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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教育简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创建于 1951 年，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首批“211 工程”

和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

基地之一。

学校的研究生教育可追溯到建校之初。1954 年 9 月，北京对外贸易专科学校和中国

人民大学外贸经济专业合并成立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学校研究生教育由此萌芽。1981

年，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成为首批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1984 年 8 月，学校更名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同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并于 10 月成立研究生部。研究生教育

从此步入正轨，逐步发展壮大。2007 年，学校成为首批“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国内外联合

培养研究生基地”之一。2011 年 9 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院正式揭牌成立。

学校现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外国语言文学、统计学、工

商管理 7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

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马克

思主义理论、数学 12 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和金融、应用统计、税务、国际商务、保

险、审计、法律、汉语国际教育、翻译、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计 12 个专业学位硕

士授权点，涵盖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五大学科门类。学校拥有两个国家

级重点学科：国际贸易学、国际法学；拥有七个北京市重点学科，包括：应用经济学、

法学两个一级学科，企业管理、会计学、世界经济三个二级学科，法与经济学、低碳经

济学两个交叉学科。

学校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精良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教师 1000 余人，还聘请

一定数量的兼职教师及外国专家。现有博士生指导教师 260 余人、校外兼职博导 50 余

人，硕士生指导教师（含校外导师）1500 余人。大批获得政府特殊津贴、受聘担任政府

学术机构成员的专家学者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大部分中青年教师在国外留学或进修

过，教学科研水平高，许多人被评为省部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入选国家优秀人才

培养工程。

学校秉承“博学、诚信、求索、笃行”的校训，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强化研究生培

养机制改革，不断完善研究生培养模式，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近年来，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研究生培养规模不断扩大，每年招生人数已突破 2700 人，在校生达到 610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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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国家计划学历研究生外，学校还招收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研究生、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

研究生、对口支援西部计划研究生。此外，学校每年还面向国外及港、澳、台地区招收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

经过多年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教育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高层次创新人

才，他们在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研究生教育已经进入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时期。展望未来，学校研

究生教育将以培养高素质领军创新人才的博士生、国际化拔尖创新人才的学术型硕士生

和高层次复合应用人才的专业硕士为目标，以“提高质量、突出特色、打造品牌、办出

水平”为理念，以科研为导向，坚持国际化办学特色，创新研究生人才选拔方式，改革

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激发研究生科研创新活力，健全教育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为国

家乃至全球发展输送更多更优秀的高端拔尖创新人才，将建设特色鲜明世界一流大学作

为长期愿景和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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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专业目录

学科

门类

一级学科

名 称

学科专业

代 码
博士专业名称 硕士专业名称

经

济

学

理论经济学

020101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020104 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020105 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020201 国民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

020202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020203 财政学 财政学

020204 金融学 金融学

020205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020206 国际贸易学 国际贸易学

020207 劳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020208 统计学* 统计学

020209 数量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0202J1 法经济学#*

0202J2 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

0202Z1 商务外语研究▲*

0202Z2 运输经济与物流▲

0202Z3 精算学▲ 精算学▲

0202Z4 能源与低碳经济学▲ 能源与低碳经济学▲

0202Z5 金融工程▲ 金融工程▲

法

学
法学

030101 法学理论* 法学理论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30104 刑法学* 刑法学

030105 民商法学 民商法学

030106 诉讼法学 诉讼法学

030107 经济法学 经济法学

030109 国际法学 国际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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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学

政治学

030201 政治学理论 政治学理论

030202 中外政治制度 中外政治制度

030203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

030206 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

030207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030208 外交学 外交学

0302Z1 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

马克思

主义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文

学

中国语言

文学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外国语言

文学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 俄语语言文学

050203 法语语言文学* 法语语言文学

050204 德语语言文学 德语语言文学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日语语言文学

050207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050208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050209 欧洲语言文学* 欧洲语言文学

050210 亚非语言文学* 亚非语言文学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

学
统计学 071400 统计学 统计学

管

理

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120201 会计学 会计学

120202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https://www.baidu.com/s?wd=%E8%AF%AD%E8%A8%80%E5%AD%A6%E5%8F%8A%E5%BA%94%E7%94%A8%E8%AF%AD%E8%A8%80%E5%AD%A6&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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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本年度暂不招生，▲为自设二级学科，#为自设交叉学科。

管

理

学

工商管理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技术经济及管理

1202J3 公共政策与管理#

1202J4 电子商务与信息管理#

公共管理

120401 行政管理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120404 社会保障

1204Z1 公共经济管理▲

1204Z2 海关管理▲

1204Z3 文化产业管理▲

专业学位

025100 金融

025200 应用统计

025300 税务

025400 国际商务

025500 保险

025700 审计

035101 法律（非法学）

035102 法律（法学）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055101 英语笔译

055102 英语口译

055106 日语口译

055112 朝鲜语口译

055120 意大利语口译

125100 工商管理

125200 公共管理

125300 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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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课程设置及编码规则说明

一、课程设置情况

研究生课程分为学位课和非学位课两大类（详见表 1）。学位课成绩 70 分为合格，

非学位课成绩 60 分为合格。

表 1、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

学位公共课：指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公共英语（外语）课，必修。

学位基础课：按一级学科设置，涵盖本学科的基础理论课程，必修。

专业必修课：指本专业的核心理论课程、研究方法及论文写作指导课程，必修。

专业选修课：指供本专业研究生选修的，讲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课程。

跨专业及公共选修课：跨专业选修课包括本院跨专业选修课和跨院选修课，全日制

硕士可选修培养计划外的其他学术型硕士课程，博士可选修培养计划外的其他博士课

程；公共选修课指面向全校硕士研究生开设的通识类课程。

补硕士课（博士生）：博士生可补修全校学术型硕士课程（含公共选修课），但不

计学分。跨专业背景的博士生应根据学院要求补修规定的硕士课程。

以上必修课考核不合格应重修该门课程，其中，若公共英语课不合格，可申请改选

其它英语平行课替代；选修课考核不合格，可重修或申请改选其他课程替代（部分学院

模块限选课除外）。

二、课程编码规则

研究生课程编码由 8位数字组成。第 1-2 位代表开课学院（详见表 2）；第 3-4 位

代表所开设课程分类（详见表 3）；第 5 位代表课程类型：5是学术型硕士课程，6是

博士课程，7是专业学位硕士课程；第 6-8 位为该学院研究生课程流水号，无特殊意义。

课程性质 课程类别 是否必修 成绩合格标准

学位课
学位公共课 是

70 分
学位基础课 是

非学位课

专业必修课 是

60 分
专业选修课 否

跨专业及公共选修课 否

补硕士课（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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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研究生教学单位一览

学院代码 学院名称 学院代码 学院名称

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2 金融学院 12 保险学院

3 国际商学院 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4 法学院 14 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5 信息学院 15 统计学院

6 英语学院 16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7 外语学院 17 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

8 国际关系学院 18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9 政府管理学院 19 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10 国际经济研究院

表 3、研究生课程分类一览

分类代码 课程分类 分类代码 课程分类

0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21 法语类

1 国际贸易学类 22 西班牙语类

2 经济学类 23 意大利语类

3 金融学类 24 俄语类

4 运输与物流类 25 德语类

6 项目投资类 26 行政管理类

7 保险类 27 海关管理类

8 企业管理类 29 人文社科类

9 会计与财务管理类 31 文化管理类

10 统计与数量分析类 33 劳动与社会保障类

11 市场营销类 34 政治学理论类

12 运营管理类 35 中外政治制度类

13 技术经济及管理类 36 国际关系类

14 法学类 37 外交学类

15 信息管理类 38 教育经济类

16 英语类 39 公共经济管理类

17 外语学院公共课类 40 财政与税收类

18 日语类 41 汉语类

19 阿拉伯语类 42 越南语类

20 朝鲜（韩）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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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说明

研究生培养方案是学校实施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是各学科、各专业研究

生培养目标和要求的具体体现，是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完成研究生课程学习

的重要依据。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2022 年研究生培

养方案修订工作以国家战略发展需求为人才培养目标，以课程体系稳定性和延续性为原

则，以 2021 版为蓝本，对标一流大学，强化分类培养，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 专业（方向）调整。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突出学校办学特色，2022 年增

加了以下招生专业的培养方案：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能源与低碳经济学硕士；国际关系学

院国际政治硕、博士（2021 年硕士停招）；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能源与低碳经济学博士。

同时，取消了以下停招专业（方向）的培养方案：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法经济学博士；法

学院刑法学博士；外语学院亚非语言文学博士；国际商学院工商管理（全日制）和会计

（非全日制）专硕方向。此外，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学博士增加数字贸易方向，

外语学院亚非语言文学硕士增加朝鲜（韩国）语语言学方向，统计学院统计学（经济学）

和英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博士调整方向名称。

2. 构建课程新增与淘汰的良性循环机制。经统计，已连续两轮选课人数达到要求

且正常开设的 23 门临时新增课程，经学院确认后加入 2022 年培养方案；2018 年至 2021

年连续三年因师资不足或选课人数不足而未开设的 13 门不活跃课程，经学院确认后予

以停开。

3. 课程体系微调。经学院充分论证，70 余门课程调整课程名称、学分、开课学期、

课程类别、课程类型、课程模块或予以停开，主要涉及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金融学院、

国际商学院、法学院、英语学院、外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保险学院、统计学院、中

国语言文学学院等 10 个学院。此外，为进一步强化学校体育育人、美育育人功能，增

开通识类课程，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4. 文字说明微调。统计学院对硕士的培养目标及专业要求进行了调整；国际商学

院对工商管理硕士的环节要求进行了调整。

在本次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给予高度重视，广泛听取师生意见，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修订思路明确，组织保障到位。在此，向各培养单位领导、教师、

专家和各级研究生管理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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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

应该能够紧密跟踪政治经济学理论前沿，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相关领域经济学前沿理论，

并能将有关理论应用于分析解决中国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现实问题。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握本领域知

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和/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

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6. 能够将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或者企业战略建议，在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的

政治经济学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9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8 学分，其中，必修课 22 学分，选修课 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9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2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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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从主文献阅读清单中选择不低于 15 篇文献仔细阅读，并于第三学期参加考核。

考核方式为口试，主要考核相关专业文献的观点以及研究方法等。

3. 博士工作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参加学院组织的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宣讲国内外高质量学术期刊发

表的论文、国内外高水平工作论文或自己的研究成果。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全学年举行，每

学期 32 学时。博士生在读期间应至少出席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组织的 16 次研讨（32 学时），

并至少公开做一次学术报告，做一次学术评论。

4.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积极参加本校组织的学术报告。博士生至少应将其中 5 次听取学术报告的情

况进行记载，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小结由导师进行审核。待 5 次报告全部审核通过后，

博士生填写《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生学术报告审核表》，在申请预答辩时提交学院备案。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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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政治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10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9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9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1166001 经贸博士生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6009 经济理论史 是 否 2 32 秋

01026010 高级政治经济学专题 是 否 3 48 春

01026025 经济学方法论 是 否 2 32 秋

01146002 制度经济学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1026014 能源战略与政策 否 否 2 32 春

01026017 商业创新及创新经济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 1、2、3卷）．人民出版社，1972．
2．卡尔•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人民出版社，1980．
3．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
4．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2．
5．梅纳德•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
6．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5．
7．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

版社，1972．
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2．
9．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于《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
10．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
11．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商务印出版社，1998．
12．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萨米尔•阿朗．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5．
14．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5.
15．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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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韩琪，陈福中．中国经济概论（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17．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8．托马斯•皮凯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
19．杨瑞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20．张宇等．高级政治经济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1．刘东升，王伟利．《资本论》导读．中国商务出版社，2010．
22．Saad-Filho, A. Anti-Capitalism: Marxist Introduc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3.
23．Kotz, D.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4．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25．Foley, D. K. Understanding Capital: Marx’s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6．Dutt, A, K.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7．Roemer, J.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an Economic Theo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8．A. Saad-Filho and D. Johnston. Neolibe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29．Sherman, H. The Business Cycle: Growth and Crisis under Capitali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30．Shaikh, A. and A. Tonak. Measur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
Accoun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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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

构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应该能够紧密跟踪当代宏观或微观经

济学理论前沿，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经济学前沿理论。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握本领域知

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和/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

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0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9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10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第一学期寒假期间，应从主文献阅读清单中选择 1 篇文献或者按照导师指定的文献，

撰写一篇 2000 字左右的读书报告，并于第二学期期初提交导师。第二学期结束后，博士生需在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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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清单中选择 1 篇与自己研究方向密切相关的论文或者按照导师指定的文献，撰写 2000-3000 字的

论文复制报告，并于第三学期期初提交导师。第三学期学系择时组织阅读文献答辩会，由博士生进

行论文复制 PPT 汇报，学系将结合一年级读书报告对该生文献阅读情况给出综合成绩。

3. 博士工作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参加学院组织的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宣讲国内外高质量学术期刊发

表的论文、国内外高水平工作论文或自己的研究成果。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全学年举行，每

学期 32 学时。博士生在读期间应至少出席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组织的 16 次研讨（32 学时），

并至少公开做一次学术报告，做一次学术评论。

4.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积极参加本校组织的学术报告。博士生至少应将其中 5 次听取学术报告的情

况进行记载，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小结由导师进行审核。待 5 次报告全部审核通过后，

博士生填写《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生学术报告审核表》，在申请预答辩时提交学院备案。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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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西方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10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0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10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1166001 经贸博士生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601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专题 是 否 2 32 秋

01026025 经济学方法论 是 否 2 32 秋

01026036 应用微观经济学专题 是 否 3 48 春

01026041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 是 否 3 48 春

专业选修课

01026007 高级产业组织专题 否 否 3 48 春

01026008 规制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1026028 高级微观经济学专题 否 否 3 48 春

01106002 金融计量经济学 否 否 2 32 2-秋

01106004 计量经济理论 否 否 3 48 2-秋

01106008 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与应用 否 否 3 48 2-秋

专业阅读书目

1．田国强．高级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David Kreps．高级微观经济学（选择与竞争性市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3．Mas-Collel，Whinston 等．微观经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Fudenberg & Tirole．博弈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Bolton等．合同理论．格致出版社，2008．
6．Ljungqvist & Sargent. Recursive Macroeconomic Theory (4th edition). MIT Press, 2018.
7．Stokey & Lucas. Recursive Methods in Economic Dynam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8．龚六堂，苗建军．动态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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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

构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应该能够紧密跟踪人口、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理论前沿，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相关领域经济学前沿理论，并能将有关理论应用

于分析解决中国在人口、资源与环境领域的现实问题。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握本领域知

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和/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

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6. 能够将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在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的人口、资源与环境

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研究方向

能源经济学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9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8 学分，其中，必修课 20 学分，选修课 8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7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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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从主文献阅读清单中选择不低于 15 篇文献仔细阅读，并于第三学期参加考核。

考核方式为口试，主要考核相关专业文献的观点以及研究方法等。

3. 博士工作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参加学院组织的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宣讲国内外高质量学术期刊发

表的论文、国内外高水平工作论文或自己的研究成果。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全学年举行，每

学期 32 学时。博士生在读期间应至少出席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组织的 16 次研讨（32 学时），

并至少公开做一次学术报告，做一次学术评论。

4.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积极参加本校组织的学术报告。博士生至少应将其中 5 次听取学术报告的情

况进行记载，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小结由导师进行审核。待 5 次报告全部审核通过后，

博士生填写《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生学术报告审核表》，在申请预答辩时提交学院备案。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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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106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9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7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1166001 经贸博士生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6014 能源战略与政策 是 否 2 32 春

01026025 经济学方法论 是 否 2 32 秋

01026027 一般均衡模型及计算 是 否 3 48 秋

专业选修课

01026017 商业创新及创新经济 否 否 2 32 秋

01026033 生态经济学前沿 否 否 2 32 秋

01026034 环境经济学前沿 否 否 2 32 秋

01026035 现代能源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1036007 绿色金融与投资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William J. Baumol and Wallace E. Oates.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Tom Tietenberg and Lynne Lewis. Environmental &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9th edition).
Pearson, Addison-Wesley, 2011.［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引进版本］

3．Jon M. Conrad and Colin W. Clark.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Notes and Probl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4．姚洋．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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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

应该能够紧密跟踪区域经济学理论前沿，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相关领域经济学前沿理论，

并能将有关理论应用于分析解决中国在区域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握本领域知

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和/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

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6. 能够将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在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与政

策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9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8 学分，其中，必修课 21 学分，选修课 7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8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7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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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从主文献阅读清单中选择不低于 10 篇文献仔细阅读，并于第三学期参加考核。

考核方式为口试，主要考核相关专业文献的观点以及研究方法等。

3. 博士工作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参加学院组织的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宣讲国内外高质量学术期刊发

表的论文、国内外高水平工作论文或自己的研究成果。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全学年举行，每

学期 32 学时。博士生在读期间应至少出席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组织的 16 次研讨（32 学时），

并至少公开做一次学术报告，做一次学术评论。

4.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积极参加本校组织的学术报告。博士生至少应将其中 5 次听取学术报告的情

况进行记载，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小结由导师进行审核。待 5 次报告全部审核通过后，

博士生填写《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生学术报告审核表》，在申请预答辩时提交学院备案。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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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区域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9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8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7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1166001 经贸博士生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6025 经济学方法论 是 否 2 32 秋

01026038 区域经济学前沿专题 是 否 3 48 春

01106008 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与应用 是 否 3 48 2-秋

专业选修课

01016001 国际经贸前沿专题 否 否 3 48 春

01026007 高级产业组织专题 否 否 3 48 春

01026008 规制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102601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1026028 高级微观经济学专题 否 否 3 48 春

01146002 制度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1406003 财政税收理论与政策前沿专题 否 否 3 48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Brueckner, J. K. Lectures on Urban Economics. MIT Press, 2011.
2．De Palma, A., Lindsey, R., Quinet, E., & Vickerman, R. A Handbook of Transport Economic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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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

应该能够紧密跟踪财政学理论前沿，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相关领域的前沿理论，并能将

有关理论应用于分析解决中国当前财税改革和实践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或者重大战略问题。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握本领域知

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和/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

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6. 能够将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或者实践策略，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财税改

革和实践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研究方向

财政税收理论与政策研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0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9 学分，其中，必修课 20 学分，选修课 9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7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5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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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根据自己研究方向，从主文献阅读清单中选择不少于 3 篇相关主题论文（英

文论文不少于 2 篇）进行精读（所选论文应提前与导师确认），并形成读书报告提交导师。第三学

期期末学系统一组织考核，考核方式为口试，每名学生考核时间不低于 45 分钟。

3. 博士工作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参加学院组织的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宣讲国内外高质量学术期刊发

表的论文、国内外高水平工作论文或自己的研究成果。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全学年举行，每

学期 32 学时。博士生在读期间应至少出席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组织的 16 次研讨（32 学时），

并至少公开做一次学术报告，做一次学术评论。

4.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积极参加本校组织的学术报告。博士生至少应将其中 5 次听取学术报告的情

况进行记载，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小结由导师进行审核。待 5 次报告全部审核通过后，

博士生填写《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生学术报告审核表》，在申请预答辩时提交学院备案。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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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财政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3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0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7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5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1166001 经贸博士生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6025 经济学方法论 是 否 2 32 秋

01406001 高级公共财政 是 否 2 32 春

01406003 财政税收理论与政策前沿专题 是 否 3 48 秋

专业选修课

01026008 规制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102601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1026017 商业创新及创新经济 否 否 2 32 秋

01026023 城市经济理论与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1106009 高级数理经济学：方法与应用 否 否 3 48 秋

专业阅读书目

初级财政学：

1．陈共．财政学（第 10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2．邓子基．财政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张馨．财政学（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6．
4．杨志勇，张馨．公共经济学（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5．朱青．国际税收（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6．曹越，谭光荣，曹燕萍．中国税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中级财政学：

1．哈维•S•罗森，特德•盖亚著．郭庆旺译．财政学（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毛程连，庄序莹．西方财政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3．毛程连．中高级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杨志勇．新中国财政政策 70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0．
5．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6．毛捷，地方公债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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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萍，许宏才，李承．财政体制简明图解．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8．马斯格雷夫著．邓子基，邓力平译．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9．塔洛克著．柏克，郑景胜译．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2015．
10．布坎南著．穆怀朋译．民主财政论．商务印书馆，1993．
11．John Cullis and Philip Jones.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Atkinson, A. B. Modern Public Finance. Edward Elgar Press, 1991.
高级财政学：

1．杨志勇．中国财政体制改革与变迁（1978-2018）．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
2．杨志勇．现代财政制度探索：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国财税改革．广东经济出版社，2016．
3．朱军．高级财政学——现代公共财政前沿理论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4．项怀诚．中国财政通史（全 12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5．希瑞克斯著，迈尔思．张晏，杨明浩译．公共经济学（第二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

社，2020．
6．詹姆斯•布坎南著．赵锡军译．公共财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7．詹姆斯•布坎南著．贾文华，任洪生译．宪政经济学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8．Atkinson, Stiglitz. Lectures on Public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9．Jean-Jacques Laffont. Fundamentals of Public Economics. MIT Press, 1988.
10．Jackson, P. M. The Foundations of Public Finance. Edward Elgar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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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

应该能够紧密跟踪金融学理论前沿，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相关领域金融学前沿理论，并

能将有关理论应用于分析解决中国在金融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或者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金融

问题、或者进行金融产品的重要创新。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握本领域知

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和/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

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6. 能够将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或者企业战略建议，在研究的基础上，对现实金

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研究方向

1. 国际金融与开放宏观经济

2. 投资分析

3. 金融市场与组织

4. 公司金融

5. 能源金融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直博生基本学习年限为五年。在校生休复

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9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8 学分，其中，必修课 18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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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 建议缺少国际金融与市场理论基础的博士生补修硕士课程国际金融理论。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从主文献阅读清单中选择不低于 30 篇文献仔细阅读，并于第三学期期末根据

所读文献撰写并向学院提交一篇不少于 5000 字的文献综述。

3. 博士工作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参加学院组织的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宣讲国内外高质量学术期刊发

表的论文、国内外高水平工作论文或自己的研究成果。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全学年举行，每

学期 32 学时。博士生在读期间应至少出席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组织的 16 次研讨（32 学时），

并至少公开做一次学术报告，做一次学术评论。

4.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积极参加本校组织的学术报告。博士生至少应将其中 5 次听取学术报告的情

况进行记载，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小结由导师进行审核。待 5 次报告全部审核通过后，

博士生填写《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生学术报告审核表》，在申请预答辩时提交学院备案。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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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金融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9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1166001 经贸博士生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6025 经济学方法论 是 否 2 32 秋

01036006 高级金融理论 是 否 3 48 秋

专业选修课

01016010 商务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秋

01026017 商业创新及创新经济 否 否 2 32 秋

01026027 一般均衡模型及计算 否 否 3 48 秋

01036001 金融经济学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36002 实证金融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36005 金融实证方法 否 否 2 32 秋

01036007 绿色金融与投资 否 否 2 32 春

补硕士课 01035063 国际金融理论 否 否 4 64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Jordi Gali. Monetary Policy, Inflation, and the Business Cycle (2n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Laurence, C. Exchange Rates andInternational Finance (6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2014.
3．Karatzas, I. and Shreve, S. E.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Finance. Springer, 2010.
4．Pennacchi, G. Theory of Asset Pricing. Pearson Education, 2007.
5．Tirole, J. 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6．Cochrane, J. Asset Pricing (Revise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7．Duffie, D. Dynamic Asset Pricing Theory (3r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8．Leroy, S. F. and Werner, J. Principles of Financial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9．Campbell, J., Lo, A. and MacKinlay, C. The Econometrics of Financial Marke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Merton R. C. Continuous-time Finance. Wiley-Blackwel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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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Huang C. F. and Litzenberger R. H. Foundation for Financial Economics. Pearson Education, 1998.
12．Imgersoll J. Theory of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87.
13．Jorion, P. Value at Risk: The New Benchmark for Controlling Market Risk. Irwin, Chicago,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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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

应该能够紧密跟踪产业经济学理论前沿，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相关领域经济学前沿理论，

并能将有关理论应用于分析解决中国在产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或者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战

略问题。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握本领域知

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和/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

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6. 能够将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或者企业战略建议，在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产

业发展的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研究方向

1. 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

2. 运输与物流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0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9 学分，其中，必修课 20 学分，选修课 9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7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9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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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第一学期寒假期间，应从主文献阅读清单中选择 1 篇文献或者按照导师指定的文献，

撰写一篇 2000 字左右的读书报告，并于第二学期期初提交导师。第二学期结束后，博士生需在主文

献清单中选择 1 篇与自己研究方向密切相关的论文或者按照导师指定的文献，撰写 2000-3000 字的

论文复制报告，并于第三学期期初提交导师。第三学期学系择时组织阅读文献答辩会，由博士生进

行论文复制 PPT 汇报，学系将结合一年级读书报告对该生文献阅读情况给出综合成绩。

3. 博士工作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参加学院组织的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宣讲国内外高质量学术期刊发

表的论文、国内外高水平工作论文或自己的研究成果。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全学年举行，每

学期 32 学时。博士生在读期间应至少出席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组织的 16 次研讨（32 学时），

并至少公开做一次学术报告，做一次学术评论。

4.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积极参加本校组织的学术报告。博士生至少应将其中 5 次听取学术报告的情

况进行记载，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小结由导师进行审核。待 5 次报告全部审核通过后，

博士生填写《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生学术报告审核表》，在申请预答辩时提交学院备案。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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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产业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5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0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7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9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1166001 经贸博士生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601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专题 是 否 2 32 秋

01026025 经济学方法论 是 否 2 32 秋

01026028 高级微观经济学专题 是 否 3 48 春

专业选修课

01026007 高级产业组织专题 否 否 3 48 春

01026008 规制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1026036 应用微观经济学专题 否 否 3 48 春

01026041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 否 否 3 48 春

01106004 计量经济理论 否 否 3 48 2-秋

01106008 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与应用 否 否 3 48 2-秋

专业阅读书目

1．Drew Fudenberg & Jean Tirole. Game Theory.MIT Press, 1991.
2．Jean Tirole.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MIT Press, 1988.
3．Bolton, P. and Dewatripont, M. Contract Theory.MIT Press, 2005.
4．Vijay Krishna. Auction Theory.Academic Press, 2002.
5．J. J. Laffont & David Maritimort. The Theory of Incentives: the Principal-agent Mod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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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

应该能够紧密跟踪国际贸易经济学理论前沿，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相关领域经济学前沿

理论，并能将有关理论应用于分析解决中国在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或者企业在从

事国际贸易、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中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握本领域知

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和/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

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6. 能够将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或者企业战略建议，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对

外开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研究方向

1.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2. 跨国公司与外国直接投资

3. 中国对外贸易研究

4. 贸易与环境

5. 国际商务

6. 消费经济与贸易

7. 世界贸易组织

8. 国际贸易物流

9. 数字贸易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9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8 学分，其中，必修课 22 学分，选修课 6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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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9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 建议本科及硕士均非国际贸易专业的博士生补修国际贸易理论(Ⅰ)。建议本科及硕士非财经

类专业的博士生补修计量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Ⅰ)和经贸研究生论文写作。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从主文献阅读清单中选择不低于 12 篇文献仔细阅读，并于第三学期参加考核。

考核方式为口试，主要考核相关专业文献的观点以及研究方法等。

3. 博士工作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参加学院组织的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宣讲国内外高质量学术期刊发

表的论文、国内外高水平工作论文或自己的研究成果。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全学年举行，每

学期 32 学时。博士生在读期间应至少出席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组织的 16 次研讨（32 学时），

并至少公开做一次学术报告，做一次学术评论。

4.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积极参加本校组织的学术报告。博士生至少应将其中 5 次听取学术报告的情

况进行记载，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小结由导师进行审核。待 5 次报告全部审核通过后，

博士生填写《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生学术报告审核表》，在申请预答辩时提交学院备案。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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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国际贸易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6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9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9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1166001 经贸博士生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16001 国际经贸前沿专题 是 否 3 48 春

01016004 国际经贸实证研究 是 否 2 32 春

01016014 国际贸易理论(Ⅱ) 是 否 2 32 春

01026025 经济学方法论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1016005 全球贸易治理 否 否 3 48 秋

01016010 商务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秋

01016013 国际贸易法与惯例研究 否 否 3 48 秋

01026012 国际经济学前沿 否 否 2 32 秋

01026017 商业创新及创新经济 否 否 2 32 秋

01026020 消费理论与实证研究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26027 一般均衡模型及计算 否 否 3 48 秋

补硕士课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否 否 3 48 秋 春

01015031 国际贸易理论(Ⅰ) 否 否 2 32 春

01025043 经贸研究生论文写作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高级教材：

1．Feenstra, Robert.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2n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Kyle Bagwell, Robert W. Staiger. The Economics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MIT Press, 2004.
3．Helpman, Elhanan and Paul Krugman.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MIT Press, 1985.
4．Gopinath, Gita, Elhanan Helpman, and Kenneth Rogoff.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lsevier, 2014.
5．Allen, Treb and Arkolakis, Costas. Elements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Manuscrip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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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ntras, Pol. Global Production: Firms, Contracts, and Trade Struc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7．Dixit, Avinash and Victor Norma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1980.
中级教材：

1．Krugman, Paul, Maurice Obstfeld, and Marc J. Melitz,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olicy (11th
edition). Pearson Press, 2017.
2．Feenstra, Robert C., Alan M. Taylor, International Trade (3rd edition). Worth Publisher, 2014.
3．余淼杰．国际贸易学——理论、政策与实证（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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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

应该能够紧密跟踪理经济学或者计量经济学理论前沿，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相关领域经

济学前沿理论，并能将有关理论应用于分析解决经济生活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握本领域知

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和/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

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6. 能够将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或者企业战略建议，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经

济生活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研究方向

1. 数理经济学理论与应用

2. 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应用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9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8 学分，其中，必修课 19 学分，选修课 9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5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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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第三学期结束前，应从主文献阅读清单中选择与自己研究领域密切相关的论文不少于

20 篇进行精读（所选论文需经导师批准），撰写一篇不少于 4000 字的文献综述，选择 1 篇与自己

研究方向密切相关的论文（所选论文需经导师批准），撰写一篇不少于 2000 字的论文复制报告。由

博士生指导小组或导师负责考核，结合文献综述和论文复制报告综合评定成绩。

3. 博士工作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参加学院组织的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宣讲国内外高质量学术期刊发

表的论文、国内外高水平工作论文或自己的研究成果。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全学年举行，每

学期 32 学时。博士生在读期间应至少出席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组织的 16 次研讨（32 学时），

并至少公开做一次学术报告，做一次学术评论。

4.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积极参加本校组织的学术报告。博士生至少应将其中 5 次听取学术报告的情

况进行记载，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小结由导师进行审核。待 5 次报告全部审核通过后，

博士生填写《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生学术报告审核表》，在申请预答辩时提交学院备案。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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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数量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9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9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5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1166001 经贸博士生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106008 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与应用 是 否 3 48 2-秋

01106009 高级数理经济学：方法与应用 是 否 3 48 秋

专业选修课

01026007 高级产业组织专题 否 否 3 48 春

01026008 规制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102601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1026027 一般均衡模型及计算 否 否 3 48 秋

01026028 高级微观经济学专题 否 否 3 48 春

01026041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 否 否 3 48 春

01036005 金融实证方法 否 否 2 32 秋

01106002 金融计量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1106004 计量经济理论 否 否 3 48 2-秋

01106010 数理经济学专题 否 否 3 48 2-秋

专业阅读书目

一、计量经济学部分

高级计量：

1．Greene, W. H. Econometric Analysis (8th edition).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17.（原版影印本和中译

本均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出版）

2．Wooldridge, J.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2nd edition). MIT press, 2010.
（胡棋智，胡江华，王忠玉译．中文版：横截面与面板数据的经济计量分析．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 1月出版）

3．Li, Q., Racine, J.S., Nonparametric Econometrics: Theory and Practi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4．乔万尼•赛鲁利著．邸俊鹏译．社会经济政策的计量经济学评估：理论与应用（第 1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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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出版社，2020．
5．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应用（第 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6．靳云汇，金赛男．高级计量经济学（上、下册，第 1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计量理论：

1．Hayashi, F. Econometr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0.（冉启康，朱保华译．中文版：计量经济学．上

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月出版）

2．Stachurski, J., A Primer in Econometric Theory (1st edition), MIT Press, 2016.
3．Davidson, R., MacKinnon, J. G. Econometric Theory and Methods (1st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沈根祥译．中文版：计量经济理论和方法．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4月出版）

4．Ruud, P. A.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Econometric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二、数理经济学部分

1．Arrow K. J., Intriligator M. D. Handbook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Vol. I. II. III).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5.
2．Carter M.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Cambridge: MIT Press,2001.
3．Fudenberg D., Tirole J. Game Theory. Mit Press Books, 1991.
4．Fuente A. Mathematical Methods and Models for Economi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Kamien M. I., Schwartz, N. L. Dynamic Optimization: The Calculus of Variations and Optimal
Control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nd edition). The Netherlands: Amsterdam, 1991.
6．Simon, C. P., Blume, L. Mathematics for Economists. N. 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4.
7．Takayama A. Mathematical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8．Takayama A. Analytical Methods in Economics.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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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低碳经济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

构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应该能够紧密跟踪能源与低碳经济学

理论前沿，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相关领域经济学前沿理论，并能将有关理论应用于分析

解决中国在能源与低碳领域的现实问题，胜任在政府、研究机构、行业等部门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

育工作。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握本领域知

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和/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

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6. 能够将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在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的能源、资源与环境

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研究方向

1. 产业低碳经济

2. 能源战略与政策

3. 能源环境经济理论与政策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8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7 学分，其中，必修课 19 学分，选修课 8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4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从主文献阅读清单中选择不低于 15 篇文献仔细阅读，并于第三学期参加考核。

考核方式为口试，主要考核相关专业文献的观点以及研究方法等。

3. 博士工作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参加学院组织的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宣讲国内外高质量学术期刊发

表的论文、国内外高水平工作论文或自己的研究成果。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全学年举行，每

学期 32 学时。博士生在读期间应至少出席博士工作坊（博士生论坛）组织的 16 次研讨（32 学时），

并至少公开做一次学术报告，做一次学术评论。

4.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积极参加本校组织的学术报告。博士生至少应将其中 5 次听取学术报告的情

况进行记载，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小结由导师进行审核。待 5 次报告全部审核通过后，

博士生填写《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生学术报告审核表》，在申请预答辩时提交学院备案。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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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低碳经济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能源与低碳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Z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8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1166001 经贸博士生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6014 能源战略与政策 是 否 2 32 春

01026025 经济学方法论 是 否 2 32 秋

01026039 能源与低碳经济学前沿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1026017 商业创新及创新经济 否 否 2 32 秋

01026033 生态经济学前沿 否 否 2 32 秋

01026034 环境经济学前沿 否 否 2 32 秋

01026035 现代能源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William J. Baumol and Wallace E. Oates.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Subhes C. Bhattacharyya. Energy Economics: Concepts, Issues, Markets and Governance. Springer
Press, 2011.
3．Stern N. H., Peters S., Bakhshi V., et al. Stern Review: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董秀成，高建，张海霞，能源战略与政策．科学出版社，2016．
5．姚洋．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6．陈美球等．低碳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6

政治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具备进一步深造或开展研究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能够从事政治经

济学研究、教学和经济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现代经济理论基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演变历史、前沿和发展趋势。

2. 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能够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和先进的分析手段，

独立研究经济问题。

3. 对国内重大经济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较为了解。

4. 熟练掌握英语，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较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3. 新制度经济学与契约理论

4. 中国消费与流通问题研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4 学分，其中，必修课 24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8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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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生在读期间至少应完成 6 篇文献的阅读，并于第二学期参加考核。考核方式为口试，主要

考核相关专业文献的观点以及研究方法等。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在校期间每名学生必须注册参加学院组织的研究生系列学术活动（业界讲座、学术讲座、学术

报告等）10 次以上，并在毕业资格审核前提交参与活动相关证明材料，学院将结合讲座活动签到情

况进行统计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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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政治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10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5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8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5024 《资本论》导读 是 否 2 32 秋

01025026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专题 是 否 2 32 秋

01025028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题 是 否 2 32 春

01025043 经贸研究生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10250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25027 中国经济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26009 经济理论史 否 否 2 32 秋

01026010 高级政治经济学专题 否 否 3 48 春

01035019 消费金融学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 1、2、3卷）．人民出版社，1972．
2．卡尔•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人民出版社，1980．
3．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
4．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2．
5．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

版社，1972．
6．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
7．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商务印出版社，1998．
8．萨米尔•阿朗．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5．
9．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5.
10．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0．
11．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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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托马斯•皮凯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
13．Saad-Filho, A. Anti-Capitalism: Marxist Introduc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3.
14．Kotz, D.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5．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6．Foley, D. K. Understanding Capital: Marx’s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7．Dutt, A, K.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8．A. Saad-Filho and D. Johnston. Neolibe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19．Sherman, H. The Business Cycle: Growth and Crisis under Capitali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20．Shaikh, A. and A. Tonak. Measur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
Accoun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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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在微观与宏观经济学领域具备进一步深造或开展研究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能够从事

经济学研究、教学和经济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现代经济理论基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演变历史、前沿和发展趋势。

2. 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能够运用经济学方法和先进的分析手段，独立

研究经济问题。

3. 对国内重大经济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较为了解。

4. 熟练掌握英语，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较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微观经济学

2. 宏观经济学

3. 发展经济学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5 学分，其中，必修课 22 学分，选修课 13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硕士生在第一学期寒假期间，应从主文献阅读清单中选择 1 篇文献或者按照导师指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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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 2000-3000 字的论文复制报告，并于第二学期期初提交导师审核。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在校期间每名学生必须注册参加学院组织的研究生系列学术活动（业界讲座、学术讲座、学术

报告等）10 次以上，并在毕业资格审核前提交参与活动相关证明材料，学院将结合讲座活动签到情

况进行统计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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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西方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10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6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5029 产业组织理论 是 否 2 32 春

01025030 博弈论 是 否 2 32 春

01025043 经贸研究生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1025018 环境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1025021 区域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1025027 中国经济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25031 法与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1025060 经济增长理论 否 否 2 32 春

01025072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1025075 能源政策与法律 否 否 2 32 春

01025077 国际货币理论与政策 否 否 2 32 春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否 否 3 48 秋

01026007 高级产业组织专题 否 否 3 48 春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否 否 3 48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平迪克，鲁宾菲尔德．微观经济学（第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九版）．格致出版社，2015．
3．托马斯•内契巴．中级微观经济学：直觉思维与数理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4．田国强．高级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5．Ljungqvist & Sargent. Recursive Macroeconomic Theory (4th edition). MIT Press, 2018.
6．Stokey & Lucas. Recursive Methods in Economic Dynam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7．龚六堂，苗建军．动态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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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领域具备进一步深造或开展研究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能

够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教学和经济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现代经济理论基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演变历史、前沿和发展趋势。

2. 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能够运用经济学方法和先进的分析手段，独立

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领域的问题。

3. 对国内重大经济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较为了解。

4. 熟练掌握英语，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较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4 学分，其中，必修课 24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8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硕士生在读期间至少应完成 10 篇文献的阅读，并于第二学期参加考核。考核方式为口试，主要

考核相关专业文献的观点以及研究方法等。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在校期间每名学生必须注册参加学院组织的研究生系列学术活动（业界讲座、学术讲座、学术

报告等）10 次以上，并在毕业资格审核前提交参与活动相关证明材料，学院将结合讲座活动签到情

况进行统计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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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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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106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5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8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5013 能源贸易与合作 是 否 2 32 春

01025043 经贸研究生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01025050 资源环境经济学建模方法 是 否 2 32 春

01025072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1025021 区域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1025076 能源与政治经济学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1026014 能源战略与政策 否 否 2 32 春

01026017 商业创新及创新经济 否 否 2 32 秋

01026027 一般均衡模型及计算 否 否 3 48 秋

01026034 环境经济学前沿 否 否 2 32 秋

01036007 绿色金融与投资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William J. Baumol and Wallace E. Oates.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Tom Tietenberg and Lynne Lewis. Environmental &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9th edition).
Pearson, Addison-Wesley, 2011.［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引进版本］

3．Jon M. Conrad and Colin W. Clark.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Notes and Probl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4．姚洋．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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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在财政学领域具备进一步深造或开展研究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能够从事财政学研究、

教学和经济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现代经济理论基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演变历史、前沿和发展趋势。

2. 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能够运用经济学方法和先进的分析手段，独立

研究财政学问题。

3. 对国内财政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较为了解，对我国财政制度有系统的了解，对西

方财政制度有一定了解。

4. 熟练掌握英语，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较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财政理论与政策

2. 国际税收

3. 社会保障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4 学分，其中，必修课 24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8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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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生在读期间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主文献阅读清单中选择 2 篇相关主题论文（英文论

文不少于 1 篇）进行精读（所选论文应提前与导师确认），并形成读书报告提交导师。第二学期期

末学系统一组织考核，考核方式为口试，每名学生考核时间不低于 30 分钟。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在校期间每名学生必须注册参加学院组织的研究生系列学术活动（业界讲座、学术讲座、学术

报告等）10 次以上，并在毕业资格审核前提交参与活动相关证明材料，学院将结合讲座活动签到情

况进行统计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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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财政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3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5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8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5043 经贸研究生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01405002 财税理论与政策 是 否 2 32 秋

01405003 国际税收专题研究 是 否 2 32 秋

01405010 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1405004 中国税制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1405005 比较财政学 否 否 2 32 春

01405006 政府投融资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1405008 外国税制与比较税制 否 否 2 32 秋

01405012 税收经济学 否 否 3 48 春

01405014 财税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陈共．财政学（第 10版）．中国人民出版社，2020．
2．罗森．财政学（第 10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杨志勇，张馨．公共经济学（第 4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4．杨志勇．中国财政体制改革与变迁（1978-2018）．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
5．杨志勇．现代财政制度探索：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国财税改革．广东经济出版社，2016．
6．杨志勇，新中国财政政策 70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0．
7．毛程连．中高级公共经济学（第 1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8．毛程连，庄序莹．西方财政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9．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0．楼继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2015．
11．李萍，许宏才，李承．财政体制简明图解．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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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毛捷．地方公债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
13．叶振鹏，陈光焱等．中国财政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14．马斯格雷夫著．邓子基，邓力平译．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15．塔洛克著．柏克，郑景胜译．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2015．
16．布坎南著．穆怀朋译．民主财政论．商务印书馆，1993．
17．希瑞克斯，迈尔思著．张晏，杨明浩译．公共经济学（第二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

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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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在金融学领域具备进一步深造或开展研究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能够从事金融学研究、

教学和经济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现代经济理论基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演变历史、前沿和发展趋势。

2. 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能够运用经济学方法和先进的分析手段，独立

研究金融学问题。

3. 对国内金融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较为了解，对我国金融制度有系统的了解，对西

方金融制度有一定了解。

4. 熟练掌握英语，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较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公司金融

2. 金融市场

3. 银行管理

4. 金融理论

5. 国际金融

6. 数量金融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4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11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7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7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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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硕士生在读期间至少应完成 10 篇文献的阅读，并于第二学期期末根据所读文献撰写并向学院提

交一篇不少于 2000 字的文献综述。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在校期间每名学生必须注册参加学院组织的研究生系列学术活动（业界讲座、学术讲座、学术

报告等）10 次以上，并在毕业资格审核前提交参与活动相关证明材料，学院将结合讲座活动签到情

况进行统计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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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金融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5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7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7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5043 经贸研究生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01035007 金融工程 是 否 2 32 春

01035013 高级公司金融 是 否 3 48 秋

专业选修课

01035001 计算金融理论与算法 否 否 3 48 春

01035003 不确定性与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1035010 高级投资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1035015 公司金融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1035019 消费金融学 否 否 2 32 秋

01035030 C++ 否 否 2 32 秋

01035039 融资租赁经营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1035040 国际金融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1035045 固定收益证券 否 否 2 32 春

01035046 金融前沿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1035048 实证公司金融 否 否 2 32 春

01035049 兼并与收购 否 否 2 32 春

01035051 银行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1035052 数量金融(Ⅰ) 否 否 2 32 秋

01035053 数量金融(Ⅱ) 否 否 2 32 春

01035055 数量金融基础 否 否 2 32 秋

01035056 信用衍生品及定价 否 否 2 32 春

01035062 MATLAB 金融计算 否 否 2 32 春

01035063 国际金融理论 否 否 4 64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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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6007 绿色金融与投资 否 否 2 32 春

01105010 论文写作与 Stata 统计软件应用 否 否 2 32 春

01105011 计量方法与 Stata 应用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饶育蕾，盛虎．行为金融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2．刘园，颜新艳．国际金融（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蒋先玲．货币银行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4．Aswath Damodaran著．芮萌，张逸民译．应用公司财务（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5．John Y. Campbell & Andrew W. Lo. The Econometrics of Financial Marke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6．John C. Hull. 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 (7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2009.
7．Jorion, P. Value at Risk: The New Benchmark for Controlling Market Risk. Irwin, Chicago,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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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在产业经济学领域具备进一步深造或开展研究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能够从事产业经

济学研究、教学和经济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现代经济理论基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演变历史、前沿和发展趋势。

2. 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能够运用经济学方法和先进的分析手段，独立

研究产业经济学问题。

3. 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较为了解，对我国产业政策有系统的了解。

4. 熟练掌握英语，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较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运输经济学

2. 能源经济学

3. 产业组织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5 学分，其中，必修课 22 学分，选修课 13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硕士生在第一学期寒假期间，应从主文献阅读清单中选择 1 篇文献或者按照导师指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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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 2000-3000 字的论文复制报告，并于第二学期期初提交导师审核。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在校期间每名学生必须注册参加学院组织的研究生系列学术活动（业界讲座、学术讲座、学术

报告等）10 次以上，并在毕业资格审核前提交参与活动相关证明材料，学院将结合讲座活动签到情

况进行统计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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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产业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5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6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5029 产业组织理论 是 否 2 32 春

01025030 博弈论 是 否 2 32 春

01025043 经贸研究生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1025018 环境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1025021 区域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1025027 中国经济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25031 法与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1025060 经济增长理论 否 否 2 32 春

01025072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1025075 能源政策与法律 否 否 2 32 春

01025077 国际货币理论与政策 否 否 2 32 春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否 否 3 48 秋

01026035 现代能源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否 否 3 48 秋

01036007 绿色金融与投资 否 否 2 32 春

01045001 国际物流 否 否 2 32 春

01045002 运输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1045003 企业物流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1045006 供应链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1045009 物流系统设计 否 否 2 32 春

01045011 国际运输与物流专题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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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阅读书目

1．刘志彪．产业经济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2．干春晖．产业经济学：教程与案例，第二版，2015．
3．佩波尔．产业组织：现代理论与实践，第四版，2014．
4．贝拉弗雷姆．产业组织：市场与策略，格致出版社，2014．
5．卡尔顿，佩洛夫．现代产业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让•梯若尔．产业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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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在国际贸易学领域具备进一步深造或开展研究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能够从事国际贸

易学研究、教学和经济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现代经济理论基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演变历史、前沿和发展趋势。

2. 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能够运用经济学方法和先进的分析手段，独立

研究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的问题。

3. 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较为了解，对我国经贸政策有系统的了解。

4. 熟练掌握英语，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较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2. 国际贸易实务

3. 外国直接投资与跨国经营

4. 国际运输与物流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4 学分，其中，必修课 22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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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生在读期间至少应完成 6 篇文献的阅读，并于第二学期参加考核。考核方式为口试，主要

考核相关专业文献的观点以及研究方法等。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在校期间每名学生必须注册参加学院组织的研究生系列学术活动（业界讲座、学术讲座、学术

报告等）10 次以上，并在毕业资格审核前提交参与活动相关证明材料，学院将结合讲座活动签到情

况进行统计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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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国际贸易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6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5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15031 国际贸易理论(Ⅰ) 是 否 2 32 春

01015033 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 是 否 2 32 秋

01025043 经贸研究生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1015004 区域经济一体化 否 否 2 32 秋

01015006 外国直接投资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15008 电子商务 否 否 2 32 春

01015010 投入产出理论与实践 否 否 3 48 春

01015012 贸易与环境 否 否 2 32 秋

01015014 国际服务贸易 否 否 2 32 秋

01015015 WTO 与中国 否 否 2 32 秋

01015018 商务谈判与冲突解决 否 否 2 32 春

01015024 跨国公司理论与实践 否 否 2 32 春

01015025 中国外贸政策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1015028 国际运输惯例规则 否 否 2 32 春

01015029 国别经贸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15032 中国商贸政策 否 否 2 32 春

01025078 全球价值链与数字经济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26020 消费理论与实证研究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45001 国际物流 否 否 2 32 春

01045002 运输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1045003 企业物流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1045006 供应链管理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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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5009 物流系统设计 否 否 2 32 春

01045011 国际运输与物流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65001 国际投资 否 否 2 32 春

01065002 国际税收 否 否 2 32 春

01065004 国际工程承包 否 否 2 32 春

01065008 高科技管理与风险投资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高级教材：

1．Feenstra, Robert.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2n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Kyle Bagwell, Robert W. Staiger. The Economics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MIT Press, 2004.
3．Helpman, Elhanan and Paul Krugman.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MIT Press, 1985.
4．Dixit, Avinash and Victor Norma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1980.
5．Paul Krugman.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16.
中级教材：

1．Krugman, Paul, Maurice Obstfeld, and Marc J. Melitz,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olicy (11th
edition). Pearson Press, 2017.
2．Feenstra, Robert C., Alan M. Taylor, International Trade (3rd edition). Worth Publisher, 2014.
3．余淼杰．国际贸易学——理论、政策与实证（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其他教材：

1．薛荣久，崔凡，杨凤鸣．国际贸易（第七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0．
2．黎孝先，石玉川．国际贸易实务（第七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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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学术型硕士（数字贸易创新实验班）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创新精神，掌握数字贸易相关学科知识体系，具备应用信息技术提升企

业竞争力与促进产业变革的能力，能够从事数字贸易领域的研究、实务和管理工作，具有全球市场

竞争力的高层次交叉复合型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

2. 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与开展跨文化国际交流技能。

3. 具有扎实的数字贸易的理论和实务基础。

4. 系统掌握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运营与创新模式、全球商业治理，商业大数据相关领域的知识和

技能。

5. 具有运用信息技术和方法从事数字贸易相关商务活动的综合能力。

6. 具有较强的文献阅读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初步具备独立承担与专业研究相关工作的能力和

创新能力，具备继续深造或者从事数字贸易及其相关领域研究的知识水平和学术潜质。

三、研究方向

1. 数字贸易理论与实务

2. 数字贸易规则

3. 数字贸易产业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4 学分，其中，必修课 22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其中国际贸易模块不少于 4 学分，信息技术与创

新模块和统计方法模块各不少于 2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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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硕士生在读期间至少应完成 6 篇文献的阅读，并于第二学期参加考核。考核方式为口试，主要

考核相关专业文献的观点以及研究方法等。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在校期间每名学生必须注册参加学院组织的研究生系列学术活动（业界讲座、学术讲座、学术

报告等）10 次以上，并在毕业资格审核前提交参与活动相关证明材料，学院将结合讲座活动签到情

况进行统计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64

国际贸易学学术型硕士（数字贸易创新实验班）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国际贸易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6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5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国际贸易模块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信息技术与创新模块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统计方法模块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15031 国际贸易理论(Ⅰ) 是 否 2 32 春

01015034 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 是 否 2 32 春

01025043 经贸研究生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专

业

选

修

课

国际贸

易模块

01015008 电子商务 否 否 2 32 春

01015015 WTO 与中国 否 否 2 32 秋

01015033 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 否 否 2 32 秋

01105005 数理经济学(Ⅰ) 否 否 2 32 秋

信息技

术与创

新模块

05155005 深度学习方法与应用 否 否 2 32 春

05155006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5155013 商务智能 否 否 2 32 春

05155056 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 否 否 2 32 春

05155058 Python 大数据分析 否 否 2 32 秋

统计方

法模块

15105007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否 否 2 32 春

15105009 金融统计分析 否 否 2 32 春

15105010 大数据挖掘技术 否 否 2 32 春

15105011 宏观经济统计 否 否 2 32 秋

15105031 数字贸易统计 否 否 2 32 秋

15105032 面板与空间计量 否 否 2 32 春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65

专业阅读书目

主要教材：

1．Feenstra, Robert.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2n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Kyle Bagwell, Robert W. Staiger. The Economics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MIT Press, 2004.
3．韩家炜等．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第 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4．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第 3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5．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应用（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6．贾怀勤．国际贸易统计：理论、规范与实务．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
中级教材：

1．Krugman, Paul, Maurice Obstfeld, and Marc J. Melitz.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11th edition). Pearson Press, 2017.
2．Feenstra, Robert C., Alan M. Taylor, International Trade (3rd edition).Worth Publisher, 2014.
3．余淼杰．国际贸易学——理论、政策与实证（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其他教材：

1．薛荣久，崔凡，杨凤鸣．国际贸易（第七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0．
2．黎孝先，石玉川．国际贸易实务（第七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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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学术型硕士（单独考试）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在国际贸易学领域具备进一步深造或开展研究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能力，提高中高级企业

管理者的专业化素质，为被培养者提供国际化经营所需要的理论框架，管理技能和最新国际经验。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现代经济理论基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演变历史、前沿和发展趋势。

2. 掌握从经济和政治角度评价国际贸易和外资政策的技能，掌握国际贸易和其他形式国际化经

营的管理与操作技能。

3. 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较为了解，对我国经贸政策有系统的了解。

4. 熟练掌握英语，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较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非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三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

的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4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45 学分，其中，必修课 25 学分，选修课 2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5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11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20 学分

（5）公共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硕士生在读期间应阅读专业阅读清单中不少于 10篇专业文献，并在申请答辩前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文献综述，由导师评阅考核。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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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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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学术型硕士（单独考试）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国际贸易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6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46学分

学位公共课 5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11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20学分

公共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D01005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D0100503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D0116502 财经英语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D01025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D0102502 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D0102503 应用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D0101507 国际贸易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D0102504 产业组织 是 否 3 48 春

D0102505 调查方法 是 否 3 48 春

D0109501 管理会计 是 否 3 48 春

专业选修课

D0101501 国际贸易政策 否 否 2 32 秋

D0101502 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 否 否 2 32 秋

D0101503 中国对外贸易研究 否 否 2 32 春

D0101504 世界贸易组织概论 否 否 2 32 秋

D0101506 电子商务 否 否 2 32 秋

D0102507 环境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D0103501 国际金融 否 否 2 32 春

D0104501 国际运输与物流系统设计 否 否 2 32 春

D0106501 投资管理与资本概预算 否 否 2 32 春

D0107502 风险管理与保险 否 否 2 32 秋

D0111501 国际营销 否 否 2 32 秋

D0111502 国际化经营战略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宏观经济学（第十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白树强，黄满盈．世界贸易组织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3．刘园，颜新艳．国际金融（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姚新超．国际贸易保险（第三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5．郭国庆，刘艳红，贾淼磊．国际营销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6．詹姆斯•斯托克，马克•W•沃森．计量经济学（第三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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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余淼杰．国际贸易学：理论、政策与实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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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掌握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培养在数量经济学领域具备

进一步深造或开展研究所需要的能力，能够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教学和经济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现代经济理论基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演变历史、前沿和发展趋势。

2. 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能够运用数量经济学方法和先进的分析手段，

独立研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3. 对国内重大经济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较为了解。

4. 熟练掌握英语，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较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4 学分，其中，必修课 26 学分，选修课不低于 8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10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硕士生一年级期间，应从主文献阅读清单中选择与自己研究领域密切相关的论文不少于 15 篇进

行精读（所选论文需经导师批准），撰写一篇不少于 1000 字的文献综述，由两名学系硕士生导师在

第二学期末进行匿名评审。硕士生应在暑假期间从方向所列期刊中，选择 1 篇与自己研究方向密切

相关的论文（所选论文需经导师批准），撰写一篇不少于 2000 字的论文复制报告，并于第三学期初

提交导师审核。两项平均成绩合格记为通过。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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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期间每名学生必须注册参加学院组织的研究生系列学术活动（业界讲座、学术讲座、学术

报告等）10 次以上，并在毕业资格审核前提交参与活动相关证明材料，学院将结合讲座活动签到情

况进行统计审核。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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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数量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9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5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10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5043 经贸研究生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01105002 横截面与面板数据分析 是 否 2 32 春

01105003 时间序列分析 是 否 2 32 春

01105005 数理经济学(Ⅰ) 是 否 2 32 秋

01105006 数理经济学(Ⅱ)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1025030 博弈论 否 否 2 32 春

01105007 应用数量分析软件 否 否 2 32 春

01105009 应用多变量分析和机器学习 否 否 2 32 春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否 否 3 48 春

专业阅读书目

一、计量经济学部分

初级计量：

1．Kennedy, P. A. Guide to Econometrics (6th edition). Wiley-Blackwell, 2008.（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4年出版）

2．Stock, J. H. and Watson, M. W. Introduction to Econometrics (3rd edition). Addison-Wesley, 2010.
（原版影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出版，中译本由格致出版社 2012年出版）

3．Angrist, J.D. and Pischke, J.,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中

译本由格致出版社 2017年出版）

4．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 5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5．陈强著．计量经济学及 Stata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中级计量：

1．Wooldridge, J. M,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 (6th edition). South-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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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Publishing, 2016. （原版影印由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年出版，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8年出版）

2．Enders, W., Applied Econometrics: Time Series (4th edition). Wiley, 2014.（中译本由机械工业出版

社 2017年出版）

3．Cameron, C. and Trivedi, P., Micro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原版影印由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年出版）

4．陈强．机器学习及 R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计量理论：

1．Hayashi, F. Econometr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0.（冉启康，朱保华译．中文版：计量经济学．上

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月出版）

2．Stachurski, J., A Primer in Econometric Theory (1st edition). MIT Press, 2016.
3．Davidson, R., MacKinnon, J. G. Econometric Theory and Methods (1st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沈根祥译．中文版：计量经济理论和方法．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4月出版）

4．Ruud, P. A.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Econometric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二、数理经济学部分

1．Baldani J., Bradfield J. and Turner R. W. Mathematical Economics. Fort Worth: The Dryden Press.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6.
2．Chiang, A. C., Wainwright, K. Fundamental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4th Edition),
McGraw Hill, 2005
3．Klein, Mechael W., Mathematical Methods for Economics.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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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经济与物流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在运输经济与物流领域具备进一步深造或开展研究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能够从事运

输经济与物流及相关研究、实践工作的国际化、复合型、高素质专业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要求具有扎实经济与管理理论基础，掌握运输经济与物流专业理论研究方法，具备强烈创新

意识。

2. 对国内外运输经济与物流领域重大理论问题、实践问题较为了解。

3. 熟练掌握英语，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较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运输经济学

2.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4 学分，其中，必修课 22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硕士生在读期间至少应完成 10 篇文献的阅读，并于第二学期参加考核。考核方式为口试，主要

考核相关专业文献的观点以及研究方法等。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75

在校期间每名学生必须注册参加学院组织的研究生系列学术活动（业界讲座、学术讲座、学术

报告等）10 次以上，并在毕业资格审核前提交参与活动相关证明材料，学院将结合讲座活动签到情

况进行统计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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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经济与物流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运输经济与物流 学科专业代码：0202Z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5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5043 经贸研究生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01045002 运输经济学 是 否 2 32 秋

01045003 企业物流管理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1025027 中国经济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25029 产业组织理论 否 否 2 32 春

01025030 博弈论 否 否 2 32 春

01045001 国际物流 否 否 2 32 春

01045006 供应链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1045009 物流系统设计 否 否 2 32 春

01045011 国际运输与物流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105002 横截面与面板数据分析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John J. Coyle, C. John Langley, Brian Gibson, Robert A. Novack.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
Logistics Perspective (10th edition), 2017.（供应链管理：物流视角（中文版、第 9版）．电子工业

出版社，2016．）

2．Jonathan Cowie. The Economics of Transport: A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Perspective (1st edition),
Routledge,2010.
3．Simon P. Washington, Mattew G. Karlaftis, Fred L. Mannering. Statistical and Econometric Methods
for Transportation Data Analysis. Chapman & Hall/CRL, 2003.
4．F. Robert Jacobs and Richard B. Chase著．任建标译．运营管理（中文版、第 14版）．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4．
5．David Simchi-Levi，Philip Kaminsky，Edith Simchi-Levi著．季建华，邵晓峰译．供应链设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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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概念、战略与案例研究（第 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荣朝和．西方运输经济学（第 2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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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低碳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在能源与低碳经济学领域具备进一步深造或开展研究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能够从事

能源与低碳经济学研究、教学和经济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现代经济理论基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演变历史、前沿和发展趋势。

2. 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能够运用经济学方法和先进的分析手段，独立

研究能源与低碳经济领域的问题。

3. 对国内重大经济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较为了解。

4. 熟练掌握英语，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较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4 学分，其中，必修课 24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 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 学分

（3）专业必修课 8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硕士生在读期间至少应完成 10 篇文献的阅读，并于第二学期参加考核。考核方式为口试，主要

考核相关专业文献的观点以及研究方法等。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在校期间每名学生必须注册参加学院组织的研究生系列学术活动（业界讲座、学术讲座、学术

报告等）10 次以上，并在毕业资格审核前提交参与活动相关证明材料，学院将结合讲座活动签到情

况进行统计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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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条件与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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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低碳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能源与低碳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Z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5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8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5013 能源贸易与合作 是 否 2 32 春

01025043 经贸研究生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01025050 资源环境经济学建模方法 是 否 2 32 春

01025076 能源与政治经济学专题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1025021 区域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1025072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1026014 能源战略与政策 否 否 2 32 春

01026017 商业创新及创新经济 否 否 2 32 秋

01026027 一般均衡模型及计算 否 否 3 48 秋

01026034 环境经济学前沿 否 否 2 32 秋

01036007 绿色金融与投资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Subhes C. Bhattacharyya. Energy Economics: Concepts, Issues, Markets and Governance. Springer
Press, 2011.
2．N. H., Stern, S. Peters, V. Bakhshi. et al. Stern Review: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董秀成，高建，张海霞．能源战略与政策．科学出版社，2016．
4．陈美球等．低碳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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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金融学理论基础，良好的职业道德，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较强的从事

金融实际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够理解国家发布的经济政策，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

2. 具备扎实的金融学理论基础与技能，具有前瞻性和国际化视野，能够应用金融学的相关理论

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3. 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英语。

4. 身心健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7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2 学分，其中，必修课 22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6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10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专业实习（4学分）

学生应在金融机构或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金融岗位实习不少于 4个月，并于实习结束后提交不

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报告。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在校期间每名学生必须注册参加学院组织的研究生系列学术活动（业界讲座、学术讲座、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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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等）10 次以上，并在毕业资格审核前提交参与活动相关证明材料，学院将结合讲座活动签到情

况进行统计审核。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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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金融 学科专业代码：0251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7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5学分

专业必修课 10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1167001 金融英语 是 是 3 48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1027001 经济学分析与应用 是 是 3 48 秋

01037004 财务报表分析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01 专业实习 是 否 4

专业必修课

01037005 金融衍生品及应用 是 否 3 48 秋

01037025 高级国际金融学 是 否 2 32 秋

01037026 金融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01037027 应用公司金融 是 否 3 48 秋

专业选修课

01015032 中国商贸政策 否 否 2 32 春

01017008 国际商务前沿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1017010 国际贸易结算案例分析 否 否 2 32 秋

01017017 非市场战略 否 否 2 32 秋

01017018 跨国并购 否 否 2 32 秋

01027003 当代世界经济 否 否 2 32 秋

01027004 国际能源公司战略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1035001 计算金融理论与算法 否 否 3 48 春

01035003 不确定性与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1035019 消费金融学 否 否 2 32 秋

01035030 C++ 否 否 2 32 秋

01035039 融资租赁经营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1035040 国际金融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1035045 固定收益证券 否 否 2 32 春

01035052 数量金融(Ⅰ) 否 否 2 32 秋

01035053 数量金融(Ⅱ) 否 否 2 32 春

01035056 信用衍生品及定价 否 否 2 32 春

01035063 国际金融理论 否 否 4 64 春

01037007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案例 否 否 2 3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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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7014 企业并购与重组案例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1037023 财经前沿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87001 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87002 战略创业 否 否 2 32 秋

01087004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1105010 论文写作与 Stata 统计软件应用 否 否 2 32 春

01105011 计量方法与 Stata 应用 否 否 2 32 春

01167004 商业银行实用英语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饶育蕾，盛虎．行为金融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2．刘园，颜新艳．国际金融（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Aswath Damodaran著．芮萌，张逸民译．应用公司财务（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4．Chris Brooks.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for Finances (3r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5．John C. Hull. 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 (10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2017.
6．Jorion, P. Value at Risk: The New Benchmark for Controlling Market Risk. Irwin, Chicago,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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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面向税务、财会、司法等相关职业，具有国际视野和从事税务相关职业所需的职业道德，

具备较高外语能力，熟练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良好的政

治素质、职业道德和法纪观念，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

2. 系统掌握现代税收理论、实务与技能，以及财经、会计、法律和公共管理等相关领域的知识

与技能，具有国际视野和良好的战略意识、风险意识，具有较强的税务工作领导潜质和解决税收实

际问题的能力。

3. 熟练掌握和运用英语。

4. 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具备团队协作精神。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8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6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11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税务实践（4学分）

税务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也可选择分时段实践的方式，可以是选取国家机关及企业实习，也

可以是为跨国企业做研究项目。如完成企业布置的任务，可以是企业的税务环境、涉税问题和税务

筹划等方面的研究。实践时间不少于 4 个月，实践结束后应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践报告。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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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期间每名学生必须注册参加学院组织的研究生系列学术活动（业界讲座、学术讲座、学术

报告等）10 次以上，并在毕业资格审核前提交参与活动相关证明材料，学院将结合讲座活动签到情

况进行统计审核。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税务硕士专业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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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税务 学科专业代码：0253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8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5学分

专业必修课 11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1167003 税务英语 是 是 3 48 秋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1027001 经济学分析与应用 是 是 3 48 秋

01407001 税收理论与政策 是 是 3 48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14 税务实践 是 否 4

专业必修课

01405014 财税研究方法 是 否 2 32 秋

01407002 中国税制专题 是 否 3 48 秋

01407003 国际税收专题 是 否 2 32 秋

01407004 税务管理专题 是 否 2 32 春

01407005 税务筹划专题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1015032 中国商贸政策 否 否 2 32 春

01105010 论文写作与 Stata 统计软件应用 否 否 2 32 春

01407006 跨国企业税收风险与税收环境 否 否 2 32 秋

01407007 跨国公司税务战略 否 否 2 32 秋

01407015 所得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1407016 地方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琼斯等．税收筹划原理：经营和投资规划的税收原则（第 1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BEPS行动计划（第 1-15项）．中国税务出版社，2015．
3．盖地．税务会计学（第 1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4．朱青．国际税收（第 9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5．徐晓华等．G20/OECD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基础与实务．中国市场出版社，2019．
6．杨志勇．税收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7．王乔，席卫群．比较税制（第 3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8．萨拉尼耶著，马先标等译．税收经济学（第 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9．杨志勇．大国轻税．广东经济出版社，2018．
10．毛程连，庄序莹．西方财政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11．毛程连．中高级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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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哈维•罗森．财政学（第 10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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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能够胜任在涉外企业、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从事国际商务运作与管理工作的国际商务高级

应用型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水平。

2. 强调理论和实际工作技能尤其是软技能的平衡，能够在复杂的全球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

环境下从事商务活动。

3. 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意识，具备宽厚的知识面，熟练掌握英语，形成广博知识与较强能力的

综合素质，具有组织协调国际商务工作的领导潜质，胜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成功开展商务活

动的工作。

4. 适合国家开放和发展的需要，具有较强的外拓能力及进行海外投资和管理海外投资企业的能

力。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8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6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11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 为夯实专业基础，要求本专业推免生于春季学期补修我校本科《国际商务概论》课程，其中

本校推免生可在大四春季学期完成补修，其余外校推免生需于研一春季学期完成补修，补修课程不

计学分。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国际商务实践（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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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实践可以是选取国家机关及企业实习，也可以是为涉外企业做研究项目。如完成企业

布置的任务，可以是企业的市场问题、管理问题、决策问题的研究等。实践时间不少于 4 个月，实

践结束后应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践报告。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在校期间每名学生必须注册参加学院组织的研究生系列学术活动（业界讲座、学术讲座、学术

报告等）10 次以上，并在毕业资格审核前提交参与活动相关证明材料，学院将结合讲座活动签到情

况进行统计审核。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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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国际商务 学科专业代码：0254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8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5学分

专业必修课 11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1167002 商务英语 是 是 3 48 秋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1017001 国际商务理论与战略 是 是 3 48 秋

01027001 经济学分析与应用 是 是 3 48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02 国际商务实践 是 否 4

专业必修课

01017002 国际商务研究方法 是 否 3 48 秋

01017003 国际贸易政策与实务 是 否 2 32 春

01017004 国际投资与跨国企业管理 是 否 2 32 秋

01017013 跨文化交流与商务谈判 是 否 2 32 春

01147002 国际商法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1015032 中国商贸政策 否 否 2 32 春

01017006 国别研究 否 否 3 48 春

01017008 国际商务前沿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1017010 国际贸易结算案例分析 否 否 2 32 秋

01017014 知识产权贸易 否 否 2 32 春

01017015 高级国际商务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17016 跨境电商与数字贸易 否 否 2 32 秋

01017017 非市场战略 否 否 2 32 秋

01017018 跨国并购 否 否 2 32 秋

01025078 全球价值链与数字经济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27003 当代世界经济 否 否 2 32 秋

01027004 国际能源公司战略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1037014 企业并购与重组案例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1045011 国际运输与物流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87001 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1087002 战略创业 否 否 2 32 秋

01087003 国际组织行为学 否 否 2 32 春

01087004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否 否 2 3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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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5011 计量方法与 Stata 应用 否 否 2 32 春

01117001 全球营销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1117002 消费者行为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1127001 国际物流管理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王炜瀚，王健等编著．国际商务（第 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2．Peter J. Buckley编．赵忠秀，王炜瀚译．什么是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3．姚新超．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实务（第 4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4．姚新超．国际结算——实务与操作（第 3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
5．林建煌．品读 ISBP745．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6．原擒龙．国际结算与贸易融资案例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7．杨大明．国际货物买卖．法律出版社，2011．
8．杨良宜．海上货物保险．法律出版社，2010．
9．杨良宜．提单及其他付运单证（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10．杨良宜，汪鹏南．英国海上保险条款详论（第 2版）．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9．
11．阎之大．UCP600解读与例证．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
12．于强．UCP600与信用证操作实务大全．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
13．ICC中国．UCP600——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14．沈四宝，王军．国际商法（第 3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15．沈四宝，刘刚仿．国际商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6．王利明．合同法研究（一、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7．解琳，张诤．英国合同法案例选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18．王军．美国合同法判例选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19．沈四宝，王军．国际商法教学案例（英文）选编（第 2版）．法律出版社，2007 ．

20．苏宗祥，徐捷．国际结算（第 5版）．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21．韩良．贷款担保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2．张燕玲，邱智坤．ISP98理论与实务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3．ICC 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s-2007 Revision (UCP600) ICC
Publication NO. 600. Paris: ICC Publishing S.A., 2006.
24．Clive M. Schmitthoff. Export Trade: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1th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7.
25．Ebenezer Adodo. Letters of Credit: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Compli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6．Deborah Horowitz. Letters of Credit and Demand Guarantees Defences to Pay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7．Jacob E. Sifri. Standby Letters Of Credit.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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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身心健康，具有扎实精深的专业知识和系统全面的经济学和管理学

等学科的相关知识，能够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独立进行金融学领域创新性研究，致力于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从事金融领域的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能够把握金融学领域的

历史发展和学术前沿，并能对现有相关理论进行批判性评价，创新性地设计研究方案。

2. 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并在本专业核心期

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省市或部委级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讲授本专业本科、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货币经济学

2. 金融经济学

3. 金融组织学

4. 金融行为学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5 学分，其中，必修课 17 学分，选修课 8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其中专题课程不少于 2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 跨学科背景的博士生根据自身学科基础知识掌握情况，可在导师指导下补修 1 门或几门相应

本专业硕士课程，建议补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和金融工程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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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要求本专业博士生在读期间至少应完成 20 篇基础文献阅读任务，做好阅读笔记，于第四学期前

撰写并向学院提交一篇 20000 字以上的由导师审核通过的文献综述。

3. 学术讲座（不计学分）

专指在正常教学周内学院组织的学术讲座。博士生应在一、二年级每学年度参加讲座次数不低

于 10 场，并每次提交不少于 300 字的总结。每场讲座安排人员进行签到，讲座后 7 日内收集小结，

学院在学生申请答辩前汇总材料、统计参加讲座次数并进行审核。

4. 博士论坛（不计学分）

博士论坛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科研素养和学术热情，要求所有博士生在论文开题前必须参与一次，

讲解工作论文并接受嘉宾点评，完成后在学院进行登记，未完成者不能申请学位论文开题。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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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金融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金融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6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专题课程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其他课程 计入总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2166002 博士生学术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2026004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2026006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2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2036002 金融学方法论 是 否 2 32 春

02036006 金融类博士公开课 是 否 2 32 秋

专

业

选

修

课

专题

课程

02036011 货币经济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12 资本市场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14 公司金融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20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专题 否 否 2 32 春

其他

课程

02036024 现代金融中介与金融合约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25 国际金融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6026 银行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2036028 债务市场理论与实证 否 否 2 32 秋

02036029 实证资产定价 否 否 2 32 秋

02036030 实证金融导论 否 否 2 32 秋

补硕士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否 否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否 否 3 48 秋 春

02025005 货币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5005 金融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5017 金融工程学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拉姆•拉玛纳山．应用经济计量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2．兹维•博迪，罗伯特•默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斯蒂芬•A•罗斯．公司理财．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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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兹维•博迪．投资学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Suresh. M. Sundaresan．固定收入证券市场及其衍生产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小詹姆斯•L•法雷尔．投资组合管理：理论及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7．唐•M•钱斯．衍生金融工具与风险管理．中信出版社，2004．
8．Ruey S. Tsay. Analysis of Financial Time Series (3rd edition). Wiley-Interscience, 2002.
9．Joshua D. Angrist, Jörn-Steffen Pischke.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Eckhard Platen, David Heath. A Benchmark Approach to Quantitative Finance. Springer, 2006.
11．J. S. Dagpunar. Simulation and Monte Carlo With Applications in Finance and MCMC. Wiley, 2007.
12．Paolo Brandimarte. Numerical Methods in Finance A MATLAB-Based Introduction.
Wiley-Interscience, 2006.
13．Nicolas Privault. Notes on Stochastic Finance.
14．Paul Wilmott. Introduces Quantitative Finance. Wiley, 2010.
15．Shreve S. E. Stochastic Calculus for Finance I&II. Springer, 2004.
16．Sheldon Natenberg编．韩冰洁译．期权波动率与定价．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17．Victor Spearandeo编．丁圣元译．专业投机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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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程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身心健康，具有扎实精深的专业知识和系统全面的经济学和管理学

等学科的相关知识，能够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独立进行金融工程领域创新性研究，致力于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从事金融工程领域的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能够把握金融工程领域

的历史发展和学术前沿，并能对现有相关理论进行批判性评价，创新性地设计研究方案。

2. 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并在本专业核心期

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省市或部委级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讲授本专业本科、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5 学分，其中，必修课 17 学分，选修课 8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其中专题课程不少于 2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 跨学科背景的博士生根据自身学科基础知识掌握情况，可在导师指导下补修 1 门或几门相应

本专业硕士课程，建议补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和金融工程

学。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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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本专业博士生在读期间至少应完成 20 篇基础文献阅读任务，做好阅读笔记，于第四学期前

撰写并向学院提交一篇 20000 字以上的由导师审核通过的文献综述。

3. 学术讲座（不计学分）

专指在正常教学周内学院组织的学术讲座。博士生应在一、二年级每学年度参加讲座次数不低

于 10 场，并每次提交不少于 300 字的总结。每场讲座安排人员进行签到，讲座后 7 日内收集小结，

学院在学生申请答辩前汇总材料、统计参加讲座次数并进行审核。

4. 博士论坛（不计学分）

博士论坛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科研素养和学术热情，要求所有博士生在论文开题前必须参与一次，

讲解工作论文并接受嘉宾点评，完成后在学院进行登记，未完成者不能申请学位论文开题。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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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程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金融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金融工程 学科专业代码：0202Z5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6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专题课程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其他课程 计入总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2166002 博士生学术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2026004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2026006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2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2036003 金融工程前沿理论及研究方法 是 否 2 32 春

02036006 金融类博士公开课 是 否 2 32 秋

专

业

选

修

课

专题

课程

02036011 货币经济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12 资本市场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14 公司金融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20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专题 否 否 2 32 春

其他

课程

02036002 金融学方法论 否 否 2 32 春

02036024 现代金融中介与金融合约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25 国际金融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6026 银行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2036028 债务市场理论与实证 否 否 2 32 秋

02036029 实证资产定价 否 否 2 32 秋

02036030 实证金融导论 否 否 2 32 秋

补硕士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否 否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否 否 3 48 秋 春

02025005 货币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5005 金融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5017 金融工程学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拉姆•拉玛纳山．应用经济计量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2．兹维•博迪，罗伯特•默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金融学院

100

3．斯蒂芬•A•罗斯．公司理财．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4．兹维•博迪．投资学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Suresh. M. Sundaresan．固定收入证券市场及其衍生产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小詹姆斯•L•法雷尔．投资组合管理：理论及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7．唐•M•钱斯．衍生金融工具与风险管理．中信出版社，2004．
8．Ruey S. Tsay. Analysis of Financial Time Series (3rd edition). Wiley-Interscience, 2002.
9．Joshua D. Angrist, Jörn-Steffen Pischke.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Eckhard Platen, David Heath. A Benchmark Approach to Quantitative Finance. Springer, 2006.
11．J. S. Dagpunar. Simulation and Monte Carlo With Applications in Finance and MCMC. Wiley, 2007.
12．Paolo Brandimarte. Numerical Methods in Finance A MATLAB-Based Introduction.
Wiley-Interscience, 2006.
13．Nicolas Privault. Notes on Stochastic Finance.
14．Paul Wilmott. Introduces Quantitative Finance. Wiley, 2010.
15．Shreve S. E. Stochastic Calculus for Finance I&II. Springer, 2004.
16．Sheldon Natenberg编．韩冰洁译．期权波动率与定价．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17．Victor Spearandeo编．丁圣元译．专业投机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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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坚实的经济金融理论与实务、能够把握国家经济金融政策、精通和

掌握金融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应用型高级金融技术和管理

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身心健康，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

2. 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和金融学理论基础，系统掌握现代金融学原理和金融专业知识。

3. 较为熟练地掌握英语，能阅读本专业的英文资料，并能综合运用。

4. 具有较强阅读文献的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初步具备独立承担与专业研究相关工作的能力和

创新能力；具备继续深造或者从事金融研究的知识水平和学术潜质。

5. 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备熟练运用网络查阅、收集和处理相关专业知识的技能，具备较强的

写作能力和沟通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货币理论与政策

2. 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

3. 银行管理

4. 资本市场

5. 公司金融

6. 投资理论与实务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5 学分，其中，必修课 20 学分，选修课 15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限选课程不少于 4 学分，双语课程不少于 2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习

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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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要求本专业硕士生在读期间至少应完成 10 篇基础文献阅读任务，做好阅读笔记，于第三学期期

末前撰写并向学院提交一篇 8000 字以上的由导师审核通过的文献综述。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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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金融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金融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6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3学分

--限选课程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双语课程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其他课程 计入总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2025003 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秋 春

02035005 金融经济学 是 否 2 32 秋

专

业

选

修

课

限选

课程

02035017 金融工程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5019 金融工程案例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2035020 金融数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5037 金融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2035046 投资组合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2035047 固定收益证券 否 否 2 32 秋

02035051 财务报表分析 否 否 2 32 秋

02035060 中国资本市场微观结构 否 否 2 32 秋

02035077 估值与投资 否 否 2 32 春

02035081 因果推断方法 否 否 2 32 秋 春

02035083 金融衍生工具 否 否 2 32 春

02035087 金融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 否 否 2 32 春

02036020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25 国际金融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6029 实证资产定价 否 否 2 32 秋

双语

课程

02035009 行为金融学 否 否 2 32 春

02035057 数值分析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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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课程

02025005 货币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2025010 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 否 否 1 16 春

02035023 租赁与信托 否 否 1 16 春

02035024 房地产金融 否 否 1 16 春

02035036 投资分析与交易技术 否 否 2 32 秋

02035050 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分析 否 否 1 16 秋

02035055 固定收益分析与量化策略 否 否 2 32 春

02035056 高频交易与对冲套利 否 否 2 32 春

02035061 宏观金融规划与政策 否 否 2 32 春

02035067 财富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2035072 实证公司金融 否 否 2 32 春

02035074 R 语言经济数据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2035075 商品期货与期权市场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2035078 衍生品交易案例分析 否 否 2 32 秋

02035079 投资银行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5080 股权投资与并购 否 否 2 32 春

02035082 金融监管与合规 否 否 2 32 春

02035084 金融科技概览 否 否 2 32 秋

02035085 信用衍生品与资产证券化 否 否 2 32 秋

02035086 基金管理 否 否 1 16 春

02035088 国际金融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2035089 机器学习基础 否 否 1 16 秋

02035090 绿色金融 否 否 1 16 春

02035095 中国视角的国际金融 否 否 2 32 秋

02035096 应用公司金融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秋

02035097 Python 与金融量化 否 否 2 32 秋 春

02036011 货币经济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12 资本市场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14 公司金融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24 现代金融中介与金融合约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26 银行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2036028 债务市场理论与实证 否 否 2 32 秋

02105002 时间序列分析 否 否 2 32 秋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拉姆•拉玛纳山．应用经济计量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2．兹维•博迪，罗伯特•默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斯蒂芬•A•罗斯．公司理财．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4．兹维•博迪．投资学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Suresh. M. Sundaresan．固定收入证券市场及其衍生产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小詹姆斯•L•法雷尔．投资组合管理：理论及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7．唐•M•钱斯．衍生金融工具与风险管理．中信出版社，2004．
8．Ruey S. Tsay. Analysis of Financial Time Series (3rd edition). Wiley-Interscienc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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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oshua D. Angrist, Jörn-Steffen Pischke.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Eckhard Platen, David Heath. A Benchmark Approach to Quantitative Finance. Springer, 2006.
11．J. S. Dagpunar. Simulation and Monte Carlo With Applications in Finance and MCMC. Wiley, 2007.
12．Paolo Brandimarte. Numerical Methods in Finance A MATLAB-Based Introduction.
Wiley-Interscience, 2006.
13．Nicolas Privault. Notes on Stochastic Finance.
14．Paul Wilmott. Introduces Quantitative Finance. Wiley, 2010.
15．Shreve S. E. Stochastic Calculus for Finance I&II. Springer, 2004.
16．Sheldon Natenberg编．韩冰洁译．期权波动率与定价．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17．Victor Spearandeo编．丁圣元译．专业投机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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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程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坚实的经济金融理论与实务、能够把握国家经济金融政策、精通和

掌握金融工程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应用型高级金融技术和

管理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身心健康，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

2. 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和金融工程理论基础，系统掌握现代金融工程原理和金融专业知识。

3. 较为熟练地掌握英语，能阅读本专业的英文资料，并能综合运用。

4. 具有较强阅读文献的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初步具备独立承担与专业研究相关工作的能力和

创新能力；具备继续深造或者从事金融研究的知识水平和学术潜质。

5. 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备熟练运用网络查阅、收集和处理相关专业知识的技能，具备较强的

写作能力和沟通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金融风险管理

2. 金融工程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5 学分，其中，必修课 20 学分，选修课 15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限选课程不少于 4 学分，双语课程不少于 2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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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要求本专业硕士生在读期间至少应完成 10 篇基础文献阅读任务，做好阅读笔记，于第三学期期

末前撰写并向学院提交一篇 8000 字以上的由导师审核通过的文献综述。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金融学院

108

金融工程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金融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金融工程 学科专业代码：0202Z5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6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3学分

--限选课程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双语课程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其他课程 计入总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2025003 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秋 春

02035017 金融工程学 是 否 2 32 秋

专

业

选

修

课

限选

课程

02035005 金融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5019 金融工程案例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2035020 金融数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5037 金融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2035046 投资组合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2035047 固定收益证券 否 否 2 32 秋

02035051 财务报表分析 否 否 2 32 秋

02035060 中国资本市场微观结构 否 否 2 32 秋

02035077 估值与投资 否 否 2 32 春

02035081 因果推断方法 否 否 2 32 秋 春

02035083 金融衍生工具 否 否 2 32 春

02035087 金融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 否 否 2 32 春

02036003 金融工程前沿理论及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春

02036020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25 国际金融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6029 实证资产定价 否 否 2 32 秋

双语 02035009 行为金融学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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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02035057 数值分析 否 否 2 32 春

其他

课程

02025005 货币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2025010 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 否 否 1 16 春

02035023 租赁与信托 否 否 1 16 春

02035024 房地产金融 否 否 1 16 春

02035036 投资分析与交易技术 否 否 2 32 秋

02035050 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分析 否 否 1 16 秋

02035055 固定收益分析与量化策略 否 否 2 32 春

02035056 高频交易与对冲套利 否 否 2 32 春

02035061 宏观金融规划与政策 否 否 2 32 春

02035067 财富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2035072 实证公司金融 否 否 2 32 春

02035074 R 语言经济数据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2035075 商品期货与期权市场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2035078 衍生品交易案例分析 否 否 2 32 秋

02035079 投资银行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5080 股权投资与并购 否 否 2 32 春

02035082 金融监管与合规 否 否 2 32 春

02035084 金融科技概览 否 否 2 32 秋

02035085 信用衍生品与资产证券化 否 否 2 32 秋

02035086 基金管理 否 否 1 16 春

02035088 国际金融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2035089 机器学习基础 否 否 1 16 秋

02035090 绿色金融 否 否 1 16 春

02035095 中国视角的国际金融 否 否 2 32 秋

02035096 应用公司金融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秋

02035097 Python 与金融量化 否 否 2 32 秋 春

02036011 货币经济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12 资本市场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14 公司金融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24 现代金融中介与金融合约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26 银行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2036028 债务市场理论与实证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拉姆•拉玛纳山．应用经济计量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2．兹维•博迪，罗伯特•默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斯蒂芬•A•罗斯．公司理财．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4．兹维•博迪．投资学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Suresh. M. Sundaresan．固定收入证券市场及其衍生产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小詹姆斯•L•法雷尔．投资组合管理：理论及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7．唐•M•钱斯．衍生金融工具与风险管理．中信出版社，2004．
8．Ruey S. Tsay. Analysis of Financial Time Series (3rd edition). Wiley-Interscienc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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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oshua D. Angrist, Jörn-Steffen Pischke.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Eckhard Platen, David Heath. A Benchmark Approach to Quantitative Finance. Springer, 2006.
11．J. S. Dagpunar. Simulation and Monte Carlo With Applications in Finance and MCMC. Wiley, 2007.
12．Paolo Brandimarte. Numerical Methods in Finance A MATLAB-Based Introduction.
Wiley-Interscience, 2006.
13．Nicolas Privault. Notes on Stochastic Finance.
14．Paul Wilmott. Introduces Quantitative Finance. Wiley, 2010.
15．Shreve S. E. Stochastic Calculus for Finance I&II. Springer, 2004.
16．Sheldon Natenberg编．韩冰洁译．期权波动率与定价．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17．Victor Spearandeo编．丁圣元译．专业投机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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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坚实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了解国际金融业的前沿发展、能够将金

融学、经济学、管理学、数量方法等知识和技能融会贯通、同时能够密切联系中国实践，胜任金融

监管部门、各类金融机构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身心健康，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

2. 充分了解金融理论与实务，系统掌握投融资管理技能、金融交易技术与操作、金融产品设计

与应用、财务报表分析、金融风险管理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解决金融实际问题

能力。

3. 较为熟练地掌握英语，能阅读本专业的英文资料，并能进行英文论文写作。

4. 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备熟练运用网络查阅、收集和处理相关专业知识的技能，具备较强的

写作能力和沟通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银行管理

2. 资本市场

3. 金融工程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7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2 学分，其中，必修课 18 学分，选修课 1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6学分

（2）学位基础课 7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其中限选课程不少于 4 学分，双语课程不少于 2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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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专业实习（4学分）

要求普通全日制学生在金融机构或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金融工作岗位累计实习时间不少于 4 个

月，实习结束后须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报告和实习单位的实习鉴定，实习报告经专家评审合格

且实习鉴定为合格。

3. 鸿儒金融实务系列讲座（不计学分）

要求普通全日制学生第一学年至少应参加鸿儒金融实务系列讲座 6 次，且完成与讲座相关的

2000 字心得体会。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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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金融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金融 学科专业代码：0251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7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5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限选课程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双语课程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公司金融模块 计入总学分

--国际金融模块 计入总学分

--金工科技模块 计入总学分

--银行管理模块 计入总学分

--证券投资模块 计入总学分

--宏观金融模块 计入总学分

--工具方法模块 计入总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2167001 金融英语 是 是 3 48 秋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2027001 应用经济分析 是 是 3 48 秋

02037002 财务报表分析 是 是 2 32 秋

02037003 宏观金融分析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01 专业实习 是 否 4

专业必修课
02025003 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秋 春

02037061 应用数据分析 是 否 3 48 秋 春

专

业

选

修

课

限选

课程

02035005 金融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5046 投资组合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2035060 中国资本市场微观结构 否 否 2 32 秋

02035077 估值与投资 否 否 2 32 春

02035081 因果推断方法 否 否 2 32 秋 春

02037060 高级公司金融 否 否 2 32 秋

双语

课程

02035009 行为金融学 否 否 2 32 春

02035020 金融数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5057 数值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2035083 金融衍生工具 否 否 2 32 春

公司金 02035072 实证公司金融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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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模块 02035096 应用公司金融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秋

02037028 税收筹划 否 否 1 16 春

国际金

融模块

02035088 国际金融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2035095 中国视角的国际金融 否 否 2 32 秋

02037031 项目融资 否 否 1 16 秋

金工科

技模块

02035017 金融工程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5019 金融工程案例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2035037 金融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2035055 固定收益分析与量化策略 否 否 2 32 春

02035075 商品期货与期权市场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2035078 衍生品交易案例分析 否 否 2 32 秋

02035084 金融科技概览 否 否 2 32 秋

02035085 信用衍生品与资产证券化 否 否 2 32 秋

02035087 金融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 否 否 2 32 春

02035089 机器学习基础 否 否 1 16 秋

02035090 绿色金融 否 否 1 16 春

02035097 Python 与金融量化 否 否 2 32 秋 春

02037053 股票量化策略 否 否 2 32 春

02037058 期权期货量化策略 否 否 1 16 春

银行管

理模块

02035023 租赁与信托 否 否 1 16 春

02035024 房地产金融 否 否 1 16 春

02035067 财富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2035079 投资银行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5082 金融监管与合规 否 否 2 32 春

02037030 银行营销 否 否 1 16 春

证券投

资模块

02035036 投资分析与交易技术 否 否 2 32 秋

02035047 固定收益证券 否 否 2 32 秋

02035056 高频交易与对冲套利 否 否 2 32 春

02035080 股权投资与并购 否 否 2 32 春

02035086 基金管理 否 否 1 16 春

02037005 投资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7057 金融市场与机构 否 否 2 32 春

宏观金

融模块

02025010 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 否 否 1 16 春

02035050 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分析 否 否 1 16 秋

02035061 宏观金融规划与政策 否 否 2 32 春

工具方

法模块

02035074 R 语言经济数据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2037052 SAS 否 否 2 32 秋

02105002 时间序列分析 否 否 2 32 秋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拉姆•拉玛纳山．应用经济计量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2．兹维•博迪，罗伯特•默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斯蒂芬•A•罗斯．公司理财．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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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兹维•博迪．投资学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Suresh. M. Sundaresan．固定收入证券市场及其衍生产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小詹姆斯•L•法雷尔．投资组合管理：理论及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7．唐•M•钱斯．衍生金融工具与风险管理．中信出版社，2004．
8．Ruey S. Tsay. Analysis of Financial Time Series (3rd edition). Wiley-Interscience, 2002.
9．Joshua D. Angrist, Jörn-Steffen Pischke.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Eckhard Platen, David Heath. A Benchmark Approach to Quantitative Finance. Springer, 2006.
11．J. S. Dagpunar. Simulation and Monte Carlo With Applications in Finance and MCMC. Wiley, 2007.
12．Paolo Brandimarte. Numerical Methods in Finance A MATLAB-Based Introduction.
Wiley-Interscience, 2006.
13．Nicolas Privault. Notes on Stochastic Finance.
14．Paul Wilmott. Introduces Quantitative Finance. Wiley, 2010.
15．Shreve S. E. Stochastic Calculus for Finance I&II. Springer, 2004.
16．Sheldon Natenberg编．韩冰洁译．期权波动率与定价．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17．Victor Spearandeo编．丁圣元译．专业投机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金融学院

116

金融专业学位硕士（量化投资方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坚实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了解国际金融业的前沿发展、能够将金

融学、经济学、管理学、数量方法等知识和技能融会贯通、同时能够密切联系中国实践，胜任金融

监管部门、各类金融机构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身心健康，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

2. 充分了解金融理论与实务，系统掌握投融资管理技能、金融交易技术与操作、金融产品设计

与应用、财务报表分析、金融风险管理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解决金融实际问题

能力。

3. 较为熟练地掌握英语，能阅读本专业的英文资料，并能进行英文论文写作。

4. 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备熟练运用网络查阅、收集和处理相关专业知识的技能，具备较强的

写作能力和沟通能力。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7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2 学分，其中，必修课 18 学分，选修课 1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6学分

（2）学位基础课 7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双语课程不少于 2 学分，量化产品与投资策

略模块、计算机与数理方法模块各不少于 5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量化投资项目实习（4学分）

要求量化投资方向学生在业界指导下完成量化策略开发或量化课题，并于第三学期期末前提交

量化投资策略或课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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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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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专业学位硕士（量化投资方向）培养计划

学院：金融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金融 学科专业代码：0251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7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5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3学分

--基础课程 计入总学分

--双语课程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量化产品与投资策略模块 总学分 不低于 5学分

--计算机与数理方法模块 总学分 不低于 5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2167001 金融英语 是 是 3 48 秋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2027001 应用经济分析 是 是 3 48 秋

02037002 财务报表分析 是 是 2 32 秋

02037003 宏观金融分析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25 量化投资项目实习 是 否 4

专业必修课
02025003 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秋 春

02037061 应用数据分析 是 否 3 48 秋 春

专

业

选

修

课

投资

基础

课程

02035009 行为金融学 否 否 2 32 春

02035046 投资组合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2035077 估值与投资 否 否 2 32 春

02035096 应用公司金融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秋

02037005 投资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7060 高级公司金融 否 否 2 32 秋

量化产

品与投

资策略

模块

02035055 固定收益分析与量化策略 否 否 2 32 春

02035056 高频交易与对冲套利 否 否 2 32 春

02035060 中国资本市场微观结构 否 否 2 32 秋

02035075 商品期货与期权市场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2035078 衍生品交易案例分析 否 否 2 32 秋

02035083 金融衍生工具 否 否 2 32 春

02035085 信用衍生品与资产证券化 否 否 2 32 秋

02035087 金融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 否 否 2 32 春

02037053 股票量化策略 否 否 2 32 春

02037058 期权期货量化策略 否 否 1 16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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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与数理

方法模

块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否 否 3 48 秋 春

02035020 金融数学 否 否 2 32 秋

02035057 数值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2035074 R 语言经济数据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2035089 机器学习基础 否 否 1 16 秋

02035097 Python 与金融量化 否 否 2 32 秋 春

02037052 SAS 否 否 2 32 秋

02105002 时间序列分析 否 否 2 32 秋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拉姆•拉玛纳山．应用经济计量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2．兹维•博迪，罗伯特•默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斯蒂芬•A•罗斯．公司理财．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4．兹维•博迪．投资学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Suresh. M. Sundaresan．固定收入证券市场及其衍生产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小詹姆斯•L•法雷尔．投资组合管理：理论及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7．唐•M•钱斯．衍生金融工具与风险管理．中信出版社，2004．
8．Ruey S. Tsay. Analysis of Financial Time Series (3rd edition). Wiley-Interscience, 2002.
9．Joshua D. Angrist, Jörn-Steffen Pischke.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Eckhard Platen, David Heath. A Benchmark Approach to Quantitative Finance. Springer, 2006.
11．J. S. Dagpunar. Simulation and Monte Carlo With Applications in Finance and MCMC. Wiley, 2007.
12．Paolo Brandimarte. Numerical Methods in Finance A MATLAB-Based Introduction.
Wiley-Interscience, 2006.
13．Nicolas Privault. Notes on Stochastic Finance.
14．Paul Wilmott. Introduces Quantitative Finance. Wiley, 2010.
15．Shreve S. E. Stochastic Calculus for Finance I&II. Springer, 2004.
16．Sheldon Natenberg编．韩冰洁译．期权波动率与定价．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17．Victor Spearandeo编．丁圣元译．专业投机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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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优异，具有创新意识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要求的高级会计研究、教学和管理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管理学科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会计学专业知识，把握本专业领域的主要研

究成果和最新趋势，站在学术前沿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创新性研究。

2. 能够独立从事本学科的教学与独创性研究工作，以及政府、企业、事业单位中高层领导的管

理实践和相应的研究工作。

3.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能够在本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

论文。

4.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

2. 财务质量分析

3. 公司治理与公司金融

4. 审计与管理控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 14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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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博士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广泛搜集和阅读学科前沿文献，并在第五学期前

撰写、提交一篇完整的文献综述，字数应不低于 2 万字，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 60 篇。

3.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1）博士生在学习期间应听取 10 次以上的学术报告。其中：博士生必须以论文入选形式参加

全国学术会议 1 次以上，并在会议上宣读；必须听本院组织的学术讲座 8 次以上。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总结。学术报告记载表经导师签字后自己留存，申请答辩前交院办审核。

（2）博士生在学习期间至少要独立做 2次学术专题报告，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总结。学术

专题报告需经导师批准，报告前报院办备案。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管理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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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会计学 学科专业代码：12020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3166002 会计研究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秋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3086023 定性研究方法 是 是 2 32 秋

03106005 定量研究方法 是 是 4 64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3096010 会计经典文献阅读 是 否 2 32 秋

03096011 实证会计与财务研究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3086021 制度与公司治理 否 否 2 32 春

03096001 会计理论前沿 否 否 2 32 春

03096015 财务理论前沿 否 否 2 32 春

03096016 审计理论前沿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威廉•R•斯科特（加）著．陈汉文译．财务会计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张新民．战略视角下的财务报表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3．威廉•R•斯科特（加）著．陈汉文译．财务会计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4．陆正飞，姜国华，张然．财务会计与资本市场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吴溪．会计研究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6．陈汉文．实证审计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7．何晓群．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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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优异，具有创新意识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要求的高级管理、研究和教学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管理学科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管理学专业知识，把握本专业领域的主要研

究成果和最新趋势，站在学术前沿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创新性研究。

2. 能够独立从事本学科的教学与独创性研究工作，以及政府、企业、事业单位中高层领导的管

理实践和相应的研究工作。

3.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能够在本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

论文。

4.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战略管理与跨国经营

2. 组织变革与中小企业管理

3. 国际营销

4. 服务营销与国际商务

5. 企业创新与创业管理

6. 企业风险管理

7. 运营管理

8. 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9. 旅游管理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 12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2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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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博士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广泛搜集和阅读学科前沿文献，并在第五学期前

撰写、提交一篇完整的文献综述，字数应不低于 2 万字，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 60 篇。

3.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1）博士生在学习期间应听取 10 次以上的学术报告。其中：博士生必须以论文入选形式参加

全国学术会议 1 次以上，并在会议上宣读；必须听本院组织的学术讲座 8 次以上。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总结。学术报告记载表经导师签字后自己留存，申请答辩前交院办审核。

（2）博士生在学习期间至少要独立做 2次学术专题报告，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总结。学术

专题报告需经导师批准，报告前报院办备案。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管理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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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企业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020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2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3166001 管理研究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秋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3086023 定性研究方法 是 是 2 32 秋

03106005 定量研究方法 是 是 4 64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3086004 组织理论与方法 是 否 1 16 春

03086020 企业风险管理专题研究 是 否 1 16 秋

专业选修课

03086003 管理学案例研究经典文献阅读 否 否 2 32 秋

03086008 产业组织理论 否 否 2 32 春

03086009 运筹学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3086010 博弈论与应用 否 否 1 16 春

03086017 战略管理与跨国经营专题研究 否 否 1 16 春

03086018 组织变革与中小企业管理专题研究 否 否 1 16 春

03086019 企业创新与创业管理专题研究 否 否 1 16 春

03086022 人力资源管理开发的理论与方法 否 否 1 16 春

03086024 企业管理前沿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3086025 营销与旅游管理前沿 否 否 1 16 春

03116002 消费者行为理论 否 否 1 16 春

03116003 国际营销专题研究 否 否 1 16 春

03116004 服务营销专题研究 否 否 1 16 春

03126001 运营管理专题研究 否 否 1 16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迈克尔•波特（美），罗伯特•卡普兰（美），C．K．普拉哈拉德（美）等著．时青靖，陈志敏

等译．哈佛商业评论管理必读：大师十论．中信出版集团，2015．
3．麦克伦尼（美）著．赵明燕译．简单的逻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4．肯•史密斯（美）等．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5．雷德•海斯蒂（美），罗宾•道斯（美）著．谢晓非，李纾等译．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

断与决策心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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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米歇尔•渥克（美）．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中信出版社，2017．
7．陈胜军．企业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政策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8．詹姆斯•麦格留戈•伯恩斯（美）．领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9．哈耶克（英）．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修订版）．译林出版社，2012．
10．程延园．劳动关系（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1．潘平．上承战略 下接人才——人力资源管理高端视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12．斯科特（美），戴维斯（美）著．高俊山译．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3．叶晓倩．中国跨国公司外派与回任管理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4．Pfeffer, J. & Salancik, G. R.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15．Yin, RK.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London: Sage, 1994.
16．Scott, W. Richard. Organizations: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s.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2003.
17．Collis, D. J. & Montgomery, C. A. Corporate Strategy: Resources and the Scope of the Firm.
Chicago: Irwin.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1997.
18．Williamson. O. E.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1975.
19．Jeffrey A. Mile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2.
20．Vargo, Stephen L. and Lusch, Robert F. Service-Dominant Logic: Continuing the Evolu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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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优异，具有创新意识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要求的高级管理、研究和教学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管理学科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知识，把握本专业领域

的主要研究成果和最新趋势，站在学术前沿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创新性研究。

2. 能够独立从事本学科的教学与独创性研究工作，以及政府、企业、事业单位中高层领导的管

理实践和相应的研究工作。

3.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能够在本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

论文。

4.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创新管理

2. 创业管理

3. 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管理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 14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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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博士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广泛搜集和阅读学科前沿文献，并在第五学期前

撰写、提交一篇完整的文献综述，字数应不低于 2 万字，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 60 篇。

3.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1）博士生在学习期间应听取 10 次以上的学术报告。其中：博士生必须以论文入选形式参加

全国学术会议 1 次以上，并在会议上宣读；必须听本院组织的学术讲座 8 次以上。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总结。学术报告记载表经导师签字后自己留存，申请答辩前交院办审核。

（2）博士生在学习期间至少要独立做 2次学术专题报告，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总结。学术

专题报告需经导师批准，报告前报院办备案。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管理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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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技术经济及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020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3166001 管理研究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秋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3086023 定性研究方法 是 是 2 32 秋

03106005 定量研究方法 是 是 4 64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3086003 管理学案例研究经典文献阅读 是 否 2 32 秋

03136004 技术创新与管理前沿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3086008 产业组织理论 否 否 2 32 春

03086017 战略管理与跨国经营专题研究 否 否 1 16 春

03086019 企业创新与创业管理专题研究 否 否 1 16 春

03086024 企业管理前沿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3106006 高级微观计量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3．李平，曹仰锋．案例研究方法：理论与范例――凯瑟琳•艾森哈特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4．丽莎•亚瑟（美）．大数据营销．中信出版社，2014．
5．徐淑英，任兵，吕力．管理理论构建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6．唐纳德•库珀（美），帕梅拉•欣德勒（美）．企业管理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7．托马斯•W•李（美）著．吕力译．组织与管理研究方法系列：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定性方法．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4．
8．Wooldridge J. M.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 (5th editon) . Mason, OH:
South-Western Cengage Learning, 2013.
9．Christensen, C.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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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思想品德好、身心健康、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创新意识、掌握会计与财务管理学科的理论

基础知识和先进的专业知识、拥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惯例与规则的国际化、理论和实务并重的复

合型高级财务和审计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通晓国际会计惯例和相关法规。

2. 具有会计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3. 熟悉会计学术研究动态。

4. 掌握会计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5. 拥有会计、财务、审计、税务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的创新能力和发现、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6. 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

7. 熟练掌握英语。

三、研究方向

1. 国际会计

2. 财务管理

3. 审计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21 学分，选修课 9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8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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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研究生应在第三学期前完成对专业文献的阅读与学习，并向指导教师提交一份字数在1.5

万左右的文献述评，由指导教师签字确认后上交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备案。文献述评可以是对学

院要求的文献分几个专题的述评，也可以是针对某个特定专题的深度述评。

3.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学院鼓励研究生听取本校及校外组织的学术报告，且学术报告须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学科前瞻

性，应是本学科中的前沿问题或热点问题。要求学生在读期间听取 5次以上（含 5 次）本院组织的

学术报告，且每次按照学院的统一要求填写学术报告记录表，撰写不少于 200 字的学术报告总结。

学术报告记录表须经导师签字后，连同听取学术报告的现场照片，在听取报告后一周内提交院办审

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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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会计学 学科专业代码：12020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3085029 管理理论 是 是 3 48 秋

03095018 会计与财务理论 是 是 3 48 秋

03105010 管理定量方法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3095006 会计研究方法 是 否 2 32 秋

03095009 成本与管理会计研究 是 否 2 32 秋

03095019 财务分析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3095003 财务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095020 财务管理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3095021 高级会计 否 否 2 32 秋

03095022 审计理论研究 否 否 1 16 春

03095024 海外投资税务筹划 否 否 1 16 春

03095025 公司治理与企业风险管理研究 否 否 1 16 春

03095026 证券投资分析 否 否 1 16 春

03095027 跨国公司财务 否 否 1 16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张新民．战略视角下的财务报表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2．张新民．财报掘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3．王化成．高级财务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4．罗斯•L•瓦茨（美），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美）著．陈少华等译．实证会计理论．东北财经

大学出版社，2016．
5．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6．让•梯若尔（法）．公司金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7．费兰克•伊思特布鲁克（美），丹尼尔•费希尔（美）．公司法的经济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8．詹姆斯•布里克利等（美）．管理经济学与组织架构．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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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陆正飞，姜国华，张然．证券投资实证研究——重点文献导读（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3．
10．威廉•R•斯科特（加）著．陈汉文译．财务会计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1．陈晓萍等．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2．乔舒亚•安格里斯特（美），约思•斯特芬•皮施克（美）．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2．
13．布斯（美）等著．陈美霞等译．研究是一门艺术．新华出版社，2009．
14．卡尔•波普尔（英）．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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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思想品德好、身心健康、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创新意识、掌握企业管理学科的理论基础知

识和先进的专业知识、拥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惯例与规则的国际化、理论和实务并重的复合型企

业经营和管理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熟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与经营，熟悉国际经营活动与规则。

2. 能够正确识别和判断企业经营中的商业道德与伦理问题。

3. 能够识别现实生活中的企业管理问题，在其研究范围内以坚实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概念解释相

关现象。

4. 能够应用专业中的最新知识来分析和解决类似的企业经营中的问题。

5. 能够应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和探寻企业管理中的问题和成因。

6. 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方法，具备归纳、分析和撰写专业学术论文能力。

7. 熟练掌握英语。

三、研究方向

1. 国际企业管理

2. 国际营销管理

3. 服务营销管理

4. 决策与评价

5. 运营管理

6. 人力资源管理

7. 中小企业管理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21 学分，选修课 9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8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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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研究生应在第三学期前完成对专业文献的阅读与学习，并向指导教师提交一份字数在1.5

万左右的文献述评，由指导教师签字确认后上交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备案。文献述评可以是对学

院要求的文献分几个专题的述评，也可以是针对某个特定专题的深度述评。

3.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学院鼓励研究生听取本校及校外组织的学术报告，且学术报告须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学科前瞻

性，应是本学科中的前沿问题或热点问题。要求学生在读期间听取 5次以上（含 5 次）本院组织的

学术报告，且每次按照学院的统一要求填写学术报告记录表，撰写不少于 200 字的学术报告总结。

学术报告记录表须经导师签字后，连同听取学术报告的现场照片，在听取报告后一周内提交院办审

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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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企业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020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3085029 管理理论 是 是 3 48 秋

03095018 会计与财务理论 是 是 3 48 秋

03105010 管理定量方法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3085003 国际企业管理 是 否 2 32 春

03085004 管理研究方法 是 否 2 32 秋

03115002 全球营销管理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3085002 战略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085011 中小企业战略 否 否 1 16 春

03085015 公司治理 否 否 1 16 春

03085017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3085021 孙子兵法中的管理智慧 否 否 1 16 秋

03085022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085028 组织行为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3085032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跨文化视角 否 否 2 32 春

03085033 绩效与薪酬管理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3085035 组织中的情绪管理 否 否 1 16 春

03085036 决策与判断 否 否 1 16 春

03085038 跨文化管理与沟通 否 否 2 32 春

03085039 幸福心理学 否 否 2 32 春

03115003 商务调研 否 否 2 32 秋

03115006 企业间营销 否 否 1 16 春

03115007 销售与客户关系管理 否 否 1 16 春

03115010 服务营销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115012 品牌管理 否 否 1 16 春

03115015 服务营销模拟 否 否 1 16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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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5017 消费者行为国际比较研究 否 否 1 16 春

03125001 运营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125002 供应链管理 否 否 1 16 春

03125003 质量管理 否 否 1 16 春

03125004 项目管理概论 否 否 1 16 春

03125006 服务管理 否 否 1 16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菲利普•科特勒（美），凯文•莱恩•凯勒（美）著．何佳讯，于洪彦，牛永革，徐岚，董伊人，

金钰译．营销管理（第 15版）．格致出版社，2016．
2．沃伦•基坎（美），马克•格林（美）著．傅慧芬等译．全球营销（第 6版）．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5．
3．德尔•霍金斯（美）等著．符国群等译．消费者行为学（第 1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4．凯伦•莱恩•凯利（美）等著．吴水龙译．战略品牌管理（第 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5．唐•E•舒尔茨（美），斯坦利•I•坦纳鲍姆（美），罗伯特•F•劳特伯恩（美）著．孙斌艺，张丽

君译．整合营销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乔治•贝尔奇（美），迈克尔•贝尔奇（美）著．郑苏晖等译．广告与促销：整合营销传播视角

（第 9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7．艾•里斯（美），杰克•特劳特（美）著．谢伟山，苑爱冬译．定位：有史以来对美国营销影响

最大的观念．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8．尼尔•雷克汉姆（美），约翰•德文森蒂斯（美）著．陈叙译．销售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9．
9．肯特•B•门罗（美）著．孙忠译．定价：创造利润的决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10．Jones, D. G. B. Pioneers in Marketing: A Collection of Biographical Essays. Routledge, 2011.
11．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12．尤瓦尔•赫拉利（以）著．林俊宏译．人类简史．中信出版社，2014．
13．彼得•德鲁克（美）著．许是祥译．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14．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5．顾佳峰．达观天下：跟尹衍梁学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6．艾利•高德拉特（以）著．周怜利译．目标 2——绝不是靠运气．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17．艾利•高德拉特（以），杰夫•科克斯（美）著．齐若兰译．目标．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18．艾利•高德拉特（以）著．罗嘉颖译．关键链．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19．约翰 M．伊万切维奇（美），罗伯特•科诺帕斯克（美）．华章国际经典教材：人力资源管

理（原书第 12版）（中国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20．黄卫伟．以奋斗者为本：华为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纲要（精装）．中信出版社，2014．
21．王志乐．静悄悄的革命：从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平装）．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22．詹姆斯•L•吉布森（美），约翰•M•伊万切维奇（美），小詹姆斯•H•唐纳利（美），罗伯特•
科诺帕斯克（美）著．王德禄，王坤等译．组织：行为、结构和过程（第 14版）（平装）．电子

工业出版社，2015．
23．亨利•明茨伯格（加）著．方海萍译．管理工作的本质（经典版）（精装）．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
24．张茂林，袁秋菊，柳劲松．战略决策：民营企业领导科学与艺术（平装）．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2．
25．弗雷德曼（美），特里戈（美）著．柏满迎，石晓军译．战略领导：提高管理绩效的 5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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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平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26．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加）著．钱清，覃爱冬译．引爆点．中信出版社，2009．
27．余胜海．解密华为：中国制造的通信技术帝国．中信出版社，2011．
28．曾航．一只 iPhone的全球之旅．凤凰出版社，2011．
29．克里斯•安德森（美）著．萧潇译．创客：新工业革命．中信出版社，2012．
30．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思•库克耶（英）著．盛杨燕，周涛译．大数据时代：生

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31．乔纳•伯杰（美）著．刘生敏，廖建桥译．疯传：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入侵．中

信出版社，2013．
32．黎万强．参与感：小米口碑营销内部手册．中信出版社，2014．
33．彼得•蒂尔（美），布莱克•马斯特斯（美）著．高玉芳译．从 0到 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中

信出版社，2015．
34．凯文•凯利（美）著．周锋等译．必然．中信出版社，2016．
35．雷德•赖克哈尔德（美），罗伯•马奇（美）著．杨洋译．终极问题 2.0：客户驱动的企业未来．中

信出版社，2013．
36．克里斯•安德森（美）著．乔江涛，石晓燕译．长尾理论．中信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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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及管理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思想品德好、身心健康、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创新意识、掌握技术经济与管理学科的理论

基础知识和先进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数据分析工具使用能力，拥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惯例与

规则的国际化、理论和实务并重的复合型高层次经济管理决策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了解全球的科技创新格局及不同国家或区域创新文化的特征与差异。

2. 具备技术与商业伦理，尊重知识产权。

3. 具备预见科技创新对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影响并进行有效评估。

4. 熟悉技术经济学科的前沿动态，能够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完成学术研究的一般过程的能力。

5. 能运用经济管理相关理论、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数字信息工具解决现代企业管理与创新过程

中的实际问题。

6. 关注技术经济领域的相关现实问题，能够分析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或思路。

7. 熟练掌握英语。

三、研究方向

1. 创业投融资

2. 创新工程学

3. 数字科技与经济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21 学分，选修课 9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8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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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研究生应在第三学期前完成对专业文献的阅读与学习，并向指导教师提交一份字数在1.5

万左右的文献述评，由指导教师签字确认后上交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备案。文献述评可以是对学

院要求的文献分几个专题的述评，也可以是针对某个特定专题的深度述评。

3.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学院鼓励研究生听取本校及校外组织的学术报告，且学术报告须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学科前瞻

性，应是本学科中的前沿问题或热点问题。要求学生在读期间听取 5次以上（含 5 次）本院组织的

学术报告，且每次按照学院的统一要求填写学术报告记录表，撰写不少于 200 字的学术报告总结。

学术报告记录表须经导师签字后，连同听取学术报告的现场照片，在听取报告后一周内提交院办审

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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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及管理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技术经济及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020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3085029 管理理论 是 是 3 48 秋

03095018 会计与财务理论 是 是 3 48 秋

03105010 管理定量方法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3085004 管理研究方法 是 否 2 32 秋

03125005 项目管理学 是 否 2 32 秋

03135018 创新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3085037 企业管理咨询 否 否 2 32 春

03105005 多元统计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3105008 计量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3105012 大数据分析与企业经营决策 否 否 1 16 春

03105013 基于 Python 环境的自然语言处理 否 否 3 48 秋

03135015 创业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3135019 风险投资 否 否 2 32 秋

03135020 行业研究方法 否 否 1 16 秋

03135021 项目融资理论与实践 否 否 2 32 春

03135022 投资学 否 否 2 32 春

03135023 国民经济核算与宏观经济指标分析 否 否 1 16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仰锋，徐淑英．案例研究方法：理论与范例——凯瑟琳•艾森哈特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邱皓政．构方程模型的原理与应用．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4．吴国盛．什么是科学．民主与科学，2016．
5．埃里克•莱斯（美）．精益创业：新创企业的成长思维．中信出版社，2012．
6．Hall B H, Rosenberg N.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Handbooks in Economic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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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chilling, Melissa A.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4th edition) . New York,
NY: McGraw-Hil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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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素质的高层次应用型审计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全球视野，熟悉中国国情。

2.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3. 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4. 掌握现代审计理论与实务及相关领域知识和技能。

5. 具有对现有知识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质疑的能力。

6. 具有在现实的企业环境中运用审计理论与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7. 具有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有效审计的能力。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非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

的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4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9 学分，其中，必修课 24 学分，选修课 15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6学分

（2）学位基础课 5学分

（3）专业必修课 13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1 学分

（5）公共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实习实践（6学分）

要求学生参加不少于 6 个月的实习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习

实践结束后应撰写实践总结报告，通过后获得相应学分。

3. 论坛讲座（不计学分）

要求学生在毕业资格审核（一般为第三学期末）前至少参加 10 次论坛讲座，每次写出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并填写“论坛讲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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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外导师活动（不计学分）

要求学生在毕业资格审核（一般为第三学期末）前至少完成 4 次师生互动活动并提交活动记录

反馈，包含师生组常规活动、校外导师沙龙及其他校外导师相关活动。学院根据学生的活动反馈情

况以及校外导师的评价给予综合评定。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审计硕士专业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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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审计 学科专业代码：0257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46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5学分

必修环节 7学分

专业必修课 13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1学分

公共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3007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03007004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03167005 商务英语 是 是 3 48 秋

学位基础课
03027001 管理经济学 是 是 2 32 秋

03097014 审计理论与实务 是 是 3 48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03 实习实践 是 否 6

专业必修课

03087018 公司治理 是 否 2 32 2-秋

03087042 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 是 否 2 32 春

03087047 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写作 是 否 1 16 春

03097011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是 否 3 48 秋

03097013 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是 否 3 48 秋

03097025 高级财务分析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3017002 国际贸易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3027003 宏观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1 国际金融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2 金融衍生工具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3 投资银行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6 股票期权交易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2-秋

03067001 国际投资 否 否 2 32 春

03087002 战略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087003 国际企业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087010 企业并购与重组 否 否 1 16 2-秋

03087011 领导学 否 否 2 32 春

03087013 案例思维与论文写作 否 否 1 16 2-秋

03087028 创业与创新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087046 海外访学实践 否 否 1 16 春 2-秋

03097012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否 否 3 48 秋

03097022 全面预算管理 否 否 2 32 2-秋

03097024 海外投资税务筹划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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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97027 财务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097037 舞弊审计与社会责任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3097041 大数据会计与审计 否 否 2 32 春

03097042 政府审计与内部审计 否 否 2 32 春

03107001 数据模型与决策 否 否 3 48 春

03107005 商务预测 否 否 2 32 2-秋

03117001 营销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117018 商务调研 否 否 2 32 春

03127001 运营管理 否 否 2 32 春

本专业所有学生

专业选修课 从 财务风险管理,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大数据会计与审计,
国际金融, 国际投资, 海外投资税务筹划, 全面预算管理, 投资银行, 舞弊

审计与社会责任专题, 政府审计与内部审计, 10 选 4 选够 8学分

专业阅读书目

1．陈汉文，韩洪灵．审计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2．威廉•斯科特著．陈汉文译．财务会计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3．陆正飞，姜国华，张然．证券投资实证研究——重点文献导读（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3．
4．王化成．高级财务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5．王秀丽,李相志．财务会计概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6．张新民．战略视角下的财务报表分析．高教出版社，2017．
7．张新民．从报表看企业——数字背后的秘密（第四版）．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8．张新民，钱爱民．财务报表分析（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9．蒋屏，赵秀芝．公司财务管理（第三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
10．蒋屏，董英杰．财务风险管理．高教出版社，2017．
11．吴溪．会计研究方法论．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2．伯顿•麦基尔．漫步华尔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13．约翰•诺夫辛格．投资心理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14．罗伯特•J•希勒．非理性繁荣．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5．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16．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17．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8．顾佳峰．达观天下：跟尹衍梁学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9．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中信出版社，2014．
20．高德拉特．目标．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21．高德拉特．关键链．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22．葛家澍，杜兴强．会计理论（第一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3．黄世忠．财务报表分析：理论、框架、方法与案例（第一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24．姜国华．财务报表分析与证券投资（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5．卡普兰，诺顿．组织协同：运用平衡计分卡创造企业合力（第一版）．商务印书管，2010．
26．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2013）（第一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
27．詹姆斯•布里克利等．管理经济学与组织架构（第一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28．罗伯特•J•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中信出版社，2012．
29．迈尔•舍恩伯格，库克耶．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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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本杰明•格雷厄姆，戴维•多德．证券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1．迈克尔•波．竞争战略．中信出版社，2014．
32．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33．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第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4．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5．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中信出版社，2012．
36．戴尔•卡耐基．人性的弱点．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37．洛伦佐．卡弗．风险投资估值方法与案例（第一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38．道格拉斯•W•哈伯德．数据化决策．中国出版集团，2013．
39．维克托•迈克•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40．杰夫•戴尔．创新者的基因．中信出版社，2015．
41．里德•霍夫曼．联盟——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变革．中信出版社，2015．
42．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窘境．中信出版社，2013．
43．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解答．中信出版社，2013．
44．内森•弗尔，杰夫•戴尔．创新者的方法．中信出版社，2016．
45．吴军．浪潮之巅（第二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46．吴晓波．腾讯传 1998—2016．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47．雷德•海斯蒂，罗宾•道斯著．谢晓非，李纾等译．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

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48．米歇尔渥克．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中信出版社，2017．
49．斯蒂文•G•米德玛．罗纳德科斯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50．陈胜军．企业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政策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51．陈胜军．人力资源管理概论（第二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52．陈胜军，张玲．人力资源管理习题与实例解析（第二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53．罗伯特•路威著，吕叔湘译．文明与野蛮．三联书店，2015．
54．泰勒，佩普劳著．谢晓非等译．社会心理学．北大出版社，2004．
55．伯恩斯．领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56．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修订版）．译林出版社，2012．
57．程延园．劳动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58．潘平．上承战略 下接人才——人力资源管理高端视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59．乔纳•伯杰．疯传：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入侵．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60．唐•舒尔茨，海蒂•舒尔茨著．王茁译．整合营销传播：创造企业价值的 5大关键步骤．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3．
61．柏唯良著．朱宇译．细节营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62．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著．王垒，王甦译．心理学与生活．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63．丹尼•罗德里克著．廖丽华译．全球化的悖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64．丹•赛诺，索尔•辛格著．王跃红，韩君宜译．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中信出

版社，2010．
65．山姆•沃尔顿，约翰•休伊著．杨蓓译．富甲美国：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自传．江苏文艺

出版社，2015．
66．凯文•凯利著．周锋等译．必然．中信出版社，2016．
67．兰迪•扎克伯格著．谢天译．社交的本质．中信出版社，2016．
68．菲尔•奈特著．毛大庆译．鞋狗：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亲笔自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国际商学院

148

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全球化的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全球视野又深谙中国国情，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

2. 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3. 具有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

4. 具有掌握商科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卓越的软技能，具有多学科的整合能力。

5. 具有在动态商业环境中对现实企业进行诊断和咨询的能力。

6. 具有把握全局的战略能力、决策能力和领导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在职 MBA 项目（学生入学后可选择国际企业管理方向、财会与金融方向或不分方向）

2. 国际 MBA 项目（在职英文）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分为非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

等的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学分要求为 4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42 学分，其中，必修课 32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5学分

（2）学位基础课 7学分

（3）专业必修课 20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公共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内中英文子项目可课程互选。学生可跨子项目互选选修课程，不超过 4 学分。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专业实践（2学分）

要求学生参加不少于 10 次实践活动，包含论坛讲座、德育培养活动（如思想政治、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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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伦理相关活动和赛事）、公益类活动（如公益助学、环保公益、乡村振兴等公益活动和赛事）、

学术科研活动（如案例撰写、论文撰写、案例大赛、科研立项相关活动和赛事）以及创新创业类活

动（如自主创业、创新创业大赛相关活动和赛事）。论坛讲座需提交不少于 500 字的学习心得；活

动和赛事类需提供证明材料及不少于 500 字的学习心得；案例撰写、论文撰写及自主创业将视情况

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3. 校外导师活动（不计学分）

要求学生在毕业资格审核（一般为第三学期末）前至少完成 4 次师生互动活动并提交活动记录

反馈，包含师生组常规活动、校外导师沙龙及其他校外导师相关活动。学院根据学生的活动反馈情

况以及校外导师的评价给予综合评定。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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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在职 MBA 项目)

学院：国际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工商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51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45学分

学位公共课 5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3学分

专业必修课 20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国际企业管理方向课 计入总学分

--财会与金融方向课 计入总学分

--其他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公共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3007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03007004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03167006 高级商务英语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3027001 管理经济学 是 是 2 32 秋

03087037 管理与组织行为 是 是 2 32 秋

03107001 数据模型与决策 是 是 3 48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27 专业实践 是 否 2

专业必修课

03087002 战略管理 是 否 2 32 春

03087004 人力资源管理 是 否 2 32 秋

03087018 公司治理 是 否 2 32 春 2-秋

03087023 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是 否 1 16 秋 春

03087047 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写作 是 否 1 16 春

03097001 财务会计 是 否 3 48 秋

03097003 企业财务分析 是 否 2 32 2-秋

03097005 公司财务管理 是 否 3 48 春

03117001 营销管理 是 否 2 32 秋

03127001 运营管理 是 否 2 32 春

专

业

选

修

课

国际

企业

管理

方向

课

03087003 国际企业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087010 企业并购与重组 否 否 1 16 2-秋

03087011 领导学 否 否 2 32 春

03087019 组织设计与变革 否 否 2 32 春

03087022 管理沟通 否 否 2 32 秋

03087027 ERP 企业沙盘模拟 否 否 1 16 春

03087028 创业与创新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087029 战略品牌管理 否 否 2 32 2-秋

03087038 企业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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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87043 幸福心理学 否 否 1 16 2-秋

03087044 一带一路跨文化商务交流与管理 否 否 1 16 春

03087045 律己御人绩效管理 否 否 1 16 2-秋

03117010 服务营销与管理 否 否 1 16 春

03117014 客户关系管理 否 否 1 16 秋

03117017 非理性消费者的洞察 否 否 1 16 秋

03117018 商务调研 否 否 2 32 春

03117019 数字时代的整合营销沟通 否 否 1 16 秋

03127002 供应链管理 否 否 2 32 2-秋

财会

与金

融方

向课

03037001 国际金融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2 金融衍生工具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3 投资银行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4 私募股权投资 否 否 2 32 2-秋

03037006 股票期权交易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2-秋

03067001 国际投资 否 否 2 32 2-秋

03097006 成本与管理会计 否 否 2 32 春

03097022 全面预算管理 否 否 2 32 2-秋

03097027 财务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春

其他

选修

课

03017002 国际贸易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3027003 宏观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3087013 案例思维与论文写作 否 否 1 16 2-秋

03087031 企业实践项目 否 否 2 32 春

03087035 整合实践课程：商务智能 否 否 2 32 春

03087036 整合实践课程：大数据分析实践 否 否 2 32 2-秋

03087040 设计思维与创新实践 否 否 1 16 秋

03087046 海外访学实践 否 否 1 16 春 2-秋

03107005 商务预测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企业管理类（含人力资源、市场营销）：

1．詹姆斯•布里克利等．管理经济学与组织架构．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2．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3．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4．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顾佳峰．达观天下：跟尹衍梁学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6．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中信出版社，2017．
7．高德拉特．目标．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8．高德拉特．关键链．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9．陈晓萍等．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0．乔纳•伯杰．疯传：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入侵．电子工业出版，2014．
11．唐•舒尔茨，海蒂•舒尔茨著．王茁译．整合营销传播：创造企业价值的 5大关键步骤．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3．
12．柏唯良著．朱宇译．细节营销（原书第 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国际商学院

152

13．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著．王垒、王甦译．心理学与生活（原书第 19版）．人民邮

电出版社，2016．
14．丹尼•罗德里克著．廖丽华译．全球化的悖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5．丹•赛诺，索尔•辛格著．王跃红，韩君宜译．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中信出

版社，2010．
16．山姆•沃尔顿，约翰•休伊著．杨蓓译．富甲美国：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自传．江苏文艺

出版社，2015．
17．凯文•凯利著．周锋等译．必然．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
18．兰迪•扎克伯格著．谢天译．社交的本质．中信出版社，2016．
19．菲尔•奈特著．毛大庆译．鞋狗：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亲笔自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20．菲利普•科特勒，凯文•莱恩•凯勒．营销管理（第 15版）．格致出版社，2017．
21．陈胜军．企业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政策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22．陈胜军．人力资源管理概论（第二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23．陈胜军，张玲．人力资源管理习题与实例解析（第二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4．陈胜军. HRBP 理论与应用案例.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25．潘平．上承战略下接人才——人力资源管理高端视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26．程延园．劳动关系（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财会与金融类：

1．陆正飞，姜国华，张然．证券投资实证研究——重点文献导读（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3．
2．王化成．高级财务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3．王秀丽，李相志．财务会计概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张新民．战略视角下的财务报表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5．张新民．从报表看企业——数字背后的秘密（第 4版）．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6．张新民，钱爱民．财务报表分析（第 5版）．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7．蒋屏，赵秀芝．公司财务管理（第 4版）．中信出版集团，2021．
8．蒋屏，董英杰．财务风险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9．威廉•R•斯科特著．陈汉文译，财务会计理论（英文版·第 7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10．罗斯•L•瓦茨，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著．陈少华等译．实证会计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
11．让•梯若尔．公司金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2．洛伦佐•卡弗．风险投资估值方法与案例．机械工业出版，2015．
13．道格拉斯•W•哈伯德．数据化决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14．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等．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其他：

1．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
2．布斯等著．陈美霞等译．研究是一门艺术．新华出版社，2009．
3．魏炜，朱武祥．发现商业模式．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4．李平，曹仰锋．案例研究方法：理论与范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6．杰夫•戴尔．创新者的基因．中信出版社，2015．
7．里德•霍夫曼．联盟——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变革．中信出版社，2015．
8．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窘境．中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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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国际 MBA 项目（在职英文）)

学院：国际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工商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51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45学分

学位公共课 5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3学分

专业必修课 20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英文课程 计入总学分

--中文课程 计入总学分

公共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3007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03007004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03167006 高级商务英语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3027001 管理经济学 是 是 2 32 秋

03087037 管理与组织行为 是 是 2 32 秋

03107001 数据模型与决策 是 是 3 48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27 专业实践 是 否 2

专业必修课

03087002 战略管理 是 否 2 32 春

03087004 人力资源管理 是 否 2 32 秋

03087018 公司治理 是 否 2 32 春 2-秋

03087023 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是 否 1 16 秋 春

03087047 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写作 是 否 1 16 春

03097001 财务会计 是 否 3 48 秋

03097003 企业财务分析 是 否 2 32 2-秋

03097005 公司财务管理 是 否 3 48 春

03117001 营销管理 是 否 2 32 秋

03127001 运营管理 是 否 2 32 春

专

业

选

修

课

英文

课程

03017002 国际贸易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1 国际金融 否 否 2 32 春

03067001 国际投资 否 否 2 32 2-秋

03087003 国际企业管理 否 否 2 32 2-秋

03087022 管理沟通 否 否 2 32 秋

03087029 战略品牌管理 否 否 2 32 2-秋

03087031 企业实践项目 否 否 2 32 春

03087036 整合实践课程：大数据分析实践 否 否 2 32 2-秋

03087044 一带一路跨文化商务交流与管理 否 否 1 16 春

03087045 律己御人绩效管理 否 否 1 16 2-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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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87046 海外访学实践 否 否 1 16 春 2-秋

03097006 成本与管理会计 否 否 2 32 春

03097022 全面预算管理 否 否 2 32 2-秋

03117018 商务调研 否 否 2 32 春

中文

课程

03027003 宏观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2 金融衍生工具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3 投资银行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4 私募股权投资 否 否 2 32 2-秋

03037006 股票期权交易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2-秋

03087010 企业并购与重组 否 否 1 16 2-秋

03087011 领导学 否 否 2 32 春

03087013 案例思维与论文写作 否 否 1 16 2-秋

03087019 组织设计与变革 否 否 2 32 春

03087027 ERP 企业沙盘模拟 否 否 1 16 春

03087028 创业与创新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087035 整合实践课程：商务智能 否 否 2 32 春

03087038 企业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087040 设计思维与创新实践 否 否 1 16 秋

03087043 幸福心理学 否 否 1 16 2-秋

03097027 财务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107005 商务预测 否 否 2 32 春

03117010 服务营销与管理 否 否 1 16 春

03117014 客户关系管理 否 否 1 16 秋

03117017 非理性消费者的洞察 否 否 1 16 秋

03117019 数字时代的整合营销沟通 否 否 1 16 秋

03127002 供应链管理 否 否 2 32 2-秋

专业阅读书目

企业管理类（含人力资源、市场营销）：

1．詹姆斯•布里克利等．管理经济学与组织架构．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2．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3．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4．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顾佳峰．达观天下：跟尹衍梁学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6．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中信出版社，2017．
7．高德拉特．目标．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8．高德拉特．关键链．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9．陈晓萍等．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0．乔纳•伯杰．疯传：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入侵．电子工业出版，2014．
11．唐•舒尔茨，海蒂•舒尔茨著．王茁译．整合营销传播：创造企业价值的 5大关键步骤．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3．
12．柏唯良著．朱宇译．细节营销（原书第 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13．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著．王垒、王甦译．心理学与生活（原书第 19版）．人民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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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出版社，2016．
14．丹尼•罗德里克著．廖丽华译．全球化的悖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5．丹•赛诺，索尔•辛格著．王跃红，韩君宜译．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中信出

版社，2010．
16．山姆•沃尔顿，约翰•休伊著．杨蓓译．富甲美国：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自传．江苏文艺

出版社，2015．
17．凯文•凯利著．周锋等译．必然．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
18．兰迪•扎克伯格著．谢天译．社交的本质．中信出版社，2016．
19．菲尔•奈特著．毛大庆译．鞋狗：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亲笔自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20．菲利普•科特勒，凯文•莱恩•凯勒．营销管理（第 15版）．格致出版社，2017．
21．陈胜军．企业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政策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22．陈胜军．人力资源管理概论（第二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23．陈胜军，张玲．人力资源管理习题与实例解析（第二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4．陈胜军. HRBP 理论与应用案例.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25．潘平．上承战略下接人才——人力资源管理高端视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26．程延园．劳动关系（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财会与金融类：

1．陆正飞，姜国华，张然．证券投资实证研究——重点文献导读（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3．
2．王化成．高级财务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3．王秀丽，李相志．财务会计概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张新民．战略视角下的财务报表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5．张新民．从报表看企业——数字背后的秘密（第 4版）．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6．张新民，钱爱民．财务报表分析（第 5版）．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7．蒋屏，赵秀芝．公司财务管理（第 4版）．中信出版集团，2021．
8．蒋屏，董英杰．财务风险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9．威廉•R•斯科特著．陈汉文译，财务会计理论（英文版·第 7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10．罗斯•L•瓦茨，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著．陈少华等译．实证会计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
11．让•梯若尔．公司金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2．洛伦佐•卡弗．风险投资估值方法与案例．机械工业出版，2015．
13．道格拉斯•W•哈伯德．数据化决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14．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等．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其他：

1．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
2．布斯等著．陈美霞等译．研究是一门艺术．新华出版社，2009．
3．魏炜，朱武祥．发现商业模式．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4．李平，曹仰锋．案例研究方法：理论与范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6．杰夫•戴尔．创新者的基因．中信出版社，2015．
7．里德•霍夫曼．联盟——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变革．中信出版社，2015．
8．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窘境．中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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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硕士（创新创业实验班）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开放型经济建设的拔尖创新创业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

2. 具有广阔视野和敏锐洞察力。

3. 具有商科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卓越的软技能。

4. 具有机会把握和资源整合能力。

5. 具有把握全局的战略能力、决策能力和领导能力。

6. 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非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

的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学分要求为 4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42 学分，其中，必修课 32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5学分

（2）学位基础课 7学分

（3）专业必修课 20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公共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创新创业实践（2学分）

要求学生参加 5 次创业导师活动，创业导师活动包含师生组常规活动、创业训练营、专项实践

讲座等，并于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一份创新创业实践报告。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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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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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硕士（创新创业实验班）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工商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51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45学分

学位公共课 5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3学分

专业必修课 20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创新创业专业课程 计入总学分

--其他子项目课程 计入总学分

公共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3007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03007004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03167006 高级商务英语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3027001 管理经济学 是 是 2 32 秋

03087037 管理与组织行为 是 是 2 32 秋

03107001 数据模型与决策 是 是 3 48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28 创新创业实践 是 否 2

专业必修课

03087002 战略管理 是 否 2 32 春

03087004 人力资源管理 是 否 2 32 春

03087018 公司治理 是 否 2 32 春 2-秋

03087023 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是 否 1 16 秋 春

03087047 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写作 是 否 1 16 春

03097001 财务会计 是 否 3 48 秋

03097003 企业财务分析 是 否 2 32 2-秋

03097005 公司财务管理 是 否 3 48 春

03117001 营销管理 是 否 2 32 春

03127001 运营管理 是 否 2 32 春

专

业

选

修

课

创新

创业

项目

课程

03087048 创业管理 否 否 1 16 秋 春

03087049 创业机会：发现、评价、选择 否 否 1 16 秋 春

03087050 创业者修炼：理想、信念、行动 否 否 2 32 秋 春

03087053 国际创业 否 否 1 16 秋 春

03087054 从 0 到 1：新企业创立 否 否 1 16 秋 春

03087055 全球创业机会与基金投资 否 否 1 16 秋 春

03087056 创业实践 否 否 1 16 秋 春

03087057 投资人视角下创业项目的甄选 否 否 1 16 秋 春

03087058 创新工程学 否 否 3 48 秋

03017002 国际贸易实务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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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子项

目课

程

03027003 宏观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1 国际金融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2 金融衍生工具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3 投资银行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4 私募股权投资 否 否 2 32 2-秋

03037006 股票期权交易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2-秋

03067001 国际投资 否 否 2 32 2-秋

03087010 企业并购与重组 否 否 1 16 2-秋

03087013 案例思维与论文写作 否 否 1 16 2-秋

03087019 组织设计与变革 否 否 2 32 春

03087022 管理沟通 否 否 2 32 秋

03087027 ERP 企业沙盘模拟 否 否 1 16 春

03087029 战略品牌管理 否 否 2 32 2-秋

03087031 企业实践项目 否 否 2 32 春

03087035 整合实践课程：商务智能 否 否 2 32 春

03087036 整合实践课程：大数据分析实践 否 否 2 32 2-秋

03087044 一带一路跨文化商务交流与管理 否 否 1 16 春

03087045 律己御人绩效管理 否 否 1 16 2-秋

03087046 海外访学实践 否 否 1 16 春 2-秋

03097022 全面预算管理 否 否 2 32 2-秋

03097027 财务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107005 商务预测 否 否 2 32 春

03117010 服务营销与管理 否 否 1 16 春

03117014 客户关系管理 否 否 1 16 秋

03117017 非理性消费者的洞察 否 否 1 16 秋

03117018 商务调研 否 否 2 32 春

03117019 数字时代的整合营销沟通 否 否 1 16 秋

03127002 供应链管理 否 否 2 32 2-秋

专业阅读书目

企业管理类（含人力资源、市场营销）：

1．詹姆斯•布里克利等．管理经济学与组织架构．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2．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3．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4．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顾佳峰．达观天下：跟尹衍梁学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6．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中信出版社，2017．
7．高德拉特．目标．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8．高德拉特．关键链．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9．陈晓萍等．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0．乔纳•伯杰．疯传：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入侵．电子工业出版，2014．
11．唐•舒尔茨，海蒂•舒尔茨著．王茁译．整合营销传播：创造企业价值的 5大关键步骤．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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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柏唯良著．朱宇译．细节营销（原书第 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13．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著．王垒、王甦译．心理学与生活（原书第 19版）．人民邮

电出版社，2016．
14．丹尼•罗德里克著．廖丽华译．全球化的悖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5．丹•赛诺，索尔•辛格著．王跃红，韩君宜译．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中信出

版社，2010．
16．山姆•沃尔顿，约翰•休伊著．杨蓓译．富甲美国：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自传．江苏文艺

出版社，2015．
17．凯文•凯利著．周锋等译．必然．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
18．兰迪•扎克伯格著．谢天译．社交的本质．中信出版社，2016．
19．菲尔•奈特著．毛大庆译．鞋狗：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亲笔自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20．菲利普•科特勒，凯文•莱恩•凯勒．营销管理（第 15版）．格致出版社，2017．
21．陈胜军．企业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政策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22．陈胜军．人力资源管理概论（第二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23．陈胜军，张玲．人力资源管理习题与实例解析（第二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4．陈胜军. HRBP 理论与应用案例.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25．潘平．上承战略下接人才——人力资源管理高端视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26．程延园．劳动关系（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财会与金融类：

1．陆正飞，姜国华，张然．证券投资实证研究——重点文献导读（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3．
2．王化成．高级财务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3．王秀丽，李相志．财务会计概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张新民．战略视角下的财务报表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5．张新民．从报表看企业——数字背后的秘密（第 4版）．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6．张新民，钱爱民．财务报表分析（第 5版）．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7．蒋屏，赵秀芝．公司财务管理（第 4版）．中信出版集团，2021．
8．蒋屏，董英杰．财务风险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9．威廉•R•斯科特著．陈汉文译，财务会计理论（英文版·第 7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10．罗斯•L•瓦茨，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著．陈少华等译．实证会计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
11．让•梯若尔．公司金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2．洛伦佐•卡弗．风险投资估值方法与案例．机械工业出版，2015．
13．道格拉斯•W•哈伯德．数据化决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14．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等．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其他：

1．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
2．布斯等著．陈美霞等译．研究是一门艺术．新华出版社，2009．
3．魏炜，朱武祥．发现商业模式．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4．李平，曹仰锋．案例研究方法：理论与范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6．杰夫•戴尔．创新者的基因．中信出版社，2015．
7．里德•霍夫曼．联盟——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变革．中信出版社，2015．
8．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窘境．中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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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硕士（EMBA）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商业道德，具有较强开拓创新能力和领导能力，掌握系统的现代化管理知识，具

有国际经营战略头脑和总揽全局的决策能力，适应国际化经营和组织发展需要的全球化经济中的企

业领袖。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全球视野又深谙中国国情，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

2. 掌握商科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卓越的软技能，具有多学科的整合能力。

3. 掌握在动态商业环境中的战略决策能力。

4. 具有以全球化视野驾驭全局的领导能力和跨文化管理能力。

5. 具备面向全球市场的变革与创新能力。

6. 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企业家精神。

7. 具有各类资源的整合利用能力。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非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

的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4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41 学分，其中，必修课 25 学分，选修课 1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4学分

（3）专业必修课 17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6 学分

（5）公共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管理实践（3学分）

要求学生参加不少于 10 次管理实践活动，包含论坛讲座（管理、经济、文化、行业热点等）、

第二课堂、企业参访、德育培养活动（如思想政治、职业道德、社会伦理相关的活动）等，每学期

结束前需提交不少于 800 字的学习心得（共计 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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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工商管理硕士专业硕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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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硕士（EMBA）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工商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51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45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4学分

必修环节 4学分

专业必修课 17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6学分

公共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E03007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E0300703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E0316701 商务英语与沟通 是 是 1 16 秋

学位基础课
E0308701 管理经济学 是 是 2 32 春

E0308702 组织行为学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29 管理实践 是 否 3

专业必修课

E0308704 人力资源管理 是 否 2 32 秋

E0308705 领导学 是 否 2 32 秋

E0308706 战略管理 是 否 2 32 秋

E0308708 公司治理 是 否 2 32 2-秋

E0308716 案例思维与论文写作 是 否 1 16 春

E0309705 会计学 是 否 2 32 秋

E0309706 财务管理 是 否 2 32 秋

E0311702 市场营销 是 否 2 32 春

E0312701 运营管理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E0303701 国际金融市场 否 否 2 32 秋 春

E0303702 价值投资与资本市场 否 否 2 32 秋 春

E0303703 投资银行 否 否 1 16 秋 春

E0308703 团队建设、沙盘模拟 否 否 2 32 秋 春

E0308707 股权投资与并购重组 否 否 2 32 秋 春

E0308709 企业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秋 春

E0308710 企业互联网创新与转型 否 否 2 32 秋 春

E0308711 商业模式设计 否 否 1 16 秋 春

E0308712 创新与创业 否 否 1 16 秋 春

E0308715 国际访学 否 否 2 32 秋 春

E0309704 税务筹划 否 否 1 16 秋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付永刚．组织行为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2．魏江．战略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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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盖地．税务筹划．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4．斯蒂芬•罗斯（美）著．张建平译．公司理财精要（第六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5．William Boyes, 李自杰．新管理经济学（中国版·第 2版）．中国市场出版社，2011．
6．迟国泰．国际金融．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7．许玉林．战略构建与制度体系——人力资源管理全景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8．唐纳德•德德帕姆菲利斯（美）．收购、兼并和重组——过程、工具、案例与解决方案（第 7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9．魏炜．商业模式的经济解释．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10．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第 15版）．格致出版社，2016．
11．张新民，钱爱民．财务报表分析（简明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12．吕文栋．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2021．
13．魏杰．我与改革开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14．张新民．从报表看企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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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素质的高层次应用型会计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全球视野，熟悉中国国情。

2.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3. 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4. 掌握现代会计理论与实务及相关领域知识和技能。

5. 具有对现有知识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质疑的能力。

6. 具有在现实的企业环境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7. 具有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分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

的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48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9 学分，其中，必修课 25 学分，选修课 1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6学分

（2）学位基础课 5学分

（3）专业必修课 14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案例研究与开发（2学分）

要求学生在学习期间必须参加案例大赛或其他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独立或协助

指导老师通过实地调研形成教学案例、参与企业管理咨询活动并形成管理咨询报告、发表案例研究

方面的学术成果等。

3. 实习实践（6学分）

要求学生参加不少于 6 个月的实习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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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结束后应撰写实践总结报告，通过后获得相应学分。

4. 论坛讲座（不计学分）

要求学生在毕业资格审核（一般为第三学期末）前至少参加 10 次论坛讲座，每次写出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并填写“论坛讲座记录”。

5. 校外导师活动（不计学分）

要求学生在毕业资格审核（一般为第三学期末）前至少完成 4 次师生互动活动并提交活动记录

反馈，包含师生组常规活动、校外导师沙龙及其他校外导师相关活动。学院根据学生的活动反馈情

况以及校外导师的评价给予综合评定。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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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会计 学科专业代码：1253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48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5学分

必修环节 9学分

专业必修课 1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3007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03007004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03167005 商务英语 是 是 3 48 秋

学位基础课
03027001 管理经济学 是 是 2 32 秋

03097011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是 是 3 48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03 实习实践 是 否 6

SJHJ7030 案例研究与开发 是 否 2

专业必修课

03087039 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是 否 2 32 春

03087047 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写作 是 否 1 16 春

03097012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是 否 3 48 秋

03097013 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是 否 3 48 秋

03097014 审计理论与实务 是 否 3 48 2-秋

03097025 高级财务分析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3017002 国际贸易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3027003 宏观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1 国际金融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2 金融衍生工具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3 投资银行 否 否 2 32 春

03037006 股票期权交易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2-秋

03067001 国际投资 否 否 2 32 春

03087002 战略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087003 国际企业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087004 人力资源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3087010 企业并购与重组 否 否 1 16 2-秋

03087011 领导学 否 否 2 32 春

03087013 案例思维与论文写作 否 否 1 16 2-秋

03087018 公司治理 否 否 2 32 2-秋

03087022 管理沟通 否 否 2 32 2-秋

03087028 创业与创新管理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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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87038 企业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087042 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3087046 海外访学实践 否 否 1 16 春 2-秋

03097022 全面预算管理 否 否 2 32 2-秋

03097024 海外投资税务筹划 否 否 2 32 春

03097027 财务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097033 资本市场理论与实务 否 否 1 16 秋

03097035 面向资本市场的会计准则解读 否 否 2 32 2-秋

03097037 舞弊审计与社会责任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3097041 大数据会计与审计 否 否 2 32 春

03097042 政府审计与内部审计 否 否 2 32 春

03107001 数据模型与决策 否 否 3 48 春

03107005 商务预测 否 否 2 32 2-秋

03117001 营销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3117018 商务调研 否 否 2 32 春

03127001 运营管理 否 否 2 32 春

本专业所有学生

专业选修课 从 财务风险管理, 大数据会计与审计, 公司治理, 国际金融,
国际投资, 海外投资税务筹划, 金融衍生工具, 面向资本市场的会计准则解

读, 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 企业风险管理, 全面预算管理, 投资银行, 舞弊

审计与社会责任专题, 营销管理, 战略管理, 政府审计与内部审计, 资本市

场理论与实务, 17 选 4 选够 8学分

专业阅读书目

1．陆正飞，姜国华，张然．证券投资实证研究——重点文献导读（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3．
2．王化成．高级财务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3．王秀丽，李相志．财务会计概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张新民．战略视角下的财务报表分析．高教出版社，2017．
5．张新民．从报表看企业——数字背后的秘密（第四版）．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6．张新民，钱爱民．财务报表分析（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7．蒋屏，赵秀芝．公司财务管理（第三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
8．蒋屏，董英杰．财务风险管理．高教出版社，2017．
9．吴溪．会计研究方法论．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0．伯顿•麦基尔．漫步华尔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11．约翰•诺夫辛格．投资心理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12．罗伯特•J•希勒．非理性繁荣．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3．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14．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15．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6．顾佳峰．达观天下：跟尹衍梁学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7．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中信出版社，2014．
18．高德拉特．目标．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19．高德拉特．关键链．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20．葛家澍，杜兴强．会计理论（第一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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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黄世忠．财务报表分析：理论、框架、方法与案例（第一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22．姜国华．财务报表分析与证券投资（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3．卡普兰，诺顿．组织协同：运用平衡计分卡创造企业合力（第一版）．商务印书管，2010．
24．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2013）（第一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
25．詹姆斯•布里克利等．管理经济学与组织架构（第一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26．罗伯特•J•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中信出版社，2012．
27．迈尔•舍恩伯格，库克耶．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8．本杰明•格雷厄姆，戴维•多德．证券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9．迈克尔•波．竞争战略．中信出版社，2014．
30．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31．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第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2．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3．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中信出版社，2012．
34．戴尔•卡耐基．人性的弱点．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35．洛伦佐•卡弗．风险投资估值方法与案例（第一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36．道格拉斯•W•哈伯德．数据化决策．中国出版集团，2013．
37．维克托•迈克•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38．杰夫•戴尔．创新者的基因．中信出版社，2015．
39．里德•霍夫曼．联盟——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变革．中信出版社，2015．
40．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窘境．中信出版社，2013．
41．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解答．中信出版社，2013．
42．内森•弗尔，杰夫•戴尔．创新者的方法．中信出版社，2016．
43．吴军．浪潮之巅（第二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44．吴晓波．腾讯传 1998—2016．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45．雷德•海斯蒂，罗宾•道斯著．谢晓非，李纾等译．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

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46．米歇尔渥克．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中信出版社，2017．
47．斯蒂文•G•米德玛．罗纳德科斯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48．陈胜军．企业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政策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49．陈胜军．人力资源管理概论（第二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50．陈胜军，张玲．人力资源管理习题与实例解析（第二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51．罗伯特•路威，吕叔湘译．文明与野蛮．三联书店，2015．
52．泰勒，佩普劳著．谢晓非等译．社会心理学．北大出版社，2004．
53．伯恩斯．领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54．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修订版）．译林出版社，2012．
55．程延园．劳动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56．潘平．上承战略下接人才——人力资源管理高端视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57．乔纳•伯杰．疯传：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入侵．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58．唐•舒尔茨，海蒂•舒尔茨著．王茁译．整合营销传播:创造企业价值的 5大关键步骤．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3．
59．柏唯良著．朱宇译．细节营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60．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著．王垒，王甦译．心理学与生活．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61．丹尼•罗德里克著．廖丽华译．全球化的悖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62．丹•赛诺，索尔•辛格著．王跃红，韩君宜译．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中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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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10．
63．山姆•沃尔顿，约翰•休伊著．杨蓓译．富甲美国：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自传．江苏文艺

出版社，2015．
64．凯文•凯利著．周锋等译．必然．中信出版社，2016．
65．兰迪•扎克伯格著．谢天译．社交的本质．中信出版社，2016．
66．菲尔•奈特著．毛大庆译．鞋狗：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亲笔自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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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法思想，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党和国

家机关、军队、大型企事业单位和国际组织独立从事本专业的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创新型高层

次法律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检索和阅读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学术期刊和重要数据库，熟知本

专业领域的学术前沿发展动态。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且能够独立在本专业及相关领域 CSSCI、

SSCI 收录期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领域重要研究课题的选题和申报，且能够独立承担完成省部级以上层次

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专业课，且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较为准确地使用英语撰写专业学术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且能较为熟练地使用英

语进行口头的专业交流。

三、研究方向

1. 宪法学

2. 行政法学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 16 学分，选修课 8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6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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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需要至少完成 20 篇基础文献阅读任务，做好阅读笔记，完成至少一篇 20000 字

以上的文献综述。主文献阅读的考核应在第 6 学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

价。

3. 博士论文研习（不计学分）

要求学生就自己的博士论文或拟发表的论文做一次报告，由导师具体组织准备、考勤、报告、

记录等工作，并综合学生的出勤、报告及评议情况决定是否通过。博士论文研习的考核应在第 6 学

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4. 教学实践（不计学分）

博士生应完成一定学时的教学实践工作，具体方式为协助导师或学院教师课堂授课、批改作业、

准备授课材料、指导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课后学习等。学院鼓励博士生担任导师或学院教师具体课程

的助教。教学实践的考核应在第 6 学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5.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学院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本学科学术年会、研讨会、“经贸法学工作坊”、研究生学术沙龙、

博士论坛等学术活动。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20 次以上本校及本院组织的学术报告；至少在二级学

科范围内作两次公开学术报告，博士生本人提交论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做发言可作为公开

学术报告计算。如为校内学术报告，报告对象应包括本人导师或导师指导小组代表。学术报告的考

核应在第 6 学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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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103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4146038 法律英语写作(Ⅰ) 是 是 2 32 秋

04146039 法律英语写作(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4146043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Ⅰ) 是 是 3 48 秋

04146044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Ⅱ)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4146012 学术前沿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04146048 比较宪法 是 否 1 16 秋

04146049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原理 是 否 1 16 春

专业选修课

04146005 法理学与比较法专题 否 否 1 16 秋

04146006 国际投资法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6008 经济法前沿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6010 世界贸易组织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6011 国际经济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6045 刑法前沿 否 否 1 16 秋

04146046 民商法前沿问题 否 否 3 48 秋

04146047 诉讼法学理论前沿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江必新等．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第 3版）．法律出版社，2016．
2．马怀德．行政法前沿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论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3．王敬波．法治政府要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4．李卫刚．从行政诉讼到宪政：英、美、法、德、中五国比较研究（第 2版）．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5．郑雅方．行政裁量基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6．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
7．哈特穆特•毛雷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
8．室井力，芝池义一，浜川著．朱芒译．日本行政程序法逐条注释．上海三联书店，2009．
9．肯尼思•沃伦．政治体制中的行政法（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经典教材系列）．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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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法思想，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党和国

家机关、军队、大型企事业单位和国际组织独立从事本专业的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创新型高层

次法律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检索和阅读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学术期刊和重要数据库，熟知本

专业领域的学术前沿发展动态。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且能够独立在本专业及相关领域 CSSCI、

SSCI 收录期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领域重要研究课题的选题和申报，且能够独立承担完成省部级以上层次

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专业课，且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较为准确地使用英语撰写专业学术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且能较为熟练地使用英

语进行口头的专业交流。

三、研究方向

1. 民法

2. 商法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 17 学分，选修课 7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6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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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需要至少完成 20 篇基础文献阅读任务，做好阅读笔记，完成至少一篇 20000 字

以上的文献综述。主文献阅读的考核应在第 6 学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

价。

3. 博士论文研习（不计学分）

要求学生就自己的博士论文或拟发表的论文做一次报告，由导师具体组织准备、考勤、报告、

记录等工作，并综合学生的出勤、报告及评议情况决定是否通过。博士论文研习的考核应在第 6 学

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4. 教学实践（不计学分）

博士生应完成一定学时的教学实践工作，具体方式为协助导师或学院教师课堂授课、批改作业、

准备授课材料、指导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课后学习等。学院鼓励博士生担任导师或学院教师具体课程

的助教。教学实践的考核应在第 6 学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5.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学院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本学科学术年会、研讨会、“经贸法学工作坊”、研究生学术沙龙、

博士论坛等学术活动。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20 次以上本校及本院组织的学术报告；至少在二级学

科范围内作两次公开学术报告，博士生本人提交论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做发言可作为公开

学术报告计算。如为校内学术报告，报告对象应包括本人导师或导师指导小组代表。学术报告的考

核应在第 6 学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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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民商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105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4146038 法律英语写作(Ⅰ) 是 是 2 32 秋

04146039 法律英语写作(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4146043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Ⅰ) 是 是 3 48 秋

04146044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Ⅱ)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4146012 学术前沿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04146046 民商法前沿问题 是 否 3 48 秋

专业选修课

04146005 法理学与比较法专题 否 否 1 16 秋

04146006 国际投资法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6008 经济法前沿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6010 世界贸易组织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6011 国际经济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6045 刑法前沿 否 否 1 16 秋

04146047 诉讼法学理论前沿 否 否 2 32 秋

04146048 比较宪法 否 否 1 16 秋

04146049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原理 否 否 1 16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维尔纳•弗卢梅著．迟颖译．法律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13．
2．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休•柯林斯著．郭小莉译．规制合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
5．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商法学编写组．商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7．赵旭东．公司法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8．刘俊海．现代公司法（第三版上下册）．法律出版社，2015．
9．邹海林．保险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0．吴汉东．知识产权精要：制度创新与知识创新．法律出版社，2017．



法学院

177

诉讼法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法思想，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党和国

家机关、军队、大型企事业单位和国际组织独立从事本专业的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创新型高层

次法律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检索和阅读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学术期刊和重要数据库，熟知本

专业领域的学术前沿发展动态。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且能够独立在本专业及相关领域 CSSCI、

SSCI 收录期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领域重要研究课题的选题和申报，且能够独立承担完成省部级以上层次

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专业课，且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较为准确地使用英语撰写专业学术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且能较为熟练地使用英

语进行口头的专业交流。

三、研究方向

1. 证据法学

2. 刑事诉讼法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 16 学分，选修课 8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6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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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需要至少完成 20 篇基础文献阅读任务，做好阅读笔记，完成至少一篇 20000 字

以上的文献综述。主文献阅读的考核应在第 6 学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

价。

3. 博士论文研习（不计学分）

要求学生就自己的博士论文或拟发表的论文做一次报告，由导师具体组织准备、考勤、报告、

记录等工作，并综合学生的出勤、报告及评议情况决定是否通过。博士论文研习的考核应在第 6 学

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4. 教学实践（不计学分）

博士生应完成一定学时的教学实践工作，具体方式为协助导师或学院教师课堂授课、批改作业、

准备授课材料、指导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课后学习等。学院鼓励博士生担任导师或学院教师具体课程

的助教。教学实践的考核应在第 6 学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5.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学院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本学科学术年会、研讨会、“经贸法学工作坊”、研究生学术沙龙、

博士论坛等学术活动。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20 次以上本校及本院组织的学术报告；至少在二级学

科范围内作两次公开学术报告，博士生本人提交论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做发言可作为公开

学术报告计算。如为校内学术报告，报告对象应包括本人导师或导师指导小组代表。学术报告的考

核应在第 6 学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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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法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诉讼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106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4146038 法律英语写作(Ⅰ) 是 是 2 32 秋

04146039 法律英语写作(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4146043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Ⅰ) 是 是 3 48 秋

04146044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Ⅱ)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4146012 学术前沿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04146047 诉讼法学理论前沿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4146005 法理学与比较法专题 否 否 1 16 秋

04146006 国际投资法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6008 经济法前沿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6010 世界贸易组织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6011 国际经济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6045 刑法前沿 否 否 1 16 秋

04146046 民商法前沿问题 否 否 3 48 秋

04146048 比较宪法 否 否 1 16 秋

04146049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原理 否 否 1 16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约书亚•德雷斯勒等著．吴宏耀译．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松尾浩也著．张凌等译．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罗纳德•J•艾伦等著．张保生等译．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米尔吉安•R•达马斯卡著．吴宏耀等译．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
6．威廉•特文宁．证据理论：边沁与威格摩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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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法思想，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党和国

家机关、军队、大型企事业单位和国际组织独立从事本专业的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创新型高层

次法律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检索和阅读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学术期刊和重要数据库，熟知本

专业领域的学术前沿发展动态。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且能够独立在本专业及相关领域 CSSCI、

SSCI 收录期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领域重要研究课题的选题和申报，且能够独立承担完成省部级以上层次

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专业课，且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较为准确地使用英语撰写专业学术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且能较为熟练地使用英

语进行口头的专业交流。

三、研究方向

1. 竞争法

2. 金融法

3. 宏观调控法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 15 学分，选修课 9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6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3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5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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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需要至少完成 20 篇基础文献阅读任务，做好阅读笔记，完成至少一篇 20000 字

以上的文献综述。主文献阅读的考核应在第 6 学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

价。

3. 博士论文研习（不计学分）

要求学生就自己的博士论文或拟发表的论文做一次报告，由导师具体组织准备、考勤、报告、

记录等工作，并综合学生的出勤、报告及评议情况决定是否通过。博士论文研习的考核应在第 6 学

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4. 教学实践（不计学分）

博士生应完成一定学时的教学实践工作，具体方式为协助导师或学院教师课堂授课、批改作业、

准备授课材料、指导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课后学习等。学院鼓励博士生担任导师或学院教师具体课程

的助教。教学实践的考核应在第 6 学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5.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学院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本学科学术年会、研讨会、“经贸法学工作坊”、研究生学术沙龙、

博士论坛等学术活动。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20 次以上本校及本院组织的学术报告；至少在二级学

科范围内作两次公开学术报告，博士生本人提交论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做发言可作为公开

学术报告计算。如为校内学术报告，报告对象应包括本人导师或导师指导小组代表。学术报告的考

核应在第 6 学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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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经济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107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3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5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4146038 法律英语写作(Ⅰ) 是 是 2 32 秋

04146039 法律英语写作(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4146043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Ⅰ) 是 是 3 48 秋

04146044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Ⅱ)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4146008 经济法前沿专题 是 否 1 16 春

04146012 学术前沿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4146005 法理学与比较法专题 否 否 1 16 秋

04146006 国际投资法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6010 世界贸易组织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6011 国际经济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6045 刑法前沿 否 否 1 16 秋

04146046 民商法前沿问题 否 否 3 48 秋

04146047 诉讼法学理论前沿 否 否 2 32 秋

04146048 比较宪法 否 否 1 16 秋

04146049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原理 否 否 1 16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霍温坎普著．许光耀，江山，王晨等译．联邦反托拉斯政策．法律出版社，2010．
2．毕晓普著．董红霞译．欧盟竞争法的经济学：概念、应用与测量．人民出版社，2016．
3．马西莫•莫塔著．沈国华译．竞争政策——理论与实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4．Robert H.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A Policy at War with itself. Basic Books, 1978.
5．Robert Pitofksy. How the Chicago School Overshot the Mark: The Effect of Conservative Economic
Analysis on U.S. Antitru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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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法思想，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党和国

家机关、军队、大型企事业单位和国际组织独立从事本专业的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创新型高层

次法律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检索和阅读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学术期刊和重要数据库，熟知本

科专业领域的学术前沿发展动态。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且能够独立在本专业及相关领域 CSSCI、

SSCI 收录期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领域重要研究课题的选题和申报，且能够独立承担完成省部级以上层次

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专业课，且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较为准确地使用英语撰写专业学术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且能较为熟练地使用英

语进行口头的专业交流。

三、研究方向

1. 国际经济法

2. 国际公法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 19 学分，选修课 5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6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7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3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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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需要至少完成 20 篇基础文献阅读任务，做好阅读笔记，完成至少一篇 20000 字

以上的文献综述。主文献阅读的考核应在第 6 学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

价。

3. 博士论文研习（不计学分）

要求学生就自己的博士论文或拟发表的论文做一次报告，由导师具体组织准备、考勤、报告、

记录等工作，并综合学生的出勤、报告及评议情况决定是否通过。博士论文研习的考核应在第 6 学

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4. 教学实践（不计学分）

博士生应完成一定学时的教学实践工作，具体方式为协助导师或学院教师课堂授课、批改作业、

准备授课材料、指导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课后学习等。学院鼓励博士生担任导师或学院教师具体课程

的助教。教学实践的考核应在第 6 学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5.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学院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本学科学术年会、研讨会、“经贸法学工作坊”、研究生学术沙龙、

博士论坛等学术活动。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20 次以上本校及本院组织的学术报告；至少在二级学

科范围内作两次公开学术报告，博士生本人提交论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做发言可作为公开

学术报告计算。如为校内学术报告，报告对象应包括本人导师或导师指导小组代表。学术报告的考

核应在第 6 学期之前完成，由导师具体负责考核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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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国际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109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7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3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4146038 法律英语写作(Ⅰ) 是 是 2 32 秋

04146039 法律英语写作(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4146043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Ⅰ) 是 是 3 48 秋

04146044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Ⅱ)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4146006 国际投资法专题 是 否 1 16 春

04146010 世界贸易组织法专题 是 否 2 32 秋

04146011 国际经济法专题 是 否 2 32 秋

04146012 学术前沿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4146005 法理学与比较法专题 否 否 1 16 秋

04146008 经济法前沿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6045 刑法前沿 否 否 1 16 秋

04146046 民商法前沿问题 否 否 3 48 秋

04146047 诉讼法学理论前沿 否 否 2 32 秋

04146048 比较宪法 否 否 1 16 秋

04146049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原理 否 否 1 16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余劲松．国际投资法（第 4版）．法律出版社，2014．
2．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国际公法学（第 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国际经济法学（第 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4．韩德培．国际私法（第 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英]詹宁斯•瓦茨．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6．[美]卡特•韦纳．冯洁菡译．国际法．商务印书馆，2015．
7．Gebhard Bucheler. Proportionality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8．Chester Brown and Kate Miles.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9．Christoph H. Schreuer et al.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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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Joana Tudor. The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Standard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Foreign
Inves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Santiago Mont. State Liability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Global Constitu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and BIT Generation. Oxford and Portland, OREG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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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理论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法思想，具备坚实的法学基础理论和广博的国内法知识、涉外经贸知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需要，在法学理论的某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领域具备相应能力的高层次

法律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自

觉遵守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法律职业道德。

2. 系统地掌握法学理论各主要部门的知识，并对其中某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部门法有深入的研究。

3. 能熟练地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并准确透彻地理解其内容，能用英文起草、书写和翻译法律

文本，并能流畅地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胜任高层次国内及涉外法律工作。

4. 身心健康。

三、研究方向

1. 法理学

2. 比较法学

3. 法制现代化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6 学分，选修课 1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3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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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主文献阅读旨在让学生了解法学专业的学术动态与前沿成果，熟悉并掌握法学论文的写作规范，

提升文献综述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为学位论文的写作奠定基础。学生应阅读不少于 20 篇本专业文

献，导师按学期对硕士生的阅读量进行考核。学生在学习期间应完成所要求的阅读量，并在第二学

期期末向导师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主文献阅读综述。

3. 法学专题讲座（不计学分）

学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听取法学专题讲座。法学专题讲座由导师、学院其他导师或者校外专家讲

授，旨在使学生有机会听取法学及其他相关学科中的重大问题。学生在学习期间应至少参加 8 次学

院或导师组织的讲座，并在第二学期期末向导师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法学专题讲座综述。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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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理论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法学理论 学科专业代码：03010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3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含法学类跨专业选修课）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4145602 比较法学 是 是 2 32 春

04145605 法律方法 是 是 2 32 秋

04145701 比较宪法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4145601 论文写作方法 是 否 1 16 春

04145603 法理学专题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4145604 法律和科技 否 否 2 32 秋

04145606 法律经济学专题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阿图尔•考夫曼著．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13．
2．J•M•凯利著．王笑红译．西方法律思想简史．法律出版社，2010．
3．彼得•萨伯著．张福勇，张世泰译．洞穴奇案．三联书店，2012．
4．桑德尔著．朱慧玲译．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信出版社，2011年．

5．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9．
6．刘星．法律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7．哈特著．张文显译．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8．德沃金著．信春鹰，吴玉章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9．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0．A•J•M•米尔恩著．夏勇，张志铭译．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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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法思想，具备坚实的法学基础理论和广博的国内法知识、涉外经贸知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需要，在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某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领域具备相应能力

的高层次法律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自

觉遵守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法律职业道德。

2. 系统地掌握宪法与行政法学各主要部门的知识，并对其中某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部门法有深入

的研究。

3. 能熟练地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并准确透彻地理解其内容，能用英文起草、书写和翻译法律

文本，并能流畅地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胜任高层次国内及涉外法律工作。

4. 身心健康。

三、研究方向

1. 比较宪法

2. 比较行政法

3. 经济行政法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6 学分，选修课 1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3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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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主文献阅读旨在让学生了解法学专业的学术动态与前沿成果，熟悉并掌握法学论文的写作规范，

提升文献综述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为学位论文的写作奠定基础。学生应阅读不少于 20 篇本专业文

献，导师按学期对硕士生的阅读量进行考核。学生在学习期间应完成所要求的阅读量，并在第二学

期期末向导师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主文献阅读综述。

3. 法学专题讲座（不计学分）

学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听取法学专题讲座。法学专题讲座由导师、学院其他导师或者校外专家讲

授，旨在使学生有机会听取法学及其他相关学科中的重大问题。学生在学习期间应至少参加 8 次学

院或导师组织的讲座，并在第二学期期末向导师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法学专题讲座综述。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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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103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3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含法学类跨专业选修课）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4145603 法理学专题 是 是 2 32 秋

04145701 比较宪法 是 是 2 32 春

04145702 比较行政法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4145601 论文写作方法 是 否 1 16 春

04145703 行政法理论与实务前沿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4145704 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原理与案例 否 否 2 32 春

04145705 公法名著导读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宪法学：

1．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6．
2．林来梵．从规范宪法到宪法规范：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7．
3．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4．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
5．李卫刚．宪法学讨论教学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
行政法学：

1．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哈特穆特•毛雷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
3．室井力，芝池义一，浜川清著．朱芒译．日本行政程序法逐条注释．上海三联书店，2009．
4．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5．肯尼思•沃伦．政治体制中的行政法（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经典教材系列）．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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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法思想，掌握本学科内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创新能力和献身精神，具有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承担法律实务工作的能力，愿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服务的高层次、高

素质的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自

觉遵守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法律职业道德。

2. 系统地掌握刑法学知识，对其中某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刑法领域有深入的研究。

3. 能熟练地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并准确透彻地理解其内容，能用英文起草、书写和翻译法律

文本，并能流畅地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胜任高层次国内及涉外法律工作。

4. 身心健康。

三、研究方向

1. 中国刑法

2. 经济刑法

3. 外国刑法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6 学分，选修课 1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3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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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主文献阅读旨在让学生了解法学专业的学术动态与前沿成果，熟悉并掌握法学论文的写作规范，

提升文献综述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为学位论文的写作奠定基础。学生应阅读不少于 20 篇本专业文

献，导师按学期对硕士生的阅读量进行考核。学生在学习期间应完成所要求的阅读量，并在第二学

期期末向导师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主文献阅读综述。

3. 法学专题讲座（不计学分）

学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听取法学专题讲座。法学专题讲座由导师、学院其他导师或者校外专家讲

授，旨在使学生有机会听取法学及其他相关学科中的重大问题。学生在学习期间应至少参加 8 次学

院或导师组织的讲座，并在第二学期期末向导师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法学专题讲座综述。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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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刑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10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3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含法学类跨专业选修课）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4145503 英美刑法学 是 是 2 32 秋

04145504 大陆刑法学 是 是 2 32 春

04145505 国际刑法学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4145502 刑法学原理 是 否 2 32 秋

04145601 论文写作方法 是 否 1 16 春

专业选修课

04145501 犯罪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6 经济刑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7 刑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8 比较刑法学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J•C•史密斯，B•霍根著．李贵方等译．英国刑法．法律出版社，2000．
2．杜里奥，帕多瓦尼著．陈忠林译．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法律出版社，1998．
3．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罗结珍译．法国刑法总论精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4．耶赛克，魏根特著．徐久生译．德国刑法教科书．法律出版社，2001．
5．特纳著．王国庆等译．肯尼刑法原理．华夏出版社，1989．
6．胡萨克著．姜敏译．刑法哲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7．大冢仁著．冯军译．犯罪论的基本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8．切萨雷•贝卡利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恩里科•菲利普著．郭建安译．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10．切萨雷•龙布罗梭著．黄风译．犯罪人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11．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13．特文宁著．杜国栋等译．证据理论：边沁与威格摩尔．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
14．田口守一著．于秀峰译．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15．赵秉志．刑法总则要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16．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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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8．黄风等．国际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9．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刑法讲义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0．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8．
21．Joshua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 LexisNexis, 2009.
22．Joshua Dressler. Cases And Materials On Criminal Law. Wes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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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法思想，具备坚实的法学基础理论和广博的国内法知识、涉外经贸知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需要，在民商法学的某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领域具备相应能力的高层次

法律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自

觉遵守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法律职业道德。

2. 系统地掌握民商法学各主要部门的知识，对其中某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部门法有深入的研究。

3. 能熟练地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并准确透彻地理解其内容，能用英文起草、书写和翻译法律

文本，并能流畅地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胜任高层次国内及涉外法律工作。

4. 身心健康。

三、研究方向

1. 民法学

2. 商法学

3. 知识产权法学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8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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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主文献阅读旨在让学生了解法学专业的学术动态与前沿成果，熟悉并掌握法学论文的写作规范，

提升文献综述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为学位论文的写作奠定基础。学生应阅读不少于 20 篇本专业文

献，导师按学期对硕士生的阅读量进行考核。学生在学习期间应完成所要求的阅读量，并在第二学

期期末向导师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主文献阅读综述。

3. 法学专题讲座（不计学分）

学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听取法学专题讲座。法学专题讲座由导师、学院其他导师或者校外专家讲

授，旨在使学生有机会听取法学及其他相关学科中的重大问题。学生在学习期间应至少参加 8 次学

院或导师组织的讲座，并在第二学期期末向导师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法学专题讲座综述。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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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民商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105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含法学类跨专业选修课）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4145103 物权法 是 是 1 16 秋

04145104 中国侵权法 是 是 1 16 春

04145105 中国合同法 是 是 1 16 春

04145109 人格权法 是 是 1 16 秋

04145110 债权法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4145101 民法总论 是 否 2 32 秋

04145106 知识产权法原理 是 否 1 16 春

04145202 商法学专题 是 否 1 16 秋

04145601 论文写作方法 是 否 1 16 春

专业选修课

04145102 担保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107 知识产权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108 典型合同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5113 民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114 合同法疑难案例研习 否 否 1 16 秋

04145201 证券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3 公司融资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4 公司投资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5 公司并购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6 金融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207 法律与金融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8 保险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209 网络法原理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211 仲裁法律理论与实务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212 公司治理法律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213 商事仲裁实务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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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阅读书目

1．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出版，2003．
3．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
5．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6．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8．谢在全．民法物权论（第五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9．崔建远．债权：借鉴与发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0．克雷斯蒂安，冯•巴尔著．陈爱娥译．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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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法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法思想，具备坚实的法学基础理论和广博的国内法知识、涉外经贸知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需要，在诉讼法学的某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领域具备相应能力的高层次

法律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自

觉遵守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法律职业道德。

2. 系统地掌握诉讼法学各主要部门的知识，并对其中某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部门法有深入的研究。

3. 能熟练地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并准确透彻地理解其内容，能用英文起草、书写和翻译法律

文本，并能流畅地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胜任高层次国内及涉外法律工作。

4. 身心健康。

三、研究方向

1. 民事诉讼法

2. 刑事诉讼法

3. 证据法

4. 破产法

5. 仲裁法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6 学分，选修课 1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3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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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主文献阅读旨在让学生了解法学专业的学术动态与前沿成果，熟悉并掌握法学论文的写作规范，

提升文献综述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为学位论文的写作奠定基础。学生应阅读不少于 20 篇本专业文

献，导师按学期对硕士生的阅读量进行考核。学生在学习期间应完成所要求的阅读量，并在第二学

期期末向导师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主文献阅读综述。

3. 法学专题讲座（不计学分）

学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听取法学专题讲座。法学专题讲座由导师、学院其他导师或者校外专家讲

授，旨在使学生有机会听取法学及其他相关学科中的重大问题。学生在学习期间应至少参加 8 次学

院或导师组织的讲座，并在第二学期期末向导师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法学专题讲座综述。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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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法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诉讼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106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3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含法学类跨专业选修课）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4145406 比较破产法 是 是 2 32 春

04145407 证据法学 是 是 2 32 秋

04145409 比较司法制度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4145408 比较诉讼法学 是 否 2 32 秋

04145601 论文写作方法 是 否 1 16 春

专业选修课

04145401 法律文书 否 否 3 48 秋

04145402 法律谈判 否 否 2 32 春

04145403 模拟法庭 否 否 2 32 春

04145405 刑事诉讼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410 民事诉讼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411 民事诉讼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412 法律职业伦理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约书亚•德雷斯勒等著．吴宏耀译．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松尾浩也著．张凌译．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罗纳德•J•艾伦等著．张保生等译．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米尔吉安•R•达马斯卡著．吴宏耀等译．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
6．威廉•特文宁．证据理论：边沁与威格摩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7．史蒂文•苏本，马格瑞特•伍著．蔡彦敏，徐卉译．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法律出版社，2002．
8．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著．李大雪译．德国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9．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0．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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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法思想，具备坚实的法学基础理论和广博的国内法知识、涉外经贸知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需要，在经济法学的某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领域具备相应能力的高层次

法律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自

觉遵守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法律职业道德。

2. 系统地掌握经济法学各主要部门的知识，对其中某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部门法有深入的研究。

3. 能熟练地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并准确透彻地理解其内容，能用英文起草、书写和翻译法律

文本，并能流畅地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胜任高层次国内及涉外法律工作。

4. 身心健康。

三、研究方向

1. 比较经济法

2. 竞争法

3. 金融法

4. 质量与标准化法

5. 税法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7 学分，选修课 13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9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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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主文献阅读旨在让学生了解法学专业的学术动态与前沿成果，熟悉并掌握法学论文的写作规范，

提升文献综述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为学位论文的写作奠定基础。学生应阅读不少于 20 篇本专业文

献，导师按学期对硕士生的阅读量进行考核。学生在学习期间应完成所要求的阅读量，并在第二学

期期末向导师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主文献阅读综述。

3. 法学专题讲座（不计学分）

学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听取法学专题讲座。法学专题讲座由导师、学院其他导师或者校外专家讲

授，旨在使学生有机会听取法学及其他相关学科中的重大问题。学生在学习期间应至少参加 8 次学

院或导师组织的讲座，并在第二学期期末向导师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法学专题讲座综述。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法学院

206

经济法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经济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107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9学分（含法学类跨专业选修课）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4145301 竞争法实务 是 是 2 32 春

04145302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是 是 1 16 春

04145303 宏观调控法专题 是 是 1 16 秋

04145305 税法原理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4145304 产品质量与安全法专题 是 否 1 16 春

04145306 经济法专题 是 否 2 32 秋

04145601 论文写作方法 是 否 1 16 春

专业选修课

04145307 劳动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308 信托与基金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4145309 竞争法经典文献选读 否 否 2 32 秋

04145310 法律经典案例分析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曼昆著．梁小民，梁砾译．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霍温坎普著．许光耀，江山，王晨译．联邦反托拉斯政策．法律出版社，2010．
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

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黄勇，董灵．反垄断法经典判例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5．黄勇，岑兆琦．中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经典案例评析．中信出版社，2007．
6．李玫．银行法（第二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
7．李莘．美国公司融资法案例选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8．梁清华．私募边界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9．李俊，许光红．产品质量法案例评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10．毕晓普，沃克著．董红霞译．欧盟竞争法的经济学：概念，应用和测量．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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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法思想，具备坚实的法学基础理论和广博的国内法知识、涉外经贸知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需要，在国际法学的某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领域具备相应能力的高层次

法律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自

觉遵守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法律职业道德。

2. 系统地掌握国际法学各主要部门的知识，并对其中某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部门法有深入的研究。

3. 能熟练地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并准确透彻地理解其内容，能用英文起草、书写和翻译法律

文本，并能流畅地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胜任高层次国内及涉外法律工作。

4. 身心健康。

三、研究方向

1. 国际经济法

2. 国际商法

3. 国际公法

4. 国际私法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7 学分，选修课 13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7学分

（3）专业必修课 3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9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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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主文献阅读旨在让学生了解法学专业的学术动态与前沿成果，熟悉并掌握法学论文的写作规范，

提升文献综述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为学位论文的写作奠定基础。学生应阅读不少于 20 篇本专业文

献，导师按学期对硕士生的阅读量进行考核。学生在学习期间应完成所要求的阅读量，并在第二学

期期末向导师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主文献阅读综述。

3. 法学专题讲座（不计学分）

学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听取法学专题讲座。法学专题讲座由导师、学院其他导师或者校外专家讲

授，旨在使学生有机会听取法学及其他相关学科中的重大问题。学生在学习期间应至少参加 8 次学

院或导师组织的讲座，并在第二学期期末向导师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法学专题讲座综述。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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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国际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109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3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9学分（含法学类跨专业选修课）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4145007 国际公法前沿问题 是 是 2 32 秋

04145008 国际经济法前沿问题 是 是 2 32 秋

04145011 国际商法理论与实务 是 是 3 48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4145010 WTO 法精要 是 否 2 32 秋

04145601 论文写作方法 是 否 1 16 春

专业选修课

04145001 比较商事组织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003 比较侵权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004 国际金融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4145006 国际货物买卖法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4145009 美国国际货物买卖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012 国际税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013 普通法精要 否 否 2 32 秋

04145014 WTO 争端解决制度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015 国际谈判与争端解决 否 否 2 32 春

04145016 海商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020 国际商事仲裁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021 国际投资协定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4145022 国际商事统一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023 涉外法律文书写作 否 否 3 48 秋

04145024 涉外法律检索 否 否 2 32 秋

04145025 涉外法律谈判 否 否 2 32 春

04145026 涉外模拟法庭训练 否 否 3 48 春

04145027 国际商事法律：仲裁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028 国际商事法律：英国合约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029 英国知识产权法案例选读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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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45030 国际投资法前沿问题及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031 国际经济政策与法律 否 否 2 32 秋

04145033 国际商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马尔科姆•N•肖著．白桂梅等译．国际法（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阿瑟•努斯鲍姆著．张小平译．简明国际法史．法律出版社，2011．
3．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4．余劲松．国际投资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4．
5．克利夫•M•施米托夫，卡罗尔•默里等著．冷柏军译．施米托夫论出口贸易：国际贸易法律与实

务（第 1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6．唐应茂．国际金融法：跨境融资和法律规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7．廖益新．国际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8．司玉琢．海商法专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9．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0．赵旭东．公司法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11．韩龙．国际金融法前沿问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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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德才兼备、基础宽厚、专业扎实的高层次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公民素

质，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职业伦理原则，恪守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2. 掌握法学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思维习惯、法律方法

和职业技术。

3. 能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律职业实务工作的能力，达到有关部门相

应的任职要求。

4. 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三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6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62 学分，其中，必修课 49 学分，选修课 13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14 学分

（3）专业必修课 28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9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法律实践（3学分）

要求学生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实习不少于 3 个月。实习结束时应根据学院要求

提供相应的实习结果证明，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报告。由学院评定是否合格。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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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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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法律（非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510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66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14学分

必修环节 4学分

专业必修课 28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9学分

--国际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民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商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经济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诉讼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刑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理论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模

块
计入总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4167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4167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4147101 民法学 是 是 3 48 秋

04147201 商法学 是 是 2 32 秋

04147501 刑法学 是 是 3 48 秋

04147601 中国法制史 是 是 2 32 秋

04147602 法理学 是 是 2 32 秋

04147701 宪法学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09 法律实践 是 否 3

专业必修课

04145401 法律文书 是 否 3 48 2-秋

04145412 法律职业伦理 是 否 2 32 秋

04145601 论文写作方法 是 否 1 16 2-春

04147002 国际经济法学 是 否 2 32 春

04147003 国际私法学 是 否 2 32 春

04147005 国际公法原理与实务 是 否 2 32 春

04147102 知识产权法学 是 否 2 32 春

04147301 经济法学 是 否 2 32 春

04147401 刑事诉讼法学 是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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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47402 民事诉讼法学 是 否 2 32 春

04147403 模拟法庭训练 是 否 4 64 2-秋

04147405 法律谈判 是 否 2 32 2-秋

0414770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是 否 2 32 2-秋

专

业

选

修

课

国际

法学

模块

04145001 比较商事组织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003 比较侵权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004 国际金融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4145006 国际货物买卖法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4145007 国际公法前沿问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008 国际经济法前沿问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009 美国国际货物买卖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010 WTO 法精要 否 否 2 32 秋

04145011 国际商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3 48 秋

04145012 国际税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013 普通法精要 否 否 2 32 秋

04145014 WTO 争端解决制度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015 国际谈判与争端解决 否 否 2 32 春

04145016 海商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020 国际商事仲裁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021 国际投资协定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4145022 国际商事统一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023 涉外法律文书写作 否 否 3 48 秋

04145024 涉外法律检索 否 否 2 32 秋

04145025 涉外法律谈判 否 否 2 32 春

04145026 涉外模拟法庭训练 否 否 3 48 春

04145027 国际商事法律：仲裁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028 国际商事法律：英国合约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029 英国知识产权法案例选读 否 否 2 32 春

04145030 国际投资法前沿问题及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031 国际经济政策与法律 否 否 2 32 秋

04145033 国际商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民法

学模

块

04145101 民法总论 否 否 2 32 秋

04145102 担保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103 物权法 否 否 1 16 秋

04145104 中国侵权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5 中国合同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6 知识产权法原理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7 知识产权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108 典型合同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9 人格权法 否 否 1 16 秋

04145110 债权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113 民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114 合同法疑难案例研习 否 否 1 16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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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

学模

块

04145201 证券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2 商法学专题 否 否 1 16 秋

04145203 公司融资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4 公司投资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5 公司并购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6 金融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207 法律与金融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8 保险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209 网络法原理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211 仲裁法律理论与实务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212 公司治理法律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213 商事仲裁实务 否 否 2 32 春

经济

法学

模块

04145301 竞争法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302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303 宏观调控法专题 否 否 1 16 秋

04145304 产品质量与安全法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5305 税法原理 否 否 2 32 春

04145306 经济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307 劳动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308 信托与基金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4145309 竞争法经典文献选读 否 否 2 32 秋

04145310 法律经典案例分析 否 否 2 32 春

诉讼

法学

模块

04145405 刑事诉讼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406 比较破产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407 证据法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408 比较诉讼法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409 比较司法制度 否 否 2 32 春

04145410 民事诉讼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411 民事诉讼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刑法

学模

块

04145501 犯罪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2 刑法学原理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3 英美刑法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4 大陆刑法学 否 否 2 32 春

04145505 国际刑法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6 经济刑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7 刑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8 比较刑法学 否 否 2 32 春

理论

法学

模块

04145602 比较法学 否 否 2 32 春

04145603 法理学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604 法律和科技 否 否 2 32 秋

04145605 法律方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606 法律经济学专题 否 否 2 32 秋

宪法 04145701 比较宪法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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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

行政

法学

模块

04145702 比较行政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703 行政法理论与实务前沿 否 否 2 32 秋

04145704 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原理与案例 否 否 2 32 春

04145705 公法名著导读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桑德尔著．朱慧玲译．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信出版社，2011．
3．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
4．刘星．法律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郑永流．法学野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张明楷．刑法的私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9．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0．余劲松等．国际经济法学（马工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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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涉外律师方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为国家和法律职业部门、公司企业等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

论特别是习近平涉外法治思想，掌握涉外法治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

解决涉外法治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涉外法治专业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涉外法治

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公民素质，

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法治以及涉外法治理念和法律职业伦理原则，恪守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2. 掌握法学以及涉外法治的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涉外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

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职业技术。

3. 能综合运用涉外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涉外法律实务工作的能力，达到有关部

门相应的任职要求，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4. 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三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87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77 学分，其中，必修课 41 学分，选修课 3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11 学分

（3）专业必修课 23 学分

（4）专业限选课 不少于 34 学分

（5）专业选修课

（6）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涉外法律实践（9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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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实习不少于 6 个月，或者在境外学习 6 个月以上并实习 3 个月以上。由联合培养单位

组织实施并负责评价考核，以执业能力量化评价作为专业实习考核评价依据。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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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涉外律师方向）培养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法律（非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510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87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11学分

必修环节 10学分

专业必修课 23学分

专业限选课 总学分 不低于 34学分

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民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商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经济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诉讼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刑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理论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4167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4167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4147004 国际关系基础理论 是 是 2 32 秋

04147005 国际公法原理与实务 是 是 2 32 春

04147006 国际经济法原理与实务 是 是 3 48 春

04147007 国际私法原理与实务 是 是 2 32 2-秋

04147103 民法学基础 是 是 1 16 秋

04147502 刑法学基础 是 是 1 16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26 涉外法律实践 是 否 9

专业必修课

04145023 涉外法律文书写作 是 否 3 48 秋

04145024 涉外法律检索 是 否 2 32 秋

04145025 涉外法律谈判 是 否 2 32 春

04145026 涉外模拟法庭训练 是 否 3 48 春

04145106 知识产权法原理 是 否 1 16 春

04145202 商法学专题 是 否 1 16 秋

04145412 法律职业伦理 是 否 2 32 秋

04145601 论文写作方法 是 否 1 16 2-春

04147301 经济法学 是 否 2 32 春

04147401 刑事诉讼法学 是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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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47402 民事诉讼法学 是 否 2 32 春

0414770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是 否 2 32 2-秋

专业限选课

04145001 比较商事组织法 否 否 2 32 2-春

04145003 比较侵权法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04 国际金融法专题 否 否 2 32 2-春

04145006 国际货物买卖法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2-春

04145007 国际公法前沿问题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08 国际经济法前沿问题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09 美国国际货物买卖法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10 WTO 法精要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11 国际商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3 48 2-秋

04145012 国际税法 否 否 1 16 2-春

04145013 普通法精要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14 WTO 争端解决制度与实务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15 国际谈判与争端解决 否 否 2 32 2-春

04145016 海商法专题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20 国际商事仲裁法 否 否 2 32 2-春

04145021 国际投资协定研究 否 否 2 32 2-春

04145022 国际商事统一法专题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27 国际商事法律：仲裁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2-春

04145028 国际商事法律：英国合约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29 英国知识产权法案例选读 否 否 2 32 2-春

04145030 国际投资法前沿问题及实务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31 国际经济政策与法律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33 国际商法专题 否 否 2 32 2-春

04145103 物权法 否 否 1 16 2-秋

04145110 债权法 否 否 2 32 2-秋

04145209 网络法原理与实务 否 否 2 32 2-秋

04145406 比较破产法 否 否 2 32 2-春

04145408 比较诉讼法学 否 否 2 32 2-秋

04145409 比较司法制度 否 否 2 32 2-春

04145503 英美刑法学 否 否 2 32 2-秋

04145504 大陆刑法学 否 否 2 32 2-春

04145505 国际刑法学 否 否 2 32 2-秋

04145605 法律方法 否 否 2 32 2-秋

04147601 中国法制史 否 否 2 32 2-秋

04147602 法理学 否 否 2 32 2-秋

04147701 宪法学 否 否 2 32 2-秋

民法

学模

块

04145101 民法总论 否 否 2 32 秋

04145102 担保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104 中国侵权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5 中国合同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7 知识产权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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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选

修

课

04145108 典型合同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9 人格权法 否 否 1 16 秋

04145113 民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114 合同法疑难案例研习 否 否 1 16 秋

商法

学模

块

04145201 证券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3 公司融资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4 公司投资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5 公司并购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6 金融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207 法律与金融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8 保险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211 仲裁法律理论与实务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212 公司治理法律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213 商事仲裁实务 否 否 2 32 春

经济

法学

模块

04145301 竞争法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302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303 宏观调控法专题 否 否 1 16 秋

04145304 产品质量与安全法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5305 税法原理 否 否 2 32 春

04145306 经济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307 劳动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308 信托与基金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4145309 竞争法经典文献选读 否 否 2 32 秋

04145310 法律经典案例分析 否 否 2 32 春

诉讼

法学

模块

04145405 刑事诉讼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407 证据法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410 民事诉讼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411 民事诉讼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刑法

学模

块

04145501 犯罪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2 刑法学原理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6 经济刑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7 刑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8 比较刑法学 否 否 2 32 春

理论

法学

模块

04145602 比较法学 否 否 2 32 春

04145603 法理学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604 法律和科技 否 否 2 32 秋

04145606 法律经济学专题 否 否 2 32 秋

宪法

学与

行政

法学

模块

04145701 比较宪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702 比较行政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703 行政法理论与实务前沿 否 否 2 32 秋

04145704 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原理与案例 否 否 2 32 春

04145705 公法名著导读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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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阅读书目

1．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桑德尔著．朱慧玲译．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信出版社，2011．
3．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
4．刘星．法律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郑永流．法学野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张明楷．刑法的私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9．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0．余劲松等．国际经济法学（马工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11．杨国华．WTO中国案例评析．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12．杨良宜．国际商务仲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3．贾兵兵．国际公法：和平时期的解释与适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14．何其生．国际商事法院研究．法律出版社，2019．
15．孙佳佳，李静．“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及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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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学）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为国家和法律职业部门、公司企业等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

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掌握法律专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

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法律专业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

专门型、实务型、国际化法律人才和和国际组织后备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公民素质，

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职业伦理原则，恪守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2. 掌握法学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思维、法律方法

和职业技术。

3. 能综合运用法律、金融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律职业实务工作的能力，达到有关

部门相应的任职要求，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4. 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三、研究方向

1. 法律+金融

2. 国际争议解决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44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7 学分，其中，必修课 16 学分，选修课 21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6学分

（2）学位基础课 7学分

（3）专业必修课 3学分

（4）专业限选课 不少于 14 学分

（5）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5 学分

（6）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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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实务实习（6学分）

要求学生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实习不少于 3 个月。实习结束时应根据学院要求

提供相应的实习结果证明，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报告。由学院评定是否合格。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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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学）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法律+金融)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法律（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510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44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7学分

专业必修课 3学分

专业限选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5学分

--国际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民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商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经济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诉讼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刑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理论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4167003 高级英语 是 是 3 48 秋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4027001 经济学原理及应用 是 是 3 48 秋

04037006 货币银行学 是 是 2 32 秋

04145206 金融法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21 实务实习 是 否 6

专业必修课
04145412 法律职业伦理 是 否 2 32 秋

04145601 论文写作方法 是 否 1 16 春

专业限选课

04037004 公司理财 否 否 3 48 春

04097001 会计学基础 否 否 3 48 秋

04145004 国际金融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4145113 民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201 证券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3 公司融资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7 法律与金融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8 保险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403 模拟法庭 否 否 2 32 春

04145405 刑事诉讼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411 民事诉讼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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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45507 刑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703 行政法理论与实务前沿 否 否 2 32 秋

专

业

选

修

课

国际

法学

模块

04145001 比较商事组织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003 比较侵权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006 国际货物买卖法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4145007 国际公法前沿问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008 国际经济法前沿问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009 美国国际货物买卖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010 WTO 法精要 否 否 2 32 秋

04145011 国际商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3 48 秋

04145012 国际税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013 普通法精要 否 否 2 32 秋

04145014 WTO 争端解决制度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015 国际谈判与争端解决 否 否 2 32 春

04145016 海商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020 国际商事仲裁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021 国际投资协定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4145022 国际商事统一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023 涉外法律文书写作 否 否 3 48 秋

04145024 涉外法律检索 否 否 2 32 秋

04145025 涉外法律谈判 否 否 2 32 春

04145026 涉外模拟法庭训练 否 否 3 48 春

04145027 国际商事法律：仲裁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028 国际商事法律：英国合约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029 英国知识产权法案例选读 否 否 2 32 春

04145030 国际投资法前沿问题及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031 国际经济政策与法律 否 否 2 32 秋

04145033 国际商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民法

学模

块

04145101 民法总论 否 否 2 32 秋

04145102 担保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103 物权法 否 否 1 16 秋

04145104 中国侵权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5 中国合同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6 知识产权法原理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7 知识产权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108 典型合同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9 人格权法 否 否 1 16 秋

04145110 债权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114 合同法疑难案例研习 否 否 1 16 秋

商法

学模

块

04145202 商法学专题 否 否 1 16 秋

04145204 公司投资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5 公司并购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9 网络法原理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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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45211 仲裁法律理论与实务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212 公司治理法律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213 商事仲裁实务 否 否 2 32 春

经济

法学

模块

04145301 竞争法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302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303 宏观调控法专题 否 否 1 16 秋

04145304 产品质量与安全法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5305 税法原理 否 否 2 32 春

04145306 经济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307 劳动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308 信托与基金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4145309 竞争法经典文献选读 否 否 2 32 秋

04145310 法律经典案例分析 否 否 2 32 春

诉讼

法学

模块

04145401 法律文书 否 否 3 48 秋

04145402 法律谈判 否 否 2 32 春

04145406 比较破产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407 证据法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408 比较诉讼法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409 比较司法制度 否 否 2 32 春

04145410 民事诉讼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刑法

学模

块

04145501 犯罪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2 刑法学原理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3 英美刑法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4 大陆刑法学 否 否 2 32 春

04145505 国际刑法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6 经济刑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8 比较刑法学 否 否 2 32 春

理论

法学

模块

04145602 比较法学 否 否 2 32 春

04145603 法理学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604 法律和科技 否 否 2 32 秋

04145605 法律方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606 法律经济学专题 否 否 2 32 秋

宪法

学与

行政

法学

模块

04145701 比较宪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702 比较行政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704 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原理与案例 否 否 2 32 春

04145705 公法名著导读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曼昆著．梁小民，梁砾译．经济学原理（第 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著．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

2013．
3．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法学院

228

4．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5．张守文．经济法学（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应松年．行政处罚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12．
7．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2015．
8．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9．马尔科姆•N•肖著．白桂梅等译．国际法（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余劲松等著．国际经济法学（马工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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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学）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国际争议解决)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法律（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510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44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7学分

专业必修课 3学分

专业限选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5学分

--国际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民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商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经济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诉讼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刑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理论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4167003 高级英语 是 是 3 48 秋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4145007 国际公法前沿问题 是 是 2 32 秋

04145008 国际经济法前沿问题 是 是 2 32 秋

04145011 国际商法理论与实务 是 是 3 48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21 实务实习 是 否 6

专业必修课
04145412 法律职业伦理 是 否 2 32 秋

04145601 论文写作方法 是 否 1 16 春

专业限选课

04145006 国际货物买卖法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4145010 WTO 法精要 否 否 2 32 秋

04145013 普通法精要 否 否 2 32 秋

04145014 WTO 争端解决制度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015 国际谈判与争端解决 否 否 2 32 春

04145027 国际商事法律：仲裁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113 民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403 模拟法庭 否 否 2 32 春

04145405 刑事诉讼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411 民事诉讼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507 刑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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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45703 行政法理论与实务前沿 否 否 2 32 秋

专

业

选

修

课

国际

法学

模块

04145001 比较商事组织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003 比较侵权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004 国际金融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4145009 美国国际货物买卖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012 国际税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016 海商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020 国际商事仲裁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021 国际投资协定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4145022 国际商事统一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023 涉外法律文书写作 否 否 3 48 秋

04145024 涉外法律检索 否 否 2 32 秋

04145025 涉外法律谈判 否 否 2 32 春

04145026 涉外模拟法庭训练 否 否 3 48 春

04145028 国际商事法律：英国合约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029 英国知识产权法案例选读 否 否 2 32 春

04145030 国际投资法前沿问题及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031 国际经济政策与法律 否 否 2 32 秋

04145033 国际商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民法

学模

块

04145101 民法总论 否 否 2 32 秋

04145102 担保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103 物权法 否 否 1 16 秋

04145104 中国侵权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5 中国合同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6 知识产权法原理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7 知识产权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108 典型合同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9 人格权法 否 否 1 16 秋

04145110 债权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114 合同法疑难案例研习 否 否 1 16 秋

商法

学模

块

04145201 证券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2 商法学专题 否 否 1 16 秋

04145203 公司融资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4 公司投资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5 公司并购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6 金融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207 法律与金融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8 保险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209 网络法原理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211 仲裁法律理论与实务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212 公司治理法律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213 商事仲裁实务 否 否 2 32 春

经济 04145301 竞争法实务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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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模块

04145302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303 宏观调控法专题 否 否 1 16 秋

04145304 产品质量与安全法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5305 税法原理 否 否 2 32 春

04145306 经济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307 劳动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308 信托与基金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4145309 竞争法经典文献选读 否 否 2 32 秋

04145310 法律经典案例分析 否 否 2 32 春

诉讼

法学

模块

04145401 法律文书 否 否 3 48 秋

04145402 法律谈判 否 否 2 32 春

04145406 比较破产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407 证据法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408 比较诉讼法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409 比较司法制度 否 否 2 32 春

04145410 民事诉讼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刑法

学模

块

04145501 犯罪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2 刑法学原理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3 英美刑法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4 大陆刑法学 否 否 2 32 春

04145505 国际刑法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6 经济刑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8 比较刑法学 否 否 2 32 春

理论

法学

模块

04145602 比较法学 否 否 2 32 春

04145603 法理学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604 法律和科技 否 否 2 32 秋

04145605 法律方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606 法律经济学专题 否 否 2 32 秋

宪法

学与

行政

法学

模块

04145701 比较宪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702 比较行政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704 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原理与案例 否 否 2 32 春

04145705 公法名著导读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曼昆著．梁小民，梁砾译．经济学原理（第 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著．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

2013．
3．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4．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5．张守文．经济法学（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应松年．行政处罚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12．
7．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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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9．马尔科姆•N•肖著．白桂梅等译．国际法（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余劲松等著．国际经济法学（马工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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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学）专业学位硕士（涉外律师方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为国家和法律职业部门、公司企业等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

论特别是习近平涉外法治思想，掌握涉外法治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

解决涉外法治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涉外法治专业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涉外法治

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公民素质，

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法治以及涉外法治理念和法律职业伦理原则，恪守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2. 掌握法学以及涉外法治的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涉外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

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职业技术。

3. 能综合运用涉外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涉外法律实务工作的能力，达到有关部

门相应的任职要求，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4. 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涉外律师方向的基本学习年限为三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

长学习年限等的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83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7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9 学分，选修课 4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13 学分

（4）专业限选课 不少于 34 学分

（5）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6）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涉外法律实践（9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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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实习不少于 6 个月，或者在境外学习 6 个月以上并实习 3 个月以上。由联合培养单位

组织实施并负责评价考核，以执业能力量化评价作为专业实习考核评价依据。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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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学）专业学位硕士（涉外律师方向）培养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法律（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510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83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0学分

专业必修课 13学分

专业限选课 总学分 不低于 3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民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商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经济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诉讼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刑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理论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模块 计入总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4167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4167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4147004 国际关系基础理论 是 是 2 32 秋

04147005 国际公法原理与实务 是 是 2 32 春

04147006 国际经济法原理与实务 是 是 3 48 春

04147007 国际私法原理与实务 是 是 2 32 2-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26 涉外法律实践 是 否 9

专业必修课

04145023 涉外法律文书写作 是 否 3 48 秋

04145024 涉外法律检索 是 否 2 32 秋

04145025 涉外法律谈判 是 否 2 32 春

04145026 涉外模拟法庭训练 是 否 3 48 春

04145412 法律职业伦理 是 否 2 32 秋

04145601 论文写作方法 是 否 1 16 2-春

专业限选课

04145001 比较商事组织法 否 否 2 32 2-春

04145003 比较侵权法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04 国际金融法专题 否 否 2 32 2-春

04145006 国际货物买卖法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2-春

04145007 国际公法前沿问题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08 国际经济法前沿问题 否 否 2 32 2-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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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45009 美国国际货物买卖法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10 WTO 法精要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11 国际商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3 48 2-秋

04145012 国际税法 否 否 1 16 2-春

04145013 普通法精要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14 WTO 争端解决制度与实务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15 国际谈判与争端解决 否 否 2 32 2-春

04145016 海商法专题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20 国际商事仲裁法 否 否 2 32 2-春

04145021 国际投资协定研究 否 否 2 32 2-春

04145022 国际商事统一法专题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27 国际商事法律：仲裁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2-春

04145028 国际商事法律：英国合约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29 英国知识产权法案例选读 否 否 2 32 2-春

04145030 国际投资法前沿问题及实务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31 国际经济政策与法律 否 否 2 32 2-秋

04145033 国际商法专题 否 否 2 32 2-春

04145209 网络法原理与实务 否 否 2 32 2-秋

04145406 比较破产法 否 否 2 32 2-春

04145408 比较诉讼法学 否 否 2 32 2-秋

04145409 比较司法制度 否 否 2 32 2-春

04145503 英美刑法学 否 否 2 32 2-秋

04145504 大陆刑法学 否 否 2 32 2-春

04145505 国际刑法学 否 否 2 32 2-秋

04145605 法律方法 否 否 2 32 2-秋

专

业

选

修

课

民法

学模

块

04145101 民法总论 否 否 2 32 秋

04145102 担保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103 物权法 否 否 1 16 秋

04145104 中国侵权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5 中国合同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6 知识产权法原理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7 知识产权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108 典型合同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5109 人格权法 否 否 1 16 秋

04145110 债权法 否 否 2 32 秋

04145113 民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114 合同法疑难案例研习 否 否 1 16 秋

商法

学模

块

04145201 证券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2 商法学专题 否 否 1 16 秋

04145203 公司融资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4 公司投资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5 公司并购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6 金融法 否 否 2 3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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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45207 法律与金融 否 否 2 32 春

04145208 保险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211 仲裁法律理论与实务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212 公司治理法律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213 商事仲裁实务 否 否 2 32 春

经济

法学

模块

04145301 竞争法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302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否 否 1 16 春

04145303 宏观调控法专题 否 否 1 16 秋

04145304 产品质量与安全法专题 否 否 1 16 春

04145305 税法原理 否 否 2 32 春

04145306 经济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307 劳动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308 信托与基金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4145309 竞争法经典文献选读 否 否 2 32 秋

04145310 法律经典案例分析 否 否 2 32 春

诉讼

法学

模块

04145405 刑事诉讼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04145407 证据法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410 民事诉讼法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411 民事诉讼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刑法

学模

块

04145501 犯罪学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2 刑法学原理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6 经济刑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7 刑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4145508 比较刑法学 否 否 2 32 春

理论

法学

模块

04145602 比较法学 否 否 2 32 春

04145603 法理学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4145604 法律和科技 否 否 2 32 秋

04145606 法律经济学专题 否 否 2 32 秋

宪法

学与

行政

法学

模块

04145701 比较宪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702 比较行政法 否 否 2 32 春

04145703 行政法理论与实务前沿 否 否 2 32 秋

04145704 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原理与案例 否 否 2 32 春

04145705 公法名著导读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桑德尔著．朱慧玲译．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信出版社，2011．
3．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
4．刘星．法律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郑永流．法学野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张明楷．刑法的私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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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0．余劲松等．国际经济法学（马工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11．杨国华．WTO中国案例评析．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12．杨良宜．国际商务仲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3．贾兵兵．国际公法：和平时期的解释与适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14．何其生．国际商事法院研究．法律出版社，2019．
15．孙佳佳、李静．“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及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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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与信息管理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高尚的学术道德、严谨的科学态度、宽广的学术视野、良好的精神

风貌，掌握扎实、系统的多学科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并能独立进行创新性科学研究，具有社会责

任感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致力于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科研、

教学和管理的交叉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扎实、宽广、系统的本学科知识结构，掌握并熟练运用管理学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的系统分析方法和相应的技术方法解决管理方面的相关理论与实际问题，能独立从事本学科领域的

教学和研究及组织管理工作。

2. 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科学作风，具备独立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能力，

能在本学科领域中做出有理论或实践意义的创造性的研究成果。

3.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并在本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

文。

4. 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能阅读本学科领域英文文献、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撰写英文论文。

三、研究方向

1. 电子商务与服务创新

2. 信息管理与商务协作

3. 大数据分析与智能管理

4. 智能决策理论与应用

5. 数字贸易产业链发展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 14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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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每名博士生在校期间应阅读专业阅读清单中的学术论文 20 篇和专业阅读书目中的专著 4 本，并

在第二学年内提交不少于 10000 字的文献综述。文献综述的主题须与其专业研究领域相关，学院组

织答辩和评审。

3. 年度进展报告（不计学分）

每名博士生应在每学年的第二个学期末提交年度进展报告，内容为本年度自己各方面的工作进

展情况，包括：课程学习、文献阅读、学术交流、学术论文、学术活动、学术报告、开题报告、教

学活动、社会实践等方面。报告经导师签字后提交学院，申请答辩前学院进行材料完整性审核。

4.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1）博士生在学期间应至少公开做两次学术报告；应参加至少一次国际研讨会和至少一次国内

研讨会，同时在会上要提交学术论文并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结束后提交相关材料，学院在学生申请

答辩前进行审核。

（2）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20 次以上本学院组织的学术讲座，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

每场讲座安排人员进行签到，讲座后 7 日内收集小结，学院在学生申请答辩前汇总材料、统计参加

讲座次数并进行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管理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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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与信息管理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信息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电子商务与信息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02J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5166001 管理学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3106005 定量研究方法 是 是 4 64 春

05156007 定性研究方法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5156008 管理类博士公开课 是 否 1 16 秋

05156014 管理研究方法 是 否 3 48 春

专业选修课

05156009 管理学科前沿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5156010 信息管理理论与方法 否 否 2 32 秋

05156011 电子商务理论与应用 否 否 2 32 春

05156012 数据挖掘与商务智能 否 否 2 32 秋

05156013 优化理论与决策方法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第 3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2．J.W. Creswell.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4th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USA: Sage Publications, 2013.
3．韩家炜等．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第 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4．周志华．机器学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5．苏尼尔•乔普拉，彼得•迈因德尔．供应链管理（第 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埃弗雷姆•特班，戴维•金，李在奎，梁定澎．电子商务（第八版）管理与社交网络视角．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7．F. Hillier, G. Lieberman. Introduction to Operations Research (9th edition). McGraw-Hill Pre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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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创新精神，掌握扎实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具备信息科学知识和技术能

力，能够从事“互联网+”时代管理实务与研究工作，具有高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扎实的管理学基础知识和较强的信息技术能力。

2. 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与开展跨文化国际交流技能。

3. 具有较强的文献阅读能力和论文写作能力，具备良好的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的能力。

4. 具有运用信息科学知识和技术从事“互联网+”时代管理业务的综合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电子商务与服务创新

2. 信息管理与商务协作

3. 大数据分析与智能管理

4. 智能决策理论与应用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2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1 学分，其中，必修课 17 学分，选修课 1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每名硕士生在校期间应阅读专业阅读清单中的学术论文 10 篇和专业阅读书目中的专著 2 本，并

在第一学年内提交不少于 5000 字的文献综述。文献综述的主题须与其专业研究领域相关，学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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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和评审。

3. 学术论文写作（不计学分）

学生应完成一篇不少于 3000 字的学术论文。该论文须在研究生入学之日至申请学位之间完成，

须与其专业研究领域相关，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所撰写的论文在学校中文期刊目录或外文期刊目录所列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被正式接收或

在线发表的论文，视作符合要求）。所发表论文须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学生本人

须是论文的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且学生第二。学生投稿论文须征得导师同意，所发表的论文如未

经导师认可，视作不符合要求。

（2）所撰写的论文被学生指导教师所在的导师组认定为达到较好的学术水平。导师组须事先在

学院备案并认定，原则上由学术方向相近的硕士生导师组成，人数不少于 2 人，不多于 4 人。

4. 学术讲座（不计学分）

在 3 个学期的学习阶段，每名学生应参加本学院组织的学术讲座 10 次（含）以上，并每次提交

不少于 500 字的总结。每场讲座安排人员进行签到，讲座后 7 日内收集小结，学院在学生申请答辩

前汇总材料、统计参加讲座次数并进行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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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信息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科专业代码：1201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2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5155050 高级运筹学 是 是 2 32 秋

05155051 应用统计分析 是 是 2 32 秋

05155052 数据分析方法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5155004 学术论文写作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5155054 管理研究方法 是 否 3 48 秋

专业选修课

05155003 数字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5155005 深度学习方法与应用 否 否 2 32 春

05155006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5155013 商务智能 否 否 2 32 春

05155016 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 否 否 2 32 春

05155017 计量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5155048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 否 否 2 32 春

05155053 管理科学与工程前沿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5155055 决策与对策 否 否 2 32 秋

05155056 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 否 否 2 32 春

05155057 电子商务理论与应用 否 否 2 32 秋

05155058 Python 大数据分析 否 否 2 32 秋

05155059 文本分析与应用 否 否 2 32 秋

05155060 项目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5155061 时间序列分析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第 3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2．J.W. Creswell.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4th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USA: Sage Publications, 2013.
3．韩家炜等．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第 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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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志华．机器学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5．苏尼尔•乔普拉，彼得•迈因德尔．供应链管理（第 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埃弗雷姆•特班，戴维•金，李在奎，梁定澎．电子商务（第八版）管理与社交网络视角．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7．F. Hillier, G. Lieberman. Introduction to Operations Research (9th edition). McGraw-Hill Pre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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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型硕士（数字贸易创新实验班）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创新精神，掌握数字贸易相关学科知识体系，具备应用信息技术提升企

业竞争力与促进产业变革的能力，能够从事数字贸易领域的研究、实务和管理工作，具有全球市场

竞争力的高层次交叉复合型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

2. 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与开展跨文化国际交流技能。

3. 具有扎实的数字贸易的理论和实务基础。

4. 系统掌握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运营与创新模式、全球商业治理，商业大数据相关领域的知识和

技能。

5. 具有运用信息技术和方法从事数字贸易相关商务活动的综合能力。

6. 具有较强的文献阅读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初步具备独立承担与专业研究相关工作的能力和

创新能力，具备继续深造或者从事数字贸易及其相关领域研究的知识水平和学术潜质。

三、研究方向

1. 大数据与智慧商务

2. 数字贸易产业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4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17 学分，选修课 1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6 学分，其中信息技术与创新模块不少于 8 学分，国际贸

易模块和统计方法模块各不少于 2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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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每名硕士生在校期间应阅读专业阅读清单中的学术论文 10 篇和专业阅读书目中的专著 2 本，并

在第一学年内提交不少于 5000 字的文献综述。文献综述的主题须与其专业研究领域相关，学院组织

答辩和评审。

3. 学术论文写作（不计学分）

学生应完成一篇不少于 3000 字的学术论文。该论文须在研究生入学之日至申请学位之间完成，

须与其专业研究领域相关，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所撰写的论文在学校中文期刊目录或外文期刊目录所列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被正式接收或

在线发表的论文，视作符合要求）。所发表论文须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学生本人

须是论文的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且学生第二。学生投稿论文须征得导师同意，所发表的论文如未

经导师认可，视作不符合要求。

（2）所撰写的论文被学生指导教师所在的导师组认定为达到较好的学术水平。导师组须事先在

学院备案并认定，原则上由学术方向相近的硕士生导师组成，人数不少于 2 人，不多于 4 人。

4. 学术讲座（不计学分）

在 3 个学期的学习阶段，每名学生应参加本学院组织的学术讲座 10 次（含）以上，并每次提交

不少于 500 字的总结。每场讲座安排人员进行签到，讲座后 7 日内收集小结，学院在学生申请答辩

前汇总材料、统计参加讲座次数并进行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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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型硕士（数字贸易创新实验班）培养计划

学院：信息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科专业代码：1201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4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6学分

--国际贸易模块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信息技术与创新模块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

--统计方法模块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5155050 高级运筹学 是 是 2 32 秋

05155051 应用统计分析 是 是 2 32 秋

05155052 数据分析方法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5155004 学术论文写作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5155054 管理研究方法 是 否 3 48 秋

专

业

选

修

课

国际贸

易模块

01015008 电子商务 否 否 2 32 春

01015015 WTO 与中国 否 否 2 32 秋

01015031 国际贸易理论(Ⅰ) 否 否 2 32 春

01015033 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 否 否 2 32 秋

01015034 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 否 否 2 32 春

01105005 数理经济学(Ⅰ) 否 否 2 32 秋

信息技

术与创

新模块

05155005 深度学习方法与应用 否 否 2 32 春

05155006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5155013 商务智能 否 否 2 32 春

05155056 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 否 否 2 32 春

05155058 Python 大数据分析 否 否 2 32 秋

统计方

法模块

15105007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否 否 2 32 春

15105009 金融统计分析 否 否 2 32 春

15105010 大数据挖掘技术 否 否 2 32 春

15105011 宏观经济统计 否 否 2 32 秋

15105031 数字贸易统计 否 否 2 32 秋

15105032 面板与空间计量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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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阅读书目

1．韩家炜等．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第 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2．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第 3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3．Robert Feenstra.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4．Kyle Bagwell, Robert W. Staiger. The Economics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MIT Press, 2002.
5．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应用（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6．贾怀勤．国际贸易统计：理论、规范与实务．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
7．周志华．机器学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8．埃弗雷姆•特班，戴维•金，李在奎，梁定澎．电子商务（第八版） 管理与社交网络视角．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9．J.W. Creswell.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4th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USA: Sage Publications, 2013.
10．苏尼尔•乔普拉，彼得•迈因德尔．供应链管理（第 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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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视野开阔，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

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应该能够在当代全球化学

术背景下，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英美文学和翻译学以及相关跨学科领域的前沿理论，独

立从事高水平引领性研究，夯实和壮大国内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学科基础和力量。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文献，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领域的国内外学术动态及前沿性课题。

2. 能够准确运用中英文撰写论文，在本专业相关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在国内外学术会议或

交流中作学术发言。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要课题的研究，独立承担或参与完成省部级与国家级科研项目。

4. 能够参与或独立开设外语类本、硕层次的课程，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研究方向

1. 英美文学

2. 翻译学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5 个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 8 学分，选修课 1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2学分

（2）学位基础课 4学分

（3）专业必修课 2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2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所有博士生均需补修 1 门第二外国语（初）或第二外国语（中）课程。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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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博士生需从推荐书单中选择 4本书目，自选角度，自定题目，按照学院读书报告模板，

在学科综合考试前提交 4 篇不少于 1500 词的英文读书报告，由导师打分并签字后上交学院。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1）学院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本学科学术年会、研讨会、研究生学术沙龙、博士论坛等学术活

动。博士生在读期间在英语学院至少要独立做 2 次学术专题报告；参加至少 3 次国际、国内学术会

议，同时在会上要提交学术论文并进行学术交流。每次报告和学术会议结束后，均需完成不少于 500

字的总结，总结由导师进行审核，并于第六学期末之前提交学院备案。

（2）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15 次以上本校组织的学术报告，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总结，

总结由导师进行审核，于第六学期末之前提交学院备案。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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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英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英语语言文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20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2学分

学位基础课 4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2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2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6166019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前沿 是 是 2 32 春

06166020 外国语言文学流派与经典文献研讨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6166308 西方文学理论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6166102 翻译学前沿 否 否 2 32 秋

06166103 翻译学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春

06166107 翻译跨学科研究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6166108 当代口译理论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6166109 口译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春

06166110 翻译研究学术文献研讨 否 否 2 32 春

06166302 西方文学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春

06166303 文学跨学科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6166306 历史文献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6166307 维多利亚文学专论 否 否 2 32 春

06166309 西方现代思想史 否 否 2 32 春

06166310 英语文学经典选读 否 否 2 32 秋

补硕士课
07175096 第二外国语（初） 否 否 4 64 春 秋

07175097 第二外国语（中） 否 否 4 64 秋

英美文学 专业选修课 从 西方文学研究方法, 1 选 1 选够 2学分

翻译学 专业选修课 从 口译研究方法, 1 选 1 选够 2学分

专业阅读书目

英美文学方向：

1．Ayse Celikkol. Romances of Free Trade: British Literature, Laissez-Faire, and the Global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3．Elaine 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Princeton UP, 1998.
4．F. R. Leavis. The Great Tradition. New York: George W. Stewart, 1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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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illian Beer. Darwin's Plots: Evolutionary Narrative in Darwin, George Eliot and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2.
6．Jean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8.
7．Joseph Carroll. Literary Darwinism: Evolution, Human Nature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8．Joseph Carroll. Evolution and Literary Theory.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4.
9．M. H. Abrams.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New York:
Oxford UP, 1953.
10．Philip Davis. The Victorians. Oxford UP.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引进，2007.
11．Philipp Sarasin. Darwin and Foucault. Frankfurt: Suhrkamp, 2009.
12．Susan Sontag.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 Farrar: Picador, 1990.
13．Tucker, Herbert F. A Companion to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翻译学方向：

1．Bassnett, Susan.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Chiew Kin Quah.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3．Colina, Sonia. Translation Teaching from Research to the Classroom. Toronto: McGraw Hill, 2003.
4．Deborah Cao. Translating Law.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5．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6．Gunilla Anderman, Margaret Rogers. Translation Today: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Beijing: FLTRP,
2006.
7．Katan, David. 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5.
8．Hatim, B.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9．Hatim, Basil.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Beijing: FLTRP, 2005.
10．James Nolan. Interpretation Techniques and Exercis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11．Nord, Christiane.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Beijing: FLTRP, 2006.
12．Pym, Anthony.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13．Phelan, Mary. The Interpreter's Resourc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14．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15．Angelelli, Claudia. Revisiting the Interpreter’s Role. A Study of Conference, Court, and Medical
Interpreters in Canada,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16．Bassnett, Susan.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17．Congress, Est, et al. Claims, Changes and Challeng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elected Contributions
from the Est Congress, Copenhagen 2001.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18．Danks, Joseph, et al.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housand Oaks,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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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elhi: Sage, 1997.
19．Dimitrova, Birgitta Englund, and Kenneth Hyltenstam.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20．Gile, Daniel.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Revised Edition.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21．Gile, Daniel, et al. Getting Started in Interpreting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Personal
Accounts and Advice for Beginner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22．Hale, Sandra, and Jamina Napier. Research Methods in Interpreting: A Practical Resource.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23．Kaindl, Klaus, Franz Pöchhacker, and Mary Snell-Hornby.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Congress, Vienna, 1992.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24．Lambert, Sylvie, and Barbara Moser-Mercer. Bridging the Gap: Empirical Research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25．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0.
26．Pöchhacker, Franz.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27．Pöchhacker, Franz, and Miriam Shlesinger.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28．Tirkkonen-Condit, Sonja, and Riitta Jääskeläinen. 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utlooks on Empirical Research. Vol. 37.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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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视野开阔，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

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应该能够在当代全球化学

术背景下，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语言学、商务英语与跨文化交际理论以及相关跨学科的

前沿理论，独立从事高水平引领性研究，夯实和壮大国内的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的学科基

础和力量。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文献，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领域的国内外学术动态及前沿性课题。

2. 能够准确运用中英文撰写论文，在本专业相关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在国内外学术会议或

交流中作学术发言。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要课题的研究，独立承担或参与完成省部级与国家级科研项目。

4. 能够参与或独立开设外语类本、硕层次的课程，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研究方向

1. 语用学

2. 认知语言学

3. 应用语言学

4. 商务英语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5 个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 8 学分，选修课 1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2学分

（2）学位基础课 4学分

（3）专业必修课 2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2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所有博士生均需补修 1 门第二外国语（初）或第二外国语（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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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博士生需从推荐书单中选择 4本书目，自选角度，自定题目，按照学院读书报告模板，

在学科综合考试前提交 4 篇不少于 1500 词的英文读书报告，由导师打分并签字后上交学院。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1）学院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本学科学术年会、研讨会、研究生学术沙龙、博士论坛等学术活

动。博士生在读期间在英语学院至少要独立做 2 次学术专题报告；参加至少 3 次国际、国内学术会

议，同时在会上要提交学术论文并进行学术交流。每次报告和学术会议结束后，均需完成不少于 500

字的总结，总结由导师进行审核，并于第六学期末之前提交学院备案。

（2）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15 次以上本校组织的学术报告，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总结，

总结由导师进行审核，于第六学期末之前提交学院备案。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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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英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21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2学分

学位基础课 4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2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2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6166019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前沿 是 是 2 32 春

06166020 外国语言文学流派与经典文献研讨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6166207 外国语言学理论专题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6166023 跨文化与话语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6166027 商务英语与跨文化理论 否 否 2 32 秋

06166028 商务英语与跨文化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春

06166029 商务英语与跨文化研究前沿 否 否 2 32 秋

06166202 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春

06166203 语用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6166204 认知语言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6166208 语料库语言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补硕士课
07175096 第二外国语（初） 否 否 4 64 秋 春

07175097 第二外国语（中） 否 否 4 64 秋

语用学 专业选修课 从 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 1 选 1 选够 2学分

认知语言学 专业选修课 从 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 1 选 1 选够 2学分

应用语言学 专业选修课 从 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 1 选 1 选够 2学分

商务英语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专业选修课 从 商务英语与跨文化研究方法, 1 选 1 选够 2学分

专业阅读书目

语言学各方向：

1．Bachman, L. F. & A. C. Palmer. Language Assessment in Practice: Developing Language
Assessments and Justifying Their Use in the Real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Bloomfield, L. Language. London: George Allen＆Unwin Ltd., 1933/1955.
3．Dancygier, B.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4．Horsley, M. et al. Current Trends in Eye Tracking Research. Berlin: Springer, 2014.
5．Huang Ya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agma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6．Levinson, S.C. Pragmatics. CUP, 1983.
7．Robins, R.H. General Linguistics (4th edition)．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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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W. Baskin. Glasgow: Fontana/Collins., 1977
9．Semino, E. ＆ Z. Demjé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etaphor and Language. Routledge, 2017.
10．Taylor, J. R.＆J. Littlemore. 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loomsbury,
2014.
11．Gass, S. & Mackey, A.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utledge, 2013.
12．Gass, S. & Mackey, A. Research Method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Practical Guide.
Wiley-Blackwell, 2011.
13．胡壮麟．语言学教程（第五版）（Linguistics：A Course Book）．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4．秦晓晴，毕劲．外语教学定量研究方法及数据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15．梁茂成，李文中，许家金．语料库应用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16．Rod, Ellis．第二语言习得概论．商务印书馆，2015．
商务英语与跨文化交际研究方向：

1．Zhu, Yunxia. Written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A Socio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Business
Genres. Philadelphia: J. Benjamins Pub, 2005.
2．Gunter Senft, Jan-Ola Östman and Jef Verschueren. Culture and Language Use（文化与语言的使

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3．Veronika Koller. Metaphor and Gender in Business Media Discourse: A Critical Cognitive Study（商

务媒体话语中的隐喻与性别——批评认知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4．Paul Gillaerts, Elizabeth de Groot, Sylvain Dieltjens, Priscilla Heyndericks & Geert Jacobs.
Researching Discourse in Business Genres: Cases and Corpora（商务体裁中的话语研究——案例与语

料）．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5．Singh, N. and Pereira, A. The Culturally Customized Web Site: Customizing Web Sites for the Global
Marketplace. Oxford: Elsevier Linacre House, 2005.
6．Virginia H. Milhouse, Molefi Kete Asante & Peter O. Nwosu. Transcultural Realitie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ross-cultural Relation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2001.
7．施旭．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Robert J. House, Paul J. Hanges, Mansour Javidan, Peter W. Dorfman, Vipin Gupta. Cultur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s: The GLOBE Study of 62 Societie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4.
9．Richard D. When Cultures Collide: Leading Across Cultures (3rd Edition). Lewis Nicholas Brealey
Publishing, 2005.
10．Guo-Ming Chen and Xiaodong Dai.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Conceptualiz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Contexts and Interactions.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
11．Adrian Holliday, John Kullman, Martin Hyd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 for Students (Routledge Applied Linguistics). Routledge, 2016.
12．Diego Gilardoni. Decoding China: Cross-cultural Strategies for Successful Business with the
Chinese.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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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文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与文学基本功，掌握语言文学与商务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具备较强的

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够胜任英语教学、科研、翻译、外事管理、编辑出版、国际文化传播和国际商

务等领域的业务工作，适应经济全球化环境和我国经济与文化建设需求的复合型高级专门英语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较深厚的文学文化基础和人文素养，掌握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2. 了解国际商务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以及英美文学文化、历史和宗教等，能用正确的英文从事

学术写作、撰写相关学术论文；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借助跨学科理论与方法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较强的社会活动和国际交往能力。

3. 毕业后能胜任英美文化研究、国际文化产业研究、国际问题研究、政策研究、教学科研、行

政管理、新闻采编等工作。

三、研究方向

1. 英美文学

2. 国别研究（英语国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2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1 学分，其中，必修课 13 学分，选修课 18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2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4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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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士生需从推荐书单中选择 2本书目，自选角度，自定题目，按照学院读书报告模板，

在第三学期期末前提交 2 篇不少于 1500 词的英文读书报告，由导师打分并签字后上交学院。

3. 讲座（不计学分）

要求学生在第一学年参加学院组织的系列讲座不少于 10次，并在第三学期期末提交不少于 1000

字的报告总结，由导师签字后上交学院。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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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文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英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英语语言文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20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2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2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4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7175097 第二外国语（中） 是 是 4 64 秋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6165334 西方文化专题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6165337 外国文学理论 是 否 2 32 春

06165338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导论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6165001 经济学(英) 否 否 2 32 秋

06165005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否 否 2 32 秋

06165008 跨文化商务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6165029 国际商务谈判 否 否 2 32 春

06165114 中华文化译介 否 否 2 32 秋

06165201 普通语言学 否 否 2 32 秋

06165206 话语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6165238 语用学 否 否 2 32 秋

06165241 应用语言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秋

06165243 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导论 否 否 2 32 秋

06165305 英美文学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6165306 英语诗歌赏析 否 否 2 32 春

06165309 圣经文学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6165311 欧洲文化通论 否 否 2 32 春

06165318 欧美电影文学赏析 否 否 2 32 春

06165322 欧美戏剧 否 否 2 32 秋

06165323 维多利亚文化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6165333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5336 文化人类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5401 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 否 否 2 32 秋

06165402 国际政治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6165404 美国政府与政治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6165405 美国对外贸易史 否 否 2 3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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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65406 美国思想史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6165408 美国外交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6165409 中美关系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6165419 西方媒体研究专题 否 否 2 32 秋

英美文学
专业选修课 从 欧美戏剧, 维多利亚文化专题,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 英美

文学专题, 4 选 2 选够 4学分

国别研究（英语国家）
专业选修课 从 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 国际政治专题, 美国对外贸易史,
美国外交专题, 中美关系专题, 5 选 2 选够 4学分

专业阅读书目

英美文学方向：

1．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Williams, Raymond. Culture and Society. Vintage Classics, 2017.
3．Bloom, Harold. The Western Canon. Riverhead Books, 1995.
4．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5．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Vintage Books, 1994.
国别研究（英语国家）方向：

1．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

界知识出版社，2013．
2．David A. Hollinger and Charles Capper.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2vols (6th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戴维•B•马格莱比等著．吴爱明，夏宏图译．民治政府：美国政府与政治（第 23版·中国版）．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Eugene R. Wittkopf, Christopher M. Jones, Charles W. Kelley J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7th edition). Cengage Learnin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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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系统的语言学、翻译学知识、宽广的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具备

较强的跨文化商务沟通能力，掌握商务知识与技能，能跟踪本学科的最新发展，从事语言学、翻译

及国际商务领域的教学、科研与实务，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型高级英语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较系统的语言学、翻译学及商务等专业基础知识和较深厚的人文素

养，掌握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2. 具备独立从事与语言、翻译及国际商务交际等相关的科研活动的能力。

3. 毕业后能胜任英语教学、科研、翻译、外事管理、国际文化传播及国际商务沟通、谈判、和

咨询等高层次业务工作。

三、研究方向

1. 英语语言学

2. 商务英语与跨文化商务交际

3. 翻译学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2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1 学分，其中，必修课 13 学分，选修课 18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2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4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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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士生需从推荐书单中选择 2本书目，自选角度，自定题目，按照学院读书报告模板，

在第三学期期末前提交 2 篇不少于 1500 词的英文读书报告，由导师打分并签字后上交学院。

3. 讲座（不计学分）

要求学生在第一学年参加学院组织的系列讲座不少于 10次，并在第三学期期末提交不少于 1000

字的报告总结，由导师签字后上交学院。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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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英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21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2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2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4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7175097 第二外国语（中） 是 是 4 64 秋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6165238 语用学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6165242 外国语言学理论 是 否 2 32 秋

06165243 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导论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6165001 经济学(英) 否 否 2 32 秋

06165002 营销沟通与写作(英) 否 否 2 32 春

06165005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否 否 2 32 秋

06165008 跨文化商务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6165012 管理学原理(英) 否 否 2 32 春

06165017 营销学原理(英) 否 否 2 32 秋

06165023 金融英语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6165024 国际金融(英) 否 否 2 32 春

06165026 国际商法(英) 否 否 2 32 秋

06165027 跨文化商务交际 否 否 2 32 秋

06165029 国际商务谈判 否 否 2 32 春

06165101 翻译理论概要 否 否 2 32 秋

06165102 语言对比与翻译 否 否 2 32 秋

06165103 文学翻译 否 否 2 32 春

06165104 中外翻译史 否 否 2 32 春

06165105 翻译批评 否 否 2 32 春

06165106 汉语经典英译 否 否 2 32 春

06165108 翻译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春

06165110 口译理论概要 否 否 2 32 秋

06165112 计算机辅助翻译 否 否 2 32 春

06165113 非文学翻译 否 否 2 32 春

06165119 商务翻译 否 否 2 32 秋

06165201 普通语言学 否 否 2 3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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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65203 语义学 否 否 2 32 秋

06165204 认知语言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5206 话语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6165207 社会语言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5209 英语文体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5210 语料库语言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5221 功能语言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5237 句法学 否 否 2 32 秋

06165241 应用语言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秋

翻译学
专业选修课 从 翻译理论概要, 翻译研究方法, 非文学翻译, 计算机辅助

翻译, 文学翻译, 语言对比与翻译, 中外翻译史, 7 选 4 选够 8学分

商务英语与跨文化商务

交际

专业选修课 从 国际商务谈判, 话语分析, 经济学(英), 跨文化商务交际,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营销学原理(英), 6 选 3 选够 6学分

英语语言学
专业选修课 从 功能语言学, 话语分析, 句法学, 英语文体学, 语料库语

言学, 语义学, 6 选 3 选够 6学分

专业阅读书目

英语语言学方向：

1．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2．Bloomfield, L. Languag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3．Chomsky, N.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4．Crystal, D. A Little Book of Language.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Ltd, 2010.
5．Crystal, D. How Language Works.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2005.
6．Freeborn, D. From Old English to Standard English (《英语史——从古英语到标准英语》).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版）, 2009.
7．Fromkin, V., Rodman, R., & Hyams, N.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10th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7.
8．Gass, S. & Mackey, A.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3.
9．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10．Huang, 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agma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1．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12．McEnery, T & Hardie, A. Corpus Linguistics: Method,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Textbooks
in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Pink, S. The Language Instinct: How the Mind Creates Language.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2007.
14．Radford, A., Atkinson, M., Britain, D., Clahsen, H., & Spencer, A.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4.
15．Roberts, I. The Wonders of Language: Or How to Make Noises and Influence Peop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6．Robins, R. H.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4th edi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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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ess, 2001.
17．Robins, R. H. General Linguistics (4th edi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18．Sapir, 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19．Saussure, F. D.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20．Simpson, P. Stylistics: A Resource Book for Students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4.
商务英语与跨文化商务交际方向：

1．Scollon, R. & Scollon, S. W.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Blackwell, 2011.
2．Veronika Koller．商务媒体话语中的隐喻与性别——批评认知研究（Metaphor and Gender in
Business Media Discourse: A Critical Cognitive Study）．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3．Anna Trosborg & Poul Erik Flyvholm Jørgensen．商务话语——篇章与语境（Business Discourse:
Texts and Context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4．Paul Gillaerts, Elizabeth De Groot．商务体裁中的话语研究——案例与语料（Researching Discourse
in Business Genres: Cases and Corpora）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5．Belinda Crawford Camiciottol．商务学术讲座语言——语料库辅助分析（The Language of Business
Studies Lectures: A Corpus-assisted Analysi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6．William B. Gudykunst．跨文化交际理论建构（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7．金荣渊．跨文化能力——交际与跨文化适应的综合理论（Becoming Intercultural: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8．瓦纳，比默．全球化工作环境中的跨文化沟通（第三版）（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Global
Workplace (3rd edition)）．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9．Paul Gillaerts, Elizabeth De Groot．商务体裁中的话语研究——案例与语料（Researching Discourse
in Business Genres: Cases and Corpora）．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10．Michael B. Hinner．商务世界的跨文化沟通（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in the World of Business）．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翻译学方向：

1．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4th
edition). Routledge, 2016.
2．Anthony Pym.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Routledge, 2014.
3．Roberto A. Valdeon.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21st Century: Current Trends and Emerging
Perspectives. Routledge, 2017．
4．谢天振.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第 2版）（Contemporary Theories in Foreign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南开大学出版社，2018．
5．李萌涛，崔启亮，廉勇．计算机辅助翻译简明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英语学院

268

英语笔译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英汉双语功底，熟练掌握翻译技能和技术，拥有良好的翻译职业素养和行业视

野，具备跨文化沟通和商务知识优势，能够胜任商务、经济、金融、管理、法律、国际传播等领域

的涉外笔译实务工作，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

翻译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备良好的英汉语言表达能力，具有必要的翻译理论知识，熟练掌握翻译技能，熟悉现代翻

译技术，了解语言服务行业，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2. 熟知中外国情文化，拥有丰富的百科知识，具有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具备良好的复合专

业知识储备，掌握商务、经济、金融、管理、法律、国际传播等领域的专门知识。

3. 毕业后能胜任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外事接待、商务沟通、对外传播、翻译项

目管理等涉外语言服务工作。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8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1 学分，其中，必修课 15 学分，选修课 1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5学分

（2）学位基础课 4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2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 学院要求本科为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应优先选择“商务类”、“翻译类”课程，本科为经济、

管理、法律等专业的学生应优先选择“语言类”、“翻译类”课程。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上机翻译（2学分）

上机翻译可选择在学校口笔译实验室进行，也可以使用手机翻译实践软件进行。选择实验室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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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应使用实验室软件进行 10 次以上的翻译练习，每次 90 分钟，练习完成在签到笔记本上签到

签退，以截图或图片形式做好练习记录；使用手机翻译实践软件的，应完成持续练习或打卡记录，

以截图或图片、录音或文字等形式做好练习记录。不论采用哪种方式，翻译总字符数应不少于 10000

字，在中期考核前将练习记录提交学院审核。

3. 校内外翻译实践（4学分）

实践内容可自选或由导师指定。包括校内翻译实践 2 学分，至少五万字笔译并提交译稿，译稿

须经导师签字确认；校外翻译实践 2 学分，至少五万字，需提供译稿和笔译证明。以上在中期考核

前提交学院审核。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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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笔译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英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英语笔译 学科专业代码：05510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8学分

学位公共课 5学分

学位基础课 4学分

必修环节 7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2学分

--翻译类 计入总学分

--商务类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区域与国别研究类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语言学类 计入总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6167060 中外文化专题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6165101 翻译理论概要 是 是 2 32 秋

06165102 语言对比与翻译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04 校内外翻译实践 是 否 4

SJHJ7005 上机翻译 是 否 2

专业必修课

06165104 中外翻译史 是 否 2 32 春

06165108 翻译研究方法 是 否 2 32 春

06165112 计算机辅助翻译 是 否 2 32 春

专

业

选

修

课

翻译

类

06165103 文学翻译 否 否 2 32 春

06165105 翻译批评 否 否 2 32 春

06165106 汉语经典英译 否 否 2 32 春

06165110 口译理论概要 否 否 2 32 秋

06165113 非文学翻译 否 否 2 32 春

06165114 中华文化译介 否 否 2 32 秋

06165119 商务翻译 否 否 2 32 秋

06167113 英语演讲 否 否 2 32 秋

06167116 商务会谈口译(一) 否 否 2 32 秋

06167117 商务会谈口译(二) 否 否 2 32 春

06167128 经贸翻译与实践 否 否 2 32 秋

06167129 商务法律翻译实践 否 否 2 32 春

06167130 本地化翻译 否 否 2 32 春

06167131 科技翻译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6167132 语言服务概论 否 否 2 3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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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67134 翻译项目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6167135 法律文书写作与翻译 否 否 2 32 春

06167151 视译(一) 否 否 2 32 秋

06167152 视译(二) 否 否 2 32 春

06167153 同声传译(一) 否 否 2 32 春

06167154 同声传译(二) 否 否 2 32 2-秋

06167155 商务口译实践模拟(一) 否 否 2 32 秋

06167156 商务口译实践模拟(二) 否 否 2 32 春

06167159 英语技术写作 否 否 2 32 秋

商务

类

06165008 跨文化商务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6165012 管理学原理(英) 否 否 2 32 春

06165017 营销学原理(英) 否 否 2 32 秋

06165023 金融英语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6165024 国际金融(英) 否 否 2 32 春

06165026 国际商法(英) 否 否 2 32 秋

06165027 跨文化商务交际 否 否 2 32 秋

06167001 高级商务英语写作 否 否 2 32 春

06167015 法律文献阅读(英) 否 否 2 32 春

06167061 国际商务谈判 否 否 2 32 春

06167062 经济学(英) 否 否 2 32 秋

06167063 谈判心理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7064 法学基础理论(英) 否 否 2 32 秋

06167065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6167066 国际公司法律比较 否 否 2 32 秋

区域

与国

别研

究类

06165401 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 否 否 2 32 秋

06165402 国际政治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6165404 美国政府与政治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6165405 美国对外贸易史 否 否 2 32 秋

06165406 美国思想史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6165408 美国外交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6165409 中美关系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6165419 西方媒体研究专题 否 否 2 32 秋

语言

学类

06165201 普通语言学 否 否 2 32 秋

06165203 语义学 否 否 2 32 秋

06165204 认知语言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5206 话语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6165207 社会语言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5209 英语文体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5210 语料库语言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5221 功能语言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5237 句法学 否 否 2 32 秋

06165238 语用学 否 否 2 32 秋

06165241 应用语言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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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65242 外国语言学理论 否 否 2 32 秋

06165243 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导论 否 否 2 32 秋

07175097 第二外国语（中） 否 否 4 64 秋

本专业所有学生
翻译类 从 法律文书写作与翻译, 非文学翻译, 汉语经典英译, 商务翻

译, 文学翻译, 英语技术写作, 6 选 2 选够 4学分

专业阅读书目

1．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4th edition). Routledge,
2016．
2．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9．
3．李长栓．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第 2版）．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2018．
4．王华树．翻译技术教程．北京：商务出版社，2017．
5．达尼尔•葛岱克著．刘和平，文韫译．职业翻译与翻译职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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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口译专业学位硕士（商务口译方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汉语双语基本功、系统的语言学、翻译学知识、宽广的国际视野和人文素

养，同时具备较强的口译实践能力，能够将经济、管理、法律、金融、国别政治等知识应用到英语

口译实践中，能够胜任国家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和社会需要的口译工作及国际化经贸实务工作，成

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性翻译专业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较高的中、英文语言水平以及较好的中英文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掌握翻译学科的基本

理论，熟练掌握基本的翻译技巧，具备较好的口译实践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2. 熟悉语言服务行业的基本规范和要求，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较好的商务理论基本知识

和实践能力，掌握政治、经济、商务、外交、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综合基础知识，具备从事相关专业

领域基本口译工作的能力。

3. 毕业后能够胜任高层次的联络口译、社区口译、会展口译以及商务谈判口译等各类口译工作；

能够从事各级政府部门、各类国内外企事业单位等的涉外商务、外事管理、对外传播等涉外语言服

务工作。

三、研究方向

商务口译（该方向学生在二年级开学初可报名参加转方向选拔考试，本考试和新生“国际会议

口译方向选拔考试”并行，若考试通过，可转为国际会议口译方向，并按照该年度新生适用的国际

会议口译方向培养方案进行培养，且学习年限延长一年）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8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1 学分，其中，必修课 13 学分，选修课 18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5学分

（2）学位基础课 4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4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 学院要求本科为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应优先选择“商务类”、“翻译类”课程，本科为经济、

管理、法律等专业的学生应优先选择“语言类”、“翻译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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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上机翻译（2学分）

上机翻译可选择在学校口笔译实验室进行，也可以使用手机翻译实践软件进行。选择实验室练

习的，应使用实验室软件进行 10 次以上的翻译练习，每次 90 分钟，练习完成在签到笔记本上签到

签退，以截图或图片形式做好练习记录；使用手机翻译实践软件的，应完成持续练习或打卡记录，

以截图或图片，录音或文字等形式做好练习记录。不论采用哪种方式，翻译总时长应不少于 900 分

钟，在中期考核前将练习记录提交学院审核。

3. 校内外翻译实践（4学分）

实践内容可自选或由导师指定。包括校内翻译实践 2 学分，至少 200 小时口译或五万字笔译，

需提交译稿并经导师签字确认；校外翻译实践 2 学分，至少 200 小时，需提供口译证明，或参加学

院组织的模拟口译实训。以上在中期考核前提交学院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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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口译专业学位硕士（商务口译方向）培养计划

学院：英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英语口译 学科专业代码：05510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8学分

学位公共课 5学分

学位基础课 4学分

必修环节 7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4学分

--翻译类 计入总学分

--商务类 计入总学分

--语言学类 计入总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6167060 中外文化专题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6165101 翻译理论概要 是 是 2 32 秋

06165102 语言对比与翻译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04 校内外翻译实践 是 否 4

SJHJ7005 上机翻译 是 否 2

专业必修课
06165104 中外翻译史 是 否 2 32 春

06165108 翻译研究方法 是 否 2 32 春

专

业

选

修

课

翻译

类

06165103 文学翻译 否 否 2 32 春

06165105 翻译批评 否 否 2 32 春

06165106 汉语经典英译 否 否 2 32 春

06165110 口译理论概要 否 否 2 32 秋

06165112 计算机辅助翻译 否 否 2 32 春

06165113 非文学翻译 否 否 2 32 春

06165114 中华文化译介 否 否 2 32 秋

06165119 商务翻译 否 否 2 32 秋

06167113 英语演讲 否 否 2 32 秋

06167116 商务会谈口译(一) 否 否 2 32 秋

06167117 商务会谈口译(二) 否 否 2 32 春

06167128 经贸翻译与实践 否 否 2 32 秋

06167129 商务法律翻译实践 否 否 2 32 春

06167130 本地化翻译 否 否 2 32 春

06167131 科技翻译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6167132 语言服务概论 否 否 2 32 秋

06167134 翻译项目管理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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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67135 法律文书写作与翻译 否 否 2 32 春

06167151 视译(一) 否 否 2 32 秋

06167152 视译(二) 否 否 2 32 春

06167153 同声传译(一) 否 否 2 32 春

06167154 同声传译(二) 否 否 2 32 2-秋

06167155 商务口译实践模拟(一) 否 否 2 32 秋

06167156 商务口译实践模拟(二) 否 否 2 32 春

06167159 英语技术写作 否 否 2 32 秋

商务

类

06165008 跨文化商务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6165012 管理学原理(英) 否 否 2 32 春

06165017 营销学原理(英) 否 否 2 32 秋

06165023 金融英语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6165024 国际金融(英) 否 否 2 32 春

06165026 国际商法(英) 否 否 2 32 秋

06165027 跨文化商务交际 否 否 2 32 秋

06165401 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 否 否 2 32 秋

06165402 国际政治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6167001 高级商务英语写作 否 否 2 32 春

06167015 法律文献阅读(英) 否 否 2 32 春

06167061 国际商务谈判 否 否 2 32 春

06167062 经济学(英) 否 否 2 32 秋

06167063 谈判心理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7064 法学基础理论(英) 否 否 2 32 秋

06167065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6167066 国际公司法律比较 否 否 2 32 秋

语言

学类

06165201 普通语言学 否 否 2 32 秋

06165203 语义学 否 否 2 32 秋

06165204 认知语言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5206 话语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6165207 社会语言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5209 英语文体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5210 语料库语言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5221 功能语言学 否 否 2 32 春

06165237 句法学 否 否 2 32 秋

06165238 语用学 否 否 2 32 秋

06165241 应用语言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秋

06165242 外国语言学理论 否 否 2 32 秋

06165243 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导论 否 否 2 32 秋

07175097 第二外国语（中） 否 否 4 64 秋

商务口译

翻译类 从 商务会谈口译(一), 商务会谈口译(二), 视译(一), 视译(二),
同声传译(一), 同声传译(二), 商务口译实践模拟(一), 商务口译实践模拟

(二), 8 选 5 选够 1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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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阅读书目

1．Gile, Daniel.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2．Pöchhacker, Franz.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3．Ehrlich, Suzanne & Napier, Jemina. Interpreter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Innovation, Access, and
Change.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2015.
4．仲伟合．口译研究方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5．达尼尔•葛岱克著．刘和平，文韫译．职业翻译与翻译职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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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口译专业学位硕士（国际会议口译方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出色的中、英文语言能力，熟练掌握国际会议口译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良好的口译

职业素养和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宽广的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掌握政治、经济、外交、法律、金

融、文化等领域的专业知识，能够胜任国家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和社会需要的高层次国际会议口译

工作，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专业型国际会议口译专业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出色的中、英文语言水平，扎实的中英文双语基本功，以及出色的中英文口头和书面表

达能力，掌握翻译学科的基本理论，熟练掌握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基本会议口译技巧，具备出色

的会议口译实践能力和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2. 熟悉语言服务行业的基本规范和要求，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认同；具备较高的个人综

合素质，掌握政治、经济、金融、外交、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基本专业知识和术语，具备从事

相关专业领域高层次国际会议口译工作的能力。

3. 毕业后能够胜任高层次、高级别的双边、多边等国际会议的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等各类国际

会议口译工作；能够从事各类国际组织和机构、各级政府部门以及国内外各类企事业单位等的国际

会议口译、涉外商务、外事管理、对外传播等涉外语言服务工作。

三、研究方向

国际会议口译（该方向学生若因学业难以坚持，可以申请转到商务口译方向）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58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55 学分，其中，必修课 13 学分，选修课 4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5学分

（2）学位基础课 4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2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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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校内外翻译实践（2学分）

学生应在毕业资格审核前完成至少 40 小时的国际会议口译实践，并提交会议主办方的口译实习

证明；参加至少 4 次由学院或授课教师组织的口译模拟会议实训，并提交授课教师或导师签字的模

拟口译实践证明。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英语学院

280

英语口译专业学位硕士（国际会议口译方向）培养计划

学院：英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英语口译 学科专业代码：05510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58学分

学位公共课 5学分

学位基础课 4学分

必修环节 3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2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6167060 中外文化专题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6165101 翻译理论概要 是 是 2 32 秋

06165102 语言对比与翻译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23 校内外翻译实践 是 否 2

专业必修课
06165104 中外翻译史 是 否 2 32 春

06165108 翻译研究方法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6165103 文学翻译 否 否 2 32 春

06165113 非文学翻译 否 否 2 32 春

06165119 商务翻译 否 否 2 32 秋

06165242 外国语言学理论 否 否 2 32 秋

06165402 国际政治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6167128 经贸翻译与实践 否 否 2 32 秋

06167136 交替传译(Ⅰ) 否 否 4 64 秋

06167137 视译(Ⅰ) 否 否 2 32 秋

06167138 表达与演讲 否 否 2 32 秋

06167139 交替传译(Ⅱ) 否 否 4 64 春

06167140 同声传译(Ⅰ) 否 否 4 64 春

06167141 视译(Ⅱ) 否 否 2 32 春

06167142 综合口译实务(Ⅰ) 否 否 2 32 春

06167143 交替传译(Ⅲ) 否 否 2 32 2-秋

06167144 同声传译(Ⅱ) 否 否 4 64 2-秋

06167145 带稿同传(Ⅰ) 否 否 2 32 2-秋

06167146 综合口译实务(Ⅱ) 否 否 2 32 2-秋

06167147 交替传译(Ⅳ) 否 否 2 32 2-春

06167148 同声传译(Ⅲ) 否 否 4 64 2-春

06167149 带稿同传(Ⅱ) 否 否 2 32 2-春

06167150 综合口译实务(Ⅲ) 否 否 2 32 2-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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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议口译

专业选修课 从 表达与演讲, 交替传译(Ⅰ), 交替传译(Ⅱ), 交替传译(Ⅲ),
交替传译(Ⅳ), 同声传译(Ⅰ), 同声传译(Ⅱ), 同声传译(Ⅲ), 视译(Ⅰ), 视译(Ⅱ),
带稿同传(Ⅰ), 带稿同传(Ⅱ), 综合口译实务(Ⅰ), 综合口译实务(Ⅱ), 综合口译

实务(Ⅲ), 15 选 15 选够 40学分

专业阅读书目

1．Gile, Daniel.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2．Pöchhacker, Franz.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3．Nolan, James. Interpretation Techniques and Exercise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4．Chiew Kin Quah.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5．达尼尔•葛岱克著．刘和平，文韫译．职业翻译与翻译职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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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语言文学学科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爱国守法、品德优秀、研究与治学态度严谨、具有系统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专业知识并了解

外语语言文学相关研究领域国内外最新学术发展动态的、熟练掌握相关研究领域基础研究方法的、

具有国际视野、开放思维和创新研究能力的、精通外语、全面了解语言对象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与文

化、能熟练应用外语进行学术研究（包括学术文献阅读、学术交流与学术论文写作）和教学的、能

够胜任高校与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相关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具有跨文化能力

的复合型高端外语专业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知识与专业水平：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悉所攻读研究方向的

国内外研究历史及现状，了解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把握研究的前沿成果和发展趋势。

2. 外语能力：扎实的对象国语言基本功，能够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并有较强的外语写作

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熟练掌握第二外语英语，能够阅读英文学术文献，并具备一定的英文学

术交流能力。

3. 科研能力：具有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有较强的理论联系实际和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在本专业研究领域

中进行具有独创新的研究。有较好的汉语写作功底。

三、专业方向

1. 俄语语言文学专业：俄语语言学

2. 德语语言文学专业：跨文化交际研究、区域国别研究

3.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专业：阿拉伯文学、区域国别研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学科各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

限等的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学科各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 16 学分，选修课 8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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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主文献阅读旨在促进博士生全面、系统了解本专业主要学术理论和前沿性研究成果，开拓研究

思路，培养和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博士生在第二学年秋季学期提交一篇系统性、高质量的文献综述，

字数应不低于 2 万字，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 60 篇。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学科各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学科各专业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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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语言文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外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俄语语言文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20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6166091 学术交流英语 是 是 2 32 秋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6166019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前沿 是 是 2 32 春

07246002 俄语语言学理论 是 是 2 32 秋

07246008 俄罗斯语言学流派与经典文献研讨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7176008 科学研究方法论 是 否 2 32 春

07246006 区域国别研究专题(俄) 是 否 2 32 春

07246007 语言学跨学科研究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7176007 跨文化交际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7176009 外国文学研究导论 否 否 2 32 秋

07246003 俄语媒体语言学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郭聿楷．语义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2．库次涅佐娃著，倪波，王志伟译．俄语词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3．吕凡，宋正昆，徐仲历．俄语修辞学．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8．
4．王超尘，黄树南，信德麟等．现代俄语通论（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
5．王德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6．王福祥．话语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
7．王铭玉．新编外语教学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8．信德麟，张会森，华劭．俄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
9．徐翁宇．俄语对话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10．赵蓉晖．普通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11．Болотнова Н.С.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текста Уч. Пос[М]. М.: Флинта·Наука, 2009.
12．Бондарко А.В. (отв. ред.) Теория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Введение. Аспектуальность.
Временная локализованность. Синтаксис[М]. Л.: Изд. Стереотип, 1987.
13．Валгина Н.С. Синтаксис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М].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гар», 2000.
14．Золотова Г.А.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е аспекты русск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М]. М.: КомКнига, 2007.
15．Москальская Т.М. Актуальное членение – категор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 текста[J]. Вопрос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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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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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语言文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外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德语语言文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20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6166091 学术交流英语 是 是 2 32 秋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6166019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前沿 是 是 2 32 春

07176007 跨文化交际研究 是 是 2 32 秋

07256005 区域国别研究专题(德)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7176008 科学研究方法论 是 否 2 32 春

07256007 中德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 是 否 2 32 春

07256011 区域国别研究理论与实践(德)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7256008 中德经贸文化合作的基础与潜能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7256009 德国经济研究(一) 否 否 2 32 秋

07256010 德国经济研究(二)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跨文化交际研究方向：

1．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2009．
3．陈晓萍．跨文化管理（第 3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4．戴晓东．跨文化交际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5．李伯杰．德国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6．琳达•比默，艾里斯•瓦尔纳．跨文化沟通（第 4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7．潘亚玲．跨文化能力内涵与培养——以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为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6．
8．严明．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
9．于景涛（于敬韬）．内聚力发展与跨文化协同——（中德）跨文化团队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2010．
10．Barmeyer Christoph, Genkova Petia, Scheffer Jörg.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und
Kulturwissenschaft. Grundbegriffe, Wissenschaftsdisziplinen, Kulturräume. Stutz, 2011.
11．Bolten Jürgen. Einführung in die Interkulturelle Wirtschaftskommunikation. UTB, 2015.
12．Emrich Christin. Interkulturelles Marketing-Management: Erfolgsstrategien-Konzepte-Analy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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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Gabler, 2013.
13．Uwe Flick, Ernst von Kardorff & Ines Steinke. Qualitative Forschung Ein Handbuch. Rowohlt, 2005.
14．Hansen Klaus P. Kultur und Kulturwissenschaft Eine Einführung (3. Auflage). Tübingen, UTB,
2003.
15．Hofstede Geert.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sationsacross Nations.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16．Pan Yaling.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als Prozess-Modell und Konzept für das Germanistikstudium
in China aufgrund einer empirischen Untersuchung.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raxis, 2008.
17．Schugk, Michael.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in der Wirtschaft: Grundlagen und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für Marketing und Vertrieb. Vahlen, 2014.
18．Thomas, Alexander/ Kinast, Eva-Ulrike/ Schroll-Machl, Sylvia. 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und Kooperation, Band 1: Grundlagen und Praxisfelde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5.
区域国别研究方向：

1．冯晓虎．德国循环经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2．冯晓虎．中德语言学交流史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3．冯友兰．知行合一：国学大师讲透阳明心学．台海出版社，2016．
4．高宣扬．德国哲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7．海德格尔．尼采．商务印书馆, 2016．
8．林语堂．老子的智慧．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
9．路德维希•艾哈德．大众福利．商务印书馆，2017．
10．刘伟．一带一路区域与国别经济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1．钱穆．阳明学述要．九州出版社，2010．
12．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12．
13．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14．史世伟．中德经贸关系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15．徐新．西方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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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外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208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6166091 学术交流英语 是 是 2 32 秋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6166019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前沿 是 是 2 32 春

07176009 外国文学研究导论 是 是 2 32 秋

07196006 现当代阿拉伯思潮导读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7176008 科学研究方法论 是 否 2 32 春

07196005 区域国别研究专题(阿) 是 否 2 32 秋

07196007 阿拉伯作家作品论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7176007 跨文化交际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7196010 阿拉伯文学史 否 否 2 32 春

07196011 阿拉伯政治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7196013 阿拉伯历史专题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阿拉伯文学方向：

1．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2．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4．金莉，李铁．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二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5．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6．汪民安．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7．仲跻昆．阿拉伯文学通史（上、下卷）．译林出版社，2010．
8．汉纳•法胡里著．郅溥浩译．阿拉伯文学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9．李琛．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0．林丰民．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昆仑出版社，2011．
11．郅溥浩，丁淑红，宗笑飞．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阿拉伯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
12．邹兰芳．阿拉伯传记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3．王有勇．阿拉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14．马征．文化间性视野中的纪伯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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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Roger Allen. The Arabic Novel: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Syracus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Roger Allen and D. S. Richard. Arabic Literature in the Post-Classical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M. M. Badawi. 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Arabic Literat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18．Stefan G. Meyer. The Experimental Arabic Novel: Postcolonial Literary Modernism in the Levan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19．Edward W.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3rd Print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0．Moustafa Bayoumi and Andrew Rubin. The Edward Said Read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0.
21．Hamdi Sakkut. Arabic Novel: Bibliography and Critical Introduction 1865-1995.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5.
22．Zakia Smail Salhi and Ian Richard Netton. The Arab Diaspora: Voice of an Anguished Screa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23．Yasir Suleiman and Ibrahim Muhawi. Literature and N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24．Muhsin Jassim al-Musawi. The Postcolonial Arabic Novel: Debating Ambivalence. Brill: Leiden
Boston, 2003.

.2008 بيروت، والنشر، للدراسات العربية المؤسسة ،(2-1) العربي السرد موسوعة إبراهيم، ا عبد د. .25
.1994 ط7، بيروت، الساقي، دار ،(4-1) العرب عند والبداع التباع في بحث والمتحول: الثابت أدونيس، .26

.2006 ط3، بيروت، الساقي، دار والسوريالية، الصوفية أدونيس، .27
.1993 بيروت، الداب، دار الجديدة، الحساسية الخراط، إدوار .28

.1999 بيروت، الداب، دار ،(1999-1899) العربية النسائية الرواية من عام مئة شبعان، بثينة .29
.2001 ط3، بيروت، والنشر، للدراسات العربية المؤسسة والمنفى، الكاتب منيف: الرحمن عبد .30

.2006 القاهرة، والتوزيع، للنشر رؤية السردي، والتراث الرواية يقطين، سعيد .31
.1983 الثامنة، الطبعة القاهرة، المعارف، دار مصر، في المعاصر العربي الدب ضيف، شوقي .32

القاهرة، والنشر، للترجمة الهرام مركز وحياته، أدبه على جديدة وأضواء مذكراته من صفحات محفوظ: نجيب النقاش، رجاء .33
.1998

.2008 العربية، الوحدة دراسات مركز العربية، الرواية في القومية الذاكرة دراج، فيصل .34
.2010 العربية، الوحدة دراسات مركز المعاصر، العربي الفكر إشكاليات الجابري، عابد محمد .35

区域国别研究方向：

1．[美]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新世界出版社，2008．
2．[美]伯纳德•刘易斯著．马肇春等译．历史上的阿拉伯人．华文出版社，2015．
3．[英]汤因比著．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等译．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纳忠．阿拉伯通史（第一版）．商务印书馆，1997．
6．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一九一八年（第 1版）．人民出版社，1984．
7．[法]夏尔•安德烈•朱利安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北非史（第 1版）．上

海人民出版社，1974．
8．郭应德．阿拉伯史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9．[英]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自基督教兴起至二十世纪末．中国友谊出版社，2004．
10．[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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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第 1版）．三联书店，2003．
12．[英]安东尼•史密斯著，贺维斌等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 1版）．中央编译出

版社，2002．
13．刘中民．中东政治专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13．
14．王林聪．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5．金宜久．伊斯兰与国际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6．金宜久．伊斯兰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7．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
18．Albert Hourani.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Faber and Faber, 2012.
19．Eugene Rogan. The Arabs: A History. Basic Books, 2017.
20．Trevor Mostyn, Albert Hourani.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Abun-nasr, Jamil M.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2．Albert Hourani,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3．Amal N. Ghazal. Islamic Reform and Arab Nationalism: Expanding the Crescent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ian Ocean (1880s-1930s)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Routledge, 2014.
24．Dwight F. Reynol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 Arab Culture (Cambridge Companions
to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5．Halim Barakat. The Arab World: Society, Culture, and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26．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Routledge, 2004.
27．Roxanne L. Euben and Muhammad Qasim Zaman. Princeton Readings in Islamist Thought: Texts
and Contexts from al-Banna to Bin Lad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92 العلمية، الكتب دار خلدون، ابن تاريخ خلدون، 28.ابن
.1998 المعارف، دار والملوك، الرسل تاريخ الطبري، .29

.2000 بالهرم، للطباعة المجد أبو دار والمغاربة، المشارقة والمعاصر الحديث العرب تاريخ منسي، صالح حسن محمود .30
.2011 للمطبوعات، العلمي شركة التاريخ، في الكامل الشيباني، الدين عز .31

.2005 السلمي، الغرب دار العربي، المغرب تاريخ في جديدة قراءة مغلب، الكري عبد .32
.2018 مدارك، العربي، الفكر أقطاب القرني، متعب .33

.2014 السلمي، للفكر العالي المعهد السلمي، العالم في الفكرية التحولت الجالودي، عليان .34
والنشر،.2013. للطباعة العصرية المكتبة السلم، ضحى ، السلم ظهر السلم، فجر أمين، أحمد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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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语言文学学科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坚实的相关方向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够从事本专业的

科研、教学与实践性工作，适合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机关和涉外企业工作的高级研究型与

应用型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了解掌握所研究方向的国内外基础理论和学术前沿动态。

2. 能够阅读、翻译专业性较强的原文学术论文和理论性书籍。

3. 具备独立从事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和学术创新视角。

4. 能够用中外文撰写相关方向学术论文。

三、专业方向

1. 俄语语言文学专业：俄语语言学、俄语文学、区域国别研究

2. 法语语言文学专业：法语语言学、法语文学、区域国别研究

3. 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德语语言学、德语文学、区域国别研究、跨文化商务交际

4. 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日语语言学、日本文学、日本国别研究

5.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西班牙语文学、区域国别研究

6.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专业：阿拉伯文学、区域国别研究

7. 欧洲语言文学专业：意大利文学、意大利国别研究

8. 亚非语言文学专业：朝鲜（韩国）语语言学、朝鲜（韩国）文学、越南语语言学、越南国别

研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学科各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

限等的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学科各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20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8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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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主文献阅读旨在让学生全面、系统了解本专业的前沿性理论和主要学术研究成果，掌握外国语

言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学习期刊学术论文和学位毕业论文的写作规范与技巧，提升学

生的学术文献综述能力和创新研究能力。学生应阅读不少于 20 篇有关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学术文献。

导师按学期对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考核。硕士生申请答辩前应完成文献阅读，并向学院提交文献阅

读考核表。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学科各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学科各专业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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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语言文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外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俄语语言文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20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7245001 俄语语言学 是 是 2 32 秋

07245016 俄语高级口译 是 是 2 32 春

07245018 俄国文学史 是 是 2 32 秋

07245025 俄国经济研究(Ⅰ)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7175011 论文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7245014 俄国文化研究 是 否 2 32 春

07245026 俄国经济研究(Ⅱ)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7175003 国际关系学 否 否 2 32 秋

07245017 19 世纪俄国经典文学研读 否 否 2 32 秋

07245019 20 世纪俄国经典文学研读 否 否 2 32 春

07245029 中俄关系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7245032 翻译研究(俄) 否 否 2 32 秋

07245035 俄国政治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7245038 俄语经贸原著研读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俄语语言学方向：

1．樊明明．现代俄语修辞学教程．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4．
2．封宗信．现代语言学流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郭聿楷．语义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4．何自然，冉永平．新编语用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李向东，杨秀杰．当代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6．王德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7．王福祥．话语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
8．王福祥，刘润清．我国外语届语言学现状与发展趋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9．王铭玉．新编外语教学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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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信德麟，张会森，华劭．俄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11．徐翁宇．俄语对话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12．杨杰．俄语词汇学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13．杨杰，卜云燕，顾鸿飞．俄语词汇学教程（俄语专业本科生教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14．张家骅．俄罗斯当代语义学．商务印书馆，2005．
15．赵蓉晖．普通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俄语文学方向：

1．曹靖华．俄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程正民．俄国作家创作心理学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
3．龚翰熊等．欧洲小说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4．金亚娜等．充盈的虚无——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5．李赋宁，彭克巽等．欧洲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1．
6．刘宁．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7．童庆炳．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8．汪介之．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南京出版社，1995．
9．张建华，任光宣．俄罗斯文学名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1．周煦良等．外国文学作品．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2．高尔基著．谬灵珠译．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3．莫•卡冈著．凌继尧等译．艺术形态学．三联书店，2008．
14．韦勒克著．沃伦，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三联书店，2010．
15．Редкол.: Н. И. Пруцков (гл. ред.), А. С. Бушмин, Е. Н. Куприянова, Д. С. Лихачев, Г. П.
Макогоненко, К. Д. Муратова.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4 т./АН СССР. Ин-т рус. лит.
(Пушкин. Дом);-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1980-1983.
区域国别研究方向：

1．黄定天．中俄关系通史．人民出版社，2013．
2．陆南泉．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苏淑民．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4．俞可平．政治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Антонов М. Ф.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8.
7．Бердяев Н. А.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 Наука, 1995.
8．Березовая Л. Г. Берлякова Н. П.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изд. центр ВЛАДОС, 2002.
9．Вьюнов Ю. А. Русский культурный архетип-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и. М.,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5.
10．Горшков М. К.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бизнес в жизни и восприятии россиян. М., Наука, 2006.
11．Кондаков Н. В. Культура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М., ОМЕГА-Л, 2007.
12．Кулишер И. М.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М., Челябинск, 2004.
13．Летенко А. В. Российские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реформы: И история, и уроки. М., Наука, 2004.
14．Платонов О. А. Экономика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8.
15．Скворцова Е. М. Теория и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М., Юнити,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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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语言文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外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法语语言文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203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7215005 法国近现代文学研读 是 是 2 32 秋

07215016 法语高级口译 是 是 2 32 春

07215025 法国经济研究(Ⅰ) 是 是 2 32 秋

07215029 中法关系研究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7175011 论文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7215001 法语语言学 是 否 2 32 春

07215041 法语经贸原著研读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7175003 国际关系学 否 否 2 32 秋

07215003 法语词汇学 否 否 2 32 春

07215013 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化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7215015 法语文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7215026 法国经济研究(Ⅱ) 否 否 2 32 春

07215032 翻译研究(法) 否 否 2 32 春

07215035 法国政治研究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法语语言学方向：

1．程依荣．法语词汇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2．褚孝泉．法语语言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3．王秀丽．法语语言学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4．Chiss(J.-L.) et al. Introduction à la linguistique française. Hachette, 2007.
5．Gadet (F.). Le français ordinaire. Armand Colin, 1989.
6．Lehmann (A.) & Martin-Berthet (F.). Introduction à la lexicologie: sémantique et morphologie.
Nathan, 2000.
7．Maingueneau (D.). Syntaxe du français. Hachette, 1994.
8．Martinez (A.). Élémen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coll.« U-Prisme ». Armand Colin,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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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el'cuk (I.), Clas (A.) & Polguère (A.). Introduction à la lexicologie explicative et combinatoire.
Duculot, 1995.
10．Niklas-Salminen (A.). La lexicologie. Armand Colin, 1997.
11．Picoche (J.). Précis de lexicologie française: l'étude et l'enseignement du vocabulaire, coll.« Fac
linguistique ». Nathan, 1992.
12．SAUSSURE (F.d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éd.critique de T.de Mauno. Payot, 1974.
法语文学方向：

1．柳鸣九．法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塞尔登等著．刘象愚译．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王文融．法语文体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5．伊格尔顿著．王逢振译．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郑克鲁．法国诗歌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7．郑克鲁．现代法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8．朱立元，李钧．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9．Couty (sous la dir.).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Larousse, 2000.
10．Bally (C.). Traité de stylistique française. Klincksieck, 1951.
11．Genette (G.) & Todorov (T.). Théorie des genres. Seuil, 1986.
12．Jauss (H.R.). Pour une esthétique de réception, trad.fr.Claude Maillard. Gallimard, 1978.
13．Schaeffer (J.-M.). Qu'est-ce qu'un genre littéraire. Seuil, 1989.
14．Thumerel (F.). La critique littéraire. Armand Colin, 1998.
15．Werber (J.-P.). Domaines thématiques. Gallimard, 1963.
区域国别研究方向：

1．贝晓阳．法国金融体系．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2．弗朗索瓦•卡龙著．吴良健等译．现代法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1．
3．何自力，郑子彬．法国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
4．罗芃，冯棠，孟华．法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徐晓亚．百年中法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6．杨元华．中法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张芝联．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8．左大培，裴小革．世界市场经济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9．Bosserelle (É.). Economie générale, Hachette, 2012.
10．Braun (B.). La France. Bréal, 2012.
11．Mermet (G.). Francoscopie. Larousse, 2016.
12．Schulers (G.). Le français économique à l'ère de la mondialisation. L'Harmatta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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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语言文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外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德语语言文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20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7255001 德语语言学 是 是 2 32 秋

07255010 德国近现代文学研读(Ⅰ) 是 是 2 32 秋

07255014 德国文化研究 是 是 2 32 秋

07255016 德语高级口译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7175011 论文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7255008 跨文化商务交际(德) 是 否 2 32 秋

07255032 翻译研究(德)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7255003 德语语义学 否 否 2 32 秋

07255011 德国近现代文学研读(Ⅱ) 否 否 2 32 春

07255013 文学批评方法 否 否 2 32 春

07255018 德国文学史 否 否 2 32 秋

07255021 商法德语 否 否 2 32 秋

07255025 德国经济研究(Ⅰ) 否 否 2 32 秋

07255026 德国经济研究(Ⅱ) 否 否 2 32 春

07255027 德语语用学 否 否 2 32 春

07255029 德语经贸原著研读 否 否 2 32 秋

07255030 篇章语言学(德) 否 否 2 32 春

07255031 认知语言学(德) 否 否 2 32 春

07255037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德语语言学方向：

1．冯晓虎．隐喻——思维的框架、连贯的基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2．冯晓虎．中德语言学交流史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3．蓝纯．语言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4．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译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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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6．唐进伦．德语篇章语言学（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7．邢福义，吴振国．语言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8．Albert Busch, Oliver Stenschke. Germanistische Linguistik. Narr Francke Attempto, 2014.
9．Angela Linke, Markus Nussbaumer & Paul R. Portmann. Studienbuch Linguistik (3. Auflage). Max
Niemeyer, 1996.
10．Monika Schwarz-Friesel, Manfred Consten. Einführung in die Textlinguistik. WGB, 2014.
德语文学方向：

1．范大灿．德国文学史．译林出版社，2006．
2．贝恩特•巴尔泽．联邦德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韩瑞祥，马文涛．20世纪奥地利瑞士德语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8．
4．韩瑞祥．德语文学选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5．孙坤荣．德语文学选读（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6．李伯杰．德国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7．李伯杰．德国文化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8．Bogner Ralf Georg. Deutsche Literatur auf einen Blick, 400 Werke aus 1200 Jahren. Primus Verlag,
2009.
9．Klett Ernst, Wucherpfennig Wolf.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Leipzig, 2004.
10．Jürgen Schutte. Einführung in die Literaturinterpretation (5. Auflage). Stuttgart / Weimar: J. B.
Metzler, 2005.
区域国别研究方向：

1．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男译．国富论．商务印书馆，2017．
2．王美秀等．基督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3．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
4．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10．
5．冯晓虎等．中德语言学交流史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6．艾哈迈德•艾敏．纳忠等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0．
7．罗杰•皮尔斯．政治学研究方法：实践指南．张睿壮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8．格迪斯．陈子恪，刘骥译．范式与沙堡：比较政治中的理论构建和研究设计．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
9．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朱莉•阿•查利普．王宁坤译．简明拉丁美洲史．世界图书出版社，2009．
10．Geert Hofstede, Hofstede Gert Jan. Lokales Denken, globales Handeln. München, 2011.
跨文化商务交际方向：

1．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陈晓萍．跨文化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3．窦卫霖．跨文化商务交流案例分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4．严文华．跨文化沟通心理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5．潘亚玲．跨文化能力内涵与培养-以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为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6．Jürgen Bolten. Einführung in die Interkulturelle Wirtschaftskommunikation. Göttingen, 2018.
7．Christin Emrich. Interkulturelles Marketing-Management: Erfolgsstrategien-Konzepte-Analysen.
Wiesbaden, 2014.
8．Hans Jürgen Heringer.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4. Auflage). Tübingen und Basel, 2014.
9．Gerhard Maletzke.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Zur Interaktion zwischen Menschen verschied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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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en. Opladen,1996
10．Sylvia Schroll-Machl. Die Deutschen-Wir Deutsche: Fremdwahrnehmung und Selbstsicht im
Berufsleben. Göttinge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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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语言文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外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日语语言文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205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7185005 日本文学研读 是 是 2 32 秋

07185014 日本文化研究 是 是 2 32 春

07185037 日本经济研究 是 是 2 32 秋

07185038 中日经贸关系研究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7175011 论文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7185013 经贸日语研读与翻译 是 否 2 32 春

07185036 日语原著选读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7175003 国际关系学 否 否 2 32 秋

07185001 日语语言学 否 否 2 32 秋

07185002 日语语法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7185015 日本历史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7185016 日语高级口译 否 否 2 32 春

07185030 日本社会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7185031 日本企业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7185032 翻译研究(日)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日语语言学方向：

1．埃文斯，格林．认知语言学导论（中译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5．
2．刘颖．语言学概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3．顾海根．日本语概论（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乔姆斯基．外国语言学译丛：语言的科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5．
5．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全新译本）（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徐一平．日本语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徐一平．中日相互理解和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由作为工具的语言向作为文化的语言的转向．大

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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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翟东娜．日语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9．池上嘉彦．記号論への招待．岩波書店，1984．
10．池上嘉彦．日本語と日本語論．筑摩書房，2007．
11．佐々木行雄．応用言語学―理論と実践．蒼洋出版新社，1991．
12．玉村文郎．日本語学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世界思想社，1992．
13．玉村文郎．新しい日本語研究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世界思想社，1998．
14．籾山洋介．日本語研究のための認知言語学．研究社，2014．
15．渡辺実．日本語概説．岩波書店，1996．
日本文学方向：

1．陈惇．比较文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第二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乐黛云．比较文学概论（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乐黛云，陈跃红，王宇根，张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童庆炳．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日本文学史要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8．张龙妹．日本文学（上下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9．安藤宏．日本近代小説史．中央公論新社，2015．
10．安藤宏．「私」をつくる――近代小説の試み．岩波書店，2015．
11．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説（上）（下）．筑摩書房，1999．
12．久保田淳．日本文学史．おうふう，1997．
13．蓼沼正美，亀井秀雄．超入門!現代文学理論講座．筑摩書房，2015．
14．藤井貞和．日本文学源流史．青土社，2016．
15．古橋信孝．文学はなぜ必要か：日本文学&ミステリー案内．笠間書院，2015．
日本国别研究方向：

1．戴季陶．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14．
2．冯昭奎．日本经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克里斯托弗•戈托－琼斯．现代日本（中文版）．译林出版社，2014．
4．李爱文，杨言洪．日本商务环境（修订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5．纳吉塔．当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础（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申险峰，董秀丽．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7．魏全平．日本经济与中日经济关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8．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9．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本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0．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第二版）．岩波書店，1982．
11．梅原猛．日本文化論．講談社，1976．
12．大久保喬樹．日本文化論の系譜―『武士道』から『「甘え」の構造』まで．中央公論新社，

2003．
13．小峰隆夫，村田啓子．最新日本経済入門（第五版）．日本評論社，2016．
14．野口悠紀雄．日本経済入門．講談社，2017．
15．三和良一．概説日本経済史 近現代．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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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外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207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7225014 西班牙(拉)文化研究 是 是 2 32 秋

07225016 西班牙语高级口译 是 是 2 32 春

07225035 西班牙(拉)政治研究 是 是 2 32 秋

07225036 西班牙(拉)近现代文学研读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7175011 论文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7225025 西班牙(拉)经济研究(Ⅰ) 是 否 2 32 秋

07225033 西班牙语经贸原著研读(Ⅰ)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7175003 国际关系学 否 否 2 32 秋

07225009 高级西班牙语 否 否 2 32 秋

07225015 西班牙(拉)历史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7225018 西班牙(拉)文学史 否 否 2 32 春

07225026 西班牙(拉)经济研究(Ⅱ) 否 否 2 32 春

07225029 中西(拉)关系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7225030 西班牙(拉)社会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7225034 西班牙语经贸原著研读(Ⅱ)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西班牙语文学方向：

1．赵德明．拉丁美洲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朱景冬，孙成敖．拉丁美洲小说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3．陆经生．西班牙文学名著便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4．沈石岩．西班牙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董燕生．西班牙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6．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7．朱凯．西班牙——拉美文化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郝名玮，徐世澄．拉丁美洲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外语学院

303

9．索飒．丰饶的苦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0．廉美瑾．西班牙文化概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11．De Ros, Jos Amador Los. Historia Critica de La Literatura Espanola(Volume1-7). Nabu Press, 2010.
12．Torres-Rioseco, Arturo. Ensayos Sobre Literatura Latinoamericana. Literary Licensing, 1988.
13．Inga Axmann. El Realismo Magico En La Literatura Latinoamericana. GRIN Verlag, 2013.
14．Sebastián Quesada. Imágenes de América Latina. Edt.Edelsa, 2001.
区域国别研究方向：

1．托马斯•E•斯基德莫尔．现代拉丁美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2．吉列尔莫•奥唐奈．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徐世澄．拉丁美洲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张凡．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
5．袁东振，徐世澄．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6．韩琦．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7．徐世澄．拉丁美洲现代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
8．苏振兴．中拉关系 60年：回顾与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
9．徐世澄．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0．焦震衡，沙丁．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11．Burns E. Bradford & Julie A. Charlip. 简明拉丁美洲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12．Eduardo Galeano. 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 Siglo Veintiuno de España Editores, 2000．
13．Julían Casanova. Breve Historia de España en el siglo XX. Planeta, S.A., 2012.
14．Germán Carrera Damas, John V. Lombardi. Historia General de América Latina (Volume 1-9).
Colección UNESCO, 2007．
15．José Luis Comellas. Historia de España Moderna y Contemporánea. Rialp,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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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外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208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7195014 阿拉伯文化研究 是 是 2 32 秋

07195016 阿拉伯语高级口译 是 是 2 32 春

07195032 翻译研究(阿) 是 是 2 32 春

07195035 阿拉伯政治研究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7175011 论文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7195015 阿拉伯历史研究 是 否 2 32 秋

07195017 阿拉伯近现代文学研读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7175003 国际关系学 否 否 2 32 秋

07195005 阿拉伯语经贸原著研读 否 否 2 32 春

07195009 高级阿拉伯语 否 否 2 32 秋

07195025 阿拉伯经济研究(Ⅰ) 否 否 2 32 秋

07195026 阿拉伯经济研究(Ⅱ) 否 否 2 32 春

07195030 阿拉伯社会研究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阿拉伯文学方向：

1．鲍兆燕．阿拉伯现代文学选读（一、二册）．旅游教育出版社，1994.

2．汉纳•法胡里著．郅溥浩译．阿拉伯文学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3．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4．李琛．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齐明敏．阿拉伯文学选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6．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7．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8．仲跻昆．阿拉伯文学通史（上、下卷）．译林出版社，2010.

.1994 ط7، بيروت، الساقي، دار العرب، عند والبداع التباع في بحث والمتحول، الثابت أدوني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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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بيروت، الداب، دار الجديدة، الحساسية الخراط، إدوار .10
القاهرة، والنشر، للترجمة الهرام مركز وحياته، أدبه على جديدة وأضواء مذكراته من صفحات محفوظ: نجيب النقاش، رجاء .11

.1998
.1983 الثامنة، الطبعة القاهرة، المعارف، دار مصر، في المعاصر العربي الدب ضيف، شوقي .12

.1985 السابعة، الطبعة القاهرة، المعارف، دار المعاصر، العربي الشعر في دراسات ضيف، شوقي .13
.1993 بيروت، والنشر، للدراسات العربية المؤسسة الشعرية، تجربتي البياتي، الوهاب عبد .14

.2001 ط3، بيروت، والنشر، للدراسات العربية المؤسسة والمنفى، الكاتب منيف، الرحمن عبد .15
.2008 العربية، الوحدة دراسات مركز العربية، الرواية في القومية الذاكرة دزاج، فيصل .16

区域国别研究方向：

1．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新世界出版社，2015.
2．艾哈迈德•爱敏著．纳忠等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商务印书馆，2007.
3．郭应德．阿拉伯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华文出版社，2015.
5．郭应德．中国阿拉伯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6．刘中民．中东政治专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13.
7．王京烈．当代中东政治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8．王林聪．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9．钱学文等．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7.
10．田文林．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

.2015 العلمي، الكتب دار خلدون، ابن تاريخ خلدون، ابن الرحمن عبد .11
.2014 العلمي، الكتب دار والممالك، المسالك خرداذبة، ابن ا عبد بن ا عبيد القاسم أبي .12

.2001 العلمي، الكتب دار الطبري، تاريخ الطبري، جديد بن محمد جعفر أبي .13
.2016 والتوزيع، للنشر العلمي يافا دار الوسط، الشرق في المريكية السياسة العلي، أنس محمود .14

.1999 والتوزيع، للنشر الهلية الوسط، الشرق في الستقرار وعدم النزاع جرينون، ميشيل عاد، أبي ناجي .15
.1998 المصرية، النهضة مكتبة الوسط، الشرط في البترول حرب البراوي، راشد .16

والتوزيع، للنشر الزمان جليس دار الوسط، الشرق على وتداعياتها العالمية القتصادية الزمة زهدي، أحمد العمواسي، مصطفى .17
.2009

.2012 العربية، الوحدة دراسات مركز المقارن، الثقافي النقد في دراسة المعاصر: العربي الفكر كساب، سوزان إليزابيث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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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语言文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外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欧洲语言文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209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7235009 高级意大利语 是 是 2 32 秋

07235018 意大利文学史 是 是 2 32 秋

07235029 中意关系研究 是 是 2 32 春

07235039 意大利经济研究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7175011 论文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7235032 翻译研究(意) 是 否 2 32 秋

07235037 意大利近现代文学研读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7175003 国际关系学 否 否 2 32 秋

07235005 意大利艺术史 否 否 2 32 秋

07235014 意大利文化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7235015 意大利历史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7235016 意大利语高级口译 否 否 2 32 春

07235030 意大利社会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7235031 意大利企业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7235035 意大利政治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7235038 意大利语经贸原著研读 否 否 2 32 秋

07235040 意大利战后经济导读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意大利文学方向：

1．沈萼梅．意大利当代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沈萼梅．意大利文学选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王焕宝．意大利近代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4．张西平．中外文学交流史 中国-意大利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
5．张世华．意大利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6．张密，徐映．意大利文学选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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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
8．邓南遮．意大利中短篇小说与喜剧（中译本）．外文出版社，2012．
9．卡尔维诺．卡尔维诺经典全集（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12．
10．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3．
11．塔西佗．罗马帝国编年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2．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
13．Giusso, Baldi, Zaccaria, Razetti. La Letteratura, vol 7: Dal Dopoguerra ai Giorni Nostril. Paravia,
Milano, 2007.
14．Giusso, Baldi, Zaccaria, Razetti. Dal Testo alla Storia dalla Storia al Testo: Dalla Scapigliatura al
Postmoderno. Paravia, Milano, 2002.
15．Raimondi, Ezio, Fenocchio, Gabriella. La Letteratura Italiana: Dal Neorealismo alla Globalizzazione.
Mondadori, 2004.
16．De Sanctis, Francesco.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Einaudi, Milano, 1965.
17．Giovanetti, Paolo. La Letteratura Italiana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Carocci editore, Milano, 2001.
18．Filippelli, R., Filippelli, F. L'eredità Letteraria-Storia e Testi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vol 3: Il
Novecento. Simone per la scuola, 2010.
意大利国别研究方向：

1．罗红波．FDI与经济增长中欧双向“走出去”战略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罗红波．银行体系与经济发展——中意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罗红波．欧洲经济社会模式与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徐亦行．文化视角下的欧盟成员五国研究（意大利）．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5．埃佐•曼奇尼．社会创新设计导论（中译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6．德拉波尔塔．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比较分析（中译本）．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2．
7．克罗齐．十九世纪欧洲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5．
8．萨尔沃•马斯泰罗内．当代欧洲政治思想（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9．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意大利经济史：从统一到今天（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0．Fortino, Carla. Protagonisti del diritto e dell'economia. Paramond, Torino, 1999.
11．Romero, Federico, Varsori, Antonio. Nazione, Interdipendenza, integrazione: le relazioni
internazionali dell'Italia. Carocci, 2006.
12．Federico Signorini, L. L'economia Italiana. Il Mulino, Milano, 2010.
13．Salvatorelli, Luigi. La storia dell'Italia: Dai tempi preistorici ai nostri tempi. Einaudi, 1974.
14．Pizzigallo, Matteo. Cooperazione e relazioni internazionali: studi e ricerche su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del secondo dopoguerra. Franco Angeli, 2008.
15．Battilani, Patrizia, Fauri, Francesca. L'Economia italiana dal 1945 a oggi. Il Mulino, Milano, 2014.
16．Bersani, Pierluigi, Letta, Erico. Viaggio nell'Economia Italiana. Dozelli Editore, 2004.
17．Silveravalle, Severina, Giusti, Andrea, Casati, R., Saetti, L. Vaghe Stelle dell'Orsa. Einaudi Scuola,
2013.
18．Guglielmino S. Guida al Novecento. Principato Editore, Milano, 1986.
19．Victoria Johnson. Opera and Society in Italy and France from Monteverdi to Bourdie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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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语言文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朝鲜语)

学院：外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亚非语言文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21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7205001 朝鲜(韩)语语言学 是 是 2 32 春

07205009 高级朝鲜(韩)语 是 是 2 32 春

07205018 朝鲜(韩)文学史 是 是 2 32 秋

07205032 翻译研究(朝(韩))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7175011 论文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7205019 中朝(韩)比较文学 是 否 2 32 春

07205037 中朝(韩)语言对比研究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7205002 朝鲜(韩)语语法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7205012 朝鲜(韩)古典文学研读 否 否 2 32 春

07205014 朝鲜(韩)文化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7205016 朝鲜(韩)语高级口译 否 否 2 32 春

07205029 中朝(韩)关系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7205030 朝鲜(韩)社会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7205036 朝鲜(韩)经济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7205038 朝鲜(韩)语经贸原著研读 否 否 2 32 春

07205039 朝鲜(韩)近现代文学研读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
2．金宣希．韩中•中韩口译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勒代雷，刘和平．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李民．韩汉同声传译理论与实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5．卢雪花．中韩口译教程：基础•交传•同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6．李岩等．朝鲜文学通史（上中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7．李翊燮，李相亿著．张光军，江波译．韩国语概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8．李正秀，徐永彬．韩国经贸谈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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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正秀．韩语经贸文章选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10．门洪华，李熙玉．中韩关系的再建构．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6．
11．彭卓吾．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12．朴荣顺．文化韩国．民族出版社，2007．
13．权五勇著．徐永彬译．韩国病．新华出版社，2008．
14．覃江华．同声传译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5．徐永彬．韩国现代文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
16．许余龙．对比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17．许钧．翻译概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系列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18．尹敬爱．韩国语口译教程：从交替传译到同声传译．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
19．张敏，金宣希．中韩翻译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0．张敏，朴光海，金宣希．韩中翻译教程（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1．허웅권재일．언어학개론．지만지출판사，2008．
22．김태엽．국어학개론．도서출판사，2008．
23．한철우박영민등．고등학교국어 2．비상교육출판사，2014．
24．정혜연．통역학개론．한국문화사，2015．
25．프란츠푀히하커．(역)한미선．통역학입문．이화여자대학교출판부，2009．
26．오종명저박종연번역．노트테이킹만알면당신은벌써중국어통역전문가．북&월드，2000．
27．장덕순외．한국문학사의쟁점．집문당，1996．
28．강인수외．국제통상론．박영사，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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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语言文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越南语)

学院：外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亚非语言文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21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7425001 越南语高级口译 是 是 2 32 秋

07425002 越南文化研究 是 是 2 32 春

07425003 中越关系研究 是 是 2 32 秋

07425004 越南经济研究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7175011 论文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7425007 翻译研究(越) 是 否 2 32 春

07425010 越南语经贸原著研读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7175003 国际关系学 否 否 2 32 秋

07425005 越南语语言学 否 否 2 32 秋

07425006 越南历史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7425008 越南政治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7425009 越南近现代文学研读 否 否 2 32 秋

07425011 越南外交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7425012 东南亚文化研究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越南语言学方向：

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
2．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1996．
3．阎学通，杨原．文化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于在照．越南文学史．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
5．赵玉兰．《金云翘传》翻译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6．范宏贵，刘志强．越语语言文化探究，民族出版社，2008．
7．祁广谋．越语文化语言学．解放军外语音像出版社，2006．
8．谭志词．中越语言文化关系．军事谊文出版社，2003．
9．杨健．交融与内聚：越南文化流变的多维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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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鲍刚．口译理论概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1．
11．[美]罗兹•墨菲．亚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
12．[英]D•G•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
13．[越]陈重金著．戴可来译．越南通史．商务印书馆，1992．
14．[越]阮光红．喃字文字学概论．教育出版社，2008．(Nguyên Quang Hông. Khái Luân Văn Tư Hoc
Chư Nôm. NXB Giáo duc, 2008.)
15．[越]阮才谨．关于语言、文字和文化的一些证据．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2003．(Nguyên Tài Cân.
Môt Sô Chưng Tích Vê Ngôn Ngư, Văn Tư Và Văn Hóa. NXB Đai hoc Quôc gia Hà Nôi, 2003.)
16．[越]阮明说，阮文协．越南语句子成分．教育出版社，2004．（Nguyên Minh Thuyêt (Chu biên),
Nguyên Văn Hiêp. Thành Phân Câu Tiêng Viêt. NXB Giáo duc, 2004.）
17．[越]陶维英．越南文化史纲．胡志明市出版社，1992．（Đào Duy Anh. Viêt Nam Văn Hóa Sử Cương.
NXB TP Hô Chí Minh, 1992.）
18．[越]陈玉添．越南文化本色探源．胡志明市出版社，2001年．（Trân Ngoc Thêm. Tìm Vê Bản
Sắc Văn Hóa Viêt Nam. NXB TP Hô Chí Minh, 2001.）
19．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Vietnamese
and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Nhung Tuyet Tran & Anthony Reid. Viet Nam: Borderless Historie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6.
越南国别研究方向：

1．梁志明．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阎学通，杨原．文化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潘金娥．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潘金娥．越南革新与中越改革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5．古小松．越南经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
6．古小松．东南亚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7．陈明凡．越南政治革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8．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9．成汉平．越南海洋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
10．[美]罗兹•墨菲．亚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
11．[英]D•G•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
12．[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著．贺胜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13．[越]陈重金著．戴可来译．越南通史．商务印书馆，1992．
14．[英]史塔威尔著．蒋宗强译．亚洲大趋势：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中信出版社，2014．
15．[加]贝淡宁著．吴万伟译．贤能政治．中信出版社，2016．
16．[美]汉斯•摩根索著．许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7．[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世纪出版社，2011．
18．[加]罗伯特•杰克逊著．吴勇等译．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9．[新加坡]马凯硕等著．翟昆译．东盟奇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0．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Vietnamese
and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Nhung Tuyet Tran & Anthony Reid. Viet Nam: Borderless Historie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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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外、汉双语基本功和较强的翻译实践能力，了解翻译学、跨文化交际、国际经

济、贸易、法律等相关专业知识，能胜任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政府外事机构等部门的翻译工作，

培养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化口笔译人

才。

二、专业要求

1. 了解掌握翻译学及语言学研究的国内外基础理论和学术前沿动态。

2. 系统掌握外译汉、汉译外口、笔译的翻译技能。

3. 能够阅读专业性较强的原文学术论文和理论性书籍并进行相关翻译。

4. 能够胜任外交、商务、文化交流等不同领域的高水平口译工作。

三、专业方向

1. 日语口译专业：同声传译

2. 朝鲜语口译专业：同声传译

3. 意大利语口译专业：同声传译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43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8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15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6学分

（2）学位基础课 8学分

（3）专业必修课 9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1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翻译实践（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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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实践形式可采用在岗工作、参加社会实践，或院校组织的模拟翻译教学活动等学院认可的

方式进行。要求不少于 400 小时，内容包括校内外翻译实践和模拟同声传译各 200 小时。所有量化

考核由学院最终审核认定。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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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口译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外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日语口译 学科专业代码：055106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43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5学分

专业必修课 9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1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7187001 中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是 是 3 48 秋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7187015 交替传译基础(日) 是 是 4 64 秋

07187017 同声传译基础(日) 是 是 2 32 秋

07187019 口译理论概要(日)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24 翻译实践 是 否 4

专业必修课

07177003 文献检索与论文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7187016 交替传译应用(日) 是 否 4 64 春

07187018 同声传译应用(日) 是 否 4 64 春

专业选修课

07187002 商务日语研读与翻译 否 否 3 48 秋

07187007 视译(日) 否 否 2 32 秋

07187008 模拟会议(日) 否 否 2 32 春

07187009 时事口译(日) 否 否 2 32 春

07187011 口译讨论(日) 否 否 2 32 春

07187012 商务口译(日) 否 否 2 32 春

07187014 表达与演讲(日)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丁莉．日语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高宁．日汉翻译教程（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3．郭德玉．日语经贸应用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
4．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第三版）（中译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5．曲永红．实用日语口译教程．中国宇航出版社，2012．
6．宋协毅．新编汉日日汉同声传译教程（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7．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南开大学，2008．
8．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9．许均．翻译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0．塚本庆一．实用日语同声传译教程．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11．小松達也．通訳の技術．研究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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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高田裕子，毛燕．日中•中日翻訳トレーニングブック．大修館書店，2009．
13．武吉次朗．日中中日翻訳必携．日本僑報社，2007．
14．武吉次朗．日中中日翻訳必携 実戦編．日本僑報社，2014．
15．武吉次朗．日中中日翻訳必携 実戦編Ⅱ．日本僑報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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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语口译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外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朝鲜语口译 学科专业代码：05511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43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5学分

专业必修课 9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1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7207001 中韩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是 是 3 48 秋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7207015 交替传译基础(韩) 是 是 4 64 秋

07207017 同声传译基础(韩) 是 是 2 32 秋

07207019 口译理论概要(韩)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24 翻译实践 是 否 4

专业必修课

07177003 文献检索与论文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7207016 交替传译应用(韩) 是 否 4 64 春

07207018 同声传译应用(韩) 是 否 4 64 春

专业选修课

07207002 商务韩语研读与翻译 否 否 3 48 秋

07207007 视译(韩) 否 否 2 32 秋

07207008 模拟会议(韩) 否 否 2 32 春

07207009 时事口译(韩) 否 否 2 32 春

07207011 口译讨论(韩) 否 否 2 32 春

07207012 商务口译(韩) 否 否 2 32 春

07207014 表达与演讲(韩)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鲍刚．口译理论概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2．蔡铁军．中韩•韩中翻译．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0．
3．金宣希．韩中•中韩口译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李正秀，徐永彬．韩国经贸谈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
5．李正秀．韩语经贸文章选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6．李民．韩汉同声传译理论与实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7．勒代雷，刘和平．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8．卢雪花．中韩口译教程：基础•交传•同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9．彭卓吾．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10．覃江华．同声传译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1．许钧．翻译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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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尹敬爱．韩国语口译教程：从交替传译到同声传译．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13．张敏，金宣希．中韩翻译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4．张敏，朴光海，金宣希．韩中翻译教程（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5．仲伟合．同声传译基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16．정혜연．통역학개론．한국문화사，2015．
17．프란츠푀히하커．(역)한미선．통역학입문．이화여자대학교출판부，2009．
18．오종명저박종연번역．노트테이킹만알면당신은벌써통역전문가．북&월드，2000．
19．최정화．통역번역사에전하라．넥서스，2011．
20．이근희．번역의이론과실제．한국문화사，2015．
21．정경일，최경봉외．한국어의탐구와이해．박이정，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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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语口译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外语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意大利语口译 学科专业代码：05512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43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5学分

专业必修课 9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1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7237007 中意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是 是 3 48 秋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7237001 交替传译基础(意) 是 是 4 64 秋

07237002 同声传译基础(意) 是 是 2 32 秋

07237003 口译理论概要(意)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24 翻译实践 是 否 4

专业必修课

07177003 文献检索与论文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7237004 交替传译应用(意) 是 否 4 64 春

07237005 同声传译应用(意) 是 否 4 64 春

专业选修课

07237006 商务意语研读与翻译 否 否 3 48 春

07237008 模拟会议传译(意) 否 否 2 32 春

07237009 视译(意) 否 否 2 32 秋

07237010 国际经贸口译(意) 否 否 2 32 秋

07237011 口译工作坊(意) 否 否 2 32 秋

07237012 表达与演讲(意)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鲍刚．口译理论概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2．勒代雷，刘和平．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3．覃江华．同声传译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4．许钧．翻译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5．仲伟合．同声传译基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6．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中译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7．Aston, Guy. I Corpora come Risorse per La Traduzione e per L’apprendimento. CLUEB, 2000.
8．Alessandro Riccardi. Dalla Traduzione all’interpretazione: Studi d’interpretazione Simultanea. LED
Edizioni Universitarie, 2003.
9．Caterina Falbo, Maurizio Viezzi. Traduzione e Interpretazione per La Società e Le Istituzioni. EUT
Edizioni Università di Trieste, 2014.
10．Wilfred R. Bion. Attenzione e Interpretazione. Armando Editor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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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ariacristina Petillo. La Traduzione Audiovisiva nel Terzo Millennio. Franco Angeli, 2012.
12．Michela Canepari. Linguistica, Lingua e Traduzione. Libreriauniersitaria.it, 2016.
13．Eleonora Fois. Traduzione Audiovisiva: Teoria e Pratica dell’adattamento.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Cagliari, 2012.
14. Cristina Pausini, Carmen Merolla. Interpretazioni: Italian Language and Culture through Film.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9.
15．Serena Cecco. Appunti di Consecutiva Inglese-Italiano. Gruppo Editoriale Viator, 2015.
16．Mariachiara Russo, Gabriele Mack. Interpretazione di Trattativa: La Mediazione
Linguistico-Culturale nel Contesto Formativo e Professionale. Hoepli, 2005.
17．Francesca Maria Frittella. Numeri in Interpretazione Simultanea: Difficoltà Oggettive e Soggettive.
Europa Edizioni,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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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理论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深厚的政治学学科素养，具有宽广的国际化视野和敏锐的社会政治意识，掌握先进的

分析工具和手段，在政治学理论若干领域具有独立研究能力，能够在各级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或大型智库，从事理论研究、教育教学、政策咨询、战略分析和管理工作的拔尖创新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熟悉并熟练查阅与本学科相关的中外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领域的

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外文资料撰写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并

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或知名外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成果。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较好地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讲授本专业本科、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国家理论

2. 政治管理和公共政策

3. 西方政治思想

4. 中国政治思想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5 学分，其中，必修课 15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7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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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在博士研究生学科综合考试之前（第 4 学期），提交一篇不少于 20000 字的文献综述，须涵盖

专业主文献及与研究选题直接相关的学术文献不少于 50 篇（部），由学院组织专家就文献综述质量

进行评定。

3. 教学实践（不计学分）

博士生应完成一定学时的教学实践工作，具体方式为协助导师或学院教师课堂授课、批改作业、

准备授课材料、指导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课后学习等。学院鼓励博士生担任导师或学院教师具体课程

一学期的助教。博士生需在毕业资格审核前完成教学实践活动，并向学院提交相关材料。

4.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学院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本学科学术年会、研讨会、研究生学术沙龙、博士论坛等学术活动。

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20 次以上本校及本院组织的学术报告；至少在二级学科范围内作 2 次公开

学术报告，博士生本人提交论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做发言可作为公开学术报告计算。如为

校内学术报告，报告对象应包括本人导师或导师指导小组代表。学术报告记载表经导师签字自行留

存，于申请答辩前提交学院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学科各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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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理论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政治学理论 学科专业代码：03020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6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8166001 政治学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8346001 政治学前沿问题 是 是 3 48 秋

08356001 比较政治学前沿问题 是 是 2 32 秋

08366001 国际政治与外交学前沿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8346002 政治学研究方法与设计 是 否 2 32 秋

08346003 政治学原著选读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8346005 国家理论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46006 政治学科研训练 否 否 2 32 春

08366002 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8366003 区域国别专题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3．
2．[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美]罗伯特•E•戈定．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上、下册）．人民出版社，2016．
4．[英]黑格．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美]罗伯特•古丁等．政治科学新手册（上下册）．三联书店，2006．
6．[美]彼得•埃文斯等．找回国家．三联书店，2009．
7．[美]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美]乔尔•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江苏人民出版

社，2012．
9．[意]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
10．[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1．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3．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第三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14．[美]戴维•韦默，[加]艾丹•维宁．政策分析：理论与实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5．[美]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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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政治制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深厚政治学学科素养，在比较政治学和中外政治方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适应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需要，能够在高等院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和大型思

想库从事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政策咨询和情报分析等工作的拔尖创新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熟悉并能熟练查阅与本学科相关的中外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领域

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外文资料撰写研究报告和科研论文，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并

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或知名外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较好地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讲授本专业本科、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比较政治学理论

2. 中国政府与政治

3. 西方政治制度

4. 比较政党研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5 学分，其中，必修课 15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7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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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在博士研究生学科综合考试之前（第 4 学期），提交一篇不少于 20000 字的文献综述，须涵盖

专业主文献及与研究选题直接相关的学术文献不少于 50 篇（部），由学院组织专家就文献综述质量

进行评定。

3. 教学实践（不计学分）

博士生应完成一定学时的教学实践工作，具体方式为协助导师或学院教师课堂授课、批改作业、

准备授课材料、指导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课后学习等。学院鼓励博士生担任导师或学院教师具体课程

一学期的助教。博士生需在毕业资格审核前完成教学实践活动，并向学院提交相关材料。

4.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学院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本学科学术年会、研讨会、研究生学术沙龙、博士论坛等学术活动。

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20 次以上本校及本院组织的学术报告；至少在二级学科范围内作 2 次公开

学术报告，博士生本人提交论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做发言可作为公开学术报告计算。如为

校内学术报告，报告对象应包括本人导师或导师指导小组代表。学术报告记载表经导师签字自行留

存，于申请答辩前提交学院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学科各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国际关系学院

325

中外政治制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中外政治制度 学科专业代码：03020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6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8166001 政治学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8346001 政治学前沿问题 是 是 3 48 秋

08356001 比较政治学前沿问题 是 是 2 32 秋

08366001 国际政治与外交学前沿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8346002 政治学研究方法与设计 是 否 2 32 秋

08346003 政治学原著选读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8346005 国家理论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46006 政治学科研训练 否 否 2 32 春

08366002 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8366003 区域国别专题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3．
2．[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美]罗伯特•E•戈定．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上、下册）．人民出版社，2016．
4．[英]黑格．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6．[意]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商务印书馆，2006．
7．[美]阿伦•李帕特．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1945-1990年 27个国家的实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8．[美]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9．[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10．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第三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11．[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2．[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3．Ken Newton and Jan W. Van Deth,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Democracies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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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rend Lijphart. Parliamentary Versus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5．David M. Farrell. Electoral System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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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扎实的政治学理论素养和系统的国际政治专业知识，掌握先进的科研方法和分析手段，

具有宽广的国际化视野，能够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大型企事业单位等从事理论研究、

教育教学、政策咨询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应能够紧密跟踪国际政治理

论前沿，有能力验证、拓展或突破相关领域国际政治前沿理论，并能将有关理论应用于分析解决国

际政治现实问题与重大战略问题。

二、专业要求

1. 在熟练掌握政治学学科理论基础上，熟悉并系统获取国际政治专业知识，把握本专业领域的

主要研究成果和最新趋势，能够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创新性研究。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

握本领域知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

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省（市）或部、委科研项目；

能够独立撰写专家建议，为党政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分析。

4. 能够独立讲授本专业本科、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国际政治理论

2. 大国间政治

3. 国际战略

4. 中国对外战略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5 学分，其中，必修课 15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 学分

（2）学位基础课 7 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国际关系学院

328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在博士研究生学科综合考试之前（第 4 学期），提交一篇不少于 20000 字的文献综述，须涵盖

专业主文献及与研究选题直接相关的学术文献不少于 50 篇（部），由学院组织专家就文献综述质量

进行评定。

3. 教学实践（不计学分）

博士生应完成一定学时的教学实践工作，具体方式为协助导师或学院教师课堂授课、批改作业、

准备授课材料、指导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课后学习等。学院鼓励博士生担任导师或学院教师具体课程

一学期的助教。博士生需在毕业资格审核前完成教学实践活动，并向学院提交相关材料。

4.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学院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本学科学术年会、研讨会、研究生学术沙龙、博士论坛等学术活动。

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20 次以上本校及本院组织的学术报告；至少在二级学科范围内作 2 次公开

学术报告，博士生本人提交论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做发言可作为公开学术报告计算。如为

校内学术报告，报告对象应包括本人导师或导师指导小组代表。学术报告记载表经导师签字自行留

存，于申请答辩前提交学院审核。

八、毕业条件与学位授予

1. 本学科各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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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国际政治 学科专业代码：030206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6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8166001 政治学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8346001 政治学前沿问题 是 是 3 48 秋

08356001 比较政治学前沿问题 是 是 2 32 秋

08366001 国际政治与外交学前沿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8366004 国际政治原著选读 是 否 2 32 春

08366008 国际问题研究方法与设计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8346005 国家理论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6002 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8366003 区域国别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8366007 国际战略与中国对外关系专题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美]詹姆斯•多尔蒂等著．阎学通，陈寒溪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2．[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3．[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张睿壮，刘丰译．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

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5．[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6．[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著．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

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7．[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8．[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9．[美]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10．[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1．[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2．[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13．[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14．[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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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英]巴里•布赞等．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6．[法]达里奥•巴蒂斯特拉著．潘革平译．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7．Jenny Edkins and Maja Zehfuss. Global Politics: A New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19.
18．John Baylis, Steve Smith and Patricia Owens.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9．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0．Wal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2.
21．Katzenstein, Peter J.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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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深厚的政治学、国际政治及世界经济理论素养，国际化水平高，实践能力强，能够在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大型企事业单位等从事理论研究、教育教学、政策咨询或管理工

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应该能够紧密跟踪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前沿，有能力验证、

拓展或突破相关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前沿理论，并能将有关理论应用于分析解决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

的现实问题与重大战略问题。

二、专业要求

1. 在熟练掌握政治学学科理论基础上，熟悉并系统获取国际政治经济专业知识，把握本专业领

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和最新趋势，能够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创新性研究。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

握本领域知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

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省（市）或部、委科研项目；

能够独立撰写专家建议，为党政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分析。

4. 能够独立讲授本专业本科、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国际政治经济理论

2. 国家间政治经济

3. 国际发展与国际援助

4. 区域国别问题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5 学分，其中，必修课 15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7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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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在博士研究生学科综合考试之前（第 4 学期），提交一篇不少于 20000 字的文献综述，须涵盖

专业主文献及与研究选题直接相关的学术文献不少于 50 篇（部），由学院组织专家就文献综述质量

进行评定。

3. 教学实践（不计学分）

博士生应完成一定学时的教学实践工作，具体方式为协助导师或学院教师课堂授课、批改作业、

准备授课材料、指导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课后学习等。学院鼓励博士生担任导师或学院教师具体课程

一学期的助教。博士生需在毕业资格审核前完成教学实践活动，并向学院提交相关材料。

4.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学院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本学科学术年会、研讨会、研究生学术沙龙、博士论坛等学术活动。

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20 次以上本校及本院组织的学术报告；至少在二级学科范围内作 2 次公开

学术报告，博士生本人提交论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做发言可作为公开学术报告计算。如为

校内学术报告，报告对象应包括本人导师或导师指导小组代表。学术报告记载表经导师签字自行留

存，于申请答辩前提交学院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学科各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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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国际关系 学科专业代码：030207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6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8166001 政治学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8346001 政治学前沿问题 是 是 3 48 秋

08356001 比较政治学前沿问题 是 是 2 32 秋

08366001 国际政治与外交学前沿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8366004 国际政治原著选读 是 否 2 32 春

08366008 国际问题研究方法与设计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8346005 国家理论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6002 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8366003 区域国别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8366007 国际战略与中国对外关系专题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法]达里奥•巴蒂斯特拉著．潘革平译．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3．[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4．[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5．[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张睿壮，刘封译．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8．[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9．[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10．[美]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11．[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2．[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3．[英]巴里•布赞等．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4．[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著．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

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5．Wal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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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2.
16．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John Baylis, Steve Smith and Patricia Owens.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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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扎实的政治学理论素养和系统的外交学专业知识，掌握先进的科研方法和分析手段，

具有宽广的国际化视野，能够在高等院校、党政机关、外交外事部门、跨国公司和大型国企，以及

科研机构从事科学研究、教育培训、政策咨询和战略规划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应

该能够紧密跟踪当代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理论前沿，有能力验证、拓展或突破外交学前沿理论。

二、专业要求

1. 具备扎实的政治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外交学专业知识，能够熟练使用先进的科研方法和分析

手段，就本专业领域的特定主题展开专门研究。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

握本领域知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

术论文。

3. 能够熟悉并查阅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领域的

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专业课程，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经济外交

2. 公共外交

3. 外交理论

4. 大国外交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5 学分，其中，必修课 15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7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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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在博士研究生学科综合考试之前（第 4 学期），提交一篇不少于 20000 字的文献综述，须涵盖

专业主文献及与研究选题直接相关的学术文献不少于 50 篇（部），由学院组织专家就文献综述质量

进行评定。

3. 教学实践（不计学分）

博士生应完成一定学时的教学实践工作，具体方式为协助导师或学院教师课堂授课、批改作业、

准备授课材料、指导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课后学习等。学院鼓励博士生担任导师或学院教师具体课程

一学期的助教。博士生需在毕业资格审核前完成教学实践活动，并向学院提交相关材料。

4.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学院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本学科学术年会、研讨会、研究生学术沙龙、博士论坛等学术活动。

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20 次以上本校及本院组织的学术报告；至少在二级学科范围内作 2 次公开

学术报告，博士生本人提交论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做发言可作为公开学术报告计算。如为

校内学术报告，报告对象应包括本人导师或导师指导小组代表。学术报告记载表经导师签字自行留

存，于申请答辩前提交学院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学科各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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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外交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208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6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8166001 政治学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8346001 政治学前沿问题 是 是 3 48 秋

08356001 比较政治学前沿问题 是 是 2 32 秋

08366001 国际政治与外交学前沿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8366004 国际政治原著选读 是 否 2 32 春

08366008 国际问题研究方法与设计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8346005 国家理论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6002 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8366003 区域国别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8366007 国际战略与中国对外关系专题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何茂春，张冀兵．经济外交事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3．陈乐民．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4．戴超武．美国外交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7．
5．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7．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8．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1．
9．张历历．外交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10．[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2012．
11．[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2．[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13．[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

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14．[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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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16．罗伯特•A•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7．[英]杰夫•贝里奇，莫里斯•基恩斯-索珀．外交理论：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8．[英]杰夫•贝里奇．外交理论与实践．庞中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9．[英] R•P•巴斯顿．现代外交．赵怀普，周启朋，刘超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20．[美]布里吉特•斯塔奇，马克•波义耳，乔纳森•维尔肯菲尔德．外交谈判导论．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5．
21．[美]诺曼•里奇．大国外交：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2．Wal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2.
23．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4．John Baylis, Steve Smith and Patricia Owen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5．Katzenstein, Peter J.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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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深厚的政治学、国际政治及全球治理理论素养，国际化水平高，实践能力强，能够在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大型企事业单位等从事理论研究、教育培训、政策咨询或管理工

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应该能够紧密跟踪、把握和推进全球治理理论前沿，并能

将有关理论应用于分析解决全球治理中的现实问题与重大战略问题。

二、专业要求

1. 在熟练掌握政治学学科理论基础上，熟悉并系统获取全球治理专业知识，把握本专业领域的

主要研究成果和最新趋势，能够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创新性研究。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

握本领域知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

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省（市）或部、委科研

项目；能够独立撰写专家建议，为党政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分析。

4. 能够独立讲授本专业本科、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2. 全球安全治理

3. 全球经济治理

4.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5 学分，其中，必修课 15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7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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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在博士研究生学科综合考试之前（第 4 学期），提交一篇不少于 20000 字的文献综述，须涵盖

专业主文献及与研究选题直接相关的学术文献不少于 50 篇（部），由学院组织专家就文献综述质量

进行评定。

3. 教学实践（不计学分）

博士生应完成一定学时的教学实践工作，具体方式为协助导师或学院教师课堂授课、批改作业、

准备授课材料、指导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课后学习等。学院鼓励博士生担任导师或学院教师具体课程

一学期的助教。博士生需在毕业资格审核前完成教学实践活动，并向学院提交相关材料。

4.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学院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本学科学术年会、研讨会、研究生学术沙龙、博士论坛等学术活动。

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20 次以上本校及本院组织的学术报告；至少在二级学科范围内作 2 次公开

学术报告，博士生本人提交论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做发言可作为公开学术报告计算。如为

校内学术报告，报告对象应包括本人导师或导师指导小组代表。学术报告记载表经导师签字自行留

存，于申请答辩前提交学院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学科各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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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全球治理 学科专业代码：0302Z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6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8166001 政治学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8346001 政治学前沿问题 是 是 3 48 秋

08356001 比较政治学前沿问题 是 是 2 32 秋

08366001 国际政治与外交学前沿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8366004 国际政治原著选读 是 否 2 32 春

08366008 国际问题研究方法与设计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8346005 国家理论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6002 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8366003 区域国别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8366007 国际战略与中国对外关系专题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余逊达，陈旭东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讲．上

海译文出版社，2012．
3．[德]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美]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5．[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门洪华译．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4．
6．[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著．王生才译．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7．[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著．曹荣湘，龙虎译．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

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8．[美]奥兰•扬著．陈玉刚，薄燕译．世界事务中的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9．[美]奥兰•扬著．杨剑，孙凯译．复合系统：人类世的全球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10．[英]安德鲁•赫里尔著．林曦译．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11．[美]斯科特•巴雷特著．黄志虎译．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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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著．黄仁伟等译．国际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3．[加]刘易斯•波利，威廉•科尔曼主编．曹荣湘等译．全球秩序：剧变世界中的机构、制度与自

主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4．[加]斯蒂文•伯恩斯坦，威廉•科尔曼著．丁开杰等译．不确定的合法性：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共

同体、权力和权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5．[加]斯蒂芬•斯特里特，约翰•韦弗，威廉•科尔曼著．陈家刚等译．帝国与自主性：全球化进

程中的重大时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6．[美]玛格丽特•E•凯克，凯瑟琳•辛金克•韩召颖著．孙英丽译．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

中的倡议网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7．陈家刚．全球治理：概念与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18．杨雪冬，王浩．全球治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19．尹继武，李月军．全球安全、冲突及其治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
20．蔡拓，杨雪冬，吴志成等．全球治理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1．蔡拓．全球学与全球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2．秦亚青．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
23．庞中英．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4．Jeam-Robert Leguey-Feillus. Global Governance Diplomacy: The Critical Role of Diplomacy in
Addressing Global Problem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7.
25．Michael Zurn. A Theory of Global Governance: Authority, Legitimacy, and Contest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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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理论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坚实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有较强的事业心、进取精神与责任感，适应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需要，能够服务于各级党政机关、教育科研机构、外事机构和大众媒

体，从事公共管理、政策规划、理论研究、教育教学等方面事务的专业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勤勉严谨求真务实的学风，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

2. 系统学习政治学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并对政治科学或政治哲学的某个重要领域有较为深入

的研究，能运用所学知识胜任较高水平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工作。

3. 能熟练地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并准确地理解其内容，能用英语撰写和翻译专业论文，并能

流畅地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

4. 具有开阔的学科视野和良好的自学能力，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提出的不断更新的

素质要求。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6 学分，选修课 1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4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在硕士论文开题前，提交一篇不少于 15000 字的文献综述，须涵盖专业主文献及与研究选题直

接相关的学术文献不少于 30 篇（部），由学院组织专家就文献综述质量进行评定。



国际关系学院

344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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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理论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政治学理论 学科专业代码：03020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4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8345001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是 是 2 32 秋

08365013 国际政治及外交学专题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8345006 政治学名著选读 是 否 2 32 秋

08345007 中外政治前沿问题 是 否 2 32 春

08345008 硕士论文写作指导 是 否 1 16 春

专业选修课

08345002 西方政治思想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45004 政治社会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1 比较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2 中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3 美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4 英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5 日本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6 比较政党制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7 公共行政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8 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2 国际关系前沿问题 否 否 2 32 春

08365003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4 世界文化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05 欧洲联盟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8 俄罗斯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9 发展中国家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10 国际制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12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14 美国对外关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15 日本对外关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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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65022 跨文化传播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25 全球安全治理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2 外交决策过程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75003 外交经典案例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75004 外交思想史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5 经济外交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6 公共外交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75007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8 能源与环境外交研究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英]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英文版，非翻译版）（国外经典政治学教材•影印版）．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2．
2．[美]罗伯特•E•戈定．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上、下册）．人民出版社，2016．
3．[英]海伍德．政治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出版社，2013．
4．[美]罗伯特•古丁等．政治科学新手册（上下册）．三联书店，2006．
5．[挪]拉尔森．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阎小骏．当代政治学十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7．包刚升．政治学通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8．[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9．[美]加里布埃尔•阿尔蒙德．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华夏出版社，1988．
10．[意]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
11．[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86．
13．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4．[英]黑格．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5．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第三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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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政治制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坚实的政治学理论基础和广博的中外政治制度和法律知识，有较强的事业心、进取精

神与责任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需要，能够服务于各级党政机关、教育科研

机构、外事机构和大众媒体，从事公共管理、政策规划、理论研究、教育教学等方面事务的专业人

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勤勉严谨求真务实的学风，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

2. 系统学习世界主要国家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的历史、现状及其相关理论，并对其中某一个或

一个以上国家的政治制度有深入的研究，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胜任较高层次的涉外工作。

3. 能熟练地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并准确地理解其内容，能用英语撰写和翻译专业论文，并能

流畅地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

4. 具有开阔的学科视野和良好的自学能力，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提出的不断更新的

素质要求。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6 学分，选修课 1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4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在硕士论文开题前，提交一篇不少于 15000 字的文献综述，须涵盖专业主文献及与研究选题直

接相关的学术文献不少于 30 篇（部），由学院组织专家就文献综述质量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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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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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政治制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中外政治制度 学科专业代码：03020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4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8345001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是 是 2 32 秋

08365013 国际政治及外交学专题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8345006 政治学名著选读 是 否 2 32 秋

08345007 中外政治前沿问题 是 否 2 32 春

08345008 硕士论文写作指导 是 否 1 16 春

专业选修课

08345002 西方政治思想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45004 政治社会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1 比较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2 中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3 美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4 英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5 日本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6 比较政党制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7 公共行政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8 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2 国际关系前沿问题 否 否 2 32 春

08365003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4 世界文化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05 欧洲联盟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8 俄罗斯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9 发展中国家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10 国际制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12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14 美国对外关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15 日本对外关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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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65022 跨文化传播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25 全球安全治理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2 外交决策过程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75003 外交经典案例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75004 外交思想史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5 经济外交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6 公共外交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75007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8 能源与环境外交研究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英]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英文版，非翻译版）（国外经典政治学教材•影印版）．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2．
2．[美]罗伯特•E•戈定．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上、下册）．人民出版社，2016．
3．[英]海伍德．政治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出版社，2013．
4．[美]罗伯特•古丁等．政治科学新手册（上下册）．三联书店，2006．
5．[挪]拉尔森．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阎小骏．当代政治学十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7．包刚升．政治学通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8．[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9．[美]加里布埃尔•阿尔蒙德．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华夏出版社，1988．
10．[意]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
11．[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86．
13．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4．[英]黑格．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5．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第三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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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坚实的国际政治理论基础，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掌握先进的

分析手段及实际操作技能，在国际政治的若干领域具有一定的独立研究能力，能够服务于各级党政

机关、外事部门、大众媒体以及科研院所等有关机构，从事国际政治相关事务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培养勤勉严谨求真务实的学风，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

2. 熟悉本学科的发展现状和前沿动态，具备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胜任较高层次的涉外工作。

3. 能熟练地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并准确地理解其内容，能用英语撰写和翻译专业论文，并能

流畅地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

4. 具有良好的心理和身体素质，对社会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6 学分，选修课 1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 学分

（2）学位基础课 4 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在硕士论文开题前，提交一篇不少于 15000 字的文献综述，须涵盖专业主文献及与研究选题直

接相关的学术文献不少于 30 篇（部），由学院组织专家就文献综述质量进行评定。

七、毕业条件与学位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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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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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国际政治 学科专业代码：030206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4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8345001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是 是 2 32 秋

08365013 国际政治及外交学专题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8345008 硕士论文写作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8365002 国际关系前沿问题 是 否 2 32 春

08365024 国际政治名著选读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8345002 西方政治思想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45004 政治社会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45007 中外政治前沿问题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1 比较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2 中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3 美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4 英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5 日本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6 比较政党制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7 公共行政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8 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3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4 世界文化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05 欧洲联盟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8 俄罗斯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9 发展中国家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10 国际制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12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14 美国对外关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15 日本对外关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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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65022 跨文化传播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25 全球安全治理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2 外交决策过程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75003 外交经典案例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75004 外交思想史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5 经济外交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6 公共外交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75007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8 能源与环境外交研究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法]达里奥•巴蒂斯特拉著．潘革平译．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3．[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4．[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5．[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张睿壮，刘封译．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8．[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9．[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10．[美]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11．[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2．[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3．[英]巴里•布赞等．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4．[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

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5．Wal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2.
16．Christian Reus-Smit, Duncan Snid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John Baylis, Steve Smith and Patricia Owen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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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坚实的国际关系理论基础，掌握先进的分析手段及实际操作技能，具有国际化的视野

和较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在国际关系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能够服务于各级党政机关、

外事机构、大众媒体、科研机构和教育机构，从事国际关系相关事务的专业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勤勉严谨求真务实的学风，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

2. 熟悉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发展现状和前沿动态，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

具有发现、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胜任较高层次的涉外工作。

3. 能熟练地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并准确地理解其内容，能用英语撰写和翻译专业论文，并能

流畅地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

4. 具有开阔的学科视野和良好的自学能力，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提出的不断更新的

素质要求。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6 学分，选修课 1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4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在硕士论文开题前，提交一篇不少于 15000 字的文献综述，须涵盖专业主文献及与研究选题直

接相关的学术文献不少于 30 篇（部），由学院组织专家就文献综述质量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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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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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国际关系 学科专业代码：030207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4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8345001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是 是 2 32 秋

08365013 国际政治及外交学专题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8345008 硕士论文写作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8365002 国际关系前沿问题 是 否 2 32 春

08365024 国际政治名著选读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8345002 西方政治思想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45004 政治社会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45007 中外政治前沿问题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1 比较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2 中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3 美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4 英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5 日本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6 比较政党制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7 公共行政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8 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3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4 世界文化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05 欧洲联盟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8 俄罗斯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9 发展中国家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10 国际制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12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14 美国对外关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15 日本对外关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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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65022 跨文化传播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25 全球安全治理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2 外交决策过程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75003 外交经典案例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75004 外交思想史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5 经济外交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6 公共外交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75007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8 能源与环境外交研究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法]达里奥•巴蒂斯特拉著．潘革平译．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3．[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4．[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5．[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张睿壮，刘封译．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8．[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9．[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10．[美]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11．[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2．[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3．[英]巴里•布赞等．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4．[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

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5．Wal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2.
16．Christian Reus-Smit, Duncan Snid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John Baylis, Steve Smith and Patricia Owen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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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坚实的国际关系理论基础和较系统的外交学专业知识，掌握先进的分析手段及实际操

作技能，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较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在外交学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能

够服务于各级党政机关、外事机构、非政府组织、大众媒体、科研机构和教育机构，从事外交学相

关事务的专业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勤勉严谨求真务实的学风，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

2. 熟悉本学科的发展现状和前沿动态，具备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胜任较高层次的涉外工作。

3. 能熟练地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并准确地理解其内容，能用英语撰写和翻译专业论文，并能

流畅地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

4. 具有开阔的学科视野和良好的自学能力，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提出的不断更新的

素质要求。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6 学分，选修课 1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4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在硕士论文开题前，提交一篇不少于 15000 字的文献综述，须涵盖专业主文献及与研究选题直

接相关的学术文献不少于 30 篇（部），由学院组织专家就文献综述质量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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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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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外交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208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4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8345001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是 是 2 32 秋

08365013 国际政治及外交学专题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8345008 硕士论文写作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8365002 国际关系前沿问题 是 否 2 32 春

08365024 国际政治名著选读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8345002 西方政治思想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45004 政治社会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45007 中外政治前沿问题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1 比较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2 中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3 美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4 英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5 日本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6 比较政党制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55007 公共行政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55008 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3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4 世界文化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05 欧洲联盟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8 俄罗斯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9 发展中国家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10 国际制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12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14 美国对外关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15 日本对外关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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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65022 跨文化传播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5025 全球安全治理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2 外交决策过程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75003 外交经典案例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75004 外交思想史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5 经济外交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6 公共外交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75007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75008 能源与环境外交研究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法]达里奥•巴蒂斯特拉著．潘革平译．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3．[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4．[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5．[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张睿壮，刘封译．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8．[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9．[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10．[美]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11．[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2．[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3．[英]巴里•布赞等．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4．[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

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5．Wal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2.
16．Christian Reus-Smit, Duncan Snid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John Baylis, Steve Smith and Patricia Owen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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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扎实的国际关系知识基础，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够较为熟

练地运用两门以上国际工作语言，具有从事全球治理与合作的协调、组织和领导能力，能够在国际

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国际事务相关工作的复合型

国际化专门实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勤勉严谨求真务实的学风，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

2. 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技能，具备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运用所学的知

识和技能胜任国际组织及其他部门的全球治理和国际交流工作。

3. 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阅读、公文写作、口语交流和翻译，同时第二外语（须为联合国通用语

言）达到中级水平。

4. 具有良好的心理和身体素质，对在国际化环境下工作生活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6 学分，选修课 1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4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在硕士论文开题前，提交一篇不少于 15000 字的文献综述，须涵盖专业主文献及与研究选题直

接相关的学术文献不少于 30 篇（部），由学院组织专家就文献综述质量进行评定。

3. 专业实习（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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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学生在校期间须在国际组织、政府外事部门、海外机构或世界 500 强外企实习不少于 6

个月，或出国交流学习不少于 6 个月，且需提交相应机构出具的实习证明或学习证明。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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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全球治理 学科专业代码：0302Z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4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8345001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是 是 2 32 秋

08365013 国际政治及外交学专题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8345008 硕士论文写作指导 是 否 1 16 春

08365023 全球治理专题 是 否 2 32 秋

08365024 国际政治名著选读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8215001 法语(Ⅰ) 否 否 3 48 秋

08215002 法语(Ⅱ) 否 否 3 48 春

08355003 美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3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5 欧洲联盟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09 发展中国家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8365017 国际公文写作 否 否 2 32 春

08365018 全球治理经典案例 否 否 2 32 春

08365019 国际谈判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08365020 联合国与国际组织 否 否 2 32 春

08365021 全球发展与“一带一路”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8375007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新华出版社，2000．
2．詹姆斯•N•罗西瑙．无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约瑟夫•奈．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4．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乌尔利希•贝克．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 : 政治领域的全球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
6．罗伯特•O•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奥兰•扬．世界事务中的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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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9．丽萨•马丁，贝思·西蒙斯著．黄仁伟等译．国际制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10．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1．安德鲁•F•库珀．全球治理中的新兴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2．海伦•米尔纳著．曲博译．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13．肯尼思•奥耶著．田野，辛平译．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14．朱杰进．国际制度设计：理论模式与案例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5．盖伊•彼得斯著．王向民、段红伟译．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2011．
16．秦亚青．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国际关系研究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
17．田野．国家的选择：国际制度、国内政治与国家自主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8．约翰•J•柯顿．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9．蔡拓．全球学与全球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0．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1989.
21．Coicaud, J. M. & Heiskanen, V.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Tokyo-New York-Paris, 2001.
22．Friedrich Kratochwil & Eward D. Mansfie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A
Reader.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6.
23．Rorden Wilkinson & Steve Hughes. Global Governance: Critical Perspectives. Routledge, 2002.
24．Michael N. Barnett &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G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5．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W.W.
Norton & Company, 2012.
26．Margaret P. Karns, Karen A. Mingst, and Kendall W. Sti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Politics
and Processes of Global Governance. Lynne Rienner, 2015.
27．Barry Buzan &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8．Timothy J. Sinclair. Global Governance: 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 Taylor & Francis,
2004.
29．Owen Greene & Nicholas Marsh. Small Arms, Crime and Conflict: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Threat of Armed Violence. London: Routledge, 2011.
30．Thomas G. Weiss, Rorden Wilkinson. Rethinking Global Governance. Polit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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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与管理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优良思想政治素养和现代公共精神，掌握公共管理学科理论体系、公共政策专业知识

以及扎实的研究方法，能够致力于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公共部门从事公共政策咨询、制定和研究的

高水平学者。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检索和阅读本学科专业及相关领域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学术期刊和重要数据库，熟

知本学科专业领域的学术前沿发展动态。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且能够独立在本学科专业及相关领域

CSSCI、SSCI 收录期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学科专业领域重要研究课题的选题和申报，且能够独立承担完成省部级以上

层次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学科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专业课，且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较为准确地使用英语撰写专业学术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且能较为熟练地使用英

语进行口头的专业交流。

三、研究方向

1. 政府规制与治理

2. 社会政策与治理

3. 海关管理

4. 文化政策与管理

5. 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 16 学分，选修课 8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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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博士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广泛搜集和阅读学科前沿文献，并在第三学期末

撰写、提交一篇完整的文献综述，字数应不低于 2 万字，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 60 篇。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管理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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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与管理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公共政策与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02J3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9266015 公共管理经典英文文献导读 是 是 2 32 秋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3086023 定性研究方法 是 是 2 32 秋

03106005 定量研究方法 是 是 4 64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9266004 公共管理前沿 是 否 1 16 秋

09266005 公共政策前沿 是 否 1 16 春

09266016 国家规划与治理 是 否 2 32 2-秋

09266017 量化公共政策工作坊 是 否 2 32 2-秋

专业选修课

09266006 社会调查理论前沿与方法运用 否 否 1 16 春

09266008 政府财税政策前沿 否 否 1 16 春

09266013 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 否 否 1 16 春

09266014 政府公共领导力若干问题研究 否 否 1 16 秋

09266018 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 否 否 1 16 春

09266019 公共管理经典案例研究 否 否 1 16 春

09266020 公共政策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9396001 公共经济学专题 否 否 1 16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威廉•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马骏，叶娟丽．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罗伯特•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缪勒．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魏娜．公共管理的方法与技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9．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0．斯基亚沃-坎波，托马西．公共支出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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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2．
12．戴维•H•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2．
13．瑞尼．理解和管理公共组织．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14．Yin, RK.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London: Sage, 1994.
15．Jeffrey A. Mile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2.
16．Scott, W. Richard. Organizations: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s.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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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掌握现代公共管理、行政管理、政府经济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并具

有公共政策素养和丰富管理学识与视野，掌握现代分析方法及技术，能够在政府部门、非政府公共

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公共行政管理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重

要精神，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2. 具备扎实宽厚的公共管理理论基础，系统掌握公共行政管理、政府经济管理等领域的理论、

方法与技术，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熟练掌握行政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特定公共管理部门所需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具有国际化视野

下的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和具备分析各国行政体制的能力；具有较高的分析和解决行政管理与公共

政策问题的技能，能适应市场经济、全球化、依法治国的新形势。

4. 具有宽广的知识面，能掌握和运用政治、经济、金融、管理、法律、外语、现代信息技术等

方面的知识，能够运用定性、定量分析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5. 具有较强的英语运用能力，能够熟练运用英语进行听、说、读、写。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5 学分，其中，必修课 21 学分，选修课 1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8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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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士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广泛搜集和阅读学科前沿文献，阅读不少于 20 篇

参考文献，在第一学期结束时撰写并提交一篇不少于 5000 字的文献综述。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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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行政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040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6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9265001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是 是 2 32 秋

09265002 公共管理理论 是 是 2 32 秋

09265025 公共政策分析 是 是 2 32 春

09265032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9265021 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秋

09265027 行政学研究 是 否 2 32 春

09265037 公共决策科学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9265003 行政法学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9265007 跨文化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9265011 应急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9265015 非营利组织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9265033 信息社会与网络政治 否 否 2 32 秋

09265035 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 否 否 2 32 秋

09265038 质性与案例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春

09266013 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 否 否 1 16 春

09385005 人力资源管理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彭向刚．领导科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2．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第三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3．谢明．公共政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4．姜晓萍．行政法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胡锦光．行政法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7．戴维•H•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8．孙柏瑛，祁凡骅．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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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维明，黄金才．管理信息系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0．R•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1．魏娜．公共管理的方法与技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2．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3．肖鹏军．公共危机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4．保罗•A•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北京三联书店，2004．
15．尼斯坎南．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16．敦利威．民主、官僚制与公共选择．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17．吴东民等．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8．唐兴霖．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19．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
20．彭和平．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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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与管理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掌握现代教育经济与管理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并具有公共政策素

养和丰富的管理学知识与广阔视野，掌握现代分析方法及技术，能够在政府教育部门、人事部门或

中外资大中型企业、专业机构及其他各类组织中从事教育管理、人员培训与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工

作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重

要精神，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勇于创新，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具有良好的专业理论修养和科学文化素质。

2. 具备扎实宽厚的专业理论基础，掌握有关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领域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具

有较高的科学研究能力和较强的创新精神，并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际工作能

力。

3. 熟练掌握教育经济与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人员培训的基本理论及从事相关工作所需的专业

技能和知识，具有较高的分析和解决教育管理、教育行政、人力资源管理和人员培训实际问题的能

力。

4. 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能掌握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方面知识，能够运用定性、定量方法技

术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5. 具有较强的英语运用能力，能够熟练运用英语进行听、说、读、写。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5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8学分

（3）专业必修课 8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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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硕士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广泛搜集和阅读学科前沿文献，阅读不少于 20 篇

参考文献，在第一学期结束时撰写并提交一篇不少于 5000 字的文献综述。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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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与管理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教育经济与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0403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6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8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9265001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是 是 2 32 秋

09265002 公共管理理论 是 是 2 32 秋

09265025 公共政策分析 是 是 2 32 春

09265032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9265021 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秋

09265036 政务大数据的方法和应用 是 否 2 32 秋

09385011 教育学原理 是 否 2 32 秋

09385012 高等教育学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9265038 质性与案例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春

09385001 教育管理学 否 否 2 32 春

09385002 教育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09385005 人力资源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9385007 青年教育与青年社会学 否 否 2 32 春

09385009 教育政策学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奥尔加特•加赛特著．徐小洲，陈军译．大学的使命．杭州教育出版社，2001．
3．克拉克•克尔著．陈学飞，陈恢钦译．大学的功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4．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陈军译．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5．伯顿•克拉克主编．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新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6．许美德著．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世纪的文化冲突．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7．闵维方主编．探索教育变革：经济学和管理政策的视角．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8．纪宝成编著．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规划、体制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9．张斌贤，李子江主编．大学：自由、自治与控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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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英杰，刘宝存著．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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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适应当代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经济与管理理论基础和

宽广的知识面，掌握现代管理技术与定量、定性方法，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组织实践能力和协作

创新精神，能够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究、劳动与社会保障事

务管理以及教学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真正

做到“德业双修，学贯中西，博通今古，服务现实”。

2. 系统掌握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劳动与社会保障理论

及制度发展状况，能够熟练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等现代社会经济研究方法和技术进行调查研究，有

较强的理论分析和动手操作能力。

3. 熟悉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社会保障再分配功能、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规和劳动与社会保障经

济统计计量分析等方面的理论与实务，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能力和较强的创新精神，并具有较强的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

4. 具有较强的英语应用能力，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经济定量分析和必备的计算机软件应用技术。

5. 具备较强创新能力、分析能力和富有批判性思维。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5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8学分

（3）专业必修课 8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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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硕士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广泛搜集和阅读学科前沿文献，阅读不少于 20 篇

参考文献，在第一学期结束时撰写并提交一篇不少于 5000 字的文献综述。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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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社会保障 学科专业代码：12040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6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8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9265001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是 是 2 32 秋

09265002 公共管理理论 是 是 2 32 秋

09265025 公共政策分析 是 是 2 32 春

09265032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9265021 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秋

09335007 劳动经济研究 是 否 2 32 秋

09335011 社会保障研究 是 否 2 32 春

09395028 公共经济政策因果效应评估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9265035 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 否 否 2 32 秋

09265038 质性与案例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春

09395008 贸易政策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9395022 全球市场中的企业与政府 否 否 1 16 春

09395025 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 否 否 2 32 春

09395026 发展经济学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9395027 城市经济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9395029 公共经济管理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5．
2．张文彤．SPSS 统计分析高级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4．Jeffrey M. Wooldridge.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5th edition). Cengage Learning, 2013.
5．Alan C. Acock. A Gentle Introduction to Stata (3rd edition). Stata Press, 2010.
6．Jonathan Gruber.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Policy (4th edition). Worth Publishers, 2012.
7．Campell R. McConnell, Stanley L. Brue, David A. Macpherson. Contemporary Labor Economics,
McGraw-Hil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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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管理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熟练掌握和运用公共经济管理理论与方法，具备多学科交叉的学术视野

和较强的公共经济管理与政策定量分析、评估能力，拥有较强知识应用技能，能够适应经济技术全

球化背景，胜任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公共企业、非公有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及其它相关组织从

事公共经济管理实际工作、政策分析及理论研究的高层次、复合型、新型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重

要精神，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专

业精神。

2. 具有扎实、广博的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基础，系统掌握公共经济管理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 掌握本专业必备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与技术，能够分析解决公共经济管理实践问题和进行政

策评价。

4. 具有较强的英语应用能力，能运用英语进行交流和熟练地阅读本专业文献资料。

5. 具备较强创新能力、分析能力和富有批判性思维。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5 学分，其中，必修课 21 学分，选修课 1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8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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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士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广泛搜集和阅读学科前沿文献，阅读不少于 20 篇

参考文献，在第一学期结束时撰写并提交一篇不少于 5000 字的文献综述。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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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管理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公共经济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04Z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6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9265001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是 是 2 32 秋

09265002 公共管理理论 是 是 2 32 秋

09265025 公共政策分析 是 是 2 32 春

09265032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9265021 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秋

09395028 公共经济政策因果效应评估 是 否 2 32 春

09395029 公共经济管理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9265035 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 否 否 2 32 秋

09265038 质性与案例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春

09266013 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 否 否 1 16 春

09335007 劳动经济研究 否 否 2 32 秋

09395008 贸易政策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09395022 全球市场中的企业与政府 否 否 1 16 春

09395025 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 否 否 2 32 春

09395026 发展经济学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9395027 城市经济专题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5．
2．张文彤．SPSS 统计分析高级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4．Jeffrey M. Wooldridge.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5th edition). Cengage Learning, 2013.
5．Alan C. Acock. A Gentle Introduction to Stata (3rd edition). Stata Press, 2010.
6．Jonathan Gruber.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Policy (4th edition). Worth Publishers, 2012.
7．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8．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第 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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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曼昆．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0．平狄克等．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1．鲁迪格•多恩布什等．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2．维斯库斯．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第 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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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管理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掌握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能够适应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胜任在政府部门、跨国公司、专业咨询企业及其他各类组织从事海关、对外贸易

及物流相关领域实务工作、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

2. 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掌握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的基础理

论和系统的海关管理专业技能，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 掌握海关管理科研工作的基本方法，熟悉海关管理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

沿，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研究和解决海关管理实务工作中的有关理论和实际问题。

4. 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译等英语应用能力，能运用英语进行交流和熟练地阅读本专业

文献资料。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5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8学分

（3）专业必修课 8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硕士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广泛搜集和阅读学科前沿文献，阅读不少于 20 篇

参考文献，在第一学期结束时撰写并提交一篇不少于 5000 字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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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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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管理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海关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04Z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6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8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9265001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是 是 2 32 秋

09265002 公共管理理论 是 是 2 32 秋

09265025 公共政策分析 是 是 2 32 春

09265032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9265021 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秋

09275003 海关行政法研究 是 否 2 32 春

09275008 海关程序与合规管理 是 否 2 32 秋

09275009 海关管理技术研究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9275002 关税理论与政策 否 否 2 32 春

09275010 海关统计与数据分析 否 否 2 32 春

09395013 国际经济学前沿 否 否 2 32 春

09395015 世界贸易组织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否 否 2 32 秋

09395025 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
2．卢汉超．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3．张红．海关法（第 2版）．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6．
4．朱秋沅．国际海关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
5．何力．国际海关法学：原理和制度．立信会计出版社，2007．
6．报关业务技能/报关基础知识．中国海关出版社，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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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管理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掌握文化管理和休闲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能够胜任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文化类行政部门、事业单位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文化企业等单位工作，具有国际化视野、

理论和实务并重的复合型、高素质的高级管理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

2. 具备扎实宽厚的理论基础，系统掌握有关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经济学、

管理学、法学以及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事业管理、休闲产业管理等领域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具有

较高的理论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熟练掌握文化管理、休闲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特定文化公共部门、特定文化行业管理所需的专

业技能和知识，具有较高的分析和解决文化管理、休闲管理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在文化产业

发展战略、文化发展规划、文化政策、文化外交、国际文化产业管理（包括国际文化贸易与国际文

化企业管理）领域培养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

4. 具有较强的英语语言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的经营管理能力，能适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

新形势。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5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8学分

（3）专业必修课 8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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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硕士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广泛搜集和阅读学科前沿文献，阅读不少于 20 篇

参考文献，在第一学期结束时撰写并提交一篇不少于 5000 字的文献综述。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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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管理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文化产业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04Z3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6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8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9265001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是 是 2 32 秋

09265002 公共管理理论 是 是 2 32 秋

09265025 公共政策分析 是 是 2 32 春

09265032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9265021 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秋

09315001 文化产业学 是 否 2 32 秋

09315008 中国文化政策研究 是 否 2 32 春

09315010 文化社会学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9265007 跨文化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9265035 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 否 否 2 32 秋

09315006 公共文化事业管理 否 否 2 32 秋

09315009 文化产业投融资与政策 否 否 2 32 秋

09315011 国际文化贸易与市场营销 否 否 2 32 春

09315013 传媒产业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9315014 国际文化产业规划与政策 否 否 2 32 秋

09315015 创意城市案例精讲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胡惠林．文化产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3．戴安娜•克兰．文化社会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艾伦•J•斯科特．城市文化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孙萍．文化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6．胡筝．文化事业管理概论．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7．顾江．文化产业规划案例精析．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8．张正焉．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政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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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惠林．文化政策学．书海出版社，2006．
10．花建．文化金矿：全球文化产业投资成功之谜．海天出版社，2003．
11．杨大楷．投融资学．上海财经大学，2008．
12．张胜冰．文化产业经营管理案例．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
13．宋培文．文化产业经营管理成功案例解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
14．李怀亮．当代国际文化贸易与文化竞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15．蔡嘉清．文化产业营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16．詹成大．文化创意与传媒产业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
17．麦克切尔等．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18．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19．费尔登，朱可托．世界文化遗产地管理指南．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20．顾江．文化产业规划案例精析．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21．吴必虎．休闲度假城市旅游规划．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
22．George Torkildsen.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London:Chapman & Hall, 1992.



政府管理学院

393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认知性知识(Being Knowledge)、专业性知识(Expertise and Know-how)、实践性知识

(Best Practice and Experience)和具有国际化视野(Global Vision)与较高职业素养(Higher

Ethical Criteria)的专业从业者和领导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相关的通用性知识和技能。

2. 掌握政府治理能力、政商关系、NGO 和海关管理等相关的专门知识和技能。

3. 通过讲授与公共管理学科相关的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理论知识，帮助学生掌握社会科

学研究方法，提升识别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4. 帮助学生从全球化视角理解中国情境下的公共管理与政策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提高学生国际

比较和国际经验借鉴能力，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水平与能力。

5. 通过传授与公平、社会责任及法治等相关的典型案例和最佳实践做法，塑造学生对职业伦理

的认知、认同和践行的自觉性。

6. 能够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

三、研究方向

1. 公共行政管理

2. 海关与国际贸易管理

3. 政府治理现代化实验班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基本学习年限均为三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

延长学习年限等的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42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9 学分，其中，必修课 21 学分，选修课 18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5学分

（2）学位基础课 7学分

（3）专业必修课 9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8 学分

（5）公共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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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社会实践（2学分）

学生应结合专业方向参加社会实践，可以围绕某个公共领域的管理和政策问题以个人或小组的

方式开展项目调研，也可以到某一部门或地区挂职锻炼。在政府或者其他公共管理部门进行实践的

时间须不少于 3 个月，且须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公共管理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实践完成后必须提交

实践报告。鼓励学生参加案例写作培训和案例大赛，社会实践报告也可以用本人所在团队提交成功

的全国 MPA 案例大赛的案例分析报告代替。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政府管理学院

395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公共行政管理)

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公共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52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42学分

学位公共课 5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3学分

专业必修课 9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8学分

公共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9007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09007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09167003 高级英语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9267019 公共管理 是 是 3 48 秋

09267024 公共政策分析 是 是 2 32 春

09267026 社会研究方法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07 社会实践 是 否 2

专业必修课

09027001 公共经济学 是 否 3 48 春

09267023 政治学 是 否 2 32 秋

09267025 宪法与行政法 是 否 2 32 秋

09267030 案例分析方法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2-秋

专业选修课

09017002 国际贸易惯例 否 否 2 32 春

09027002 财税理论与政策 否 否 2 32 2-秋

09027005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否 否 2 32 2-秋

09027006 中国现代化与转型研究 否 否 2 32 2-秋

09037001 国际金融 否 否 2 32 2-春

09267004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否 否 2 32 2-秋

09267006 政府应急管理 否 否 2 32 2-春

09267011 政府公共关系 否 否 2 32 2-秋

09267014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9267015 电子政务 否 否 2 32 2-秋

09267017 公共领导力建设 否 否 2 32 2-秋

09267022 公共伦理 否 否 2 32 2-春

09267031 区域竞争与政府治理 否 否 2 32 2-春

09267032 社会组织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9267033 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 否 否 2 32 秋

公共行政管理
专业选修课 从 公共领导力建设, 公共伦理, 政府应急管理, 中国行政体

制改革, 4 选 4 选够 8学分

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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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顾建光．公共管理英语（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竹立家，李军鹏．公共管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4．高培勇．公共经济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杨志勇，张馨．公共经济学（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6．严强．公共政策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托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Earl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12th edition) . Cengage Learning, 2009.
9．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0．周叶中．宪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12．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
13．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田克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5．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6．孙久文．区域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17．马颜昕．数字政府变革与法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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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海关与国际贸易管理)

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公共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52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42学分

学位公共课 5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3学分

专业必修课 9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8学分

公共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9007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09007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09167003 高级英语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9267019 公共管理 是 是 3 48 秋

09267024 公共政策分析 是 是 2 32 春

09267026 社会研究方法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07 社会实践 是 否 2

专业必修课

09027001 公共经济学 是 否 3 48 春

09267023 政治学 是 否 2 32 秋

09267025 宪法与行政法 是 否 2 32 秋

09267030 案例分析方法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2-秋

专业选修课

09017001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否 否 2 32 2-秋

09017002 国际贸易惯例 否 否 2 32 春

09027002 财税理论与政策 否 否 2 32 2-秋

09027005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否 否 2 32 2-秋

09027006 中国现代化与转型研究 否 否 2 32 2-秋

09037001 国际金融 否 否 2 32 2-春

09267011 政府公共关系 否 否 2 32 2-秋

09267014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9267015 电子政务 否 否 2 32 2-秋

09267032 社会组织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9267033 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 否 否 2 32 秋

09277001 海关与贸易便利化 否 否 2 32 2-春

09277002 国际海关制度比较 否 否 2 32 2-春

09277003 海关税收征管政策与实务 否 否 2 32 2-春

09277004 中国海关业务改革 否 否 2 32 2-春

海关与国际贸易管理
专业选修课 从 国际海关制度比较,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海关税收征管

政策与实务, 中国海关业务改革, 4 选 4 选够 8学分

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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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顾建光．公共管理英语（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竹立家，李军鹏．公共管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4．高培勇．公共经济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杨志勇，张馨．公共经济学（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6．严强．公共政策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托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Earl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12th edition) . Cengage Learning, 2009.
9．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0．周叶中．宪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12．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
13．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田克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5．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6．孙久文．区域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17．马颜昕．数字政府变革与法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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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政府治理现代化实验班)

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公共管理 学科专业代码：1252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42学分

学位公共课 5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3学分

专业必修课 9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8学分

公共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9007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09007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09167003 高级英语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9267019 公共管理 是 是 3 48 秋

09267024 公共政策分析 是 是 2 32 春

09267026 社会研究方法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07 社会实践 是 否 2

专业必修课

09027001 公共经济学 是 否 3 48 春

09267023 政治学 是 否 2 32 秋

09267025 宪法与行政法 是 否 2 32 秋

09267030 案例分析方法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2-秋

专业选修课

09017002 国际贸易惯例 否 否 2 32 春

09027002 财税理论与政策 否 否 2 32 2-秋

09027005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否 否 2 32 2-秋

09027006 中国现代化与转型研究 否 否 2 32 2-秋

09037001 国际金融 否 否 2 32 2-春

09267006 政府应急管理 否 否 2 32 2-春

09267011 政府公共关系 否 否 2 32 2-秋

09267014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9267015 电子政务 否 否 2 32 2-秋

09267017 公共领导力建设 否 否 2 32 2-秋

09267027 行政执法与政府治理 否 否 2 32 2-秋

09267028 经济政策与发展模式抉择 否 否 2 32 春

09267029 政府职能与财政投融资 否 否 2 32 2-秋

09267031 区域竞争与政府治理 否 否 2 32 2-春

09267033 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 否 否 2 32 秋

政府治理现代化实验班
专业选修课 从 公共领导力建设, 经济政策与发展模式抉择, 行政执法与

政府治理, 政府职能与财政投融资, 4 选 4 选够 8学分

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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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顾建光．公共管理英语（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竹立家，李军鹏．公共管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4．高培勇．公共经济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杨志勇，张馨．公共经济学（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6．严强．公共政策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托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Earl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12th edition) . Cengage Learning, 2009.
9．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0．周叶中．宪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12．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
13．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田克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5．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6．孙久文．区域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17．马颜昕．数字政府变革与法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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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品德优良、信念执著、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致力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

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科研或经济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政治研究的前沿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能够在本学科及相关领域核心期刊上发表

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和申报，且能够承担并能独立完成省市或部、委级

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讲授本专业本硕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与良好的创新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

述自己的独立的学术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2. 经济全球化与对外贸易发展

3. 国际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4. 多边贸易体制与世界贸易组织

5. 国际经济关系

6. 国别经济研究

7. 开放型经济体制研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 18 学分，选修课 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2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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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学习期间应该完成至少 50 篇文献的阅读（论文与专著折算率为 5:1），导师按学年对

博士的阅读量进行考核。博士生申请预答辩前应完成所要求的的阅读量，并向学院提交文献阅读考

核表。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学习期间应积极参加本校组织的学术报告，在毕业资格审核前至少完成 16 次学术报告

情况记载和小结，且要有导师审核签字。博士生每学期末应向学院提交相关材料。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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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研究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世界经济 学科专业代码：020105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10166002 世界经济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10026008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0026001 世界经济前沿 是 否 2 32 秋

10026006 经济学研究方法及应用 是 否 3 48 春

专业选修课

10016001 国际贸易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0026004 世界经济史 否 否 2 32 春

10026007 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沿 否 否 2 32 秋

10036001 国际投资学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重塑 21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刘卫东等译．商务印刷馆，2007．
2．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
3．埃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中信出版社，2013．
4．卡布尔．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
5．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
6．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出版社，2012．
7．扬•卢滕•范赞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浙江

大学出版社，2016．
8．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信出版集团，2016．
9．W•W•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10．H. Helpman and P. Krugman. Trade Policy and Market Structure. Cambridge, Mass: M. I. Tpre,
1989.
11．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2．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
13．朱民．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14．余永定．见证失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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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林重庚，迈克尔•斯宾塞．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中信出版社，

2011．
16．刘世锦．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中信出版社，2011．
17．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18．陈德铭．经济危机与规则重构．商务印书馆，2014．
19．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读．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0．吴戈，李斌．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
21．陈伟光．全球经济治理与制度性话语权．人民出版社，2017．
22．江小娟．新中国对外开放 70年．人民出版社，2019．
23．张卓元．中国改革顶层设计．中信出版社，2014．
2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百年大变局——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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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世界经济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战略眼光、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掌握较高外语技能，

具备从事世界经济理论、政策研究、外交、外经贸实际工作、高等院校教学、企业管理的高级复合

型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热爱祖国，品德高尚，诚实守信，善于合作，具有良好政治素质和职业精神。

2. 在掌握坚实的世界经济学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国际经济、国际政治、产业经济、国际经

济法等相关知识，具备从事相关研究和实际操作能力。

3. 熟练掌握 1-2 门外语，胜任涉外经济工作。

4. 身心健康，有良好的处理人际关系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国际经济合作与区域国别经济

2.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3. 中国对外经贸发展

4. 国际金融

5. 国际发展援助

6. 全球经济治理

7. 港澳台经济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9 学分，选修课 11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3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7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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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硕士生在学习期间应该完成至少 15 篇文献的阅读（论文与专著折算率为 5:1），导师按学期对

硕士的阅读量进行考核。硕士生申请答辩前应完成所要求的阅读量，并向学院提交文献阅读考核表。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硕士生在学习期间应积极参加本校组织的学术报告，在毕业资格审核前至少完成 8 次学术报告

情况记载和小结，且要有导师审核签字。硕士生每学期末应向学院提交相关材料。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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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经济研究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世界经济 学科专业代码：020105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3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7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10025003 世界经济研究 是 是 3 48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0025015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是 否 1 16 秋

10105001 计量经济学现代观点与方法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10015004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实践 否 否 2 32 秋

10016001 国际贸易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0025004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 否 否 3 48 秋

10025012 现代产业组织前沿 否 否 2 32 秋

10025013 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前沿 否 否 3 48 春

10025018 世界经济史 否 否 2 32 春

10025023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否 否 2 32 秋

10026006 经济学研究方法及应用 否 否 3 48 春

10095001 财务管理与资本运营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陈德铭等．经济危机与规则重构．商务印书馆，2014．
2．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
3．杜厚文等．世界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4．钱荣堃．国际金融．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5．张维维．中国触动全球．中信出版社，2011．
6．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 1978-2008．中信出版社，2008．
7．袁剑．奇迹的黄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2008．
8．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中信出版社，2004．
9．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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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易丹辉．数据分析与 Eviews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1．刘世锦．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中信出版社，2011．
12．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13．吴戈、李斌. 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
14．江小娟．新中国对外开放 70年．人民出版社，2019．
15．张卓元．中国改革顶层设计．中信出版社，2014．
1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百年大变局——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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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致力于国际经济、涉外经济、开

放经济等方面的国家政府部门、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或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科研

或管理工作的战略性高素质拔尖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坚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与系统的世界经济方面的专门知识，熟悉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和国

际经贸规则，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熟练掌握最新的计算技术和数量分析工具，

能够在本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省市或

部委级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硕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世界经济相关的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贸易组织

2.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贸易发展

3. 国际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4. 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4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3 学分，其中，必修课 17 学分，选修课 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2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 跨专业背景的博士生需补修硕士课程，建议补修课程为数理经济学(Ⅰ)和世界贸易组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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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博士生在学期间应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阅读不少于 50 篇的文献，并在预答辩前提交

10000 字的文献综述，同时进行文献综述汇报。

3.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1）博士生在论文工作期间至少作 2 次学术报告。学术报告需经导师批准，报告前报院办备案。

（2）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10 次以上本校组织的学术报告，每次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

学术报告记载表经导师签字后自己留存，申请答辩前交院办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411

世界经济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世界经济 学科专业代码：020105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4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11166002 经济学英文阅读与写作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1016001 世界贸易组织专题 是 否 2 32 秋

11026008 经济学研究方法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11016003 贸易实证分析 否 否 2 32 秋

11026005 中国开放经济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1026010 世界经济史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补硕士课
01105005 数理经济学(Ⅰ) 否 否 2 32 秋

11015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Bernard M. Hoekman & Michel M. Kosteck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The WTO and Beyond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Miguel A. Hernan & James M. Robins. Causal Inference: What If. Boca Raton: Chapman & Hall /
CRC, 2020.
3．罗伯特•芬斯特拉，魏尚进编．鞠建东，余淼杰译．全球贸易中的中国角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4．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
5．道格拉斯•欧文著．余江，刁琳琳，陆殷莉译．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 200年．中信出版

社，2019．
6．WTO秘书处．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译．世界贸易报

告 2007．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7．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8．屠新泉．改革开放 40周年：中国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变迁．人民出版社，2019．
9．Gopinath, G., Helpman, E., & Rogoff, K.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lsevier, 2014.
10．Bagwell, K., & Staiger, R. W. Handbook of Commercial Policy. Elsevier, 2016.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412

11．杰弗里•M•伍德里奇．横截面与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2．乔舒亚•安格里斯特，约恩-斯特芬•皮施克著．郎金焕，李井奎译．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

实证研究者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3．今井耕介．量化社会科学导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0．
14．张磊，蔡会明，邵浩编译．贸易政策分析实用指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15．薛荣久．中国对WTO规则的恪守与砺进．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
16．Eric Neumayer，Thomas Plümper著．韩永辉，谭锐译．定量研究中的稳健性检验．上海人民

出版社，2020．
17．乔万尼•赛鲁利著．邱俊鹏译．社会经济政策的计量经济学评估—理论与应用．上海人民出版

社，2020．
18．芬斯特拉著．唐宜红译．高级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9．芬斯特拉著．陈波译．产品多样化与国际贸易收益．格致出版社，2012．
20．迪克西特著．冯曲，吴桂英译．经济理论中的最优化方法（第二版）．格致出版社，2020．
21．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梅丽兹．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十一版）．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21．
22．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著．梁琦译．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

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4．单文华等．中外投资条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
25．李成钢等．世贸组织规则博弈．商务印书馆，2011．
26．张丽娟．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
27．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8．沈玉良，李墨丝等．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29．江小涓等著．服务经济——理论演进与产业分析．人民出版社，2014．
30．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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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面向世界，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系统坚实的世界经济基础知识，能独立承担本专业

的科研和教学任务及经济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改革开

放。自觉遵纪守法，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2. 勤奋学习，学风端正，对国民经济学的某一方面进行较深入的专门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精

神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 熟练地掌握英语。

4. 身心健康。

三、研究方向

1. WTO 与经济全球化

2. WTO 成员经贸关系

3. 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4. 服务经济与国际服务贸易

5. 国际投资与金融合作

6. 国际合作与发展援助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3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2 学分，其中，必修课 20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414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硕士生在学期间应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阅读不少于 30篇的文献，并在预答辩前提交 5000

字的文献综述，同时进行文献综述汇报。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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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世界经济 学科专业代码：020105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3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1025014 经济学文献导读与研究方法 是 否 2 32 秋

11025016 国际经济理论前沿及实证研究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11015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1015005 美国贸易政策与中美关系 否 否 2 32 春

11015008 中国对外贸易前沿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1016001 世界贸易组织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1016003 贸易实证分析 否 否 2 32 秋

11025003 世界经济史 否 否 2 32 秋

11025011 发展中大国经贸关系 否 否 2 32 春

11025017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1026008 经济学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秋

11026010 世界经济史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Bernard M. Hoekman & Michel M. Kosteck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The WTO and Beyond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罗伯特•芬斯特拉，魏尚进编．鞠建东，余淼杰译．全球贸易中的中国角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
4．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5．WTO & UNCTAD. A Practical Guide to Trade Policy Analysis. 2012.
6．WTO秘书处．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译．世界贸易报

告 2007．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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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8．屠新泉．改革开放 40周年：中国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变迁．人民出版社，2019．
9．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胡盈之，索必成译．乌拉圭回合协议导读．法律出版社，2001．
10．余淼杰．国际贸易学：理论、政策与实证（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11．杰弗里•M•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12．乔舒亚•安格里斯特著，郎金焕译．精通计量：从原因到结果的探寻之旅．格致出版社，2019．
13．今井耕介．量化社会科学导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0．
14．黄奇帆．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中信出版社，2020．
15．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全球贸易关系背后的政治逻辑．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
16．张磊，蔡会明，邵浩．贸易政策分析实用指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17．杨国华．WTO中国案例评析．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18．世界贸易组织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译．世

界贸易组织二十周年：挑战和成就．中国商务出版社，2017．
19．薛荣久．中国对WTO规则的恪守与砺进．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
20．芬斯特拉，泰勒著．张友仁等译．国际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1．芬斯特拉著．陈波译．产品多样化与国际贸易收益．格致出版社，2012．
22．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梅丽兹．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十一版）．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21．
23．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著．梁琦译．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4．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乌拉圭回合协议导读．法律出版社，2000．
25．李成钢等．世贸组织规则博弈．商务印书馆，2011．
26．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

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7．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8．沈玉良，李墨丝等．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29．江小涓等．服务经济——理论演进与产业分析．人民出版社，2014．
30．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2．
31．Carol Lancaster. Foreign Aid: Diplomacy, Development, Domestic Polit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32．黄梅波．国际发展援助的有效性研究：从援助有效性到发展有效性．人民出版社，2020．
33．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4．赵剑治．国际发展合作理论实践与评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35．兹维•博迪，罗伯特•默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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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面向世界，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系统坚实的国民经济学基础知识，能独立承担本专

业的科研和教学任务及经济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改革开

放。自觉遵纪守法，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2. 勤奋学习，学风端正，对国民经济学的某一方面进行较深入的专门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精

神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 熟练地掌握英语。

4. 身心健康。

三、研究方向

1. 开放经济与管理

2. 服务贸易与投资

3. 公共采购管理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3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2 学分，其中，必修课 20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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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士生在学期间应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阅读不少于 30篇的文献，并在预答辩前提交 5000

字的文献综述，同时进行文献综述汇报。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419

国民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国民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3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1025011 发展中大国经贸关系 是 否 2 32 春

11025014 经济学文献导读与研究方法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11015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1015005 美国贸易政策与中美关系 否 否 2 32 春

11015008 中国对外贸易前沿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1016001 世界贸易组织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1016003 贸易实证分析 否 否 2 32 秋

11025003 世界经济史 否 否 2 32 秋

11025016 国际经济理论前沿及实证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1025017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1026008 经济学研究方法 否 否 2 32 秋

11026010 世界经济史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Bernard M. Hoekman & Michel M. Kosteck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The WTO and Beyond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罗伯特•芬斯特拉，魏尚进编．鞠建东，余淼杰译．全球贸易中的中国角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
4．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5．WTO & UNCTAD. A Practical Guide to Trade Policy Analysis, 2012.
6．WTO秘书处．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译．世界贸易报

告 2007．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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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8．屠新泉．改革开放 40周年：中国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变迁．人民出版社，2019．
9．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胡盈之，索必成译．乌拉圭回合协议导读．法律出版社，2001．
10．余淼杰．国际贸易学：理论、政策与实证（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11．杰弗里•M•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12．乔舒亚•安格里斯特著．郎金焕译．精通计量：从原因到结果的探寻之旅．格致出版社，2019．
13．今井耕介．量化社会科学导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0．
14．黄奇帆．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中信出版社，2020．
15．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全球贸易关系背后的政治逻辑．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
16．张磊，蔡会明，邵浩．贸易政策分析实用指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17．杨国华．WTO中国案例评析．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18．世界贸易组织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译．世

界贸易组织二十周年：挑战和成就．中国商务出版社，2017．
19．薛荣久．中国对WTO规则的恪守与砺进．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
20．芬斯特拉，泰勒著．张友仁等译．国际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1．芬斯特拉著．陈波译．产品多样化与国际贸易收益．格致出版社，2012．
22．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梅丽兹．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十一版）．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21．
23．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著．梁琦译．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4．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乌拉圭回合协议导读．法律出版社，2000．
25．李成钢等．世贸组织规则博弈．商务印书馆，2011．
26．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

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7．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8．沈玉良，李墨丝等．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29．江小涓等．服务经济——理论演进与产业分析．人民出版社，2014．
30．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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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品德优良、身心健康，具有系统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能够运用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对

金融与保险领域的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致力于从事金融与保险领域的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

水平创新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备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熟悉金融与保险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前沿动

态，具有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和严谨周密的科学作风。

2. 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具备独立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能力，能在金融与保险领

域中做出有理论或实践意义的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能在本专业权威期刊发表具有创新价值的科研论

文。

3. 具备独立进行金融与保险领域的课题研究能力，能够承担并完成各类纵向及横向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讲授金融与保险领域专业本、硕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5 学分，其中，必修课 19 学分，选修课 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博士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广泛搜集和阅读学科前沿文献，并在第三学期末

撰写、提交一篇完整的文献综述，字数应不低于 2 万字，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 6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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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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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保险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金融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6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6166091 学术交流英语 是 是 2 32 秋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12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12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2076001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写作 是 否 2 32 秋

12076004 高级保险经济学 是 否 2 32 秋

12106002 微观计量经济学与 Stata 应用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12076003 风险分析与风险模型 否 否 2 32 秋

12076008 人寿与健康保险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2076009 企业风险管理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2076021 风险与保险经济学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2076022 金融数学优化方法与 Matlab 应用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赵西亮．基本有用的计量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应用（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葛扬等．经济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4．文传浩等．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理论与实务．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5．迪翁（美）主编．朱铭来等译校．保险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6．王国军．保险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Crouhy, M., Galai, D. & Mark, R. The Essentials of Risk Management (Vol. 1). New York:
McGraw-Hill, 2006.
8．Cheng-Few Lee, John Lee. Handbook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0.
9．David Ling, Wayne Archer. Real Estate Principles: A Value Approach.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2012.
10．McKinney, W. Python for Data Analysis: Data Wrangling With Pandas, NumPy, and IPython.
O'Reilly Media, Inc.,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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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ames S. Trieschmann, Sandra G. Gustavson, and Robert E. Hoyt.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 2001.
12．Varian, H. R.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A Modern Approach (9th edition). W.W. Norton &
Compan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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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才兼备、善于创新、基础宽厚、专业扎实、立志于社会保障以及劳动经济领域研究型人

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备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熟悉劳动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和前沿动向，

具有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和严谨周密的科学作风。

2. 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具备独立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能力，能在劳动经济学领

域中做出有理论或实践意义的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能在本专业权威期刊发表具有创新价值的科研论

文。

3. 具备独立进行劳动经济学专业研究课题的能力，能够承担并完成省市或部、委级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劳动经济学专业本硕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5 学分，其中，必修课 19 学分，选修课 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博士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广泛搜集和阅读学科前沿文献，并在第三学期末

撰写、提交一篇完整的文献综述，字数应不低于 2 万字，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 60 篇。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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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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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保险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劳动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7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6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6166091 学术交流英语 是 是 2 32 秋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12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12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2076001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写作 是 否 2 32 秋

12336010 高级劳动经济学(Ⅰ) 是 否 2 32 秋

12336011 高级劳动经济学(Ⅱ)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12076008 人寿与健康保险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2336002 人力资源管理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2336004 企业年金 否 否 2 32 秋

12336005 劳动关系研究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唐•埃思里奇著，朱钢译．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曾湘泉．劳动经济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3．常凯．劳动关系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4．基思•怀特菲尔德等著，程延园译．产业关系方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5．詹姆士•J•海克曼著，曾湘泉等译．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6．奥利•阿申费尔特，理查德·莱亚德等．劳动经济学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7．Derek Bosworth, Peter Dawkins and Thorsten Stromback. The Economics of the Labour Market.
Longman Press, 1996.
8．Clark Kerr and Paul D. Staudohar, Labor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9．Kaufman. The Global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LO, 2003.
10．Angrist, J. D. and Pischke, J. S.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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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算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品德优良、身心健康，具有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全面的精算学和金融保险学科相关

知识，能够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独立进行精算学和金融保险领域创新性研究，致力于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从事精算学和金融保险领域的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

才。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把握精算学和金融保险

领域的历史发展和学术前沿，并能对现有相关理论进行批判性评价，创新性地设计研究方案。

2. 能用扎实的精算学和金融保险理论知识解决金融（含：保险）行业实务中的具体问题，如金

融（含：保险）机构的风险管理、资产负债配置等。

3. 掌握较深入的数理知识，掌握一个以上的数据分析工具，如 STATA、SAS、R 语言等，并熟练

运用这些工具对金融（含：保险）业务面临的风险进行定量分析。

4. 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单独或与导师合作在 SSCI、SCI、

CSSCI 索引期刊上发表论文。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5 学分，其中，必修课 19 学分，选修课 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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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广泛搜集和阅读学科前沿文献，并在第三学期末

撰写、提交一篇完整的文献综述，字数应不低于 2 万字，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 60 篇。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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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算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保险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精算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Z3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6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6166091 学术交流英语 是 是 2 32 秋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12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12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2076001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写作 是 否 2 32 秋

12076002 人口统计与养老金精算 是 否 2 32 秋

12076020 非寿险精算学模型与应用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12076004 高级保险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12076017 精算学中的随机过程 否 否 2 32 秋

12076018 量化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秋

12076021 风险与保险经济学专题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MacCullagh, P., Nelder, J. A. Generalized Iinear Models. CRC Press, 1989.
2．Dickson D., Hardy M. R., Waters H. R. Actuarial Mathematics for Life Contingent Risks. Cambridge
Books, 2014.
3．孟生旺．风险模型：基于 R的保险损失预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4．Olivieri A., Pitacco E. Life Insurance: Pricin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1.
5．Beirlant J., Segers J., Waal D., et al. Statistics of Extreme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Wiley, 2006.
6．Frees E. W., Derrig R. A., Meyers G. Predictive Modeling Applications in Actuarial Science, Volume
1: Predictive Modeling Techniqu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7．Frees E. W., Meyers G., Derrig R. A. Predictive Modeling Applications In Actuarial Science, Volume
2: Case Studies in Insur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8．James G., Witten D., Hastie T.,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al Learning: With Applications in
R. Springer, 2013.
9．De Jong P., Heller G. Z.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for Insurance Dat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Duncan I. G. Healthcare Risk Adjustment and Predictive Modeling. Actex Publication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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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Ohlsson, E., Johansson, B. Non-life Insurance Pricing with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Springer,
2010.
12．Klugman S. A., Panjer H. H., Willmot G. E. Loss Models: From Data to Decisions. John Wiley &
Sons, 2012.
13．Hossack, I. B., Pollard, J. H., Zehnwirth, B. Introductory Statistics with Applications in General
Insurance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Geoff Werner, Claudine Modlin. Basic Ratemaking. Casualty Actuarial Society, 2009.
15．Daykin C. D., Pentikainen T., Pesonen, M. Practical Risk Theory for Actuaries. Chapman & Hall,
1994.
16．McNeil A. J., Frey R., Embrechts P. Quantitative Risk Management: Concepts, Techniques and
Tool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7．Charpentier A. Computational Actuarial Science with R. Chapman and Hall/CRC, 2014.
18．Gelman A., Carlin J. B., Stern H. S., Rubin D. B. Bayesian Data Analysis. Chapman & Hall/CRC,
2014.
19．Georges Dionne, Scott Harrington. Foundations of Insurance Economics: Reading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20．Dionne, Georges. Handbook of Insurance. Springer, 2013.
21．Hanspeter Schmidli. Stochastic Control in Insurance. Springer, 2008.
22．Soren Asmussen. Hansjorg Albrecher: Ruin Probabilities (2nd edition). World Scientific, 2010.
23．孟生旺．回归模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4．Hastie T. J., Tibshirani R. J. Generalized Addtive Model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990.
25．Hofert M., Kojadinovic I., Mchler M., et al. Elements of Copula Modeling with R. Springer, 2018.
26．Wüthrich, M., Merz, M. Stochastic Claims Reserving Methods in Insurance. Wiley, 2008.
27．Robert C. P. Monte Carlo Methods. Wiley Online Library, 2004.
28．Rue H., Held L. Gaussian Markov Random Field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Chapman & Hall/CRC,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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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坚实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了解国内外金融业的前沿动态、把握国家经济金融、保险

政策，掌握专业领域知识技能，胜任金融监管部门、金融保险机构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系统掌握现代金融学原理和金融专业知识，能够扎实运用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知识解决金融

保险实务中的具体问题。

2. 具有比较扎实的数理知识，掌握一个以上的数据分析工具，如 STATA、SAS、R 语言等，并熟

练运用这些工具对不同金融业务面临的风险进行定量分析。

3. 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初步具备独立承担与专业

研究相关工作的能力，具备继续深造或者从事金融研究的知识水平和学术潜质。

三、研究方向

1. 风险管理与保险

2. 保险法学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4 学分，其中，必修课 22 分，选修课 12 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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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士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广泛搜集和阅读学科前沿文献，并在第二学期末

撰写、提交一篇完整的文献综述，字数应不低于 1 万字，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 40 篇。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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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保险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金融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5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2075001 国际风险管理与保险 是 否 2 32 秋

12075009 金融保险研究方法与写作 是 否 2 32 春

12075012 金融学研究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12075002 保险经济分析 否 否 2 32 秋

12075006 应用随机过程 否 否 2 32 秋

12075008 人寿与健康保险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12075010 员工福利计划 否 否 2 32 春

12075013 再保险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12075014 海上保险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12075016 企业风险管理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2075017 保险法 否 否 2 32 秋

12075020 健康经济学与医疗保险 否 否 3 48 秋

12075026 财产风险管理与保险 否 否 2 32 秋

12075027 保险公司财务管理 否 否 2 32 秋

12075028 责任与信用保险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2075032 养老金计划与精算 否 否 2 32 春

12075036 保险监管理论与实践 否 否 2 32 秋

12075037 家庭金融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春

12075038 保险投资与金融市场 否 否 2 32 春

12076022 金融数学优化方法与 Matlab 应用 否 否 2 32 春

12335001 企业年金 否 否 2 32 春

12335002 中国劳动经济与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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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5003 人力资源管理与薪酬设计 否 否 2 32 春

12335004 社会保障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赵西亮．基本有用的计量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应用（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葛扬等．经济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4．文传浩等．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理论与实务．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5．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第 1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6．王国军．保险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Crouhy, M., Galai, D. & Mark, R. The Essentials of Risk Management (Vol. 1). New York:
McGraw-Hill, 2006.
8．Cheng-Few Lee, John Lee. Handbook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0.
9．David Ling, Wayne Archer. Real Estate Principles: A Value Approach.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2012.
10．McKinney, W. Python for Data Analysis: Data Wrangling With Pandas, NumPy, and IPython.
O'Reilly Media, Inc., 2012.
11．James S. Trieschmann, Sandra G. Gustavson, and Robert E. Hoyt.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 2001.
12．Varian, H. R.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A Modern Approach (9th edition). W.W. Norton &
Compan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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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遵纪守法、身心健康，系统掌握劳动经济学和其它相关经济学知识，

能够承担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劳动政策制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研究与实际工作的高层

次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和数学知识，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合理的知识结构。

2. 熟练掌握劳动经济学理论及方法，了解世界经济发展动态、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以及劳动经济

学前沿与市场热点。

3. 具备熟练的英语技能，能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流畅地进行口头交流与翻译。

4. 具备较高的计算机应用和操作水平，能够使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开展各类商务活动。

三、研究方向

1. 社保基金管理

2. 人力资源

3. 社会保障学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22 学分，选修课 8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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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士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广泛搜集和阅读学科前沿文献，并在第二学期末

撰写、提交一篇完整的文献综述，字数应不低于 1 万字，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 40 篇。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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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保险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劳动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7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2075009 金融保险研究方法与写作 是 否 2 32 春

12075022 劳动经济学 是 否 2 32 秋

12075040 统计建模与 R软件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12075001 国际风险管理与保险 否 否 2 32 秋

12075005 社会保险理论与政策 否 否 2 32 秋

12075008 人寿与健康保险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12075010 员工福利计划 否 否 2 32 春

12335001 企业年金 否 否 2 32 春

12335002 中国劳动经济与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2335003 人力资源管理与薪酬设计 否 否 2 32 春

12336002 人力资源管理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2336005 劳动关系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2336010 高级劳动经济学(Ⅰ) 否 否 2 32 秋

12336011 高级劳动经济学(Ⅱ)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唐•埃思里奇著，朱钢译．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曾湘泉．劳动经济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3．常凯．劳动关系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4．基思•怀特菲尔德等著，程延园译．产业关系方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5．詹姆士•J•海克曼著，曾湘泉等译．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6．奥利•阿申费尔特，理查德·莱亚德等．劳动经济学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7．Derek Bosworth, Peter Dawkins and Thorsten Stromback. The Economics of the Labou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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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man Press, 1996.
8．Clark Kerr and Paul D. Staudohar, Labor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9．Kaufman. The Global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LO, 2003.
10．Angrist, J. D. and Pischke, J. S.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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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算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全面系统的掌握包括金融、经济、保险、统计、精算等在内的各项基础理论知识和数据分

析技能，符合精算职业需求的全球化、标准化、应用型高级精算学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本学科宽广的基础理论和宽厚的精算学、统计学、保险学、经济学、金融学及相关领域

的专业知识，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形成专业研究方向。

2. 能运用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和计算手段，对风险问题建立精算和风险管理模型，借助软件和工

具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决策分析，具备娴熟的精算与风险管理应用技能。

3. 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具备创新能力和独立科研能力，能够以严谨的治学态

度探索和研究精算学科前沿知识，开拓新的学术和应用领域。

4. 有高度社会责任感，能胜任高层次的研究、教学或经济管理工作。

三、研究方向

1. 寿险精算

2. 非寿险精算

3. 养老金与社会保险精算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24 学分，选修课 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8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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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硕士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广泛搜集和阅读学科前沿文献，并在第二学期末

撰写、提交一篇完整的文献综述，字数应不低于 1 万字，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 40 篇。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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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算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保险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精算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Z3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8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2075009 金融保险研究方法与写作 是 否 2 32 春

12075032 养老金计划与精算 是 否 2 32 春

12075034 产险精算定价 是 否 2 32 秋

12075035 健康与护理保险精算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12075002 保险经济分析 否 否 2 32 秋

12075006 应用随机过程 否 否 2 32 秋

12075019 保险公司经营与管理 否 否 2 32 春

12075027 保险公司财务管理 否 否 2 32 秋

12075029 精算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春

12075031 寿险精算 否 否 2 32 春

12075033 产险准备金与资本定价模型 否 否 2 32 春

12106002 微观计量经济学与 Stata 应用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Stuart A. Klugman, Harry H. Panjer, Gordon E. Willmot. Loss Models: From Data to Decisions (4th
edition).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2.
2．Geoff Werner, Claudine Modlin. Basic Ratemaking. Casualty Actuarial Society, 2009.
3．Dobson A. J. An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al Modeling. Chapman & Hall, 1983.
4．Hossack, I. B., Pollard, J. H., Zehnwirth, B. Introductory Statistics With Applications in General
Insurance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Daykin C. D., Pentikainen T., Pesonen, M. Practical Risk Theory for Actuaries. Chapman & Hall,
1994.
6．McNeil A. J., Frey R., Embrechts P. Quantitative Risk Management:Concepts, Techniques and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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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7．De Jong P., Heller G. Z.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for Insurance Dat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8.
8．Charpentier A. Computational Actuarial Science with R. Chapman and Hall/CRC, 2014.
9．Gelman A., Carlin J. B., Stern H. S., Rubin D. B. Bayesian Data Analysis. Chapman & Hall/CRC,
2014.
10．Georges Dionne, Scott Harrington. Foundations of Insurance Economics: Reading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11．Dionne, Georges. Handbook of Insurance. Springer, 2013.
12．Alexander J. McNeil, Rüdiger Frey, Paul Embrechts. Quantitative Risk Management: Concepts,
Techniques and Tool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3．Bernt Øksendal.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Equations (6th edition). Spinger, 2014.
14．Hanspeter Schmidli. Stochastic Control in Insurance. Springer, 2008.
15．Soren Asmussen, Hansjorg Albrecher. Ruin Probabilities (2nd edition). World Scientific, 2010.
16．Steven Shreve. Stochastic Calculus for Finance II: Continuous-Time Models. Springer, 2004.
17．孟生旺．回归模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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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坚实的保险学、金融学和投资学理论基础，有较强专业能力、沟通能力和写作能力，

可胜任各级保险监管部门、中外保险机构、各类金融机构、大中型企业财务融资部门及风险管理部

门的高素质、复合型的风险管理、保险投资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

能够应用风险管理及保险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2. 掌握相关学科知识，熟悉相关政策和法规，具备从事保险相关职业要求的知识和技能，符合

行业高层次人才的资格认证要求。

3. 掌握一门外语，听、说、读、写熟练。

4. 诚实守信，身心健康，具有创新进取精神。

三、研究方向

1. 保险

2. 资产配置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9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 34 分，必修环节 5 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4 学分，其中，必修课 18 分，选修课 1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6学分

（2）学位基础课 6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4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专业实习（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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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应当在金融保险机构、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相关岗位实习，实践时间不少于半年。实习结

束必须提交 5000 字以上的实践总结。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保险专业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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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保险)

学院：保险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保险 学科专业代码：0255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9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5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4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12167001 高级英语 是 是 3 48 秋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12075002 保险经济分析 是 是 2 32 秋

12077001 保险学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2107001 计量经济学与 stata 应用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01 专业实习 是 否 4

专业必修课

12075009 金融保险研究方法与写作 是 否 2 32 春

12075019 保险公司经营与管理 是 否 2 32 春

12075027 保险公司财务管理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12075010 员工福利计划 否 否 2 32 春

12075013 再保险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12075014 海上保险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春

12075016 企业风险管理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2075017 保险法 否 否 2 32 秋

12075020 健康经济学与医疗保险 否 否 3 48 秋

12075026 财产风险管理与保险 否 否 2 32 秋

12075028 责任与信用保险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2075032 养老金计划与精算 否 否 2 32 春

12075036 保险监管理论与实践 否 否 2 32 秋

12075037 家庭金融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春

12077005 保险数理基础 否 否 2 32 春

12077007 应用随机过程 否 否 2 32 秋

12077012 人寿与健康保险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 32 秋

12077029 财产保险精算定价 否 否 2 32 春

12077031 保险公司财务报表识读 否 否 2 32 秋

12335001 企业年金 否 否 2 32 春

12335002 中国劳动经济与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2335003 人力资源管理与薪酬设计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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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5004 社会保障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赵西亮．基本有用的计量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应用（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葛扬等．经济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4．文传浩等编著．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理论与实务．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5．王国军．保险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魏华林．大国保险．中国金融出版社，2020．
7．王和．保险的未来．中信出版社，2019．
8．陈恳．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史 1978-2014．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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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资产配置)

学院：保险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保险 学科专业代码：0255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9学分

学位公共课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6学分

必修环节 5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4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12167001 高级英语 是 是 3 48 秋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12075002 保险经济分析 是 是 2 32 秋

12077001 保险学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2107001 计量经济学与 stata 应用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01 专业实习 是 否 4

专业必修课

12075009 金融保险研究方法与写作 是 否 2 32 春

12075019 保险公司经营与管理 是 否 2 32 春

12075027 保险公司财务管理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12075017 保险法 否 否 2 32 秋

12075020 健康经济学与医疗保险 否 否 3 48 秋

12075032 养老金计划与精算 否 否 2 32 春

12075036 保险监管理论与实践 否 否 2 32 秋

12075037 家庭金融风险管理 否 否 2 32 春

12075038 保险投资与金融市场 否 否 2 32 春

12077005 保险数理基础 否 否 2 32 春

12077007 应用随机过程 否 否 2 32 秋

12077022 保险基金量化投资分析 否 否 2 32 秋

12077024 金融与投资(Ⅰ) 否 否 2 32 秋

12077025 金融与投资(Ⅱ) 否 否 2 32 春

12077027 企业年金及养老金投资 否 否 2 32 秋

12077029 财产保险精算定价 否 否 2 32 春

12077031 保险公司财务报表识读 否 否 2 32 秋

12077032 保险资产管理基础 否 否 2 32 秋

12077033 不动产金融 否 否 2 32 秋

12335002 中国劳动经济与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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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西亮．基本有用的计量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应用（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葛扬等．经济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4．文传浩等．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理论与实务．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5．王国军．保险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魏华林．大国保险．中国金融出版社，2020．
7．王和．保险的未来．中信出版社，2019．
8．陈恳．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史 1978-2014．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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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坚实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理论功底，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分

析国内外相关问题，成为具备独立教学科研能力、政策规划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复合型高端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2. 系统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把握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与实践，

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前沿和现实问题。

3. 能够熟练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和课题选题

能力，能够撰写并在本专业核心期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4. 能熟练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撰写和翻译专业论文，并能流畅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

5. 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和能力，从事教学研究、理论宣传、政策规划、对策咨询和行政管理等方

面工作。

三、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与中国对外开放研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9 个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8 学分，其中，必修课 20 学分，选修课 8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8学分

（3）专业必修课 8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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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献阅读旨在让学生了解本专业最新和前沿的主要研究成果，把握专业和学科研究动态，学

习专业论文的写作规范，提升学生的文献综述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从而为学位论文的写作打下坚

实基础。学生应阅读不少于 30 篇本专业文献，导师按学年对博士的阅读量进行考核。博士生申请预

答辩前应完成所要求的的阅读量，并向学院提交文献阅读考核表。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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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学科专业代码：030203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9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8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1316600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学位基础课

13006003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4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6005 科学社会主义前沿问题专题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6008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题研究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3006006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专题研究 是 否 2 32 秋

13006007 中国对外开放专题研究 是 否 2 32 秋

130060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专题研究
是 否 2 32 春

13006014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13006009 国外社会主义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6010 当代资本主义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60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题研

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6013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10卷）．人民出版社，2012．
3．列宁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2012．
4．列宁专题文集（全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
5．毛泽东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文集（第 1-8卷）．人民出版社，1999．
7．邓小平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
8．江泽民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2006．
9．胡锦涛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2016．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三）．外文出版社，2018、2017、2020．
11．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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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3．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全三册）．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全五卷）．人民出版社，2012．
15．马克思主义史（第 1-4卷）．人民出版社，1997．
16．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17．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中央编译局，2011．
18．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19．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人民出版社，2017．
20．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1．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十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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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坚实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理论功底，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分

析国内外相关问题，成为具备独立科研能力、政策规划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复合型高端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2. 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把握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与实践，深入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前沿问题。

3. 能熟练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撰写和翻译专业论文，并能流畅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

4. 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和能力，从事教学研究、理论宣传、政策规划、对策咨询和行政管理等方

面工作。

三、研究方向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研究

2. 国内外社会思潮研究

3.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5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8学分

（3）专业必修课 8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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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献阅读旨在让学生了解本专业最新和前沿的主要研究成果，把握专业和学科研究动态，学

习专业论文的写作规范，提升学生的文献综述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从而为学位论文的写作打下坚

实基础。学生应阅读不少于 20 篇本专业文献，导师按学期对硕士的阅读量进行考核。硕士生申请答

辩前应完成所要求的阅读量，并向学院提交文献阅读考核表。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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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学科专业代码：030203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6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8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13005008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 是 是 2 32 春

13005010 当代国外社会思潮研究 是 是 2 32 春

13005016 当代西方国家工人运动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30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

究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3005014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是 否 2 32 秋

1300510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是 否 2 32 秋

13005103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是 否 2 32 秋

13005109 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13005015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017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018 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019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022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024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104 马克思主义前沿重大理论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106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2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20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2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与实践研

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206 习近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207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208 中国对外开放史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307 制度学研究 否 否 2 3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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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阅读书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10卷）．人民出版社，2012．
3．列宁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2012．
4．列宁专题文集（全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
5．毛泽东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文集（第 1-8卷）．人民出版社，1999．
7．邓小平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
8．江泽民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2006．
9．胡锦涛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2016．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三）．外文出版社，2018、2017、2020．
1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1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人民出版社，2017．
13．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4．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5．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全三册）．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全五卷）．人民出版社，2012．
17．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97．
18．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19．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中央编译局，2011．
20．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21．宋士昌．科学社会主义通论（四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2．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重庆出版社，2015．
23．李慎明．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潮：现状与发展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4．蒲国良．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飞跃（1516-1848）．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5．高放．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1848-191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6．孔寒冰，项佐涛．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1917-1991）．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27．郭春生．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的拓展（1978-201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8．高放．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29．秦宣．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30．姜辉．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特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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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术功底，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

和分析国内外相关问题，成为具有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理论宣传、政策规划和国际交流等能力的

复合型高端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2. 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术功底，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和理论成果，深

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

3. 能熟练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撰写和翻译专业论文，并能流畅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

4. 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和能力，从事教学研究、理论宣传、政策规划、对策咨询和党政管理等方

面工作。

三、研究方向

1．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哲学问题研究

2．中国对外开放的哲学方法论研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5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8学分

（3）专业必修课 8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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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献阅读旨在让学生了解本专业最新和前沿的主要研究成果，把握专业和学科研究动态，学

习专业论文的写作规范，提升学生的文献综述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从而为学位论文的写作打下坚

实基础。学生应阅读不少于 20 篇本专业文献，导师按学期对硕士的阅读量进行考核。硕士生申请答

辩前应完成所要求的阅读量，并向学院提交文献阅读考核表。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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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学科专业代码：03050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6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8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1300510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是 是 2 32 秋

130051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103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30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

究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3005104 马克思主义前沿重大理论研究 是 否 2 32 秋

13005105 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和科学体系研究 是 否 2 32 秋

13005107 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哲学问题研究 是 否 2 32 春

13005109 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13005010 当代国外社会思潮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014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015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017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024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106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108 习近平改革方法论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2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20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20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选读 否 否 2 32 春

130052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与实践研

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206 习近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207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208 中国对外开放史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307 制度学研究 否 否 2 3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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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阅读书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10卷）．人民出版社，2012．
3．列宁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2012．
4．列宁专题文集（全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
5．毛泽东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文集（第 1-8卷）．人民出版社，1999．
7．邓小平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
8．江泽民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2006．
9．胡锦涛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2016．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三）．外文出版社，2018、2017、2020．
1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1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人民出版社，2017．
13．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4．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5．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全三册）．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全五卷）．人民出版社，2012．
17．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97．
18．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第一至三卷）．人民出版社，2018．
19．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0．“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丛书（十二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21．“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22．李德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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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术功底，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

和分析国内外相关问题，成为具备独立科研能力、政策规划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复合型高端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2. 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和理论成果，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实践，科

学认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中的理论前沿问题。

3. 能熟练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撰写和翻译专业论文，并能流畅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

4. 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和能力，从事教学研究、理论宣传、政策规划、对策咨询和党政管理等方

面工作。

三、研究方向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研究

2. 中国对外开放与中国文化传播研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5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8学分

（3）专业必修课 8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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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献阅读旨在让学生了解本专业最新和前沿的主要研究成果，把握专业和学科研究动态，学

习专业论文的写作规范，提升学生的文献综述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从而为学位论文的写作打下坚

实基础。学生应阅读不少于 20 篇本专业文献，导师按学期对硕士的阅读量进行考核。硕士生申请答

辩前应完成所要求的阅读量，并向学院提交文献阅读考核表。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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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学科专业代码：030503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6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8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1300510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是 是 2 32 秋

130051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103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30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

究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3005109 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130052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研究 是 否 2 32 秋

1300520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是 否 2 32 春

1300520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13005010 当代国外社会思潮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014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015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017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104 马克思主义前沿重大理论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106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107 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哲学问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108 习近平改革方法论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20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选读 否 否 2 32 春

130052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与实践研

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206 习近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207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208 中国对外开放史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307 制度学研究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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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10卷）．人民出版社，2012．
3．列宁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2012．
4．列宁专题文集（全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
5．毛泽东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文集（第 1-8卷）．人民出版社，1999．
7．邓小平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
8．江泽民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2006．
9．胡锦涛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2016．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三）．外文出版社，2018、2017、2020．
1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1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人民出版社，2017．
1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4．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5．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6．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全三册）．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全五卷）．人民出版社，2012．
18．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97．
19．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第一至三卷）．人民出版社，2018．
20．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1．慎海雄．习近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2018．
22．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23．王员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2017．
24．门洪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1978—201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25．孙建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2019．
26．“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丛书（十二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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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专业学术功底，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研究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相关问题，成为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理论宣传、

政策规划、国际交流、党政群团和学生管理等能力的复合型高端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2. 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术功底，全面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熟悉思想形

成、发展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前沿和现实问题。

3. 能熟练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撰写和翻译专业论文，并能流畅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

4. 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和能力，从事教学研究、理论宣传、政策规划、党政群团和学生管理等方

面工作。

三、研究方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2. 当代青年国际交往研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5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8学分

（3）专业必修课 8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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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献阅读旨在让学生了解本专业最新和前沿的主要研究成果，把握专业和学科研究动态，学

习专业论文的写作规范，提升学生的文献综述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从而为学位论文的写作打下坚

实基础。学生应阅读不少于 20 篇本专业文献，导师按学期对硕士的阅读量进行考核。硕士生申请答

辩前应完成所要求的阅读量，并向学院提交文献阅读考核表。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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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专业代码：030505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6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8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1300510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是 是 2 32 秋

130051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103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30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

究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3005109 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130053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著作选读 是 否 2 32 秋

13005302 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是 否 2 32 秋

13005303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研究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13005010 当代国外社会思潮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014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015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017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018 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019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022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106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206 习近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207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208 中国对外开放史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30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305 习近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307 制度学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309 文明交流互鉴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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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10卷）．人民出版社，2012．
3．列宁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2012．
4．列宁专题文集（全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
5．毛泽东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文集（第 1-8卷）．人民出版社，1999．
7．邓小平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
8．江泽民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2006．
9．胡锦涛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2016．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三）．外文出版社，2018、2017、2020．
1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1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人民出版社，2017．
1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4．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5．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6．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全三册）．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全五卷）．人民出版社，2012．
18．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97．
19．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第一至三卷）．人民出版社，2018．
20．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21．孙其昂．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
22．王学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问题．人民出版社，2008．
23．李合亮．思想政治教育探本．人民出版社，2007．
24．曹建华．社交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逻辑与实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
25．韩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26．韩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构建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27．赵壮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8．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29．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30．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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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术功底，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

和分析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相关问题，成为具有科学研究、理论宣传、政策规划、国际交流、党政群

团和学生管理等能力的复合型高端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2. 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术功底，全面掌握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

法，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能够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前沿和现实问题。

3. 能熟练运用英语阅读专业资料、撰写和翻译专业论文，并能流畅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

4. 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和能力，从事教学研究、理论宣传、政策规划、党政群团和学生管理等方

面工作。

三、研究方向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规律研究

2.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研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5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8学分

（3）专业必修课 8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马克思主义学院

471

主文献阅读旨在让学生了解本专业最新和前沿的主要研究成果，把握专业和学科研究动态，学

习专业论文的写作规范，提升学生的文献综述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从而为学位论文的写作打下坚

实基础。学生应阅读不少于 20 篇本专业文献，导师按学期对硕士的阅读量进行考核。硕士生申请答

辩前应完成所要求的阅读量，并向学院提交文献阅读考核表。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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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学科专业代码：030506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6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8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1300510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是 是 2 32 秋

130051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103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30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

究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3005109 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 32 春

13005401 史学理论与方法 是 否 2 32 春

13005402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 是 否 2 32 秋

13005403 中国近现代重要人物研究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13005010 当代国外社会思潮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017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018 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019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022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206 习近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207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208 中国对外开放史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303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30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305 习近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3005307 制度学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3005404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否 否 2 32 春

13005405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 否 否 2 32 秋

13005406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否 否 2 32 春

13005407 中共党史党建前沿问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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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阅读书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10卷）．人民出版社，2012．
3．列宁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2012．
4．列宁专题文集（第 1-5卷）．人民出版社，2009．
5．毛泽东选集（第 1-4卷）．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文集（第 1-8卷）．人民出版社，1999．
7．邓小平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
8．江泽民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2006．
9．胡锦涛文选（第 1-3卷）．人民出版社，2016．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3卷）．外文出版社，2018、2017、2020．
1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1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人民出版社，2017．
1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4．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5．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6．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全三册）．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全五卷）．人民出版社，2012．
18．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97．
19．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第一至三卷）．人民出版社，2018．
2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共 2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共 50册）．人民出版社，2013．
22．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23．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2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25．[美]费正清著．张沛译．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26．[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1949-1965．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0．
27．[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92．
28．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9．黄岭峻．激情与迷思：中国现代自由派民主思想的三个误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30．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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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品行兼优、视野宽阔、专业突出、学术背景多元化，能够熟练运用英语进行本学科国内外

研究、具有国际视野和独到见解，能够独立从事应用经济学研究工作的高素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深入、系统地把握经济学、教育学及相关学科知识。

2. 能够流利使用英语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及观点。

3. 能够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并为政府机构提供政策咨询。

三、研究方向

1. 教育与开放经济

2. 教育与国家安全

3. 教育与公共服务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5 学分，其中，必修课 17 学分，选修课 8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博士生在读期间需要至少完成 20 篇基础文献阅读任务，做好阅读笔记，于第四学期前撰

写并向学院提交一篇 20000 字以上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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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476

国民经济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国民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6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14166001 外文文献阅读与写作训练 是 是 2 32 春

学位基础课

02026004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2026006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2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4386002 教育经济学 是 否 2 32 秋

14386011 教育经济研究的方法与工具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14386001 高等教育社会经济学 否 否 4 64 春

14386003 教育学 否 否 2 32 秋

14386004 教育学说史 否 否 2 32 春

14386005 教育财政学 否 否 2 32 秋

14386006 教育组织行为学 否 否 2 32 春

14386007 人才国际竞争力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4386008 教育国际化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14386009 教育与经济增长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4386010 教育大国与教育强国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2．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3．马克思．资本论．上海三联书店，2009．
4．赖德胜．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5．蔡昉，张车伟．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6．阿西莫格鲁，莱布森，李斯特著．卢远瞩等译．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7．多米尼克•J•布鲁维尔著．刘泽云译．教育经济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8．乔舒亚•安格里斯特，约恩-斯特芬•皮施克著．郎金焕译．精通计量：从原因到结果的探寻之旅．格

致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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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博士（经济学方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具备开展统计学领域国际学术交

流、合作的专业能力，致力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经济统计理论、

方法和应用的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领

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能够在本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

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省市或部、委级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硕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经济统计理论与应用

2. 商务统计与贸易统计

3. 数量金融与金融统计

4. 计量经济理论与应用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 18 学分，选修课 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 跨学科背景（硕士学位非经济学硕士）的博士生需补修至少 2门本专业硕士课程，建议补修

课程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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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每名博士生在校期间应阅读专业阅读清单中的学术论文 20 篇和专业阅读书目中的专著 5 本，并

在学科综合考试前提交不少于 5000 字的文献综述。文献综述的主题须与其专业博士研究生领域相关，

学院组织评审。

3. 博士生论坛（不计学分）

每名博士生应至少参加 1 次高水平学术会议（含博士生论坛），并做学术报告。博士生在参加

博士毕业论文开题前提交学术报告材料，学院组织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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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博士（经济学方向）培养计划

学院：统计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统计学 学科专业代码：0714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15166001 专业英语阅读与写作 是 是 2 32 春

学位基础课

02026004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2026006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15106007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5106002 宏观经济统计专题 是 否 2 32 秋

15106019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专题 是 否 2 32 秋

15106020 统计前沿专题 是 否 1 16 春

专业选修课

15106004 时间序列分析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5106005 金融统计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5106008 统计理论与方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5106009 贸易统计专题 否 否 1 16 秋

15106010 随机分析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5106011 高等统计学 否 否 3 48 春

15106018 贝叶斯统计专题 否 否 2 32 秋

补硕士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否 否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否 否 3 48 秋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张成思．金融计量学：时间序列分析视角（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3．威廉•H•格林著．张成思译．计量经济分析（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Peter Buhlmann（P•布尔曼），Sara van de Geer（S•冯•吉尔）．高维数据统计学：方法、理论

和应用（英语）．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
5．陈希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8．
6．陈家鼎等．数理统计学讲义（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7．David Freedman．统计学（第二版）．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8．Hoaglin, C．探索性数据分析．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9．Bowerman, BruceL. Forecasting and Time Series: An Applied Approach（预测与时间序列）.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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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Press, 2003.
10．Shao J．Mathematical Statistics．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11．卡塞拉，贝耶，张忠占，傅莺莺．统计推断（翻译版 原书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12．Serfling. Approximation Theorem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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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博士（理学方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具备开展统计学领域国际学术交

流、合作的专业能力，具有独立从事统计学原创性研究和应用能力，致力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数理统计及数据科学理论方法和应用的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

素质拔尖创新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领

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掌握本学科坚实理论基础，能够准确、充分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能够在本专业核

心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省市或部、委级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硕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数理统计与生物统计

2.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 18 学分，选修课 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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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每名博士生在校期间应阅读专业阅读清单中的学术论文 20 篇和专业阅读书目中的专著 5 本，并

在学科综合考试前提交不少于 5000 字的文献综述。文献综述的主题须与其专业博士研究生领域相关，

学院组织评审。

3. 博士生论坛（不计学分）

每名博士生应至少参加 1 次高水平学术会议（含博士生论坛），并做学术报告。博士生在参加

博士毕业论文开题前提交学术报告材料，学院组织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理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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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博士（理学方向）培养计划

学院：统计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统计学 学科专业代码：0714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15166001 专业英语阅读与写作 是 是 2 32 春

学位基础课

15106011 高等统计学 是 是 3 48 春

15106013 数据科学理论与实践 是 是 3 48 秋

15106021 高等概率论 是 是 3 48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5106008 统计理论与方法专题 是 否 2 32 春

15106019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专题 是 否 2 32 秋

15106020 统计前沿专题 是 否 1 16 春

专业选修课

15106004 时间序列分析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5106005 金融统计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5106010 随机分析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5106015 现代统计模型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5106016 纵向数据与生存分析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5106018 贝叶斯统计专题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应用（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张成思．金融计量学：时间序列分析视角（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3．威廉•H•格林著．张成思译．计量经济分析（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Peter Buhlmann（P•布尔曼），Sara van de Geer（S•冯•吉尔）．高维数据统计学：方法、理论

和应用（英语）．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
5．陈希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8．
6．陈家鼎等．数理统计学讲义（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7．David Freedman．统计学（第二版）．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8．Hoaglin•C．探索性数据分析．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9．Bowerman, BruceL. Forecasting and Time Series: An Applied Approach（预测与时间序列）. China
Machine Press, 2003.
10．Shao J．Mathematical Statistics．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11．George Casello Roger L.Berger著，张忠占，傅莺莺译．统计推断（翻译版 原书第 2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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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工业出版社，2019．
12．Serfling. Approximation Theorem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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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掌握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

扎实的经济统计方法，具备经济统计相关领域的研究能力，能够解决经济管理、金融、贸易等领域

的实际问题，辅助国家治理和企业决策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了解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政策。

2．系统掌握国民经济统计、金融统计、贸易统计、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理论与实务。

3．掌握文献检索、论文写作等科学研究的基本技能，具备独立开展研究的能力。

4．具有良好的计算机技能、专业外语水平及运用统计软件处理和分析经济、金融、商务等数据。

三、研究方向

1．经济统计与贸易统计

2．数量金融与金融统计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21 学分，选修课 9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7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每名硕士生在校期间应阅读专业阅读清单中的学术论文 10 篇和专业阅读书目中的专著 2 本，并

在第一学年内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文献综述。文献综述的主题须与其专业研究生领域相关，学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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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评审。

3. 学术讲座（不计学分）

每名学生应参加本学院组织的学术讲座 5 次（含）以上，并每次提交不少于 500 字的总结。每

场讲座安排人员进行签到，讲座后 7 日内收集小结，学院在学生申请答辩前汇总材料，统计参加讲

座次数并进行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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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统计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统计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8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7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5105009 金融统计分析 是 否 2 32 春

15105011 宏观经济统计 是 否 2 32 秋

15105036 统计研究生论文写作 是 否 1 16 春

专业选修课

15035001 金融模型与模拟 否 否 2 32 春

15105003 统计理论与方法 否 否 2 32 秋

15105007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否 否 2 32 春

15105008 微观计量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15105010 大数据挖掘技术 否 否 2 32 春

15105013 数量金融 否 否 2 32 秋

15105015 财务大数据分析 否 否 2 32 秋 春

15105018 抽样技术 否 否 1 16 秋

15105019 随机过程 否 否 2 32 秋

15105024 Python 数据分析 否 否 2 32 秋

15105029 资产定价 否 否 2 32 秋

15105030 SAS 软件与 R 语言 否 否 2 32 秋 春

15105031 数字贸易统计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张成思．金融计量学：时间序列分析视角（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3．威廉•H•格林著．张成思译．计量经济分析（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Peter Buhlmann（P•布尔曼），Sara van de Geer（S•冯•吉尔）．高维数据统计学：方法、理论

和应用（英语）．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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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希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8．
6．陈家鼎等．数理统计学讲义（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7．David Freedman．统计学（第二版）．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8．Hoaglin•C．探索性数据分析．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9．Bowerman, BruceL. Forecasting and Time Series: An Applied Approach（预测与时间序列）. China
Machine Press, 2003.
10．Shao J．Mathematical Statistics．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11．卡塞拉，贝耶，张忠占，傅莺莺．统计推断（翻译版 原书第 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12．高敏雪等．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与中国实践（第 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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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经济学）学术型硕士（数字贸易创新实验班）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创新精神，掌握数字贸易相关学科知识体系，具备应用信息技术提升企

业竞争力与促进产业变革的能力，能够从事数字贸易领域的研究、实务和管理工作，具有全球市场

竞争力的高层次交叉复合型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

2. 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与开展跨文化国际交流技能。

3. 具有扎实的数字贸易的理论和实务基础。

4. 系统掌握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运营与创新模式、全球商业治理，商业大数据相关领域的知识和

技能。

5. 具有运用信息技术和方法从事数字贸易相关商务活动的综合能力。

6. 具有较强的文献阅读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初步具备独立承担与专业研究相关工作的能力和

创新能力，具备继续深造或者从事数字贸易及其相关领域研究的知识水平和学术潜质。

三、研究方向

数字贸易统计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2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1 学分，其中，必修课 21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其中统计方法模块不少于 6 学分，国际贸易模块

和信息技术与创新模块各不少于 2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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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每名硕士生在校期间应阅读专业阅读清单中的学术论文 10 篇和专业阅读书目中的专著 2 本，并

在第一学年内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文献综述。文献综述的主题须与其专业研究生领域相关，学院组

织评审。

3. 学术讲座（不计学分）

每名学生应参加本学院组织的学术讲座 5 次（含）以上，并每次提交不少于 500 字的总结。每

场讲座安排人员进行签到，讲座后 7 日内收集小结，学院在学生申请答辩前汇总材料，统计参加讲

座次数并进行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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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经济学）学术型硕士（数字贸易创新实验班）培养计划

学院：统计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统计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8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2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国际贸易模块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信息技术与创新模块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统计方法模块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5105011 宏观经济统计 是 否 2 32 秋

15105031 数字贸易统计 是 否 2 32 秋

15105036 统计研究生论文写作 是 否 1 16 春

专

业

选

修

课

国际贸

易模块

01015008 电子商务 否 否 2 32 春

01015015 WTO 与中国 否 否 2 32 秋

01015031 国际贸易理论(Ⅰ) 否 否 2 32 春

01015033 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 否 否 2 32 秋

01015034 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 否 否 2 32 春

01105005 数理经济学(Ⅰ) 否 否 2 32 秋

信息技

术与创

新模块

05155005 深度学习方法与应用 否 否 2 32 春

05155006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否 否 2 32 春

05155013 商务智能 否 否 2 32 春

05155056 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 否 否 2 32 春

05155058 Python 大数据分析 否 否 2 32 秋

统计方

法模块

15105007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否 否 2 32 春

15105009 金融统计分析 否 否 2 32 春

15105010 大数据挖掘技术 否 否 2 32 春

15105032 面板与空间计量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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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阅读书目

1．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应用（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贾怀勤．国际贸易统计：理论、规范与实务．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
3．Robert Feenstra.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4．Kyle Bagwell, Robert W. Staiger. The Economics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MIT Press, 2002.
5．韩家炜等．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第 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6．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第 3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7. 威廉•H•格林著．张成思译．计量经济分析（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Peter Buhlmann（P•布尔曼），Sara van de Geer（S•冯•吉尔）．高维数据统计学：方法、理论

和应用（英语）．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
9．陈希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8．
10．陈家鼎等．数理统计学讲义（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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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理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适应数据科学发展，掌握扎实的数理统计基础和系

统的大数据分析方法，具备数据科学领域的研究能力，运用统计方法探索数据价值，能够从事数据

科学和统计领域的研究和实务工作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了解统计学与数据科学的前沿发展。

2. 系统掌握数理统计、数据科学、大数据分析等领域的理论与实务。

3. 掌握文献检索、论文写作等科学研究的基本技能，具备独立开展研究的能力。

4. 具有良好的计算机技能、专业外语水平及承担数据科学技术工作的应用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数据科学

2. 数理统计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9 学分，选修课 11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7学分

（3）专业必修课 5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9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每名硕士生在校期间应阅读专业阅读清单中的学术论文 10 篇和专业阅读书目中的专著 2 本，并

在第一学年内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文献综述。文献综述的主题须与其专业研究生领域相关，学院组



统计学院

494

织评审。

3. 学术讲座（不计学分）

每名学生应参加本学院组织的学术讲座 5 次（含）以上，并每次提交不少于 500 字的总结。每

场讲座安排人员进行签到，讲座后 7 日内收集小结，学院在学生申请答辩前汇总材料，统计参加讲

座次数并进行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理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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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理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统计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统计学 学科专业代码：0714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7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9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15105020 高等统计学 是 是 3 48 秋

15105021 机器学习 是 是 2 32 春

15105030 SAS 软件与 R 语言 是 是 2 32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5105007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是 否 2 32 春

15105012 应用多元统计 是 否 2 32 秋

15105036 统计研究生论文写作 是 否 1 16 春

专业选修课

15035001 金融模型与模拟 否 否 2 32 春

15105013 数量金融 否 否 2 32 秋

15105015 财务大数据分析 否 否 2 32 秋 春

15105018 抽样技术 否 否 1 16 秋

15105019 随机过程 否 否 2 32 秋

15105022 深度学习基础 否 否 2 32 春

15105023 非结构化数据分析 否 否 2 32 春

15105024 Python 数据分析 否 否 2 32 秋

15105026 数据分布式计算 否 否 2 32 秋

15105033 数据科学前沿(Ⅰ) 否 否 1 16 秋

15105034 数据科学前沿(Ⅱ) 否 否 1 16 春

15105035 统计案例研究 否 否 3 48 春

15105037 高频与高维数据分析 否 否 1 16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Wes McKinney著．唐学韬等译．利用 Python进行数据分析．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2．周志华．机器学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3．李航．统计学习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4．[美]邓力，俞栋著．谢磊译．深度学习：方法与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5．George Casella & Roger L. Berger. Statistical Inference. Cengage Learning,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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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revor Hastie, Robert Tibshirani & Jerome Friedman. The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Springer,
2009.
7．陈燕，李桃迎，张金松．非结构化数据处理技术及应用．科学出版社，2017．
8．Lattin, Carroll, Green．Analyzing Multivariate Data（英文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9．王吉利，张尧庭．SAS软件与应用统计分析．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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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具备扎实的统计学理论基础，能够综合运用统计学

方法分析解决经济、金融以及商务等领域的问题，可以胜任政府、大中型企业、咨询和研究机构等

部门的统计分析、数据管理和决策等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了解统计应用的前沿发展。

2. 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与开展跨文化国际交流技能。

3. 系统掌握统计理论及方法，能够在商业分析和金融等领域开展实务应用。

4. 掌握大数据挖掘方法，具备应用统计软件处理和分析数据的操作能力。

5. 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能够开展统计调查、数据咨询、大数据管理。

三、研究方向

1. 商务统计与商业分析

2. 数量金融与风险管理

3.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1 学分，其中，必修课 20 学分，选修课 11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5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9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专业实习（4学分）



统计学院

498

要求学生在读期间在政府、金融机构及企事业单位的统计工作岗位累计实习时间不少于 6 个月。

实习结束后应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报告和实习单位的实习鉴定，实习报告经专家评审合格且实

习鉴定为合格。

3. 学术讲座（不计学分）

每名学生应参加本学院组织的学术讲座 5 次（含）以上，并每次提交不少于 500 字的总结。每

场讲座安排人员进行签到，讲座后 7 日内收集小结，学院在学生申请答辩前汇总材料，统计参加讲

座次数并进行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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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统计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应用统计 学科专业代码：0252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6学分

学位公共课 5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5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9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15167001 统计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15107002 应用经济分析 是 是 3 48 秋

15107011 应用回归分析 是 是 3 48 春

15107013 现代统计学 是 是 3 48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01 专业实习 是 否 4

专业必修课
15105035 统计案例研究 是 否 3 48 春

15107014 统计调查 是 否 3 48 秋

专业选修课

15035001 金融模型与模拟 否 否 2 32 春

15105007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否 否 2 32 春

15105008 微观计量经济学 否 否 2 32 春

15105009 金融统计分析 否 否 2 32 春

15105010 大数据挖掘技术 否 否 2 32 春

15105011 宏观经济统计 否 否 2 32 秋

15105012 应用多元统计 否 否 2 32 秋

15105013 数量金融 否 否 2 32 秋

15105015 财务大数据分析 否 否 2 32 秋 春

15105018 抽样技术 否 否 1 16 秋

15105021 机器学习 否 否 2 32 春

15105024 Python 数据分析 否 否 2 32 秋

15105029 资产定价 否 否 2 32 秋

15105030 SAS 软件与 R 语言 否 否 2 32 秋 春

15105031 数字贸易统计 否 否 2 32 秋

15105032 面板与空间计量 否 否 2 32 春

15105037 高频与高维数据分析 否 否 1 16 春

15107005 指数投资策略 否 否 1 16 春

15107007 大数据分析方法 否 否 2 32 秋

15107012 风险分析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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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阅读书目

1．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应用（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张成思．金融计量学：时间序列分析视角（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3．威廉•H•格林著．张成思译．计量经济分析（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Peter Buhlmann（P•布尔曼），Sara van de Geer（S•冯•吉尔）．高维数据统计学：方法、理论

和应用（英语）．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
5．陈希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8．
6．陈家鼎等．数理统计学讲义（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7．David Freedman．统计学（第二版）．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8．Hoaglin•C. 探索性数据分析．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9．Bowerman, BruceL. Forecasting and Time Series: An Applied Approach（预测与时间序列）. China
Machine Press, 2003.
10．Shao J．Mathematical Statistics．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11．卡塞拉，贝耶，张忠占，傅莺莺．统计推断（翻译版 原书第 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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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的研究生应具有广博的知识面、扎实的学术训练、较强的外语能力、较为自觉的创

新意识，对本专业领域的整体框架、专业知识、思维方法、研究范式有较好的把握，了解学术动态，

具备突出的专业研究能力、教学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学位获得者可在高校、政府、企业、科研机

构、中小学等多领域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教学研究、文化传播、文秘写作、新闻出版、文化创意、

新媒体运营等工作。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2. 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熟悉本学科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及最新研究成果，具备

进一步深造的学术素养。

3. 具有良好的思维方式，具备自我更新能力，既能与时俱进，又能在变动的时代中坚守责任。

4.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

交流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社会语言学

2. 语言信息处理

3. 汉语本体研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3 学分，选修课 17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2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4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 对于跨专业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 2 门大学本科主要课程，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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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研究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阅读不少于 10 篇的文献，在进入毕业年级前向导

师提交一份字数不少于 8000 字的文献述评，由指导教师考核后提交考核表至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

备案。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1）要求学生在第一学年参加学院组织的语言文学类系列讲座不少于 8 次，并在第三学期初提

交不少于 2000 字的报告总结，由导师签字后上交学院。

（2）倡导硕士生在读期间参加各类学术交流、研究活动。除语言文学类系列讲座外，每名硕士

生在校期间需要至少参加 8 次学术活动，并填写学术活动情况登记表，由导师负责考查监督。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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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10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2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4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16415001 中国文明的精神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6415007 学术阅读与写作 是 否 2 32 春

16415201 语言学研究方法论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16415002 文化研究要籍导读 否 否 2 32 春

16415004 中西文化交流史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6415005 文学与文化研究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6415202 训诂学理论及其应用 否 否 2 32 春

16415203 汉字的源流与结构理论 否 否 2 32 秋

16415205 语言研究中的计算机方法 否 否 2 32 秋

16415206 汉语国际教育理论与实践 否 否 2 32 秋

16415207 汉语教学法与案例分析 否 否 2 32 秋

16415208 社会语言学专题研讨 否 否 2 32 春

16415209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否 否 1 16 春

16415210 现代汉语语音学 否 否 2 32 春

16415211 现代汉语词汇学 否 否 2 32 春

16415212 现代汉语语法学 否 否 2 32 春

16415213 汉字构形学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商务印书馆，1996．
2．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99．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
4．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
5．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Rod. Ellis．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7．桂诗春，宁春岩．语言学方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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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俞士汶．计算语言概论．商务印书馆，2003．
9．雷蕾，应用语言学研究：设计与统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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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的研究生应具有广博的知识面、扎实的学术训练、较强的外语能力、较为自觉的创

新意识，对本专业领域的整体框架、专业知识、思维方法、研究范式有较好的把握，了解学术动态，

能够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写作、教学、编辑、管理、宣传、创意等工作，成为优秀的专门人才。学

位获得者可在政府、企业、教育系统、科研机构等多领域从事教学科研、新闻出版、文化交流与传

播、新媒体运营、文化创意与策划、写作文秘等专业相关工作。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2. 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熟悉本学科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及最新研究成果，具备

贯通能力和跨学科研究意识。

3. 依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外向型资源，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在世界学术坐标系中重估中国

古代文学的价值。

4.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

交流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中国古代文学史

2. 古典美学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3 学分，选修课 17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2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4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 对于跨专业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 2 门大学本科主要课程，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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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研究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阅读不少于 10 篇的文献，在进入毕业年级前向导

师提交一份字数不少于 8000 字的文献述评，由指导教师考核后提交考核表至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

备案。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1）要求学生在第一学年参加学院组织的语言文学类系列讲座不少于 8 次，并在第三学期初提

交不少于 2000 字的报告总结，由导师签字后上交学院。

（2）倡导硕士生在读期间参加各类学术交流、研究活动。除语言文学类系列讲座外，每名硕士

生在校期间需要至少参加 8 次学术活动，并填写学术活动情况登记表，由导师负责考查监督。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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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中国古代文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105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2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4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16415001 中国文明的精神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6415007 学术阅读与写作 是 否 2 32 春

16415101 文学研究方法论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16415002 文化研究要籍导读 否 否 2 32 春

16415004 中西文化交流史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6415005 文学与文化研究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6415102 中国古代诗歌海外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6415105 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6415106 文学研究原典导读 否 否 2 32 秋

16415107 古代文论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6415108 宋代小说与宋代民间社会 否 否 2 32 春

16415109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否 否 2 32 春

16415110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6415111 西方文论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6415112 先秦文献精讲 否 否 2 32 春

16415113 佛禅与诗 否 否 2 32 秋

16415202 训诂学理论及其应用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3．
2．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5．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6．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7．萨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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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0．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11．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2．陈思和，杨扬．90年代批评文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1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4．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5．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6．孔颖达．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7．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9．
18．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
19．朱熹．孟子集注．中华书局，1986．
20．洪兴祖．楚辞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1．李善．文选．中华书局，1977．
2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
23．陶潜著．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中华书局，2018．
24．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
25．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中华书局，1980．
26．俞平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华书局，1975．
27．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8．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29．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0．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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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的研究生应具有广博的知识面、扎实的学术训练、较强的外语能力、自觉的创新意

识，对本专业领域的知识框架、基本概念、思维方法、研究范式有较好的把握，能够从事与本专业

相关的写作、教学、编辑、管理、宣传、创意等工作，成为优秀的专门人才。学位获得者可在政府、

企业、教育系统、科研机构等多领域从事教学科研、文化交流与传播、新闻出版、新媒体运营、文

化创意与策划、写作文秘等专业相关工作。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2. 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熟悉本学科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及最新研究成果，具备

进一步深造的学术素养。

3. 具有良好的思维方式，具备自我更新能力，既能与时俱进，又能在变动的时代中坚守责任。

4.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

交流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中国现代文学

2. 中国当代文学

3. 文化研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3 学分，选修课 17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2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4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 对于跨专业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 2 门大学本科主要课程，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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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研究生应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阅读不少于 10 篇的文献，在进入毕业年级前向导

师提交一份字数不少于 8000 字的文献述评，由指导教师考核后提交考核表至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

备案。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1）要求学生在第一学年参加学院组织的语言文学类系列讲座不少于 8 次，并在第三学期初提

交不少于 2000 字的报告总结，由导师签字后上交学院。

（2）倡导硕士生在读期间参加各类学术交流、研究活动。除语言文学类系列讲座外，每名硕士

生在校期间需要至少参加 8 次学术活动，并填写学术活动情况登记表，由导师负责考查监督。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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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科专业代码：050106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2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4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16415001 中国文明的精神 是 是 2 32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6415007 学术阅读与写作 是 否 2 32 春

16415101 文学研究方法论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16415002 文化研究要籍导读 否 否 2 32 春

16415004 中西文化交流史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6415005 文学与文化研究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6415102 中国古代诗歌海外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6415105 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6415106 文学研究原典导读 否 否 2 32 秋

16415107 古代文论专题 否 否 2 32 秋

16415108 宋代小说与宋代民间社会 否 否 2 32 春

16415109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否 否 2 32 春

16415110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否 否 2 32 秋

16415111 西方文论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6415112 先秦文献精讲 否 否 2 32 春

16415113 佛禅与诗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3．
2．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5．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6．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7．萨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2006．
8．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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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0．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11．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2．陈思和，杨扬．90年代批评文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1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4．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5．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6．孔颖达．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7．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9．
18．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
19．朱熹．孟子集注．中华书局，1986．
20．洪兴祖．楚辞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1．李善．文选．中华书局，1977．
2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
23．陶潜著．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中华书局，2018．
24．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
25．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中华书局，1980．
26．俞平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华书局，1975．
27．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8．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29．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0．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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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热爱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功底和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能力、

良好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交际能力，适应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工作要求，可胜任国际汉语教学和中华

文化传播的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奉献精神和开拓意识，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2. 掌握语言学和语言教学基础知识，能熟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掌

握商务汉语教学知识与技能。

3. 具有一定的国际中文教育项目的管理、组织与协调能力。

4. 具有较高的中华文化素养和传播能力。

5. 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并能流利地使用外语进行教学，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三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四、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 4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五、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2 学分，其中，必修课 15 学分，选修课 17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4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13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中华文化才艺与展示（1学分）

学生应参与学院组织的中华才艺培训活动，包括葫芦丝、二胡、民歌、太极拳、书法等。培训

结束后在学期末进行考核，考核方式为个人表演与展示。

3. 汉语课堂观察与实践（1学分）

要求学生在学期间进入汉语课堂听课、观摩，听课次数不少于 6 次，要求填写听课记录，并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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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提交不少于 2000 字的听课心得体会。此外，鼓励学生参加汉语教学技能大赛、微课比赛等实践活

动。

4. 专业实习（6学分）

学生应在国际中文教育相关岗位完成专业实习，鼓励学生赴海外承担中文教学和文化传播工作，

实习实践时间不少于 1 学年。实习结束时应根据学院要求提供相应的实习结果证明，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实习报告。

5. 国际中文教育前沿讲座（不计学分）

要求学生在第一、第二学年参加学院组织的国际中文教育前沿讲座不少于 8 次，并在第五学期

初提交不少于 2000 字的报告总结，由导师签字后上交学院。

七、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八、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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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汉语国际教育 学科专业代码：045300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4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4学分

必修环节 9学分

专业必修课 4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13学分

--汉语及汉语教学类 计入总学分

--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类 计入总学分

--商务类 计入总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16167001 高级商务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16167002 高级商务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学位基础课
16415206 汉语国际教育理论与实践 是 是 2 32 秋

16415207 汉语教学法与案例分析 是 是 2 32 秋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SJHJ7015 汉语课堂观察与实践 是 否 1

SJHJ7018 中华文化才艺与展示 是 否 1

SJHJ7019 专业实习 是 否 6

专业必修课
16415007 学术阅读与写作 是 否 2 32 春

16417003 中华文化与传播 是 否 2 32 春

专

业

选

修

课

汉语及

汉语教

学类

16415209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否 否 1 16 春

16415213 汉字构形学 否 否 2 32 春

16417103 汉语测试方法与实践 否 否 1 16 春

16417105 国别化汉语教学专题 否 否 1 16 秋

16417106 汉语国际教育技术与资源 否 否 2 32 秋

16417107 现代汉语语言要素及教学 否 否 1 16 秋

16417108 商务汉语教学概论 否 否 2 32 秋

16417110 汉语基础理论 否 否 2 32 秋

文化与

跨文化

交际类

16417202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 否 否 1 16 春

16417203 中国当代文化艺术 否 否 1 16 春

16417204 跨文化交际与案例分析 否 否 2 32 秋

16417205 国际传播研究 否 否 2 32 秋

商务类
16417302 文化项目策划与管理 否 否 1 16 秋

16417306 区域经济与文化 否 否 2 3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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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阅读书目

1．杨玉玲．国际汉语教师语法教学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杨玉玲，吴中伟．国际汉语语法与语法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3．董文标，何炬星，郭晓彦，周铁海．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绘画篇．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4．吕澎．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5．迈克尔•苏立文著．陈卫和，钱岗南译．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6．高名潞．85美术运动：80年代的人文前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金元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王立非．高级商务英语教程 I．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
11．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2．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2002．
13．朱立熙著．韩国史：悲剧的循环与宿命（增订四版）．三民书局，2013．
14．肯尼思•摩根主编．王觉非等译．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
15．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编制．新汉语水平考试真题集．华语教学出版社，2010．
16．赵金铭主编．毛悦编著．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要素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7．王宁．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18．David Block．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19．甘柏兹．会话策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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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政府部门、大型企事业单位、产业协会等从事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

该专业博士生应该能够紧密跟踪产业经济学理论前沿，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相关领域经

济学前沿理论，并能将有关理论应用于中国在产业发展在开放型经济环境中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学科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经济学专业知识、本专业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和

最新前沿，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创新性研究。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了解学术发表的流程和要求，掌握本领域

知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风格，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和/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

项目；能够独立撰写专家建议，为教育部、商务部、农业农村部等部委及副部级以上领导提供政策

建议。

4. 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5. 能够将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或者产业、企业发展战略建议；能够在研究的基

础上对相关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研究方向

1. 一带一路与产业链合作

2. 产业全球战略与可持续发展

3. 国际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5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 19 学分，选修课 5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学分

（4）专业选修课 2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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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所有博士生均需补修硕士课程贸易与环境。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本专业博士生在学期间应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阅读不少于 50 篇的文献，博士生申请预答辩前应

完成所要求的的阅读量，并向学院提交文献阅读考核表。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1）博士生在论文工作期间至少作 2 次学术报告。学术报告需经导师批准，报告前报中心办公

室备案。

（2）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参加至少 10 次本校组织的及至少 5 次校外学术报告（或会议），每次

应有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学术报告（会议）记载表或小节经导师签字后由博士生在每学期末向中

心提交。

（3）博士生每学年至少提交一篇与我中心研究领域相关的专家建议或研究专报，内容不少于

3000 字。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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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产业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5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5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2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6166091 学术交流英语 是 是 2 32 秋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2026004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2026006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15106007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6025 经济学方法论 是 否 2 32 秋

17026001 产业及国际经贸合作理论前沿专题 是 否 2 32 秋

17026003 科技政策与产业发展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17026002
产业开放与可持续发展和政策：绿色

经济的发展
否 否 2 32 春

补硕士课 01015012 贸易与环境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高志刚．产业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卡布尔．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
3．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
4．扬•卢滕•范赞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浙江

大学出版社，2016．
5．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芬斯特拉著．唐宜红译．高级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7．李成钢等．世贸组织规则博弈．商务印书馆，2011．
8．江小娟．新中国对外开放 70年．人民出版社，2019．
9．戴维•罗默著．吴化斌，龚关译．高级宏观经济学（第四版、引进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
10．戴维•克雷普斯著．李井奎，王维维，汪晓辉，任晓猛译．高级微观经济学教程．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6．
11．让•梯若尔．产业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2．佩波尔．产业组织：现代理论与实践（第四版），2014．
13．贝拉弗雷姆．产业组织：市场与策略，格致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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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沈玉良，李墨丝等．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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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扎实、专业过硬、身心健康，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

构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应该能够紧密跟踪全球价值链领域的

最新理论与应用成果，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经济学、管理学或者统计学前沿理论，并积

极应用于研究实践。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能够把握全球价值链领

域的历史发展和学术前沿，并能对现有相关理论进行批判性评价，创新性地设计研究方案。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握本领域知

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和/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够独立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讲授本专业本科、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2. 全球价值链的核算与分析

3. 全球价值链与产业升级

4. 全球价值链与环境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20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7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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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学习期间至少应完成 50 篇文献的阅读（论文与专著折算率为 5:1），导师按学年对博

士的阅读量进行考核。博士生申请预答辩前应完成所要求的的阅读量，并向学院提交文献阅读考核

表。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1）博士生应在毕业资格审核前至少完成 20 次由研究院组织或认可的专业讲座，需有参与情

况记载、小结，并有导师审核签字。博士生应在每学期末向学院提交相关材料。

（2）博士生在学习期间至少独立做 2 次公开学术专题报告，博士生本人提交论文参加国际、国

内学术会议并做发言可作为公开学术报告计算。如为校内学术报告，报告对象应包括本人导师或导

师指导小组代表。活动结束后提交相关材料，研究院在学生毕业资格审核前进行审核。

（3）全球价值链讲习班是研究院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讲习班邀请国内外顶尖的全球价值链

专家，主要围绕当前全球价值链研究的前沿领域进行授课及交流，涉及增加值统计核算、贸易理论

及实证、政策运用等多个方面。博士生在学习期间应至少参加 1期讲习班培训，并撰写 1000 字的学

习心得，于培训结束后提交研究院审核。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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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全球价值链 学科专业代码：0202J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7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18166001 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2-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6025 经济学方法论 是 否 2 32 秋

18026004 高级国际贸易学 是 否 2 32 春

18026005 全球价值链前沿专题 是 否 3 48 秋

专业选修课

18026001 全球价值链与可持续发展 否 否 2 32 春

18026002 气候变化经济学 否 否 2 32 秋

18026003 全球价值链与劳动经济学 否 否 2 32 2-秋

18026007
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数据处理与 R语

言编程应用
否 否 2 32 春

18026008 全球生产：企业、合约与贸易结构 否 否 2 32 春

18026009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基础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Romer, David.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Mcgraw-Hill, 2011.
2．Varian, Hal. Microeconomic Analysis (3rd edition). Norton, 1992.
3．陈锡康，杨翠红．投入产出技术．科学出版社，2016．
4．张欣．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基本原理与编程（第 2版）．格致出版社，2017．
5．Coyle, Langley, Gibson and Novack.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 Logistic Perspective(9th edition).
Cengage Learning, 2013.
6．Stefano Ponte & Gary Gereffi & Gale Raj-Reichert. Handbook on Global Value Chains. Edward
Elgar, 2019.
7．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8．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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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经济学、统计学和工商管理学的前沿理论和研究方法，具有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

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跨学科基础知识和研究技能，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以及系统整合能力，能够

从事全球价值链专业研究，为企业经营决策、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建议的国际化、复合型专门人才。

为学生从事价值链领域的学术研究和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专业要求

1. 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和统计学理论基础，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积极上进的学术精神。

2. 具备运用先进的分析手段研究全球价值链领域问题的综合能力，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重大理

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较为了解。

3. 熟练掌握英语，具有国际视野和较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

4. 基本掌握一种计算机编程语言，具有较强的处理实际数据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模型

2. 全球价值链与数据分析

3. 全球价值链应用模型与政策分析

4. 全球价值链与发展

5. 全球价值链与环境

6. 全球价值链与企业战略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二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1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8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7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2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5）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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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硕士生在学习期间应至少完成 15 篇文献的阅读（论文与专著折算率为 5:1），导师按学期对硕

士的阅读量进行考核。硕士生申请答辩前应完成所要求的阅读量，并向学院提交文献阅读考核表。

3. 学术活动（不计学分）

硕士生应在毕业资格审核前至少完成 15 次由研究院组织或认可的专业讲座，需有参与情况记载、

小结，并有导师审核签字。全球价值链讲习班是研究院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如在本届硕士生学

习期间举办，则必须参加，且一期计 5 次讲座。硕士生应在每学期末向研究院提交相关材料。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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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学术型硕士培养计划

学院：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全球价值链 学科专业代码：0202J2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1学分

学位公共课 7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2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8学分

跨专业课及公选课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是 是 2 32 秋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是 是 2 32 春

13005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 是 2 32 秋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是 是 1 16 春

学位基础课

00025101 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025102 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00105101 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8025001 全球价值链绪论 是 否 1 16 秋

18025012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是 否 1 16 春

专业选修课

18025002 投入产出经济学 否 否 1 16 春

18025004 国际经济学 否 否 3 48 秋

18025006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经济发展 否 否 2 32 春

18025009 绿色价值链 否 否 2 32 春

18026007
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数据处理与 R语

言编程应用
否 否 2 32 春

18026008 全球生产：企业、合约与贸易结构 否 否 2 32 春

18026009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基础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Varian, Hal. Microeconomic Analysis (3rd edition). Norton, 1992.
2．陈锡康，杨翠红．投入产出技术．科学出版社，2016．
3．余淼杰．国际贸易学：理论、政策与实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Miller and Blair. Input-Output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2009.
5．张欣．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基本原理与编程（第 2版）．格致出版社，2017．
6．Coyle, Langley, Gibson and Novack.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 Logistic Perspective(9th edition).
Cengage Learning, 2013.
7．Stefano Ponte & Gary Gereffi & Gale Raj-Reichert. Handbook on Global Value Chains. Edward
Elgar, 2019.
8．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9．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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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致力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

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与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

科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政治研究的前沿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能够在本学科及相关领域核心期刊上发表

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和申报，且能够承担并能独立完成省市或部、委级

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讲授本专业本硕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与良好的创新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

述自己的独立的学术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2. 全球经济治理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9 个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8 学分，其中，必修课 22 学分，选修课 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9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低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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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学习期间应该完成至少 50 篇文献的阅读（论文与专著折算率为 5:1），并在第五学期

前提交 10000 字的文献综述，同时进行文献综述汇报。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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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世界经济 学科专业代码：020105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9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9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11166002 经济学英文阅读与写作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10026001 世界经济前沿 是 否 2 32 秋

10026006 经济学研究方法及应用 是 否 3 48 春

19026001 “走出去”全球拓展专题 是 否 2 32 春

19026002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专题 是 否 2 32 2-秋

专业选修课

19016001 对外贸易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9016002 利用外资专题 否 否 2 32 2-秋

19036001 内贸流通专题 否 否 2 32 2-秋

19036002 国家重大开放战略专题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重塑 21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刘卫东等译．商务印刷馆，2007．
2．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
3．埃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中信出版社，2013．
4．卡布尔．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
5．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
6．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出版社，2012．
7．扬•卢滕•范赞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浙江

大学出版社，2016．
8．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信出版集团，2016．
9．W•W•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10．H. Helpman and P. Krugman. Trade Policy and Market Structure. Cambridge, Mass: M. I. Tpre,
1989.
11．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2．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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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朱民．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14．余永定．见证失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15．林重庚，迈克尔•斯宾塞．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中信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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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

应该能够紧密跟踪金融学理论前沿，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相关领域金融学前沿理论，并

能将有关理论应用于分析解决中国在金融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或者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金融

问题、或者进行金融产品的重要创新。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握本领域知

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和/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

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6. 能够将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或者企业战略建议，在研究的基础上，对现实金

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研究方向

1. 资本市场研究

2. 公司金融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7 个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6 学分，其中，必修课 20 学分，选修课 6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7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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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学习期间应该完成至少 50 篇文献的阅读（论文与专著折算率为 5:1），并在第五学期

前提交 10000 字的文献综述，同时进行文献综述汇报。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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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金融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7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7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1166001 经贸博士生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6025 经济学方法论 是 否 2 32 秋

01036006 高级金融理论 是 否 3 48 秋

02036006 金融类博士公开课 是 否 2 32 秋

专业选修课

02036012 资本市场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2036030 实证金融导论 否 否 2 32 秋

19016001 对外贸易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9016002 利用外资专题 否 否 2 32 2-秋

19026001 “走出去”全球拓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9026002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专题 否 否 2 32 2-秋

19036001 内贸流通专题 否 否 2 32 2-秋

19036002 国家重大开放战略专题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Jordi Gali. Monetary Policy, Inflation, and the Business Cycle (2n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Laurence, C. Exchange Rates andInternational Finance (6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2014.
3．Karatzas, I. and Shreve, S. E.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Finance. Springer, 2010.
4．Pennacchi, G. Theory of Asset Pricing. Pearson Education, 2007.
5．Tirole, J. 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6．Cochrane, J. Asset Pricing (Revise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7．Duffie, D. Dynamic Asset Pricing Theory (3r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8．Leroy, S. F. and Werner, J. Principles of Financial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9．Campbell, J., Lo, A., and MacKinlay, C. The Econometrics of Financial Marke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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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erton R. C. Continuous-time Finance. Wiley-Blackwell, 1992.
11．Huang C. F. and Litzenberger R. H. Foundation for Financial Economics. Pearson Education, 1998.
12．Imgersoll J. Theory of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87.
13．Jorion, P. Value at Risk: The New Benchmark for Controlling Market Risk. Irwin, Chicago,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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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

应该能够紧密跟踪国际贸易经济学理论前沿，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相关领域经济学前沿

理论，并能将有关理论应用于分析解决中国在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或者企业在从

事国际贸易、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中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握本领域知

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和/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

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6. 能够将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或者企业战略建议，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对

外开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研究方向

1.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2. 国际商务

3. 中国对外贸易研究

4. 国际贸易物流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8 个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7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10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低于 2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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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学习期间应该完成至少 50 篇文献的阅读（论文与专著折算率为 5:1），并在第五学期

前提交 10000 字的文献综述，同时进行文献综述汇报。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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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国际贸易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6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8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10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1166001 经贸博士生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16004 国际经贸实证研究 是 否 2 32 春

01016014 国际贸易理论(Ⅱ) 是 否 2 32 春

01026025 经济学方法论 是 否 2 32 秋

19016001 对外贸易专题 是 否 2 32 春

19016002 利用外资专题 是 否 2 32 2-秋

专业选修课

19026001 “走出去”全球拓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9026002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专题 否 否 2 32 2-秋

19036001 内贸流通专题 否 否 2 32 2-秋

19036002 国家重大开放战略专题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高级教材：

1．Feenstra, Robert.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2n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Kyle Bagwell, Robert W. Staiger. The Economics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MIT Press, 2004.
3．Helpman, Elhanan and Paul Krugman.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MIT Press, 1985.
4．Gopinath, Gita, Elhanan Helpman, and Kenneth Rogoff.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lsevier, 2014.
5．Allen, Treb and Arkolakis, Costas. Elements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Manuscript, 2016.
6．Antras, Pol. Global Production: Firms, Contracts, and Trade Struc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7．Dixit, Avinash and Victor Norma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1980.
中级教材：

1．Krugman, Paul, Maurice Obstfeld, and Marc J. Melitz.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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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h edition), Pearson Press, 2017.
2．Feenstra, Robert C., Alan M. Taylor, International Trade (3rd edition).Worth Publisher, 2014.
3．余淼杰．国际贸易学——理论、政策与实证（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4．薛荣久，崔凡，杨凤鸣．国际贸易（第七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0．
5．黎孝先，石玉川．国际贸易实务（第七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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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低碳经济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

构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应该能够紧密跟踪能源与低碳经济学

理论前沿，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相关领域经济学前沿理论，并能将有关理论应用于分析

解决中国在能源与低碳领域的现实问题，胜任在政府、研究机构、行业等部门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

育工作。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握本领域知

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和/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

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6. 能够将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在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的能源、资源与环境

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研究方向

1. 产业低碳经济

2. 能源战略与政策

3. 能源环境经济理论与政策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8 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7 学分，其中，必修课 19 学分，选修课 8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 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 学分

（3）专业必修课 6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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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从主文献阅读清单中选择不低于 15 篇文献仔细阅读，并于第三学期参加考核。

考核方式为口试，主要考核相关专业文献的观点以及研究方法等。

八、毕业条件与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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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低碳经济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能源与低碳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Z4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8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4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1166001 经贸博士生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26014 能源战略与政策 是 否 2 32 春

01026025 经济学方法论 是 否 2 32 秋

01026039 能源与低碳经济学前沿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19016002 利用外资专题 否 否 2 32 2-秋

19026002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专题 否 否 2 32 2-秋

19026003 商业创新及创新经济 否 否 2 32 春

19026004 生态经济学前沿 否 否 2 32 秋

19026005 环境经济学前沿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1．William J. Baumol and Wallace E. Oates.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Subhes C. Bhattacharyya. Energy Economics: Concepts, Issues, Markets and Governance. Springer
Press, 2011.
3．Stern N. H., Peters S., Bakhshi V., et al. Stern Review: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董秀成，高建，张海霞，能源战略与政策．科学出版社，2016．
5．姚洋．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6．陈美球等．低碳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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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位公共课设置情况一览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二、公共英语（外语）课程

1. 博士公共英语课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授课对象

01166001 经贸博士生专业英语 2 春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02166001 博士生学术英语 2 春 金融学院

03166001 管理研究专业英语 2 秋 国际商学院

03166002 会计研究专业英语 2 秋 国际商学院

04146038 法律英语写作(Ⅰ) 2 秋 法学院

04146039 法律英语写作(Ⅱ) 2 春 法学院

05166001 管理学专业英语 2 春 信息学院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课程编码 开课学院 授课对象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秋 1300600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2 秋

13005006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型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

03007002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审计、会计

E0300702 国际商学院 EMBA 项目

09007001 政府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D01005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单独考试)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 春

1300500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型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

03007004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审计、会计

E0300703 国际商学院 EMBA 项目

09007002 政府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D010050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单独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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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66091 学术交流英语 2 秋
外语学院、保险学院、

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

08166001 政治学专业英语 2 春 国际关系学院

09266015 公共管理经典英文文献导读 2 秋 政府管理学院

10166002 世界经济专业英语 2 春 国际经济研究院

11166002 经济学论文阅读与写作 2 春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1316600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英语 2 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166001 外文文献阅读与写作训练 2 春 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15166001 专业英语阅读与写作 2 春 统计学院

18166001 专业英语 2 秋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2. 学术型硕士公共英语（外语）课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开课学院 替代学位课

04165091 法律英语(Ⅰ) 2 秋 法学院

00165001

高级英语(Ⅰ)

06165083 高级商务英语(Ⅰ) 2 秋 英语学院

06165086 高级法律英语 2 秋 英语学院

06165087 高级经贸英语 2 秋 英语学院

06165088 高级金融英语 2 秋 英语学院

06165089 高级管理英语 2 秋 英语学院

11165002 世界经济英语 2 秋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02165001 金融英语 2 春 金融学院

00165002

高级英语(Ⅱ)

04165092 法律英语(Ⅱ) 2 春 法学院

06165078 金融英语听记说 2 春 英语学院

06165084 高级商务英语(Ⅱ) 2 春 英语学院

06165085 商务学术写作 2 春 英语学院

06165090 高级商务听说(英) 2 春 英语学院

06165098 高级英语口语 2 春 英语学院

07185097 二外日语(中) 4 秋 外语学院
07175097

第二外国语(中)

限英语学院

07215097 二外法语(中) 4 秋 外语学院

07225097 二外西语(中) 4 秋 外语学院



545

07245097 二外俄语(中) 4 秋 外语学院

07255097 二外德语(中) 4 秋 外语学院

D0116502 财经英语 2 秋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限国际贸易学

(单独考试)

3. 专业学位硕士公共英语课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开课学院 授课对象

01167001 金融英语 春 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01167002 商务英语 秋 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01167003 税务英语 秋 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税务

02167001 金融英语 秋 3 金融学院 金融

03167005 商务英语 秋 3 国际商学院 审计、会计

03167006 高级商务英语 秋 2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E0316701 商务英语与沟通 秋 1 国际商学院 EMBA 项目

04167001 高级英语(Ⅰ) 秋 2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04167002 高级英语(Ⅱ) 春 2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04167003 高级英语 秋 3 法学院 法律（法学）

09167003 高级英语 秋 2 政府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12167001 高级英语 秋 3 保险学院 保险

15167001 统计专业英语 秋 2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16167001 高级商务英语(Ⅰ) 秋 2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6167002 高级商务英语(Ⅱ) 春 2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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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公共选修课设置情况一览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开课学院

1 01015091 国际贸易惯例 2 春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 01015092 国际商务交往与礼仪 2 秋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 01025090 微观经济分析与应用 2 秋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 01025091 宏观经济与政策分析 2 春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5 01405091 中国税制专题 2 秋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6 01405092 国际税收专题 2 春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7 02035025 金融学 2 秋 金融学院

8 02035094 证券投资分析 2 秋 金融学院

9 03085020 组织行为学 2 秋 国际商学院

10 03085091 群体动力与行为 1 秋 国际商学院

11 03085092 领导学 2 春 国际商学院

12 03095001 财务会计 2 春 国际商学院

13 03115014 营销学原理 2 秋 国际商学院

14 03135091 创新与创业理论前沿 2 秋 国际商学院

15 04145210 金融法理论与制度 2 春 法学院

16 05155062 在线供应链金融 2 秋 信息学院

17 05155091 电子商务 2 秋 信息学院

18 05155093 多媒体应用 2 秋 信息学院

19 05155094 经济数据分析与建模 2 秋，春 信息学院

20 05155095 R 语言数据分析实践 2 秋，春 信息学院

21 05155096 Python 大数据分析 2 春 信息学院

22 06165074 英语学术写作与期刊发表 2 秋 英语学院

23 06165076 媒介、文化与社会 2 秋 英语学院

24 06165077 国际财经术语(英) 2 春 英语学院

25 06165079 莎士比亚戏剧与电影 2 春 英语学院

26 06165080 高级散文选读 2 春 英语学院

27 06165081 《圣经》与西方节日 2 春 英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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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06165082 跨文化商务沟通(英) 2 秋 英语学院

29 06165097 英汉翻译 2 春 英语学院

30 06165491 国际财经新闻报道(英) 2 秋，春 英语学院

31 06165492 欧盟研究 2 春 英语学院

32 07185096 二外日语(初) 4 秋 外语学院

33 07215096 二外法语(初) 4 春 外语学院

34 07225096 二外西语(初) 4 秋 外语学院

35 07255096 二外德语(初) 4 春 外语学院

36 08295001 权力现象学 2 春 国际关系学院

37 08365090 博弈论与当代国际关系 2 春 国际关系学院

38 08365091 国际多边谈判专题研究 2 春 国际关系学院

39 09265030 领导科学与艺术 2 秋 政府管理学院

40 09295001 社会心理学导论 2 秋 政府管理学院

41 09395091 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研究 2 春 政府管理学院

42 13295001 中国古代历史分析和管理智慧 2 秋 马克思主义学院

43 13295002 世界科学技术史 2 秋 马克思主义学院

44 13295003 孙子兵法与商道专题 2 秋 马克思主义学院

45 13295004 中国文化专题研究 2 春 马克思主义学院

46 15035091 金融数值分析与 Python 模拟 2 春 统计学院

47 15105091 多元统计分析 2 秋 统计学院

48 16205001 二外韩语(初) 2 春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49 00295001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1 春 招生就业处

50 00295002 游泳(初级) 1 秋，春 体育部

51 00295003 游泳(中级) 1 秋，春 体育部

52 00295004 瑜伽 1 秋，春 体育部

53 00295005 网球 1 秋，春 体育部

54 00295006 羽毛球 1 秋，春 体育部

55 00295009 体育舞蹈(华尔兹) 1 秋，春 体育部

56 00295010 形体礼仪 1 秋，春 体育部

注：另每学期开设部分临时新增课，课程编码以 L 开头，具体见选课相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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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专业课设置情况一览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型
开课院系

1 01015004 区域经济一体化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 01015006 外国直接投资专题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 01015008 电子商务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 01015010 投入产出理论与实践 3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5 01015012 贸易与环境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6 01015014 国际服务贸易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7 01015015 WTO 与中国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8 01015018 商务谈判与冲突解决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9 01015024 跨国公司理论与实践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0 01015025 中国外贸政策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1 01015028 国际运输惯例规则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2 01015029 国别经贸专题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3 01015031 国际贸易理论(Ⅰ)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4 01015032 中国商贸政策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5 01015033 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6 01015034 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7 01016001 国际经贸前沿专题 3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8 01016004 国际经贸实证研究 2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9 01016005 全球贸易治理 3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0 01016010 商务研究方法 2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1 01016013 国际贸易法与惯例研究 3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2 01016014 国际贸易理论(Ⅱ) 2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3 01017001 国际商务理论与战略 3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4 01017002 国际商务研究方法 3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5 01017003 国际贸易政策与实务 2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6 01017004 国际投资与跨国企业管理 2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7 01017006 国别研究 3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8 01017008 国际商务前沿专题 2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9 01017010 国际贸易结算案例分析 2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0 01017013 跨文化交流与商务谈判 2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1 01017014 知识产权贸易 2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2 01017015 高级国际商务专题 2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3 01017016 跨境电商与数字贸易 2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4 01017017 非市场战略 2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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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01017018 跨国并购 2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6 01025013 能源贸易与合作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7 01025018 环境经济学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8 01025021 区域经济学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9 010250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理论专题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0 01025024 《资本论》导读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1 01025026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专题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2 01025027 中国经济专题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3 01025028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题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4 01025029 产业组织理论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5 01025030 博弈论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6 01025031 法与经济学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7 01025043 经贸研究生论文写作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8 01025050 资源环境经济学建模方法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9 01025060 经济增长理论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50 01025072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51 01025075 能源政策与法律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52 01025076 能源与政治经济学专题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53 01025077 国际货币理论与政策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54 01025078 全球价值链与数字经济专题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55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3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56 01026007 高级产业组织专题 3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57 01026008 规制经济学 2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58 01026009 经济理论史 2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59 01026010 高级政治经济学专题 3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60 01026012 国际经济学前沿 2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61 0102601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专题 2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62 01026014 能源战略与政策 2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63 01026017 商业创新及创新经济 2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64 01026020 消费理论与实证研究专题 2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65 01026023 城市经济理论与分析 2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66 01026025 经济学方法论 2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67 01026027 一般均衡模型及计算 3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68 01026028 高级微观经济学专题 3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69 01026033 生态经济学前沿 2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70 01026034 环境经济学前沿 2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71 01026035 现代能源经济学 2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72 01026036 应用微观经济学专题 3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73 01026038 区域经济学前沿专题 3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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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01026039 能源与低碳经济学前沿 2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75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3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76 01026041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 3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77 01027001 经济学分析与应用 3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78 01027003 当代世界经济 2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79 01027004 国际能源公司战略管理 2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80 01035001 计算金融理论与算法 3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81 01035003 不确定性与风险管理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82 01035007 金融工程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83 01035010 高级投资分析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84 01035013 高级公司金融 3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85 01035015 公司金融专题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86 01035019 消费金融学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87 01035030 C++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88 01035039 融资租赁经营管理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89 01035040 国际金融管理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90 01035045 固定收益证券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91 01035046 金融前沿专题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92 01035048 实证公司金融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93 01035049 兼并与收购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94 01035051 银行风险管理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95 01035052 数量金融(Ⅰ)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96 01035053 数量金融(Ⅱ)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97 01035055 数量金融基础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98 01035056 信用衍生品及定价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99 01035062 MATLAB 金融计算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00 01035063 国际金融理论 4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01 01036001 金融经济学专题 2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02 01036002 实证金融专题 2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03 01036005 金融实证方法 2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04 01036006 高级金融理论 3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05 01036007 绿色金融与投资 2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06 01037004 财务报表分析 3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07 01037005 金融衍生品及应用 3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08 01037007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案例 2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09 01037014 企业并购与重组案例分析 2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10 01037023 财经前沿专题 2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11 01037025 高级国际金融学 2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12 01037026 金融论文写作 2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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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01037027 应用公司金融 3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14 01045001 国际物流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15 01045002 运输经济学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16 01045003 企业物流管理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17 01045006 供应链管理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18 01045009 物流系统设计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19 01045011 国际运输与物流专题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20 01065001 国际投资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21 01065002 国际税收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22 01065004 国际工程承包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23 01065008 高科技管理与风险投资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24 01087001 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专题 2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25 01087002 战略创业 2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26 01087003 国际组织行为学 2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27 01087004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2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28 01105002 横截面与面板数据分析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29 01105003 时间序列分析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30 01105005 数理经济学(Ⅰ)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31 01105006 数理经济学(Ⅱ)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32 01105007 应用数量分析软件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33 01105009 应用多变量分析和机器学习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34 01105010
论文写作与 Stata 统计软件应

用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35 01105011 计量方法与 Stata 应用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36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3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37 01106002 金融计量经济学 2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38 01106004 计量经济理论 3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39 01106008 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与应用 3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40 01106009 高级数理经济学：方法与应用 3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41 01106010 数理经济学专题 3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42 01117001 全球营销管理 2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43 01117002 消费者行为研究 2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44 01127001 国际物流管理 2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45 01146002 制度经济学 2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46 01147002 国际商法 2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47 01167004 商业银行实用英语 2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48 01405002 财税理论与政策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49 01405003 国际税收专题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50 01405004 中国税制专题研究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51 01405005 比较财政学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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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01405006 政府投融资理论与实务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53 01405008 外国税制与比较税制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54 01405010 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55 01405012 税收经济学 3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56 01405014 财税研究方法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57 01406001 高级公共财政 2 春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58 01406003 财政税收理论与政策前沿专题 3 秋 博士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59 01407001 税收理论与政策 3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60 01407002 中国税制专题 3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61 01407003 国际税收专题 2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62 01407004 税务管理专题 2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63 01407005 税务筹划专题 2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64 01407006 跨国企业税收风险与税收环境 2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65 01407007 跨国公司税务战略 2 秋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66 01407015 所得税实务 2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67 01407016 地方税实务 2 春 专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68 D0101501 国际贸易政策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69 D0101502 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70 D0101503 中国对外贸易研究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71 D0101504 世界贸易组织概论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72 D0101506 电子商务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73 D0101507 国际贸易论文写作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74 D0102501 微观经济学 3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75 D0102502 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3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76 D0102503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77 D0102504 产业组织 3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78 D0102505 调查方法 3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79 D0102507 环境经济学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80 D0103501 国际金融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81 D0104501 国际运输与物流系统设计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82 D0106501 投资管理与资本概预算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83 D0107502 风险管理与保险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84 D0109501 管理会计 3 春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85 D0111501 国际营销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86 D0111502 国际化经营战略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87 02025003 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2 秋，春 学硕 金融学院

188 02025005 货币经济学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189 02025010 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 1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190 02026004 高级微观经济学 3 秋 博士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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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02026006 高级宏观经济学 3 秋 博士 金融学院

192 02027001 应用经济分析 3 秋 专硕 金融学院

193 02035005 金融经济学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194 02035009 行为金融学 2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195 02035017 金融工程学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196 02035019 金融工程案例研究 2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197 02035020 金融数学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198 02035023 租赁与信托 1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199 02035024 房地产金融 1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00 02035036 投资分析与交易技术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201 02035037 金融风险管理 2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02 02035046 投资组合管理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203 02035047 固定收益证券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204 02035050 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分析 1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205 02035051 财务报表分析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206 02035055 固定收益分析与量化策略 2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07 02035056 高频交易与对冲套利 2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08 02035057 数值分析 2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09 02035060 中国资本市场微观结构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210 02035061 宏观金融规划与政策 2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11 02035067 财富管理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212 02035072 实证公司金融 2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13 02035074 R 语言经济数据分析 2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14 02035075 商品期货与期权市场实务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215 02035077 估值与投资 2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16 02035078 衍生品交易案例分析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217 02035079 投资银行学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218 02035080 股权投资与并购 2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19 02035081 因果推断方法 2 秋，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20 02035082 金融监管与合规 2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21 02035083 金融衍生工具 2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22 02035084 金融科技概览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223 02035085 信用衍生品与资产证券化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224 02035086 基金管理 1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25 02035087 金融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 2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26 02035088 国际金融实务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227 02035089 机器学习基础 1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228 02035090 绿色金融 1 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29 02035095 中国视角的国际金融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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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02035096 应用公司金融研究方法 2 秋 学硕 金融学院

231 02035097 Python 与金融量化 2 秋，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32 02036002 金融学方法论 2 春 博士 金融学院

233 02036003 金融工程前沿理论及研究方法 2 春 博士 金融学院

234 02036006 金融类博士公开课 2 秋 博士 金融学院

235 02036011 货币经济专题 2 春 博士 金融学院

236 02036012 资本市场专题 2 春 博士 金融学院

237 02036014 公司金融专题 2 春 博士 金融学院

238 02036020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专题 2 春 博士 金融学院

239 02036024 现代金融中介与金融合约专题 2 春 博士 金融学院

240 02036025 国际金融学 2 秋 博士 金融学院

241 02036026 银行经济学 2 春 博士 金融学院

242 02036028 债务市场理论与实证 2 秋 博士 金融学院

243 02036029 实证资产定价 2 秋 博士 金融学院

244 02036030 实证金融导论 2 秋 博士 金融学院

245 02037002 财务报表分析 2 秋 专硕 金融学院

246 02037003 宏观金融分析 2 秋 专硕 金融学院

247 02037005 投资学 2 秋 专硕 金融学院

248 02037028 税收筹划 1 春 专硕 金融学院

249 02037030 银行营销 1 春 专硕 金融学院

250 02037031 项目融资 1 秋 专硕 金融学院

251 02037052 SAS 2 秋 专硕 金融学院

252 02037053 股票量化策略 2 春 专硕 金融学院

253 02037057 金融市场与机构 2 春 专硕 金融学院

254 02037058 期权期货量化策略 1 春 专硕 金融学院

255 02037060 高级公司金融 2 秋 专硕 金融学院

256 02037061 应用数据分析 3 秋，春 专硕 金融学院

257 02105002 时间序列分析 2 秋，春 学硕 金融学院

258 02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3 春 博士 金融学院

259 03017002 国际贸易实务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260 03027001 管理经济学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261 03027003 宏观经济学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262 03037001 国际金融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263 03037002 金融衍生工具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264 03037003 投资银行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265 03037004 私募股权投资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266 03037006 股票期权交易理论与实务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267 03067001 国际投资 2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268 03085002 战略管理 2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555

269 03085003 国际企业管理 2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270 03085004 管理研究方法 2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271 03085011 中小企业战略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272 03085015 公司治理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273 03085017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2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274 03085021 孙子兵法中的管理智慧 1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275 03085022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2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276 03085028 组织行为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277 03085029 管理理论 3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278 03085032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跨文化视角 2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279 03085033 绩效与薪酬管理研究 2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280 03085035 组织中的情绪管理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281 03085036 决策与判断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282 03085037 企业管理咨询 2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283 03085038 跨文化管理与沟通 2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284 03085039 幸福心理学 2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285 03086003 管理学案例研究经典文献阅读 2 秋 博士 国际商学院

286 03086004 组织理论与方法 1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287 03086008 产业组织理论 2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288 03086009 运筹学研究 2 秋 博士 国际商学院

289 03086010 博弈论与应用 1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290 03086017 战略管理与跨国经营专题研究 1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291 03086018
组织变革与中小企业管理专题

研究
1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292 03086019 企业创新与创业管理专题研究 1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293 03086020 企业风险管理专题研究 1 秋 博士 国际商学院

294 03086021 制度与公司治理 2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295 03086022
人力资源管理开发的理论与方

法
1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296 03086023 定性研究方法 2 秋 博士 国际商学院

297 03086024 企业管理前沿专题 2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298 03086025 营销与旅游管理前沿 1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299 03087002 战略管理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00 03087003 国际企业管理 2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01 03087004 人力资源管理 2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02 03087010 企业并购与重组 1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03 03087011 领导学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04 03087013 案例思维与论文写作 1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05 03087018 公司治理 2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06 03087019 组织设计与变革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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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03087022 管理沟通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08 03087023 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1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09 03087027 ERP 企业沙盘模拟 1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10 03087028 创业与创新管理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11 03087029 战略品牌管理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12 03087031 企业实践项目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13 03087035 整合实践课程：商务智能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14 03087036 整合实践课程：大数据分析实践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15 03087037 管理与组织行为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16 03087038 企业风险管理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17 03087039 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18 03087040 设计思维与创新实践 1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19 03087042 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20 03087043 幸福心理学 1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21 03087044
一带一路跨文化商务交流与管

理
1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22 03087045 律己御人绩效管理 1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23 03087046 海外访学实践 1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24 03087047 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写作 1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25 03087048 创业管理 1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26 03087049 创业机会：发现、评价、选择 1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27 03087050 创业者修炼：理想、信念、行动 2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28 03087053 国际创业 1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29 03087054 从 0 到 1：新企业创立 1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30 03087055 全球创业机会与基金投资 1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31 03087056 创业实践 1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32 03087057 投资人视角下创业项目的甄选 1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33 03087058 创新工程学 3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34 03095003 财务风险管理 2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35 03095006 会计研究方法 2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36 03095009 成本与管理会计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37 03095018 会计与财务理论 3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38 03095019 财务分析 2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39 03095020 财务管理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40 03095021 高级会计 2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41 03095022 审计理论研究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42 03095024 海外投资税务筹划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43 03095025 公司治理与企业风险管理研究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44 03095026 证券投资分析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45 03095027 跨国公司财务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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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03096001 会计理论前沿 2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347 03096010 会计经典文献阅读 2 秋 博士 国际商学院

348 03096011 实证会计与财务研究 2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349 03096015 财务理论前沿 2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350 03096016 审计理论前沿 2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351 03097001 财务会计 3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52 03097003 企业财务分析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53 03097005 公司财务管理 3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54 03097006 成本与管理会计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55 03097011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3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56 03097012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3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57 03097013 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3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58 03097014 审计理论与实务 3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59 03097022 全面预算管理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60 03097024 海外投资税务筹划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61 03097025 高级财务分析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62 03097027 财务风险管理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63 03097033 资本市场理论与实务 1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64 03097035 面向资本市场的会计准则解读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65 03097037 舞弊审计与社会责任专题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66 03097041 大数据会计与审计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67 03097042 政府审计与内部审计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68 03105005 多元统计分析 2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69 03105008 计量经济学 2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70 03105010 管理定量方法 2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71 03105012 大数据分析与企业经营决策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72 03105013
基于 Python 环境的自然语言处

理
3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73 03106005 定量研究方法 4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374 03106006 高级微观计量经济学 2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375 03107001 数据模型与决策 3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76 03107005 商务预测 2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77 03115002 全球营销管理 2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78 03115003 商务调研 2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79 03115006 企业间营销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80 03115007 销售与客户关系管理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81 03115010 服务营销管理 2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82 03115012 品牌管理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83 03115015 服务营销模拟 1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84 03115017 消费者行为国际比较研究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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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03116002 消费者行为理论 1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386 03116003 国际营销专题研究 1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387 03116004 服务营销专题研究 1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388 03117001 营销管理 2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89 03117010 服务营销与管理 1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90 03117014 客户关系管理 1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91 03117017 非理性消费者的洞察 1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92 03117018 商务调研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93 03117019 数字时代的整合营销沟通 1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394 03125001 运营管理 2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95 03125002 供应链管理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96 03125003 质量管理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97 03125004 项目管理概论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98 03125005 项目管理学 2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399 03125006 服务管理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400 03126001 运营管理专题研究 1 春 博士 国际商学院

401 03127001 运营管理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02 03127002 供应链管理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03 03135015 创业管理 2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404 03135018 创新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 2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405 03135019 风险投资 2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406 03135020 行业研究方法 1 秋 学硕 国际商学院

407 03135021 项目融资理论与实践 2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408 03135022 投资学 2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409 03135023
国民经济核算与宏观经济指标

分析
1 春 学硕 国际商学院

410 03136004 技术创新与管理前沿 2 秋 博士 国际商学院

411 E0303701 国际金融市场 2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12 E0303702 价值投资与资本市场 2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13 E0303703 投资银行 1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14 E0308701 管理经济学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15 E0308702 组织行为学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16 E0308703 团队建设、沙盘模拟 2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17 E0308704 人力资源管理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18 E0308705 领导学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19 E0308706 战略管理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20 E0308707 股权投资与并购重组 2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21 E0308708 公司治理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22 E0308709 企业风险管理 2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23 E0308710 企业互联网创新与转型 2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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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E0308711 商业模式设计 1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25 E0308712 创新与创业 1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26 E0308715 国际访学 2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27 E0308716 案例思维与论文写作 1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28 E0309704 税务筹划 1 秋，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29 E0309705 会计学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30 E0309706 财务管理 2 秋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31 E0311702 市场营销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32 E0312701 运营管理 2 春 专硕 国际商学院

433 04027001 经济学原理及应用 3 秋 专硕 法学院

434 04037004 公司理财 3 春 专硕 法学院

435 04037006 货币银行学 2 秋 专硕 法学院

436 04097001 会计学基础 3 秋 专硕 法学院

437 04145001 比较商事组织法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38 04145003 比较侵权法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39 04145004 国际金融法专题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40 04145006 国际货物买卖法专题研究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41 04145007 国际公法前沿问题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42 04145008 国际经济法前沿问题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43 04145009 美国国际货物买卖法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44 04145010 WTO 法精要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45 04145011 国际商法理论与实务 3 秋 学硕 法学院

446 04145012 国际税法 1 春 学硕 法学院

447 04145013 普通法精要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48 04145014 WTO 争端解决制度与实务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49 04145015 国际谈判与争端解决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50 04145016 海商法专题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51 04145020 国际商事仲裁法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52 04145021 国际投资协定研究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53 04145022 国际商事统一法专题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54 04145023 涉外法律文书写作 3 秋 学硕 法学院

455 04145024 涉外法律检索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56 04145025 涉外法律谈判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57 04145026 涉外模拟法庭训练 3 春 学硕 法学院

458 04145027
国际商事法律：仲裁法理论与实

务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59 04145028
国际商事法律：英国合约法理论

与实务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60 04145029 英国知识产权法案例选读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61 04145030 国际投资法前沿问题及实务 2 秋 学硕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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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04145031 国际经济政策与法律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63 04145033 国际商法专题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64 04145101 民法总论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65 04145102 担保法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66 04145103 物权法 1 秋 学硕 法学院

467 04145104 中国侵权法 1 春 学硕 法学院

468 04145105 中国合同法 1 春 学硕 法学院

469 04145106 知识产权法原理 1 春 学硕 法学院

470 04145107 知识产权法理论与实务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71 04145108 典型合同专题 1 春 学硕 法学院

472 04145109 人格权法 1 秋 学硕 法学院

473 04145110 债权法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74 04145113 民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75 04145114 合同法疑难案例研习 1 秋 学硕 法学院

476 04145201 证券法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77 04145202 商法学专题 1 秋 学硕 法学院

478 04145203 公司融资法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79 04145204 公司投资法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80 04145205 公司并购法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81 04145206 金融法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82 04145207 法律与金融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83 04145208 保险法专题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84 04145209 网络法原理与实务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85 04145211 仲裁法律理论与实务专题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86 04145212 公司治理法律理论与实务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87 04145213 商事仲裁实务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88 04145301 竞争法实务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89 04145302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1 春 学硕 法学院

490 04145303 宏观调控法专题 1 秋 学硕 法学院

491 04145304 产品质量与安全法专题 1 春 学硕 法学院

492 04145305 税法原理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93 04145306 经济法专题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94 04145307 劳动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95 04145308 信托与基金法专题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96 04145309 竞争法经典文献选读 2 秋 学硕 法学院

497 04145310 法律经典案例分析 2 春 学硕 法学院

498 04145401 法律文书 3 秋 学硕 法学院

499 04145402 法律谈判 2 春 学硕 法学院

500 04145403 模拟法庭 2 春 学硕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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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04145405 刑事诉讼前沿问题与实务 2 春 学硕 法学院

502 04145406 比较破产法 2 春 学硕 法学院

503 04145407 证据法学 2 秋 学硕 法学院

504 04145408 比较诉讼法学 2 秋 学硕 法学院

505 04145409 比较司法制度 2 春 学硕 法学院

506 04145410 民事诉讼法专题 2 秋 学硕 法学院

507 04145411 民事诉讼前沿问题与实务 2 春 学硕 法学院

508 04145412 法律职业伦理 2 秋 学硕 法学院

509 04145501 犯罪学 2 秋 学硕 法学院

510 04145502 刑法学原理 2 秋 学硕 法学院

511 04145503 英美刑法学 2 秋 学硕 法学院

512 04145504 大陆刑法学 2 春 学硕 法学院

513 04145505 国际刑法学 2 秋 学硕 法学院

514 04145506 经济刑法理论与实务 2 秋 学硕 法学院

515 04145507 刑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2 秋 学硕 法学院

516 04145508 比较刑法学 2 春 学硕 法学院

517 04145601 论文写作方法 1 春 学硕 法学院

518 04145602 比较法学 2 春 学硕 法学院

519 04145603 法理学专题 2 秋 学硕 法学院

520 04145604 法律和科技 2 秋 学硕 法学院

521 04145605 法律方法 2 秋 学硕 法学院

522 04145606 法律经济学专题 2 秋 学硕 法学院

523 04145701 比较宪法 2 春 学硕 法学院

524 04145702 比较行政法 2 春 学硕 法学院

525 04145703 行政法理论与实务前沿 2 秋 学硕 法学院

526 04145704
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原理与案

例
2 春 学硕 法学院

527 04145705 公法名著导读 2 春 学硕 法学院

528 04146005 法理学与比较法专题 1 秋 博士 法学院

529 04146006 国际投资法专题 1 春 博士 法学院

530 04146008 经济法前沿专题 1 春 博士 法学院

531 04146010 世界贸易组织法专题 2 秋 博士 法学院

532 04146011 国际经济法专题 2 秋 博士 法学院

533 04146012 学术前沿与论文写作 2 春 博士 法学院

534 04146043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

(Ⅰ)
3 秋 博士 法学院

535 04146044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

(Ⅱ)
3 春 博士 法学院

536 04146045 刑法前沿 1 秋 博士 法学院

537 04146046 民商法前沿问题 3 秋 博士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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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04146047 诉讼法学理论前沿 2 秋 博士 法学院

539 04146048 比较宪法 1 秋 博士 法学院

540 04146049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原理 1 春 博士 法学院

541 04147002 国际经济法学 2 春 专硕 法学院

542 04147003 国际私法学 2 春 专硕 法学院

543 04147004 国际关系基础理论 2 秋 专硕 法学院

544 04147005 国际公法原理与实务 2 春 专硕 法学院

545 04147006 国际经济法原理与实务 3 春 专硕 法学院

546 04147007 国际私法原理与实务 2 秋 专硕 法学院

547 04147101 民法学 3 秋 专硕 法学院

548 04147102 知识产权法学 2 春 专硕 法学院

549 04147103 民法学基础 1 秋 专硕 法学院

550 04147201 商法学 2 秋 专硕 法学院

551 04147301 经济法学 2 春 专硕 法学院

552 04147401 刑事诉讼法学 2 春 专硕 法学院

553 04147402 民事诉讼法学 2 春 专硕 法学院

554 04147403 模拟法庭训练 4 秋 专硕 法学院

555 04147405 法律谈判 2 秋 专硕 法学院

556 04147501 刑法学 3 秋 专硕 法学院

557 04147502 刑法学基础 1 秋 专硕 法学院

558 04147601 中国法制史 2 秋 专硕 法学院

559 04147602 法理学 2 秋 专硕 法学院

560 04147701 宪法学 2 秋 专硕 法学院

561 0414770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2 秋 专硕 法学院

562 05155003 数字经济学 2 秋 学硕 信息学院

563 05155004 学术论文写作指导 1 春 学硕 信息学院

564 05155005 深度学习方法与应用 2 春 学硕 信息学院

565 05155006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2 春 学硕 信息学院

566 05155013 商务智能 2 春 学硕 信息学院

567 05155016 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 2 春 学硕 信息学院

568 05155017 计量经济学 2 春 学硕 信息学院

569 05155048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 2 春 学硕 信息学院

570 05155050 高级运筹学 2 秋 学硕 信息学院

571 05155051 应用统计分析 2 秋 学硕 信息学院

572 05155052 数据分析方法 2 秋 学硕 信息学院

573 05155053 管理科学与工程前沿专题 2 春 学硕 信息学院

574 05155054 管理研究方法 3 秋 学硕 信息学院

575 05155055 决策与对策 2 秋 学硕 信息学院

576 05155056 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 2 春 学硕 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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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 05155057 电子商务理论与应用 2 秋 学硕 信息学院

578 05155058 Python 大数据分析 2 秋 学硕 信息学院

579 05155059 文本分析与应用 2 秋 学硕 信息学院

580 05155060 项目管理 2 春 学硕 信息学院

581 05155061 时间序列分析 2 秋 学硕 信息学院

582 05156007 定性研究方法 2 秋 博士 信息学院

583 05156008 管理类博士公开课 1 秋 博士 信息学院

584 05156009 管理学科前沿专题 2 春 博士 信息学院

585 05156010 信息管理理论与方法 2 秋 博士 信息学院

586 05156011 电子商务理论与应用 2 春 博士 信息学院

587 05156012 数据挖掘与商务智能 2 秋 博士 信息学院

588 05156013 优化理论与决策方法 2 春 博士 信息学院

589 05156014 管理研究方法 3 春 博士 信息学院

590 06165001 经济学(英)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591 06165002 营销沟通与写作(英)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592 06165005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593 06165008 跨文化商务管理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594 06165012 管理学原理(英)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595 06165017 营销学原理(英)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596 06165023 金融英语专题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597 06165024 国际金融(英)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598 06165026 国际商法(英)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599 06165027 跨文化商务交际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00 06165029 国际商务谈判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01 06165101 翻译理论概要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02 06165102 语言对比与翻译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03 06165103 文学翻译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04 06165104 中外翻译史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05 06165105 翻译批评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06 06165106 汉语经典英译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07 06165108 翻译研究方法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08 06165110 口译理论概要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09 06165112 计算机辅助翻译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10 06165113 非文学翻译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11 06165114 中华文化译介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12 06165119 商务翻译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13 06165201 普通语言学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14 06165203 语义学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15 06165204 认知语言学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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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06165206 话语分析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17 06165207 社会语言学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18 06165209 英语文体学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19 06165210 语料库语言学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20 06165221 功能语言学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21 06165237 句法学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22 06165238 语用学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23 06165241 应用语言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24 06165242 外国语言学理论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25 06165243 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导论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26 06165305 英美文学专题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27 06165306 英语诗歌赏析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28 06165309 圣经文学研究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29 06165311 欧洲文化通论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30 06165318 欧美电影文学赏析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31 06165322 欧美戏剧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32 06165323 维多利亚文化专题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33 06165333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34 06165334 西方文化专题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35 06165336 文化人类学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36 06165337 外国文学理论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37 06165338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导论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38 06165401 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39 06165402 国际政治专题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40 06165404 美国政府与政治专题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41 06165405 美国对外贸易史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42 06165406 美国思想史专题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43 06165408 美国外交专题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44 06165409 中美关系专题 2 春 学硕 英语学院

645 06165419 西方媒体研究专题 2 秋 学硕 英语学院

646 06166019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前沿 2 春 博士 英语学院

647 06166020
外国语言文学流派与经典文献

研讨
2 秋 博士 英语学院

648 06166023 跨文化与话语分析 2 春 博士 英语学院

649 06166027 商务英语与跨文化理论 2 秋 博士 英语学院

650 06166028 商务英语与跨文化研究方法 2 春 博士 英语学院

651 06166029 商务英语与跨文化研究前沿 2 秋 博士 英语学院

652 06166102 翻译学前沿 2 秋 博士 英语学院

653 06166103 翻译学研究方法 2 春 博士 英语学院

654 06166107 翻译跨学科研究专题 2 春 博士 英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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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 06166108 当代口译理论研究 2 秋 博士 英语学院

656 06166109 口译研究方法 2 春 博士 英语学院

657 06166110 翻译研究学术文献研讨 2 春 博士 英语学院

658 06166202 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 2 春 博士 英语学院

659 06166203 语用学专题研究 2 春 博士 英语学院

660 06166204 认知语言学专题研究 2 春 博士 英语学院

661 06166207 外国语言学理论专题 2 秋 博士 英语学院

662 06166208 语料库语言学专题研究 2 秋 博士 英语学院

663 06166302 西方文学研究方法 2 春 博士 英语学院

664 06166303 文学跨学科研究 2 秋 博士 英语学院

665 06166306 历史文献研究 2 春 博士 英语学院

666 06166307 维多利亚文学专论 2 春 博士 英语学院

667 06166308 西方文学理论 2 秋 博士 英语学院

668 06166309 西方现代思想史 2 春 博士 英语学院

669 06166310 英语文学经典选读 2 秋 博士 英语学院

670 06167001 高级商务英语写作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671 06167015 法律文献阅读(英)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672 06167060 中外文化专题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673 06167061 国际商务谈判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674 06167062 经济学(英)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675 06167063 谈判心理学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676 06167064 法学基础理论(英)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677 06167065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研究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678 06167066 国际公司法律比较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679 06167113 英语演讲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680 06167116 商务会谈口译(一)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681 06167117 商务会谈口译(二)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682 06167128 经贸翻译与实践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683 06167129 商务法律翻译实践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684 06167130 本地化翻译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685 06167131 科技翻译实务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686 06167132 语言服务概论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687 06167134 翻译项目管理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688 06167135 法律文书写作与翻译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689 06167136 交替传译(Ⅰ) 4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690 06167137 视译(Ⅰ)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691 06167138 表达与演讲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692 06167139 交替传译(Ⅱ) 4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693 06167140 同声传译(Ⅰ) 4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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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 06167141 视译(Ⅱ)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695 06167142 综合口译实务(Ⅰ)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696 06167143 交替传译(Ⅲ)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697 06167144 同声传译(Ⅱ) 4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698 06167145 带稿同传(Ⅰ)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699 06167146 综合口译实务(Ⅱ)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700 06167147 交替传译(Ⅳ)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701 06167148 同声传译(Ⅲ) 4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702 06167149 带稿同传(Ⅱ)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703 06167150 综合口译实务(Ⅲ)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704 06167151 视译(一)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705 06167152 视译(二)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706 06167153 同声传译(一)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707 06167154 同声传译(二)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708 06167155 商务口译实践模拟(一)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709 06167156 商务口译实践模拟(二) 2 春 专硕 英语学院

710 06167159 英语技术写作 2 秋 专硕 英语学院

711 07175003 国际关系学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12 07175011 论文指导 1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13 07176007 跨文化交际研究 2 秋 博士 外语学院

714 07176008 科学研究方法论 2 春 博士 外语学院

715 07176009 外国文学研究导论 2 秋 博士 外语学院

716 07177003 文献检索与论文指导 1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717 07185001 日语语言学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18 07185002 日语语法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19 07185005 日本文学研读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20 07185013 经贸日语研读与翻译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21 07185014 日本文化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22 07185015 日本历史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23 07185016 日语高级口译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24 07185030 日本社会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25 07185031 日本企业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26 07185032 翻译研究(日)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27 07185036 日语原著选读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28 07185037 日本经济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29 07185038 中日经贸关系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30 07187001 中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3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731 07187002 商务日语研读与翻译 3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732 07187007 视译(日) 2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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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07187008 模拟会议(日) 2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734 07187009 时事口译(日) 2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735 07187011 口译讨论(日) 2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736 07187012 商务口译(日) 2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737 07187014 表达与演讲(日) 2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738 07187015 交替传译基础(日) 4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739 07187016 交替传译应用(日) 4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740 07187017 同声传译基础(日) 2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741 07187018 同声传译应用(日) 4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742 07187019 口译理论概要(日) 2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743 07195005 阿拉伯语经贸原著研读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44 07195009 高级阿拉伯语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45 07195014 阿拉伯文化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46 07195015 阿拉伯历史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47 07195016 阿拉伯语高级口译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48 07195017 阿拉伯近现代文学研读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49 07195025 阿拉伯经济研究(Ⅰ)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50 07195026 阿拉伯经济研究(Ⅱ)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51 07195030 阿拉伯社会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52 07195032 翻译研究(阿)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53 07195035 阿拉伯政治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54 07196005 区域国别研究专题(阿) 2 秋 博士 外语学院

755 07196006 现当代阿拉伯思潮导读 2 春 博士 外语学院

756 07196007 阿拉伯作家作品论 2 秋 博士 外语学院

757 07196010 阿拉伯文学史 2 春 博士 外语学院

758 07196011 阿拉伯政治专题 2 秋 博士 外语学院

759 07196013 阿拉伯历史专题 2 春 博士 外语学院

760 07205001 朝鲜(韩)语语言学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61 07205002 朝鲜(韩)语语法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62 07205009 高级朝鲜(韩)语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63 07205012 朝鲜(韩)古典文学研读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64 07205014 朝鲜(韩)文化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65 07205016 朝鲜(韩)语高级口译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66 07205018 朝鲜(韩)文学史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67 07205019 中朝(韩)比较文学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68 07205029 中朝(韩)关系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69 07205030 朝鲜(韩)社会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70 07205032 翻译研究(朝(韩))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71 07205036 朝鲜(韩)经济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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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07205037 中朝(韩)语言对比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73 07205038 朝鲜(韩)语经贸原著研读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74 07205039 朝鲜(韩)近现代文学研读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75 07207001 中韩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3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776 07207002 商务韩语研读与翻译 3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777 07207007 视译(韩) 2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778 07207008 模拟会议(韩) 2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779 07207009 时事口译(韩) 2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780 07207011 口译讨论(韩) 2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781 07207012 商务口译(韩) 2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782 07207014 表达与演讲(韩) 2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783 07207015 交替传译基础(韩) 4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784 07207016 交替传译应用(韩) 4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785 07207017 同声传译基础(韩) 2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786 07207018 同声传译应用(韩) 4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787 07207019 口译理论概要(韩) 2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788 07215001 法语语言学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89 07215003 法语词汇学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90 07215005 法国近现代文学研读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91 07215013 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化专题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92 07215015 法语文学专题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93 07215016 法语高级口译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94 07215025 法国经济研究(Ⅰ)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95 07215026 法国经济研究(Ⅱ)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96 07215029 中法关系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797 07215032 翻译研究(法)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98 07215035 法国政治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799 07215041 法语经贸原著研读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00 07225009 高级西班牙语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01 07225014 西班牙(拉)文化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02 07225015 西班牙(拉)历史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03 07225016 西班牙语高级口译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04 07225018 西班牙(拉)文学史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05 07225025 西班牙(拉)经济研究(Ⅰ)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06 07225026 西班牙(拉)经济研究(Ⅱ)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07 07225029 中西(拉)关系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08 07225030 西班牙(拉)社会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09 07225033 西班牙语经贸原著研读(Ⅰ)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10 07225034 西班牙语经贸原著研读(Ⅱ)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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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07225035 西班牙(拉)政治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12 07225036 西班牙(拉)近现代文学研读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13 07235005 意大利艺术史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14 07235009 高级意大利语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15 07235014 意大利文化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16 07235015 意大利历史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17 07235016 意大利语高级口译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18 07235018 意大利文学史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19 07235029 中意关系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20 07235030 意大利社会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21 07235031 意大利企业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22 07235032 翻译研究(意)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23 07235035 意大利政治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24 07235037 意大利近现代文学研读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25 07235038 意大利语经贸原著研读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26 07235039 意大利经济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27 07235040 意大利战后经济导读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28 07237001 交替传译基础(意) 4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829 07237002 同声传译基础(意) 2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830 07237003 口译理论概要(意) 2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831 07237004 交替传译应用(意) 4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832 07237005 同声传译应用(意) 4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833 07237006 商务意语研读与翻译 3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834 07237007 中意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3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835 07237008 模拟会议传译(意) 2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836 07237009 视译(意) 2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837 07237010 国际经贸口译(意) 2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838 07237011 口译工作坊(意) 2 秋 专硕 外语学院

839 07237012 表达与演讲(意) 2 春 专硕 外语学院

840 07245001 俄语语言学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41 07245014 俄国文化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42 07245016 俄语高级口译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43 07245017 19 世纪俄国经典文学研读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44 07245018 俄国文学史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45 07245019 20 世纪俄国经典文学研读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46 07245025 俄国经济研究(Ⅰ)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47 07245026 俄国经济研究(Ⅱ)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48 07245029 中俄关系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49 07245032 翻译研究(俄)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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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 07245035 俄国政治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51 07245038 俄语经贸原著研读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52 07246002 俄语语言学理论 2 秋 博士 外语学院

853 07246003 俄语媒体语言学 2 春 博士 外语学院

854 07246006 区域国别研究专题(俄) 2 春 博士 外语学院

855 07246007 语言学跨学科研究 2 秋 博士 外语学院

856 07246008
俄罗斯语言学流派与经典文献

研讨
2 春 博士 外语学院

857 07255001 德语语言学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58 07255003 德语语义学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59 07255008 跨文化商务交际(德)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60 07255010 德国近现代文学研读(Ⅰ)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61 07255011 德国近现代文学研读(Ⅱ)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62 07255013 文学批评方法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63 07255014 德国文化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64 07255016 德语高级口译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65 07255018 德国文学史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66 07255021 商法德语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67 07255025 德国经济研究(Ⅰ)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68 07255026 德国经济研究(Ⅱ)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69 07255027 德语语用学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70 07255029 德语经贸原著研读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71 07255030 篇章语言学(德)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72 07255031 认知语言学(德)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73 07255032 翻译研究(德)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74 07255037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75 07256005 区域国别研究专题(德) 2 秋 博士 外语学院

876 07256007 中德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 2 春 博士 外语学院

877 07256008
中德经贸文化合作的基础与潜

能研究
2 春 博士 外语学院

878 07256009 德国经济研究(一) 2 秋 博士 外语学院

879 07256010 德国经济研究(二) 2 春 博士 外语学院

880 07256011 区域国别研究理论与实践(德) 2 春 博士 外语学院

881 07425001 越南语高级口译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82 07425002 越南文化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83 07425003 中越关系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84 07425004 越南经济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85 07425005 越南语语言学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86 07425006 越南历史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87 07425007 翻译研究(越)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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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 07425008 越南政治研究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89 07425009 越南近现代文学研读 2 秋 学硕 外语学院

890 07425010 越南语经贸原著研读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91 07425011 越南外交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92 07425012 东南亚文化研究 2 春 学硕 外语学院

893 08215001 法语(Ⅰ) 3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894 08215002 法语(Ⅱ) 3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895 08345001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896 08345002 西方政治思想专题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897 08345004 政治社会学专题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898 08345006 政治学名著选读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899 08345007 中外政治前沿问题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00 08345008 硕士论文写作指导 1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01 08346001 政治学前沿问题 3 秋 博士 国际关系学院

902 08346002 政治学研究方法与设计 2 秋 博士 国际关系学院

903 08346003 政治学原著选读 2 春 博士 国际关系学院

904 08346005 国家理论专题研究 2 春 博士 国际关系学院

905 08346006 政治学科研训练 2 春 博士 国际关系学院

906 08355001 比较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07 08355002 中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08 08355003 美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09 08355004 英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10 08355005 日本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11 08355006 比较政党制度专题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12 08355007 公共行政学专题研究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13 08355008
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专题

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14 08356001 比较政治学前沿问题 2 秋 博士 国际关系学院

915 08365002 国际关系前沿问题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16 08365003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17 08365004 世界文化专题研究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18 08365005 欧洲联盟专题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19 08365008 俄罗斯专题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20 08365009 发展中国家专题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21 08365010 国际制度专题研究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22 08365012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题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23 08365013 国际政治及外交学专题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24 08365014 美国对外关系专题研究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25 08365015 日本对外关系专题研究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26 08365017 国际公文写作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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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08365018 全球治理经典案例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28 08365019 国际谈判理论与实务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29 08365020 联合国与国际组织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30 08365021 全球发展与“一带一路”专题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31 08365022 跨文化传播研究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32 08365023 全球治理专题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33 08365024 国际政治名著选读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34 08365025 全球安全治理专题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35 08366001 国际政治与外交学前沿 2 秋 博士 国际关系学院

936 08366002 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专题 2 春 博士 国际关系学院

937 08366003 区域国别专题 2 秋 博士 国际关系学院

938 08366004 国际政治原著选读 2 春 博士 国际关系学院

939 08366007 国际战略与中国对外关系专题 2 春 博士 国际关系学院

940 08366008 国际问题研究方法与设计 2 春 博士 国际关系学院

941 08375002 外交决策过程研究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42 08375003 外交经典案例研究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43 08375004 外交思想史专题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44 08375005 经济外交专题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45 08375006 公共外交专题研究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46 08375007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2 秋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47 08375008 能源与环境外交研究 2 春 学硕 国际关系学院

948 09017001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2 秋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49 09017002 国际贸易惯例 2 春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50 09027001 公共经济学 3 春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51 09027002 财税理论与政策 2 秋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52 09027005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2 秋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53 09027006 中国现代化与转型研究 2 秋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54 09037001 国际金融 2 春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55 09265001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956 09265002 公共管理理论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957 09265003 行政法学研究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958 09265007 跨文化管理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959 09265011 应急管理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960 09265015 非营利组织管理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961 09265021 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962 09265025 公共政策分析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963 09265027 行政学研究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964 09265032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965 09265033 信息社会与网络政治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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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 09265035 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967 09265036 政务大数据的方法和应用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968 09265037 公共决策科学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969 09265038 质性与案例研究方法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970 09266004 公共管理前沿 1 秋 博士 政府管理学院

971 09266005 公共政策前沿 1 春 博士 政府管理学院

972 09266006 社会调查理论前沿与方法运用 1 春 博士 政府管理学院

973 09266008 政府财税政策前沿 1 春 博士 政府管理学院

974 09266013 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 1 春 博士 政府管理学院

975 09266014 政府公共领导力若干问题研究 1 秋 博士 政府管理学院

976 09266016 国家规划与治理 2 秋 博士 政府管理学院

977 09266017 量化公共政策工作坊 2 秋 博士 政府管理学院

978 09266018 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 1 春 博士 政府管理学院

979 09266019 公共管理经典案例研究 1 春 博士 政府管理学院

980 09266020 公共政策分析 2 春 博士 政府管理学院

981 09267004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2 秋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82 09267006 政府应急管理 2 春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83 09267011 政府公共关系 2 秋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84 09267014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 2 春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85 09267015 电子政务 2 秋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86 09267017 公共领导力建设 2 秋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87 09267019 公共管理 3 秋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88 09267022 公共伦理 2 春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89 09267023 政治学 2 秋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90 09267024 公共政策分析 2 春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91 09267025 宪法与行政法 2 秋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92 09267026 社会研究方法 2 春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93 09267027 行政执法与政府治理 2 秋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94 09267028 经济政策与发展模式抉择 2 春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95 09267029 政府职能与财政投融资 2 秋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96 09267030 案例分析方法与论文写作 2 秋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97 09267031 区域竞争与政府治理 2 春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98 09267032 社会组织管理 2 春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999 09267033 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 2 秋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00 09275002 关税理论与政策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01 09275003 海关行政法研究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02 09275008 海关程序与合规管理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03 09275009 海关管理技术研究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04 09275010 海关统计与数据分析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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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 09277001 海关与贸易便利化 2 春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06 09277002 国际海关制度比较 2 春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07 09277003 海关税收征管政策与实务 2 春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08 09277004 中国海关业务改革 2 春 专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09 09315001 文化产业学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10 09315006 公共文化事业管理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11 09315008 中国文化政策研究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12 09315009 文化产业投融资与政策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13 09315010 文化社会学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14 09315011 国际文化贸易与市场营销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15 09315013 传媒产业管理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16 09315014 国际文化产业规划与政策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17 09315015 创意城市案例精讲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18 09335007 劳动经济研究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19 09335011 社会保障研究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20 09385001 教育管理学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21 09385002 教育经济学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22 09385005 人力资源管理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23 09385007 青年教育与青年社会学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24 09385009 教育政策学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25 09385011 教育学原理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26 09385012 高等教育学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27 09395008 贸易政策经济学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28 09395013 国际经济学前沿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29 09395015
世界贸易组织与区域经济一体

化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30 09395022 全球市场中的企业与政府 1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31 09395025 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32 09395026 发展经济学专题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33 09395027 城市经济专题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34 09395028 公共经济政策因果效应评估 2 春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35 09395029 公共经济管理 2 秋 学硕 政府管理学院

1036 09396001 公共经济学专题 1 秋 博士 政府管理学院

1037 10015004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实践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研究院

1038 10016001 国际贸易专题 2 秋 博士 国际经济研究院

1039 10025003 世界经济研究 3 秋 学硕 国际经济研究院

1040 10025004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

践
3 秋 学硕 国际经济研究院

1041 10025012 现代产业组织前沿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研究院

1042 10025013 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前沿 3 春 学硕 国际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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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10025015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1 秋 学硕 国际经济研究院

1044 10025018 世界经济史 2 春 学硕 国际经济研究院

1045 10025023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研究院

1046 10026001 世界经济前沿 2 秋 博士 国际经济研究院

1047 10026004 世界经济史 2 春 博士 国际经济研究院

1048 10026006 经济学研究方法及应用 3 春 博士 国际经济研究院

1049 10026007 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沿 2 秋 博士 国际经济研究院

1050 10026008 高级宏观经济学 3 秋 博士 国际经济研究院

1051 10036001 国际投资学 2 秋 博士 国际经济研究院

1052 10095001 财务管理与资本运营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研究院

1053 10105001 计量经济学现代观点与方法 2 秋 学硕 国际经济研究院

1054 11015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 2 秋 学硕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1055 11015005 美国贸易政策与中美关系 2 春 学硕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1056 11015008 中国对外贸易前沿专题 2 秋 学硕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1057 11016001 世界贸易组织专题 2 秋 博士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1058 11016003 贸易实证分析 2 秋 博士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1059 11025003 世界经济史 2 秋 学硕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1060 11025011 发展中大国经贸关系 2 春 学硕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1061 11025014 经济学文献导读与研究方法 2 秋 学硕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1062 11025016 国际经济理论前沿及实证研究 2 春 学硕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1063 11025017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专题 2 秋 学硕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1064 11026005 中国开放经济研究 2 春 博士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1065 11026008 经济学研究方法 2 秋 博士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1066 11026010 世界经济史专题研究 2 秋 博士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1067 12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3 秋 博士 保险学院

1068 12075001 国际风险管理与保险 2 秋 学硕 保险学院

1069 12075002 保险经济分析 2 秋 学硕 保险学院

1070 12075005 社会保险理论与政策 2 秋 学硕 保险学院

1071 12075006 应用随机过程 2 秋 学硕 保险学院

1072 12075008 人寿与健康保险理论与实务 2 秋 学硕 保险学院

1073 12075009 金融保险研究方法与写作 2 春 学硕 保险学院

1074 12075010 员工福利计划 2 春 学硕 保险学院

1075 12075012 金融学研究 2 秋 学硕 保险学院

1076 12075013 再保险理论与实务 2 春 学硕 保险学院

1077 12075014 海上保险理论与实务 2 春 学硕 保险学院

1078 12075016 企业风险管理研究 2 春 学硕 保险学院

1079 12075017 保险法 2 秋 学硕 保险学院

1080 12075019 保险公司经营与管理 2 春 学硕 保险学院

1081 12075020 健康经济学与医疗保险 3 秋 学硕 保险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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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12075022 劳动经济学 2 秋 学硕 保险学院

1083 12075026 财产风险管理与保险 2 秋 学硕 保险学院

1084 12075027 保险公司财务管理 2 秋 学硕 保险学院

1085 12075028 责任与信用保险专题 2 春 学硕 保险学院

1086 12075029 精算风险管理 2 春 学硕 保险学院

1087 12075031 寿险精算 2 春 学硕 保险学院

1088 12075032 养老金计划与精算 2 春 学硕 保险学院

1089 12075033 产险准备金与资本定价模型 2 春 学硕 保险学院

1090 12075034 产险精算定价 2 秋 学硕 保险学院

1091 12075035 健康与护理保险精算 2 秋 学硕 保险学院

1092 12075036 保险监管理论与实践 2 秋 学硕 保险学院

1093 12075037 家庭金融风险管理 2 春 学硕 保险学院

1094 12075038 保险投资与金融市场 2 春 学硕 保险学院

1095 12075040 统计建模与 R软件 2 春 学硕 保险学院

1096 12076001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写作 2 秋 博士 保险学院

1097 12076002 人口统计与养老金精算 2 秋 博士 保险学院

1098 12076003 风险分析与风险模型 2 秋 博士 保险学院

1099 12076004 高级保险经济学 2 秋 博士 保险学院

1100 12076008 人寿与健康保险专题研究 2 秋 博士 保险学院

1101 12076009 企业风险管理专题研究 2 春 博士 保险学院

1102 12076017 精算学中的随机过程 2 秋 博士 保险学院

1103 12076018 量化风险管理 2 秋 博士 保险学院

1104 12076020 非寿险精算学模型与应用 2 春 博士 保险学院

1105 12076021 风险与保险经济学专题 2 春 博士 保险学院

1106 12076022
金融数学优化方法与 Matlab 应

用
2 春 博士 保险学院

1107 12077001 保险学研究 2 秋 专硕 保险学院

1108 12077005 保险数理基础 2 春 专硕 保险学院

1109 12077007 应用随机过程 2 秋 专硕 保险学院

1110 12077012 人寿与健康保险理论与实务 2 秋 专硕 保险学院

1111 12077022 保险基金量化投资分析 2 秋 专硕 保险学院

1112 12077024 金融与投资(Ⅰ) 2 秋 专硕 保险学院

1113 12077025 金融与投资(Ⅱ) 2 春 专硕 保险学院

1114 12077027 企业年金及养老金投资 2 秋 专硕 保险学院

1115 12077029 财产保险精算定价 2 春 专硕 保险学院

1116 12077031 保险公司财务报表识读 2 秋 专硕 保险学院

1117 12077032 保险资产管理基础 2 秋 专硕 保险学院

1118 12077033 不动产金融 2 秋 专硕 保险学院

1119 12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3 春 博士 保险学院

1120 12106002 微观计量经济学与 Stata 应用 2 春 博士 保险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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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12107001 计量经济学与 stata 应用 2 春 专硕 保险学院

1122 12335001 企业年金 2 春 学硕 保险学院

1123 12335002
中国劳动经济与社会保障问题

研究
2 春 学硕 保险学院

1124 12335003 人力资源管理与薪酬设计 2 春 学硕 保险学院

1125 12335004 社会保障 2 秋 学硕 保险学院

1126 12336002 人力资源管理专题 2 秋 博士 保险学院

1127 12336004 企业年金 2 秋 博士 保险学院

1128 12336005 劳动关系研究 2 春 博士 保险学院

1129 12336010 高级劳动经济学(Ⅰ) 2 秋 博士 保险学院

1130 12336011 高级劳动经济学(Ⅱ) 2 春 博士 保险学院

1131 13005008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32 13005010 当代国外社会思潮研究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33 13005014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34 13005015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35 13005016 当代西方国家工人运动研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36 13005017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

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37 13005018 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38 13005019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39 13005022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40 13005024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41 1300510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42 130051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43 13005103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44 13005104 马克思主义前沿重大理论研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45 13005105
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和科学体

系研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46 13005106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47 13005107
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哲学问题研

究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48 13005108 习近平改革方法论研究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49 13005109 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50 130052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研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51 1300520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

究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52 1300520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选

读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53 1300520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

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54 130052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与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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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13005206 习近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56 13005207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57 13005208 中国对外开放史研究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58 130053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著作

选读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59 13005302 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60 13005303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研

究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61 1300530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62 13005305 习近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63 13005307 制度学研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64 1300530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论述研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65 13005309 文明交流互鉴专题研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66 13005401 史学理论与方法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67 13005402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68 13005403 中国近现代重要人物研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69 13005404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70 13005405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71 13005406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2 春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72 13005407 中共党史党建前沿问题研究 2 秋 学硕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73 13006003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2 春 博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74 13006004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研究 2 秋 博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75 13006005
科学社会主义前沿问题专题研

究
2 秋 博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76 13006006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专题研究 2 秋 博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77 13006007 中国对外开放专题研究 2 秋 博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78 13006008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题研究 2 春 博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79 13006009 国外社会主义专题研究 2 春 博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80 13006010 当代资本主义专题研究 2 春 博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81 130060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专题研究
2 春 博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82 130060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专题研究
2 春 博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83 13006013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专题研究 2 秋 博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84 13006014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2 春 博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85 14386001 高等教育社会经济学 4 春 博士 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1186 14386002 教育经济学 2 秋 博士 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1187 14386003 教育学 2 秋 博士 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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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8 14386004 教育学说史 2 春 博士 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1189 14386005 教育财政学 2 秋 博士 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1190 14386006 教育组织行为学 2 春 博士 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1191 14386007 人才国际竞争力专题研究 2 春 博士 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1192 14386008 教育国际化专题研究 2 春 博士 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1193 14386009 教育与经济增长专题研究 2 秋 博士 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1194 14386010 教育大国与教育强国专题研究 2 春 博士 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1195 14386011 教育经济研究的方法与工具 2 春 博士 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1196 15035001 金融模型与模拟 2 春 学硕 统计学院

1197 15105003 统计理论与方法 2 秋 学硕 统计学院

1198 15105007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2 春 学硕 统计学院

1199 15105008 微观计量经济学 2 春 学硕 统计学院

1200 15105009 金融统计分析 2 春 学硕 统计学院

1201 15105010 大数据挖掘技术 2 春 学硕 统计学院

1202 15105011 宏观经济统计 2 秋 学硕 统计学院

1203 15105012 应用多元统计 2 秋 学硕 统计学院

1204 15105013 数量金融 2 秋 学硕 统计学院

1205 15105015 财务大数据分析 2 秋，春 学硕 统计学院

1206 15105018 抽样技术 1 秋 学硕 统计学院

1207 15105019 随机过程 2 秋 学硕 统计学院

1208 15105020 高等统计学 3 秋 学硕 统计学院

1209 15105021 机器学习 2 春 学硕 统计学院

1210 15105022 深度学习基础 2 春 学硕 统计学院

1211 15105023 非结构化数据分析 2 春 学硕 统计学院

1212 15105024 Python 数据分析 2 秋 学硕 统计学院

1213 15105026 数据分布式计算 2 秋 学硕 统计学院

1214 15105029 资产定价 2 秋 学硕 统计学院

1215 15105030 SAS 软件与 R 语言 2 秋，春 学硕 统计学院

1216 15105031 数字贸易统计 2 秋 学硕 统计学院

1217 15105032 面板与空间计量 2 春 学硕 统计学院

1218 15105033 数据科学前沿(Ⅰ) 1 秋 学硕 统计学院

1219 15105034 数据科学前沿(Ⅱ) 1 春 学硕 统计学院

1220 15105035 统计案例研究 3 春 学硕 统计学院

1221 15105036 统计研究生论文写作 1 春 学硕 统计学院

1222 15105037 高频与高维数据分析 1 春 学硕 统计学院

1223 15106002 宏观经济统计专题 2 秋 博士 统计学院

1224 15106004 时间序列分析专题 2 春 博士 统计学院

1225 15106005 金融统计专题 2 春 博士 统计学院

1226 15106007 高级计量经济学 3 春 博士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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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 15106008 统计理论与方法专题 2 春 博士 统计学院

1228 15106009 贸易统计专题 1 秋 博士 统计学院

1229 15106010 随机分析专题 2 秋 博士 统计学院

1230 15106011 高等统计学 3 春 博士 统计学院

1231 15106013 数据科学理论与实践 3 秋 博士 统计学院

1232 15106015 现代统计模型专题 2 秋 博士 统计学院

1233 15106016 纵向数据与生存分析专题 2 秋 博士 统计学院

1234 15106018 贝叶斯统计专题 2 秋 博士 统计学院

1235 15106019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专题 2 秋 博士 统计学院

1236 15106020 统计前沿专题 1 春 博士 统计学院

1237 15106021 高等概率论 3 秋 博士 统计学院

1238 15107002 应用经济分析 3 秋 专硕 统计学院

1239 15107005 指数投资策略 1 春 专硕 统计学院

1240 15107007 大数据分析方法 2 秋 专硕 统计学院

1241 15107011 应用回归分析 3 春 专硕 统计学院

1242 15107012 风险分析 2 春 专硕 统计学院

1243 15107013 现代统计学 3 秋 专硕 统计学院

1244 15107014 统计调查 3 秋 专硕 统计学院

1245 16415001 中国文明的精神 2 春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46 16415002 文化研究要籍导读 2 春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47 16415004 中西文化交流史专题 2 春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48 16415005 文学与文化研究专题 2 春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49 16415007 学术阅读与写作 2 春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50 16415101 文学研究方法论 2 春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51 16415102 中国古代诗歌海外研究 2 秋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52 16415105 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专题 2 秋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53 16415106 文学研究原典导读 2 秋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54 16415107 古代文论专题 2 秋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55 16415108 宋代小说与宋代民间社会 2 春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56 16415109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2 春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57 16415110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2 秋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58 16415111 西方文论专题 2 春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59 16415112 先秦文献精讲 2 春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60 16415113 佛禅与诗 2 秋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61 16415201 语言学研究方法论 2 秋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62 16415202 训诂学理论及其应用 2 春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63 16415203 汉字的源流与结构理论 2 秋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64 16415205 语言研究中的计算机方法 2 秋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65 16415206 汉语国际教育理论与实践 2 秋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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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6 16415207 汉语教学法与案例分析 2 秋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67 16415208 社会语言学专题研讨 2 春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68 16415209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1 春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69 16415210 现代汉语语音学 2 春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70 16415211 现代汉语词汇学 2 春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71 16415212 现代汉语语法学 2 春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72 16415213 汉字构形学 2 春 学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73 16417003 中华文化与传播 2 春 专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74 16417103 汉语测试方法与实践 1 春 专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75 16417105 国别化汉语教学专题 1 秋 专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76 16417106 汉语国际教育技术与资源 2 秋 专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77 16417107 现代汉语语言要素及教学 1 秋 专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78 16417108 商务汉语教学概论 2 秋 专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79 16417110 汉语基础理论 2 秋 专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80 16417202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 1 春 专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81 16417203 中国当代文化艺术 1 春 专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82 16417204 跨文化交际与案例分析 2 秋 专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83 16417205 国际传播研究 2 秋 专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84 16417302 文化项目策划与管理 1 秋 专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85 16417306 区域经济与文化 2 春 专硕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286 17026001
产业及国际经贸合作理论前沿

专题
2 秋 博士 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

1287 17026002
产业开放与可持续发展和政策：

绿色经济的发展
2 春 博士 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

1288 17026003 科技政策与产业发展 2 秋 博士 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

1289 18025001 全球价值链绪论 1 秋 学硕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1290 18025002 投入产出经济学 1 春 学硕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1291 18025004 国际经济学 3 秋 学硕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1292 18025006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经济发展 2 春 学硕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1293 18025009 绿色价值链 2 春 学硕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1294 18025012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1 春 学硕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1295 18026001 全球价值链与可持续发展 2 春 博士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1296 18026002 气候变化经济学 2 秋 博士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1297 18026003 全球价值链与劳动经济学 2 秋 博士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1298 18026004 高级国际贸易学 2 春 博士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1299 18026005 全球价值链前沿专题 3 秋 博士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1300 18026007
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数据处理与

R 语言编程应用
2 春 博士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1301 18026008
全球生产：企业、合约与贸易结

构
2 春 博士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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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 18026009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基础 2 春 博士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1303 19016001 对外贸易专题 2 春 博士 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1304 19016002 利用外资专题 2 秋 博士 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1305 19026001 “走出去”全球拓展专题 2 春 博士 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1306 19026002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专题 2 秋 博士 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1307 19026003 商业创新及创新经济 2 春 博士 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1308 19026004 生态经济学前沿 2 秋 博士 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1309 19026005 环境经济学前沿 2 春 博士 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1310 19036001 内贸流通专题 2 秋 博士 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1311 19036002 国家重大开放战略专题 2 春 博士 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注：另每学期开设部分临时新增课，课程编码以 L 开头，具体见选课相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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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2017 年 8月修订）

第一条 为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规范和完善研究生的学籍

管理，保障研究生的合法权益，促进研究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高等

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管理规

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接受学历教育的研究生（以下简称“研究生”）的学籍管理。

第一章 入学与注册

第三条 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应当持录取通知书和相关证件，按学校规定的日期到校办

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应当向研究生院请假，经批准后方可延迟报到，但请假不得超

过两周。未请假或请假逾期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第四条 新生报到时，研究生院对其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审查合格的办理入学手续，予以注

册学籍；审查发现新生的录取通知书、考生信息等证明材料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或者有其他违反

国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的，取消入学资格。

第五条 新生入学后三个月内，学校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对新生身份、录取资格、身心健康等进行

复查。复查中发现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情形的，一经查实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学校移交

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第六条 新生入学后一个月内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申请保留入学资格：

1. 因病请假两周期满，仍未病愈暂不宜在校学习的；

2. 复查发现身心状况暂不宜在校学习的，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需要在家休养

的；

3. 因自主创业、应征入伍、支教、生育暂不能入学的；

4. 因其他不可抗力等原因，不宜在校学习的。

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具有学籍，保留期限最长为两年。新生保留入学资格期满前应向学校申请

入学，经研究生院审查合格后，办理入学手续。审查不合格的，取消入学资格；逾期不办理入学手

续且未有因不可抗力延迟等正当理由的，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第七条 每学期开学时，研究生应当按学校规定的日期返校，持研究生证到所在学院研究生教务

办公室办理注册手续。研究生注册不得由他人代办。

因病、因事不能如期注册者，应当事先向所在学院请假，办理暂缓注册手续。未按学校规定缴

纳学费或有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者，不予注册。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研究生，待办理有关手续后予

以注册。

第二章 纪律、考核与成绩记载

第八条 研究生应当按照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规定参加课程学习、考核、其他环节以及学校统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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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各项教学、科研活动。研究生因故不能参加的，应当事先请假。

研究生在节假日、寒暑假应当按学校规定的日期离校、返校。如平时因故离校，应当事先办理

请假手续，获准后方可离校。

第九条 研究生请假应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因病请假时需附校医院诊断证明，因事请假时一般

不得超过两周。

请假一周（含）以内，由辅导员批准；请假一周以上，经辅导员及研究生导师同意后，由学院

主管领导批准。研究生请病、事假的申请书、医院证明及有关负责人审批意见应由所在学院研究生

教务办公室归档。一学期内累计请假四周以上者，应报研究生院备案。

第十条 研究生请假期满，应当按时销假。如需续假，手续与请假相同。

第十一条 研究生未请假或请假未准而擅自离校或不参加活动者、请假期满不返校者，均按

旷课论，旷课一天按 8 课时计算。

第十二条 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与学业有关的短期出国（境）交流学习、实习或实践项目且

超过一个月的，应当办理出国申报手续。已申报短期出国的研究生经学校批准后方可离校，并应按

期返校。其出国期间仍享受在校学习学生待遇，应当正常缴纳学费，履行暂缓注册手续，但不得同

期参加校内课程考核。如出国时间超过一年的，则应办理休学手续。

研究生因私出国（境），应当在校历规定的假期内进行。

第十三条 研究生应当参加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和其他培养环节的考核，严格遵守考

试纪律，考核成绩记入研究生成绩单，并归入个人档案。

研究生成绩单应当真实、完整地记载学生学业成绩，对通过重修、补考、缓考获得的成绩予以

标注。

第十四条 研究生课程修读、考核、成绩评定及学分转换的实施细则依照《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研究生课程学习及成绩管理办法》执行。对旷课、违反考试纪律、考试作弊等的纪律处分依照《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学校鼓励研究生参加创新创业实践、国际组织实习等活动，相关经历、成果可以

折算为学分，具体按各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及我校创新创业类、实习实践类学分认定实施细则执行。

第十六条 研究生因退学等情况中止学业，其在校学习期间所修课程成绩及已获得学分应予

以记录。如该生重新参加入学考试并被我校录取后，其已获得学分，可以予以承认。申请认定的单

科成绩在中止学业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第三章 转专业与转学

第十七条 全日制一年级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对其他专业确有兴趣和专长的，可以申请转专业，

具体按我校研究生转专业实施细则执行。以定向就业等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国家有相关规定

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不得转专业。

第十八条 研究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完成学业。因病或者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

继续在本校学习或者不适应本校学习要求的，可以申请转学，具体按我校研究生转学实施细则执行。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学：

1. 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前一年的；

2. 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

3. 以定向就业招生录取的；



585

4. 拟转入学校、专业的录取控制标准高于其所在学校专业的；

5. 其他无正当理由的。

第四章 休学与复学

第十九条 研究生可以分阶段完成学业，但应当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和保留

学籍）内完成学业。

我校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为学制规定的基本学习年限基础上延长两年。硕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

限按专业、学习形式不同，分为两年或三年；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各专业基本学习年

限以当年招生简章及研究生培养方案为准。

第二十条 在学校规定的基本学习年限内，研究生申请休学或所在学院认为应当休学的，经

学校批准，可以休学。研究生休学一次以一年为期，可以提前复学。休学期满仍不能复学的，可申

请继续休学，但休学次数不得超过两次，累计休学时间不得超过两年。

第二十一条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申请或按学校要求休学：

1. 因病、因伤暂时无法继续学习，经校医院诊断确认的；

2. 经学校批准，申请出国（境）交流学习、实习或实践一年以上的；

3. 因生育暂时无法继续学习的，生育一胎（含产前、产后）仅可申请休学一次；

4. 因自主创业、非全日制学生工作外派暂时无法继续学习的；

5. 因其他特殊原因，本人提出申请或所在学院认为应当休学的。

第二十二条 研究生休学，应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因病、因伤休学的需附经校医院审核的二

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如有需要校医院可重新指定医院进行复查），经研究生导师和所在学院

主管领导同意后，报研究生院批准并备案。

第二十三条 新生和在校研究生应征入伍，学校保留其入学资格或者学籍至退役后两年。研究

生保留学籍期间，与其实际所在的部队建立管理关系。

第二十四条 休学研究生应当办理相关手续后离校。研究生休学期间，学校为其保留学籍，但

不享受在校学习学生待遇，不得参加校内课程考核和其它教学环节。

研究生休学期间的奖学金评定、助学金发放依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

执行。因病、因伤休学研究生的医疗费按学校医疗管理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 研究生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应于学期开学前提出复学申请（因病、因伤休学的

需附经校医院审核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恢复健康的证明，如有需要校医院可重新指定医院进行

复查），经研究生导师和所在学院主管领导同意，并报研究生院审核批准后，方可复学。

第二十六条 研究生办理复学手续后，应当随下一年级继续完成学业，仍按入学当年本专业培

养方案的课程学习、其它教学环节要求进行考核。

第五章 退 学

第二十七条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应予以退学处理：

1. 一学期同时有五门（含）以上研究生课程不合格，或者三门（含）以上必修课不合格的；

2. 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或者在基本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且未申请延

长学习年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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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休学、保留学籍期满，逾期两周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

4. 根据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校学习的；

5. 未经批准擅自出国（境）一个月以上，或者已办理出国申报手续但逾期两周不归的；

6. 未经批准离校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7. 每学期开学，逾期两周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

研究生本人申请退学的，经学校审核同意后，办理退学手续。

第二十八条 对予以退学处理的研究生，由所在学院提出书面报告并附有关材料，学院主管领

导签署意见，经研究生院审核后报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对申请退学的研究生，经研究生导师和所

在学院主管领导同意、研究生院审核后，报主管校领导批准。

第二十九条 对退学处理有异议的研究生，可以依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

提出申诉。

第三十条 对退学的研究生，学校出具退学决定书并送达本人，同时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备

案。因拒绝签收或难于联系而无法送达的，以学校网站公告方式送达。

第三十一条 退学研究生应当在退学决定书送达或公告之日起两周内办理退学手续离校。按已

有毕业学历和就业政策可以就业的，由学校报北京市毕业生就业部门办理相关就业手续；在学校规

定期限内没有聘用单位的，档案、户口退回其家庭户籍所在地。

第三十二条 退学研究生可以在办理离校手续后领取学习证明。学习满一年以上者，发给肄业

证书；学习不满一年者，发给写实性学习证明。未缴纳学费、无故不按时办理离校手续或未经批准

擅自离校者，不发给肄业证书。

第六章 毕业与结业

第三十三条 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和其他教学环节，成绩

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应当准予毕业，并在离校前发给毕业证书。

准予毕业的研究生，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位并发给学位证书；

未通过学位审查或只通过毕业答辩的，只发给毕业证书。

第三十四条 研究生提前完成培养方案规定内容，获得毕业所要求的学分，可以申请提前毕业。

研究生提前毕业，应于预计毕业时间前六个月提出书面申请，经研究生导师及所在学院主管领

导同意后，报研究生院批准并备案。

第三十五条 博士研究生的科研要求、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双证分离要求依照《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博士申请学位科研成果考核办法》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与学位授予分离工作

实施方案》执行。

第三十六条 研究生在学校规定的基本学习年限内，不能按时完成学业的，可以申请延长学习

年限。延长学习年限一般以一年为期，延长期满可申请继续延期，但累计（含休学和保留学籍）不

得超过两年。

研究生延期毕业，应于原定毕业时间前三个月提出书面申请，经研究生导师及所在学院主管领

导同意后，报研究生院批准并备案。获准延期毕业的研究生应当按规定缴纳延期学费及其他相关费

用。

第三十七条 已办理休学手续的研究生，其学习年限可根据实际休学期限相应顺延（即休学一

年则自动延期一年）。顺延期满仍未完成学业的，如需继续延长学习年限，则应单独办理延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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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

已办理出国申报手续且出国时间超过六个月的研究生，如需申请延期毕业，可减免相应的延期

学费。延长学习年限期间的研究生如申报出国，不减免相应的延期学费。

第三十八条 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和其他教学环节，成绩

合格，但未达到毕业要求（未达到申请论文答辩条件或未通过论文答辩），可以准予结业，发给结

业证书。

研究生结业，应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研究生导师及所在学院主管领导同意后，报研究生院

批准并备案。已达到结业要求的研究生，如未办理延期毕业手续，或者延长两年期满仍未达到毕业

要求且未申请结业的，在学校网站公告予以结业。准予结业的研究生，应随当年毕业生一起办理离

校手续。

第三十九条 硕士研究生结业后一年内、博士研究生结业后两年内，达到毕业要求，申请毕业

（学位）论文答辩且通过者，换发毕业证书。换发的证书编号不变，毕业时间按发证日期填写。逾

期未申请换证者，学校不再受理。

第七章 学业证书管理

第四十条 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严格按照招生时确定的办学类型、学习形式及研究生填报的

个人录取信息填写、颁发。

第四十一条 研究生在校期间变更姓名、出生日期等证书需填写的个人信息的，应当有合理、

充分的理由，并提供有法定效力的相应证明文件。经学校审查通过后，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国家招生规定取得入学资格或者学籍的，不予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已发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依法予以撤销。对以作弊、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或者其他不正

当手段获得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依法予以撤销。

第四十三条 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发放，每年进行两次。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遗失或者损坏

不能补发，经本人申请，学校可出具相应的证明书。证明书与原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外经贸学研字[2011]130 号）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提前毕业的暂行管理办法》

（外经贸学研字[2011]114 号）同时废止。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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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习及成绩管理办法

（2017 年 8月修订）

第一条 为加强研究生教学过程监控，规范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及成绩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进

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等文件

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管理。研究生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和学校的教学安排，完成

应修课程（含必修环节，下同）的各教学环节且通过考核，取得规定的学分，方可通过毕业资格审

核。

第一章 选课管理

第三条 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按照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并依据

每学期研究生院发布的课程安排及课程简介进行网上选课。

第四条 研究生选课包括正选和补退选两个阶段。研究生新生入学第一周为正选阶段，之后每学

期期末安排下一学期课程的正选；补退选阶段为每学期开课前两周，主要是因任课教师调整、选课

人数未达开课要求及个人学习兴趣、培养计划调整而改选课程。

第五条 研究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参加网上选课，未按要求缴纳学费、办理学期电子注册手续者不

能进行选课。

第六条 因休学、课程停开等特殊情况错过网上选课阶段者可申请线下选课。本院课程到学院研

究生教务办公室办理，跨院课程到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办理，申请办理时间一般不得迟于开课后四

周。

第七条 研究生课程实行中期退课制度（国际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除外）。每

学期后八周课程开课周为中期退课周，研究生可在此期间申请退选后八周或全学期课程 1 门。应由

研究生本人提交书面申请，经任课教师同意后，到所在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办理。

第八条 研究生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类。平行必修课校内打通选课，允许跨专业或跨学院

修读选修课。研究生应合理安排课程学习，每学期选课总学分不得超过 20 学分。

第九条 跨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应按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补修相应课程，补修课程不计学分。其

中，博士生可以补修全校硕士课程，选课流程同正常选课；硕士生补修本科课程由所在学院安排。

第十条 研究生选定课程后未请假而私自不参加教学活动的，按旷课处理。

第十一条 研究生选修校内暑期学校课程，应按照暑期项目办公室的相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已获得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本科生，允许在本科四年级提前修读

研究生课程。提前修课的学生应按正常流程参加网上选课与课程考核，已选课程成绩不得随意删除，

于培养方案对应的授课学期转入正式学号，并参与平均学分绩点的计算。

第十三条 本科阶段已修我校荣誉课程的硕士生、硕士阶段已修我校博士课程的博士生可以

申请免修相应选修课。

研究生申请课程免修，应在开课两周内提交书面申请，经所在学院主管领导审核同意后，报研

究生院备案，由研究生院核准并按原成绩单录入课程成绩。免修课程学分累计不得超过本专业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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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规定最低学分要求的三分之一（不减免相应学分的学费）。

第二章 课程考核

第十四条 研究生课程考核分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考试以闭卷笔试为主，可根据学科专业

的需要灵活采用开卷笔试、口试或笔口试结合等形式；考查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教学大纲需要而定，

可采用课程论文、文献综述或案例分析等形式。

第十五条 研究生有下列情况之一，不得参加相关课程的期末考核：

1. 请假缺课时间累计超过该门课程总学时四分之一；

2. 未办理正常选课手续而旁听课程。

第十六条 研究生应遵守考场纪律，如出现考试作弊等情况，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违

纪实施办法》给予处分。

第十七条 研究生可以申请课程免听，在不参加课堂学习的情况下参加该门课程的期末考核：

1. 应在开课两周内提交书面申请，经任课教师和研究生所在学院主管领导同意后，报研究生院

批准并备案，逾期不予受理；

2. 教育部规定的政治理论课不得免听，申请免听课程学分不得超过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最低学

分要求的 15%；

3. 具备某门课程免听资格的研究生，应主动与任课教师保持联系，完成老师布置的学习任务。

第十八条 研究生因病或其他正当事由不能按时参加考试，可以申请缓考：

1. 应在相关课程的考试之前提交书面申请（须附校医院证明等相关材料），经任课教师及研究

生所在学院主管领导同意后，报研究生院批准并备案；

2. 获准缓考的研究生，可以参加研究生院统一组织的缓考考试或随下一年级参加期末考试；

3. 未经申请或申请未准而不参加考试者，按缺考处理。

第三章 成绩评定

第十九条 研究生修读完本专业培养方案的应修课程，且考核成绩合格后，方可取得相应学

分。已办理选课手续的课程成绩一律记入研究生成绩单，并归入个人档案。

第二十条 研究生课程成绩结合平时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综合评定。平时成绩一般包括平时

作业、上课出勤、课堂讨论、期中测验、研究报告等，具体项目及各项所占总成绩的比例由开课学

院或任课教师确定，但期末成绩所占比例不得低于 50%。

第二十一条 研究生课程原则上按百分制评定成绩，学位课（包括学位公共课和学位基础课）

成绩 70 分为合格，其他课程成绩 60 分为合格。有其他特殊成绩合格标准的，由学院或研究生院另

行规定。

第二十二条 必修环节成绩按两级制评定（即“通过”与“不通过”），列入个人成绩单，但

不参与平均学分绩点的计算。

第二十三条 研究生课程考核成绩不合格，应根据学期课程安排和个人实际情况申请重修：

1. 重修课程网上操作与正常选课相同，选课系统会自动识别；

2. 必修课（含学位课和专业必修课）考核不合格者应当重修该门课程，选修课（含专业选修课、

跨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考核不合格者可重修或申请改选其他课程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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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生可随下一年级重修同一教师的课程，也可重修其他教师或其他学院开设的平行课程；

4. 改选其他选修课程、平行课程而替代成绩不合格课程者，均应在毕业资格审核前到所在学院

研究生教务办公室登记备案；

5. 成绩已合格的课程不得重修。

第二十四条 研究生私自放弃所选课程而不参加考核者按缺考处理，成绩单上记 0 分，并备注

“缺考”；考试作弊及协同作弊者，所考课程成绩无效，并在成绩单上备注“作弊”；重修考核成

绩合格的，在成绩单上记载重修后成绩，并备注“重修”。

第二十五条 研究生应于每学期期初查询个人课程考核成绩，如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核：

1．应在开学两周内提交成绩变更申请，本院课程交至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跨院课程交至研

究生院培养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2．由开课学院指定教师复核，如有错误则出具变更成绩单，经开课学院主管领导审核同意后，

报研究生院生效备案。

第二十六条 百分制成绩、成绩评定等级及学分绩点系数对应关系如下表：

百分制 等级 绩点系数

90—100 A 4.0

85—89 A
－

3.7

82—84 B
＋

3.3

78—81 B 3.0

75—77 B
－

2.7

72—74 C
＋

2.3

68—71 C 2.0

64—67 C
－

1.5

60—63 D 1.0

0—59 F 0

第二十七条 平均学分绩点（GPA）的计算办法为：

一门课程的学分绩点＝绩点系数×学分数

平均学分绩点＝所学课程学分绩点之和÷所学课程学分之和

第二十八条 研究生院是研究生成绩审定与最终确认机构，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修改研

究生成绩单。

第二十九条 在校研究生成绩单由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负责出具，加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

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公章；已毕业研究生成绩单由学校档案馆负责出具，加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公章。

第四章 培养计划外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

第三十条 研究生在校内修读的培养计划外课程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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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超出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最低学分，多选本专业培养计划内的课程；

2. 非本专业培养计划内的课程，包括暑期学校课程和校内开设的其他课程。

第三十一条 研究生允许超学分选课，按实际课程性质计入个人成绩单。但所选课程一经确定

不得随意删除，且参与平均学分绩点的计算。

第三十二条 研究生选修暑期学校课程，可以申请替代培养计划内课程或学分：

1. 应在正式上课前提交书面申请，明确拟修读课程及替代情况，经所在学院主管领导审核同意

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2. 暑期项目办公室出具个人成绩后，由研究生院核准并按拟替代课程录入成绩；

3. 培养计划内无替代课程的，按实际修读课程录入成绩，并归入跨专业选修课或公共选修课学

分。

第三十三条 如本专业培养计划内课程因故未能开设或其他特殊原因，研究生可以申请修读校

内开设的其他课程：

1. 应在正式上课前提交书面申请，明确拟修读课程及替代课程，经所在学院主管领导审核同意

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2. 研究生院核准后录入选课数据，并按实际修读课程记载成绩，替代培养计划内课程学分；

3. 港澳台研究生可申请修读其他课程，替代培养计划内政治理论课学分。

第五章 校（国）外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

第三十四条 研究生确因专业培养需要而修读校（国）外课程的，应事先提交书面申请，明确

拟修读课程及替代情况，经研究生导师同意后，报所在学院主管领导审核并批准。申请国外交流项

目的研究生，还应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办理出国申报或休复学手续。

第三十五条 研究生拟前往修读课程的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1. 开课单位为具有研究生培养能力的高校或与我校有学分互相认定协议的国内外高校；

2. 所修课程为研究生层次，且主要内容与我校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一致。

第三十六条 研究生修读校（国）外课程期间应遵守对方学校的教学管理规定，所发生的学习

生活费用由研究生本人或所在学院承担。

第三十七条 研究生校（国）外学习结束后，可以根据对方学校主管教学部门出具的成绩单办

理成绩与学分转换手续：

1．修读与我校相同或相近课程，申请替代培养计划内课程的，经承担相关课程的教师测试确认，

并经所在学院主管领导审核同意后，报研究生院备案，由研究生院核准并按拟替代课程录入成绩；

2. 修读我校未开设的课程，申请替代培养计划内学分的，经所在学院主管领导审核同意后，报

研究生院备案，由研究生院核准并按校（国）外课程录入成绩，归入跨专业选修课或公共选修课学

分；

3. 相关成绩转换应参照第二十六条的换算标准或校（国）外学校提供的课程成绩评定标准；

4. 相关学分认定应参照我校学分与学时对应关系，即 1 学分对应 16 学时，1 学时对应 45 分钟；

5. 校外 1 门课程最多只能替代校内 1 门课程或 3 学分；

6．转入学分累计一般不得超过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最低学分要求的三分之一（不减免相应学分

的学费）。如参加学校组织的双学位项目，由所在学院出具书面报告、经研究生院审核并备案后，

可以申请多转换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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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分制管理办法》

（外经贸学研字[2011]131 号）同时废止。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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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及培养管理办法

（2016 年 6月修订）

为提高博士生生源质量，创新博士生培养模式，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校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培养

管理工作，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需要，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选拔培养单位

第一条 开展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的学科专业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

2．有较为雄厚的师资力量，其中至少有 3 名在岗的博士生导师；

3．有健全的博士培养课程体系和管理制度，能够确保硕博连读研究生课程训练的系统性和课程

水平的高标准，具备硕博连读研究生进行文献阅读和科研训练的基本条件。

第二条 计划开展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的博士学科专业，须经授权点所在单位（以下统称学院）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同意并报研究生院批准后，方可进行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第三条 博士生导师所在学院无相关博士学位授权点的，硕博连读研究生的选拔、培养工作应由

该博士学位授权点所在的学院进行归口管理。

第二章 选拔对象和条件

第四条 选拔对象为全日制一年级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第五条 参加选拔的硕士生须满足以下基本申请条件：

1．具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研究生学籍；

2．政治思想及学术道德良好，在校期间未受纪律处分；

3．已按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制定培养计划、修满相应学分（含第二学期正在修读）、完成各

培养环节；

4．所修课程中学位基础课学分绩点不低于 3.0，其他课程学分绩点不低于 2.3；

5．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具有进一步在本专业深入学习、研究的志趣，且具备相应的基础。

6．符合拟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学院提出的其它条件。

第三章 选拔原则和程序

第六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应坚持公平公正、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具体招生名额由学

校根据生源情况及教育部下达的博士招生计划而定。

第七条 在读一年级硕士生于第二学期末（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至所在学院报名，经硕士生导

师同意、学院初审、研究生院最终确认合格、且已确定博士生导师者，方可参加选拔考试。

第八条 允许跨学科、跨学院、跨专业报考，但申请人另须提供以下材料：

1．证明本人跨学科、跨学院或跨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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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人硕士生导师和所在学院出具的同意转出的意见；

3. 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目标学院和导师出具的同意转入的意见。

第九条 选拔考试包括笔试、面试和科研成果考核。笔试按一级学科统一命题，内容包括基础英

语和学科综合；面试重点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专业素质、科研能力和培养潜力；科研成果考核主

要考核硕士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参与科研课题的情况。

第十条 笔试由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统一组织，复试（含面试和科研成果考核）由各学院安排。

学院在组织选拔考试前应将选拔小组成员（不少于 5 名博士生导师）名单、复试方案报研究生院。

复试方案由研究生院向全体研究生统一公布。

第十一条 研究生院根据生源及选拔的整体情况分别制定笔试和面试的最低控制分数线。在

笔试和面试成绩均达到最低控制分数线的基础上，按申请人的加权总成绩从高到低依序确定拟录取

名单，其中笔试、面试和科研成果考核占加权总成绩的权重分别为 30%、30%、40%。个别学院若有

特殊情况须报研究生院审批。

第十二条 因报名资格审核在第二学期期末成绩公布、硕士培养环节审核之前，如后期发现

部分课程成绩或培养环节未达到第五条申请条件，则选拔结果无效。

第十三条 经确认无异议的硕博连读研究生需以硕博连读的招生方式参加次年的学校博士生

网上报名，并按要求支付报考费、提交相关资格审查资料。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根据培养办公室转交

的名单进行资格审查，确认符合录取条件的，于次年 6 月随普通招考学生一起颁发博士生录取通知

书。

第四章 学籍管理和培养要求

第十四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 5 年，其培养过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硕

博课程学习为主，时间为 2 年至 2 年半；第二阶段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工作。

第十五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不参加博士普通招考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不撰写硕士毕业（学位）

论文，不颁发硕士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第十六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从第三学期开始在校全脱产学习博士课程，相关课程学习及其它

培养环节要求按选拔当年博士生培养方案执行。

第十七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第一阶段（即第三、第四学期）仍按照硕士生注册学籍，第二阶

段（第五学期以硕博连读生身份上报录取库后）开始按博士生注册学籍。5年内不能完成预定学业

的，可申请延长学习年限，但一般不得超过 7 年。

第十八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导师和学院建议不宜继续培养的，在基本学习

年限内且符合相关学籍管理规定的可退回原硕士专业继续培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关于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工作

的规定》（外经贸学研字〔2013〕55 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