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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是制定每个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和进行培

养工作的主要依据，也是衡量培养质量管理的重要标准。随着我校研

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制定科学、合理、先进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总结我校前几年研究生培养经验的基础上，对

2015 年培养方案进行修订，以更好地体现我校硕士生的培养目标、

定位和特色。 

培养方案中课程编号规则说明如下： 

课程编号有八位数字组成，前四位数字表示开课的学院；第五位

数字表示课程类别，其中 1 表示公共基础课，2 表示学位课，3 表示

专业选修课；第六、七、八位数字代表该课程在学院所开课程中的序

号。例如：课程编号 10112001 表示由经济学院开出的学位课，该课

程在经济学院所开课程中的序号为 001。 

修订后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已经过学校审核和批准，从 2019

级硕士研究生开始实施。 

 

 

 

 

 



 

 

 

硕士研究生课程授课学院名称与编号 
 

授课学院名称                    授课学院编号 

经济学院                                1011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 

金融学院                                1013 

国际经贸学院                            1014 

会计学院                                1021 

工商管理学院                            1022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 

公共管理学院                            10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 

法学院                                  1031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 

信息工程学院                            1042 

外国语学院                              1051 

艺术设计学院                            1053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 

应用数学学院                            1043 

新闻学院                                1052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 

 

 

 

 

 



 

 

 

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及其代码 

序

号 
学科、专业 代码 

所属一级学科 

及代码 

所属学科门类

及代码 
院系归属 

1 政治经济学 020101 
理论经济学 

（0201） 
经济学（02） 经济学院 

2 经济思想史 020102 
理论经济学 

（0201） 
经济学（02） 经济学院 

3 西方经济学 020104 
理论经济学 

（0201） 
经济学（02） 经济学院 

4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20106 
理论经济学 

（0201） 
经济学（02） 经济学院 

5 国民经济学 020201 
应用经济学 

（0202） 
经济学（02） 国际经贸学院 

6 区域经济学 020202 
应用经济学 

（0202） 
经济学（02）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7 财政学（含税收） 020203 
应用经济学 

（0202） 
经济学（02） 财政与税务学院 

8 金融学（含保险学） 020204 
应用经济学 

（0202） 
经济学（02） 金融学院 

9 产业经济学 020205 
应用经济学 

（0202） 
经济学（02） 国际经贸学院 

10 国际贸易学 020206 
应用经济学 

（0202） 
经济学（02） 国际经贸学院 

11 劳动经济学 020207 
应用经济学 

（0202） 
经济学（02） 公共管理学院 

12 数量经济学 020209 
应用经济学 

（0202） 
经济学（02） 经济学院 

13 ★贸易经济（粮食经济） 0202Z1 
应用经济学 

（0202） 
经济学（02） 粮食经济研究院 

14 ★文化创意产业 0202Z2 
应用经济学 

（0202） 
经济学（02） 艺术设计学院 

15 法学 0301 
法学 

（0301） 
法学（03） 法学院 

1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0501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 
法学（03）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30503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 
法学（03）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 思想政治教育 0305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 
法学（03） 马克思主义学院 

19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研究 
030506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 
法学（0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 外国语言文学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 
文学（05） 外国语学院 

21 数学 0701 
数学 

（0701） 
理学（07） 应用数学学院 

22 统计学 0714 
统计学 

（0714） 
理学（07） 经济学院 

2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 
工学（08） 信息工程学院 

24 食品科学与工程 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

（0832） 
工学（08）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5 软件工程 0835 
软件工程 

（0835） 
工学（08） 信息工程学院 

26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1） 
管理学(12) 国际经贸学院 

27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1） 
管理学(12)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8 会计学 120201 
工商管理 

（1202） 
管理学(12) 会计学院 

29 企业管理（含人力资源管理） 120202 
工商管理 

（1202） 
管理学(12) 工商管理学院 

30 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120202 
工商管理 

（1202） 
管理学(12)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31 旅游管理 120203 
工商管理 

（1202） 
管理学(12) 工商管理学院 

32 技术经济及管理 120204 
工商管理 

（1202） 
管理学(12) 工商管理学院 

33 ★营销与物流管理 1202Z1 
工商管理 

（1202） 
管理学(12)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34 ★传媒经营管理 1202Z2 
工商管理 

（1202） 
管理学(12) 新闻学院 

35 ★房地产管理学 1202J1 
工商管理 

（1202） 
管理学(12) 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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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 

为了加强和规范对我校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管理，提高硕士研究生

培养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的精神，结

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对硕士研究生培养制订本方案。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职业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有大财经视野，掌握本学科专业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的专门知

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硕士研究生的学科、专业设置原则上应符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

的相关文件要求，其专业属于二级学科，研究方向属于三级学科。研究方向的设

置和调整，要努力把握本学科发展的主流和趋势，突出本学科已有的特色和优势，

并力求体现前瞻性、先进性和前沿性。鼓励有条件的学位点设置一些跨学科的研

究方向，以促进学科专业间的合作、交叉与渗透。研究生招生方向必须与培养方

案的研究方向相一致。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究

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同

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养

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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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 

课程设置是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以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

质量为目标，考虑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应具有的基础理论水平和专门知识结构，并

注意改革教学方法。 

各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应对各门学科的教学内容、适用对象及教学要求

（包括课内外学习的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要求，尤其是对大量课外阅读量和训练量

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各门学科在加深和拓展研究生基础理论、学科知识面和

相关的能力培养等方面，既有所分工、有所侧重，又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形成

硕士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和教学体系。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还要注意与本

科生课程之间的区分和衔接。要求如下： 

（1）课程设置应对本学科的基本领域有一定的覆盖，要着眼于一级学科（或

学科群）的范围，构建适应面较宽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同时也要重视设置一些与

本学科相关的相邻学科和交叉学科课程。坚决杜绝设置过于细碎、过于简单、内

容重复的课程。 

（2）加强任课教师队伍的建设。应本着改革的精神和精品的意识，将课程

建设与师资队伍建设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科的综合优势和学术群体的作用，克服

由导师包揽所有研究生课程等弊端。 

（3）应加强对研究生文献阅读与检索能力的培养。既可以将学位课程指定

的文献阅读纳入考试范围进行考核，也可以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或通过讨论，

或撰写读书报告，或结合学位论文选题的开题报告进行评价。 

2．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培养计划中制定的课程学习及其它环节的全

部内容，修满规定的学分，方可进入论文撰写阶段，申请论文答辩。硕士研究生

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授课每 17学时计 1学分,实验类课程 34 学时计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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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每学期的实际长度安排学时数。各学科所有课程总学分一般应分布在 34 学

分到 42学分之间，尽量压缩课程学分，硕士研究生毕业总学分不超过 48学分。 

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如下：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 

公共基础课（4门，9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两部分组成。 

●政治理论课程（2 门，3 学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文科类硕士研究

生必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学分）、必选“马克思主义与社

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2门课；理工类硕士研究生必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2 学分）、必选“自然辩证法概论”（1学分）2 门课。 

●外国语课程（2门，6学分）。我校硕士研究生各专业开设综合英语（4学

分，分两学期开设）、英语听说（2学分，分两学期开设）2门课。 

学位课（6-8 门，16-22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两

部分构成。 

●学科基础理论课程是研究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的重要基本课程。

学科基础理论课程一般应由理论基础比较深厚并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和教学经验

的教授或副教授担任主讲教师；原则上在一级学科范围内统一设置，其中经济类

和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原则上应包括高级微观经济学（1）(3学

分，51课时)、高级宏观经济学(1) (3学分，51课时)、高级计量经济学(1) (3

学分，51课时)；由研究生院与相关学院商定后统一安排。 

●专业基础理论课程是本专业范围内为拓宽理论基础、学习和掌握本专业系

统专门知识的基础课程，原则上应按二级学科的要求开设，体现二级学科本身的

特征和学科应有的知识结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一般应由从事专业基本理论研究

或应用研究的教授、副教授担任主讲教师。 

（2）选修课（各专业硕士研究生应修满 8-10学分） 

●专业选修课是供研究生进一步拓宽专业理论基础、扩大知识面以及进行相

应能力培养而设置的课程，它是必修课程的延伸，应充分体现专业方向特点。专

业选修课中还应包含一些适应学科发展需要，能够加深渗透各研究方向必要知识

面而开设的课程。 

（3）补修课（不计学分） 

●补修课是研究生专业学习的前置基础课程，一般要求跨专业入学和以同等

学力入学的硕士研究生至少补修 2门与本专业相关的大学本科核心课程，具体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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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由各培养单位或导师根据研究生的学习经历和知识基础与研究生共同协商确

定。补修课程的开设安排、考核方式均由各培养单位自主设定，补修课程不计入

学分。 

（4）必修环节（各专业硕士研究生应修满 2学分） 

●学术活动（1 学分）；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

学分） 

必修环节是为了扩宽研究生的视野，促进研究生主动关心和了解学科前沿的

进展。培养方案应根据本学科的情况，规定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参加专业实践和学

术活动，包括听取的学术报告（讲座）的次数及考查要求和方式。科学道德与学

风教育作为毕业和学位授予的必修环节，不计算学分。对研究生参加科学道德与

学风教育的时间、形式和考核要求须作出明确规定。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所在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

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

和社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研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与设计 

学位论文与设计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

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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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与设计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

和完成，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与设计质量，导师和学院

应注意抓好学位论文与设计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

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与开展设计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

有关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

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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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本导师组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设计范围、意义和价

值、拟解决的问题、研究设计方案和研究设计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

证。开题报告通过后应经导师、导师组、学院审批，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6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政治经济学（020101） 

Political Economics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研究方法，深刻

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发展前沿，理论功底扎实，

实践能力突出，能够适应时代发展潮流。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分析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3．经济理论与经济制度比较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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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30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7 门，21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 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9 学分。 

需在 4 门专业选修课《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经济学》

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至少选修 2 门。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以笔试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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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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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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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23 中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3 高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4 高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58 理论经济学文献选读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01 《资本论》研读Ⅰ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02 《资本论》研读Ⅱ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10 高级政治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113025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23 新制度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11 企业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13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18 西方经济思想史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6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34 2   √    经济学院 

10213008 资本市场与公司分析 34 2   √    会计学院 

10112015 时间序列分析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10 计量分析软件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0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5 环境保护专题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6 产业政策研究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7 农业经济理论前沿 34 2   √    经济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7        

备注 

1．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学分，考核

成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2．研究生需在 4门专业选修课《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新制度经济学》《企业

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至少选修 2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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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经济思想史（020102）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培养经济理论功底扎实，实践问题导向鲜明，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的稀缺

型人才。本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毕业时应具备较强的经济思想史专业理论素

养，全面了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发展历程，深入掌握某一特定经济学家、经济学

流派或者某一个具体领域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内容，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现实

经济问题，并胜任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岗位。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外国经济思想史 

2．中国企业史 

3．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同

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养

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年

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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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30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7 门，21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 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7 学分。 

需在 5 门专业选修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外国近现代经济史》《现代西

方经济学流派》《中国企业史专题》和《民国经济史研究专题》中至少选修 2

门。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

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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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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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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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史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23 中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3 高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4 高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58 理论经济学文献选读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18 西方经济思想史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8 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36 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专题 51 3  √     经济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113058 中国企业史专题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36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24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37 外国近现代经济史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34 民国经济史研究专题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31 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25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11 企业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5 环境保护专题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6 产业政策研究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7 农业经济理论前沿 34 2   √    经济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5        

备注 

1．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学分，考核

成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2．研究生需在 5门专业选修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外国近现代经济史》《现

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中国企业史专题》和《民国经济史研究专题》中至少选修 2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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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西方经济学（020104） 

Western Economics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有大财经视野，了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发展历程，熟悉西方经济理论

前沿和发展趋势，掌握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和西方经济理论教

学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微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2．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3．实验经济学理论与应用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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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6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6 门，17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需在 3 门专业选修课《当代中国经济问题专题》《宏观经济理论专题》和《实

验经济学》中至少选修 2 门。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

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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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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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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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3039 中级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23 中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3 高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4 高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0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58 理论经济学文献选读 51 3   √    经济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113027 最优化理论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18 西方经济思想史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41 实验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31 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08 高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38 宏观经济理论专题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9 当代中国经济问题专题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11 企业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36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23 新制度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5 环境保护专题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6 产业政策研究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7 农业经济理论前沿 34 2   √    经济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4        

备注 

1．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学分，考核

成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2．研究生需在 3门专业选修课《当代中国经济问题专题》《宏观经济理论专题》

和《实验经济学》中至少选修 2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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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020106）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有大财经视野，掌握本学科专业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的专门知

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人口经济学 

2．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可持续发展理论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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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30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8 门，21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9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

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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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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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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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23 中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3 高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4 高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58 理论经济学文献选读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14 人口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25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60 区域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41 
地理信息系统在经济学中

的应用 
34 2  √     经济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113027 最优化理论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10 计量分析软件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31 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12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文

献导读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25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 34 2   √    经济学院 

10143002 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13011 企业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213008 资本市场与公司分析 34 2   √    会计学院 

10132005 金融经济学 51 3   √    金融学院 

10113039 中级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55 环境保护专题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6 产业政策研究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7 农业经济理论前沿 34 2   √    经济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7        

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成

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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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国民经济学（020201） 

National Economics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系统掌握国民经济学科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了解国内外国民经济理论

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能适应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要求，运用现代经济分析

方法和计算手段，研究解决国民经济、产业规划、经济核算、战略规划、投融资

等方面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经济发展战略与产业规划 

2．开放经济理论与政策 

3．投融资理论与实践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究

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同

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养

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年

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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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30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7 门，21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其中《金融市场与投资分析》《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和《国民经济前沿专

题》为必选课程。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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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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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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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33 高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4 高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08 高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42013 数据挖掘与大数据分析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02 国民经济管理研究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01 产业组织理论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06 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双语）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143025 网络经济理论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13027 最优化理论 34 2 √      经济学院 

10143022 计量经济学软件（stata）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13046 统计建模与 R 实现 34 2  √     经济学院 

10143023 服务经济学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13061 机器学习与 Python 实现 34 2 √      经济学院 

10143042 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与技巧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1300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25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08 国民经济核算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25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42008 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56 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23005 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43026 金融市场与投资分析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44 国民经济前沿专题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242004 劳动经济理论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133033 投资学 51 3   √    金融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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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

成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2．《金融市场与投资分析》《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和《国民经济前沿专题》为

必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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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区域经济学（020202） 

Regional Economics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国内外发

展动态，掌握区域经济学理论、方法及应用，主要包括区域宏观经济理论与方法、

区域微观经济理论与方法、区域政府经济理论与方法，探讨城市和区域系统分析

的各种定量方法和计算机模拟技术，具有对区域经济问题的观察分析能力，制订

和实施某些区域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现代服务业与区域经济发展 

2．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 

3．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竞争力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究

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同

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养

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年

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28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30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8 门，21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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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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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布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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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33 高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4 高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08 高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20102006 城市经济学 51 3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2007 产业供应链管理 51 3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2008 空间经济学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2009 空间计量与 Stata应用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2032 区域经济规划原理与方法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20103031 学术论文规范与写作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08 经济地理与统计软件应用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37 服务经济与区域发展转型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38 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合作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09 对外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10 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11 服务经济专题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12 地缘经济学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13 区域经济学前沿文献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14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专题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8        

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学分，考核成绩合格，

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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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财政学（含税收）（020203） 

Public Finance (including Taxation)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有严谨治学态度，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基础，掌握财政与税收坚实的基

础理论知识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本学科的发展动态，理论联系实际，

具有独立进行理论与应用性科学研究和从事相关财税管理工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财政理论与制度 

2．财政管理 

3．税收理论与制度 

4．税收管理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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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30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7 门，21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3．补修课 （不计学分） 

本科阶段未修习《财政学》和《中国税制》课程的学生（以成绩单为准），

入学后须补修，并取得合格成绩。 

4．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其

中包含一次省级及以上学术会议。参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

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

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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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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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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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含税收）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33 高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4 高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08 高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22003 中级财政学Ⅰ：理论与模型 51 3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2004 中级财政学Ⅱ：方法与应用 51 3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2030 税收理论与制度 51 3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2031 税收管理前沿 51 3  √     财政与税务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123048 财税综合实验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05 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11 税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34 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35 外国财政理论与实践（双语）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12 西方税制专题（双语）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13039 中级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27 最优化理论 34 2 √      经济学院 

10123040 国际税收专题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16 税收风险管理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17 财税前沿文献选读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18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19 财政投资理论与实务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20 财政绩效管理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21 财政绩效评价实务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22 公共债务管理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23 财税量化研究与论文写作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24 财税热点问题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补修 

课程 

 财政学          

 中国税制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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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

成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2．补修课程要求见“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的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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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金融学（含保险学）（020204） 

Finance (including Insurance)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拥有大财经视野，掌握扎实的金融学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了解国内外

本学科发展前沿，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或实践工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货币理论与政策  

2．国际金融 

3．公司金融 

4．保险精算 

5．证券投资 

6．信用管理 

7．银行管理 

三、学习年制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7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30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7 门，21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遵循复合人才培养理念，每位硕士研究生必须选修其他学院开设的 1-2 门课

程。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至

少参加 1 次学术交流活动。参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

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

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硕士研

究生必须参加学院组织的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的学习，学习结束后写出学习总

结，导师评审通过后即为考核通过。硕士研究生不参加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或考

核未通过，不得申请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 

六、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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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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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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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含保险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33 高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4 高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08 高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32005 金融经济学 51 3 √      金融学院 

10132003 货币理论与政策 51 3   √    金融学院 

10132001 公司金融 51 3  √     金融学院 

10132004 金融风险管理 51 3   √    金融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133014 金融衍生工具 51 3  √     金融学院 

10133032 金融统计及金融计量 34 2  √     金融学院 

10133041 保险经济学 51 3 √      金融学院 

10133003 固定收益证券 51 3   √    金融学院 

10143011 经济学研究方法论 17 1   √    国际经贸学院 

10133033 投资学 51 3   √    金融学院 

10133016 金融机构与市场 34 2  √     金融学院 

10133034 信用管理专题研究 34 2   √    金融学院 

10133048 量化投资 51 3  √     金融学院 

10133017 行为金融学 34 2  √     金融学院 

10133018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案例 34 2 √      金融学院 

10133037 财务报表分析 51 3 √      金融学院 

10133038 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 34 2   √    金融学院 

10133049 寿险精算 51 3   √    金融学院 

10133029 国际金融专题研究 51 3   √    金融学院 

10113027 最优化理论 34 2   √    经济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8        

备注 

1．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学分，考核

成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2．遵循复合人才培养理念，每位硕士研究生必须选修其他学院开设的 1-2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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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产业经济学（020205） 

Industrial Economics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发展

动态，掌握产业组织理论、现代市场与流通理论、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产业转

型与供应链管理、数据挖掘与大数据分析、服务经济与创新政策、产业经济前沿

等专业理论与技能，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和担负专门工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流通经济理论与政策 

2．流通现代化与网络经济 

3．产业组织与产业政策 

4．服务经济理论与政策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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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30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8 门，21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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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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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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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33 高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4 高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08 高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42001 产业组织理论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08 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09 产业转型理论与政策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12 产业供应链管理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13 数据挖掘与大数据分析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143005 现代市场与流通理论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3 服务经济学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8 创新经济学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19 产业经济经典文献选读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0 社会经济调查专题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2 计量经济学软件（Stata）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9 现代企业理论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42 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与技巧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4 产业经济前沿专题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43 集聚经济学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1 经济效率分析专题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5 网络经济理论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04 规制经济学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45 电子商务专题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8        

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成

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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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国际贸易学（020206） 

International Trade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基本理论，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发展

动态，掌握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商务等专业知识，洞察互联网、大数据和

云计算等新业态。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 

2．全球价值链 

3．国际服务贸易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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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30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7 门，21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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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47 

 

国际贸易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33 高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4 高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08 高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42031 高级国际贸易学（英语）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10 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与应用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13 数据挖掘与大数据分析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11 国际贸易学研究方法与应用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143031 国际商务专题研究（英语）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14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03 产业组织理论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07 国际贸易前沿专题研究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09 国际商务英语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7 国际金融研究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32 国际服务贸易研究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2 计量经济学软件(Stata)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34 空间经济研究专题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35 跨境电子商务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42 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与技巧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8        

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成

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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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劳动经济学（020207） 

Labor Economics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系统掌握劳动经济学科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了解国内外劳动经济理论

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能适应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要求，运用现代经济分析

方法和计算手段，研究解决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重大理论

和实际问题。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劳动经济理论与政策 

2．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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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9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8 门，20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3．补修课（不计学分） 

本科阶段未修习《劳动经济学》和《社会保障学》课程的学生（以成绩单为

准），入学后须补修，并取得合格成绩。 

4．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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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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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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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08 高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3 高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4 高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242004 劳动经济理论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2006 健康经济学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2007 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前沿（双语） 51 3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2031 社会保障理论前沿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2008 人力资本理论前沿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113027 最优化理论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39 中级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0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23 新制度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222011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43015 劳动力市场政策分析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05 劳动关系与劳动争议专题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03 工资理论与薪酬管理前沿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16 社会保障制度比较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17 福利国家经济学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18 养老保险经济学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19 社会风险管理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补修 

课程 

 劳动经济学          

 社会保障学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7        

备注 

1．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学分，考核

成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2．本科阶段未修习《劳动经济学》和《社会保障学》课程的学生（以成绩单为准），

入学后须补修，并取得合格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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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数量经济学（020209） 

Quantitative Economics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熟练掌握数学和统计学基本方法、系统的

数量经济学专门知识；针对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熟练使用计算机语言及相关软件，

建立经济模型进行分析和预测；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发展动态，掌握数量经济分析

和大数据分析技能，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和担负专门工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计量经济模型与应用 

2．经济系统分析与优化 

3．金融数量分析 

4．大数据分析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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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7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6 门，18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3．补修课（不计学分） 

本科阶段未修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课

程的学生（以成绩单为准），入学后须至少补修其中 2 门，并取得合格成绩。 

4．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

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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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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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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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33 高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4 高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23 中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432003 数理经济学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112008 高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15 时间序列分析 51 3  √     经济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113044 计量经济学软件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05 多元统计分析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46 统计建模与 R 实现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1 数据挖掘与大数据分析 51 3  √     经济学院 

10132005 金融经济学 51 3 √      金融学院 

10113065 金融统计方法与数据分析 34 2   √    经济学院 

10143011 经济学研究方法论 17 1   √    国际经贸学院 

10113025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61 机器学习与 Python 实现 34 2 √      经济学院 

10423034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双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11300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02 半参数计量经济学（双语）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09 灰色系统理论与应用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62 经济数据分析与评估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11 企业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63 专业文献选读 17 1   √    经济学院 

补修 

课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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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学分，考核

成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2．本科阶段未修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课程

的学生（以成绩单为准），入学后须至少补修其中 2门，并取得合格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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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贸易经济（粮食经济）（0202Z1） 

Commerce Economics (Grain Economics)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培养贸易经济特别是粮食经济高层次应用研究型专门人才。系统掌握贸

易经济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大财经视野熟悉国内外粮食

经济领域的现状，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备较强的解决实践问题和承担经

济管理工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贸易经济理论与政策 

2．粮食经济理论与政策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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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30

学分。 

公共基础课（4门，9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8门，21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

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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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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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经济（粮食经济）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24 中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22 中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23 中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20112030 粮食经济学 51 3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2007 现代流通经济学 51 3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2008 发展经济学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2009 产业经济学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2010 供应链管理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20113005 新制度经济学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3006 经济计量模型及软件应用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3032 中外粮食经济专题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3031 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与政策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3007 研究选题与论文写作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3008 粮食文化与社会实践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3009 现代经济学思想流派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8        

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成绩

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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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文化创意产业（0202Z2）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突出艺术学与经济学的学科交叉与复合，致力于艺术市场运作、艺术消

费、艺术品拍卖等相关方面的研究，以满足社会对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需求。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文化创意产业理论与政策 

2．文化创意产业管理 

3．艺术品投资与经营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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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9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8 门，20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

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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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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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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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24 中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22 中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23 中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20102007 产业供应链管理 51 3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10532002 文化创意产业概论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2005 美术史专题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2009 文化创意产业传播与实务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2030 艺术品收藏与鉴赏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533014 艺术创意设计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04 艺术策展与经纪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30 文化产业专题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06 艺术经济学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113015 市场调查 34 2   √    经济学院 

10143016 网络经济理论与实践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533010 艺术市场专题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1 艺术品投资与经营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20103031 学术论文规范与写作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10143047 产业规制与产业组织理论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533012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3 设计美学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5 计量经济学前沿与软件应用 17 1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6 文献阅读与综述 17 1  √     艺术设计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7        

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成绩

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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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法学（0301） 

Science of Law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熟练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和系统

的专业知识，熟悉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具有“大财经”视

野、严谨科学学风和良好职业道德，能够独立从事本专业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

法学高层次专门人才。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2．刑法学 

3．民商法学 

4．诉讼法学 

5．经济法学 

6．国际法学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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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9-30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8 门，20-21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

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每位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选修 2-4 学分经济管理类课程。 

3．补修课（不计学分） 

本科阶段未修习《法理学》《民法学》和《刑法学》课程的学生（以成绩单

为准），入学后须补修，并取得合格成绩。 

4．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 12 次以上校内外学术活

动，其中包括主持一次研究生学术研讨会，主讲 1 次以上学术报告。参加有关学

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

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专业

实践可通过参与法律咨询、法律谈判、提供法律援助、开展律所见习、司法实务

部门实习以及为企事业单位法律服务等方式进行。硕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

始，参加 3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

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

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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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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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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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312101 法理学 34 2 √      法学院 

10312007 民法原理 51 3 √      法学院 

10312102 经济法原理 51 3 √      法学院 

10312104 文献检索与法学论文写作 34 2  √     法学院 

10312106 宪法专题 51 3 √      

法学院/ 

方向 1必修 

10312110 行政法专题 51 3 √      

10312128 外国行政法专题 34 2  √     

10312123 人权法专题 34 2   √    

10312112 刑法总论专题 34 2 √      

法学院/ 

方向 2必修 

10312114 刑法分论专题 34 2  √     

10312117 犯罪学原理 51 3 √      

10312118 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 51 3  √     

10312011 物权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方向 3必修 

10312115 债权法总则与合同法专题 51 3  √     

10312109 商法专题 51 3 √      

10312126 知识产权法专题 34 2   √    

10312008 民事诉讼法专题 51 3 √      

法学院/ 

方向 4必修 

10312013 刑事诉讼法专题 34 2 √      

10312120 诉讼实务与法律方法专题 51 3   √    

10312016 证据法专题 51 3   √    

10312129 经济法哲学专题 51 3 √      

法学院/ 

方向 5必修 

10312005 金融法专题 51 3 √      

10312125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题 51 3 √      

10312119 竞争法专题 34 2  √     

10312003 国际公法研究（双语） 51 3 √      

法学院/ 

方向 6必修 

10312121 国际经济法专题 51 3 √      

10312122 国际私法专题 34 2 √      

10312124 国际贸易法专题 51 3  √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10313031 行政诉讼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056 环境行政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27 外国宪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019 女性权益与社会保障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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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10313102 财产犯罪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03 经济犯罪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05 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 34 2   √    法学院 

10313022 侵权责任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06 公司法实务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044 外国民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07 破产法实务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09 法律经济学 34 2  √     法学院 

10313110 市场规制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001 财政与税收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11 金融创新与资本市场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049 市场主体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014 经济立法与司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008 国际民商事仲裁与诉讼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12 民事强制执行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04 国际投资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13 国际海事与海商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020 欧盟经济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113051 数据挖掘与大数据分析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23 新制度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33037 财务报表分析 51 3   √    金融学院 

10143004 规制经济学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23011 税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补修 

课程 

 法理学          

 民法学          

 刑法学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7/

48 
       

备注 

1．每位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选修 2-4学分经济管理类课程。 

2．本科阶段未修习《法理学》《民法学》和《刑法学》课程的学生（以成绩单为准），

入学后须补修，并取得合格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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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030501）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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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的知识面，具有正确的理论方

向和良好的学风，成为本专业的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党政工作部门的专门人才，

能够独立从事与学科专业方向相关的教学、科研、行政等社会工作。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2．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科技文化发展研究 

3．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究

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同

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养

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年

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设置研究生培养指导小组，对本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教育和管理作系统安

排，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不断提高培养质量。硕士研究生经导师指导进行研究性

学习，重点培养其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硕士研究生提出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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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点和新思路，并进行学术讨论和研究。硕士研究生的独立见解和创造力应作

为成绩考核的重要依据。本专业既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又具有很强的应用性。硕

士研究生在进行专业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参

加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7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6 门，18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2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参加完成学院或导师安排的专业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

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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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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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写作完成，须有新思想

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论文选题、

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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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612006 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专题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1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发展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5 
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与社

会发展理论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1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3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613005 国外马克思主义专题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03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评析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38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39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22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09 伦理学与当代社会伦理问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08 历史唯物主义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32 中国政治制度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21 西方哲学思想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34 科学技术文献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12 学术论文规范与标准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7        

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成

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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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030503） 

Research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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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的知识面，具有正确的理论方

向和良好的学风，成为本专业的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党政工作部门的专门人才，

能够独立从事与学科专业方向相关的教学、科研、行政等社会工作。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和经验研究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研究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研究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究

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同

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养

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年

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设置研究生培养指导小组，对本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教育和管理作系统安

排，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不断提高培养质量。硕士研究生经导师指导进行研究性

学习，重点培养其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硕士研究生提出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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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点和新思路，并进行学术讨论和研究。硕士研究生的独立见解和创造力应作

为成绩考核的重要依据。本专业既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又具有很强的应用性。硕

士研究生在进行专业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参

加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7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6 门，18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2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参加完成学院或导师安排的专业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

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学分。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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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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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写作完成，须有新思想

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论文选题、

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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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612006 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专题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8 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专题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1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发展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3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613005 国外马克思主义专题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03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评析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38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30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13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09 
伦理学与当代社会伦理问

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41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现

实问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08 历史唯物主义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12 学术论文规范与标准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19 
中国近现代发展史前沿问题

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7        

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成

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78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思想政治教育（030505）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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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的知识面，具有正确的理论方

向和良好的学风，成为本专业的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党政工作部门的专门人才，

能够独立从事与学科专业方向相关的教学、科研、行政等社会工作。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伦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 

2．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究

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同

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养

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年

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设置研究生培养指导小组，对本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教育和管理作系统安

排，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不断提高培养质量。硕士研究生经导师指导进行研究性

学习，重点培养其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硕士研究生提出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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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点和新思路，并进行学术讨论和研究。硕士研究生的独立见解和创造力应作

为成绩考核的重要依据。本专业既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又具有很强的应用性。硕

士研究生在进行专业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参

加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7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6 门，18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2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参加完成学院或导师安排的专业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

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学分。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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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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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写作完成，须有新思想

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论文选题、

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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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612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16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2 伦理学与当代社会伦理问题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6 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专题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15 中外德育比较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17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613005 国外马克思主义专题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21 西方哲学思想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38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39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22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08 历史唯物主义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03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评析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37 
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前沿

问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32 中国政治制度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40 高等教育管理学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12 学术论文规范与标准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7        

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成

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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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030506） 

Research on Basic Problem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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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的知识面，具有正确的理论方

向和良好的学风，成为本专业的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党政工作部门的专门人才，

能够独立从事与学科专业方向相关的教学、科研、行政等社会工作。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进程与规律研究 

2．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基本问题研究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设置研究生培养指导小组，对本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教育和管理作系统安

排，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不断提高培养质量。硕士研究生经导师指导进行研究性

学习，重点培养其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硕士研究生提出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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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点和新思路，并进行学术讨论和研究。硕士研究生的独立见解和创造力应作

为成绩考核的重要依据。本专业既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又具有很强的应用性。硕

士研究生在进行专业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参

加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7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6 门，18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2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参加完成学院或导师安排的专业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

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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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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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写作完成，须有新思想

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论文选题、

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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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612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18 
中国近现化史发展进程与

规律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6 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专题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1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发展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20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3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613005 国外马克思主义专题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03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评析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08 历史唯物主义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13 史学理论与方法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39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41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19 
中国近现代发展史前沿问

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23 中国思想史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12 学术论文规范与标准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30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42 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7        

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成

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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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外国语言文学（0502）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有扎实的外国语言文学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了解国内

外本学科的发展动态，掌握语言学、文学、翻译学和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第二外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

综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

相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 

2．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日语） 

3．外国文学 

4．翻译学 

5．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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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2

学分。 

公共基础课（3 门，7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第二外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6 门，15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5 学分。 

每位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选修一门经济管理类课程。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每位硕士生

在第一学年必须参加学院科学道德和学风教育 1 次，在第二学年观看科学道德和

学风教育片 1 次，并提交心得体会 1 篇，考查合格，不设学分。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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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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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本专业学位

论文原则上需用外文撰写，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方向可用中文撰写。英语类正

文字数原则上外文不少于 2万词或中文不少于 3万字；日语类正文字数原则上外

文不少于 3万字。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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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英语）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

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1 第二外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512005 普通语言学 51 3 √      外国语学院 

10512034 翻译通论  51 3 √      外国语学院 

10512035 英语国家文学概论 51 3 √      外国语学院 

10512032 跨文化交际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2031 中外思想文化经典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2016 论文研讨与写作  34 2  √     外国语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513037 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06 认知语言学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0 社会语言学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2 英语语用学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1 应用语言学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3 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4 现当代英美小说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8 英美现当代诗歌与戏剧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04 加拿大文学研究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6 中西翻译理论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18 英汉语对比研究与翻译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51 中国典籍英译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9 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0 比较文学导论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1 中外文学史理论研究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2 文化研究导论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3 西方文论原著选读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5 第二外语 （III）  34 2   √    外国语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5        

备注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选修一门经济管理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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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日语）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1 第二外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512013 日语语言学 51 3 √      外国语学院 

10512014 日本文学总论 51 3 √      外国语学院 

10512034 翻译通论 51 3 √      外国语学院 

10512032 跨文化交际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2015 日语思想文化经典著作研读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2017 日语论文研讨与写作 34 2  √     外国语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513044 日语语言学研究方法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5 日语当代语法研究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6 日本社会研究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7 日语语用学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8 日语文体学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9 日语经贸文献选读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50 日汉对比研究与翻译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5 第二外语 (III)  34 2   √    外国语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5        

备注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选修一门经济管理类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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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数学（0701） 

Mathematics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掌握数学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各个研究方向系统的专门知识，能

解决本学科领域及相关学科领域中的数学及其应用问题，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

力或独立担负专门工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基础数学（070101） 

   A．代数与数论 

   B．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 

2．计算数学（070102） 

   C．数值计算与大数据分析 

   D．运筹与优化 

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070103） 

   E．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金融数学 

4．应用数学（070104） 

   G．非线性分析与经济应用 

   H．分形理论与金融应用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92 

 

2．在第一学期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硕士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6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6 门，17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8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须

认真填写《南京财经大学学术型研究生参加学术报告登记本》，并经院研究生秘

书或报告会组织单位负责人（或组织者）签名认可，参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

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学术交

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产、学、研、政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实践能力的

培养也可以与硕士研究生兼任助教、助研和助管的工作结合起来。在完成专业实

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有关单位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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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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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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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科

基

础

课 

10432002 实分析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2005 拓扑学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2006 Matlab 程序设计 34 2  √     应用数学学院 

           

           

专

业

基

础

课 

10432007 偏微分方程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B 

10432008 运筹学及其应用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D 

10432032 高等概率论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E 

10432009 金融数学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F 

10432001 Basic Algebra（双语）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AB 

10432015 高等数理统计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EF 

10432033 随机过程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EF 

10432034 数据分析方法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CH 

10432030 泛函分析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ABG 

10432031 非线性优化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CDGH 

10432004 数值分析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ACDGH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113002 半参数计量经济学（双语） 34 2   √    经济学院 

10133006 金融工程学 34 2  √     金融学院 

10433001 非线性分析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04 集值分析与经济应用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05 金融随机分析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06 经济应用模型 34 2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09 算法代数（双语）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12 现代数学讲座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13 小波分析及应用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14 文献选读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15 金融经济学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30 微分方程定性理论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31 生物数学模型及应用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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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3032 代数学选讲（双语）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33 凸优化与凸分析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34 有限元方法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36 算法分析与设计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38 广义线性模型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39 贝叶斯统计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4041 分形基础与金融应用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17 矩阵论 34 2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16 数理经济学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18 Stata软件操作 34 2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19 复杂网络理论及应用 34 2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20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21 调和分析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22 神经网络及应用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23 时滞系统的鲁棒控制 34 2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24 

Structure-preserving 

Methods for 

Differential Equations

（双语）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25 

Elliptic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of Second Order 

（双语）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2        

备注 

1．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成

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2．专业基础课：研究生根据开课单位中标识的研究方向（A-H）确定应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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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统计学（0714） 

Statistics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备扎实的统计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发展

动态，掌握统计学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和担负专门工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社会经济统计 

2．大数据统计 

3．现代金融统计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是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重点培养其独立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鼓励每位硕士研究生提出新观点、新思路、新想法。本专

业具有较高的理论性，又具有很强的应用性，硕士研究生培养应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做到学以致用、以学促行。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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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30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8 门，21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8 学分。 

其中《文献阅读与论文写作》为必选课程。 

3．补修课（3 门，不计学分） 

本科阶段未修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课

程的学生（以成绩单为准），入学后须补修，并取得合格成绩。 

4．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

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以笔试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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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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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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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33 高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4 高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23 中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08 高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06 高等数理统计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08 国民经济核算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05 多元统计分析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04 抽样调查方法 34 2 √      经济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113016 试验设计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17 统计预测与决策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65 金融统计方法与数据分析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66 Spark 与数据分析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61 机器学习与 Python 实现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1 数据挖掘与大数据分析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46 统计建模与 R 实现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47 投入产出分析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15 时间序列分析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48 生态与环境统计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49 非参数统计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62 经济数据分析与评估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67 文献选读与论文写作 34 2   √    经济学院 

补修 

课程 

 微观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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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学分，考核

成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2．《文献阅读与论文写作》为必选课程。 

3．本科阶段未修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课程

的学生（以成绩单为准），入学后须补修，并取得合格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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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思维能力、算法设计与分

析能力，了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前沿和动态，具有从事本学科及相关领域

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并能独立担负专门技术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A．数据库与智能信息检索 

B．大数据分析及应用 

C．智能软件 

2．计算机应用技术 

D．媒体计算技术 

E．物联网技术与智能系统 

F．网络与信息安全 

G．机器视觉与生物特征识别 

H．社会计算与金融科技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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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7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6 门，18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至少 1次，参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

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

给予 1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

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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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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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2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10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422004 矩阵论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30 
Algorithms: Design and 

Analysis（全英文）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02 高级数据库原理与技术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09 现代网络技术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13 数据挖掘（双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ABC 方向 10422014 高级软件工程（双语） 51 3 √      

10422001 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双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DEFGH 方向 10422032 智能优化方法 51 3  √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423019 Seminar 与专业论文写作（双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3 高性能科学计算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4 学术信息资源获取与利用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31 现代密码学（双语）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32 复杂网络理论及其应用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5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双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6 信息检索技术原理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31 数理逻辑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55 文本信息处理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56 语义 Web 与知识图谱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1 Matlab 与科学计算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7 人工智能（双语）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8 数字图像处理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13 物联网技术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17 商务智能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9 现代控制理论（双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50 Python 与计算机视觉（双语）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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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

成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2.学位课：研究生根据开课单位中标识的研究方向（A-G）确定应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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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食品科学与工程（0832）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及团队协作精神。掌握扎实的化学、生物学、

现代检测技术基础和食品化学与分析、食品营养、食品加工工程与储藏、食品微

生物以及食品安全等系统的食品科学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并具备工程化能力，

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发展动态、研究方向及部分学术前沿，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

题和独立科研工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食品科学 

2．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3．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粮食储运工程与技术） 

4．食品营养 

5．食品安全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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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5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8 门，16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8 学分 

每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选择一门全英文课程。建议选修一门经济管理类课

程，如粮食经济学、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与政策、粮食物流与仓储设施设备管

理等。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

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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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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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109 

 

食品科学与工程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412001 高级食品化学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2003 现代食品微生物学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2006 现代食品营养学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50 食品科学专题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51 粮食储运工程与技术专题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52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专题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2010 食品生物技术专题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2011 食品安全专题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413055 研究生班讨论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2012 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30 Functional Food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32 Food Biochemistry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03 Modern Food Preservation Technologies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25 Modern Food Processing and Technology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49 专业英语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26 食品安全检测新技术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33 食品物性学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40 碳水化合物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41 天然产物化学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07 农产品采后生物学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42 分子营养学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43 食品酶工程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36 储粮害虫抗性与对策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44 农产品仓储设施与设备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45 植物蛋白质工程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38 油脂化学与工程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27 食品大分子结构与表征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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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成

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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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软件工程（0835） 

Software Engineering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面向我国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的需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

软件工程开发、软件项目管理及软件企业管理方面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要求学生

掌握软件工程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备运用先进的工程

化方法和工具从事软件分析、开发、维护的能力，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并善于将工程的概念、原理和技

术同软件项目的开发与管理有效地结合起来。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智能商务软件技术 

2．大数据挖掘技术  

3．软件方法与技术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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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7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6 门，18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至少 1次，参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

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

给予 1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

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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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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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2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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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422004 矩阵论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02 高级数据库原理与技术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15 软件系统可靠性方法（双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30 
Algorithms:Design and 

Analysis（全英文）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33 软件需求工程与软件项目管理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16 复杂网络理论及其应用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423008 软件测试与质量控制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51 推荐系统导论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13 数据挖掘（双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31 数理逻辑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5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双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52 数据分析实验课程设计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19 Seminar与专业论文写作（双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53 智能优化方法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39 计算智能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57 大数据管理技术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4 学术信息资源获取与利用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54 

Analytical Modeling and 

Research i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双语）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5        

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成

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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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管理科学与工程（1201）-国际经贸学院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备扎实的管理学、经济学、运筹学基本理论，了解国内外本学科的发

展动态，掌握商务大数据分析、供应链管理、消费者行为分析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能够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先进的管理方法与技术。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大数据与管理信息系统 

2．电子商务企业运营管理 

3．复杂生产系统智能优化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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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9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7 门，20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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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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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国际经贸学院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42018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19 数据、模型与决策分析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12023 中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42021 现代供应链管理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22 信息博弈论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23 网络消费者行为分析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24 商务运筹学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143057 商务统计学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58 平台经济专题研究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03 产业组织理论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59 共享经济与众包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51 商务大数据分析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61 用户画像与场景推荐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62 风险度量与管理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63 
新媒体营销的用户分析与

内容管理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64 管理科学前沿文献选读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65 商业伦理与隐私权保护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7        

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成

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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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管理科学与工程（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系统掌握管理基础理论和管理方法，具备运用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熟练运用运筹优化方法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手段解决实际的经济管理问

题，对某一研究方向或领域有较深入的了解；具备独立承担与专业研究相关工作

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基本的学习和工作的需要。 

二、研究方向 

1．管理科学 

2．管理系统工程 

3．工业工程 

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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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8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7 门，19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

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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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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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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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252006 现代管理科学理论前沿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2001 管理系统工程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2005 数值分析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2003 管理运筹学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2004 决策理论与方法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2007 质量与安全工程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2008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253039 统计分析与软件应用（双语）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15 最优化理论（双语）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16 量化分析与程序设计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17 管理科学建模与方法（双语）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18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31 数据挖掘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32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双语）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01 安全评价理论与技术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33 现代工业工程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19 生产和服务管理（双语）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02 质量战略与规划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35 项目管理技术与应用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36 随机过程及应用（双语）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20 学术论文写作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21 数字化与智能管理创新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22 现代服务质量管理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6        

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学分，考核成绩

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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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会计学（120201） 

Accounting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有大财经视野，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理论基础和系统

的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发展动态，掌握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资

产评估的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和担负专门工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 

2．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 

3．审计理论与方法 

4．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年龄互补

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重点培养独立分

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鼓励每位硕士研究生提出新观点、新思路、新想法。

要严格考核，建立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丰富研究生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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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手段，鼓励采用启发式、辩论式、研讨式等教学方式，将案例教学和经典文

献研讨的方式紧密结合，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热情、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

力。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30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7 门，21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3．补修课（不计学分） 

本科阶段未修习《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和《审计学》课程的学生（以

成绩单为准），入学后须至少补修其中 2 门，并取得合格成绩。达到以下条件之

一者，可获得补修豁免： 

（1）报考 CPA、ACCA 和 CMA 相关课程 2 门，且成绩达 45 分以上，并提

供证明材料； 

（2）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4．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

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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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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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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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222030 中级管理学 51 3 √      工商管理学院 

10112024 中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212029 计量经济学与 STATA 应用 51 3 √      会计学院 

10212030 会计理论研究 51 3 √      会计学院 

10212031 公司财务理论与方法 51 3  √     会计学院 

10212032 管理会计研究 51 3  √     会计学院 

10212033 审计理论与方法 51 3   √    会计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213048 统计分析与软件应用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06 会计研究方法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02 财务会计理论（双语）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30 资本市场研究专题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05 会计、财务与审计理论前沿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04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32 国际会计与审计专题（双语）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33 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34 学位论文写作（必选） 17 1   √    会计学院 

10213031 商业伦理与公司社会责任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44 产业经济学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37 新制度经济学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38 衍生金融工具与金融市场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03 云会计与智能财务共享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07 World-class Research in Accounting 34 2   √    会计学院 

补修 

课程 

 中级财务会计          

 财务管理          

 审计学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8        

备注 

1．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学分，考核

成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2．补修课程要求见“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的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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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企业管理（含人力资源管理）（120202） 

Corporate Management (including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备坚实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基础，了解国内外本学科方向发展动态，

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具备用定量与定性方法分析和解决管理理论与实际问题的能

力，能够胜任现代企业管理研究或从事企业管理实务工作。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企业战略管理 

2．人力资源管理 

3．创新创业管理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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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6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7 门，17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以笔试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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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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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含人力资源管理）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24 中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23 中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222030 中级管理学 51 3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08 组织与管理理论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09 战略管理研究（双语）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10 创新与创业管理研究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11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223030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32 管理统计分析与软件应用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67 定性与案例研究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31 企业理论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25 组织行为学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87 商业决策分析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88 文献阅读与论文写作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17 企业文化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20 应用心理学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0 薪酬管理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37 跨文化领导与沟通（英文）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1 战略与创新创业经典文献研读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2 人力资源管理前沿文献研读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3 国际企业管理文献研读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4        

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成

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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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企业管理（含市场营销）（120202） 

Corporate Management (including Marketing)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有大财经视野，掌握品牌管理与市场营销、服务产品与管理、广告策

划与管理、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等专业方向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的专门

知识，具有从事企业管理相关专业方向科学研究的能力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

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品牌管理与市场营销 

2．服务产品与营销 

3．广告策划与管理 

4．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3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5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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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7

学分。 

公共基础课（4门，9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6门，18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10学分。 

3．补修课（不计学分） 

本科阶段未修习《市场营销学》和《消费者行为学》课程的学生（以成绩单

为准），入学后须补修，并取得合格成绩。 

4．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2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学分）；

专业实践（1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12次，参加

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1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3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1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

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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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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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3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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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含市场营销）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24 中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232007 管理统计学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2003 管理运筹学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2002 管理学与管理理论前沿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2030 市场营销专题研究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2001 供应链管理研究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233018 Service marketing management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01 网络营销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07 品牌战略管理理论专题研究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20 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与方法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9 最优化理论方法与应用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02 分销渠道管理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08 物流规划与运作管理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5 营销数据分析与挖掘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2005 管理学研究方法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0 广告学管理理论与方法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7 消费者行为理论与方法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补修 

课程 

 市场营销学   √       

 消费者行为学   √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5        

备注 

1．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学分，考核

成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2．本科阶段未修习《市场营销学》和《消费者行为学》课程的学生（以成绩单为

准），入学后须补修，并取得合格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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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旅游管理（120203） 

Tourism Management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有大财经视野，体现“旅游+经管”的培养特色，以培养旅游企业高级

管理人才、旅游产业高级管理人才为目标，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旅游管

理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注重塑造学生的综合研究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逻辑思维能力。学生毕业后可以在旅游企业管理层、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等企事业

单位工作。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旅游企业管理 

2．旅游产业管理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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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6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7 门，17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4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其

中包含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或学术科技竞赛活动。参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

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

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每位

硕士研究生必须参加不少于 3 个月的专业实践。专业实践内容须与旅游管理专业

相关。硕士研究生在完成专业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

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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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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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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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222030 中级管理学 51 3 √      工商管理学院 

10112024 中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23 中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222012 酒店经营与管理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13 景区经营与管理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14 旅游经济与产业政策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15 旅游管理研究方法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223074 
旅游消费行为与市场营销

（英文）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5 旅游财务管理与资本运营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6 旅游人力资源管理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45 旅游规划与设计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7 旅游创意与策划理论和实践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13 旅游公共管理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8 旅游服务质量与品牌管理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9 大数据与智慧旅游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80 旅游产业前沿与热点专题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81 旅游管理经典理论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82 旅游前沿文献研读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8        

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成

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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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技术经济及管理（120204） 

Technolog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备宽厚的管理学、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

了解本学科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技术经济学、管理决策理论及实用

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和独立担负专门工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服务经济与管理 

2．技术创新管理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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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8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7 门，19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8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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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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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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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及管理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24 中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23 中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222030 中级管理学 51 3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35 技术经济学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03 管理运筹学  51 3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36 技术创新管理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16 技术经济方法和软件应用 51 3   √    工商管理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223022 质量管理经典与前沿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83 现代服务管理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84 产品创新管理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50 决策理论前沿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23 综合评价方法及应用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86 文献综述与理论构建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48 技术经济与管理经典文献选读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09 战略管理研究（双语）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30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32 管理统计分析与软件应用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4        

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成

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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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营销与物流管理（1202Z1）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有大财经视野，掌握现代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和市场营销等专业方

向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现代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

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方向科学研究的能力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现代物流管理 

2．供应链管理 

3．市场营销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3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5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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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30学

分。 

公共基础课（4门，9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7门，21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10学分。 

3．补修课（不计学分） 

本科阶段未修习《物流管理学》和《供应链管理》课程的学生（以成绩单为

准），入学后须补修，并取得合格成绩。 

4．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2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学分）；

专业实践（1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12次，参加

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1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3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1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

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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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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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3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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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与物流管理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24 中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233016 管理学研究方法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2007 管理统计学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2003 管理运筹学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2002 管理学与管理理论前沿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2030 市场营销专题研究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2001 供应链管理研究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233018 Service marketing management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07 品牌战略管理理论专题研究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06 客户关系管理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09 物流系统建模与仿真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08 物流规划与运作管理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9 最优化理论方法与应用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1 粮食物流与仓储设施设备管理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2 物流系统工程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3 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4 运营管理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补修 

课程 

 物流管理学   √       

 供应链管理   √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8        

备注 

1．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学分，考核

成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2．本科阶段未修习《物流管理学》和《供应链管理》课程的学生（以成绩单为准），

入学后须补修，并取得合格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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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传媒经营管理（1202Z2） 

Media Management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有大财经视野，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和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和

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发展动态，掌握媒介经济、传媒经营管理、

媒介法规政策、营销传播、文化产业发展等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

和承担专门工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新媒体管理 

2．媒介内容运营管理 

3．文化产业管理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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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26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6 门，17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讲座）12

次，其中包含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参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

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

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

务和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每位硕

士研究生一年级必须参加学院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宣讲 1 次，二年级观看科学道

德教育纪录片 1 部，或者学习科学道德规范文件 1 次，并提交心得体会 1 篇，考

查合格。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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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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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鼓励研究生选择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

实际问题作为选题，突出学位论文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硕士研究生需了解本

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

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

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定学位论文

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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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经营管理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24 中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232002 管理学与管理理论前沿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522030 中外传播史论 51 3 √      新闻学院 

10522003 媒介经济研究 51 3   √    新闻学院 

10522031 媒介战略管理研究 34 2   √    新闻学院 

10522032 媒介内容生产研究 51 3  √     新闻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523020 传播与创新理论经典导读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31 传媒管理体制与政策研究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32 新媒体与组织行为研究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33 媒介营销学研究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03 文化传播专题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02 文化产业管理专题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05 新闻传播与媒介管理前沿讲座 34 2   √    新闻学院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44        

备注 
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成

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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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房地产管理学（1202J1） 

Real Estate Management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学术

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具有房地产管理学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较强的理论分析

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能熟练运用一门外语和借助计算机进行科学研究，了解国

内外有关房地产管理的发展动态；能独立从事房地产管理专业的教学、科研和实

务工作。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能综

合运用。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查阅、搜集和处理相

关专业知识的技能。 

4．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 

二、研究方向 

1．房地产市场与政策 

2．房地产经营管理 

3．房地产投资与评估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创业休学、应

征入伍休学除外）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起接受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的学习，原则上所有

课程学习在第一至第三学期内完成，有特殊需求的选修课可在第四学期开设。 

2．在第一学期的期初，进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确定每位研

究生的导师。导师确定后，要负责制订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在征得研究生的

同意后执行。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须报研究生院和所在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要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各培养点组建方向相近、知识或

年龄互补的指导小组进行集体指导。 

3．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是服务于培

养目标，着重提升综合能力的学习。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向研究生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向研究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具体可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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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讲授与研讨、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要严格考核，建立

健全淘汰制度，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1．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每位硕士研究生必修，且须修满 30

学分。 

公共基础课（4 门，9 学分），由政治理论课程和外国语课程组成。 

学位课（8 门，21 学分），由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组成。 

2．选修课，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2 学分。 

3．补修课（不计学分） 

本科阶段未修习《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或相近课程的学生（以成绩单为准），

入学后须补修，并取得合格成绩。 

3．必修环节，每位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2 学分。其中，学术活动（1 学分）；

专业实践（1 学分）；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不设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关

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听取学术报告 12 次，参

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填写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学院与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

格与不合格）。学术交流活动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 

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学校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和专业学科相关的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实践活动。硕

士研究生从第四学期暑假开始，参加 3 个月（含假期）的专业实践，在完成专业

实践后，应填写专业实践报告，由学院和导师给予考核评分（合格与不合格）。

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给予 1 学分。专业实践不得在课程学习阶段进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学院组织学习《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

告会》《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和《中国研究生科研诚信公约》等文件，完成自学任务和

自主测试，并签署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六、考核方式 

1．公共基础课及学位课的考核须进行笔试，主要考察研究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及运用能力。 

2．专业选修课的考核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主要考察研究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3．第四学期初，由导师和学院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的

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业务能力等情况，同时对研究生参加科研、学术活动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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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考核小组应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

究生做出评价。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

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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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衡量其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是在导师及导师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

须有新思想和新见解。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应注意抓好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几个关键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有关本学科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课题，了解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并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在本导师组

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问题、

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等做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开题报告通过后，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拟订学位论文完成计划并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字

数要求一般在 3 万字以上。 

硕士研究生经过公开论文答辩并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由学校分别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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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管理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本环节设置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Ⅱ） 68 2 √ √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课 

10112008 高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3 高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4 高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242001 房地产管理学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2009 公共管理理论前沿 51 3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2010 Real Estate Economics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2002 公共政策分析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2011 房地产研究方法（双语） 51 3  √     公共管理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0113027 最优化理论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39 中级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222030 中级管理学 51 3 √      工商管理学院 

10113050 统计预测与决策 34 2   √    经济学院 

10243020 房地产投资与估价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21 公共住房理论与政策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22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实务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23 城市土地管理专题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37 房地产政策与管理专题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24 城市管理前沿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补修 

课程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1        

 专业实践  1        

 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        

学位论文   6        

毕业应修总学分   50        

备注 

1．研究生可选修全校各学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和学位课，不超过 4 学分，考核

成绩合格，计入本人选修课学分。 

2．本科阶段未修习《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或相近课程的学生（以成绩单为准），

入学后须补修，并取得合格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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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课程归属总览 
 

经济学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112001 《资本论》研读Ⅰ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02 《资本论》研读Ⅱ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0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04 抽样调查方法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05 多元统计分析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06 高等数理统计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08 高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10 高级政治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13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14 人口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15 时间序列分析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17 统计预测与决策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18 西方经济思想史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23 中级计量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22 中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24 中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25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33 高级微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4 高级宏观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36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37 外国近现代经济史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38 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 51 3 √      经济学院 

10112041 地理信息系统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34 2  √     经济学院 

10112058 理论经济学文献选读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02 半参数计量经济学（双语）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08 国民经济核算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09 灰色系统理论与应用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10 计量分析软件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11 企业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12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文献导读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15 市场调查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16 试验设计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23 新制度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24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34 2 √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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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3025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27 最优化理论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31 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34 民国经济史研究专题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36 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专题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38 宏观经济理论专题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39 中级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41 实验经济学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44 计量经济学软件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46 统计建模与 R 实现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47 投入产出分析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48 生态与环境统计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49 非参数统计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0 统计预测与决策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1 数据挖掘与大数据分析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55 环境保护专题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6 产业政策研究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7 农业经济理论前沿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8 中国企业史专题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59 当代中国经济问题专题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60 区域经济学 51 3   √    经济学院 

10113061 机器学习与 Python 实现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62 经济数据分析与评估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63 专业文献选读 17 1   √    经济学院 

10113065 金融统计方法与数据分析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66 Spark 与数据分析 34 2  √     经济学院 

10113067 文献选读与论文写作 34 2   √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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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税务学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122003 中级财政学Ⅰ：理论与模型 51 3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2004 中级财政学Ⅱ：方法与应用 51 3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2030 税收理论与制度 51 3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2031 税收管理前沿 51 3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05 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11 税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12 西方税制专题（双语）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16 税收风险管理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17 财税前沿文献选读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18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19 财政投资理论与实务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20 财政绩效管理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21 财政绩效评价实务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22 公共债务管理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23 财税量化研究与论文写作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24 财税热点问题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34 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35 外国财政理论与实践（双语）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40 国际税收专题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10123048 财税综合实验 34 2   √    财政与税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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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132001 公司金融 51 3  √     金融学院 

10132003 货币理论与政策 51 3   √    金融学院 

10132004 金融风险管理 51 3   √    金融学院 

10132005 金融经济学 51 3 √      金融学院 

10133003 固定收益证券 51 3   √    金融学院 

10133006 金融工程学 34 2  √     金融学院 

10133014 金融衍生工具 51 3  √     金融学院 

10133016 金融机构与市场 34 2  √     金融学院 

10133017 行为金融学 34 2  √     金融学院 

10133018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案例 34 2 √      金融学院 

10133029 国际金融专题研究 51 3   √    金融学院 

10133032 金融统计及金融计量 34 2  √     金融学院 

10133033 投资学 51 3   √    金融学院 

10133034 信用管理专题研究 34 2   √    金融学院 

10133037 财务报表分析 51 3 √      金融学院 

10133038 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 34 2   √    金融学院 

10133041 保险经济学 51 3 √      金融学院 

10133048 量化投资 51 3  √     金融学院 

10133049 寿险精算 51 3   √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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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贸学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142001 产业组织理论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02 国民经济管理研究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06 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双语）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08 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09 产业转型理论与政策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10 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与应用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11 国际贸易学研究方法与应用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12 产业供应链管理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13 数据挖掘与大数据分析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18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19 数据、模型与决策分析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21 现代供应链管理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22 信息博弈论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23 网络消费者行为分析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24 商务运筹学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2031 高级国际贸易学（英语）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02 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03 产业组织理论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04 规制经济学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05 现代市场与流通理论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07 国际贸易前沿专题研究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09 国际商务英语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11 经济学研究方法论 17 1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14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16 网络经济理论与实践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19 产业经济经典文献选读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0 社会经济调查专题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1 经济效率分析专题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2 计量经济学软件(Stata)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3 服务经济学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4 产业经济前沿专题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5 网络经济理论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6 金融市场与投资分析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7 国际金融研究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8 创新经济学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29 现代企业理论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31 国际商务专题研究（英语）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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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3032 国际服务贸易研究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34 空间经济研究专题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35 跨境电子商务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42 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与技巧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43 集聚经济学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44 国民经济前沿专题 51 3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45 电子商务专题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47 产业规制与产业组织理论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51 商务大数据分析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56 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57 商务统计学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58 平台经济专题研究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59 共享经济与众包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61 用户画像与场景推荐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62 风险度量与管理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63 新媒体营销的用户分析与内

容管理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64 管理科学前沿文献选读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10143065 商业伦理与隐私权保护 34 2  √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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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212029 计量经济学与 STATA 应用 51 3 √      会计学院 

10212030 会计理论研究 51 3 √      会计学院 

10212031 公司财务理论与方法 51 3  √     会计学院 

10212032 管理会计研究 51 3  √     会计学院 

10212033 审计理论与方法 51 3   √    会计学院 

10213002 财务会计理论（双语）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03 云会计与智能财务共享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04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05 会计、财务与审计理论前沿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06 会计研究方法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07 
World-class Research in 

Accounting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08 资本市场与公司分析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30 资本市场研究专题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31 商业伦理与公司社会责任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32 国际会计与审计专题（双语）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33 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34 学位论文写作（必选） 17 1   √    会计学院 

10213037 新制度经济学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38 衍生金融工具与金融市场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44 产业经济学 34 2    √   会计学院 

10213048 统计分析与软件应用 34 2 √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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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222003 管理运筹学  51 3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08 组织与管理理论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09 战略管理研究（双语）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10 创新与创业管理研究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11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12 酒店经营与管理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13 景区经营与管理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14 旅游经济与产业政策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15 旅游管理研究方法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16 技术经济方法和软件应用 51 3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30 中级管理学 51 3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35 技术经济学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2036 技术创新管理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13 旅游公共管理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17 企业文化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20 应用心理学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22 质量管理经典与前沿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23 综合评价方法及应用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25 组织行为学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30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31 企业理论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32 管理统计分析与软件应用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37 跨文化领导与沟通（英文）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45 旅游规划与设计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48 技术经济与管理经典文献选读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50 决策理论前沿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67 定性与案例研究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0 薪酬管理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1 战略与创新创业经典文献研读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2 人力资源管理前沿文献研读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3 国际企业管理文献研读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4 旅游消费行为与市场营销（英文）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5 旅游财务管理与资本运营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6 旅游人力资源管理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7 旅游创意与策划理论和实践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8 旅游服务质量与品牌管理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79 大数据与智慧旅游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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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3080 旅游产业前沿与热点专题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81 旅游管理经典理论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82 旅游前沿文献研读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83 现代服务管理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84 产品创新管理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86 文献综述与理论构建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87 商业决策分析 34 2  √     工商管理学院 

10223088 文献阅读与论文写作 17 1  √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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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232001 供应链管理研究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2002 管理学与管理理论前沿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2003 管理运筹学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2005 管理学研究方法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2007 管理统计学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2030 市场营销专题研究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01 网络营销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02 分销渠道管理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06 客户关系管理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07 品牌战略管理理论专题研究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08 物流规划与运作管理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09 物流系统建模与仿真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0 广告学管理理论与方法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1 粮食物流与仓储设施设备管理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2 物流系统工程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3 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4 运营管理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5 营销数据分析与挖掘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6 管理学研究方法 51 3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7 消费者行为理论与方法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8 Service marketing 

management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19 最优化理论方法与应用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10233020 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与方法 34 2  √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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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242001 房地产管理学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2002 公共政策分析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2004 劳动经济理论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2006 健康经济学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2007 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前沿（双语） 51 3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2008 人力资本理论前沿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2009 公共管理理论前沿 51 3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2010 Real Estate Economics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2011 房地产研究方法（双语） 51 3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2031 社会保障理论前沿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03 工资理论与薪酬管理前沿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05 劳动关系与劳动争议专题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15 劳动力市场政策分析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16 社会保障制度比较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17 福利国家经济学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18 养老保险经济学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19 社会风险管理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20 房地产投资与估价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21 公共住房理论与政策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22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实务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23 城市土地管理专题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24 城市管理前沿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10243037 房地产政策与管理专题 34 2   √    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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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61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1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1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2 
伦理学与当代社会伦理问题

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3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5 
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与社会

发展理论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6 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专题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08 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专题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15 中外德育比较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16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17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18 
中国近现化史发展进程与规

律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1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发展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2020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 51 3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03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评析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05 国外马克思主义专题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08 历史唯物主义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09 
伦理学与当代社会伦理问题

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现实

问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12 学术论文规范与标准 17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13 史学理论与方法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19 
中国近现代发展史前沿问题

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21 西方哲学思想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22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23 中国思想史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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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3030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32 中国政治制度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34 科学技术文献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37 
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前沿问

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38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39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40 高等教育管理学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41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42 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13023 中国思想史专题研究 34 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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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312003 国际公法研究（双语） 51 3 √      法学院 

10312005 金融法专题 51 3 √      法学院 

10312007 民法原理 51 3 √      法学院 

10312008 民事诉讼法专题 51 3 √      法学院 

10312011 物权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2013 刑事诉讼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2016 证据法专题 51 3   √    法学院 

10312101 法理学 34 2 √      法学院 

10312102 经济法原理 51 3 √      法学院 

10312104 文献检索与法学论文写作 34 2  √     法学院 

10312106 宪法专题 51 3 √      法学院 

10312109 商法专题 51 3 √      法学院 

10312110 行政法专题 51 3 √      法学院 

10312112 刑法总论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2114 刑法分论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2115 债权法总则与合同法专题 51 3  √     法学院 

10312117 犯罪学原理 51 3 √      法学院 

10312118 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 51 3  √     法学院 

10312119 竞争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2120 诉讼实务与法律方法专题 51 3   √    法学院 

10312121 国际经济法专题 51 3 √      法学院 

10312122 国际私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2123 人权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2124 国际贸易法专题 51 3  √     法学院 

10312125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题 51 3 √      法学院 

10312126 知识产权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2128 外国行政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2129 经济法哲学专题 51 3 √      法学院 

10313001 财政与税收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008 国际民商事仲裁与诉讼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014 经济立法与司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019 女性权益与社会保障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020 欧盟经济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022 侵权责任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031 行政诉讼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044 外国民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049 市场主体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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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3056 环境行政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02 财产犯罪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03 经济犯罪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04 国际投资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05 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 34 2   √    法学院 

10313106 公司法实务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07 破产法实务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09 法律经济学 34 2  √     法学院 

10313110 市场规制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11 金融创新与资本市场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12 民事强制执行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10313113 国际海事与海商法专题 34 2  √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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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412001 高级食品化学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2003 现代食品微生物学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2006 现代食品营养学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2010 食品生物技术专题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2011 食品安全专题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2012 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03 
Modern Food Preservation 

Technologies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07 农产品采后生物学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25 
Modern Food Processing and 

Technology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26 食品安全检测新技术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27 食品大分子结构与表征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30 Functional Food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32 Food Biochemistry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33 食品物性学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36 储粮害虫抗性与对策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38 油脂化学与工程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40 碳水化合物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41 天然产物化学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42 分子营养学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43 食品酶工程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44 农产品仓储设施与设备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45 植物蛋白质工程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49 专业英语 17 1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50 食品科学专题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51 粮食储运工程与技术专题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52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专题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413055 研究生班讨论 34 2  √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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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423034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双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01 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双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02 高级数据库原理与技术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04 矩阵论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09 现代网络技术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13 数据挖掘（双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14 高级软件工程（双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15 软件系统可靠性方法（双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16 复杂网络理论及其应用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30 Algorithms:Design and 

Analysis（全英文）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31 数理逻辑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32 智能优化方法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2033 软件需求工程与软件项目管

理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08 软件测试与质量控制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13 物联网技术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17 商务智能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19 Seminar 与专业论文写作（双

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31 现代密码学（双语）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32 复杂网络理论及其应用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39 计算智能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1 Matlab 与科学计算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3 高性能科学计算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4 学术信息资源获取与利用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5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双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6 信息检索技术原理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7 人工智能（双语）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8 数字图像处理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49 现代控制理论（双语）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50 Python 与计算机视觉（双语）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51 推荐系统导论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52 数据分析实验课程设计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53 智能优化方法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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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3054 Analytical Modeling and 

Research i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双语）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55 文本信息处理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56 语义 Web 与知识图谱 34 2  √     信息工程学院 

10423057 大数据管理技术 51 3   √    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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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511003 英语听说（Ⅰ） 34 1 √      外国语学院 

10511006 英语听说（Ⅱ） 34 1  √     外国语学院 

10511014 综合英语（Ⅰ）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1015 综合英语（Ⅱ）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1011 第二外语（Ⅰ、Ⅱ） 68 4 √ √     外国语学院 

10512005 普通语言学 51 3 √      外国语学院 

10512013 日语语言学 51 3 √      外国语学院 

10512014 日本文学总论 51 3 √      外国语学院 

10512015 日语思想文化经典著作研读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2016 论文研讨与写作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2017 日语论文研讨与写作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2031 中外思想文化经典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2032 跨文化交际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2034 翻译通论 51 3 √      外国语学院 

10512035 英语国家文学概论 51 3 √      外国语学院 

10513004 加拿大文学研究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06 认知语言学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18 英汉语对比研究与翻译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0 社会语言学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1 应用语言学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2 英语语用学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3 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4 现当代英美小说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5 第二外语 （III）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6 中西翻译理论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7 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8 英美现当代诗歌与戏剧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39 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0 比较文学导论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1 中外文学史理论研究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2 文化研究导论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3 西方文论原著选读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4 日语语言学研究方法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5 日语当代语法研究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6 日本社会研究 34 2   √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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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3047 日语语用学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8 日语文体学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49 日语经贸文献选读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50 日汉对比研究与翻译 34 2  √     外国语学院 

10513051 中国典籍英译 34 2   √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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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学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532002 文化创意产业概论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2005 美术史专题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2009 文化创意产业传播与实务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2030 艺术品收藏与鉴赏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04 艺术策展与经纪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06 艺术经济学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0 艺术市场专题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1 艺术品投资与经营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2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3 设计美学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4 艺术创意设计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5 计量经济学前沿与软件应用 17 1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6 文献阅读与综述 17 1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30 文化产业专题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2002 文化创意产业概论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2005 美术史专题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2009 文化创意产业传播与实务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2030 艺术品收藏与鉴赏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04 艺术策展与经纪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06 艺术经济学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0 艺术市场专题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1 艺术品投资与经营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2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3 设计美学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4 艺术创意设计 34 2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5 计量经济学前沿与软件应用 17 1  √     艺术设计学院 

10533016 文献阅读与综述 17 1  √     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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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252001 管理系统工程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2003 管理运筹学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2004 决策理论与方法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2005 数值分析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2006 现代管理科学理论前沿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2007 质量与安全工程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2008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01 安全评价理论与技术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02 质量战略与规划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15 最优化理论（双语）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16 量化分析与程序设计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17 管理科学建模与方法（双语）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18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19 生产和服务管理（双语）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20 学术论文写作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21 数字化与智能管理创新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22 现代服务质量管理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31 数据挖掘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32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双语）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33 现代工业工程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35 项目管理技术与应用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36 随机过程及应用（双语） 51 3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53039 统计分析与软件应用（双语） 34 2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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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学学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432001 Basic Algebra（双语）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2002 实分析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2003 数理经济学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2004 数值分析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2005 拓扑学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2006 Matlab 程序设计 34 2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2007 偏微分方程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2008 运筹学及其应用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2009 金融数学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2015 高等数理统计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2030 泛函分析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2031 非线性优化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2032 高等概率论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2033 随机过程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2034 数据分析方法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01 非线性分析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04 集值分析与经济应用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05 金融随机分析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06 经济应用模型 34 2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09 算法代数（双语）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12 现代数学讲座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13 小波分析及应用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14 文献选读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15 金融经济学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16 数理经济学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17 矩阵论 34 2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18 Stata 软件操作 34 2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19 复杂网络理论及应用 34 2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20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21 调和分析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22 神经网络及应用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23 时滞系统的鲁棒控制 34 2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24 Structure-preserving Methods 

for Differential Equations（双

语）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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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3025 Elliptic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of Second Order

（双语）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30 微分方程定性理论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31 生物数学模型及应用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32 代数学选讲（双语）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33 凸优化与凸分析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36 算法分析与设计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34 有限元方法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38 广义线性模型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3039 贝叶斯统计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0434041 分形基础与金融应用 51 3  √     应用数学学院 

 

 

 

 

 

 

 

 

 

 

 

 

 

 

 

 

 

 

 

 

 

 

 

 

 

 

 

 

 

 

 

 



 

179 

 

新闻学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522003 媒介经济研究 51 3   √    新闻学院 

10522030 中外传播史论 51 3 √      新闻学院 

10522031 媒介战略管理研究 34 2   √    新闻学院 

10522032 媒介内容生产研究 51 3  √     新闻学院 

10523002 文化产业管理专题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03 文化传播专题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05 新闻传播与媒介管理前沿讲座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20 传播与创新理论经典导读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31 传媒管理体制与政策研究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32 新媒体与组织行为研究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33 媒介营销学研究 34 2   √    新闻学院 

10522003 媒介经济研究 51 3   √    新闻学院 

10522030 中外传播史论 51 3 √      新闻学院 

10522031 媒介战略管理研究 34 2   √    新闻学院 

10522032 媒介内容生产研究 51 3  √     新闻学院 

10523002 文化产业管理专题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03 文化传播专题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05 新闻传播与媒介管理前沿讲座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20 传媒与创新理论经典导读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31 传媒管理体制与政策研究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32 新媒体与组织行为研究 34 2  √     新闻学院 

10523033 媒介营销学研究 34 2   √    新闻学院 

10522003 媒介经济研究 51 3   √    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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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20102001 产业经济学 51 3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2006 城市经济学 51 3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2007 产业供应链管理 51 3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2008 空间经济学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2009 空间计量与 Stata 应用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2032 区域经济规划原理与方法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08 经济地理与统计软件应用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09 对外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10 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11 服务经济专题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12 地缘经济学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13 区域经济学前沿文献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14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专题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31 学术论文规范与写作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37 服务经济与区域发展转型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20103038 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合作 34 2   √    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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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经济研究院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20112007 现代流通经济学 51 3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2008 发展经济学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2009 产业经济学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2010 供应链管理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2030 粮食经济学 51 3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3005 新制度经济学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3006 经济计量模型及软件应用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3007 研究选题与论文写作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3008 粮食文化与社会实践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3009 现代经济学思想流派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3031 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与政策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20113032 中外粮食经济专题 34 2   √    粮食经济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