自然

遗产保护三个研究方向。 

我校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校级重点学科，现有教授 6 人，副教授 8 人，大多数教

师具有博士学位，承担了大量国家、省部级研究课题和地方政府委托或与国土资源部、

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云南省国土厅、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云南省

建设厅等相关部门合作的课题，具有很强的师资和研究实力，在全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

学科队伍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拥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良好的政治素

养、敬业精神，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品行优良、身心健康，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

化建设服务的高级专门人才。要求毕业研究生具有较系统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方

向专门知识，掌握一门外语，理论联系实际，能够分析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和规划，

并有制定和实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政策的能力，毕业后可承担本专业教学、科研和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管理工作的高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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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门

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2 36 1 

人口经济学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统计分析 2 36  

城市学院

经典理论专题：决策分析理论与方法 

热点问题前沿专题 

实际案例与经验专题一：东南亚周边国家

资源环境问题 

实际案例与经验专题二：资源开发与可持

续发展 

实际案例与经验专题三：人口发展与民族

文化保护 

专题课 

实际案例与经验专题四：生态环境规划与

自然遗产保护 

2 36  城市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城市学院

合计 X≥39 ≥666 7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167

四、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2      2 36 1 

人口经济学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统计分析   2    2 36  

经典理论专题：决策分析理论与方法   3    

热点问题前沿专题    3   

实际案例与经验专题一：东南亚周边

国家资源环境问题 
   3   

实际案例与经验专题二：资源开发与

可持续发展 
   3   

实际案例与经验专题三：人口发展与

民族文化保护 
   3   

专题课 

实际案例与经验专题四：生态环境规

划与自然遗产保护 
   3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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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M]．商务印书馆. 

[2]奥古斯特·缪士．经济空间秩序[M]．商务印书馆. 

[3]伯尔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M]．商务印书馆. 

[4]阿尔弗德·韦伯．工业区位论——区位的纯理论[M]．商务印书馆. 

[5]（美）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M]．中信出版社. 

[6]D．w．＆Warford，J．J．张世秋等译．世间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7]张帆．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M]．上海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8]Robert Costanza, etc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Economics” St． Lucie Press ＆

ISEE．1997. 

[9]David Pearce and R．Kerry Turner“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Harvester Wheatsheaf．1998. 

[10]Tom Totenberg, Addison Wesley Longman, “Economics and Natural Resources 

Economics （fifth edition）” , 清华大学出版社. 

[11]Nick Hanley, “ Environment Economics-in theory and practices” ,Jason F． Shorten 

and Ben White ．Macmillan Pres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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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本学科是应用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着重研究国民经济的空间结构和各地区经济发

展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本专业主要研究方向有：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城市经济发展与房地产开发，

区域资源开发与合理利用，边疆山地地区开发开放。 

我校区域经济学是省级重点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拥有教授 8 人，副教授 8

人，大多数教师具有博士学位，承担了大量国家、省部级研究课题和地方政府的委托课

题。拥有云南省级 2011 认证的协同创新中心---西南边疆山地区域开发开放协同创新中

心，与云南省政府研究室、云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云南省国土厅、云南省建设厅等

管理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很强的师资和研究实力，在全国区域经济学科队

伍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拥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良好的政治素

养、敬业精神，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品行优良、身心健康，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

化建设服务的高级专门人才。要求毕业研究生具有扎实经济学基础理论和较系统的区域

经济学及其各方向专门知识，较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理论联系实际观察、分析城市和

区域经济问题，并有制定和实施某些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能力，毕业后可承担本

专业教学、科研和城市与区域经济管理工作的高级人才。 

 

 

 

 

 

 

 

 

 

 

 



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170 

三、区域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

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区域经济学 2 36 1 

城市经济学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区域经济分析方法 2 36  

城市学院 

经典理论专题：决策分析理论与方法 

区域经济前沿专题 

实际案例与经验专题一：山地区域开发

问题 

实际案例与经验专题二：边疆区域开放

问题 

实际案例与经验专题三：人口发展与民

族文化保护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实际案例与经验专题四：生态环境规划

与自然遗产保护 

2 36  城市学院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城市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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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区域经济学 2 2 36 1 

城市经济学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区域经济分析方法 2 2 36  

经典理论专题：决策分析理论与方法 3

区域经济前沿专题 3

实际案例与经验专题一：山地区域开

发问题 
3

实际案例与经验专题二：边疆区域开

放问题 
3

实际案例与经验专题三：人口发展与

民族文化保护 
3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实际案例与经验专题四：生态环境规

划与自然遗产保护 
3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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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M]．商务印书馆. 

[2]奥古斯特·缪士．经济空间秩序[M]．商务印书馆. 

[3]伯尔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M]．商务印书馆. 

[4]阿尔弗德·韦伯．工业区位论——区位的纯理论[M]．商务印书馆. 

[5]（美）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M]．中信出版社. 

[6]D．w．＆Warford，J．J．世间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M]．张世秋

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7]张帆．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M]．上海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8]Robert Costanza, etc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Economics” St． Lucie Press ＆

ISEE．1997. 

[9]David Pearce and R．Kerry Turner“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Harvester Wheatsheaf．1998. 

[10]Tom Totenberg, Addison Wesley Longman,“Economics and Natural Resources 

Economics （fifth edition）”, 清华大学出版社. 

[11]Nick Hanley, “ Environment Economics-in theory and practices” ,Jason F． Shorten 

and Ben White ．Macmillan Pres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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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土地资源管理属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是我校重点建设学科，同时也是

我校在云南省的优势学科专业，建有云南省唯一一个土地利用重点实验室——云南省高

校高原山地土地利用重点实验室。本学科师资队伍较强，拥有十多位有一定造诣的专家

学者，有全国百千万后备人才专家 1 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2 人，教授 5 人，副

教授 10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16 人，有国外留学背景的教师 6 人。该硕士点研究成

果丰硕，先后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省部级土地科学研究项目等各级各

类项目近 50 项，出版专著 10 余部，发表论文 200 多篇，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 10 余

项。 

我校土地资源管理专业设置在城市与环境学院和国土资源与持续发展研究所。根据

我校实际，本院土地资源管理下设研究方向：（1）土地规划与山地开发利用；（2）土地

整治与管护。 

二、培养目标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学风严谨，具有为科学勇于献身的精神；具备现代土地资源

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熟悉自己所从事研究方向的国内外新进展，系统掌握土地资源调

查、评价、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测量、制图、计算机应用等基本技

能，能够熟练运用土地科学理论和技术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能够独立从事

与担负土地资源管理学相关方向的研究工作与专门技术工作，具有独立思考、分析解决

问题和知识创新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能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毕业后可在国土、房地产、城建、农业、水利等企事业单位

和政府部门从事土地调查与评估、土地利用规划、地籍管理、土地估价、土地整治、土

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专业技术工作，以及在相关的院校和科研单位从事教学与

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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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公共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公共管理学 4 72 1 公管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公共政策学 4 72 1 公管院 

土地资源学 2 36 1 

土地经济学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地理信息系统及软件应用 2 36  

土地规划与整治研究前沿与模型方法 

土地整治工程规划设计与预决算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应用软件及数据库技

术 

遥感判读与制图案例分析 

土地生态与案例分析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山地土地利用问题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城市学院 

合计 X≥39 ≥666 7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175

四、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

课 
6 门       6 108  

公共经济学 4      4 72 1 

公共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

课 
公共政策学  4     4 72 1 

土地资源学 2      2 36 1 

土地经济学  2     2 36 1 

专业 

理论

课 3 门 
地理信息系统及软件应用   2    2 36  

土地规划与整治研究前沿与模型方法    3   

土地整治工程规划设计与预决算    3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应用软件及数据

库技术 
   3   

遥感判读与制图案例分析    3   

土地生态与案例分析    3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

课 

 

山地土地利用问题    3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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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经典著作 

[1]A framework for land evaluation.FAO,1976. 

[2]An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FAO,1993. 

[3]Guidelines for land-use planning .FAO,1993. 

[4]倪绍祥．土地类型与土地评价[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杨子生．土地资源学[M]．昆明：云南大学生出版社，1994,2007. 

[6]吴次芳．土地生态学[M]．北京：中国大学出版社，2003. 

[7]严金明．中国土地利用规划理论、方法、战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8]毕宝德．土地经济基础学[M]．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生出版社，2001. 

[9]王万．土地利用规划学[M]．北京：中国大学生出版社，2000. 

[10]杨子生．山区生态学友好型可持续土地利用模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1]刘书楷．土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 

[12]曲福田．土地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 

[13]张红．房地产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4]秦明周，R.H.Jackson．美国的土地利用与管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5]叶公强．地籍管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16]欧名豪．土地利用管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17]刘耀林．土地信息系统[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16]陈利根．土地法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19]曲福田．土地行政管理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二）优秀期刊 

[1]《自然资源学报》 

[2]《资源学报》 

[3]《地理学报》 

[4]《中国土地科学》 

[5]《经济地理》 

[6]《水土保持学报》 

[7]《地理科学进展》 

[8]《生态学报》 

[9]《经济研究》 

[10]《财贸经济》 

[11]Journal of Real Estate Reasearch 

[12]Journal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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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法学院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法理学 030101 3 年 

2 宪法与行政法学 030103 3 年 

3 民商法学 030105 3 年 

4 经济法学 030107 3 年 

5 国际法学 030109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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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在法学体系中，法理学居于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一方面，法理学所研究的是法的

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制度；另一方面，法理学在整个法学体系中具有“基础理论”

的地位，它是建立在应用法学之上的具有普遍意义、属性和职能的法学学科，对应用法

学给予理论上的指导。 

本专业的研究有以下特色：第一、针对中国法治的现实问题，走向实践法理学，以

体现本方向研究的时代性与实践性，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探索可行的思路。第二，充分发

挥我校经济学、管理学方面的学科优势，整合多学科资源，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

和管理学的视角，力图开拓动态法理学的研究思路、进行前瞻性研究和丰富现代法学研

究方法。第三、通过讲授、阅读、讨论和写作练习，对学生进行法学深层次研究和写作

的训练，注重问题意识和方法启蒙，培养学生进行法律理论思维的能力和提升科研写作

的水平。 

我校法理学教师队伍结构合理，现有教授 3 名，副教授 3 名，研究队伍以中青年为

主体，并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该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在法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一些研

究成果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其学术成果显著，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如已出版的《法律

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地方立法的理论与实践》《传统法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等学术著

作，在法学基本理论诸多问题的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意义。本方向已经具备较好的研究基

础，取得成果共 10 项，获得省部级奖 3 项，一些论文发表在层次较高的中文核心期刊

上，被复印或转载。 

本学科现有研究方向：1、法学基础理论；2、法社会学；3、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研

究。 

二、培养目标 

本硕士点致力于培养具有较高法学理论素养的专业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具体

要求： 

1、忠于法律、追求社会正义，学风严谨、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团结合作精神和

坚持真理的科学品质。 

2、在业务上要掌握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3、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较顺利地进行中、外文互译，身心健康，能适应本专业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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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宪法行政法 4 72 1 

民法总论商法总论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国际经济法 4 72 1 

法学院 

法理学 2 36 1 

法制史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法社会学 2 36  

法学院 

法经济学专题 

西方法哲学专题 

民事诉讼法专题 

司法制度专题 

法学前沿问题专题 

农村法制专题 

 

 

 

 

 

专题课 

 

 

2 36  
法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法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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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宪法行政法 4 4 72 1 

民法总论商法总论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国际经济法 4 4 72 1 

法理学 2 2 36 1 

法制史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法社会学 2 2 36  

法经济学专题 2

西方法哲学专题 2

民事诉讼法专题 2

司法制度专题 2

法学前沿问题专题 2

农村法制专题 2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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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 

[2](英)约翰·奥斯丁著.法理学范围[M]．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3](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M]．法律出版社，2007. 

[4](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1. 

[5](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6](德)魏德士著.法理学[M]．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 

[7](德)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 

[8]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6. 

[9]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0]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1]杨仁寿．法学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2](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 

[13]赵震江．法律社会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4](美)庞德著.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

馆，1984. 

[15]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中华书局，2003. 

[16]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17]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商务印书馆，1999 . 

[16](日)千叶正士．法律多元[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19](美)弗里德曼．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M]．法律出版社，2004 . 

[20]谢晖，陈金钊．法律：诠释与应用[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21] Lon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9) 

[22] 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3] 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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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是法学一级学科目录内设置的十个二级学科之一，由宪法学和行

政法学（包括行政诉讼法学）两个独立的且联系密切的学科组成。宪法学是以宪法和与

宪法相关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动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以其它法学学科为基础，以哲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

科为支撑，对宪法和行政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既研究宪法学与

行政法学的基本原理，又探索宪政与行政法治实践；既研究宪政与行政法治实践的普遍

性，又探索中国宪政与行政法治的特殊性；既研究宪法与行政法的历史与现状，又研究

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宪法与行政法的发展。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注重理论性，突出

实践性和应用性，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建设培养新型的专门法律人才。 

二、培养目标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厚基础、

宽口径、重应用、促创新的思路下，培养具有扎实的公法理论基础和较为系统的宪法与

行政法专门知识，能及时准确地把握本专业国际、国内学术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势；较为

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阅读本专业的国外文献资料；具有法律分析与适用能力，熟

悉公共行政和法律实践的基本技能与方法，能使用计算机及网络系统从事法律实务；毕

业后能胜任各级政府法制、行政审判、法律服务和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和行政执法

机关等部门的中高层次法律工作，并能承担本专业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复合型、应

用型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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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宪法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

门 

宪法行政法 4 72 1 

民法总论商法总论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国际经济法 4 72 1 

法学院 

立法学 2 36 1 

公法原理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宪政制度 2 36  

法学院 

行政救济法专题 

司法制度专题 

法社会学专题 

法理学专题 

 

 

 

 

 

 

 

专题课 

 

 

2 36  
法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法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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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宪法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宪法行政法 4 4 72 1 

民法总论商法总论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国际经济法 4 4 72 1 

立法学 2 2 36 1 

公法原理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宪政制度 2 2 36  

行政救济法专题 2

司法制度专题 2

法社会学专题 2

法理学专题 2

 

 

 

 

 

 

 

专题课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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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德)列奥·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 三联书店,2003. 

[2] (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M].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 

[3] (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M].赵涵舆,译.商务印书馆,1965. 

[4] (美)潘恩.常识[M].何实,译.华夏出版社,2004. 

[5] 张友渔. 张友渔文选（上、下）[M].法律出版社,1997. 

[6]许崇德主编.宪法与民主政治 [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4. 

[7]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修订版[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8]胡锦光.中国宪法问题研究[M].新华出版社,1998. 

[9] (台)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下）[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10]韩大元等著.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11]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12]季卫东.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3]谢晖主编.法理文库[M].公法研究[M].等系列丛书中其他有关宪法、宪政的书目. 

[14]罗豪才,姜明安主编.宪政论丛[M].中有关宪法、宪政的书目. 

[15]Vicki Jackson, Mark Tushnet: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New York, Foundation 

Press,1999 

[16]A W Bradley, K 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Thirteenth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3 

[17]Gerald Gunther, Kathleen Syllivan: Constitutional Law(Thirteenth Edition),Foundation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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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民商法学是以民事、商事和婚姻家庭法律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法学

通过对民法基本原理和民事基本法律制度的研究，为民事立法、司法和律师实务提供法

律理论基础。它的理论性成果可以直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建设法制社

会，提供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持；商事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是以商

事主体法律制度（包括企业法、公司法等）、商事行为法律制度（包括保险法、票据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其内容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应用性强。 

本专业的特色是注重对民商法基础原理研究的同时，紧密结合云南财经大学经济研

究领域中的法学问题，以及在东盟一体化的经济形势下，对东南亚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研

究。其研究范畴为：第一，东南亚国家民事及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第二，少数

民族婚姻家庭制度研究。 

本学科硕士点有一支较强的学术梯队，教授 4 名，副教授 5 名，讲师 4 名，年龄结

构合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知识结构全面，研究对象和成果涉及民法总论、物权法、

债权法、侵权法和商法、家庭婚姻法等广泛领域。其中，在对云南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制

度及边民涉外婚姻法律问题研究方面，在理论界有一定影响。几年来先后出版了一系列

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专著和教材（其中专著一部，教材十余部），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学术论文四十余篇，有十余篇被全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及其他文摘类刊物全文转载。 

本学科现有研究方向：1、民法学；2、商事法学；3、婚姻家庭法学。 

二、培养目标 

本硕士点致力于培养具有较高法学理论素养的专业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具体

要求： 

1、忠于法律、追求社会正义，学风严谨、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团结合作精神和

坚持真理的科学品质。 

2、在业务上要掌握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3、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较顺利地进行中、外文互译，身心健康，能适应本专业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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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宪法行政法 4 72 1 

民法总论商法总论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国际经济法 4 72 1 

法学院 

婚姻家庭法 2 36 1 

债权法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商法分论 2 36  

法学院 

版权法与工业产权法专题 

商事仲裁专题 

房地产法专题 

证券法专题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法学院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法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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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宪法行政法 4 4 72 1 

民法总论商法总论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国际经济法 4 4 72 1 

婚姻家庭法 2 2 36 1 

债权法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商法分论 2 2 36  

版权法与工业产权法专题 2

商事仲裁专题 2

房地产法专题 2

证券法专题 2

 

 

 

 

 

 

专题课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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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王泽鉴．民法总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史尚宽．债法总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4]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5]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6]胡康生．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译[M]．法律出版社,1999. 

[7]陶毅．婚姻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8]巫昌祯，杨大文．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婚姻家庭[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9]刘达临．婚姻社会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10][奥]迈克尔·米特罗尔，雷因哈德·西德尔．欧洲家庭史[M]．北京：华夏出版

社 1987. 

[11]黄进．区际冲突法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 

[12]范健．商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3]奥古斯特．国际商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4]范键．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5]陈小君．海峡两岸亲属法比较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6]巫昌祯．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M]．人民出版社，1990. 

[17]潘允康．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16]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9]Rene David & John Brierley, Major Legal Systems in the World Today, Stevens

 & Sons, London, 1978 

[20]Alan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Law,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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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经济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重要的部门法之一，它以“社会本位”为原则，以综合调

整为手段，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稳定、持续发展。经济法基本理论以市场经济

的现实状况为基础，融合和借鉴了现代经济学和法学理论，诸如制度经济学、经济分析

法学、社会法学等；经济法的具体法律制度不但综合地运用了私法和公法的调整手段，

而且还体现了自由竞争与适度国家干预的对立统一、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对立统

一；实践中，依据经济法对市场进行规范和调控不仅涉及司法裁判，还涉及大量的行政

执法。经济法相关制度不仅涉及到当事人的私人利益，还涉及市场竞争秩序、社会利益

等公共问题。目前，有关经济法的概念、本质，经济法的原则等基础性问题存在着不同

学说的争论。正是这种兼容并蓄才使经济法的学习具有挑战性。 

我校经济法硕士点拥有较强的师资力量，有教授 3 名，副教授 4 名，具有博士学位

的导师 5 名。导师组具有很强的学术研究能力，已出版《市场经济与法》《银行法》等

专著三部及教材多部，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 50 篇，在我国核心期刊发表了如《正府

规制与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政策立法》、《西方经济学理论对现代

经济法产生和影响》、《战后日本经济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等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论文。 

本专业的研究方向有：1、竞争法；2、公司和企业法；3、金融法。 

二、培养目标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学风严谨，品德良好，有较强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积极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掌握法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经济法专业知识，了解经济法的发展现状及动向；在公

司与企业法、金融法或竞争法方向的研究有独到之处；具有从事教学科研或独立承担公

司、企业、金融、竞争法律专业工作的能力；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较顺利地进行中、外文互译，身心健康，能适应本专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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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宪法行政法 4 72 1 

民法总论商法总论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国际经济法 4 72 1 

法学院 

经济法学 2 36 1 

金融财税法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公司与企业法 2 36  

法学院 

法经济学专题 

竞争法专题 

世贸组织法专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专题 

知识产权专题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法学院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法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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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时

学

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宪法行政法 4      4 72 1

民法总论商法总论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国际经济法  4     4 72 1

经济法学   2    2 36 1

金融财税法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公司与企业法   2    2 36  

法经济学专题    2   

竞争法专题    2   

世贸组织法专题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专题    2   

知识产权专题    2   

       

       

       

       

       

专题课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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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尹伯成．西方经济学说史——从市场经济视角的考察[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4]王红玲．当代西方经济政府的演变与借鉴[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5](美)理查德·A ·波斯纳．反托拉斯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6](美)罗伯塔·罗曼诺．公司法基础[M]．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 

[7](美)杰弗里·L·哈里森．法与经济学[M]．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 

[8](美)戴尔·奥斯忒尔．兼并与收购[M]．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 

[9](美)唐纳德·A ·威特曼编.法律经济学文献精选[M]．苏力等,译．中国法律出版

社，2005. 

[10](美)罗宾·保罗·马洛伊著.法律与市场经济——法律经济学价值的重新诠释

[M]．钱弘道等，译．中国法律出版社，2006. 

[11](美)史蒂文·M·谢威尔著.公平与福利[M]．冯玉军,译．中国法律出版社，2006. 

[12](比)保罗·纽尔.竞争与法律——权力机构、企业与消费者所处的地位[M]. 刘利,

译．2004. 

[13]Samuelson, Paul A. & Nordhaus, Economics (the latest edition). 

[14]J. Beatty & S. Samuelson,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Law(the 3rd edition or the latest 

edition). 

[15]Claude D. Rohwer & Gorden. D. Schaber, Contracts (the 4th edition or the latest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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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国际法学是对调整涉及国家之间的各种法律进行研究而形成的学科类别。包括国际

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等。国际法是一个与国内法相对应的法律体系。它

是国家间交往中形成的、主要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

总体。国际法与国内法二者共同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完整的法律秩序。国际法学虽然是

法学中一门新兴学科，但因为二战以后国际经济迅猛发展的实践需求，该学科也得以快

速发展。欧美日等国的法学院中，大多都将国际法学作为主要的专业，至少也都开设相

关的课程。 

我校的国际经济法学科基础，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形成了副教授 4 人（其中具有法

学博士学位，且都为国际法方向），讲师 1 人的综合实力较强的教师队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会面发展，能够在政治机关、涉外经贸部门（单位）从事涉

外经济法律实际工作及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 

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理论，专业基本知识与技能于掌握有关国际经济贸易、公

约、条约、国际惯例，熟悉我国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国际经济法律关系，具有分析处理涉外经济法律事务的能力，有

较好的文字、口头表达能力；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运用外语从事有关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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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法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

门 

宪法行政法 4 72 1 

民法总论商法总论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国际经济法 4 72 1 

法学院 

国际法学 2 36 1 

国际贸易法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国际私法 2 36  

法学院 

国际商事仲裁专题 

国际投资法专题 

世贸组织法专题 

 

 

 

 

 

 

 

 

专题课 

 

 

2 36  法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法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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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法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宪法行政法 4 4 72 1 

民法总论商法总论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国际经济法 4 4 72 1 

国际法学 2 2 36 1 

国际贸易法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国际私法 2 2 36  

国际商事仲裁专题 2

国际投资法专题 2

世贸组织法专题 2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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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张乃根主编.当代国际法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 

[2]康威·汉得森.国际关系[M].金帆,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 

[3]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海南出版社. 

[4](英)施米托夫著．国际贸易法文选[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5]赵承璧编著． 国际贸易统一法[M].法律出版社. 

[6](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M]. 陕西人民出版社. 

[7]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8]李双元著.国际私法(冲突法篇) [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9]黄进主编.国际私法[M].法律出版社,1999. 

[10]肖永平著.国际私法原理[M].法律出版社,2003. 

[11] Ian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7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2] Carty, Anthony,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13] D. J. Harris,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Sweet & Maxwel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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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哲学与伦理学研究所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伦理学 010105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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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伦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思想史上与自然哲学和逻辑学一起构成哲学的三大部

分。伦理学在古今中外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到 20 世纪上半叶，由于自然科学思维

的得势，伦理学的学科基础（科学性）曾一度遭到怀疑，伦理学研究的开展遭到严重打

击。所幸的是，还有一些对人类实践理性深信不疑的学者一致在致力于伦理学的研究。

在这些学者看来，诸如“好的生活如何”以及“人类凭什么配过集体生活”这样一些问

题是人类永远不能放弃的问题。随着罗尔斯《正义论》（1971）的发表，伦理学的研究

逐渐有了生机，人们又重新竖起对伦理学研究的信心。从研究的状况来看，一方面，不

仅伦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另一方面，应用研究的领域也得到了扩

展，遍及政治、经济、生态环境、宗教等领域。 

学科团队就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公共伦理、宗教伦理和环境伦理方面的问题展开

研究，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在国家或省级出版社出版专著六部，发表具有代表性的学

术论文 50 余篇，完成或在研课题 20 多项，获得多项省（部）级或其他科研奖项。 

本专业研究方向为：经济伦理、公共伦理、元伦理。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致力培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具有创新意识，德智体全面发

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要求所培养的研究生有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遵纪守法，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同时要具有扎实的现代

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社

会实践能力，能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通过三年的学习，使学生成为一个有独立思

想，能适应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以及党政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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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哲学概论 4 72 1 

伦理学原理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西方哲学史 4 72 1 

儒学伦理 2 36 1 

经济伦理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伦理的经济分析 2 36  

环境伦理前沿问题（一） 

环境伦理前沿问题（二） 

政治伦理前沿问题（一） 

政治伦理前沿问题（二） 

阿玛蒂亚森的经济伦理学（一） 

阿玛蒂亚森的经济伦理学（二） 

家庭伦理前沿问题（一） 

家庭伦理前沿问题（二） 

教育伦理前沿问题（一） 

教育伦理前沿问题（二） 

信息伦理（一）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信息伦理（二） 

2 36  

哲理所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哲学与伦

理研究所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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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

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

课 
6 门 6 108  

哲学概论 4 4 72 1 

西方哲学史 4 4 72 1 

学科 

基础

课 3 门 伦理学原理 4 4 72 1 

儒学伦理 2 2 36 1 

经济伦理 2 2 36 1 

专业 

理论

课 3 门 伦理的经济分析 2 2 36  

环境伦理前沿问题（一） 3

环境伦理前沿问题（二） 3

政治伦理前沿问题（一） 3

政治伦理前沿问题（二） 3

阿玛蒂亚森的经济伦理学（一） 3

阿玛蒂亚森的经济伦理学（二） 3

家庭伦理前沿问题（一） 3

家庭伦理前沿问题（二） 3

教育伦理前沿问题（一） 3

教育伦理前沿问题（二） 3

信息伦理（一） 3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

课 

信息伦理（二） 3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著作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下）[M]．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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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M]．中华书局.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 

[4]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M]．商务印书馆. 

[5]罗伯特·所罗门．简明哲学导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罗素．哲学问题[M]．商务印书馆. 

[7]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阿玛蒂亚·森．经济学与伦理学[M]．商务印书馆. 

[9]柏拉图．理想国[M]．商务印书馆. 

[10]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 

[1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商务印书馆. 

[12]洛克．政府论（上、下）[M]商务印书馆. 

[13]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14]亚当·斯密．国富论[M]. 

[15]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 

[16]罗尔斯．正义论[M]. 

[17]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 

[16]厉以宁．经济伦理学[M]. 

[19]朱熹．四书集注[M]. 

[20]朱熹, 吕祖谦．近思录[M]. 

[21]象山．阳明语录[M]. 

[22]陈兵．佛教与东方文明[M]. 

（二）参考期刊 

[1]《中国社会科学》 

[2]《思想政治教育》 

[3]《政治学研究》 

[4]《社会学研究》 

[5]《哲学研究》 

[6]《世界哲学》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8]《新华文摘》 

[9]《道德与文明》 

[10]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1]人大复印资料：伦理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体制改革、公共行政、文化研

究、心理学、高等教育、精神文明导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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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物流学院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物流工程 1201Z1 3 年 

2 物流管理 120207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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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物流工程是管理与技术的交叉学科，它与交通运输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工业工

程、计算机技术、机械工程、环境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等领域密切相关，是物流与物

流系统向软、硬科学相结合的新学科。本专业以物流的系统工程为研究对象，研究物流

系统工程的规划设计、物流运作过程的计划与控制及其经营管理的工程领域，其研究方

向包括物流规划理论与方法、物流信息管理与系统、物流系统优化与供应链集成优化、

物流工程新技术新工艺与新装备研究与开发等。 

本学科现有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11 人，博士和在读博士 4 人，

云南省教学名师 2 名，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 2 人，一名教授为教育部物流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拥有云南省名师工作室 2 个，省科技创新团队和教学团队各 1

个。 

近年来本学科在学科带头人的带领下，通过教学与科研，在学术水平的提高、学术

梯队的培养和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承担和完成了一大批国家和省部级纵向课

题、政府决策咨询课题和企业横向课题，近 3 年，获得了 3 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3 项

国家实用新型技术，建成了学科群的支撑实验室——现代物流创新实验室，出版了专著

和教材 30 多部。 

二、培养目标 

物流工程专业硕士是旨在为企业、学校、科研院所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培养掌握现

代物流高新技术、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和奉献精神的、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的、

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物流高新技术创新者和高级复合型科学技术人才，具备本领域坚实

的理论基础和宽广知识，了解国内外现代物流设施的开发与应用、系统规划设计与评价

及现代物流的先进技术和方法；具有国际技术经济视野和总揽全局的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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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流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

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管理学 4 72 1 
基础 

理论课 
运筹学 4 72 1 

商学院 

现代物流管理 2 36 1 

自动化物流技术装备与开发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物流系统工程 2 36  

物流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物流信息技术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物流系统建模与仿真 

物联网技术 

电子商务与物流 

物流实务 

运输工程 

物流质量管理 

仓储技术与管理 

供应链管理 

专题课 

 

科学技术创新与研究 

2 36  物流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物流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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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流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
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4 72 1 

现代物流管理 2      2 36 1 

自动化物流技术装备与开发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物流系统工程   2    2 36  

机电一体化技术      

物流信息技术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物流系统建模与仿真      

物联网技术      

电子商务与物流   

2 

   

物流实务      

运输工程      

物流质量管理      

仓储技术与管理      

供应链管理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科学技术创新与研究    

2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物流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7

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著作 

[1]（美）唐纳德·鲍尔索克斯．物流管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2]（英）艾伦. 哈里森（荷）雷姆科. 范赫克. 李严锋. 李婷等译. 物流管理（第4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3]（英）泰勒．全球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案例[M]．中信出版社, 2013 

[4]马士华．供应链管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5]李严锋．现代物流管理[M]. 第 3 版.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 

[6]冉文学．物流管理信息系统[M]．科学出版社, 2013 

[7]王长琼．物流系统工程[M]．高教出版社, 2012 

[8]周维．运筹学[M]．科学出版社, 2013 

[9]李文锋．物流系统建模与仿真[M]．科学出版社, 2013 

[10]蒋长兵．物流自动化识别技术[M]．物资出版社, 2013 

（二）期刊 

[1]《工业工程与管理》 

[2]《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3]《物流技术与应用》 

[4]《物流技术》 

[5]《电子学报》 

[6]《自动化学报》 

[7]《管理科学学报》 

[8]《管理世界》 

[9]《物流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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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物流是国民经济中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生产、物流和消费），管理物流管理人

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学科依托一级学科工商管理博士点和云南省重点学科

企业管理，于 2004 年在产业经济学硕士点下设的物流与供应链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

2006 年在企业管理下设置了物流管理硕士点，目前下设物流规划与设计、物流信息化、

供应链管理三个研究方向。 

本学科现有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11 人，博士和在读博士 4 人，

云南省教学名师 2 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 2 人，1 名教授为教育部物流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拥有云南省名师工作室 2 个，省科技创新团队和教学团队各 1

个。本学科为云南省首批研究生联合创新培养基地（与云南物流业龙头企业、中国物流

企业 15 强的云南物流产业集团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每个研究生由一

名校内导师和一名企业导师担任指导教师。本学科被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授予中国物流人

才培养基地称号。现代物流创新实现它为学生提供了先进的实验平台。 

近年来本学科在学科带头人的带领下，通过教学与科研，在学术水平的提高、学术

梯队的培养和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承担和完成了一大批国家和省部级纵向课

题、政府决策咨询课题和企业横向课题，出版专著和教材 30 多部。 

二、培养目标 

本物流管理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为企业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提供高级管理人员

的硕士层次的管理教育；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奉献精神，具有较强开拓创新

能力和领导能力以物流管理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现代物流

管理和物流技术的高级人才；具备本领域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宽广知识，了解国内外物流

设施应用、系统规划设计与评价及物流管理的先进技术和方法；具有国际物流管理战略

理念和总揽全局的决策能力，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物流管理者和高级职业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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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流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

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学院 

管理学 4 72 1 

基础 

理论课

3 门 运筹学 4 72 1 

商学院 

 

现代物流管理 2 36 1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生产运作管理 2 36  

物流学院 

供应链管理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 

电子商务与物流 

物流系统建模与仿真 

国际物流 

物流实务 

物流金融 

物流质量管理 

仓储技术与管理 

物流技术与设施应用 

运输系统 

专题课 

 

科学技术创新与研究 

2 36  物流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物流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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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流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
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4 72 1

现代物流管理 2      2 36 1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生产运作管理   2    2 36  

供应链管理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     

电子商务与物流     

物流系统建模与仿真     

国际物流     

物流实务   

2  

  

物流金融      

物流质量管理      

仓储技术与管理      

物流技术与设施应用      

运输系统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科学技术创新与研究    

2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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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著作 

[1]Alan Harrison & Remko van Hoek.李严锋.李婷注解.Logistics Management and 

Strategy(4th Edition).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2]Chase、Jacobs.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c Graw Hill，2012. 

[3]Simchi-Levi, Kaminsky, Simchi-Levi, Shankar. Designing & Managing the Supply 

chain(3th Edition), Concepts, Strategies & Case Studies, Mc Graw Hill，2012. 

[4]墨菲·伍德.当代物流学(英文版)[M].第 9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李严锋．现代物流管理[M].第 3 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6]艾伦.哈里森,雷姆科·范赫克著，物流管理[M].第四版. 李严锋,李婷等译. 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3. 

[7]马士华．供应链管理[M].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8]苏尼尔·乔普拉 （Sunil Chopra）彼得·迈因德尔 （Peter Meindl）著.供应链管

理[M].第 5 版. 陈荣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9]李严锋,解琨.精益物流[M].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 

[10]冉文学,宋志兰,王家鹏,杨浩雄.物流管理信息系统[M].科学出版社出版，2010. 

[11]刘胜春,李严锋主编.第三方物流[M].第 2 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二）期刊 

[1]《物流技术与应用》 

[2]《管理世界》 

[3]《中国物流与采购》 

[4]《物流技术》 

[5]《物流科技》 

[6]《物流工程与管理》 

[7]《中国流通经济》 

[8]《管理科学学报》 

[9]《经济研究》 

[10]《物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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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公共管理学院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行政管理 120401 3 年 

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120402 3 年 

3 教育经济与管理 120403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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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本专业是为了适应行政改革发展需要，顺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回应行政管

理领域对复合型人才需求而开设的专业，主要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行政管理

实务问题的能力，并熟练掌握现代化的分析和管理手段，能够胜任各级党政机关、公共

管理部门和部分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工作，以及在高校从事本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高层

次专门人才。 

本专业具有较强的师资队伍，全部授课均配备具有博士学历或副教授以上职称教

师，教师队伍形成了一个实力较强的科研团队，近年来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 100

篇，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十余项。 

本专业现设有以下主要研究方向：1、公共行政理论与政府改革；2、民族地区公共

治理及政策；3、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致力培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具有创新意识，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本专业要求所培养的研究生有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遵纪守法，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同时要具有扎

实的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行政管理专业知识，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能力以及社会实践能力，能比较熟练地掌握和应用一门外语，身心健康，能紧密

结合行政管理改革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理论体系，为我国的

行政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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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

门 

公共经济学 4 72 1 财经学院 

公共管理学 4 72 1 公管学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公共政策学 4 72 1 公管学院 

政治学 2 36 1 

公共行政学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行政学说史 2 36  

公管学院 

组织文化与团队精神 

文化管理与文化安全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新思路 

社会管理创新 

草根非营利组织绩效管理 

服务型政府建设 

行政执法理念 

中国社会阶层划分与阶层流动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研究 

政府管理与思维创新 

民族决策与科学决策 

专题课 

政府管理者的素质与能力 

2 36  公管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公管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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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公共经济学 4 4 72 1 

公共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公共政策学 4 4 72 1 

政治学 2 2 36 1 

公共行政学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行政学说史 2 2 36  

组织文化与团队精神 √

文化管理与文化安全 √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新思路 √

社会管理创新 √

草根非营利组织绩效管理 √

服务型政府建设 √

行政执法理念 √

中国社会阶层划分与阶层流动 √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研究 √

政府管理与思维创新 √

民族决策与科学决策 √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政府管理者的素质与能力 √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经典著作 

[1] (美)弗兰克·J·古德诺． 政治与行政[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 

[2] (美)伍德罗·威尔逊． 行政学之研究[J]．载于:国外政治学 1987(6),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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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 戴维·奥斯本等． 改革政府[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4] (美)B·盖·彼得斯．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5] (美) 戴德·H·罗森布鲁姆等． 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M]． 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 (美) 拉塞尔·M·林登． 无缝隙政府[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 

[7] (美)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 公共行政的精神[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8] (美) 珍尼特·V·登哈特，罗伯特·R·登哈特． 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 (美) 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 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M]． 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4． 

[10] (美) 詹姆斯·Q·威尔逊． 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M]． 北京：三

联书店，2006．  

[11] (美) 约瑟夫·S·奈，约翰·唐纳胡． 全球化世界的治理[M]． 北京：世界知

识出版社，2003． 

[12]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3] 陈振明． 政府再造——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述评．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3．  

[14] 夏书章． 行政管理学[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15] 王浦劬． 政治学基础[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6] 张国庆． 公共行政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二）学术期刊 

[1] 《中国行政管理》 

[2] 《中国社会科学》 

[3] 《管理世界》 

[4] 《政治学研究》 

[5] 《求是》 

[6]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7] 《公共管理学报》 

[8] 《公共行政》 

[9]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10] 《行政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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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教育经济与管理主要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和社会其他公共机

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献身教育事业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以及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专

业的科研和教学人员。该专业要求学生通过系统学习，能够掌握和运用现代教育管理理

论和科学的教育管理方法及各种技术，熟练运用一门外国语，具备较强的管理、科研和

教学能力，具有健康的心理和体魄。 

本专业具有较强的师资队伍，全部授课均配备博士或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教师队

伍形成了一个实力较强的科研团队，近年来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主持国家

级、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本专业现设以下主要研究方向：1、教育管理理论与教育政策；2、高等教育管理；

3、教育与边疆地区社会发展。 

二、培养目标 

1、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

教育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的教育经济与管理高级专门人才。 

2、培养具有扎实的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领域的理论基础，能够把握教育经济

与管理学科领域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能够研究和初步解

决相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高级专门人才。 

3、培养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能够从事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及教育行政部门、相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国家及各级残疾人联合会）

的教学、科研及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4、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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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

门 

公共经济学 4 72 1 财经学院 

公共管理学 4 72 1 公管学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公共政策学 4 72 1 公管学院 

教育学原理与实务 2 36 1 

教育经济与管理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教育政策与法规 2 36  

公管学院 

西方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研究 

大学学术资本化行为研究 

过渡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政策研究 

西方市场化高等教育改革研究 

教育与社会分层 

教育与代际流动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 

分与合：“院系调整”与上世纪末的高等

学校大合并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我国重点理工大学转

型的多案例分析 

我国重点大学政策变迁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学生贷款的国际比较 

2 36  公管学院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公管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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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公共经济学 4 4 72 1 

公共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公共政策学 4 4 72 1 

教育学原理与实务 2 2 36 1 

教育经济与管理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教育政策与法规 2 2 36  

西方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研究 √

大学学术资本化行为研究 √

过渡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政策研究 √

西方市场化高等教育改革研究 √

教育与社会分层 √

教育与代际流动 √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

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 √

分与合：“院系调整”与上世纪末的

高等学校大合并 
√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我国重点理工大

学转型的多案例分析 
√

我国重点大学政策变迁 √

专题课 

学生贷款的国际比较 √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雷格·彼得森和克里斯·刘易斯著.管理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西方教育经济学流派[M]. 曾满超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3]Martin Carnoy 编著.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M]. 闵维方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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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4]亨利·类文著.高科技·效益·筹资与改革[M]. 曾满超等,译.人民出版社，1995. 

[5]曾满超主编.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6]王善迈主编.教育经济学研究丛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002. 

[7]冒荣,刘义恒主编.高等学校管理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8]陈文申著.公共组织的人事决策——转型期中国大学人事改革的政策选择[M.河南

人民出版社，2002. 

[9]钱理群,高远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10]瞿葆奎主编，张济正,吴秀娟选编.教育学文集·学校管理[M].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1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比较教育研究室编译.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教育管理[M].

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 

[12]托尼·布什著.当代西方教育管理模式[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3]秦梦群著.教育行政——理论部分[M].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 

[14]林明地著.校长学——工作分析与角色研究取向[M].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 

[15]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M]》，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3. 

[16]吴志宏等著.教育政策与教育法规[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7]斯蒂芬·鲍尔著.政治与教育政策制定——政策社会学探索[M].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3. 

[16]约翰·丘伯,泰力·默著.政治、市场和学校[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19]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编著.中国教育绿皮书[M].教育科学出版社. 

[20]袁振国主编.中国教育政策评论[M].教育科学出版社. 

[21]斯蒂芬·鲍尔著.教育改革——批判和后结构主义的视角[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2. 

[22]迈克·富兰著.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23]波·达林著.理论与战略：国际视野中的学校发展[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4]本杰明·莱文著.教育改革——从启动到成果[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25]席恒著.公与私：公共事业运行机制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3. 

[26]丹尼斯·缪勒著.公共选择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7]Jossey-Bass Publishers (2000).The Jossey-Bass reader o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Inc．． 

[28]Robert Donmoyer et al．(1995)．The knowledge base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9]冯增俊著.教育人类学[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 

[30]鲁洁著.教育社会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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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国际工商学院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100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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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管理科学与工程是综合运用系统科学、管理科学、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及工程

方法，结合信息技术解决社会、经济等方面管理问题的一门学科，侧重研究现代管理理

论、方法和工具，阐明和揭示管理活动的规律，提高管理的效率。 

管理科学与工程为云南省省级优势特色学科，是我校重点学科。学科队伍结构合理，

现有特聘教授 2 人、教授 22 人、副教授 37 人，博士 28 人，其中，教育部高等学校管

理科学与工程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云南省省级教学名师 2 人，云南省

管理学学科带头人 2 人，云南省技术创新人才 1 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

备人才 2 人；另外，学院还建有云南省省级管理与公共服务信息化工程技术中心，同时，

学院还聘请校外高级专家、学者和知名企业家 20 余人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硕士研究

生的兼职导师，以拓展培养的研究和应用视野。 

目前国际工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硕士学科培养7个硕士研究方向：管理科学、

项目管理、创新管理、质量管理、投资风险管理、教育管理、商务信息系统。 

二、培养目标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强调夯实专业基础理论、工具和方法的专业

知识体系的系统学习，重视跨学科思维、应用、多实践的综合素质培养，锻炼学术型硕

士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同时，在教学体系中导入创新思维、创

业精神和社会责任的教育，理论联系实际，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和具

有开放包容性精神的高层次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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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管理学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72 1 
商学院 

管理研究方法 2 36 1 

系统工程理论与工具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计量经济学（中级） 2 36  

国工院 

管理科学前沿专题 

创新管理专题 

质量管理专题 

管理信息系统专题 

电子商务前沿专题 

互联网及计算机技术专题 

项目融资专题 

投资风险前沿专题 

金融工程专题 

教育管理专题 

项目管理案例专题 

专题课 

组织变革与管理专题 

2 36  国工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国工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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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运筹学 4 4 72 1 

管理研究方法 2 2 36 1 

系统工程理论与工具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计量经济学（中级） 2 2 36  

管理科学前沿专题 

创新管理专题 

质量管理专题 

管理信息系统专题 

电子商务前沿专题 

互联网及计算机技术专题 

项目融资专题 

投资风险前沿专题 

金融工程专题 

教育管理专题 

项目管理案例专题 

专题课 

组织变革与管理专题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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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清华大学编写组.运筹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2]汪应洛.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3]洛克.项目管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4]罗宾斯.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5]戴大双. 项目融资[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6]熊比特.经济发展理论[M].商务印书馆，1994. 

[7]傳家骥.技术创新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8]李怀祖. 管理研究方法论[M].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 

[9]黄本笑，范如国. 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M].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10]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M].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1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下卷）[M].商务印书馆，1997. 

[12]霍伊,米斯尔. 教育管理学：理论研究实践[M].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13]《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14]《管理世界》 

[15]《系统工程学报》 

[16]《中国软科学》 

[17]《管理科学学报》 

[18]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1]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2]Management  Science 

[23]Operational  Research 

[24]James Evans, William M. Lindsay.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Quality. 

South-Western,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2011-02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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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马克思主义学院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0501 3 年 

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030502 3 年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030503 3 年 

4 思想政治教育 030505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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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是其立场、

观点和方法的理论表达，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马克思主义科学的

真理性是绝对和相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阶级性的

高度结合。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也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论对社会实

践，还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从整体

上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分

门别类的研究不同，它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有机结合起来，揭示它们的

内在逻辑联系，从总体上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给学生以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概念，并

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现实社会问题、认识问题和科学发展

中的问题。要按照科学性、整体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原则建设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

门学科。 

主要研究方向： 

1、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本学科教学、研究、宣传和其他相关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通过三

年的学习，毕业生应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较

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较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较宽的知识面，具有正确的理论方

向和良好的学风。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和一定的写作

能力，成为本专业的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党政实际工作部门的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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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4 72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4 72 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前沿 2 36 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2 36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边疆多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

题研究 

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研究 

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构建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研究 

现代性困境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

大众文化的批判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专题课 

12 门次 

 

2 36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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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4 4 72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4 4 72 1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前沿 2 2 36 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2 2 36  

边疆多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

研究 

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研究

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构建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研究 

现代性困境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

大众文化的批判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专题课

12 门

次 

 

2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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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主要经典著作 

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2、许庆朴，郑祥福．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刘同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民出版社，2006． 

4、侯衍社．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赵家祥，丰子义．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查和当代意义．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2． 

6、张云飞．跨越“峡谷”：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人民出版社，2001． 

7、洪银兴．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8、洪银兴．资本论的现代解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9、逢锦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10、顾海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角．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11、宋林正．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2、衣俊卿等．20 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3、韩秋红．断裂还是传承：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资本主义观．中央编译出版

社，2004． 

14、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海南出版社，2000． 

15、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新星出版社，2006． 

16、徐大同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70 年代以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17、王霁．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6 湜、王南 ．社会哲学：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生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19、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0、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1、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22、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76． 

2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中华书局，1961． 

24、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5、列奥·斯特劳斯．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26、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4． 

27、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商务印书馆，2003． 

28、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 

（二）主要学术期刊： 

1、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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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3、毛泽东思想研究 

4、科学社会主义 

5、中国社会科学 

6、哲学研究 

7、经济学研究 

8、政治学研究 

9、法学研究 

10、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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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规律的科学。马

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并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实践中，

在不断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不断地丰富

和发展。本学科旨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必然性，考察马克

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基本历史阶段，总结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和指导实践的历史

经验，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发展的特殊规律，特别是与

各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断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

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

品质，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主要研究方向： 

1、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 

2、马克思主义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史研究。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本学科教学、研究、宣传和其他相关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通过三

年的学习，毕业生应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正确的理论研究方向；熟悉马克思主

义主要的经典著作；了解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

性；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进程，掌握马克思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的基本知识和在中

国的发展进程；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了解本学科最新动

态；能够胜任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宣传和党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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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1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4 72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4 72 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前沿 2 36 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著作学说发展史 2 36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边疆多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

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研究 

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构建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研究 

现代性困境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大

众文化的批判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专题课 

12 门次 

 

2 36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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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4 4 72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4 4 72 1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前沿 2 2 36 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著作学说发

展史 
2 2 36  

边疆多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问题研究 

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研

究 

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构建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研究 

现代性困境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

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专题课

12 门次 

 

2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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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阅读书目 

（一）著作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3、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 

4、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5、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6、列宁：《国家与革命》 

7、列宁：《论我国革命》 

8、列宁：《论粮食税》 

9、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10、邓小平：《南巡讲话》 

11、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二）参考期刊 

1、《马克思主义研究》 

2、《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3、《科学社会主义》 

4、《社会主义研究》 

5、《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 

7、《江汉论坛》 

8、《中共党史研究》 

9、《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10、《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11、人大复印资料：思想政治教育、青少年导刊、政治学、心理学、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伦理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等教育、中国哲学、

外国哲学、文化研究、精神文明导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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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

件、进程、成果、趋势为研究对象，努力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规律，深化人们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的认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发展

的学科。该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重点，密切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所进行的艰苦实践

和理论总结，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探求其演进的阶段性，总结其基本经

验和基本规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揭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本学科教学、研究、宣传和其他相关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通过三

年的学习，毕业生应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与理论成果；深刻认

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

义；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阅读本

专业的外文资料；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能够担任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宣传、

党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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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1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4 72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4 72 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前沿 2 36 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规律 2 36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边疆多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

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研究 

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构建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研究 

现代性困境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大

众文化的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专题课 

12 门次 

 

2 36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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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4      4 72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4     4 72 1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前沿   2    2 36 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规

律 
  2  

  
2 36  

边疆多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

题研究 
   

  

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研

究 
   

  

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构建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研究      

现代性困境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

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专题课

12 门次 

    

2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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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著作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1-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1-3 卷）．人民出版社，1994 

4、江泽民文选（1-3 卷）．人民出版社，2006 

5、科学发展观读本．学习出版社，2006． 

6、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7、梅荣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8、柏拉图．理想国．人民出版社 

9、洛克．政府论（上、下）．商务印书馆 

1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1、亚当·斯密．国富论 

12、萨拜因．政治学说史 

13、列奥·斯特劳斯．政治哲学史 

14、庄福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5、李安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二）参考期刊 

1、中国社会科学 

2、思想政治教育 

3、政治学研究 

4、社会学研究 

5、哲学研究 

6、新华文摘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8、人大复印资料：思想政治教育、青少年导刊、政治学、心理学、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伦理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等教育、中国哲学、

外国哲学、文化研究、精神文明导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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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

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在

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生命线”和“中心环节”的作用，在经历

了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

同时，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国情、世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

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面对新的情况和新的形势，我们有必要深

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规律，探索如何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开展学

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研究，围绕社会和谐问题、制度设计问题、科学发展

问题、民主执政问题、道德与发展问题、学校德育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传

统道德文化问题、现代伦理发展问题、西方文化发展问题、公民思想道德的价值取向等

问题进一步研究，为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培养人才和提供具有实践价值的理论成

果。 

本专业研究方向为： 

1、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建设研究； 

2、思想政治教育与学校教育管理； 

3、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方法。 

二、培养目标 

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比较系统掌

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

熟悉思想形成、发展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较为熟练地

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通过三年的学习，

使学生成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独立思考能力、独立研究能力、综合素质高，能胜任与

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党政、群团、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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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1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4 72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4 72 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前沿 2 36 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 2 36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边疆多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

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研究 

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构建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研究 

现代性困境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大

众文化的批判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专题课 

12 门次 

 

2 36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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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 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4      4 72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4     4 72 1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前沿   2    2 36 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   2    2 36  

边疆多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

题研究 
   

  

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研

究 
   

  

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构建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研究      

现代性困境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

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12 门次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著作 

1、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1-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选集（1-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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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泽东选集（1-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4、邓小平文选（1-3 卷）人民出版社，1994 

5、柏拉图．理想国．人民出版社 

6、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7、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 

8、洛克．政府论（上、下）商务印书馆 

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0、亚当·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 

11、萨拜因．政治学说史 

1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 

13、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 

14、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15、皮亚杰．发生认识论 

16、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17、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 

16、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19、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20、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 

21、孟子．论语大学中庸 

22、老子庄子 

（二）参考期刊 

1、中国社会科学 

2、思想政治教育 

3、政治学研究 

4、社会学研究 

5、哲学研究 

6、新华文摘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8、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9、人大复印资料：思想政治教育、青少年导刊、政治学、心理学、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伦理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等教育、中国哲学、

外国哲学、文化研究、精神文明导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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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经济研究院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世界经济 020105 3 年 

2 国际贸易学 020206 3 年 

3 金融学 020204 3 年 

4 社会保障 120404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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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世界经济专业属于理论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强、涵盖面宽的学科。是研究国际经

济理论、世界经济理论与发展、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的理论性与

应用性兼顾的经济学专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的变革和转型，

其研究范围和内容日益扩大和复杂。 

本学科现设中外经济关系、发展中国家经济与发展经济学、西方财政与金融和全球

化问题研究等研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学）要求研究生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现代化意识和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勇于开拓，具有宽广坚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专业知识；了解和掌握世界经济（国际经

济学）学的历史、理论和研究方法；熟练使用现代检索工具查阅本学科的文献资料，及

时掌握本学科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学术前沿的情况；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进行国际经

济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既能进行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又能从事对外贸易实际业

务，具备独立从事外贸研究、决策和业务活动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具备担当国家公务

员、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的经济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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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国际经济理论与实践 2 36 1 

世界经济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国际投资理论 

当代世界经济专题 
2 36  

国际经济关系专题 

发展中国家经济 

世界经济统计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 

西方财政与金融专题 

跨国公司专题 

 

 

 

 

 

 

2 36  

经济研究

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经济研究

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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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国际经济理论与实践 2 2 36 1 

世界经济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国际投资理论 2 2 36  

当代世界经济专题 3

国际经济关系专题 3

发展中国家经济 3

世界经济统计 3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 3

西方财政与金融专题 3

跨国公司专题 3

 3

 3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12 门次 

 3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著作 

[1]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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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甘道尔夫.国际经济学 (国际贸易的纯理论)[M]..第二版:第一卷. 北京：中国经济

出版社，1999. 

[3]G.甘道尔夫.国际经济学(国际货币理论与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M]. 第二版:第

二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4]Behrman, J. And T. N. Srinivasan (1995,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III, Amsterdam: North-Holland. 

[5]布瑞恩·麦克唐纳.世界贸易体制—从乌拉圭回合谈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2. 

[6]Chales P.Kindleberger ,World Economic Primacy :1500 To 1990. 

[7]周爱民.金融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8]Debraj Ray ,Development Economics. 

[9]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

到世界贸易组织[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0]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二）期刊 

[1]《经济研究》 

[2]《国际贸易问题》 

[3]《世界经济》 

[4]《世界经济与政治 》 

[5]《国际经贸研究 》 

[6]《对外贸易实务》   

[7]《亚太经济》 

[8]《东南亚研究》 

[9]《南洋问题研究》 

[10]《南开经济研究》 

[11]《国际经济与贸易情况》 

[12]《世界经济文汇》 

[13]《国际经济评论》 

[14]The World Economy  

[15]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6]Journal of World Trade: Law, Economics, Public Policy  

[17]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6]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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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我校国际金融学专业是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自设专业，依托我校金融学科优势，

重点以国际金融理论、国际银行经营与管理、国家金融业务与管理为研究对象。 

本专业现设国际金融理论、外国银行经营与管理、区域金融合作及跨国公司投资与

融资等研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国际金融学要求研究生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现代化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勇于开拓，

具有宽广坚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专业知识；了解和掌握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学）学的

历史、理论和研究方法；熟练使用现代检索工具查阅本学科的文献资料，及时掌握本学

科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学术前沿的情况；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进行国际经济理论与实

际问题研究，既能进行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又能从事对外贸易实际业务，具备独

立从事外贸研究、决策和业务活动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具备担当国家公务员、行政事

业单位、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的经济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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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是否 

学位课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学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学院

投资理论与实践 2 36 1 

货币经济学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国际金融理论与研究 2 36  

经研院 

国际经济学专题 

国际金融专题 

外国银行与经营管理 

金融体制改革专题 

金融衍生产品专题 

国际金融监管专题 

国际投资专题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经研院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经研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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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公

共 

课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投资理论与实践 2 2 36 1 

货币经济学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国际金融理论与研究 2 2 36  

国际经济学专题 3

国际金融专题 3

外国银行与经营管理 3

金融体制改革专题 3

金融衍生产品专题 3

国际金融监管专题 3

国际投资专题 3

 3

 3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3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著作 

[1]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G.甘道尔夫.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的纯理论)[M]. 第二版:第一卷.北京：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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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1999 

[3]G.甘道尔夫.国际经济学(国际货币理论与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M]. 第二版:第

二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4]Behrman, J. And T. N. Srinivasan (1995,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III, Amsterdam: North-Holland. 

[5]布瑞恩·麦克唐纳.世界贸易体制—从乌拉圭回合谈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2. 

[6]Chales P.Kindleberger ,World Economic Primacy :1500 To 1990. 

[7]周爱民.金融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8]Debraj Ray ,Development Economics 

[9]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

到世界贸易组织[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0]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二）期刊 

[1]《经济研究》 

[2]《国际贸易问题》 

[3]《世界经济》 

[4]《世界经济与政治》 

[5]《国际经贸研究》 

[6]《对外贸易实务》 

[7]《亚太经济》 

[8]《东南亚研究》 

[9]《南洋问题研究》 

[10]《南开经济研究》 

[11]《国际经济与贸易情况》 

[12]《世界经济文汇》 

[13]《国际经济评论》 

[14]The World Economy  

[15]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6]Journal of World Trade: Law, Economics, Public Policy  

[17]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6]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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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国际贸易学是研究国家（地区）间商品与服务交换和生产要素流动的理论与方法的

学科，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发展迅速且具有很强实践性特点的学科。随着我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对外贸易额高速增长，使国际贸易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

大提高，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本学科将为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

轨尤其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做出有益的贡献。 

本专业现设中国与东南亚经济贸易关系、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开放经济与国际经

贸合作等研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国际贸易学要求研究生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现代化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勇于开拓，

具有宽广坚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专业知识；了解和掌握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学）学的

历史、理论和研究方法；熟练使用现代检索工具查阅本学科的文献资料，及时掌握本学

科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学术前沿的情况；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进行国际经济理论与实

际问题研究，既能进行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又能从事对外贸易实际业务，具备独

立从事外贸研究、决策和业务活动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具备担当国家公务员、行政事

业单位、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的经济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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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贸易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国际经济学 2 36 1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区域贸易理论合作与实践 2 36  

经研院 

国际贸易政策专题 

区域贸易合作理论专题 

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专题 

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专题 

 

 

 

 

 

 

专题课 

 

2 36  经研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经研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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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贸易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国际经济学 2 2 36 1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区域贸易理论合作与实践 2  36  

国际贸易政策专题 3

区域贸易合作理论专题 3

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专题 3

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 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专题 3

 3

 3

 3

 3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3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著作 

[1]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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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甘道尔夫.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的纯理论)[M]. 第二版:第一卷.北京：中 

国经济出版社，1999. 

[3]G.甘道尔夫.国际经济学(国际货币理论与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M]. 第二版:第

二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4]Behrman, J. And T. N. Srinivasan (1995,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III, Amsterdam: North-Holland. 

[5]布瑞恩·麦克唐纳.世界贸易体制—从乌拉圭回合谈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2. 

[6]Chales P.Kindleberger ,World Economic Primacy :1500 To 1990. 

[7]周爱民.金融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8]Debraj Ray ,Development Economics. 

[9]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

到世界贸易组织[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0]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二）期刊 

[1]《经济研究》 

[2]《国际贸易问题》    

[3]《世界经济》     

[4]《世界经济与政治》                          

[5]《国际经贸研究》 

[6]《对外贸易实务》       

[7]《亚太经济》 

[8]《东南亚研究》 

[9]《南洋问题研究》 

[10]《南开经济研究》 

[11]《国际经济与贸易情况》 

[12]《世界经济文汇》 

[13]《国际经济评论》 

[14]The World Economy  

[15]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6].Journal of World Trade: Law, Economics, Public Policy  

[17]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6].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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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在我国，社会保障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是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逐步

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大框架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

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经历了由过去的企业

福利制向社会化保障方向的转变。社会保障这种取向的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在改革实践中，提出了许多理论课题，经过理论工作者的悉

心研究和努力探索，在上一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社会保障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运而

生。 

社会保障专业现有硕士生导师 3 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1 人。近年来，主持国

家级课题 1 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 1 项，其他课题多项。 

本专业现设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劳动与就业保障政策研究、农村社会保障与社会

工作等研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为任务，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培养具有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政策素养，掌握先

进分析方法及技术，具有扎实的社会保障领域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和熟悉

我国及国际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能独立分析和解决劳动与社会保障

方面的实际问题的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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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

门 

公共经济学 4 72 1 财经学院 

公共管理学 4 72 1 公管学院 

学科 

基础课3

门 公共政策学 4 72 1 公管学院 

社会保障学 2 36 1 

社会保障史 2 36 1 

专业 

理论课3

门 人力资源管理 2 36  

经研院 

社会保障史研究 

社会保障政策与法规专题研究 

劳动与就业保障政策研究 

社会保障实务专题研究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研究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专题研究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社会保障专题研究 

社会保障人口分析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2 36  经研院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学分 3   

经研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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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公共经济学 4 4 72 1 

公共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公共政策学 4 4 72 1 

社会保障学 2 2 36 1 

社会保障史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人力资源管理 2 2 36  

社会保障史研究 √

社会保障政策与法规专题研究 √

劳动与就业保障政策研究 √

社会保障史研究 √

社会保障政策与法规专题研究 √

劳动与就业保障政策研究 √

社会保障实务专题研究 √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研究 √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专题研究 √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

社会保障专题研究 √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社会保障人口分析 √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1]Organizations：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s, （5th Ed） W. Richard Scott.，

Prentice Hall 2003 

[2]Research Methods，Knowledge Base William Trochim.，Atomic Dog  Publishing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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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imensions of Social，Welfare Policy  Neil Gilbert Paul Terrell.，Allyn and Bacon 1988 

[4]American Social，Welfare Policy Howard Jacob Karger，David，Stoesz. Allyn and 

Bacon2002 

[5]New Public ， Management  Kate Mclaughlin,Stephen P.Osborne,Ewan Ferlie. 

Routledge2002 

[6]Applied Research In Gerontology  William J.McAuley.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 1987 

[7]The welfare state Christopher Pierson,Francis G.Castles. Polity Press 2000 

[8]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Gordon white,Jude howell，Shang xiaoyuan.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6 

[9]Transform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Neil Gilbe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10]The Econom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Nicholas Bar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阎青春.社会福利与弱势群体[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2][英]亚历山大，邓正来译.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M].中央编译

出版社，1998 . 

[13]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14]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5]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学林出版社，1991. 

[16]李惠斌.全球化与公民社会[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7]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6]马学理，张秀兰.中国社区建设发展之路[M].红旗出版社，2001. 

[19]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商务印书馆，2000. 

[20]李卫平.中国农村健康保障的选择[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1]王名，刘国翰，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M].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1. 

[22](美)朱莉.费希尔著. NGO 与第三世界的发展[M]. 邓国胜，赵秀梅，译.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2. 

[23]苏力，葛云松，张守文，高丙中.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M].浙江人

民出版社，1999. 

[24]周志忍，陈庆云.自律与他律：第三部门监督机制个案研究[M].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25]林爱冰，陈丽云，王行娟，刘梦.社会变革与妇女问题—来自妇女热线的思考[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6]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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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  国土资源与持续发展研究所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土地资源管理 120405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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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院（部、所）：国土资源与持续发展研究所   专业代码：120405   学制：3年 

 

一、学科专业简介 

土地资源管理属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同时也是我校重点建设学科。本

学科师资队伍较强，拥有十多位有一定造诣的专家学者，有全国百千万后备人才专家 1

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2 人，教授 5 人，副教授 10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16

人，有国外留学背景的教师 6 人。该硕士点研究成果丰硕，先后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 项、省部级土地科学研究项目等各级各类项目近 50 项，出版专著 10 余部，

发表论文 200 多篇，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 10 余项。 

我校国土资源与持续发展研究所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现设以下研究方向：1、土

地经济与土地政策；2、土地资源调查与土地管理信息系统；3、土地整理与新农村建设；

4、土地资源与土地利用规划；5、土地生态与土地可持续利用，6、土地经济与房地产；

7、土地规划与整治。 

二、培养目标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学风严谨，具有为科学勇于献身的精神；具备现代土地资源

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熟悉自己所从事研究方向的国内外新进展，系统掌握土地资源调

查、评价、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测量、制图、计算机应用等基本技

能，能够熟练运用土地科学理论和技术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能够独立从事

与担负土地资源管理学相关方向的研究工作与专门技术工作，具有独立思考、分析解决

问题和知识创造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能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毕业后可在国土、房地产、城建、农业、水利等企事业单位

和政府部门从事土地调查与评估、土地利用规划、地籍管理、土地估价、土地整理与复

垦、土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专业技术工作，以及在相关的院校和科研单位从事

教学与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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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资源管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

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

门 

公共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公共管理学 4 72 1 公管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公共政策学 4 72 1 公管院 

土地资源学 2 36 1 

土地利用规划学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土地资源管理学 2 36  

国土所 

土地科学专题讲座 6 

土地可持续发展测评 6 

遥感判读与制图 6 

中国土地使用制度及其相关法律法规问

题 
6 

土地利用变化及评价 

2 

12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国土所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国土所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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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2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公共经济学 4 4 72 1 

公共管理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公共政策学 4 4 72 1 

土地资源学 3 2 36 1 

土地利用规划学 3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土地资源管理学 3 2 36  

土地科学专题讲座 3 6 

土地可持续发展测评 3 6 

遥感判读与制图 3 6 

中国土地使用制度及其相关法律法
规问题 3 6 

土地利用变化及评价 3

2 

12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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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经典著作 

[1] A framework for 1and evaluation． FAO，1976. 

[2] An international Frame work for evaluating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FAO，1993. 

[3] Guidelines for land-use planning． FAO，1993. 

[4] 倪绍祥．土地类型与土地评价[M].第二版． 北京：高等学校出版社，1999. 

[5] 杨子生．土地资源学[M]． 昆明：云南大学生出版社，1994，2007. 

[6] 吴次芳．土地生态学[M]． 北京：中国大学出版社，2003. 

[7] 严金明．中国土地利用规划理论·方法·战略[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 

[8] 毕宝德．土地经济基础学[M]第四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生出版社，2001. 

[9] 王万．土地利用规划学[M]． 北京：中国大学生出版社，2000. 

[10]杨子生．山区生态学友好型可持续土地利用模式[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1]刘书楷．土经济学[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 

[12]曲福田．土地经济学[M]．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 

[13]张红．房地产经济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4]秦明周，R．H．Jackson．美国的土地利用与管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5]叶公强．地籍管理[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16]欧名豪．土地利用管理[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17]刘耀林．土地信息系统[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16]陈利根．土地法学[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19]曲福田．土地行政管理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二）优秀期刊 

[1]《自然资源学报》 

[2] 《资源学报》 

[3] 《地理学报》 

[4] 《中国土地科学》 

[5] 《经济地理》 

[6] 《水土保持学报》 

[7] 《地理科学进展》 

[8] 《生态学报》 

[9] 《经济研究》 

[10]《财贸经济》 

外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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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O. A Framework for Land Evaluation. FAO Soil Bulletin No. 32, Rome, 1976 

[2] FAO. FESLM: An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World Soil Resources Report No.73, Rome, 1993. 

[3] FAO. Guidelines for Land-Use Planning. FAO Development Series 1, Rome, 1993. 

[4] FAO. Planning for Sustainable Use of Land Resources: Towards a New Approach. FAO. 

Land and Water Bulletin No.2, Rome, 1995. 

[4] Vanlier, H. V., et al. Sustainable Land Use Planning. Elsevier Science B.V, 1994. 

[5] Zonneveld, I. S. Land Ec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landscape ecology as a base for land 

evaluation, land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Amsterdam: SPB Academic Publishing, 1995. 

[6] LIU Ji-Yuan, DENG Xiang-Zheng. Progress of th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process of LUCC.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0, 55(3): 1-9.（SCI 论文） 

[7] YANG Zisheng. Discussion on land use science. In: FENG Changgen, NIU Peihuan, LI 

Shengcai, SHEN Aimin, WANG Wulin eds.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7, No.1.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1. 271-280. 

[8] Hualou Long. Land use policy in China: Introduction. Land Use Policy, 2014, 40: 1-5. 

（SCI 论文） 

[9] Yansui Liu, Fang Fang, Yuheng Li. Key issues of land use in China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ing. Land Use Policy, 2014, 40: 6-12. （SCI 论文） 

[10] Jichang Han, Yang Zhang. Land policy and land engineering. Land Use Policy, 2014, 

40: 64-68. （SCI 论文） 

 

 



XVIII  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 

 267

 

 

 

XVIII  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国际贸易学 020206 3 年 

2 世界经济 020105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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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国际贸易学专业是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应用性经济学科。国际贸易学是研究国家

（地区）间商品与服务交换和生产要素流动的理论与方法的学科，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

密结合、发展迅速且具有很强实践性特点的学科。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对

外贸易额高速增长，使国际贸易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国际贸易理论的研

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本专业致力于为经济决策部门和企业界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

改革和经济建设以及对外开放的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既有扎实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理

论基础、系统掌握国际贸易政策和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与管理制度、又有较强的实际工作

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本专业现设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合作、国际关系与区域经济

合作研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国际贸易学要求研究生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现代化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勇于开拓，

具有宽广坚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专业知识；能运用计量、统计、会计方法进行分析和

研究，熟练掌握一门外语，了解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贸易政策；掌握国

际贸易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了解当代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现状，熟悉通行的国际贸

易规则和惯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法规，了解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

能在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实际业务、管理、调研和宣传策划工

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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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贸易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国际贸易前沿理论 2 36 1 

中级国际经济学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 2 36  

印度洋地

区研究中

心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研究（一）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研究（二） 

国际贸易法律问题研究 

开放经济与国际经贸合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专题研究 

印度洋地区形势分析（一） 

印度洋地区形势分析（二） 

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 

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研究 

中国与南亚经贸关系研究 

专题课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研究 

2 36  

印度洋地

区研究中

心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印度洋地

区研究中

心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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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贸易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国际贸易前沿理论 2 2 36 1 

中级国际经济学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 2  36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研究（一） 3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研究（二） 3

国际贸易法律问题研究 3

开放经济与国际经贸合作 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专题研究 3

印度洋地区形势分析（一） 3

印度洋地区形势分析（二） 3

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3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 3

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研究 3

中国与南亚经贸关系研究 3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研究 3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著作 

［1］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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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甘道尔夫．国际经济学（国际货币理论与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M］．第

二版：第二卷.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4］Faruqee H, Srinivasan K. Global rebalancing: a roadmap for economic recovery[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3. 

［5］布瑞恩·麦克唐纳．世界贸易体制——从乌拉圭回合谈起［M］．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2. 

［6］余淼杰．著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周爱民．金融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8］李滨．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 •］罗伯特 芬斯特拉, 魏尚进．全球贸易中的中国角色［M］．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3. 

［10 •］保罗 克鲁格曼, •茅瑞斯 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上、

下册）［M］．第八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二）期刊 

[1]《经济研究》 

[2]《国际贸易问题》 

[3]《世界经济》 

[4]《世界经济与政治》 

[5]《国际经贸研究》 

[6]《对外贸易实务》 

[7]《亚太经济》 

[8]《东南亚研究》 

[9]《南洋问题研究》 

[10]《南开经济研究》 

[11]《国际经济与贸易情况》 

[12]《世界经济文汇》 

[13]《国际经济评论》 

[14]The World Economy 

[15]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6].Journal of World Trade: Law, Economics, Public Policy 

[17]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6]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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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世界经济是一门理论性强、宏观与微观并重且涵盖面广的学科专业，在当今世界经

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正经历着深刻的发展与变革。在这一过程中，

各种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不断涌现，从而对世界经济学科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也为世界经济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世界经济学科属理论经济学范围，

研究与探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是其基本的

研究主题。 

本学科现设印度洋经济体研究、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合作等研

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世界经济要求研究生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现代化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勇于开拓，具有

宽广坚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专业知识；了解和掌握世界经济学的历史、理论和研究方

法；熟练使用现代检索工具查阅本学科的文献资料，及时掌握本学科研究的进展，特别

是学术前沿的情况；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良好的经济学理论素养，专业基础扎实，

熟练掌握和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有开拓和创新精神，能从事世界经济理论研

究、教学与国际经济实务的高级专门人才。具备担当国家公务员、行政事业单位、企业

单位、事业单位的经济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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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世界经济概论 2 36 1 

中级国际经济学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 2 36  

印度洋地

区研究中

心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研究（一）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研究（二） 

国际贸易法律问题研究 

开放经济与国际经贸合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专题研究 

印度洋地区形势分析（一） 

印度洋地区形势分析（二） 

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 

世界经济统计专题 

发展中国家经济专题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专题研究 

2 36  

印度洋地

区研究中

心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印度洋地

区研究中

心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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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

分 

学

时 

学

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世界经济概论 2 2 36 1 

中级国际经济学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 2 2 36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研究（一） 3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研究（二） 3

国际贸易法律问题研究 3

开放经济与国际经贸合作 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专题研究 3

印度洋地区形势分析（一） 3

印度洋地区形势分析（二） 3

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3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 3

世界经济统计专题 3

发展中国家经济专题 3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12 门次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专题研究 3

2 36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著作 

［1］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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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甘道尔夫．国际经济学（国际货币理论与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M］．第

二版：第二卷.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4］Faruqee H, Srinivasan K. Global rebalancing: a roadmap for economic recovery[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3. 

［5］布瑞恩·麦克唐纳．世界贸易体制——从乌拉圭回合谈起［M］．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2. 

［6］余淼杰．著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周爱民．金融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8］李滨．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 •］罗伯特 芬斯特拉, 魏尚进．全球贸易中的中国角色［M］．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3. 

［10 •］保罗 克鲁格曼, •茅瑞斯 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上、

下册）［M］．第八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二）期刊 

[1]《经济研究》 

[2]《国际贸易问题》 

[3]《世界经济》 

[4]《世界经济与政治》 

[5]《国际经贸研究》 

[6]《对外贸易实务》 

[7]《亚太经济》 

[8]《东南亚研究》 

[9]《南洋问题研究》 

[10]《南开经济研究》 

[11]《国际经济与贸易情况》 

[12]《世界经济文汇》 

[13]《国际经济评论》 

[14]The World Economy  

[15]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6]Journal of World Trade: Law, Economics, Public Policy 

[17]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6]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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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X  传媒学院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文化管理 1204Z1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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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院（部、所）：传媒学院  专业代码：1204Z1  学制：3 年 

 

一、学科专业简介 

文化管理最基本的含义，是以文化学、管理学为理论基础，运用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文化领域的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管理行为的规律，探索地区文化资源管理、文化

产业管理及文化传播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揭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产业开发以

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文化产业与城乡发展和谐共生的关系及规律。由于文化资

源及文化产品的构成丰富，层次较多，资源的特性与产业属性构成较为复杂，文化管理

因而具有兼涉公共管理学、文化人类学、产业经济学和传播学的显著特征。 

文化管理学科主要包括文化资源管理、文化产业管理和文化传播管理三个研究方

向。本科段非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需修读本科《传播学原理》课程，非管理学、经济

学专业学生需修读本科《管理学》、《西方经济学》课程。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综合素质、宽广的文化视野、敏锐的

世界眼光，掌握管理学、经济学、文化学、传播学的系统知识，熟悉文化传播的基本规

律，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的运作机制，掌握文化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能够运用

所学知识从事文化管理工作的高级复合型专门人才。毕业生主要面向文化传播机构、大

众媒体、政府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各类文化事业单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

媒介研究所及文化产业研究所等就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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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口 

院所 

公共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公共管理学 4 72 1 公管院 学科基
础课 

公共政策学 4 72 1 公管院 

文化资源管理理论与方法 2 36 1 

文化产业通论 2 36 1 专业理
论课 

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务 2 36  

传媒学院 

新民族志：活态文化的田野调查 

记录性：视像的文化性表达 

舆论生态文化研究 

文化资源管理 

民族学与云南民族与文化 

经济人类学 

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 

旅游与文化资源 

应用人类学 

中国不成熟市场理论 

文化产业营销趋势 

文化科技融合的生产性及其影响研究 

地方性知识、创意经济与城市新空间的再造

茶马古道文化线路遗产研究 

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 

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和现实路径 

中国当代艺术与市场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16 门
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2 36  传媒学院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实践 2   
传媒学院 

学位论文 3    

合  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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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学分 学时 备注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学位课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 18  
公 共 

必修课 

英语 3 3 3 108 学位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公共经济学 4 4 72 

公共管理学 4 4 72 
学科 

基础课 

公共政策学 4 4 72 

学位课

文化资源管理理论与方法 2 2 36 学位课

文化产业通论 2 2 36 学位课
专业 

理论课 

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务 2 2 36  

专题课 16 门次 √ √ √ √ 2 36  

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经典著作 

（人类学部分） 

[1]招子明.陈刚.人类学（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王积超.人类学研究方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传播学部分） 

[1](美) 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2](美) •威尔伯 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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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理论部分） 

[1]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商务印书馆，2011. 

[2] (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 (英)泰勒.原始文化[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 (英)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 (英)马林诺斯基.文化论[M].华夏出版社，2002. 

[6] (美) •曼纽尔 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7] (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M].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9] (美)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10] (美)芒福德.芒福德精粹[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11] (美)波斯曼.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2] (法)莫兰.时代精神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3] (法)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M].商务印书馆，1997. 

[14] (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M].三联书店，2008. 

[15]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译林出版社，2000. 

[16] (英)福莱斯特.高技术社会——信息技术革命史话[M].新华出版社，1991. 

[17] (美)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6] (美)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新华出版社，1997. 

[19] (法)施韦泽.文化哲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0] (英)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M].三联书店，2003. 

[21] (美)卡洛尔.大众艺术哲学论纲[M].商务印书馆，2010. 

[22]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3] (德)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J].载于:演讲与论文集[C].三联书店，2005. 

[24] (美)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M].新华出版社，2003. 

[25]潘洪林.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26]上官子木.网络交往与社会变迁[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7]吕乃基.科技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8]王睿.技术创新文化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文化管理部分） 

[1]陈瑶.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与模式 [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2]艾斯同.政府文化管理教程[M].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 

[3]刘吉发.文化管理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孙萍.文化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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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费尔登.世界文化遗产地管理指南[M].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6]陈晓萍.跨文化管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7]胡筝.文化事业管理概论[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8]张立波.文化产业项目策划与管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9]陆耿.文化产业项目策划与实务[M].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3. 

[10] (英)比尔顿.创意与管理-从创意产业到创意管理[M].新世界出版社，2010. 

[11] (美)Joan Van Tassel.数字权益管理—传媒业与娱乐业中数字作品的保护与盈利

[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12]牛淑萍.王育济.韩英.文化资源学[M].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13]姚伟钧.黄永林.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业: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M]. 华中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2. 

[14]厉以宁.民族贫困地区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资源整合--以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例[M].

经济科学出版社. 

[15]玛丽亚·杨森-弗比克,格达·K.普里斯特利,安东尼奥·P.罗素,李文华.旅游文化

资源:格局、过程与政策[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16]彭兆荣.遗产反思与阐释[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17]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 

 

（文化产业部分） 

[1] (德)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商务印书馆，1990. 

[2]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M].商务印书馆，1998. 

[3]范金编著.应用产业经济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4]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5]胡惠林.文化产业研究读本[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6] (英)霍金斯.创意生态[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7] (英)霍金斯.创意经济[M].上海三联书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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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数学专业硕士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设计数学专业是理学门类中“数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该学科是对有实际

背景或应用前景的设计艺术理论或方法用科学思想，数学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该学科

综合性较强，涉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管理、艺术、信息、社会和人文等领域

中的设计问题，包括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应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设计问题，以及对其

设计方法开展理论研究等方面。该学科研究面广，实用性强，是设计艺术与数学、自然

科学、工程技术、信息、管理、经济、社会和人文科学相联系的重要桥梁。通过数学理

论和方法，并借助功能日益强大的计算机，解决设计领域中的问题是该学科研究的核心

内容，其将为提高艺术设计水平，引领设计走向系统化、科学化提供引导，对艺术设计

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云南财经大学设计数学学科拥有学术水平较高、结构合理的师

资队伍。现有教授 2 人、副教授 5 人，近年来在 SCI 及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出版教材 20 余部，有 6 部为国家十一·五教材。本专业设置的研究方向有：  

1．造型设计数学：重点研究造型中的数学问题，研究造型设计数学模型，以及如

何使所设计的造型科学、合理、可行； 

2．图形图像设计数学：研究用数学方法进行图形图像的设计问题，并在设计实践

中得到应用。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设计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人才要求具有比较扎实宽广的数学与艺

术设计基础，了解数学与艺术设计学科前沿和方向，并在某一设计领域或方向受到一定

的科研训练，掌握较系统的数学和艺术设计专业知识，初步具有独立进行理论研究的能

力，或综合运用数学和艺术设计专业知识与有关专业人员合作解决实际设计问题的能

力，并在某个专业方向上做出有理论或实践意义的成果。本学科培养的人才还要求能较

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培养的人才毕业后能够胜任在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或其它企事业单位能从事与数学与艺术设计相关的教学、科研或其它实

际工作。本学科培养的人才要求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严谨的治学态度及较强的开拓精

神，善于接受新知识，提出新思路，探索新课题，且有较强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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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计数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自然辩证法 1 18  
马克思院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大外部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几何数学（包括透视部分，结合设计） 3 54 1 

统计学 3 54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工程数学 3 54 1 

设计学院

程序设计方法 3 54 1 

代数 3 54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图形图像设计（结合相应软件） 3 54 1 

设计学院

专业英语 

专业论文选读 

设计批判与设计思维训练 

2 36  设计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专题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设计学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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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计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几何数学（包括透视部分，结合设计）3 3 54 1 

统计学 3 3 54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工程数学 3 3 54 1 

程序设计方法 3 3 54 1 

代数 3 3 54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图形图像设计（结合相应软件） 3 3 54 1 

专业英语  

专业论文选读  

设计批判与设计思维训练 

2 36 

 

    

    

    

    

    

    

    

专题课 

    

专业
必修
课 

专业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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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专业必读文献 

（一）经典著作 

[1] 威廉·莫斯克.《包豪斯理想》.山东画报出版社 

[2]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3] 肖恩·亚当斯《设计的原则》.电子工业出版社  

[4] 金伯利·伊拉姆.《设计几何学》.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  

[5] 涂翠珊.《设计芬兰》.世纪出版集团 

[6] 王博.《北京一座失去建筑哲学的城市》.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7] 彭澎.《设计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8] 张开逊《回望人类发明之路》.北京出版社 

[9] 马特·马图斯《设计趋势之上》.山东画报出版社 

[10] 茂木健一郎《创意脑·用脑科学激发创作力》.浙江人民出版社 

      （二）学术期刊 

[11] 《Design 产品设计》 

[12] 《Design》 英国 

[13] 《Icon》 英国 

[14] 《Creative Review》 英国 

[15] 《Novum》德国 

[16] 《Designers-Digest》 德国 

[17] 《T3》 英国 

[18] 《Stuff》英国 

[19] 《Form 》德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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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I  金融研究院 
 

序号 专业 代码 学制 

1 西方经济学 020104 3 年 

2 金融学 020204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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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西方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主要研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流行的经济理论

以及根据这些理论制定的经济政策。本学科的主要任务是跟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研

究动态并进行理论创新，从中精炼出适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模型并为政策制定提

供理论依据。研究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促进我

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学，都有重要的意义。 

本专业现设两个研究方向：（1）微观经济理论及政策；（2）宏观经济理论及政策。 

本专业目前有专任教师 16 人，其中教授 4 人，经济学博士 7 人，主要来自于国内

著名重点大学。从 2000 年到现在已经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经济史研究》

等国家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与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经济管理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人才，要求系统掌握中高级西方经

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模型；熟悉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发展趋势，了解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前沿；熟悉并能正确评价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了

解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和当前经济发展的现状；要求具有扎实的

数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的基础，能够运用现代数学工具以及统计方法对经济问题进

行描述和定量分析。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能进行对外学术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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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
门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教育
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院 

高级微观经济学 2 36 1 

高级宏观经济学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数量经济学 2 36  

金融研究院 

西方经济史专题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发展经济学专题 

现代西方经济流派专题 

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 

公共经济学专题 

劳动经济学专题 

货币金融理论专题 

高级微观经济学专题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 

专 
业 
课 

专题课 

 

2 36  金融研究院 

 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金融研究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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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高级微观经济学   2    2 36 1 

高级宏观经济学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数量经济学  2     2 36  

西方经济史专题 3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3   

发展经济学专题   3    

现代西方经济流派专题  3     

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    3   

公共经济学专题  3     

劳动经济学专题    3   

货币金融理论专题  3     

高级微观经济学专题   3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    3   

专题课 

       

2 36  

专 
业 
课 

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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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方经济学专业必读文献 

[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阿瑟·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J]．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八辑）[C]．商务印书馆，1984. 

[3]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契约与市场契约[M]．商务

印书馆，2002. 

[4]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彼得⋅温纳齐克．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各思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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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金融学专业于 1982 年正式招收本科生，1998 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具有硕士学位授

予权并于次年正式招收硕士生。1998 年被云南省列为省级重点学科，2001 年通过验收

并正式挂牌。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指导思想和办学特点主要体现在：（1）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地推动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的创新；（2）注重理论和实

践的有机结合；（3）注重方法论的学习与掌握；（4）强调科学研究；（5）以市场需求导

向、国际化高标准不断提升金融学专业办学水平。 

目前，金融学硕士点的研究方向主要有：（1）国际金融理论与发展；（2）货币理论

与货币政策；（3）金融机构管理；（4）证券市场与公司金融；（5）金融投资与金融工程。 

金融学专业硕士点现有教师 40 人，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12 人；博士 16 人，在

读博士生 2 人，硕士研究生 17 人。经过多年建设，逐渐形成了学历、职称和年龄结构

合理、教学科研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近五年来，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财贸

经济》等各种公开刊物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出版专著 20 余部，获国家级和省部级课

题多项。 

二、培养目标 

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以社会需求为向导，培养金融领域需要的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热爱祖国，具有开放和全球战略意识的复合应用型高级金融专业人才。

具体为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部门以及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

等培养金融经济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面宽、独立工作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较

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高级金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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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课门
数 开课部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108 1 国际文化
教育学院

公 
共 
课 

选修课 6 门 6 108  课程归属
部门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1 

 
财经学院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72 1 统数学院

金融投资与金融工程 2 36 1 

国际金融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公司金融 2 36  

金融研究
院 

金融研究实证方法 

互联网金融 

金融风险管理 

金融法规研究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 

农村金融发展 

微型金融 

金融衍生品 

私募股权基金 

信托租赁 

行为金融学 

专题课 

学位论文写作 

2 36  金融研究
院 

专 
业 
课 

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金融研究
院 

合计 X≥39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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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 

授课学期及周课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2 36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1 18  
公
共 
课 

必修课 
3 门 

英语 3 3 3 108 1 

 选修课 6 门 6 108  

中级微观经济学 4 4 72 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4 72 1 
学科 

基础课 
3 门 

中级计量经济学 4 4 72 1 

金融投资与金融工程 2 2 36 1 

国际金融 2 2 36 1 
专业 

理论课
3 门 

公司金融 2 2 36  

金融研究实证方法 3

互联网金融 3

金融风险管理 3

金融法规研究 3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 3

农村金融发展 3

微型金融 3

金融衍生品 3

私募股权基金 3

信托租赁 3

行为金融学 3

专
业
课 

专题课 

学位论文写作 3

2 36  

 实践  2 36  

科研  2   

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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