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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济学 0201 

一、培养目标

立德树人，立足佛山、服务广东、面向全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持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方针，培养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

识，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前沿的分析工具，了解本学科的学术发展趋势和前沿研究

成果，具有良好的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对经济理论问题和现实经济问题具有敏锐

的观察能力和深入的分析、研究能力，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较强的国际交流能力，具有继续

深造学习的基础和能力，能够胜任科学研究或经济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政治经济学

2.西方经济学

3.世界经济

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5.佛山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6.中观经济学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理论经济学是我校与佛山市人民政府共建的省级重点学科。

1.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

学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

的责任。

2. 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中期考核、开题审查、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培养环

节的质量把控。研究生入学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

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理论经济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

课、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每门研究生课程应有专门的教师团队，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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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主讲教师必须经过研究生课程试讲环节，经培养单位考核通过后方可授课。不能因人

设课，原则上每位教师负责的硕士生课程不超过3门，其中学位课不超过2门。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

研究生应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了解佛山市、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专业实践主要在校外导师的指导下开展，

以在佛山市各政府部门专业实习为主要形式，一般安排在第四、五学期开展，时间不少于

1 个月。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 10 教学周）提交实践报告（5000字左右），

校外导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 1 学分。

（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 10场由校内外组织的

学术讲座，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 8000 字的学

术论文写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 10 篇读书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所

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 1 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4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是《西方经济学》、《统计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补修方式是 自学。补

修课程采取论文考察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

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6学分，其中课程33学分（含公共选修课1学分），实践活动1

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

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

2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

少于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

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

得与本专业相关且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

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

定》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资本论，卡尔•马克思，上海三联书店，2009

2.国富论(1-2卷)，亚当·斯密，商务印书馆，2014

3.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商务印书馆，2014

4.经济增长，巴罗等，格致出版社，2010

5.经济分析史(1-3卷)，约瑟夫·熊彼特，商务印书馆，2015

6.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蒋中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经济学原理，马歇尔，商务印书馆，2014

8.福利经济学，庇古，华夏出版社，2017

9.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道格拉斯·诺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0.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宇，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12.高级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张宇 孟捷 卢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3.逃不开的经济周期：历史，理论与投资现实，拉斯.特维德著，董裕平译，中信出版社，

2012。

14.数字经济：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马化腾等，中信出版社，2017

15.中国未来：佛山模式，张燕生等，中信出版社，2017

16.中观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陈云贤，顾文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7.超前引领：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思考，陈云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8.颠覆：数字经济的创新思维和商业模式，詹姆斯﹒麦奎维著，陈志伟等译，电子工业

出版社，2016

19.产业转型升级的普适理论与广东经验，陈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

20.XiaomingZhu. Emerging Champion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Springer Edition.

Springer-Verlag,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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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ach Tobji. Digital Economy.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Business

Innovation.Springer, 2018

22.Grossman,Helpman.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Cambridge,MIT

Press,1991.

23.Coase, R.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3: 1-44.

24.Pezzey, W. Emission Taxes and Tradable Permits: A Comparison of Views on Long

Run Efficiency.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3. 26(2): 329-342.

25.Oates et al. The Net Benefits of Incentive-based Regulation: A Cas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 Sett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 1233-1242.

26.Schultz L, C Folke, H Osterblom, P Olsson. Adaptive Governance, Ecosystem

Management, and Natural Capital. PNAS. 2015. 112(24): 7369-7374.

27.Jack B Kelsey, S Jayachandran. Self-selection into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rograms. PNAS. 2019. 116. (12): 5326-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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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0001001 中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0001002 中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S0001003 中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核心课

S1102050 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 经济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30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3018 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 经济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3019
经典著作研读（含《资

本论》研究）
经济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S1102002 产业发展与政策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0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06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10 世界经济 经济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28 数理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51 西方经济学前沿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54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62
统计模型与量化应用

分析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68 区块链经济学 经济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69 数字经济 经济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70 佛山特色发展专题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71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研

究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79 劳动经济学前沿专题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81 两岸经济关系研究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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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选修课

S1102082 收入分配专题研讨 经济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83
气候经济学前沿

seminar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84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94 经济学哲学 经济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S1202001 国际金融研究 金融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202003 现代投资理论 金融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402001 经济研究方法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402005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403002 新制度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6102010 统计机器学习 统计与数学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6102011 数据可视化 统计与数学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查(课程论

文)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查(课程论

文)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答辩)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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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修课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案例分

析)

其他培养环

节

S1107001 专业实践 经济学院 1 0 5 考查(其他)

S1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经济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经济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4 文献阅读 经济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5 发表学术论文 经济学院 0 0 5 考查(其他)

补修课

S1106001 西方经济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2 统计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3 国际经济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4 金融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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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 0202 - 国民经济学 020201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身心健康，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顺应数

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趋势，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具有国际视野和较强

国际交流能力，能够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能较好服务粤

港澳大湾区和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可从事教学科研以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工

商企业的经济分析与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数字经济与国民经济转型

2.人口、劳动与可持续发展

3.国民经济运行与政策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

学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

的责任。

2. 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中期考核、开题审查、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培养环

节的质量把控。研究生入学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

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

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时间不少于 1 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

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 10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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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提交实践报告（3000 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 1 学分。

（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 12场（学校、学院组

织或经导师认可），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 字

的学术论文写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 5 篇读书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所

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 1 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非财政学专业硕士生应补修4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

养计划，具体是《西方经济学》、《统计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补修方式

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论文考察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

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8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含公共选修课1学分），实践活动1

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

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

少于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

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

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学

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定》

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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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三联书店1957年版。

3.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4.萨缪尔逊：《经济分析的基础》，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5.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6.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布坎南，阿罗：《公共选择理论》，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8.富兰克.H.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0.保罗﹒格林切尔《神经元经济学：实证与挑战》，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11.（澳）杨小凯等《经济专业化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经济科学出版

社，1999。

12.（美）萨金特《宏观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13.（美）萨金特著《动态宏观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1997。

14.（英）马尔科姆·卢瑟福著，《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乔.B.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6.（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17.（美）凯莫勒，罗文斯坦和拉宾《行为经济学新进展》，人大出版社， 2010。

18.（美）格莱姆齐.决策、不确定性和大脑—神经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0。

19.Herman E. Daly, Joshua Farley, Ecological Economic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 C. 2005;

20.Herman E. Daly, Beyond Growth--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acon Press, Boston, 1996.

21.Herman E. Daly, 1991. Steady-State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IslandPress.

22.Herman E. Daly, and John B Cobb, Jr. For the Common Good. Boston: Boston Press,

1994.

23.Heal, G., Valuing the Future: Economic Theory and Sustainability.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98;

24.G. C. Daily, Nature’s Services: 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s,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1997.

25.Thomas Prugh. Natural Capital and Human Economic Survival, Lewis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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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6.Jonathan M. Harris, 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Economics: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2006

27.Pearce, D. W, Turner, R. K. 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M] .Baltimore :JohnsHopkinsUniversity Press, 1990

28.Neumayer E., Weak versus Strong Sustainability [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29.Tom, Tietenberg.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Pearson

Education, Boston, 2003

专业文献：

1.Arrow, Kenneth, Bert Bolin, Robert Costabza, Partha Dasgupta, Carl Folke,

Crawford S. Holling , Bengt-Owe Jansson, Simob Levin, Karl-Goran Maler, and

Charles Perrings.“Economic Growth,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Science 268(1995):520-521.

2.Daly ,H., Toward some operational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0, 2,1-7;

3.Chiesura, A , de Groot , R. Critical natural capital: a social cultural

perspective.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3 ,44 :219–231

4.Common, M, C. Perrings, Towards An Ecological Economics of Sustainability,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2, 6(1), 7-34;

5.Robert Costanza, dArge R. De Groot R. et al.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Nature, 387(1997):253-260;

6.Chichilnisky, G. , and G. Heal , Economic Returns from the Bio-sphere, Nature,

391(1998): 629-30.

7.Daily, Gretchen C,ToreSoderqvist, Sara Aniyar, Kenneth Arrow, ParthaDasgupta,

et al. “The Valu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Value.” Science 289(2000):395-396.

8.Solow, R M, On the Intertemporal Alloc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6, 88, 141-9;

9.Hartwick, J M,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the Investing of Rent from

Exhaustible Resour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67(5), 972-4;

10.Sachs, J. and W. Woo, 1994,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9(18),

102-145.

11.Murphy, K.,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1992,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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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falls of Partial Refo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07, 889-906.

12.G. Jefferson, T. Rawski and Y. Zheng, 1992, “Growth, Efficiency and

Convergence in China’s State and Collective Indus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0, pp239-266.

13.E. Bai, J. Lu and Z. Tao, 2005, Divergent Interest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esting Theories of Public Ownership,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4.J. Zhang, G.. Wan and Y. Jin, 2006,“The Existence and Measurement of Financial

Depth-Productivity in China:1987-2001”, forthcoming,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tudies.

15.R. King and R. Levine, 1993,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717-737.

16.S. Yao and Z. Zhang, 2002, “Open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working paper, MiddlesexUniversity, London.

17.Y. Sung, 2005, “China: Global Manufacturing Centre or World Sweatshop?

unpublished paper.

18.A. Krueger, 1984,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Development Policy: Twenty Years

Later”, In M. Syrquin, L. Taylor and L. Westphal(ed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Academic Press Inc..

19.Kanbur, Ravi, and Xiaobo, Zhang, 2005, “Fifty Years of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a Journey through Central Planning, Reform and Opennes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 87-106.

20.Zhang, X. and K. H. Zhang, 2003, “How Does Globalization Affect Regional

Inequality Within a Developing Countr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9, 4: 47–67.

21.Poncet, Sandra, 2005, “A Fragmented China: Measure and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Domestic Market Disinteg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3(3),

409-430.

22.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4), 938-963.

23.Knight, John, 1995, “Price Scissors and Intersectoral Resource Transfers: Who

Paid for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Oxford Economic Papers, 47(1), 117-135.

24.Yang, Dennis Tao, 1999, “Urban-Biased Polices and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ER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9(2), 30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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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Blanchard, Oliver and Andrei Shleifer, 2001,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IMF Staff Papers, vol. 48,

171-179.

26.Jin, Hehui, Yingyi Qian, and B.R. Weingast, 2005,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1719-1742.

27.Li, Hongbin and Li-An Zhou, 2005,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1743-1762.

28.Qian, Yingyi, and Weingast, Barry R., 1997,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 11, 83-92.

29.Yao, Yi, 2005, “Equalizing or not? Assessing the Intergovernmental Grants and

their Incentive Effects in China’s Fiscal Reform”, working paper.

专业学术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中

国工业经济》、《世界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中国

农村观察》、《农业经济问题》、《世界经济研究》、《财经研究》、《改革》、《经济

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学家》、《经济评论》、《经济科学》、《南开经济研究》、

《经济管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月刊》、《新

华文摘（大字本）》、《经济学季刊》

13



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0001001 中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0001002 中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S0001003 中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核心课

S110200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3007 空间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402004 经济学流派 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403003 国民经济核算与管理 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S1102054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68 区块链经济学 经济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79 劳动经济学前沿专题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92 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3019
经典著作研读（含《资

本论》研究）
经济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S1402001 经济研究方法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402005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查(课程论

文)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查(课程论

文)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14



公共选修课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案例分

析)

其他培养环

节

S1107001 专业实践 经济学院 1 0 5 考查(其他)

S1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经济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经济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4 文献阅读 经济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5 发表学术论文 经济学院 0 0 5 考查(其他)

补修课

S1106001 西方经济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2 统计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3 国际经济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4 金融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15



应用经济学 0202 - 区域经济学 020202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身心健康，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顺应数

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趋势，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具有国际视野和较强

国际交流能力，能够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能较好服务粤

港澳大湾区和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可从事教学科研以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工

商企业的经济分析与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区域协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2.城市化与城镇体系

3.数字化城市与区域创新治理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

学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

的责任。

2. 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中期考核、开题审查、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培养环

节的质量把控。研究生入学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

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

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时间不少于 1 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

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 10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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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提交实践报告（3000 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 1 学分。

（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 12场（学校、学院组

织或经导师认可），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 字

的学术论文写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 5 篇读书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所

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 1 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非财政学专业硕士生应补修4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

养计划，具体是《西方经济学》、《统计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补修方式

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论文考察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

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8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含公共选修课1学分），实践活动1

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

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

少于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

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

得与本专业相关位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

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

定》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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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著作：

1.阿姆斯特朗·哈维，泰勒·吉姆. 区域经济学与区域政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格莱泽.城市与区域增长的新经济学，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M].商务印书馆，2005。

3.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在哪里？，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M].商务印书馆，2005。

4.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M].商务印书馆，2005。

5.安虎森等.新经济地理学原理[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6.安虎森.新区域经济学[M].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7.安虎森等. 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发展的公共政策[M].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8.陆铭，陈昭.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M].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9.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杨开忠等译. 区位与空间经济:关于产业区位、市场

区、土地利用、贸易和城市结构的一般理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 (作者),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作者), 安东

尼·J·维纳布尔斯(Anthony J.Venables)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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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11.孙久文、叶裕民.区域经济学教程（第2版）[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2.彼得.尼茨坎普主编，安虎森等译. 区域与城市经济学手册（全四卷）[M]. 经济科学

出版社,2001。

13.库姆斯,迈耶蒂里, 蒂斯.安虎森等译. 经济地理学——区域和国家一体化[M].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4.世界银行，胡光宇译.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M].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9。

15.克鲁格曼.地理与贸易[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6.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M].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9。

17.伯特尔·俄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M].华夏出版社，2008。

18.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廉运杰译.经济学原理[M].华夏出版社，2005。

19.阿尔弗雷德·韦伯，李刚剑等译.工业区位论[M].商务印书馆，1997。

20.埃德加·M·胡佛，王翼龙译.区域经济学导论[M].商务印书馆，1990。

21.保罗·克鲁格曼著，蔡荣译.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0。

22.迈克尔·波特，李明轩、邱如美译.国家竞争优势[M].华夏出版社，2002。

23.朱迪,丽丝.自然资源: 分配, 经济学与政策[M].商务印书馆, 2002。

24.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M].商务印书馆,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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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侯景新,卫红.区域经济分析方法[M].商务印书馆, 2004。

26.孙久文.区域经济规划[M].商务印书馆, 2004。

27.陈秀山.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商务印书馆, 2005。

28.陈秀山,可云.区域经济理论[M].商务印书馆, 2003。

29.高洪深.区域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0.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31.郝寿义.区域经济学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32.聂华林,成勇.区域经济学通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33.栾贵勤等.区域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34.李小建.公司地理论[M].科学出版社.1999。

35.约翰.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M].商务印书馆，1997。

36.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M].商务印书馆，1998。

37.奥古斯特.勒什.经济地域空间秩序——经济财货与地理间的关系[M].商务印书馆，

1995。

38.梁琦等.产业集聚论[M]. 商务印书馆，2004。

39.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0.藤田昌久等.集聚经济学[M].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41.陆大道等.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2003。

42.盖文启：创新网络——区域经济发展新思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3.马保平.中国特色城镇化论纲 [M].经济科学.2008。

44.李廉水.都市圈发展-理论深化.国际经验.中国特色[M].科学出版社.2006。

45.K.J.巴顿.城市经济学——理论与政策[M].商务印书馆.1986。

46.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47.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M].上海三联书店，2000。

48.约瑟夫.熊彼得.经济发展理论[M].商务出版社。

49.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50.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走向富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1.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

52.Baldwin, R., Forslid R., Martin P., Ottaviano G. and Robert-Nicoud F.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3.

53.Porter, M. E. Location, clusters, and company strate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4.OECD. Interconnected Economies [M]. OECD READ edition, 2013.

55.Fingleton, Bernard, Ed. New directions in economic geography. Edward El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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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ng, 2007.

56.Herman E. Daly, Joshua Farley, Ecological Economic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 C. 2005;

57.Herman E. Daly, Beyond Growth--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acon Press, Boston, 1996.

58.G. C. Daily, Nature’s Services: 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s,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1997.

59.Neumayer E., Weak versus Strong Sustainability [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论文：

1.Masahisa Fujita and Paul Krugman (2004),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 83:139-164.

2.Krugman，P. (1993). First Nature，Second Nature 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33,129-144.

3.Krugman, Paul(1998),"Space: The Final Fronti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2):161-174.

4.Duranton, G. and D. puga(2004),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Vol4.

5.Henderson, J.V. (2003), Marshall's scale econom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3:1–28.

6.Venables, A.J.(1996), "Equilibrium locations of vertically linked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7:341-359.

7.Kr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413--499.

8.Helsley, R., and W. Strange (1990), Matching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a

system of citie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 189--212.

9.Krugman, P. (1991), History and Industry Location - the Case of the Manufacturing

Bel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2): 80-83.

10.Parr, J.B. (2004), Economies of scope and 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 The

Goldstein-Gronberg contribution revisited.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38(1):

1-11.

Ellison G, Glaeser E L, Kerr W R. (2010), What Causes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Coagglomeration Patter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119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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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Glaeser E L, Scheinkman J A, Shleifer A. (1995),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Section of Cities[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6(1): 117-143.

12.Henderson V,Kuncoro A, Turner M. (1995),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 1067-1090.

13.Storper M, Venables, A. J. Buzz, (2004), Face-to-face contact and the urban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4(4): 351.

14.Vicente J, Suire R. (2007), Informational cascades versus network

externalities inlocational choice: Evidence of 'ICT clusters' formation and

stability. Regional Studies, 41(2): 173-184.

15.Robert Costanza, dArge R. De Groot R.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Nature, 387(1997):253-260.

16.Chichilnisky, G. , and G. Heal , Economic Returns from the Bio-sphere, Nature,

391(1998): 629-30.

17.Herman E. Daly .The Economics of the Steady Stat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74.

18.Daily, Gretchen C, Tore Soderqvist, Sara Aniyar, Kenneth Arrow, Partha

Dasgupta, et al. The Valu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Value. Science

289(2000):395-396.

19.Solow, R M, On the Inter-temporal Alloc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6, 88, 141-9.

20.Hartwick, J M,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the Investing of Rent from

Exhaustible Resour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67(5), 972-4.

21.Arrow, Kenneth, Bert Bolin, Robert Costabza, Partha Dasgupta, Carl Folke,

Crawford S. Holling , Bengt-Owe Jansson, Simob Levin, Karl-Goran Maler, and

Charles Perrings. Economic Growth,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

Science. 268(1995):520-521.

22.Daly, H., Toward some operational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0, 2,1-7.

23.蔡昉,都阳.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J]. 经济研

究,2000,10:30-37+80.

24.银温泉,才婉茹. 我国地方市场分割的成因和治理[J]. 经济研究,2001,06:3-12+95。

25.范剑勇,朱国林. 中国地区差距演变及其结构分解[J]. 管理世界,2002,07:37-44。

26.武剑. 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增长效应[J]. 经济研究,2002,04:27-35+93。

27.金祥荣,朱希伟. 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一个历史与理论视角的考察[J].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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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研究,2002,08:74-82+95。

28.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仝月婷. 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

趋势[J]. 经济研究,2004,04:29-40。

29.刘夏明,魏英琪,李国平. 收敛还是发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争论的文献综述[J].

经济研究,2004,07:70-81。

30.范剑勇. 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兼谈对地区差距的影响[J]. 中

国社会科学,2004,06:39-51+204-205。

31.陆铭、向虎宽、陈钊.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基于文献的评论[J]. 世界经

济,2011,04:03-25。

32.柯善咨、赵耀.产业结构、城市规模与城市生产率[J]. 经济研究,2014,04:76-88。

33.赵作权.中国经济的核心—边缘格局与空间结构优化[J]. 管理世界,2012,10: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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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0001001 中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0001002 中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S0001003 中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核心课

S1103006 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 经济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3007 空间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3008 城市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3020 数字经济与区域发展 经济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选修课

S1102006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08 规制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10 世界经济 经济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17 城市与区域规划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24 金融制度与区域经济 经济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33 时间序列分析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54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55 劳动经济学前沿专题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87
区域经济前沿问题研

究
经济学院 1 16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88
区域经济论文写作指

导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89 数字化城市研究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90
区域经济学研究方法

论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3002 产业组织理论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402008 粤港澳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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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402014 福利经济学 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查(课程论

文)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查(课程论

文)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其他培养环

节

S1107001 专业实践 经济学院 1 0 5 考查(其他)

S1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经济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经济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4 文献阅读 经济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5 发表学术论文 经济学院 0 0 5 考查(其他)

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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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修课

S1106001 西方经济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2 统计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3 国际经济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4 金融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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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 0202 - 财政学 020203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身心健康，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顺应数

字经济发展趋势，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具有国际视野和较强国际交流能

力，能够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能较好服务粤港澳大湾区

和全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在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承担财税领域的研究、教学和实务等

相关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二、研究方向

1.财政理论与政策

2.税收理论与政策

3.数字财税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

学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

的责任。

2.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中期考核、开题审查、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培养环节

的质量把控。研究生入学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财

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

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时间不少于 1 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

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 10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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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提交实践报告（3000 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 1 学分。

（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 12场（学校、学院组

织或经导师认可），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 字

的学术论文写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5篇读书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所在

培养单位，合格者计 1 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 4 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

体是《会计学》《财政学》《政府预算》《中国税制》（《税法》），补修方式是同对应

本科生跟班上课。补修课程采取闭卷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

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8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实践活

动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

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

少于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

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

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学

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定》

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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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教材类：

1.《公共财政概论》编写组.公共财政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2.吉恩·西瑞克斯等，《中级公共经济学》[M]，格致出版社，2011

3.陈共.《财政学》（第十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4.贾康等.《财政学通论》 [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

5.马骁、周克清，《财政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6.钟晓敏主编，《财政学》（第三版）[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7.刘京焕、陈志勇、李景友，《财政学原理》（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8.（美）哈维.S.罗森、特德.盖亚，《财政学》（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其他参考书籍：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外文出版社， 2020.

2.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克思恩格斯文集[M]. 人民出版社,

2009.

3.马克思，资本论[M]. 人民出版社，2018年.

4.财政部，公共财政与百姓生活[M]. 中国财经出版社，2007年.

5.高培勇，国债运行机制研究[M]. 商务印书馆，1995年.

6.李俊生，财政效率论[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

7.杨灿明，市场结构与政府经济行为[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8.陈光焱，中国财政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M].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9.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三联书店，2015年.

10.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 商务印书馆， 1997

11.亚当·斯密，国富论[M].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12.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 格致出版社,2011.

13.康芒斯，集体行动的经济学[M].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14.布坎南，制度契约与自由[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5.布坎南，同意的计算[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6.张五常，经济解释[M].商务印书馆，2000.

17.克拉克，财富的分配[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18.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2年.

19.丹尼尔·卡尼曼，选择、价值与决策[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

20.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

2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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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论文：

1.陈共.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J].财政研究，2020(08)：3-11.

2.贾康，叶青.否定之否定：人类社会公共财政发展的历史轨迹[J].财政研究，2002(08)：

2-9.

3.吴才麟：《史前经济与财政起源》[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30-57.

4.龚浩.国家治理视角下中国财政理论的嬗变（1949-2018)[J].上海经济研究，

2021(08):38-47.

5.曹斯蔚，王小龙.我国财政理论创新的中国特色探析[J].管理现代化，

2021,41(04):33-43.

6.陈龙，吴春玲.政府－市场观的理论分野——市场经济1.0到3.0的经济学[J].延安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3(06):80-84.

7.张新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破解“市场失灵”的中国方案[J].上海经济

研究，2021(01):5-14.

8.张五常.经济解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80-112。

9.沈满洪，何灵巧.外部性的分类及外部性理论的演化[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02(01):152-160.

10.罗必良.科斯定理：反思与拓展——兼论中国农地流转制度改革与选择[J].经济研究，

2017,52(11):178-193.

11.张宏军.西方外部性理论研究述评[J].经济问题，2007(02):14-16.

12.郭钰堃. 集体行动的困境及对策——评《集体行动的逻辑》[C].第六届公共政策智库

论坛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化产业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20:271-273.

13.南江霞，王盼盼，李登峰.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的Shapley值纯策略纳什均衡解求解

方法[J].中国管理科学，2021,29(05):202-210.

14.柳博隽.东海“公共地悲剧”与柴油补助[J].浙江经济，2013(18):8.

15.童光辉.公共物品概念的政策含义——基于文献和现实的双重思考[J].财贸经济，

2013(01):39-45.

16.陈健，郭冠清.论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兼析产业政策的适用性[J].财经问题研

究，2020(12):22-30.

17.王胜华.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优化：基于经济增长视角的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1

(19):149-152.

18.胡文哲.财政支出与民生指数：规模和结构效应[J].财政科学，2019(09)：104-115.

19.韩保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史》[M]，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9

20.汪晓东，张炜，赵梦阳.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健康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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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综述[N]. 人民日报，2021-08-08(001).

21.钟昌标，董楠楠.应对重大疫情危机事件的决策机制与制度研究[J].阅江学刊，

2020,12(04):36-44+122.

22.费太安.健康中国、百年求索——党领导下的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及经验[J].

管理世界，2021, (11):26-40

23.王家合，赵喆，和经纬.中国医疗卫生政策变迁的过程、逻辑与走向——基于1949～2019

年政策文本的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05):110-120.

24.刘建国，刘甜.医疗产业集聚、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与社会福利[J].统计与决策，

2021,37(17):98-102.

25.Marwell G , Ames R E . Economists free ride, does anyone else? : Experiments

o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IV[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81,

15(3):295-310.

26.张军涛，毕乐强，纪昭君.区域间公共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

2011,18(02):76-81.

27.陈奥阳，李钢.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

2021(03):29-42+71.

28.颜维海.马克思关于基础设施的论述及其现代意义[J].改革与开放，

2016(13):101-103+108.

29.张军，高远，傅勇，张弘.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J].经济研究，

2007(03):4-19.

30.葛扬，岑树田.中国基础设施超常规发展的土地支持研究[J].经济研究，

2017,52(02):35-51.

31.张捷.公募REITs：基础设施融资新方式[J].宏观经济管理，2021(08):14-21.

32.周弘.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百年建设与国际比较[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19):12-20.

33.刘瑞旋，张大勇.美国政党政治与社会保障制度[J].经济研究导刊，

2009,8(09):206-207.

34.谢予昭，顾昕.中老年人群在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逆向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J].保险研

究，2018(07):71-88.

35.岳希明，种聪.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和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视角[J].China Economist,2020,15(04):100-131.

36.郑功成.社会保障：中国减贫事业的长久制度保障[J].中国社会保障，2020(10):18-19.

37.陈忠海.古代税收中的公平与效率[J].中国发展观察，2019(08):63-64+29.

38.刘水林.论税负公平原则的普适性表述[J].法商研究，2021,38(02):17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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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张晓云，杜崇珊.历史逻辑与现实理性的税收公平讨论——税制建设的补偿理念[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2(02):3-12.

41.吕冰洋，郭雨萌.税收原则发挥与共同富裕——基于国民收入循环框架分析[J].税务研

究，2022(04):12-18.

42.马奎升.关于税收伦理的思考[J].税务研究，2006(09):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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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财政学会主办：《财政研究》

3.中国税务学会主办：《税务研究》

4.国家税务总局主管：《中国税务》

5.财政部主管：《中国财政》

6.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公共经济学评论》

7.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经济研究》

8.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财贸经济》

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管理世界》《财经》

10.广东财经大学主办：《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报纸：《人民日报》《中国财政报》《中国政府采购报》《第一财经周刊》《第一财经日

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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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0001001 中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S0001002 中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2
考试(笔试(闭

卷))

S0001003 中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核心课

S1303001 税收经济学 财政税务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S1303002 公共财政学 财政税务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选修课

S1302006 税收管理与税收筹划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1302009 政府预算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1302012 数字经济与财税政策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1302013 财税计量分析 财政税务学院 3 48 2 考查(其他)

S1302014 财税管理数字化专题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1302015 比较财政制度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1302016 比较税制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1302017
国有资产管理与运营

研究进展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1302018 财政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1302019 财税思想史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Z1303024 文献阅读与论文写作 财政税务学院 3 48 2 考查(其他)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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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案例分

析)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口试)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其他培养环

节

020203003 专业实践（财政学） 财政税务学院 1 0 4
考试(笔试(闭

卷))

S13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财政税务学院 1 0 2
考试(笔试(闭

卷))

S1307004 文献阅读 财政税务学院 1 0 4
考试(笔试(闭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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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 0202 - 金融学 020204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身心健康，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顺应数

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趋势，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具有国际视野和较强

国际交流能力，能够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能较好服务粤

港澳大湾区和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可从事教学科研以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工

商企业的经济分析与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金融理论与政策

2.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3.微金融与科技金融

4.国家金融学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学

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的

责任。

2.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中期考核、开题审查、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培养环节

的质量把控。研究生入学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财

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

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 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时间不少于1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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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 10 教学周）

提交实践报告（3000 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 1 学分。

（二） 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 12场（学校、学院组

织或经导师认可），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 字

的学术论文写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

（三） 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 5 篇读书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所

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 1 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非财政学专业硕士生应补修4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

养计划，具体是《西方经济学》、《统计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补修方式

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论文考察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

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8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含公共选修课1学分），实践活动1

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

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

少于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

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

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学

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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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专业教材及著作：

1.吴晓求, 王广谦. 金融理论与政策[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2.斯蒂芬A.罗斯, 威斯特菲尔德,等. 公司理财（第11版）[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3.滋维.博迪, 亚历克斯.凯恩, 艾伦J.马库斯,等. 投资学(第10版)[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4.马勇. 金融监管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5.王向荣.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M]. 格致出版社, 2015.

6.威廉·H.格林. 计量经济分析（第8版）[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7.弗兰克J.法博齐, 周国富,等. 金融经济学[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8.洛伦兹·格利茨. 金融工程学[M].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9.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 斯坦利·G.埃金斯.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M]. 机械工业出版

社, 2008.

10.Ruey S. Tsay. 金融数据分析导论[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11.兹维·博迪, 罗伯特·C. 默顿,等. 金融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2.约翰·Y.坎贝尔. 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13.王晋忠. 衍生金融工具[M].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

14.布鲁斯·塔克曼. 固定收益证券（第3版）[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15.约翰·赫尔. 期货、期权及其他衍生品（第10版）[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16.何青. 财务报表分析[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7.唐纳德·德帕姆菲利斯. 收购、兼并和重组[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18.黄孝武. 财富管理[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19.李俊峰. 私募股权投资[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20.王立军. 股权投资教程[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21.安东尼·桑德斯, 马西娅·米伦·科尼特. 金融机构管理：一种风险管理方法[M]. 人

民邮电出版社, 2009.

22.约翰·赫尔. 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23.莫顿·米勒. 金融创新与市场的波动性[M].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2.

24.田轩. 创新的资本逻辑：用资本视角思考创新的未来[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25.深圳发展银行. 供应链金融：新经济下的新金融[M].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9.

专业学术期刊：

（一）国内专业学术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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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经济评论》《管理科学学报》

《管理评论》《统计研究》。

（二）国外专业学术期刊

《Journal of Financ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Review of Financ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中、外财经数据资源网站：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www.pbc.gov.cn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万得Wind财经数据库（上海）网站：www.wind.com.cn/

国内tushare财经数据接口网站：www.tushare.org/

CRSP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证券价格研究中心网站：www.chicagobooth.edu/

路透财经网站：www.Reuter.com

彭博财经网站：www.Bloomberg.com

美联邦储备银行网站：www.federalreserve.gov

美国金融学会The 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网站：www.afajof.org

世界银行网站：www.worldbank.org

国内主流的量化金融投资平台网站：优矿www.uqer.datayes.com/;

米筐: www.ricequant.com/;

大宽：www.bigquant.com/;

聚宽：www.joinquant.com/；

芒果：www.quant.10jqka.com.cn/platform/html/home.html

财经数据接口网站为：http://www.tushare.org/

证券宝：www.baostock.com

财经数据接口akshare

国外财经数据接口网站: https://data.nasdaq.com/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 www.imf.org

其他学习资源：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香港交易所网站：www.hkex.com.hk/eng/index.htm

美国纽约交易所网站：www.ny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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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交易所网站：www.londonstockexchange.com

日本东京交易所网站：www.tse.or.jp

stata学习及应用网站：连享会 (duanshu.com)

川总写量化（微信公众号）

python金融量化（微信公众号）

量化投资与机器学习（微信公众号）

王的机器（微信公众号）

计量经济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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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0001001 中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0001002 中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S0001003 中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核心课

S1202002 公司金融理论 金融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202003 现代投资理论 金融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S1203003 金融经济学 金融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S1202001 国际金融研究 金融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S1202004 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 金融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202005 金融工程学 金融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202006 商业银行研究 金融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S1202007 基金投资与管理 金融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202008 财富管理 金融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202009 资本市场运作 金融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202010 微金融与科技金融 金融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202011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金融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S1202012 国家金融学 金融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202013 微观计量工具与应用 金融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202014 房地产金融投资理论 金融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203001 金融前沿问题研究 金融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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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其他)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选修课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案例分

析)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口试)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其他培养环

节

S1207001 专业实践 金融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12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金融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1207004 文献阅读 金融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补修课

S1106001 西方经济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2 统计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3 国际经济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4 金融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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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 0202 - 产业经济学020205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身心健康，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顺应数

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趋势，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具有国际视野和较强

国际交流能力，能够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能较好服务粤

港澳大湾区和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可从事教学科研以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工

商企业的经济分析与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企业理论与公司治理

2.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

3.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学

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的

责任。

2.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中期考核、开题审查、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培养环节

的质量把控。研究生入学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财

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

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时间不少于 1 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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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 10 教学

周）提交实践报告（3000 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 1 学分。

（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 12 场（学校、学院组

织或经导师认可），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 字

的学术论文写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 5 篇读书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所

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 1 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非财政学专业硕士生应补修4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

养计划，具体是《西方经济学》、《统计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补修方式

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论文考察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

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8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含公共选修课1学分），实践活动1

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

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

少于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

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

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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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定》

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产业组织理论，[法]泰勒尔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2.产业经济与组织，多纳德·海、德理克·莫瑞斯，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3.现代产业组织（上、下），[美]丹尼斯·卡尔顿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4.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美]乔治·施蒂格勒，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

5.契约经济学，[美]科斯等，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6.接管、重组与公司治理，威斯通等，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

7.产业组织论，[日]植草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8.新编产业经济学，史忠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9.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美]肯尼斯·W·克拉克森，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9年。

10.日本的产业政策，[日]小官隆太郎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11.微观规制经济学，[日] 植草益，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

12.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张维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13.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威廉姆森，商务印书馆，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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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0001001 中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0001002 中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S0001003 中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核心课

S1102001 制度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3001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3002 产业组织理论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S1102002 产业发展与政策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0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04 企业理论与公司治理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06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07 产业经济学前沿研究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08 规制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77 数字经济与产业融资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78
湾区产业发展与城市

功能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3006 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查(课程论

文)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查(课程论

文)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课程论

文)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公共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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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修课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其他培养环

节

S1107001 专业实践 经济学院 1 0 5 考查(其他)

S1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经济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经济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4 文献阅读 经济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5 发表学术论文 经济学院 0 0 5 考查(其他)

补修课

S1106001 西方经济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2 统计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3 国际经济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4 金融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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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 0202 - 国际贸易学 020206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身心健康，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顺应数

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趋势，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具有国际视野和较强

国际交流能力，能够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能较好服务粤

港澳大湾区和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可从事教学科研以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工

商企业的经济分析与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2.国际贸易与投资一体化

3.大数据与跨境电子商务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

学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

的责任。

2. 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中期考核、开题审查、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培养环

节的质量把控。研究生入学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

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

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时间不少于 1 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

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 10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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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提交实践报告（3000 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 1 学分。

（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 12场（学校、学院组

织或经导师认可），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 字

的学术论文写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 5 篇读书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所

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 1 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非财政学专业硕士生应补修4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

养计划，具体是《西方经济学》、《统计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补修方式

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论文考察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

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8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含公共选修课1学分），践活动1

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

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

少于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

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

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学

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定》

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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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著作：

1.Thomas C.Schelling.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W.W.Nortor&Company,1978.

2.Dunning J H.InternationPraduc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George Allen

&Unwin,London,1981.

3.Mcmillan,j. Gam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1986.

4.Michael E.Port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The Free Press,1990.

5.Grossman,Helpman.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Cambridge,MIT

Press,1991.

6.Gomory,Baumol.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al Interest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00.

7.Philip Kotler.Marketing Management(Tenth Edition)．Chinese People University

Public House，2001．

8.JagdishBhagwati. Free Trade Toda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9.Paul Krugman, Maurice Obstfeld, Marc Melitz.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11.

10.James Rickards. Currency Wars: The Making of the Next Gobal Crisis. Penguin

Group US, 2011.

11.伯尔蒂尔·俄林：《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小岛清：《对外贸易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

13.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14.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5.丘东晓,许斌等：《国际贸易与投资前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6.埃尔赫南·赫尔普曼，保罗·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9。

17.裴长洪：《中国国际商务理论前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8.朱廷珺，王怀民等：《国际贸易前沿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9.王珏：《国际贸易前沿专题》，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20.卢仁祥：《新新贸易理论中的国际分工问题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21.强永昌：《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22.冯叔君：《全球视野下的自由贸易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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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蔡宏波、蒙英华、周密、李宏兵：《国际服务贸易前沿问题研究》，北京，经济科学

出版社，2016。

期刊：

《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国际贸易》、《国际贸易问题》、《经济学动态》、

《财贸经济》、《管理世界》、《世界经济》、《国际经济评论》、《国际经济合作》、

《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经济研究》、《国际贸易论坛》、《国际经贸探索》、《WTO

研究动态》、《对外经贸实务》。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Econometric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The Economist、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网站：

1.世界贸易组织网http://www.wto.org.

2.联合国贸发会议网http://www.unctad.org.

3.美国总统贸易办公室网http://www.ustr.org/.

4.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网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http://www.imf.org/external/index.htm.

6.世界银行网http://www.worldbank.org/.

7.国际贸易中心网http://www.intracen.org/.

8.世界海关组织网http://www.wcoomd.org/.

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网http://www.oecd.org/.

10.国际商会网http//www.icc.org.

11.东盟秘书处网http://www.aseansec.org/home.htm.

12.哈佛管理杂志http://www.harment.com.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http://www.fotec.org.

14.中国财政部网http://www.mofcom.gov.cn/.

15.中国海关总署网http://www.stats.gov.cn/.

16.中国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

17.中国国家质检总局网http://www.cqi.gov.cn/.

18.中国营销传播网http://www.emkt.com.cn.

19.中国国际贸易教育科研协作网http://www.csitnet.cn/.

20.数据库:JSTOR;Springer LINK;ELSEVIER SDOS CHINA CONSOR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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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0001001 中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文)

S0001002 中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2 考查(课程论文)

S0001003 中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文)

专业核心课

S1103003 国际贸易学 经济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文)

S1103004 国际投资学 经济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文)

S1103005 国际营销学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S1103018 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 经济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文)

专业选修课

S110200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S1102009 专业英语（国际贸易）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S1102010 世界经济 经济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文)

S1102014 跨境电子商务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S1102060 贸易实务案例研究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S1102074 中国对外贸易专题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文)

S1102075 国际贸易理论前沿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文)

S1102076 中英文论文写作专题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S1102080 全球价值链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文)

S1102085 大数据分析与R软件 经济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卷))

S5102006 商务智能 信息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查(课程论文)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查(课程论文)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课程论文)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实验设计、操

作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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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

设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

设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文)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其他培养环

节

S1107001 专业实践 经济学院 1 0 5 考查(其他)

S1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经济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经济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4 文献阅读 经济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5 发表学术论文 经济学院 0 0 5 考查(其他)

补修课

S1106001 西方经济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文)

S1106002 统计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文)

S1106003 国际经济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文)

S1106004 金融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文)

公共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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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 0202 - 数量经济学 020209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身心健康，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顺应数

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趋势，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具有国际视野和较强

国际交流能力，能够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能较好服务粤

港澳大湾区和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可从事教学科研以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工

商企业的经济分析与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经济计量分析

2.经济预测与决策

3.金融计量分析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

学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

的责任。

2. 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中期考核、开题审查、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培养环

节的质量把控。研究生入学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

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

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时间不少于 1 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

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 10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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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提交实践报告（3000 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 1 学分。

（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 12场（学校、学院组

织或经导师认可），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 字

的学术论文写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 5 篇读书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所

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 1 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非财政学专业硕士生应补修4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

养计划，具体是《西方经济学》、《统计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补修方式

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论文考察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

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8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含公共选修课1学分），实践活动1

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

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

少于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

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

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学

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定》

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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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美），麦克拉夫，等著，易丹辉，等译：《商务与经济统计学（原书第10版）》，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美），曼昆，（N.Gregory Mankiw） 著 梁小民，梁砾 译：《经济学原理：微观

经济学分册（第6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美），曼昆，（N.Gregory Mankiw） 著 梁小民，梁砾 译：《经济学原理：宏观

经济学分册（第6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杨仲山，何强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SNA）修订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

社，2008。

5.亚当·斯密著，孙善春，李春长译：《国富论》，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

凯恩斯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三联书店，1957。

6.（美）达摩达尔·N·古扎拉蒂，唐·C·波特 著,费剑平译:《计量经济学基础》（第

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李子奈著:《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8.威廉·H·格林，（WilliamH.Greene）著，张成思译：《计量经济分析》（第6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9.金勇进，等著：《抽样技术》（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0.彼得.冯德利普著：《经济统计学》，德国联邦统计局，1997。

11.（美），博克斯，等著，王成璋，等译：《时间序列分析：预测与控制》，机械工业

出版社，2011。

12.（美），克莱尔，等著，潘红宇，等译：《时间序列分析及应用（R语言）（原书第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13.（美），库特纳，等著：《应用线性回归模型（第4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4.陈耀辉 著：《非线性自回归模型的非参数方法及应用》，科学出版社，2013。

15.（美）雷奥奇·卡塞拉，罗杰 L·贝耶：《统计推断》，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16.George Casella，Roger L.Berger，张忠占，傅莺莺 著：《统计推断》（翻译版·原

书第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17.王劲峰，姜成晟，李连发，等著：《空间抽样与统计推断》，科学出版社，2009。

18.朱慧明，韩玉启 著：《贝叶斯多元统计推断理论》，科学出版社，2006。

19.方开泰，等编：《试验设计与建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0.（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思·库克耶 著 盛杨燕，周涛 译：

《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1.（美），Jiawei Han，等 著 范明，孟小峰 译：《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原

书第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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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美），Anand Rajaraman，（美）Jeffrey David Ullman 著 王斌 译：《大数据：

互联网大规模数据挖掘与分布式处理》，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23.沃尔夫冈·哈德勒，（Wolfgang Hardle），利奥波德·西马，（Leopold Simar）著 陈

诗一 译：《应用多元统计分析》（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4.陈希孺，等著：《陈希孺文集：非参数统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2。

25.顾海兵 著：《实用经济预测方法（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6.（美），埃利斯 著 任曙明 ，等译：《我在高盛的经济预测法》，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1。

27.（美）Matthew A. Russell 著；苏统华，魏通，赵逸雪 等译：社交网站的数据挖

掘与分析（原书第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28.（美）蒋中一，[加]凯尔文·温赖特 著；刘学，顾佳峰译，刘学校：数理经济学的

基本方法（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9.期刊：经济研究。

30.期刊：管理世界。

31.期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32.期刊：统计研究。

33.期刊：中国工业经济。

34.期刊：南开管理评论。

35.期刊：金融研究。

36.期刊：会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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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0001001 中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0001002 中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S0001003 中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核心课

S1102042 高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3011 经济模型与应用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3012 数理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S110200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29 实验设计与数据挖掘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32 数据处理与SAS软件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33 时间序列分析 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34 非参数统计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35 预测与决策方法研究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S1102045 金融数量方法与应用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48 数量分析软件与编程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2061
数量经济学前沿与论

文写作
经济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查(课程论

文)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查(课程论

文)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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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选修课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案例分

析)

其他培养环

节

S1107001 专业实践 经济学院 1 0 5 考查(其他)

S1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经济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经济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4 文献阅读 经济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5 发表学术论文 经济学院 0 0 5 考查(其他)

补修课

S1106001 西方经济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2 统计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3 国际经济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4 金融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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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经济学类） 0270 

一、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经济学院为目

标，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专业教学与学科建设为依托，以“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

追求卓越”为主线，积极探索“厚德、笃学、创新、致用”的人才培养模式，系统掌握现

代统计学基本理论与方法，能够熟练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和较强

的统计计算能力，能够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可以在政府管理

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统计学知识传播、数据采集与管理、数据分析与运用等工作的较高

层次统计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社会经济统计

2.应用统计

3.风险管理与金融统计

4.数字经济统计

三、学习年限

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5 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8 个月。

对提前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

学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

的责任。

2. 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中期考核、开题审查、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培养环

节的质量把控。研究生入学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

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

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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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时间不少于 1 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

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 10 教学

周）提交实践报告（3000 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 1 学分。

（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 12 场（学校、学院组

织或经导师认可），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 字

的学术论文写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 5 篇读书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所

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 1 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非财政学专业硕士生应补修4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

养计划，具体是《西方经济学》、《统计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补修方式

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论文考察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

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7学分，其中课程34学分（含公共选修课1学分），实践活动1

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

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

少于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

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

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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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定》

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James T.McClave等(著),易丹辉等(译).《商务与经济统计学》(第12版),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5.

2.Douglas A.Lind等著,聂巧平等(译).《商务与经济统计方法》(第15版),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5.

3.David F.Groebner等著.商务统计学-决策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4.吴喜之,《统计学:从数据到结论》(第4版),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

5.亚当•斯密(著),孙善春和李春长(译).《国富论》,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

6.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7.李子奈.《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8.WilliamH.Greene(著),张成思(译).《计量经济分析》(第6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1.

9.曼昆(著),梁小民等(译).《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第6版),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2.

10.何晓群.《多元统计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1.Anand Rajaram和Jeffrey David Ullman(著),王斌(译).《大数据：互联网大规模数据

挖掘与分布式处理》,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12.Wolfgang Hardle和Leopold Simar(著),陈诗一(译).《应用多元统计分析》(第2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3.Richard A.Johnson,Dean W.Wichern(著),陆璇(译).《实用多元统计分析》,清华大学

出版社,2008.

14.金勇进等.《抽样技术》(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5.博克斯等(著),王成璋等(译).《时间序列分析：预测与控制》,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16.克莱尔等(著),潘红宇等(译).《时间序列分析及应用（R语言）》(第2版),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1.

17.库特纳等.《应用线性回归模型》(第4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8.陈耀辉.《非线性自回归模型的非参数方法及应用》,科学出版社,2013.

19.George Casell和,Roger L.Berger(著),张忠占等(译).《统计推断》(第2版),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0.

20.王劲峰,姜成晟,李连发等.《空间抽样与统计推断》,科学出版社,2009.

21.朱慧明,韩玉启.《贝叶斯多元统计推断理论》,科学出版社,2006.

22.方开泰等.《试验设计与建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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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著) 盛杨燕,周涛(译).《大数据时代》,浙江

人民出版社,2013.

24.[美]Jiawei Han等(著),范明,孟小峰(译).《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第3版),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2.

25.陈希孺等.《陈希孺文集：非参数统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2.

26.顾海兵.《实用经济预测方法》(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7.埃利斯(著),任曙明等(译).《我在高盛的经济预测法》,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28.Matthew A. Russell(著),苏统华等(译).《社交网站的数据挖掘与分析》(第2版),机

械工业出版社,2015.

29.蒋中一,和凯尔文•温赖特(著),刘学和顾佳峰(译).《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第4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0.期刊：《经济研究》

31.期刊：《统计研究》

32.期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33.期刊：《数理统计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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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0001001 中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S0001002 中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2
考试(笔试(闭

卷))

S0001003 中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核心课

S1101004 高等统计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S1101005 多元统计分析 经济学院 3 48 2
考试(笔试(闭

卷))

S1103017 统计学前沿专题 经济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选修课

S110200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S1102029 实验设计与数据挖掘 经济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S1102032 数据处理与SAS软件 经济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S1102033 时间序列分析 经济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S1102034 非参数统计 经济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S1102035 预测与决策方法研究 经济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S1102042 高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S1102062
统计模型与量化应用

分析
经济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S1102064 风险管理与精算学 经济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S1102068 区块链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S1102085 大数据分析与R软件 经济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S1102086
多变量关系的现代统

计分析
经济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S1103016 宏观经济统计与分析 经济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闭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闭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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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试(笔试(闭

卷))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试(笔试(闭

卷))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试(笔试(闭

卷))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其他培养环

节

S1107001 专业实践 经济学院 1 0 5 考查(其他)

S1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经济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经济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4 文献阅读 经济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1107005 发表学术论文 经济学院 0 0 5 考查(其他)

补修课

S1106001 西方经济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2 统计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3 国际经济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S1106004 金融学（补本） 经济学院 0 0 1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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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0301 - 法学理论 030101

一、培养目标

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的法治建设需要，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应具备全面、扎实的法学基

础理论与专业知识，掌握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能够针对现实法治建设问题进

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具备发现、提出、解决问题并能提出建议的学术研究能力；熟练地掌

握英语，具备较强的国际交流能力；能在法律领域中从事中、高层次实务岗位工作，具有

继续学习、创新、提高的基础和能力。

二、研究方向

1.法哲学

2.法社会学

3.智慧法治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学

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的

责任。

2.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生入学

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

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研究生课程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学术学位公共学位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

课为学位类课程，学术学位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时间不少于3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科

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10教学周）

提交实践报告（3000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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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10场学校或学院的学术

讲座，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字的学术论文写

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3篇文献阅读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

所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1学分。

（四）劳动教育

中期考核前应不少于20小时的志愿者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学校或学院组织的法院、社

区等调解员工作。合格者记1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2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详见教学设置中其他培养环节列明的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补修课程，补修方式是上课。补修

课程采取闭卷考核方式，补修课程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

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9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实践活

动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劳动教育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

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包括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资格审查、论文初评、重复率检

测、盲审、答辩等环节。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字数应不少于3万字，选题应属于本学科范

畴，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实践价值，对所研究领域有新见解。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工作进度：根据导师要求按时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第四学期完成

学位论文开题，开题后3-6个月内参加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第五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初稿，

第六学期初提交学位申请，参加资格审核，提交学位论文定稿。学位论文通过重复率检测、

盲审等环节后，研究生可申请答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期间应持续修改完善论文。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课程学分和其他培养环节学分，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

不低于75分，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得本学科相关的创新成果

66



1个以上，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要求、质量要求见《广东财经大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

准》、《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授予标准》和《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则》等

文件，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工作按学校《广东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广东财经大学

学术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和《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

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一）著作

1.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刘作翔、何勤华：《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5.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6.德沃金：《身披法袍的正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德沃金：《刺猬的正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8.德沃金：《法律帝国》 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9.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10.凯尔森：《纯粹法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11.拉兹：《法律体系的概念》，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2.菲尼斯：《自然法理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13.卢埃林：《荆棘丛：关于法律与法学院的经典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4.肖尔：《像法律人那样思考：法律推理新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15.沃尔德伦：《法律：七堂法治通识课》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6.克莱默：《法律方法论》，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

17.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8.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

19.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0.卢曼：《法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二）专业文献

1.[美]布莱恩·比克斯：《牛津法律理论词典》，邱昭继等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美]劳伦斯·索伦：《法理词汇》，王凌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美]朱尔斯·科尔曼、斯科特·夏皮罗编：《牛津法理学与法哲学手册（上、下册）》，

杜宴林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

4.[美]丹尼斯·帕特森编：《布莱克维尔法哲学和法律理论指南》，汪庆华等译，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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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2013年版。

5.[美]韦恩·布斯、格雷戈里·卡洛姆、约瑟夫·威廉姆斯：《研究是一门艺术》，陈美

霞、徐毕卿、徐甘霖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

6.[美]安东尼·韦斯顿：《论证是一门学问》，卿松竹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

（三）期刊

1.《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

2.《中国法学》,中国法学会主办

3.《中外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

4.《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主办

5.《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主办

6.《现代法学》,西南政法大学主办

7.《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

8.《法学评论》,武汉大学法学院主办

9.《法制与社会发展》,吉林大学法学理论研究中心主办

10.《环球法律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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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2101002 法理学 法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1003 习近平法治思想 法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04 法律方法与论文写作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31 鉴定式案例分析研判 法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核心课

S2102067 法社会学 法学院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01 西方法哲学 法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30 智慧法治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S2102002 立法学专题 法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2102004
法律的经济分析（双

语）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05 中国传统法律专题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68
大数据与法律检索方

法
法学院 2 32 2

考查(案例分

析)

S2102077 未来法学导论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83 法律人工智能 法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29 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 法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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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案例分

析)

公共选修课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其他培养环

节

S2107001 专业实践 法学院 1 0 5 考查(其他)

S2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法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法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4 文献阅读 法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5 发表学术论文 法学院 0 0 5 考查(其他)

S2107006 劳动教育 法学院 1 16 4 考查(其他)

补修课

S2106001 宪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2 民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3 刑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4 刑事诉讼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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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0301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30103

一、培养目标

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的法治建设需要，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应具备全面、扎实的法学基

础理论与专业知识，掌握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能够针对现实法治建设问题进

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具备发现、提出、解决问题并能提出建议的学术研究能力；熟练地掌

握英语，具备较强的国际交流能力；能在法律领域中从事中、高层次实务岗位工作，具有

继续学习、创新、提高的基础和能力。

二、研究方向

1.中国宪法

2.中国行政法

3.港澳基本法

4.人权法学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学

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的

责任。

2.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生入学

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

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研究生课程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学术学位公共学位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

课为学位类课程，学术学位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时间不少于3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科

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10教学周）

71



提交实践报告（3000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1学分。

（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10场学校或学院的学术

讲座，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字的学术论文写

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3篇文献阅读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

所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1学分。

（四）劳动教育

中期考核前应不少于20小时的志愿者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学校或学院组织的法院、社

区等调解员工作。合格者记1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2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详见教学设置中其他培养环节列明的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补修课程，补修方式是上课。补修

课程采取闭卷考核方式，补修课程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

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9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实践活

动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劳动教育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

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包括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资格审查、论文初评、重复率检

测、盲审、答辩等环节。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字数应不少于3万字，选题应属于本学科范

畴，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实践价值，对所研究领域有新见解。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工作进度：根据导师要求按时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第四学期完成

学位论文开题，开题后3-6个月内参加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第五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初稿，

第六学期初提交学位申请，参加资格审核，提交学位论文定稿。学位论文通过重复率检测、

盲审等环节后，研究生可申请答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期间应持续修改完善论文。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课程学分和其他培养环节学分，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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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75分，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得本学科相关的创新成果

1个以上，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要求、质量要求见《广东财经大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

准》、《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授予标准》和《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则》等

文件，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工作按学校《广东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广东财经大学

学术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和《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

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韩大元等：《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出版。

4.（英）戴雪：《英宪精义》，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

5.周叶中：《代议制比较》，武汉大学出版社（第三版）2010年出版。

6.江国华：《宪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出版。

7.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

8.（德）沃尔夫，[德]奥托·巴霍夫，[德]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 高

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

9.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10.（美）弗里曼：《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毕洪海，陈标冲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0

年出版。

11.（荷）西尔登， 弗里茨·斯特罗因克编：《欧美比较行政法》，伏创宇 等译，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12.（美）卡尔·罗文斯坦:《现代宪法论》，王锴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3.（美） 马克·图什内特：《宪法为何重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4.（美）阿伦·德肖维茨：《你的权利从哪里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5.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6.叶必丰：《行政行为原理》，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17.（美）杰里·L·马肖：《创设行政宪制——被遗忘的美国行政法百年史（1787-1887）》，

宋华琳、张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8.（美）杰罗姆·巴伦（Jerome A.Barron）、（美）托马斯·迪恩斯（C.Thomas Dienes）：

《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版

19.（台湾）翁岳生：《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年版

20.（英）布赖斯：《现代民治政体》，张伟慈译，吉林出版社2011年版

阅读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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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学研究》，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2．《中国法学》，中国法学会。

3．《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

4．《中外法学》，北京大学。

5．《法学评论》，武汉大学。

6．《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

7．《现代法学》，西南政法大学。

8．《法学》，华东政法学院。

9．《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

10.《清华法学》，清华大学。

11.《法制与社会发展》吉林大学。

12.《行政法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

13.《环球法律评论》，中国社科院。

14.《法商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5.《当代法学》，吉林大学。

16.《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学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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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2101002 法理学 法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1003 习近平法治思想 法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04 法律方法与论文写作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31 鉴定式案例分析研判 法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核心课

S2103005 公法学基础理论 法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S2103006 中国宪法 法学院 3 48 2
考试(笔试(开

卷))

S2103007 中国行政法 法学院 3 48 2
考试(笔试(开

卷))

专业选修课

S2102002 立法学专题 法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2102008 比较宪法专题 法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S2102009 比较行政法专题 法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S2102010 港澳基本法专题 法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S2102011 行政诉讼法专题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12 宪法与公共财政专题 法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S2102013 人权法专题 法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S2102076 监察法专题 法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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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案例分

析)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口试)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其他培养环

节

S2107001 专业实践 法学院 1 0 5 考查(其他)

S2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法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法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4 文献阅读 法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5 发表学术论文 法学院 0 0 5 考查(其他)

S2107006 劳动教育 法学院 1 16 4 考查(其他)

补修课
S2106002 民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3 刑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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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0301 - 刑法学 030104

一、培养目标

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的刑事法治建设需要，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应具备全面、扎实的刑

法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掌握刑法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能够针对刑事法治

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具备发现、提出、解决问题并能提出建议的学术研究能力；

熟练地掌握英语，具备较强的国际交流能力；能在法律领域中从事中、高层次司法实践工

作，具有一定的刑法理论研究能力。

二、研究方向

1.中国刑法

2.网络刑法

3.经济刑法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学

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的

责任。

2.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生入学

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

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研究生课程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学术学位公共学位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

课为学位类课程，学术学位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时间不少于3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科

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10教学周）

提交刑事法治主题调研报告（6000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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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10场学校或学院的学术

讲座，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字的学术论文写

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3篇文献阅读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

所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1学分。

（四）劳动教育

中期考核前应不少于20小时的志愿者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学校或学院组织的法院、社

区等调解员工作。合格者记1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2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详见教学设置中其他培养环节列明的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补修课程，补修方式是上课。补修

课程采取闭卷考核方式，补修课程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

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9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实践活

动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劳动教育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

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包括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资格审查、论文初评、重复率检

测、盲审、答辩等环节。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字数应不少于3万字，选题应属于本学科范

畴，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实践价值，对所研究领域有新见解。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工作进度：根据导师要求按时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第四学期完成

学位论文开题，开题后3-6个月内参加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第五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初稿，

第六学期初提交学位申请，参加资格审核，提交学位论文定稿。学位论文通过重复率检测、

盲审等环节后，研究生可申请答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期间应持续修改完善论文。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课程学分和其他培养环节学分，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

不低于75分，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得本学科相关的创新成果

78



1个以上，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要求、质量要求见《广东财经大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

准》、《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授予标准》和《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则》等

文件，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工作按学校《广东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广东财经大学

学术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和《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

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经典著作：

1.陈兴良.《教义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版。

2.周光权.《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版。

3.黎宏.《刑法学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2版。

4.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版。

5.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

6.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7.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马克昌.《百罪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9.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上、中、下）》[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第4

版。

10.张明楷.《外国刑法刚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年第3版。

11.张明楷.《刑法学(上、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6版。

12.陈兴良主编.《刑法总论精释(上、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第3版。

13.陈兴良主编.《刑法各论精释(上、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

14.林钰雄.《新刑法总则》[M].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或林钰雄.《新刑法总

则》[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陈兴良.《刑法的知识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6.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5年版。

17.蔡桂生.《构成要件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8.江溯.《美国<模范刑法典>研究》[M].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21年版。

19.储槐植、江溯.《美国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0.吴宗宪.《西方犯罪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版。

21.［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刑法总论I——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

22.［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最高法院判例：刑法总论》，何庆仁、蔡桂生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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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3.［德］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4.［德］埃里克·罗克辛：《德国刑法学：从传统到现代》，江溯等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5年版。

25.［德］弗里茨·冯·李斯特：《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2021年版。

26.［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2版。

27.［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2版。

28.［日］山口厚：《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9.［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0.［日］平野龙一：《刑法的基础》，黎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1.［日］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顾肖荣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

32.［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第6版），曾文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3.［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34.［英］杰瑞米·侯德：《阿什沃斯刑法原理》，时延安、史蔚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

年版。

35.［英］威廉姆·威尔逊：《刑法理论的核心问题》，谢望原、罗灿、王波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6.［美］约书亚·德雷斯勒：《美国刑法纲要》，姜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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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2101002 法理学 法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1003 习近平法治思想 法学院 2 32 1
考查(案例分

析)

S2103004 法律方法与论文写作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31 鉴定式案例分析研判 法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核心课

S2102070 外国刑法学（分论）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79 西方刑法学说史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08 刑法总论 法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09 外国刑法学（总论） 法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S2103010 刑法分论 法学院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S2102014 刑事政策学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15 经济刑法学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66 国际刑法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11 犯罪学 法学院 2 32 4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16 刑事诉讼法学 法学院 3 48 3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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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案例分

析)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口试)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其他培养环

节

S2107001 专业实践 法学院 1 0 5 考查(其他)

S2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法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法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4 文献阅读 法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5 发表学术论文 法学院 0 0 5 考查(其他)

S2107006 劳动教育 法学院 1 16 4
考试(笔试(闭

卷))

补修课

S2106001 宪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2 民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3 刑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5 法理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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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0301 - 民商法学 030105

一、培养目标

立足广东、面向全国法治建设需要，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应具备全面、扎实的法学基

础理论与专业知识，掌握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能够针对法治建设现实问题进

行系统分析研究，具备提出、分析、发现、解决问题的学术研究能力；熟练地掌握英语，

具备较强的国际交流能力；能从事中、高层次法律实务与研究工作，具有继续学习、创新、

提高的基础和能力。

二、研究方向

1.民法

2.商法

3.知识产权法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实行导师负责制，导师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学术规范

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的责任。

2.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生入学确定导师后两周

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参加中期考

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课程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学术学位公共学位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为学

位类课程，学术学位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时间不少于3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科

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10教学周）

提交实践报告（3000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1学分。

（二）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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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10场学校或学院的学术讲

座，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字的学术论文写作

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

（三）文献阅读

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核

前写出不少于3篇文献阅读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所

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1学分。

（四）劳动教育

中期考核前应做不少于20小时的志愿者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学校或学院组织的法院、

社区等调解员工作。合格者记1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2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详见教学设置中其他培养环节列明的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补修课程，补修方式是上课。补修

课程采取闭卷考核方式，补修课程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

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学生总学分应修满39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实践活动1

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劳动教育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

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包括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资格审查、论文初评、重

复率检测、盲审、答辩等环节。硕士学位论文字数应不少于3万字，选题应属于本学科范

畴，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实践价值，或对所研究领域有新见解。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工作进度：根据导师要求按时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第四学期完成

学位论文开题，开题后3-6个月内参加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第五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初稿，

第六学期初提交学位申请，参加资格审核，提交学位论文定稿。学位论文通过重复率检测、

盲审等环节后，研究生可申请答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期间应持续修改完善论文。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课程学分和其他培养环节学分，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

不低于75分，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得本学科相关的创新成果

1个以上，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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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要求、质量要求见《广东财经大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授予标准》和《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则》等文件，

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工作按《广东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广东财经大学学术学位硕士

论文工作细则》和《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一）民法总论（9本）

1.王利明：《民法总则》（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2.杨立新：《民法总则》（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

3.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4.王泽鉴：《民法总则》（最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6.芮沐：《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民总债合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沈达明、梁仁洁编著：《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对外贸易出版社2015年版

8.姚瑞光：《民法总则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二）物权总论（5本）

1.刘家安：《物权法论》（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申卫星：《物权法原理》（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王泽鉴：《民法物权》（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崔建远：《物权法》（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5.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三）债权总论（5本）

1.崔建远、陈进：《债法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2.黄茂荣：《债法通则》（第一至三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修订二版），陈荣隆修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朱广新：《合同法总则研究》（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5.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四）债权分论（4本）

1.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2.程啸：《侵权责任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

3.崔建远：《合同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4.王泽鉴：《侵权行为》（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繁体字最新版为2021

年增补版）

（五）人格权法（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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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利明：《人格权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2.程啸：《人格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六）婚姻家庭继承法（1本）

1.李永军主编：《民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七）商法（10本）

1.施天涛：《公司法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2.邓峰：《普通公司法》（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英]保罗·戴维斯、莎拉·沃辛顿：《现代公司法原理》（第九版），罗培新等译，法

律出版社2016年版

4.[日]前田庸：《公司法入门》（第十二版），王作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朱锦清：《公司法学》（修订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6.王军：《公司资本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7.王军：《中国公司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8.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周友苏：《证券法新论》，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

10.谢怀栻著、程啸增订：《票据法概论》（增订二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八）知识产权法（4本）

1.王迁：《知识产权法》（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2.崔国斌：《著作权法原理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版

3.王太平：《商标法原理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尹新天：《中国专利法详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九）法学方法论与民法案例分析（1本）

1.吴香香：《请求权基础：方法、体系与实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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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2101002 法理学 法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1003 习近平法治思想 法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04 法律方法与论文写作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31 鉴定式案例分析研判 法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核心课

S2103012 民法总论 法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开

卷))

S2103013 商法总论 法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S2103015 知识产权法总论 法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专业选修课

S2102020 合同法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21 物权法 法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S2102022 公司法 法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S2102023 金融与保险法 法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S2102024 著作权法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25 破产法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26 专利与商标法 法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S2102030 民商法前沿（限选）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51 证券法 法学院 2 32 4
考试(笔试(闭

卷))

S2102052 知识产权专题 法学院 2 32 4
考试(笔试(闭

卷))

S2103014 侵权法 法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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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案例分

析)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口试)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其他培养环

节

S2107001 专业实践 法学院 1 0 5 考查(其他)

S2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法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法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4 文献阅读 法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5 发表学术论文 法学院 0 0 5 考查(其他)

S2107006 劳动教育 法学院 1 16 4
考试(笔试(闭

卷))

公共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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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修课

S2106001 宪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2 民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3 刑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5 法理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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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0301 - 诉讼法学 030106

一、培养目标

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的法治建设需要，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应具备全面、扎实的法学基

础理论与专业知识，掌握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能够针对现实法治建设问题进

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具备发现、提出、解决问题并能提出建议的学术研究能力；熟练地掌

握英语，具备较强的国际交流能力；能在法律领域中从事中、高层次实务岗位工作，具有

继续学习、创新、提高的基础和能力。

二、研究方向

1.民事诉讼法学

2.刑事诉讼法学

3.证据法学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学

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的

责任。

2.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生入学

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

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研究生课程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学术学位公共学位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

课为学位类课程，学术学位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时间不少于3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科

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10教学周）

提交实践报告（3000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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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10场学校或学院的学术

讲座，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字的学术论文写

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3篇文献阅读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

所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1学分。

（四）劳动教育

中期考核前应不少于20小时的志愿者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学校或学院组织的法院、社

区等调解员工作。合格者记1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2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详见教学设置中其他培养环节列明的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补修课程，补修方式是上课。补修

课程采取闭卷考核方式，补修课程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

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9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实践活

动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劳动教育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

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包括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资格审查、论文初评、重复率检

测、盲审、答辩等环节。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字数应不少于3万字，选题应属于本学科范

畴，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实践价值，对所研究领域有新见解。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工作进度：根据导师要求按时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第四学期完成

学位论文开题，开题后3-6个月内参加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第五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初稿，

第六学期初提交学位申请，参加资格审核，提交学位论文定稿。学位论文通过重复率检测、

盲审等环节后，研究生可申请答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期间应持续修改完善论文。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课程学分和其他培养环节学分，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

不低于75分，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得本学科相关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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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以上，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要求、质量要求见《广东财经大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

准》、《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授予标准》和《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则》等

文件，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工作按学校《广东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广东财经大学

学术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和《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

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中文原著（校外作者）：

1.龙宗智：《刑事程序论》，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

2.龙宗智：《司法建设论》，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

3.龙宗智：《诉讼证据论》，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

4.龙宗智主编：《刑事庭审证据调查规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5.龙宗智、郭彦主编：《刑事庭审证据调查规则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

6.龙宗智、夏黎阳主编：《中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7.陈瑞华：《企业合规基本理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

8.陈瑞华：《比较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9.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

10.左卫民：《实证研究：中国法学的范式转型》，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

11.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年版

12.陈光中:《刑事再审程序与人权保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林钰雄：《严格证明与刑事证据》，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14.卞建林、刘玫:《外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5.何家弘:《外国证据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6.陈光中、程味秋、[加]杨诚:《审判公正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7.张建伟:《刑事司法体制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陈卫东:《中国刑事诉讼权能的变革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0.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1.江伟等：《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2.张卫平：《转换的逻辑 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3.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4.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

25.谢佑平、万毅：《刑事侦查原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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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王亚新等：《法律程序运作的实证分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27.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8.陈光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

29.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30.卞建林:《中国刑事司法改革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1.卞建林:《刑事诉讼的现代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32.刘玫:《传闻证据规则及其在中国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33.樊崇义:《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 版

34.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民事诉讼程序之优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35.江伟：《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6.谢佑平、万毅：《刑事诉讼法原则──程序正义的基石》，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7.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8.陈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29.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0.李祖军：《民事诉讼目的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版。

31.肖建国：《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2.邱联恭：《争点整理方法论》，三民书局2001年版。

33.汤维建：《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34.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35.肖建华：《中国民事诉讼法判解与法理：当事人问题研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

版。

36.谭秋桂：《民事执行原理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37.肖建华：《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8.王福华：《民事诉讼基本结构》，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39.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0.章武生：《民事简易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1.李龙：《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2.杨荣馨：《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3.陈刚：《民事诉讼法制的现代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44.纪格非：《证据能力论——以民事诉讼为视角的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45.韩波：《法院体制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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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吕太郎：《民事诉讼之基本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7.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8.段厚省：《请求权竞合与诉讼标的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9.张卫平：《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0.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

51.毕玉谦、谭秋桂、杨路：《民事诉讼研究及立法论证》，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

52.齐树洁：《民事上诉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53.杨秀清:《协议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54.刘金华：《股东代位诉讼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5.陈爱武：《人事诉讼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56.许士宦：《集中审理与审理原则》，新学林2009年版版。

57.王娣：《强制执行竞合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8.乔欣：《仲裁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59.毕玉谦：《民事诉讼证明妨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0.史飚：《商事仲裁监督与制约机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

61.毕玉谦：《证据制度的核心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62.许士宦：《新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63.杨建华：《民事诉讼法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64.邱星美著：《调解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

65.杜闻著：《英美民事诉讼的历史文化背景》，法律出版社2015年。

66.左卫民：《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67.谢佑平：《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68.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69.龙宗智：《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70.龙宗智:《理论反对实践》,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版。

71.卞建林:《诉讼法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72.顾永忠:《刑事上诉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版。

73.汪海燕：《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版。

74.熊秋红:《刑事辩护论》，法律出版社1998版。

75.沈德咏:《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法律出版社2003 版。

76.陈瑞华:《比较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版。

77.段厚省：《民事诉讼标的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

78.王学光：《电子证据及相关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9版。

79.崔玲玲：《诉的类型研究》，法律出版社20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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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马永平：《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研究》，法律出版社2019版。

81.张卫平：《民事诉讼法学：分析的力量》，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82.樊崇义 ：《检察制度原理》，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

83.孙长永：《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84.高一飞：《司法改革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85.杜闻：《英美民事诉讼的文化历史背景》，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中文原著（校内导师）：

1.邓立军主编：《技术侦查立法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2.邓立军：《程序法视野下的控制下交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3.邓立军：《中国港澳台地区秘密侦查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4.邓立军主编：《程序与方法—毒品犯罪侦查之二维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

5.王国民、邓立军：《犯罪侦查前沿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邓立军：《突破与局限—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秘密侦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7.邓立军：《外国秘密侦查制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8.邓立军：《全球视野与本土架构—秘密侦查法治化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9.邓立军：《控制下交付立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10.张晋红：《民事诉讼法当事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11.张晋红：《民事之诉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12.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与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9版。

13.颜运秋：《劳动合同争议处理程序》，法律出版社出版2007年版。

14.颜运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15.颜运秋：《公益经济诉讼:经济法诉讼体系的构建》，法律出版社2008版。

16.颜运秋：《社会经济法与公益经济诉讼》，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7.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18.周成泓：《民事证人调查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版。

19.周成泓：《民事证据法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0.蒋石平：《特殊侦查行为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1.蒋石平：《刑事和解的法制化构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2.蒋石平：《侦查行为论》，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

23.罗筱琦：《民事判决研究:根据与对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

24.罗筱琦：《证据方法及证据能力研究》（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

95



25.罗筱琦：《证据法理论与实证分析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26.孙志伟：《刑事审判中的言词证据》，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

27.邹郁卓：我国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中文译著：

1.卡斯通•斯特法斯、乔治•勒瓦索, 贝尔纳•布洛克著：《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

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版

2.罗纳德J艾伦、理查德B库恩斯、埃莉诺•斯威夫特著：《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第

三版），张保生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版

3.克劳斯•罗科信著：《刑事诉讼法》（第24版），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 版

4.米尔建•R•达马斯卡著：《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版

5.迈克•麦康维尔、岳礼玲选编：《英国刑事诉讼法（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版

6.田口守一著：《刑事诉讼法》，张凌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版

7.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组织编译：《所有人的正义》，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版

8.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版。

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4。

11.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西原春夫:《日本刑事法的重要问题》 (第二卷),金光旭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日本:

成文堂出版社,2000年版。

13.土本武司:《日本刑事诉讼法要义》,董舆、宋英辉译,五南出版公司,1997年版。

14.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2000年月版。

15.伟恩.R.拉费弗、杰罗德、H.伊斯雷尔、南西.J.金:《刑事诉讼法》，卞建林、沙丽金

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皮特•J•P•泰克编著：《欧盟成员国检察机关的任务和权力》，吕清、马鹏飞译，中国

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

17.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18.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19.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20.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21.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2.理查德.A.波斯纳：《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附件三：指定发表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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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公开发行法学或者相关学科期刊，但《经营管理者》、《法制博览》、《中学

生导报教学研究》、《现代经济信息》、《纳税》、《祖国》、《时代金融》、《科技财

经》、《商》、《中国市场》、《商场现代化》、《科技展望》、《学理论》、《办公室

业务》、《企业导报》、《产业与科技论坛》、《新西部》、《当代经济》、《楚天法治》、

《全国商情》、《知识经济》、《新闻传播》、《管理观察》、《消费导刊》、《改革与

开放》、《今日中国论坛》、《投资与合作》、《中国外贸》、《西部皮革》、《职工法

律天地》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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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2101002 法理学 法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1003 习近平法治思想 法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04 法律方法与论文写作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31 鉴定式案例分析研判 法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核心课

S2103016 刑事诉讼法学 法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17 民事诉讼法学 法学院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18 证据法学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S2102031 外国刑事诉讼法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32 外国民事诉讼法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35 物证技术学专题 法学院 2 32 3
考查(案例分

析)

S2102071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法学院 2 32 4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72 公益诉讼 法学院 2 32 4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78
要件事实诉讼方法案

例教学
法学院 2 32 4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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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案例分

析)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口试)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其他培养环

节

S2107001 专业实践 法学院 1 0 5 考查(其他)

S2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法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法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4 文献阅读 法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5 发表学术论文 法学院 0 0 5 考查(其他)

S2107006 劳动教育 法学院 1 16 4 考查(其他)

补修课

S2106001 宪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2 民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3 刑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5 法理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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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0301 - 经济法学 030107

一、培养目标

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的法治建设需要，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应具备全面、扎实的法学基

础理论与专业知识，掌握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能够针对现实法治建设问题进

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具备发现、提出、解决问题并能提出建议的学术研究能力；熟练地掌

握英语，具备较强的国际交流能力；能在法律领域中从事中、高层次实务岗位工作，具有

继续学习、创新、提高的基础和能力。

二、研究方向

1.市场监管法

2.宏观调控法

3.环境资源法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学

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的

责任。

2.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生入学

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

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研究生课程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学术学位公共学位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

课为学位类课程，学术学位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时间不少于3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科

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10教学周）

提交实践报告（3000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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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10场学校或学院的学术

讲座，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字的学术论文写

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3篇文献阅读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

所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1学分。

（四）劳动教育

中期考核前应不少于20小时的志愿者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学校或学院组织的法院、社

区等调解员工作。合格者记1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2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详见教学设置中其他培养环节列明的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补修课程，补修方式是上课。补修

课程采取闭卷考核方式，补修课程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

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9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实践活

动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劳动教育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

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包括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资格审查、论文初评、重复率检

测、盲审、答辩等环节。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字数应不少于3万字，选题应属于本学科范

畴，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实践价值，对所研究领域有新见解。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工作进度：根据导师要求按时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第四学期完成

学位论文开题，开题后3-6个月内参加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第五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初稿，

第六学期初提交学位申请，参加资格审核，提交学位论文定稿。学位论文通过重复率检测、

盲审等环节后，研究生可申请答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期间应持续修改完善论文。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课程学分和其他培养环节学分，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

不低于75分，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得本学科相关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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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以上，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要求、质量要求见《广东财经大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

准》、《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授予标准》和《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则》等

文件，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工作按学校《广东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广东财经大学

学术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和《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

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徐孟洲.经济法原理与案例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2.漆多俊.经济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3.张守文.经济法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4.杨紫烜.经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l997年.

5.刘文华.经济法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6.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7.杨紫烜.经济法研究（第4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8.[美]克里斯托弗·L.萨格尔斯.反托拉斯法：案例与解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9.王晓晔.论反垄断法（2011-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10.[美] J.E.克伍卡.反托拉斯革命：经济学竞争与政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

11.[美] 盖尔霍恩.反垄断法与经济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2.王全兴.《劳动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13.郑尚元.《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4.王全兴.《劳动合同法条文精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15.（德）W•杜茨：《劳动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6.（美）罗伯特•A•高尔曼：《劳动法基本教程----劳工联合与集体谈判》，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2003年版

17.（英）凯瑟琳•巴纳德：《欧盟劳动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18.林嘉：《劳动法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9.韩德培.环境保护法教程（第八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20.汪劲.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1.吕忠梅.环境法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22.王树义.俄罗斯生态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23.陈慈阳.环境法总论[M].台北：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0.

24.王曦.国际环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5.王树义.环境法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26.王树义.环境法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27.秦天宝.环境法：制度 学说 案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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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陈泉生.环境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9.金瑞林，汪劲.20世纪环境法学研究评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0.梁慧星．经济法律关系论[J]．法学研究，1985（12）．

31.王全兴．论经济法律关系的构成[J]．法学评论，1988（04）．

32.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J]．中外法学，1999（03）．

33.刘隆亨，吴军．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社会经济和涉外金融法律关系的挑战[J]．北京联

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05）．

34.郑鹏程．美国反垄断法三倍损害赔偿制度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2006（03）．

35.杨紫烜．关于经济法的若干理论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12（08）．

36.蒋悟真．传承与超越:经济法主体理论研究——以若干经济法律为视角[J]．法商研究，

2007（7）．

37.漆多俊．中国反垄断立法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1997（4）．

38.江山．论反垄断法规范中的规则与标准[J]．环球法律评论，2021（3）．

39.埃利斯·琼斯,威廉·E·科瓦契奇,周丽霞.反托拉斯法的实施盲区：美国竞争政策重

大扩张面临的挑战[J]. 竞争政策研究，2020（06）.

40.孔祥俊.论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宏观定位——基于政治、政策和法律的分析[J]．比较

法研究，2021（02）．

41.常凯.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J]．中国社会科学2013,(6)

42.郑爱青．法国劳动合同立法的启示[J]．法学杂志，2002,(5)

43.蔡守秋．环境权初探[J]．中国社会科学，1982（3）．

44.蔡守秋．论法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以环境资源法学为视角论经济法律关系的构成[J]．法

商研究，2003（03）．

45.张梓太．污染权交易立法构想[J]．中国法学，1998（03）

46.吕忠梅．论公民环境权[J]．法学研究，1995（06）．

47.刘剑文.财税法原理案例与材料（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48.张守文.财税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9.[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50.[美]库巴塞克，西尔弗曼：《环境法》（第6版）（影印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51.王曦：《美国环境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2.Zygmunt J.B.Plater,etc,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Nature，Law and

Society,Wolters Kluwer Laws & Business,2010.

53. William L. Andreen，The Evolution of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 - State, Local, and Federal Efforts, 1789-1972：Part I，Stanford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Vol. 22, pp. 178-20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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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2101002 法理学 法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1003 习近平法治思想 法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04 法律方法与论文写作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31 鉴定式案例分析研判 法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核心课

S2102063 环境资源法研究 法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S2103019 经济法基础理论 法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21 市场监管法研究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22 宏观调控法研究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S2102036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

题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56 美国环境法（全英）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59 房地产法专题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62 税法专题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73 竞争法专题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82
资本市场监管法律前

沿专题
法学院 2 32 4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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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答辩)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答辩)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口试)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其他培养环

节

S2107001 专业实践 法学院 1 0 5 考查(其他)

S2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法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法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4 文献阅读 法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5 发表学术论文 法学院 0 0 5 考查(其他)

S2107006 劳动教育 法学院 1 16 4 考查(其他)

补修课

S2106001 宪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2 民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3 刑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5 法理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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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0301 - 国际法学 030109

一、培养目标

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的法治建设需要，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应具备全面、扎实的法学基

础理论与专业知识，掌握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能够针对现实法治建设问题进

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具备发现、提出、解决问题并能提出建议的学术研究能力；熟练地掌

握英语，具备较强的国际交流能力；能在法律领域中从事中、高层次实务岗位工作，具有

继续学习、创新、提高的基础和能力。

二、研究方向

1.国际公法

2.国际私法

3.国际经济法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学

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的

责任。

2.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生入学

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

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研究生课程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学术学位公共学位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

课为学位类课程，学术学位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时间不少于3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科

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10教学周）

提交实践报告（3000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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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10场学校或学院的学术

讲座，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字的学术论文写

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3篇文献阅读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

所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1学分。

（四）劳动教育

中期考核前应不少于20小时的志愿者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学校或学院组织的法院、社

区等调解员工作。合格者记1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2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详见教学设置中其他培养环节列明的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补修课程，补修方式是上课。补修

课程采取闭卷考核方式，补修课程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

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9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实践活

动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劳动教育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

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包括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资格审查、论文初评、重复率检

测、盲审、答辩等环节。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字数应不少于3万字，选题应属于本学科范

畴，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实践价值，对所研究领域有新见解。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工作进度：根据导师要求按时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第四学期完成

学位论文开题，开题后3-6个月内参加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第五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初稿，

第六学期初提交学位申请，参加资格审核，提交学位论文定稿。学位论文通过重复率检测、

盲审等环节后，研究生可申请答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期间应持续修改完善论文。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课程学分和其他培养环节学分，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

不低于75分，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得本学科相关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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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以上，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要求、质量要求见《广东财经大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

准》、《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授予标准》和《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则》等

文件，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工作按学校《广东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广东财经大学

学术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和《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

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一）著作

1.[英] 詹宁斯等.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二分册）（第9版）[M]. [美]路易斯·亨

金著，张乃根等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2.贾兵兵.国际公法：和平时期的解释与适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3.Malcolm Shaw, International Law，8th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

（马尔科姆·肖著，白桂梅等译.国际法（第6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李浩培.条约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5.朱文奇.现代国际刑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5.

6.朱文奇.国际人道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8.

7.[英]帕特莎.波尼、埃伦.波义尔著，那力等译.国际法与环境（第2版）[M].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7.

8.贺其治.国家责任法及案例浅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9.[奥地利]曼弗雷德·诺瓦克著，孙世彦、毕小青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评注（第2版）[M].北京：三联书店，2008.

10.王铁崖.国际法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龚刃韧.国家豁免问题的比较研究（第2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2.[美]阿瑟·努斯鲍姆著, 张小明译.简明国际法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3.[美]杰里·辛普森著，朱利江译.大国与法外国家：国际法律秩序中不平等的主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4.[英]罗伯特·詹宁斯著，孔令杰.国际法上的领土取得[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8.

15.[英]苏珊·马克斯著，方志燕.宪政之谜：国际法、民主和意识形态批判[M].上海：上

海世界出版集团，2005.

16.何志鹏.国际法哲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7.[美]路易斯·B·宋恩等著，傅崐成译.海洋法精要[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18.梁西著，杨泽伟修订.梁著国际组织法.(第六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19.李世光、刘大群、凌岩.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评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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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李双元、欧福永.国际私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21.李双元、谢石松、欧福永.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22.肖永平.法理学视野下的冲突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3.李双元.国际民商新秩序的理论建构：国际私法的重新定位与功能转换[M].武汉：武汉

大学出版社，2016.

24.陈治东、沈伟.商事仲裁法：国际视野和中国实践.（上、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20.

25.宋连斌.仲裁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26.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27.黄进.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28.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

法制出版社，2011.

29.黄进、姜茹娇.〈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释义与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0.齐湘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原理与精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1.杜涛.〈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释评[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32.黄进、杜焕芳.中国国际私法司法实践研究（2001-2010）[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33.杜涛.国际私法国际前沿年度报（2011-2016）[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34.陈安著.中国特色话语：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5.陈安.国际经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36.都伟.国际经济法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

37.孔庆江.国际经济法律规范的可移植性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研究:以WTO法为例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38.刘志云.国际经济法律自由化原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39.赵骏.变革中的国际经济法：中国的角色、态度和路径选择[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40.王彦志.国际经济法总论：公法原理与裁判方法[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41.何志鹏.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2.陈安著.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1-5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43.陈安.国际经济法专论（上、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4.余劲松.国际经济法问题专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45.John H. Jackson and William Davey, Alan O. Sykes, Legal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Case Materials and Text, West Publishing 2002,

46.JOHN H. JACKSON，Sovereignty, the WTO and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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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Andreas F. Lowenfeld，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ear: 2008）

48.Martin Dixon，Robert McCorquodale，Sarah Williams，Cases &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49.Simon Lester,Bryan Mercurio And Arwel Davies,World Trade Law:Text, Materials

and Commentary(UK Second Edition,Hart Publishing,2012）

50.An CHEN,The Voice from China An CHEN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Springer2013)

51.Peter Van den Bossche and Werner Zdouc ,The Law and Polic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52.Ray August, Don Mayer and Michael Bixby,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Text, Cases

and Readings,(London:6thEdition,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3

53.Wenhua Shan and Jinyuan Su.,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Twenty

Years of ICSID Membership, (The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2015)

54.MITSUO MATSUSHITA ,THOMAS J. SCHOENBAUM ,PETROS C. MAVROIDIS MICHAEL HAHN,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aw, Practice, and Policy(Oxford:thi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

55.Hans Kelsen, Prince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dited by Robert W. Tucker, Holt, Rinchart and Winston, Inc., 1966.

56.Lautrerpacht,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57.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Clarenden Press,

1990.

58.Michael J. Trebilcock & Robert Howse, The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59.Philip.C.Jessup’s,Transnational law,The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6.

60.Henry J. Steiner, Detlev F. Vagts, Harold Hongju Koh, Transnational legal

problems :materials and text(4th Edition) , Westbury, N.Y. Foundation Press,1994.

61.Andreas F. Lowenfeld：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62.John H Jackson, The Legal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 Third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 1995;

63.SteinerH. J., & Vagts, Transnational Legal Problems,The Fondation Press, Inc.,

1986;

64.Lowenfeld, 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1-6, Mattew Bender, 1981-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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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刊

1.《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

2.《中国法学》,中国法学会主办

3.《中外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

4.《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主办

5.《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主办

6.《现代法学》,西南政法大学主办

7.《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

8.《法学评论》,武汉大学法学院主办

9.《法制与社会发展》,吉林大学法学理论研究中心主办

10.《环球法律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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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2101002 法理学 法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1003 习近平法治思想 法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04 法律方法与论文写作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31 鉴定式案例分析研判 法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核心课

S2103023 国际公法学 法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24 国际私法学 法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25 国际经济法学 法学院 2 32 1
考查(案例分

析)

S2103026
国际贸易法专题（含

世贸组织法）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S2102045 电子商务法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47 国际投资法专题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49 国际税法专题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2050 国际知识产权法专题 法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2102075 国际经济法案例评析 法学院 2 32 3
考查(案例分

析)

S2102081
粤港澳经贸合作法律

专题
法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2103027
国际民事诉讼与商事

仲裁专题
法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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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案例分

析)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口试)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其他培养环

节

S2107001 专业实践 法学院 1 0 5 考查(其他)

S2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法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法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4 文献阅读 法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2107005 发表学术论文 法学院 0 0 5 考查(其他)

S2107006 劳动教育 法学院 1 16 4 考查(其他)

补修课

S2106001 宪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2 民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3 刑法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S2106005 法理学（补本） 法学院 0 0 1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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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相应的国

际视野与创新精神、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专业基础知识，掌握至少一门外国语，

能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说明重大问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身

心健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育教学、宣传和实际工作的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3.思想政治教育

4.党的建设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学术

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的责

任。研究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理论学习与科学研究相结

合的方式。研究生入学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财经

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研究生课程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学术学位公共学位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

课为学位类课程，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除公共选修课外16个学时计

1学分。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进行，时间不少于1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

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10教学周）

提交实践报告（3000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1学分。

（二）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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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10场由校内外组织的学

术讲座，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指导教师对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情况

进行督促检查，并给出评语意见，中期考核小组进行审核，合格者计0.5学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第四学

期论文开题前，须参加经典阅读答辩会，经答辩专家组评定为合格者计1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跨专业及同等学历考

取的研究生应补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3

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补修方式按学院规定。补修课程采取闭卷考试，

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

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 38 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实践

活动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

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

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

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少于3万字。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

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

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

提交答辩。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

单位取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

学校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

予规定》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一）马克思恩格斯

1.《<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2.《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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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5.《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6.《共产党宣言》（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七篇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7.《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8.《<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9.《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10.《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11.《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12.《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1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序言；九、野蛮时代和文明时

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5.《<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6.《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17.《<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18.《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19.恩格斯晚年五篇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1890 年 8 月 5 日：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2）1890 年 9月 21—22日：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

（3）1890 年 10月 27日：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4）1893 年 7 月 14 日：恩格斯致弗·梅林

（5）1894 年 1 月 25日：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

（二）列宁

1.《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列宁选集》第2卷]

2.《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

3.《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列宁选集》第2卷]

4.《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

5.《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

（三）毛泽东

1.《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

2.《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

3.《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

4.《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

5.《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

6.《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选集》第3卷]

7.《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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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

9.《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

（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

2.《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

3.《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

4.《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

5.《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

五大报告）……………………………………………………………[《江泽民文选》第2卷]

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3卷]

7.《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江泽民文选》第3卷]

8.《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个问题》……………………[《胡锦涛文选》第2卷]

9.《深入学习领会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文选》第3卷]

10.《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十八大报

告）………………………………………………………………………[《胡锦涛文选》第3卷]

（五）习近平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十九大报告），

人民出版社，2017年。

3.《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

4.《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

5.《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年。

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

7.《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六）党的文献

1.《〈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

党史出版社，2012年。

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

（七）期刊

1.《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2.《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

3.《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4.《教学与研究》杂志， 中国人民大学。

5.《思想理论教育导刊》，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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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220100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选读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48 1 考查(其他)

S22010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

沿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48 1 考查(其他)

S2201003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

方法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48 1 考查(其他)

专业核心课

S2201006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48 1 考查(其他)

S2202001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

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2202002
价值观与道德教育研

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2202003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 考查(其他)

S2202019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和党建思想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专业选修课

S2202005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2202006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2202007 政治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2202008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

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2202009
思想政治工作艺术研

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2202010
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比

较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2202011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

学技术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2202014
社会思潮与思想政治

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2202016 学术论文写作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2 考查(其他)

S2202017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

理论专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2202018 社会主义专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2202020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2202021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专

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2202022 党建实务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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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20202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

现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2202024
意识形态话语理论研

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专业选修课

S2202025
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

史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2203001 中国现代化专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2203002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

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 考查(其他)

S2203003
专业英语（马克思主

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2 考查(其他)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其他)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其他)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其他)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S2207001 专业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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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培养
环节

S22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2207004 文献阅读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补修课

S22060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补本）
马克思主义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S2206002 政治经济学（补本） 马克思主义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S2206003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补本）
马克思主义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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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 0502 - 英语语言文学 050201

一、培养目标

培养政治正确、有崇高学术道德和较好学术素养、能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及相关技术工

作、能适应国际化和国家国际竞争力发展需求、主要面向大湾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五育

兼修的高层次学术型外国语言文学专门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一）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备良好的

政治意识和政治素质、优秀的道德品质和严谨的学术作风。

（二）掌握英美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三个主要方向的基础理论知

识及方法论；熟悉研究领域的前沿与趋势，具有独立从事上述研究方向的科学研究能力及

相关技术工作的能力。

（三）较好地掌握一门第二外语，具有较强的有效获取研究和技术工作相关信息能力、

学术交流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二、研究方向

1.英美文学

2.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翻译学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研究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理论学习与科学研究相结

合的方式。学科点导师组按《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广东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位论文开题管理办法》、《广东财经大学学术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办法，负责

研究生中期考核、开题审查、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培养环节的质量把控。

五、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

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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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进行，时间不少于1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

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10教学周）

提交实践报告（3000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1学分。

（二）学术活动，1学分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听取不少于10场由校内外组织的学术讲

座，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字的学术论文写作

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

（三）文献阅读，1学分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3次文献阅读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

学院审查，合格者计1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4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是《英语语言学》、《英美文学》、《英语写作》、《汉英翻译》，补修方式是上课。补

修课程采取闭卷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

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8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实践活

动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

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

少于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

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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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学

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定》

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一）英美文学

1.Adams, H, et al.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Tallahasse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86.

2.Adams, M. H.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3.Abrams，M. H. and G. G. Harpham.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9th e, Boston,

MA: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9.

4.Baym, N, et al.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5.

5.Eagleton, Terry, The Idea of Culture. Wiley-Blackwell, 2000.

6.Hatim, B. Communication Cross Culture. Shanghai: SFLE Press, 2001.

7.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4.

8.Raman Selden, Peter Widdowson, and Peter Brooker. A Reader’ 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4th e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9.Richter, D. H. The Critical Tradition. Bedford: St. Martin’s, 1998.

10.Ronald Carter and John McRae. 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Routledge,1997.

11.Salter, M. J.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 Shorter Edi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6.

12.Warren, R. P. Understanding Poetry. Beijing: FLTR Press, 2004.

13.Williams, J. Theory and the Novel: Narrative Reflexivity in the British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本杰明•史华兹著，程钢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5.曹顺庆.《比较文学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16.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7.迪克·赫伯迪哥著，陆道夫等译.《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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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9.钱中文，曹顺庆等.《中外文化与文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5 期，自第 6期始

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1996 年创刊.

20.孙有中.《西方思想经典导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21.谢天振.《中国比较文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4 年创刊.

22.谢天振.《译介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3.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4.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5.赵毅衡.诗神远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Algeo, H. & T. Pyle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Beijing: Shijie Tushu Chu Ban She, 2009.

2.Aronoff, Mark, et al. The Handbook of Linguistics. Beijing: FLTR Press, 2000.

3.Bejiont, H. Modern Lexicography: An Introduction. Beijing: FLTR Press, 2002.

4.Bejiont, H. The Lexicography of Englis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5.Biber, D. Corpus Linguistics. Beijing: FLTR Press, 2000.

6.Chesterman, Andrew. Contrastive Functional Analysi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Benjamins, 1998.

7.Cowie, A. P. English Dictionaries for Foreign Learners: A History. Beijing: FLTR

Press, 2001.

8.Cutting, J. 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A Resource Book for Student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9.Hartmann, R. R. K.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Lexicography.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10.Levinson, S. Pragmatics. Beijing: FLTR Press, 2000.

11.Renkema, J.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Studies. Shanghai: SFLE Press, 2009.

12.Saussure, d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Beijing: FLTR Press, 2001.

13.Schmitt, N. An Introduction to Applied Linguistics.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14.Sperber, Dan & Deirdre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ntext. Beijing:

FLTR Press, 2001.

15.Teubert, W. & A. Cermakova. Corpus Linguistics: A Short Introduction.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16.Ungerer. F. & H. J. 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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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TR Press, 2008.

17.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Beijing: FLTR Press, 2000.

18.Wood, L. A. Doing Discourse Analysis. Shanghai: SFLE Press, 2008.

19.Yong, Heming, et al. Bilingual Lexicography from a Communicative Perspective.

Amsterdam: Benjamins, 2007.

20.Yong, Heming, et al. Chinese Lexicography- A History from 1046 BC to AD 191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1.Zgusta, L. Manual of Lexicography. Prague Mouton: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 1971.

2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3.秦晓晴.《外语教学研究中的定量数据分析》（11 版）.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4.

24.吴为善等.《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北京：商务出版社，2009.

25.雍和明.《交际词典学》.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6.雍和明等.《中国辞典 3000 年》.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27.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三）翻译学

1.Alvarez, Roman & VIDAL, M. Carmen-Africa. 1996.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Baker, Mona. 1992.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3.Baker, Mona (ed.) 1998.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4.Baker, M. Critical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5.Bassnett, Susan. & LEFEVERE, Andre. 1998.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6.Bassnett, Susan. & TRIVEDI, Harish. (ed.) 1999.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7.Bassnett, Susan. 2002. Translation Studies, Third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8.Bassnet, S.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9.Chesterman, Andrew. 1997.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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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heung, LeoTak-hung.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Benjamins, 2004.

11.Cheung, Martha, P. 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I: From Earliest Times to Buddhist Project. Shanghai: SFLE Press, 2010.

12.Cheung, Martha, P. 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II: From the Late Twelfth Century to 1800.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16.

13.Cronin, Michael. 2003.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4.Davis, Kathleen. 2001. 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5.Delisle, Jean & Woodsworth, Judith (Edited and Directed) 1995.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6.Fawcett, Peter. 1997.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Linguistic Theori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7.Flotow, Luise von. 1997.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8.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Shanghai: SFLE Press, 2004.

19.Gile, Daniel.1995.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Gutt, Ernst-August. 2000.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1.Hatlm, B. & Mason, I. 1990.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London/New York:

Longman.

22.Hatim, Basil & Mason, Ian. 1997.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3.Hatim, Basil. 1997.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24.Hermans,Theo (ed.) 1985.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25.Hermans,Theo.1999.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ic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6.Hermans, Theo (ed.) 2002.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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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Hickey, Leo. (ed.), 1998.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8.Holmes, James S. 1988.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Amsterdam: Rodopi.

29.House, Juliane. 1997.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 Model Revisited.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30.Katan, David. 1999. 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31.Lefevere, Andre (ed.) 1992.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32.Lefevere, Andre. 1992.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33.Lefevere, Andre.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34.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35.Newmar, Peter.1982.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Oxford: Pergamon. NEWMARK,

Peter.1991. About Transl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36.Nida, Eugene 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37.Nord, Christiane. 1997.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38.Olohan, Maeve (ed.) 2000.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39.Olohan, Maeve. 2004. Introducing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40.PYM, Anthony. 1998.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41.Robinson, Douglas. 1991.The Translator’s Turn.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42.Robinson,Douglas. 1997.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43.Robinson,Douglas. 1997.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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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tzsche.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44.Schaffner, Christina. & ADAB, Beverly (ed.) 2000. Develop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5.Schaffner, Christina (ed.) 1999. Translation and Norms. Clevedon ：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46.Schulte, Rainer. & BIGUENET, John (ed.) 1992.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7.Shuttleworth, Mark. & COWIE, Moira. 1997.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48.Simon,Sherry. 1996.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49.Snell-Hornby, Mary. 1988.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50.Steiner,George.1975,1992,1998 (Third Edition).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1.Toury, Gideon.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52.Tymoczko, Maria & GENTZLER, Edwin (eds.) 2002. Translation and Power. Amherst

and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53.Tymoczko, Maria. 1999.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54.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FLE Press, 2001.

55.Venuti, L.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56.Venuti, Lawrence. 1998.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57.Williams, J. & A. Chesterman. 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FLE Press, 2004.

58.Wilss, Wolfram. 1982.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Tübingen: Gunter Narr.

59.陈福康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60.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61.成中英.《从中西互释中挺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新定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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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05.

62.孔慧怡著《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3.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64.刘宓庆著《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65.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6.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7.马祖毅、任荣珍著《汉籍外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68.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69.孙致礼著《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70.谭载喜著《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71.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2.王宏志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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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4101001 外国语言学通论 外国语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文)

S4101002 西方文艺理论 外国语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文)

S4101003 翻译学概论 外国语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核心课

S4102006
功能语言学与语篇

分析
外国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S4103002 第二外国语（日语） 外国语学院 4 96 1&2
考试(笔试(闭

卷))

S4103003 英美文学经典导读 外国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S4103004
英汉对比与翻译研

究
外国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S4103005 第二外国语（法语） 外国语学院 4 96 1&2
考试(笔试(闭

卷))

S4103006 学术论文写作专题 外国语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专业选修课

S4102001 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S4102003 英美诗歌批评 外国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S4102005 同声传译 外国语学院 2 32 2 考查(口试)

S4102008 中西美学比较 外国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S4102009
语料库研究方法与

应用
外国语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4102011 语用学 外国语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S4102013 中国翻译文学史 外国语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S4102014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

理论
外国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S4102015 现当代西方戏剧 外国语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4102016 现当代英美小说 外国语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S4102017 现代外语教学理论 外国语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4102018 应用翻译研究 外国语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S4102019 中国经典翻译 外国语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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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102020 中国翻译话语 外国语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S4102021 语言研究统计学 外国语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4102022 中国文化外译 外国语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专业选修课
S4102023 西方汉学史 外国语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S4103001 当代词典学 外国语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

济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

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

设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案例分析)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

础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

设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实验设计、

操作演示)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

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口试)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其他培养环

节

S4107001 专业实践 外国语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4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外国语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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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外国语学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4107004 文献阅读 外国语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4107005 发表学术论文 外国语学院 0 0 4 考查(其他)

补修课

S4106001 英语语言学（补本） 外国语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S4106002 英美文学（补本） 外国语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S4106003 英语写作（补本） 外国语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S4106004 汉英翻译（补本） 外国语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其他培养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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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理学类） 0714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能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勇于追求真理的具有一定国际视野的教学与科研人才。

本学科的硕士研究生应掌握扎实的数理统计基础理论和系统的机器学习知识，了解

数据分析和量化金融方向的进展与动向,具备初步的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在某一

方向上做出有理论或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掌握一门外语，能较为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

资料；毕业后能从事与统计学相关的教学、科研、管理和开发等工作；具有健康的体魄和

心理素养。

二、研究方向

1.数理金融

2.大数据统计分析

3.机器学习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研究生培养采取指导导师负责制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理论学习与科学研究相

结合的方式。研究生入学确定导师后一个月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

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

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进行，时间不少于1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

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16教学周）

提交实践报告（3000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1学分。

（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听取不少于10场由校内外组织的学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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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字的学术论文写作

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3次文献报告交导师评阅，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所在培养

单位，合格者计1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

课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 3 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

体是《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数理统计》，补修方式是上课。补修课程采取开卷、

闭卷或论文考察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

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 36 学分，其中课程 33 学分（含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

实践活动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

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

核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

当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

不少于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

论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

论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取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

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

定》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一)著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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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其襄, 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基础,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茆诗松,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茆诗松,高等数理统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陈希儒,数理统计引论，科学出版社，1981

5.李漳南，随机过程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6.刘嘉焜，应用随机过程,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7.方兆本，缪柏其,随机过程，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8.林元烈,应用随机过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9.严加安：测度论讲义（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4

10.何晓群等,应用回归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1.于秀林等,多元统计分析,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12.朱道元等,多元统计分析与软件SAS,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13.［美］G.E.P.Box，［英］G.M.Jenkins，顾岚等译,时间序列分析，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7

14.顾岚编著,时间序列分析在经济中的应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15.［美］S.M.Ross，何声武等译,随机过程，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16.［美］邹至庄,经济计量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

17.李子奈，潘文卿,经济计量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18.张晓峒著,数量经济分析，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19.[美]詹姆斯.H.斯托克、马克.W.沃特森著，王庆石译,经济计量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

社，2005

20.高铁梅主编,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与实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21.［美］L.Kish，倪加勋译：《抽样调查》，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22.［美］J.T.Lessler, W.D.Kalsbeek，金勇进译,调查中的非抽样误差，中国统计出版

社，1997年。

23.张尧庭,金融市场的统计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4.[英]特伦斯·C·米尔斯,金融时间序列的经济计量学模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5.J.O.Berger，贾乃光译,统计决策理论及贝叶斯分析，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26.王黎明，王连，杨楠,应用时间序列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7.王燕,应用时间序列分析（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8.徐国祥,统计预测与决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29.闪四清,数据挖掘——概念、模型、方法和算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0.Steven E.Shreve著,陈启宏等译,金融随机分析,上海财经大学,2008

31.徐景峰,金融数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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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蒋中一,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商务印书馆,1999

33.严士健，刘秀芳，测度与概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4.严士健，王隽骧，刘秀芳，概率论基础（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18

35.缪柏其，胡太忠，概率论教程（第二版），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36.胡晓予，高等概率论，科学出版社，2009

37.Jun Shao.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second edition,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2003.

38.Peter J. Bickel, Kjell A. Doksum. 数理统计-基本概论与专题，李泽慧等译，兰州

出版社，2004

（二）期刊类

中文期刊：

1.《中国科学》*1

2.《经济研究》*

3.《统计研究》

4.《应用数学学报》

5.《数学物理学报》

6.《运筹学学报》

7.《数学学报》*

8.《软件学报》*

9.《计算机学报》*

10.《应用概率统计》

11.《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2.《数理统计与管理》

13.《中国统计》

14.《统计与决策》

15.《统计信息论坛》

外文期刊：

1.Annals Of Statistics *

2.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3.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4.Biometrika*

5.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

6.Annals of Probability *

1凡带*的为本学科认定的 A 类刊物，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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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rtificial Intelligence*

8.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9.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0.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

11.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Theory And Methods *

12.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

13.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 Data Analysis *

14.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Statistics*

15.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

16.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17.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Graphical Statistics *

18.Journal Of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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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6101001 高等概率论 统计与数学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S6101002 高等数理统计 统计与数学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S6103002 现代多元统计 统计与数学学院 3 48 2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核心课

S6103001 广义回归分析 统计与数学学院 3 48 2
考试(笔试(闭

卷))

S6103003 统计计算方法 统计与数学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S6103004 深度学习 统计与数学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选修课

S6102002 应用随机过程 统计与数学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6102003 数理金融 统计与数学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6102004 生存分析 统计与数学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6102006 风险理论 统计与数学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6102008 抽样技术 统计与数学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6102010 统计机器学习 统计与数学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6102013 Bayes统计 统计与数学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6102014 非参数统计 统计与数学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6102015 数据收集与可视化 统计与数学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6102016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统计与数学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S6102017 时间序列分析 统计与数学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2选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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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选修课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案例分

析)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口试)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其他培养环

节

S610701 专业实践 统计与数学学院 1 0 4
考试(笔试(闭

卷))

S610702 学术活动 统计与数学学院 1 0 4
考试(笔试(闭

卷))

S610703 文献阅读 统计与数学学院 1 0 4
考试(笔试(闭

卷))

补修课

S6106001 数学分析（补本） 统计与数学学院 0 0 4
考试(笔试(闭

卷))

S6106002 高等代数（补本） 统计与数学学院 0 0 4
考试(笔试(闭

卷))

S6106003 数理统计（补本） 统计与数学学院 0 0 4
考试(笔试(闭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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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1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素质，掌握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运用专业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应用能力，能够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管理、科研和教学的

高层次复合型管理人才。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

道德品质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具有坚实的统计学

和管理学理论基础，掌握系统工程学、经济学、管理学和计算机等理论技术，能够理论联

系实际，创新性地研究和解决管理科学与工程等领域实际问题。3.具有良好的英语沟通能

力，能够熟练阅读本领域英文文献，撰写英文学术论文等能力。

二、研究方向

1.智能商务与数字金融

2.数据挖掘与决策优化

3.信息工程与服务管理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

学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

的责任。

2. 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各专业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中期考核、开题审查、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

培养环节的质量把控。

五、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

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1学分。

各学科应为研究生开展专业实践提供相应支持和提出具体要求。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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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学期进行，专业实践时间不少于1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科研实践、社

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16教学周）提交实践报

告（3000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1学分。

（二）学术活动，1学分。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项学术活动，听取不少于10场由校内外组织的学术讲

座，由各培养单位进行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字的学术论

文写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

（三）文献阅读，1学分。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3次文献阅读报告交导师评阅，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培养

单位审查，合格者计1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

取的硕士生应补修4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是：《管理学》、《统计

学》、《西方经济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补修方式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开卷

笔试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

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6，其中，课程33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实践活动1

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

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提交开题报告。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

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

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少于3万字（按一级学科确定，一般不少于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三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证会；

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文定稿。

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

格，取得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且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

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

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定》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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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一）著作类

1.哈罗德·孔茨等：《管理学（第9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或其他更新的版本

2.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第1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或其他更新

的版本

3.彼得·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海南出版社，2000年或其他版本

4.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或其他版本

5.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

年

6.孙耀君等：《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7.志才编：《管理系统仿真建模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8.马洪等：《国外企业管理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9.亨利·明茨伯格等：《战略历程：纵览战略管理学派》，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

10.波特：《竞争战略》，华夏出版社，1997年或其他版本

11.《哈佛商业评论》文集、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2.范玉顺编著：《集成化企业建模方法与系统》，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年

13.RICK DOVE原著.《敏捷企业》（上）.张申生译.中国机械工程，1996年

14.RICK DOVE原著.《敏捷企业》（下）.张申生译.中国机械工程，1996年

15.Barry Boehm 著 李师贤译.软件工程经济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16.Walker Royce 著 敬凯 译.软件开发经济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17.Bitter,Kurt and Ian Spence. Managing Iterativer Software Development Porjects,

Boston,MA:Addison-Wesley, 2007

（二）期刊类

1.《管理科学学报》

2.《中国管理科学》

3.《管理学报》

4.《管理工程学》

5.《管理世界》

6.《运筹与管理》

7.《物流技术》

8.《南开管理评论》

9.《管理评论》

10.《管理科学》

11.《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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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软科学》

13.《工业工程与管理》

14.《管理现代化》

15.《经济与管理研究》

16.《科技进步与对策》

17.《中国工程科学》

18.《中国科学基金》

19.《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系统工程学报》

21.《系统工程》

22.《运筹学学报》

23.《系统仿真学报》

24.《控制与决策》

25.《自动化学报》

26.《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27.《控制理论与应用》

28.《计算机仿真》

29.《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30.《智能系统学报》

31.《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一一、附件：制定发表期刊目录

信息与管理类国外SCI、EI收录的期刊；SCI、EI、ISTP（CPCI-SSH和CPCI-S）收录的

信息与管理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核心库列表》、《中

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扩展库列表》、《CSSCI（2014-2015）来源集刊目录》、《CSSCI

（2014-2015）扩展版期刊目录》、《CSSCI（2014-2015）来源期刊目录》、《北大核心

期刊目录2008版》中列表的刊物上发表的信息与管理类论文、省级以上学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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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1101004 高等统计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S3101001 管理研究方法 工商管理学院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1001 运筹学 信息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核心课

S5102005 物联网管理 信息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3002 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 信息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S5103003 现代数据管理 信息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S5103007 学术规范与学术写作 信息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S5102001 信息安全理论与方法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2004 决策分析理论与方法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2006 商务智能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2007 管理系统仿真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2010 知识管理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2023
互联网技术与思维

（双语）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2025 管理博弈论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2026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查(课程论

文)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查(课程论

文)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试(笔试(闭

卷))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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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其他培养环

节

S5107001 专业实践 信息学院 1 0 4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信息学院 0.5 0 4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信息学院 0.5 0 4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7004 文献阅读 信息学院 1 0 4
考查(课程论

文)

补修课

S5106001 管理学（补本） 信息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S5106002 统计学（补本） 信息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S5106003 经济学（补本） 信息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S5106004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补本）
信息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公共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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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1202 - 会计学 1202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对接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具有科学研究能力，掌握系统的

会计学基本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能够继续从事会计学学术研究，以及胜任各类企、事业

单位及政府部门的会计、审计、财务管理高层次专门人才。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

（二）具备扎实的管理学基础理论，能熟练运用会计、财务、审计及相关领域的专业

知识和方法提出、分析和问题，具备一定创新能力。

（三）熟练掌握和运用一门外国语，有从事高层次会计管理工作所必备的国际视野、

战略意识和领导潜质，具备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四）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管理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会计学科复

合型人才。

二、研究方向

1.会计理论与实务

2.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3.审计理论与实务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一）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学术规范

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的责任。

（二）培养过程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导师和导师组负

责研究生中期考核、开题审查、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培养环节的质量把控。研究生入学确

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

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五、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

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1学分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进行，时间不少于 1 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

践、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16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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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周）提交实践报告（3000 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 1 学分。

（二）学术活动，1学分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项学术活动，听取不少于10场由校内外组织的学术讲

座，由各培养单位进行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字的学术论

文写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

（三）文献阅读，1学分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3次文献阅读报告交导师评阅，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培养

单位审查，合格者计1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

取的硕士生应补修4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是《微观经济学》《统计

学》《管理学》《中级财务会计》，补修方式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闭卷的考核方式，达

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

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8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实践活

动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

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

少于3万字（按一级学科确定，一般不少于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

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

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学

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定》

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一）专业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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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书目：

1.威廉-R-斯科特等著，陈汉文等译. 《财务会计理论》，机械工业出版社

2.《现代西方会计理论》，葛家澍、林志军 著，厦门大学出版社

3.斯蒂芬-A-罗斯等著，沈艺峰等译. 《公司理财》，机械工业出版社

4.《公司财务理论主流》，沈艺峰、沈洪涛 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5.R-S-卡普兰，A-A-阿特金森著，《高级管理会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6.Alvin A. Arens/Randal J.Elder/ Mark S. Beasley 《审计学：一种整合方法》

7.《实证会计理论》,瓦茨、齐默而曼 著，陈少华等译，东北财经大学；

8.《资本市场会计研究导论》，布朗 著,杨松令 等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

版时间：2004年05月

9.《财务报表分析：理论、框架、方法与应用》，黄世忠编著。

10.《财务理论与公司政策》，（美） Copeland, T.E。， Weston， J。F. 著，宋献中

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06月；

11.《高级财务学》，金融学研究生核心教材系列，王化成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04月;

12.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与应用专业委员会, 中国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 经济科学出版

社; 第1版,2014.

13.《计量经济学》（第二版），庞浩 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4.安格里斯特（美）、皮施克（美），由郎金焕，李井奎译，《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

格致出版社出版，2012.

15.《SPSS统计分析方法及应用》，薛薇 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16.李子奈，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论的若干问题，清华大学工作论文

17.经验会计与财务研究方法：原理、应用及SAS实现,鲁桂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出版。

18.吴溪,会计研究方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1版,2012.

19.黎毅, 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第二版),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第2版,2015.

20.马尔科姆.史密斯.会计研究方法.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选读书目：

1.亨德里克森. 《会计理论》，立信出版社，2013

2.R-S-卡普兰等著. 《战略地图》

3.M-布拉米奇，A-比姆尼著，《管理会计——发展的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弗雷德里克-D-S-乔伊等著，《国际会计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5.《公司金融理论》（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梯若尔著（Jean Tirole）,

王永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二）扩展书目

管理、经济、金融和公司治理类：

优先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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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9%BB%8E%E6%AF%85&search-alias=books


1.陈志武. 《金融的逻辑》，西北大学出版社

2.本杰明-格雷厄姆.《聪明的投资者》

3.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4.罗伯特-希勒. 《非理性繁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罗伯特-孟克斯等著. 《监督监督人：21世纪的公司治理（企业理论经典译丛）》，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张维迎，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

8.哈特（费方域翻译）。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9.陈郁，陈昕，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代理经济学文选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

社; 第1版,2006.

10.罗纳德·H.科斯 (作者), 陈昕, 盛洪 (译者), 陈郁 (译者)，企业、市场与法律，格

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版，2014.

次优推荐书目：

1.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金融学》

2.乔纳森-查卡姆. 《公司长青：英美法日公司治理的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张维迎. 《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4.劳伦斯-E-米切尔著. 《金融如何压倒实业》，东方出版社

5.亚当-斯密.《国富论》

6.德鲁克. 《管理：任务、职责和实践》（1974）

7.沙因. 《组织文化与领导》（1985）

8.明茨伯格.《战略计划的兴衰》（1994）

9.科特. 《变革的力量》（1990）

其他类：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

2.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3.卢梭. 《社会契约论》

4.波普. 《科学发现的逻辑》

5.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三）文献阅读列表

推荐期刊文献：

1.Chen Shimin（中欧）, Sun S. Y. J., Wu D.,2010. Client Importance,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and Audit Quality in China: An Office and Individual Auditor Level

Analysi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5(1): 127-158.

2.Hao Shengquan（上交）, Jin Qinglu（上财）, ZhangG., 2011. Investment Growt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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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9%99%88%E6%98%95&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7%BD%97%E7%BA%B3%E5%BE%B7%C2%B7H.%E7%A7%91%E6%96%AF&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9%99%88%E6%98%95&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3?ie=UTF8&field-author=%E7%9B%9B%E6%B4%AA&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4?ie=UTF8&field-author=%E9%99%88%E9%83%81&search-alias=books


the Relation between Equity Value, Earnings, and Equity Book Value[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6(2): 605-635.

3.Goh B. W., Li Dan（清华）, 2011. Internal Controls and Conditional

Conservatism[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6(3): 975-1005.

4.Feng C., Ole-Kristian H., Li Qingyuan（武大）, et al., 2011.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Private Firms in Emerging Marke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6(4): 1255-1288.

5.Hao Shengquan（上交）, Jin Qinglu（上财）,Zhang G., 2011. Relative Firm

Profitability and Stock Return Sensitivity to Industry-Level New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6(4): 1321-1347.

6.Du F., Tang Guliang（对外经贸）, Young S. M., 2012. Influence Activities and

Favoritism in Subjec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7(5): 1555-1588.

7.Gu Z., Li Zengquan（上财）, YongG. Y., 2013. Monitors or Predators: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n Sell-Side Analys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8(1): 137-169.

8.Cheng Q., Luo Ting（清华）, Yue Heng（北大）, 2013.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Management Forecast Precision[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8(5): 1575-1602.

9.Christensen P. O., Qin Zhenjiang（西财）, 2014. Information and Heterogeneous

Beliefs: Cost of Capital, Trading Volume, and Investor Welfare[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9(1): 209-242.

10.LennoxC., Wu Xi（央财）, Zhang T., 2014. Does Mandatory Rotation of Audit

Partners Improve Audit Quality?[J].The Accounting Review, 89(5): 1775-1803.

11.Hun-Tong T, Ying Wang E, Zhou Bo（上财）. 2015. How Does Readability Influence

Investors' Judgments? Consistency of Benchmark Performance Matter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90(1): 371-393.

12.Ke B, Lennox C, Xin Qingquan（重大）. 2015. The effect of China's weak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quality of Big Four audi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90(4): 1591-1619.

13.Lee C M C, Li K K,Zhang Ran（北大）. 2015. Shell Games: The Long Term Performance

of Chinese Reverse Merger Firm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90(4): 1547-1589.

14.Chen C, Chen P F,Jin Qinglu（上财）. 2015. Economic freedom, investment

flexibility, and equity value: A cross-country study[J]. The Accounting

Review,90(5): 1839-1870..

15.Bushman R M, Dai Z, Zhang Weining（长江）. 2016. Management Team Incentive

Dispersion and Firm Performance[J]. The Accounting Review,91(1): 21-45.

16.Gong Qihui（浙大）, Li O Z, Lin Y, Wu Liansheng（北大）. 2016. On the Benefits

150



of Audit Market Consolidation: Evidence from Merged Audit Firm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2): 463-488.

17.Kun-Chih C, Qiang C, Ying C L, Yu-ChenL, Xiao Xing（清华）. 2016.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of Chinese Reverse Merger Firms: The Reverse Merger Effect or

the Weak CountryEffect? [J]. The Accounting Review,91(5): 1363-1390.

18.Li Liuchuang（西安交大）, Qi Baolei（西安交大）, TianGaoliang（西安交大）, Zhang

G. 2017. The Contagion Effect of Low-Quality Audits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Auditor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92(1), 137-163.

19.He Xianjie（上财）, Pittman J A, Rui O M（中欧）, Wu D. 2017. Do Social Ties

between External Auditorsand Audit Committee Members Affect Audit Qual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92(5): 61-87.

20.Du F, Erkens D H, Young S M, Tang Guliang（对外经贸）. 2018. How Adopting New

Performance Measures Affects Subjec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Evidence from

EVA Adoption by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Accounting Review, 93(1):

161-185.

21.Chen Donghua（南大）, Kim J, Li O Z, Liang Shangkun（央财）. 2018. China's Closed

Pyramidal Managerial Labor Market and the Stock Price Crash Risk.The Accounting

Review, 93(3):105-131.

22.He Xianjie（上财）, Kothari S P, Xiao Tusheng（央财）, Zuo L. 2018. Long-Term

Impact of Economic Conditions on Auditors' Judgment. The Accounting Review:

Forthcoming.

23.Gu Z, Li Zengquan（上财）, Yang Y G, Li Guangqing（中银证券）. 2018. Friends

in Need are Friends Indeed: An Analysis of Social Ties Between Financial Analysts

and Mutual Fund Managers. The Accounting Review.

24.Shufang Lai, Li Zengquan（上财）, Yang Y G. 2020. East, West, Home’s Best:

Do Local CEOs Behave Less Myopically?.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95, No. 2, March

2020: 227-255.

25.Li Zengquan（上财）, T.J. Wong,Gwen Yu. 2020.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rough

Embedded Financial Analysts: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95,

No. 2, March 2020: 257-281.

26.Chen Hanwen（厦大）, Chen J. Z., Lobo G. J., Wang Yanyan（厦大）, 2010. Association

Between Borrower and Lender State Ownership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8(5): 973-1014.

27.Shroff N., Sun A. X., White H. D., Zhang Weining（长江）, 2013. Voluntary

Disclosure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Evidence from the 2005 Securities Offering

Reform[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1(5):1299-1345.

28.Tan H., Ying Wang E.,Zhou Bo（上财）, 2014. When the Use of Positiv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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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fires:The Joint Effect of Tone, Readability, and Investor Sophistication on

Earnings Judgment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2(1): 273-302.

29.Lee E., Strong N., Zhu Zhenmei (Judy)（复旦）, 2014. Did 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 SOX, and Other Analyst Regulations Reduce Security Mispric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2(3): 733-774.

30.Chen Feng, Peng Songlan, Xue Shuang（上财）, Yang Zhifeng, Ye Feiteng（上海

立信）. 2016. Do Audit Clients Successfully Engage in Opinion Shopping?

Partner-Level Evidenc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4(1): 79-112.

31.Chen Yasheng（厦大）, Jermias J, Panggabean T. 2016. The Role of Visual Attention

in the Managerial Judgment of Balanced-Scorecar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sights

from using an Eye-Tracking Devi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4(1):113-146.

32.Ettredge M., Huang Y., Zhang Weining（长江）, 2012. Earnings Restatements and

Differential Timeliness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3(3): 489-503.

33.Banker R. D., Byzalov D., Chen Lei (Tony)（北大）, 2013.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Adjustment Costsand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Cost Behavior[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5(1): 111-127.

34.Ali A,Zhang Weining（长江）. 2015. CEO tenur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59(1): 60-79.

35.Chen P F, He S, Ma Zhiming（北大）, et al. 2016. The information role of audit

opinionsin debt contract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61(1):

121-144.

36.Lennox C,Wu Xi（央财）, Zhang T. 2016. The effect of audit adjustments on earnings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61(2–3):

545-562.

37.Tian Xuan（清华）, Udell G F, Yu X. 2016. Disciplining delegated monitors: When

venture capitalists fail to prevent fraud by their IPO firm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61(2–3): 526-544.

38.Horton J, Serafeim G,Wu Shan（中欧）. 2017. Career Concerns of Banking Analyst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63(2–3): 231-252.

39.Lennox C, Wang Zi-Tian（上财）, Wu Xi（央财）. 2018. Earnings Management, Audit

Adjustments, and the Financing of Corporate Acquisi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65(1): 21-40.

40.Chen T, Zhang G, Zhou Yi（复旦）. 2018. Enforceability of Non-Compete Covenants,

Discretionary Investment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Practices: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65(1): 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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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Fung S. Y. K., Su L. N., Zhu Xindong (Kevin)（人大）, 2010. Price Divergence

from Fundamental Value and theValue Relevance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7(3): 829-854.

42.Chen Hanwen（厦大）, Chen J. Z., Lobo G. J., Wang Yanyan（厦大）, 2011. Effects

of Audit Quality on Earnings Managementand Cost of Equity Capital: Evidence from

China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8(3): 892-925.

43.He Xianjie（上财）, Wong T. J., Young D., 2012. Challenges for Implementationof

Fair Value Accounting in Emerging Markets: Evidence from China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9(2): 538-562.

44.El Ghoul S., Guedhami O., Ni Yang（上交）, et al., 2013. Does Information

Asymmetry Matter to Equity Pricing? Evidence from Firms’ Geographic Location[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0(1):140-181.

45.Goh B. W., Krishnan J., Li Dan（清华）, 2013. Auditor Reporting under Section

404: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Internal Control and Going Concern Audit

Opinion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0(3): 970-995

46.Dai Z., Jin Li（北大）, Zhang Weining（长江）, 2014. Executive Pay–Performance

Sensitivity and Litigation[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1(1): 152-177.

47.Hou Qingchuan（上财）, JinQinglu（上财）, Yang R, Yuan Hongqi（复旦）. 2015.

Performance Commitments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2(3): 1099-1127.

48.Sun Yan（兰大）, Tan H, Zhang Jixun（南开）. 2015. Effect of Concession-Timing

Strategies in Auditor–Client Negotiations: It Matters Who Is Using Them[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2(4): 1489-1506.

49.Fang Junxiong（复旦）, Pittman J, Zhang Y, Zhao Y. 2017. Auditor Choi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roup-Affiliated Firm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4(1): 39-82.

50.Chen F, Hope O K, Li Qingyuan（武大）, Wang X. 2018. Flight to 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Investors’ Demand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during

Political Uncertainty Event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5(1): 117-155.

51.Han B, Kong Dongmin（中南财大）, Liu Shasha（暨大）. 2018. Do Analysts Gain

an Informational Advantage by Visiting Listed Companie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Forthcoming.

52.Wang Cong（中欧）, Xie F, Xin X. 2018. CEO Inside Debt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Forthcoming.

53.Liu X K,Liu Xiaoxia（河海）, Reid C D. 2018. Stakeholder Orientations and Cost

Management.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Forthcoming.

54.Ge Rui（中山）, Lennox C., 2011. Do Acquirers Disclose Good News or With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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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 News When They Finance Their Acquisitions Using Equity?[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16(1):183-217.

55.Ke B., Rui Oliver（中欧）, Yu Wei（上贸大）,2012. Hong Kong Sock Listing and

the Sensitivity of Managerial Compensation to Firm Performance in

State-controlled Chinese Firm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17(1): 166-188.

56.Caskey J., Hughes J., Liu Jing（长江）, 2012. Leverage, Excess Leverage, and

Future Returns[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17(2):443-471.

57.Kim J., Shi Hainan（复旦）, 2012. IFRS Reporting, Firm-specific Information

Flows,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International Evidence[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17(3): 474-517.

58.Yin Huifang（上财）, Zhang H. 2014. Tournaments of Fnancial Analyst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19(2):573-605.

59.Heflin F, Hsu C, Jin Qinglu（上财）. 2015.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Street

earnings[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2):674-709.

60.Lai Cheng（人大）. 2015. Growth in residual income, short and long term,in the

OJ model[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4): 1287-1296.

61.Konchitchki Y,LuoYan（复旦）,Ma M Z, et al. 2016. Accounting-based downside

risk, cost of capital, and the macroeconomy[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1(1), 1-36.

62.Bernardo A, Cai Hongbin（北大）, Luo J. 2016. Earnings vs. stock-price based

incentives inmanagerial compensation contract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1(1): 316-348.

63.Cheng Q, Du F, Wang X, Wang Yutao（央财）. 2016. Seeing is Believing: Analysts'

Corporate SiteVisit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1(4): 1245-1286.

64.Kuo Nan-Ting（南开）, Lee C. 2016. A Potential Benefit of Increasing Book–Tax

Conformity: Evidence From the Reduction in Audit Fees.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1(4):1287-1326.

65.Guo Q, Koch C, Zhu Aiyong（武大）. 2017. Joint Audit, Audit Market Structure,

and Consumer Surplus.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2(4): 1595-1627.

66.Rao Pingui（暨大）, Yue H, Zhou Xin（喜岳投资）. 2018. Return Predictability

and the Real Option Value of Segments.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3(1):

167-199.

其它重要期刊文献：

TAR、JAE、JFE、JF、JAR、CAR、RAS、《会计研究》、《审计研究》、《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金融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经济学动态》等专业期刊的相关文

献。

154



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0001001 中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1001 管理研究方法 工商管理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1002 中级管理学 工商管理学院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核心课

S3203001 财务会计理论研究 会计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3203002 财务管理理论研究 会计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3203003 审计理论研究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S3202001 会计研究方法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202002
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

研究
会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202004 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 会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202005
大数据与会计信息化

研究
会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202009 学位论文写作专题 会计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202010 Python程序设计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S3202021 管理会计理论研究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202022 税收筹划 会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202023 财务报告分析 会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202024 财务大数据挖掘 会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Z2032001 数智化审计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试(笔试(开

卷))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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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选修课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其他培养环

节

S2037002 专业实践 会计学院 1 16 4 考查(其他)

S2037003 学术活动 会计学院 1 16 4 考查(其他)

S2037004 文献阅读 会计学院 1 16 4 考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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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1202 - 企业管理 1202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家国情怀，能胜任粤港澳大湾区国家

战略工作需要的有志青年。学生应具有国际视野、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创新创业精神，

掌握企业管理理论、数字信息技能及复杂环境下的科学管理决策能力，熟悉粤港澳大湾区

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能从事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工作以及企事业单位实际管理工作的高

级复合型人才。

二、研究方向

1.人力资源管理与创新战略

2.营销管理

3.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学

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的

责任。

2.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各专业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中期考核、开题审查、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培

养环节的质量把控。

五、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

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其他培养环节

1.专业实践，1学分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进行，专业实践时间不少于1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

教学实践、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

第16教学周）提交实践报告（3000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1学分。

2.学术活动，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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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项学术活动，听取不少于10场由校内外组织的学术讲

座，由各培养单位进行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字的学术论

文写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

3.文献阅读，1学分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3次文献阅读报告交导师评阅，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培养

单位审查，合格者计1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3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是《微观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补修方式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论文考察考核

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

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6学分，其中课程33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实践活

动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

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4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

少于3万字。学位论文的进度安排：第4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

过开题论证会；第5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6

学期论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

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学

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定》

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一）著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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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彼得·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海南出版社，2000年或其他版本

2.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或其他版本

3.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

年

4.亨利·明茨伯格等：《战略历程：纵览战略管理学派》，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

5.波特：《竞争战略》，华夏出版社，1997年或其他版本

6.波特：《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年或其他版本

7.希特：《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8.普特曼（编）：《企业的经济性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

9.阿吉里斯：《个性与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明茨伯格：《卓有成效的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11.钱德勒：《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2.西奥迪尼：《影响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3.藤本隆宏：《能力构筑竞争》，中信出版社，2007年

14.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15.徐淑英，张维迎（编著）：《管理科学季刊最佳论文集萃》，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

辑2005年，第二辑2012年

16.徐淑英，张维迎（编著）：《美国管理学会学报最佳论文集萃》，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一辑2006年，第二辑2012年

17.肯·史密斯，迈克尔·希特（编著）：《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经典理论的开发历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8.徐淑英，刘忠明（编著）：《中国企业管理的前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9.《哈佛商业评论》文集、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

20.王济川、王小倩、姜宝法:《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与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21.温福星:《阶层线性模型的原理与应用》，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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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3.李平，曹仰锋(主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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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二）重点期刊

1.《管理世界》

2.《南开管理评论》

3.《外国经济与管理》

4.《中国工业经济》

5.《财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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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商业经济与管理》

7.《营销科学学报》

8.《管理科学学报》

9.《管理工程学报》

10.《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11.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2.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3.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4.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5.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6.Business Strategy Review

17.Advanc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18.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19.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20.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21.Journal of Marketing

22.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3.Marketing Science

24.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5.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6.Journal of Retailing

27.Management Science

28.Manufacturing &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29.Interfaces

30.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s Research

31.Omeg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32.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33.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Review

34.Journal of Business Logistics

35.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6.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8.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39.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40.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41.Personne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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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0001001 中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S3101001 管理研究方法 工商管理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1002 中级管理学 工商管理学院 3 48 2
考查(案例分

析)

专业核心课

S3103001 现代企业理论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3002 营销管理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2 32 1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S3103003 供应链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3004 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S3102001 组织行为学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S3102004 战略品牌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2005
关系管理与服务营销

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2006 互联网营销 工商管理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2013 领导力开发 工商管理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2015
资本运营与企业并购

专题
工商管理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2017 战略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2019 渠道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2021 服务运营与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2025 组织中的测评 工商管理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2026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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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102029 组织管理与公司治理 工商管理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2031 绩效与薪酬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2032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工商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2034 供应链金融 工商管理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2036 大数据营销 工商管理学院 2 32 2
考查(案例分

析)

S3102038 新媒体营销 工商管理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试(笔试(闭

卷))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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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口试)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其他培养环

节

S3107001 专业实践 工商管理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3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工商管理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S3107004 文献阅读 工商管理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补修课

S0000031 微观经济学（补本） 工商管理学院 0 0 2 考查(其他)

S3106002 统计学（补本） 工商管理学院 0 0 2 考查(其他)

S3106003 管理学（补本） 工商管理学院 0 0 2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163



工商管理 1202 - 旅游管理 120203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对旅游管理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结合学

科特色和优势，致力于为社会培养“精通文旅”的高级研究和管理人才。学生应具有坚实

的管理学理论基础，系统掌握旅游管理的理论与分析方法，能够研究和解决旅游管理理论

和现实问题，具有国际视野、管理能力和创新精神，拥有良好的中英文沟通能力、实践能

力、职业道德和政治素养，能够胜任旅游行政管理、旅游企业经营管理、会展企业管理等

研究工作或实际工作高级管理人才。

二、研究方向

1.旅游目的地开发与管理

2.旅游企业运营与管理

3.旅游资源与环境管理

4.会展与节事管理

5.数字文旅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

学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

的责任。

2.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各专业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中期考核、开题审查、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培

养环节的质量把控。

五、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

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其他培养环节

1. 实践，1学分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进行，专业实践时间不少于1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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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

第16教学周）提交实践报告（3000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1学分。

2. 学术活动，1学分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项学术活动，听取不少于10场由校内外组织的学术讲

座，由各培养单位进行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字的学术论

文写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

3. 文献阅读，1学分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3次文献阅读报告交导师评阅，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培养

单位审查，合格者计1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4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是《西方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会计学》，补修方式是自学。补修课程

采取论文考察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

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8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实践活

动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

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

少于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交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

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取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

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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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一）著作类

1.Chris Coope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ourism(the 4th Edition)[M].Dalia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0.[克里斯·库珀.旅游学原理与实践（第四版）

[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

2.Xie Yanjun. Fundamentals of Tourism Studies(the 3rd Edition) [M].Beijing: China

Tourism Press,2011.[谢彦君.基础旅游学(第三版)[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1年.]

3.Shen Baojia. Principles of Tourism Studies----A Systematic Narrative of Tourism

Operation Laws [M]. Beijing: China Tourism Press,2010.[申葆嘉.旅游学原理 —

—旅游运行规律研究之系统陈述[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年.]

4.Feng Xiaotian.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the 4th

Edition)[M].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3.[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

(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5.Stephen P.Robbins,Mary Coulter, translated by Li Yuan et al.Management(the 11st

Edition).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2.[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

尔特 著，李原等译. 管理学（第1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6.Rui Mingjie. Management(3rd Edition).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2009.

[芮明杰. 管理学（第3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7.Jay Kandampully, translated by Cheng Jinneng et al.Service Management: the New

Paradigm in Hospitality. Beijing: Tourism Education Press,2006.[贾依·坎达姆普

利 著，程尽能，等译.服务管理——酒店管理的新模式.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6.]

8.Daniel A. Wren, translated by Sun Jianmin et al. The History of Management

Thought.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9. [丹尼尔·A·雷恩. 孙健敏

等译. 管理思想史(第5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9.Chuck Y. Gee, translated by Gu Huimin.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Management .Beijing : Tourism Education Press,2002. [Chuck Y. Gee 著，谷慧敏 主

译，国际饭店管理.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

10.Xi Yanping. Theories and Proceeding Issues in Hospitality .Beijing: China

Tourism Press,2007. [ 奚晏平.饭店业理论与前沿问题.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7.]

11.Sandra Lynn Morrow , translated by Wu Bangtao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Study

of Exhibition Management. Shanghai: Shanghai Yuandong Press,2008.[桑德拉·L·莫

罗 著，武邦涛 等译. 展会管理实务.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

12.Gayle Jennings, translated by Xie Yanjun, Chen Li. Tourism Research.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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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Education Press,2007. [盖尔·詹宁斯 著，谢彦君，陈丽 译. 旅游研究方法.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

13.Geoffrey Wall，Alister Mathieson, translated by Xiao Guirong. Tourism:

Change, Influence and Opportunit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2007.

[Geoffrey Wall，Alister Mathieson 著，肖贵蓉 译. 旅游：变化，影响与机遇.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4.Stephen J. Page and Joanne Connell, Tourism: A Modern Synthesis (Second

Edition),2006. [黄代梅等 译.现代旅游管理导论（第2版）.北京：电子出版社，2009.]

15.A.J.Veal. Research Methods for Leisure and Tourism: A Practical Guide(Third

Edition). [聂小荣等 译. 休闲与旅游研究方法（第3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16.张跃西，养生旅游产品设计。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5。

（二）重点期刊（国内部分）

1.《中国社会科学》

2.《管理世界》

3.《旅游学刊》

4.《南开管理评论》

5.《经济地理》

6.《人文地理》

7.《旅游科学》

8.《经济管理》

（三）期刊与论丛（国外部分）

1.TM: Tourism Management

2.JTR: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3.ATR: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4.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1y

5.The Tourist Review

6.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7.Tourism International Research

8.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9.Event Tourism

10.Festival Management & Event Tourism

11.Leisure Science

12.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167



13.Journal of Tourism Studies

14.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15.AAHOA Hospitality

16.Australian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7.FIU Hospitality Review

18.Journal of Sports Tourism

19.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Journal of Eco-tourism

21.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ent and Festiv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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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0001001 中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S3101001 管理研究方法 工商管理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1002 中级管理学 工商管理学院 3 48 2
考查(案例分

析)

专业核心课

S3302008 旅游企业经营管理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S3302019 旅游学原理和方法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S3303002 旅游服务营销研究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S3303004 旅游消费行为研究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选修课

S3302001 旅游管理研究前沿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302003
中外酒店管理比较研

究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302009 休闲与旅游经济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302015 旅游规划制图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302018 旅游研究基础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302020 旅游开发与规划研究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302021 文化旅游专题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302022 旅游社会学专题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302024
会展与节事活动运营

管理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302025
旅游目的地营销与管

理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302026 酒店产品创新策划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302027 数字会展与商务活动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302028 文旅大数据研究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302029 旅游质性研究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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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303003 旅游资源与环境研究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案例分

析)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口试)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其他培养环

节

S3307001 专业实践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0 5

S33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0.5 0 4

S33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0.5 0 4

S3307004 文献阅读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0 4

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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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1202 - 技术经济及管理 120204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创业素质和实践能力，系统掌握技术经济

及管理相关理论与方法，具有技术经济分析与管理能力，了解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发展现

状和趋势，治学严谨，具有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

部门从事相关管理、科研和教学工作的高层次复合型经济管理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

2.金融科技创新及标准化管理

3.项目管理与投资决策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学术

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的责

任。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生指导小

组负责研究生中期考核、开题审查、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培养环节的质量把控。

五、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

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1学分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进行，专业实践时间不少于1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

教学实践、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

第16教学周）提交实践报告（3000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1学分。

（二）学术活动，1学分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项学术活动，听取不少于10场由校内外组织的学术讲

座，由各培养单位进行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字的学术论

文写作并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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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阅读，1学分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3次文献阅读报告交导师评阅，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培养

单位审查，合格者计1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

取的硕士生应补修2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是《经济学》、《管理学》，

补修方式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开卷笔试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

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 36 学分，其中课程 33 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实

践活动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

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包括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资格审查、论文初评、重复率检测、

盲审、答辩等环节。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

学位论文应当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选题

应属于本学科范畴，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格式规范，字数不少于 3万字。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工作进度：根据导师要求按时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第三学期完成

学位论文开题，开题后3-6个月内参加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第五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初稿，

第六学期初提交学位申请，参加资格审核，提交学位论文定稿。学位论文通过重复率检测、

盲审等环节后，研究生可申请答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期间应持续修改完善论文。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课程学分和其它培养环节学分，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

不低于75分，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得本学科相关的创新成果

1项，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硕士

学位。

硕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要求、质量要求见《广东财经大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

准》、《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授予标准》和《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则》等

文件，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工作按学校《广东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广东财经大学

学术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和《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

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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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作类

1.中国管理思想简史.王忠伟.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探索黑箱：技术、经济学和历史.（美）罗森伯格 著.王文勇.吕睿译.商务印书馆.2004-12

3.人力资本研究——雅各布·明塞尔论文集（第一卷）.（美）明塞尔 著；张凤林 译.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4.人力资源管理--获取竞争优势的工具（第四版）.（美）克雷曼著；吴培冠译.机械工业

出版社，2009.10

5.金字塔原理.[美]巴巴拉·明托.南海出版公司.2013.11

6.麦肯锡方法.[美]埃森·M·拉塞尔.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1

7.用图表说话.（美）基恩·泽拉兹尼.清华大学.2008.05

8.技术经济分析理论与方法，胡茂生 等编著，冶金工业出版社.2009-07

9.产品质量分析与评价技术基础，徐京辉 编著，中国标准出版社.2007-11

10.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计量分析. 符淼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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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刘德勇，王彦鑫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09

12.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经济思想研究.徐则荣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10

13.技术经济学前沿问题. 付家骥，雷家骕，程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4.工商统计学（第3版）(附光盘). 道格拉斯·A.林德等著、徐国祥等译.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2004.

15.黄炽森. 研究方法入门.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6.Carl Shapiro;Hal R.Varian. Information Rules—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ston, Massachusetts.

17.Timothy J Kloppenborg. Contemporary Project Management [M] Cengage Learning,

2014.

18.Pohjola, Matti 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Michael L. Tushman and Philip Anderson. Managing Strategic Innovation and

Chang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Anol Bhattacherje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rinciples, Methods, and

Practices. Open Access Textbooks. http://scholarcommons.usf.edu/oa_textbooks/3,

2012

（二）期刊类

1.《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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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世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3.《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

4.《管理科学学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

5.《金融研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

6.《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7.《中国管理科学》，中国科学院

8.《科学学研究》,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

所、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9.《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10.《管理学报》,华中科技大学

11.《科技进步与对策》,中国管理科学学会、湖北省科技厅主管，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

12.《管理科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13.《中国科技论坛》，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14.《科研管理》，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

15．《中国软科学》，中国软科学研究会

16．《管理评论》，中国科学院

17.《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

18.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19.Decision Science

20.Management Science

21.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2.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3.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5.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6.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7.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28. MIS Quarterly

29.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30.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174



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0001001 中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S3101001 管理研究方法 工商管理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1002 中级管理学 工商管理学院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核心课

S5103004 技术经济学研究 信息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3005 技术创新与风险投资 信息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S5103006 项目管理 信息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S5103007 学术规范与学术写作 信息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S5102012 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S5102013 标准经济学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2015 金融科技创新 信息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2016 创新与创业管理 信息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2017 电子商务技术管理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2019
技术经济及管理理论

前沿专题
信息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2021 商务智能与数据挖掘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2023
互联网技术与思维

（双语）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2024 高级质量认证学 信息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2027 金融大数据分析 信息学院 2 32 3
考查(案例分

析)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闭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闭

卷))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试(笔试(闭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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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其他培养环

节

S5107001 专业实践 信息学院 1 0 4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信息学院 0.5 0 2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信息学院 0.5 0 2
考查(课程论

文)

S5107004 文献阅读 信息学院 1 0 4
考查(课程论

文)

补修课

S5106001 管理学（补本） 信息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S5106002 统计学（补本） 信息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S5106003 经济学（补本） 信息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S5106005 会计学（补本） 信息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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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1202 - 现代服务管理 1202Z2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身心健康，扎实掌握管理学理论和方法，融合信息科

学、智能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具有国际化视野、严谨的科

研作风和良好的合作精神，拥有研究解决服务管理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能力，以及实践创新、

终身学习的能力；能胜任政府部门、高等院校、事业单位，以及各类现代服务业企业经营

管理方面的高层次复合型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文旅跨界创新管理

2.人工智能服务管理

3.服务品牌创新管理

4.乡村数字服务管理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学

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的

责任。

2.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导师研究团队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

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中期考核、开题审查、论文工作检查

等重要培养环节的质量把控。研究生入学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

前按照《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

培养。

3.不定期选派优秀研究生送往港澳、日本、韩国、德国、英国等地大学或研究机构进

行短期交流访问。

五、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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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其他培养环节

研究生培养环节包括课程学习与课外实践。课程学习包括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课、

专业选修课、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等课程；课外实践包括专业实践、学术活动、文献

精读、公益服务。

1. 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时间不少于1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科

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提交实践报告（3000 字左右），

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 1 学分。

2. 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10场（校、院组织或经

导师认可），由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中期考核前公开主讲1次及以上有关文

献阅读、学术研究等内容的学术报告，导师参加并由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 0.5 学分。

3. 文献精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需要，应阅读不少于100篇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

中期考核前写出不少于5篇读书报告并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

前交所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1学分。

4. 公益服务

一般安排在周末、寒暑假，结合学科专业知识可以个人或组织，展开社区、扶教、扶

贫、扶弱、文旅等公益服务，为社会贡献力量与智慧，公益服务结束提交有关凭证，经指

导教师、科研秘书审核给予相关评价，作为评优评先参考。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4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是《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补修方式是上课或自学。补修课

程采取开卷或闭卷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补修成绩不

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8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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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

准予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

少于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

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

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学

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定》

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附录：必读书目（含经典著作、专业文献和专业学术期刊）

（一）经典著作

1.殷海光《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四川人民出版社，最新版

2.周建武《科学推理——逻辑与科学思维方法》，化学工业出版社，最新版

3.（美）布鲁克•诺埃尔•摩尔(Brooke Noel Moore)，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批

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机械工业出版社，最新版

4.（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最新版

5.钱德勒《企业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新版

6.道格拉斯·G.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不分出版社，最新版

7.蒋三庚《现代服务业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最新版

8.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9.卢泰宏《品牌思想简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06

10.徐世勇《组织管理十大经典理论：解读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7

11.杰弗里·A.迈尔斯《管理与组织研究必读40个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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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彼特·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海南出版社，最新版

13.彼特·德鲁克《管理实践》与《卓有成效管理者》，机械工业出版社，最新版

14.波特《竞争优势》与《竞争战略》，华夏出版社，最新版

15.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不分出版社，最新版

16.James A. Fitzsimmons,Mona J.fitzsimmons《服务管理：运作、战略与信息技术》，

机械工业出版社，最新版

17.(加)克莱默，希伊《全面质量与服务改进》，中国市场出版社，2010.8

18.柳成洋《服务标准化导论》，中国标准出版社，2009.12

19.李靖华《大规模定制化服务创新》，科学出版社，2009.07

20.李德毅、于剑《人工智能导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最新版

21.[美]尼克《人工智能简史》，人民邮电出版社，最新版

22.[美]拜伦.瑞希《人工智能哲学》，文汇出版社，最新版

23.巴拉巴西《链接：商业、科学与生活的新思维》，浙江人民出版社，最新版

24.Ian Ayres《大数据思维与决策》，人民邮电出版社，最新版

25.陈晓萍、沈伟《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7

26.戴维·威勒《实验设计原理:社科理论验证一种路径》，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2

27.朱丽叶·M.科宾，安塞尔姆·L.施特劳斯著；朱光明译《质性研究的基础：形成扎根

理论的程序与方法》，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3

28.马尔科姆·泰特著；徐世勇等译《案例研究：方法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3

29.王济川等《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与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5

30.舒华、张亚旭《心理学研究方法：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8

（二）专业文献

1.R.H.Coase,1937.The nature of the firm.

2.Feigenbaum,A.V.1983.Total quality control.

3.F. Lin;T.C.E.Cheng.The structural theory of general systems applied in

management: the total relationship flow management theorem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eral Systems，22 November 2007.

4.Parasuraman,A.,Zeithaml,V.A.and Berry,L.L.A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Marketing,1985,(49):41-50.

5.Bitner,N.J.,Booms,B.H.,Tetreault,M.S.The service encounter: diagnosing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incidents.Journal of Marketing,1990(1):71-84.

6.A.Parasuraman,Valarie A.Zeithmal,Leonard L. Berry, Refinement and Re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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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servqual scales. Journal of retailing,1990(67):41-50.

7.“SERVQUAL:A multiple_item scale for measuring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service

quality”,Journal of retailing 64,NO.1(spring 1988).

8.“Service recovery:A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18,2000.

9.“Service encounter satisfaction:conceptualized”,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1995(1).

10.“Welcome to the experience economy”,Harvard business reviews,1998(4).

11.“More on improving service quality measurement”,Journal of retailing,1993(1).

12.褚峻,杨绰,王雷.现代服务产业分类方法研究.统计与决策.2021,37(01)。

（三）专业学术期刊

1.Nature

2.Science

3.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4.Journal of Service Theory and Practice

5.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中国社会科学》

7.《经济研究》

8.《管理世界》

9.《营销科学学报》

10.《南开管理评论》

11.《中国工业经济》

12.《经济管理》

13.《商业经济与管理》

14.《服务科学和管理》

（四）专业网站、行业报告

1.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官网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旅游组织官网

3.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全国标准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National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for standards information）

4.国家、广东文旅部门官网

5.服务及文旅、人工智能行业智库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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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0001001 中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1001 管理研究方法 工商管理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S3101002 中级管理学 工商管理学院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核心课

S3603005 智能服务管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603006 跨界融合创新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603007 经济学思维与决策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S3603008 服务现代化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S3102036 大数据营销 工商管理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602015
文旅资源及产业发展

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602018
温泉与健康产业发展

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602021
服务品牌及连锁经营

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602038 系统科学方法导论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1 16 4

考查(案例分

析)

S3602041
现代乡村建设理论研

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S3602042
乡村文旅融合案例研

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602043
国际商业战略

（全英）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案例分

析)

S3602044
全球化与供应链管理

（双语）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S3602045 日本现代服务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4 考查(其他)

S3602046 湾区形成发展与未来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4

考查(课程论

文)

S3602047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编

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案例分

析)

S3602048
行为实验与品牌认知

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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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602049 研究范式与论文写作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1 16 4 考查(其他)

S5102013 标准经济学 信息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S5102017 电子商务技术管理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案例分

析)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口试)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其他培养环

节

S3607001 专业实践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1 0 4 考查(其他)

S36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0.5 0 4 考查(其他)

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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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6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0.5 0 4 考查(其他)

S3607004 文献阅读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1 0 4 考查(其他)

补修课

S0000002 统计学（补本） 研究生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S0000016 管理学（补本） 研究生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S0000019 会计学（补本） 研究生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S0000025 经济学（补本） 研究生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其他培养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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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 1305 

一、培养目标

遵循研究生教育和人才成长规律、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广

东自贸区”等国家和区域发展重大发展战略，构建以设计创新为核心，校、政、研、企多

维赋能、高效协同的全产业链式教育生态体系，立足于培养能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胜任政府、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教学科研、

设计实践、设计管理等工作、具有国际视野及人文素养的创新及理论研究型高层次人才。

二、研究方向

1.环境设计及其理论

2.工业设计及其理论

3.视觉传达设计及其理论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

学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监督

的责任。

2. 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各专业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中期考核、开题审查、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

培养环节的质量把控。

五、课程设置

研究生课程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学术学位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

课为学位类课程，学术学位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

六、其他培养环节

（一）专业实践（1学分）

专业实践安排在第四学期进行，时间不少于1个月，可通过社会调查、教学实践、科

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16教学周提

交实践报告（3000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合格者计1学分。

（二）学术活动（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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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10次由导师批准的学术

科研活动（包括专业讲座、学术会议、社会调研、设计竞赛、专业展览、专业实习等），

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8000 字的课程汇报，以学术

论文写作并制作展板主讲汇报，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0.5学分。

（三）文献阅读（1学分）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3篇文献阅读报告交导师评阅，读书报告、导师评阅意见于中期考核前交

所在培养单位，合格者计1学分。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学位类课程考核方式为：笔试（以下均含闭卷、开卷）、笔试结合课程论文、笔试结

合口试、笔试结合实验设计等；非学位类课程考核方式为：笔试、口试、课程论文、课程

论文结合实验设计、实验设计等形式，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

取的研究生在中期考核前应补修3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是《创意思

维》、《设计概论》、《造型基础》，补修方式是自学。补修课程以导师考查方式进行考

核，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

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7学分，其中课程34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修1学分），实践活

动1学分（每获1项国家级竞赛一、二、三等奖或省级竞赛一、二等奖可替代0.5实践学分），

学术活动1学分（每获1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抵0.5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

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合

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

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

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少于3 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文

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取得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

位的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成果1个以上，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

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子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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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徐恒醇.设计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4.唐纳德·A·诺曼.设计心理学[M].中信出版社，2016.

5.赵江洪.设计艺术的含义[M].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

6.李砚祖.外国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7.Craig M.Vogel and Jonathan Cagan and Peter Boatwright .设计创新[M].电子工业

出版社，2014.

8.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9.菲利浦·科特勒、凯文·莱恩·凯勒.营销管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0.王受之.世界当代艺术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11.徐适.品牌设计法则[M].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

12.大卫·卡里尔.艺术史写作原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3.巫鸿.时空中的美术[M].三联书店，2016.

14.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5.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6.曹意强.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意义[M].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7.

17.谷长春.中国地域文化通览[M].中华书局，2014.

18.Nathan Shedroff.设计反思——可持续设计策略与实践[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19.张维迎.经济学原理[M].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20.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M].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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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S7101001 设计史与当代思潮 艺术与设计学院 3 54 1 考查(其他)

S7101002 人工智能与设计 艺术与设计学院 3 54 1 考查(其他)

S7101003 设计范式与创新 艺术与设计学院 3 54 1 考查(其他)

专业核心课

S7103001 智能创新与服务设计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6 2 考查(其他)

S7103002 设计策划与评估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6 1 考查(其他)

S7103003 地域文化与设计发展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6 1 考查(其他)

S7103004 可持续设计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6 2 考查(其他)

专业选修课

S4102008 中西美学比较 外国语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7102002 城市设计理论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S7102003 文化遗产保护与应用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6 2 考查(其他)

S7102005 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6 2 考查(其他)

S7102006 品牌IP产品设计研究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6 2 考查(其他)

S7102007 交互设计研究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6 3 考查(其他)

S7102008 品牌广告塑造与创意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6 2 考查(其他)

S7102010 信息视觉设计研究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6 2 考查(其他)

S7102011 论文写作方法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6 2 考查(其他)

S7102012 室内设计前沿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4105004 基础英语 外国语学院 3 64 1&2 考查(其他)

公共选修课

G1104001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1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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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304002
微观计量方法及

Stata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1304003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与应用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选修课

G1304004 健康管理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G1704001 数据治理与应用 数字经济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604001 人性、行为与管理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3

考查(案例分

析)

G3604002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与伦理研究

旅游管理与规划设

计研究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G3704001 摄影艺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G3704002 中国传统养生智慧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G3804001 粤港澳城市研究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G3804002 辩论与演讲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口试)

G8104001 羽毛球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G8104002 瑜伽 体育教学部 2 32 2 考查(其他)

其他培养环

节

S7107001 专业实践 艺术与设计学院 1 0 5
考试(笔试(开

卷))

S7107002 参加学术活动 艺术与设计学院 0.5 0 4
考试(笔试(开

卷))

S7107003 主讲学术报告 艺术与设计学院 0.5 0 4
考试(笔试(开

卷))

S7107004 文献阅读 艺术与设计学院 1 0 4
考试(笔试(开

卷))

S7107005 发表学术论文 艺术与设计学院 0 0 5
考试(笔试(开

卷))

补修课

S7106001 创意思维（补本） 艺术与设计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S7106002 设计概论（补本） 艺术与设计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S7106003 造型基础（补本） 艺术与设计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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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硕士 025100 专业硕士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需求，顺应金融数字化、人工智能和

区块链技术发展趋势，依托商法融合和实践创新的办学特色，着力打造技教融合、科教融

合、产教融合特色优势，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系统掌握

金融学及相关学科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擅长金融量化分析、资本运作和运营

管理，具有国际视野、综合素质高、实践创新能力强的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

二、研究方向

1.银行管理

2.证劵与投融资

3.微金融与科技金融

三、学习年限

学制2年，最长学习年限为4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可按《广东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暂行规

定》申请提前毕业。

四、培养方式

（一） 个性化选修学分方式

为满足金融专业研究生的个性化需求，学生入学后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修学院设置的

不同培养方向选修课程，2022级全日制学生需要完成40个学分。

（二） 校内外双导师方式

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在第一学期开学一个月内通过互选产生，主要负责指

导学生培养计划、校内理论学习和论文撰写环节；吸收企业、行业管理实践经验丰富的校

外导师和校友导师负责指导学生的社会实践环节。

（三） 多环节协同育人方式

培养环节分为课堂教学、琶洲金融论坛讲座、国家金融学高端讲座、虚拟仿真实习、

参加各类科研竞赛等环节，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粤港澳人才专项和国际合作项目等

丰富学习内容，提高学习能力、拓展国际视野。

（四） 国际化培养方式

依托广大财经大学一西澳大学双硕士学位项目（1+1+1）、广东财经大学-挪威商学院

双硕士学位项目（1+ 1.5+0.5）构建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体系，金融专硕在本校学完第一年

学业后，符合条件的学生可申请上述国际化双硕士学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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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研究生课程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本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

程，专业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第一年每学期的第1周至第16周为教

学周。

六、专业实践要求

研究生应根据培养计划在金融实体机构或金融管理部门从事不少于3个月的专业实

践。实践内容包括金融管理、金融服务、金融营销、金融产品设计与开发、金融热点或重

点问题的调查研究等。专业实习由研究生与校外导师根据双向选择方式商定实习单位，集

中实习指导性时间为第二学期结束后的9、10、11月份。研究生实习前应撰写实习计划，

完成实习后应撰写实习报告（3000字左右）,填写实习鉴定表并出具实践单位的考核评价

结果，交校外导师评阅，合格者计4学分。专业实践不合格,不予申请硕士学位。

七、其他培养环节

（一） 提前培养环节

为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将研究生培养环节前置，在新生录取后到开学前期间，

学院通过线上方式为录取的研究生开设了金融计量暑期学校，聘请校内外专家进行多期专

业讲座，以期实现入学就会用的培养目的。

（二） 其他培养环节

为拓宽研究生视野，促使其主动关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研究生要积极参加学术讲

座，每位硕士生在学期间参加校内外的学术活动不少于8次（学院组织或经导师认可），

在导师指导下自行组织参加“挑战杯”课外学术作品竞赛、创业计划大赛、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或其他校级及以上科技竞赛活动不少于1次。

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应根据本人研究方向及校内导师的具体规定，系统阅读与金融相

关的中外专业文献和书籍不少于10篇（部），在中期考核前撰写5000字以上的读书报告（在

其后列出所阅读的文献目录）、应完成不少于8000字以上的金融领域案例分析，校内导师

对报告进行批阅、考核。完成以上学术科技竞赛活动及文献阅读，校内导师评价合格后计

1学分, 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开题环节。

八、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2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是 《会计学原理》《经济学原理》，补修方式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闭卷考核方式，达

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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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九、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 40学分，其中课程35学分，专业实践及其它培养环节5学分。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

毕业。

十、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包括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资格审查、论文初评、重复率检

测、盲审、答辩等环节。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字数应不少于3万字，选题应属于本学科范

畴，来源于社会实践或工作实际中的现实问题，对实际问题有深刻见解，能提出合理方案、

建议或做出有价值的分析报告。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工作进度：根据导师要求按时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第二学期完成

学位论文开题，开题后3-6个月内参加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第三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初稿，

第四学期初提交学位申请，参加资格审核，提交学位论文定稿。学位论文通过重复率检测、

盲审等环节后，研究生可申请答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期间应持续修改完善论文。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课程学分和其它培养环节学分，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

不低于75分，中期考核合格，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

予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要求、质量要求见《广东财经大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

准》、《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授予标准》和《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则》等

文件，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工作按学校《广东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广东财经大学

学术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和《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

执行。

十一、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专业教材及著作：

1.吴晓求, 王广谦. 金融理论与政策[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2.斯蒂芬A.罗斯, 威斯特菲尔德,等. 公司理财（第11版）[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3.滋维.博迪, 亚历克斯.凯恩, 艾伦J.马库斯,等. 投资学(第10版)[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4.马勇. 金融监管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5.王向荣.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M]. 格致出版社, 2015.

6.威廉·H.格林. 计量经济分析（第8版）[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7.弗兰克J.法博齐, 周国富,等. 金融经济学[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8.洛伦兹·格利茨. 金融工程学[M].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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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 斯坦利·G.埃金斯.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M]. 机械工业出版

社, 2008.

10.Ruey S. Tsay. 金融数据分析导论[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11.兹维·博迪, 罗伯特·C. 默顿,等. 金融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2.约翰·Y.坎贝尔. 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13.王晋忠. 衍生金融工具[M].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

14.布鲁斯·塔克曼. 固定收益证券（第3版）[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15.约翰·赫尔. 期货、期权及其他衍生品（第10版）[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16.何青. 财务报表分析[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7.唐纳德·德帕姆菲利斯. 收购、兼并和重组[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18.黄孝武. 财富管理[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19.李俊峰. 私募股权投资[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20.王立军. 股权投资教程[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21.安东尼·桑德斯, 马西娅·米伦·科尼特. 金融机构管理：一种风险管理方法[M]. 人

民邮电出版社, 2009.

22.约翰·赫尔. 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23.莫顿·米勒. 金融创新与市场的波动性[M].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2.

24.田轩. 创新的资本逻辑：用资本视角思考创新的未来[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25.深圳发展银行. 供应链金融：新经济下的新金融[M].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9.

专业学术期刊：

（一）国内专业学术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中

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经济评论》《管理科学学报》

《管理评论》《统计研究》。

（二）国外专业学术期刊

《Journal of Financ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Review of Financ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中、外财经数据资源网站：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www.pbc.gov.cn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万得Wind财经数据库（上海）网站：www.wi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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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tushare财经数据接口网站：www.tushare.org/

CRSP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证券价格研究中心网站：www.chicagobooth.edu/

路透财经网站：www.Reuter.com

彭博财经网站：www.Bloomberg.com

美联邦储备银行网站：www.federalreserve.gov

美国金融学会The 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网站：www.afajof.org

世界银行网站：www.worldbank.org

国内主流的量化金融投资平台网站：优矿www.uqer.datayes.com/;

米筐: www.ricequant.com/;

大宽：www.bigquant.com/;

聚宽：www.joinquant.com/；

芒果：www.quant.10jqka.com.cn/platform/html/home.html

财经数据接口网站为：http://www.tushare.org/

证券宝：www.baostock.com

财经数据接口akshare

国外财经数据接口网站：https://data.nasdaq.com/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www.imf.org

其他学习资源：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香港交易所网站：www.hkex.com.hk/eng/index.htm

美国纽约交易所网站：www.nyse.com

英国伦敦交易所网站：www.londonstockexchange.com

日本东京交易所网站：www.tse.or.jp

stata学习及应用网站：连享会 (duanshu.com)

川总写量化（微信公众号）

python金融量化（微信公众号）

量化投资与机器学习（微信公众号）

王的机器（微信公众号）

计量经济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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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必修课

Z1502053 金融英语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3 48 2 考查(其他)

Z1503004 金融理论与政策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Z1503005 投资学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Z1503006 公司金融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Z1503010 衍生金融工具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3 48 1
考试(笔试(开

卷))

专业选修课

Z1502001 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1502004 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1502009 财富管理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1502010 金融监管问题专题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1502011 基金投资与管理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1502022 固定收益证券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1502027 财务报告分析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Z1502029 微金融与科技金融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1502032 金融风险管理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1502034 企业并购与重组实务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1502041 微观计量工具与应用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Z1502042
佛山经济与人文地理

系列讲座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1 16 2 考查(其他)

Z1502043 国家金融学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1502045 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1502046 学位论文写作指导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1502050 计量经济学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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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1502051 量化投资与交易策略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502052
房地产金融投资与案

例分析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1503009 经济与金融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其他培养环

节

Z1507002
学术科技竞赛活动与

文献阅读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1 0 3 考查(其他)

Z1507005 专业实习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 4 0 3 考查(其他)

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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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硕士 025300

一、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税收发展人才需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国，为税务机关等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等部门，培养政治素质高、社会责任感强、专业基础扎实、

具有较强职业能力和宽广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复合型税务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税收政策与管理

2.企业税务

3.涉税专业服务

三、学习年限

学制2年，最长学习年限为4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 与社会实践部门联合制订或修订培养方案，培养方案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

2.以课堂教学为基础，鼓励案例教学，加强实践教学。在教学内容与培养环节上，体

现课堂教学、案例教学、实地实战教学三结合。

3.实施与实践部门联合培养的模式，聘请相关部门的专家参与到各培养环节中。

4.采取考试与考查相结合的评定方式，必修课以考试为主，选修课以考查为主，可采

取案例分析、专题报告、调研报告等形式。

5.学生培养上实施“双导师”制，即每位学生安排校内专职教师和校外兼职教师两个

导师指导。校内导师主要负责指导学生制定培养计划和校内的相关培养环节；校外导师主

要负责指导学生的社会实践环节。

五、课程设o置及要求

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和专

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专业实践要求

专业实践包括第一学年寒暑期的社会调查、涉税行业调研以及第二学年的专业实习。

指导教师根据研究生的工作量、综合表现、实习单位的评价意见及实践报告等情况，按“优、

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个等级评定专业实习成绩，及格以上的成绩获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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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培养环节

专业学位中期考核前应完成不少于8000字以上的案例设计分析作品，并纳入中期考核

环节。为了掌握行业发展的前沿问题、拓宽视野，学生在学期间须积极参加讲座、研讨会

以及在导师组指导下组织的专题讨论会。每位研究生参加的相关活动不少于 6次(至少包

括 2 次校际或与行业联合的交流活动)。参加的活动需填录活动报告册。 税务硕士生在

校期间应根据培养方向和导师的具体规定，系统阅读相关专业文献、学术专著，阅读量分

别不少于50 篇和 5 部，并写出读书报告或笔记交导师评阅。文献阅读按学院相关规定进

行，文献阅读未完成不能进行毕业论文开题。参加或听取专业学术讲座不少于10场。 完

成以上培养环节,导师评价合格后计 1 学分。

八、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2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是《财务会计》和《税法》（《中国税制》）补修方式是同对应本科生跟班上课。补修课

程采取闭卷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

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九、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41 学分，其中课程 36 学分，专业实习 4 学分，其它培养环

节 1 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

答辩的，方可毕业。

十、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二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二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三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四学期论

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的，符合学校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

《学位授予规定》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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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国富论 亚当•斯密 2001 陕西人民出版社

2.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梅纳德•凯恩斯 1999 商务印书馆

3.公共部门经济学（第四版）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202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公共经济学（第二版） 吉恩·希瑞克斯，加雷思·D.迈尔思 2020 格致出版社

5.社会研究方法（第五版） 风笑天 2019.4 人民大学出版社

6.税收经济学 万莹 2021.11 复旦大学出版社

7.计量经济学导论 伍德里奇 2018.8 人大出版社

8.大国大城 陆铭 2017.1 上海人民出版社

9.置身事内 兰小欢 2020.1 上海人民出版社

10.经济学是什么 梁小民 2016.11 北京大学出版社

11.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 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席勒 2016.10 中信出版集团

12.魔鬼经济学1-4 列维特，史蒂芬.都伯纳 2021.7 中信出版集团

13.改革的逻辑 周其人 2013年9月 中信出版社

14.经济周期理论 熊彼特 2012.9 商务印书馆

15.重新定义公司 埃里克.施密特，乔纳森.罗森伯格 2019.6 中信出版社

16.税收学前沿文献导读 樊勇等 2020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7.企业税务风险识别、分析与评价操作实务 刘海湘等 2020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8.税制设计 詹姆斯莫里斯 2016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经济学原理 曼昆 2006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宏观经济学 萨缪尔森 2009年 人民邮电出版社

21.微观经济学 萨缪尔森 2009年 人民邮电出版社

22.财税法学 刘剑文 2021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23.税收疑难案例分析 高金平 2020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4.比较税法 瑟仁伊 2006.9 北京大学出版社

25.影响世界的20位西方经济学家思想述评 白永秀等 2011.1 中国经济出版社

26.世界经济史 高德步等 2016.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7.世界税制现状与趋势（系列） 《世界税制现状与趋势》课题组 每年一本 中国税

务出版社

28.新中国财政体制70年 张德勇等 2020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9.税法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2021.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0.民主财政论 布坎南·詹姆斯 2005.1 商务印书馆

31.中国税制的收入分配效应测度 岳希明、张斌、徐静 2014.6 中国社会科学

32.中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郭杰、李涛

2009.11 管理世界

33.财政收入绩效评价:兑现减税降费政策目标的价值工具 郑方辉、费睿 2019.6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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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

34.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框架下的解释 吕冰洋、郭庆旺

2011.2 中国社会科学

35.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缘何难以实现——基于公共投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关系视角

的研究 吕炜，王娟 2011.6 财贸经济

36.税收竞争、地区博弈及其增长绩效 沈坤荣、付文林 2006.6 经济研究

37.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地区经济增长——一个基于经验的判断及检验 王文剑、

覃成林2007.10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38.我国制度变迁方式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 杨瑞龙 1998.5 经

济研究

39.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 周飞舟 2006.6 中国社会科学

40.面向数字经济时代的我国税制改革前瞻 邢丽等 2022.5 税务研究

41.构建智慧税务新生态：逻辑起点、基本框架与关键环节 张青 2022.6 税务研究

42.论新时代中国治税思想 汪康 2021.4 税务研究

43.新税制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许多奇 2018.3 中国社会科学

44.税制变迁与税收法治现代化 刘剑文 2015.2 中国社会科学

45.Private Demands for Public Goods Bergstrom T.,Goodman R Vol.63,1973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6.Growth effects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taxation in richcountries

Folster S.,M. Henrekson vol.45,2001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7.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Qian, Y. and Roland,G

Vo1.77,1998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Qian, Y. and

Weingast,B Vol.l，1997 Journal ofEconomic Perspective

49.Public Spen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Tanzi V.,L.

Schuknecht Cambridge, 20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0.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Zagler,M.,Durnecker,G. vol.17, no. 3,2003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51.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Tiebout Charles M. Vol. 64,1956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2.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Barro,R.J.

vol.985,199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3.《财政研究》期刊

54.《税务研究》期刊

55.《中国税务报》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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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必修课

Z1302001 国际税收专题 财政税务学院 3 48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2003 税收筹划专题 财政税务学院 3 48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2004 税务稽查专题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3002
现代经济学（含宏、

微观经济学）
财政税务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3007 税收理论与政策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3019 专业英语 财政税务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3020 中国税制专题 财政税务学院 4 64 1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3021 税收数字化专题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3022 税务管理专题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3023
文献阅读与学术论文

写作专题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选修课

Z1302005 中级财务会计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2006 涉税报表分析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2008 高级财务会计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2010 高级税务会计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2011 纳税评估专题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2025
佛山经济社会发展专

题
财政税务学院 1 16 1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2026 粤港澳税收专题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2027
大数据税收风险管理

专题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2028 涉税服务专题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2029 财税计量分析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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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闭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闭

卷))

其他培养环

节

Z1307001 校内仿真实习 财政税务学院 2 0 3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7002 专业实习 财政税务学院 2 0 3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7003 社会调查 财政税务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7004 涉税行业调研 财政税务学院 0 0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7005 文献阅读 财政税务学院 1 0 2
考试(笔试(闭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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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硕士 025500

一、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面向各类保险公司、保险监管机构、

灾害预防和控制机构、社会保障组织和各类企事业单位，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风险管

理与保险业务基础，能够从事风险管理、保险实务和保险监管等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的

保险专门人才。

二、基本素养与职业能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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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应用经济学科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二）具备扎实的保险理论基础和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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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具有前瞻性和国际性视野，了解国内外保险业发展的前沿动态。

（四）熟练掌握和运用一门外语。

（五）诚实守信、身心健康，具有创新进取精神。

三、研究方向

1.数字经济与保险实务

2.保险精算

3.保险企业运营与管理

4.保险理论与政策

四、学习年限

学制2年，最长学习年限为4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五、培养方式

（一）校内课程学习和校外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进行

多学科、宽口径培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着重提高研究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建立适合不同培养方向的校外实践基地，校外社会实践要在导师的指导下有目的的进行。

（二）成立由校内导师和校外专家共同组成的导师组，吸收企业与行业组织或监管部

门中具有高级职称或较高专业技能的人员参加论文指导工作。

（三）鼓励案例教学并逐步增加在教学中使用案例的比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

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业务专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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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讲座或承担部分课程。

（四）注重职业道德和法制观念的培养。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研究生课程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本专业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除公共选修课外16个学时计1学分。

七、专业实践要求

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根据培养计划在保险实体机构或保险管理部门从事不少

于3个月的专业实践。实践内容包括保险管理、保险服务、保险营销、保险产品设计与开

发、保险热点或重点问题的调查研究等。每位研究生根据双向选择方式配备校外导师参与

专业实践，完成实践单位分配的工作任务，撰写实践报告，出具专业实践单位的考核评价

结果，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合格、不合格五个等级，不合格的实践报告不能取得保

险硕士专业学位。

八、其他培养环节

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需参加一定的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以及参加学术报告和专题报

告，包括撰写实习报告、调查报告、案例研究报告等。

（一）专业实习，2学分

本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3个月的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方式

可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实践教学开始前，研究生要提交实践学习计划；

结束时，要撰写实践学习总结报告（3000字以上）。导师要对报告写出评语，并采用五级

计分制评定成绩。广州校区研究生必须参加《虚拟仿真综合决策分析》，具体实习时间由

学院统一安排。

（二）学术科技竞赛活动与文献阅读，1学分

为了拓宽保险硕士研究生视野，促使其主动关心和了解学科发展前沿，本学科研究生

要积极参加学术讲座，每位硕士生在学期间参加校内外的学术活动不少于6次，在导师指

导下自行组织参加“挑战杯”课外学术作品竞赛、创业计划大赛、数学建模大赛或其他校

级及以上科技竞赛活动不少于1次。

保险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应根据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及校内导师的具体规定，系统阅读

相关中外专业文献不少于10篇（部），撰写5千字以上的读书报告（在其后列出所阅读的

文献目录），校内导师对比报告进行批阅、考核，未合格者不能参加开题报告。

完成以上学术科技竞赛活动及文献阅读，校内导师评价合格后计1学分。

（三）案例研发活动，1学分

在校内、校外导师的指点下，结合本学科研究方向，开展案例研发活动，案例研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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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包括：独立或者协助指导老师通过实地调研形成教学案例；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咨询活动

并形成相关报告；参加各类案例大赛；发表案例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等。在中期考核前要

提交8000字的案例分析作品，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参与案例研发情况或所取得成果评定成

绩。成绩合格，学生取得1个学分。

九、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本科属于非经济和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会计学原理》

《经济学原理》两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补修方式按学院规定。补修课程

采取闭卷考试，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

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十、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8学分，其中课程34学分（公共必修课应修3学分，专业必修

课应修23学分，专业选修课应修8学分），其它培养环节4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

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十一、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包括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资格审查、论文初评、重复率检

测、盲审、答辩等环节。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字数应不少于3万字，选题应属于本学科范

畴，来源于社会实践或工作实际中的现实问题，对实际问题有深刻见解，能提出合理方案、

建议或做出有价值的分析报告。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工作进度：根据导师要求按时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第二学期确定

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证会；第三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初稿，并

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四学期论文定稿。学位论文通过重复率检测

（重复率不得超过18%）、盲审等环节后，研究生可申请答辩。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

不得提交答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期间应持续修改完善论文。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课程学分和其它培养环节学分，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

不低于75分，中期考核合格，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

予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要求、质量要求见《广东财经大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授予标准》和《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则》等文件，

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工作按学校《广东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广东财经大学学术学位

硕士论文工作细则》和《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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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现代保险学教程 申曙光 高等教育出版社

保险法学(第2版) 魏华林 中国金融出版社

保险类研究生系列教材•精算理

论与实务研究
李秀芳 中国金融出版社

保险学(第四版) 魏华林 林宝清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财产保险（第五版） 郑功成，许飞琼主编 中国金融出版社

风险管理（第五版） 许谨良 主编 中国金融出版社

风险管理与保险原理（第十二版）
乔治·E·瑞达 迈克

尔·J.麦克纳马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风险管理与金融机构（原书第四版）
（加）赫尔著，（加）

王勇，董方鹏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风险与保险原理（第九版）
沃恩 等著，张洪涛 编

审，李健 等译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宏观经济学 第十二版
多恩布什，费希尔，斯

塔兹 著，王志伟 译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宏观经济学（原书第5版）
（美）布兰查德著，楼

永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宏观经济学：现代观点
（美）巴罗 著，沈志

彦 等译
格致出版社

计量经济分析(第6版)(套装上

下册)

威廉·H·格林(William

H.Greene) (作者),

张成思 (译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健康保险 中国精算师协会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精算理论与实务研究 李秀芳主编 中国金融出版社

年金保险 庹国柱，方明川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人寿与健康保险（第十三版）
[美]布莱克 著，孙祁

祥 等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社会保险法律政策解读与实用范

本典型案例全书
王风和 中国法制出版社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第三版） 林义 主编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

版社

社会保障学——中国人民大学组织

编写
郑功成 主编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

版社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刘子操 主编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附司法

解释及最新规定)

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

编
法律出版社

期刊 保险研究

期刊 金融研究

期刊 保险理论与实践

报纸 中国保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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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必修课

Z1602001 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其他)

Z1602004 保险企业经营管理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其他)

Z1602014 精算学原理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1602016 保险数理基础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1602019
财险与责任保险理论

与实务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其他)

Z1602020 人身保险理论与实务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其他)

Z1603001 英语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3 48 1 考查(其他)

Z1603003 保险理论研究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案例分

析)

Z1603004 保险法律制度与监管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1603005 宏观经济政策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1603007 风险管理与控制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Z1602007 海上保险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1602022 合同法与保险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1602023 保险大数据分析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1602024 再保险理论与实务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1602025 互联网保险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1602026 保险经济博弈论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1602027
佛山经济社会发展概

况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Z1602028 保险科技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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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查(其他)

其他培养环

节

Z1607001 专业实习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2 0 3 考查(其他)

Z1607002
学术科技竞赛活动与

文献阅读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1 0 3 考查(其他)

Z1607003 案例研发活动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1 0 3 考查(其他)

补修课

Z1606001 会计学原理（补本）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0 0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606002 经济学原理（补本）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 0 0 2
考试(笔试(闭

卷))

公共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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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硕士 025600

一、培养目标

面向资产评估行业和对资产评估有需求的相关行业、部门和单位，培养掌握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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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创新性

思维和国际视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系统掌握资产评估基础理论，具备从事资产评估

相关职业及企业管理、政府事务管理和投资银行业务等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对资产评估

实务有充分了解，具有较强的职业胜任能力、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研究能力的创新

型、复合型、应用型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二、研究方向

1.税基评估

2.房地产估价

3.企业价值评估

4.财政绩效评价

三、学习年限

学制 2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4 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8个月。对

提前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实施“双导师”制，即采取校内导师和业界导师指导相结合的方式。校内导师主要负

责指导学生制定培养计划和校内课程学习；核心专业课程的授课，在校内老师讲授的基础

上，部分专题聘请校外导师做案例讲解；专业实践实习和论文撰写工作，由校内导师和校

外导师协同完成。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课堂教学为基础，采用案例教学、课堂

讨论、专题研究等方式，突出资产评估实务能力的培养，兼顾研究能力的培养。资产评估

专业硕士培养包括文献阅读、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实践锻炼、论文写作等环节。研究生

入学后在应导师的指导下填写硕士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并按照该计划完成培养过程。

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研究生课程分为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本专业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

程，专业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

六、专业实践要求

（一）职业道德教育（2 学分）

（二）实务实习（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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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评估事务所、房地产估价事务所、土地估价事务所、资产评估行业管理部门、

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政府管理等工作部门实习不少于 6 个月，应在业界导师

的指导下完成。在完成实务实习后需撰写不少于3000 字的实践报告，合格者获得相应学

分。

七、其他培养环节

案例开发：中期考核前应完成不少于 8000 字以上的案例设计分析作品，共1个学分，

并纳入中期考核环节。案例开发可与校内外各项案例比赛及课题申报相结合，鼓励学生开

展合作研究。

学术科技竞赛活动与文献阅读：要求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经典文献的阅读，并撰写相

应的读书笔记，并由导师负责其考核；同时鼓励研究生参加学术科技竞赛活动。

职业资格考试：鼓励在读期间参与一到两项职业资格考试，考试项目包括资产评估师

职业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考试等。该环节不设置学分。

八、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可以选用课程论文、笔试（闭卷或开卷）、口

试、答辩、操作演示、案例分析、大型作业等开放性考核方式，具体实施方式由任课教师

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

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 2 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

体是《资产评估基础》《财务管理》，补修方式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闭卷考核方式，达

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

阶段。

九、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为 42 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 3学分，专业必修课 22学分，专业选

修课 10 学分，其它培养环节 7 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中期考核合格，完成必修环节，

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方可毕业。

十、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2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选题应属于本

学科范畴，来源于社会实践或工作实际中的现实问题，对实际问题有深刻见解，能提出合

理方案、建议或做出有价值的分析报告。学位论文应当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

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少于2.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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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2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3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4学期论文

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的，符合学校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广

东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和《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2020年 外文出版社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 2019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经济增长理论 阿瑟·刘易斯 1996年 商务印书馆

4.利息理论 欧文·费雪 2013年 商务印书馆

5.国富论 亚当.斯密 2020年 中国华侨出版社

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凯恩斯 1999年 商务印书馆

7.宏观经济学 萨缪尔森 2009年 人民邮电出版社

8.微观经济学 萨缪尔森 2009年 人民邮电出版社

9.管理学（第13版） 斯蒂芬·P·罗宾斯 2017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投资估价 阿斯沃斯.达摩达兰 2014年 清华大学出版社

11.资本论 马克思 2018年 人民出版社

12.企业价值评估（第4版） 张先治 池国华 2020年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3.资产评估案例精选 史福厚、唐龙海 2020年 中国经济出版社

14.无形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 刘小峰 2017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15.价值评估:公司价值的衡量与管理 蒂姆·科勒 2007年 电子工业出版社

16.资产评估基础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2021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7.资产评估相关知识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2021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8.资产评估实务（一、二）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2021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中外资产评估准则 刘萍，韩立英，纪益成 2015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估值：难点、解决方案及相关案例（第三版） 阿斯瓦斯·达莫达兰 2019年 机械

工业出版社

21.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全年 《经济研究》杂志社

22.管理世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全年 《管理世界》杂志社

23.中国资产评估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全年 《中国资产评估》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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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必修课

Z1303010 多元统计分析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3011
财务管理理论前沿专

题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3012 财务会计与会计准则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3013
资产评估理论与方法

研究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3014 企业价值评估专题 财政税务学院 1 16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3015 无形资产评估专题 财政税务学院 1 16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3018 中外资产评估准则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3019 专业英语 财政税务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3025 房地产估价实务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3026
资产评估实务与案例

分析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Z1303027 经济学原理 财政税务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选修课

Z1302013 机电设备评估专题 财政税务学院 1 16 2 考查(其他)

Z1302014 金融资产评估专题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Z1302015 财务报告分析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1 考查(其他)

Z1302016
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

理
财政税务学院 1 16 2 考查(其他)

Z1302017 税法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Z1302018 公共数据资产与交易 财政税务学院 1 16 2 考查(其他)

Z1302019 财政绩效评价 财政税务学院 1 16 2 考查(其他)

Z1302021 计量经济分析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1 考查(其他)

Z1302022 金融理论与政策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1 考查(其他)

Z1302023 学术规范与论文撰写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2024 税基评估 财政税务学院 1 16 2 考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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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1302030
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

估
财政税务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其他培养环

节

Z1307006 案例开发 财政税务学院 1 0 2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7007 职业道德教育 财政税务学院 2 0 3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7008 专业实践 财政税务学院 4 0 3
考试(笔试(闭

卷))

Z1307009 文献阅读 财政税务学院 0 0 2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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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硕士（非全日制） 025700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对接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备优

良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具有宏观视野和战略思维，拥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以

及良好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的高级审计专业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一）复合型。培养审计专业能力突出、综合素质全面、适应经济社会复杂性需要、

“一专多能”的高级审计专业人才。

（二）应用型。培养具备扎实专业实践技能、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能在实务部门从事

高水平审计工作的专业人才。

（三）信息化。培养适应信息化和大数据环境要求、具备良好数据处理能力和信息系

统数据审查能力的IT审计专业人才。

（四）创新性。培养具有宏观视野和战略思维、善于独立思考、能够创造性地利用相

关资源进行审计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

二、研究方向

1.国家审计与公共治理

2.内部审计与管理咨询

3.注册会计师审计与信息披露

4.信息系统审计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根据审计硕士（MAud）的培养目标和专业特点，结合全日制学生学习情况，重视和加

强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的培养。在培养方案和培养方式制定中，强调专业教育与协同

创新培养相结合、专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面上招生与订单式培养相结合、课堂

讲授与其他教学方式相结合、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基础上，突出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一）实行弹性学制。一般要求学生在2-4年时间内完成课程学习、论文撰写及答辩

任务。

（二）突出校企（行业）协同育人。注重产学结合，构建与企业长期合作的有效机制，

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培养全过程。

（三）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课堂讨论、专题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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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开辟第二课堂，采取专家讲座、专题研讨等

形式，聘请实务部门和政策制定部门有经验的专家承担部分课程。

（四）实行双导师制。核心专业课程的授课，在校内导师讲授的基础上，部分专题聘

请校外导师做案例讲解；专业实践实习和论文撰写工作，由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协同完成。

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和专

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专业实践要求

专业实践环节是必修环节，包括讲座论坛、企业调研、企业实习、仿真实习（ERP）

等四个部分，共6个学分。

（一）讲座论坛：以讲座、辩论、专题报告等形式，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政

府官员及专业人士开展专题讲座，积极参与会计学院举办的学术论坛。要求审计专业硕士

研究生必须参加10次以上符合要求的论坛或讲座，合格者获得相应学分。

（二）企业调研：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利用课余或寒暑假时间进行企业调研实习（必

须以实地调研为主），鼓励企业调研与毕业论文或实习相结合。学生完成调研后应提交调

研报告。第三学期提交调研报告，合格者获得相应学分。

（三）企业实习：第二学期或者第三学期开始，全日制学生应进入广东财经大学签约

实习基地或其他实践场所，进行不少于6个月的实践训练，并撰写不少于3000字的实践报

告，合格者获得相应学分。

（四)仿真实习（ERP）：广州校区学生须参加《虚拟仿真综合决策分析》。利用全国

第一批经管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广东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的企业运作仿

真综合实习，对处于复杂市场环境下的企业经营进行大规模的仿真运作，开发和培养学生

从事经济管理的战略思维、综合决策能力和综合执行能力。

七、其他培养环节

专业学位中期考核前应完成不少于8000字以上的案例设计分析作品，并纳入中期考核

环节。

其他培养环节包括文献阅读、职业资格训练、案例开发等培养环节。

文献阅读：要求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经典文献的阅读，并撰写相应的读书笔记，并由

指导教师负责其考核。

职业资格考试：要求学生在读期间能参与一到两项职业资格考试，考试项目包括注册

会计师资格考试等，并根据所取得的成绩对学生进行考核。

案例开发：在学期间必须参与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案例开发可与校内外各项案例比

赛及课题申报相结合，鼓励学生开展合作研究。方向包括但不限于参加学生案例大赛、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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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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考核前应完成不少于8000字以上的案例设计分析

作品，鼓励案例设计分析作品与毕业论文相结合，并纳入中期考核环节。

素质拓展：在学期间至少参加一次素质拓展活动。通过素质拓展活动，培养学生的

团结协作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顽强拼搏精神。

八、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建议选用课程论文、笔试（开卷）、口试、答辩、

操作演示、案例分析、大型作业等开放性考核方式，全面考核研究生的综合能力和素养，

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

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2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是《财务会计》《审计》，补修方式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闭卷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

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九、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 42学分，其中课程36学分，其它培养环节6学分。研究生修满

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十、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 4 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

少于 3 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 4 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

论证会；第 5 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 6 学

期论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的，符合学校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

《学位授予规定》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一）专业书目

必读书目：

1.文森特•M•奥赖利 、巴里•N•威诺格拉德 、詹姆斯•S•格尔森 、亨利•R•耶尼克. 《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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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审计学》（第12版），中信出版社，2007

2.拉里•F•康里奇著, 耿建新等译者.《审计学：一项风险分析方法》(第5版)，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4

3.伊恩.格雷（Iain Gray)、斯图尔特.曼森（Stuart Manson)著. 《审计流程—原理、实

践与案例》,中信出版社, 2003

4.威廉-R-斯科特等著，陈汉文等译. 《财务会计理论》，机械工业出版社

5.陈汉文等主编. 《审计理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选读书目:

1.罗伯特•Ｋ•莫茨、候赛因•Ａ•夏拉夫. 文硕等译.《审计理论结构》，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0

2.Mark S.Beasley，Frank A.Buckless著.《审计案例：一种互动学习方法》（第5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R-S-卡普兰，A-A-阿特金森著，《高级管理会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

4.文硕.《世界审计史》，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1998.

5.亨德里克森. 《会计理论》，立信出版社，2013

6.陈汉文，韩洪灵.实证审计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二)扩展书目

管理、经济、金融和公司治理类:

优先推荐书目:

1.陈志武. 《金融的逻辑》，西北大学出版社

2.本杰明-格雷厄姆.《聪明的投资者》

3.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4.罗伯特-希勒. 《非理性繁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罗伯特-孟克斯等著. 《监督监督人：21世纪的公司治理（企业理论经典译丛）》，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张维迎，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

8.哈特（费方域翻译）。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9.陈郁，陈昕，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代理经济学文选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

社; 第1版,2006.

10.罗纳德·H.科斯 (作者), 陈昕, 盛洪 (译者), 陈郁 (译者)，企业、市场与法律，格

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版，2014.

次优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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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金融学》

2.乔纳森-查卡姆. 《公司长青：英美法日公司治理的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张维迎. 《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4.劳伦斯-E-米切尔著. 《金融如何压倒实业》，东方出版社

5.亚当-斯密.《国富论》

6.德鲁克. 《管理：任务、职责和实践》（1974）

7.沙因. 《组织文化与领导》（1985）

8.明茨伯格.《战略计划的兴衰》（1994）

9.科特. 《变革的力量》（1990）

其他类：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

2.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3.卢梭. 《社会契约论》

4.波普. 《科学发现的逻辑》

5.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三）文献阅读列表

推荐期刊文献：

1.Chen Shimin（中欧）, Sun S. Y. J., Wu D.,2010. Client Importance,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and Audit Quality in China: An Office and Individual Auditor Level

Analysi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5(1): 127-158.

2.Hao Shengquan（上交）, Jin Qinglu（上财）, ZhangG., 2011. Investment Growth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Equity Value, Earnings, and Equity Book Value[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6(2): 605-635.

3.Goh B. W., Li Dan（清华）, 2011. Internal Controls and Conditional

Conservatism[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6(3): 975-1005.

4.Feng C., Ole-Kristian H., Li Qingyuan（武大）, et al., 2011.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Private Firms in Emerging Marke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6(4): 1255-1288.

5.Hao Shengquan（上交）, Jin Qinglu（上财）,Zhang G., 2011. Relative Firm

Profitability and Stock Return Sensitivity to Industry-Level New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6(4): 1321-1347.

6.Du F., Tang Guliang（对外经贸）, Young S. M., 2012. Influence Activities and

Favoritism in Subjec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7(5): 1555-1588.

7.Gu Z., Li Zengquan（上财）, YongG. Y., 2013. Monitors or Predators: The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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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n Sell-Side Analys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8(1): 137-169.

8.Cheng Q., Luo Ting（清华）, Yue Heng（北大）, 2013.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Management Forecast Precision[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8(5): 1575-1602.

9.Christensen P. O., Qin Zhenjiang（西财）, 2014. Information and Heterogen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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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必修课

Z3202008 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3001 专业英语 会计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开

卷))

Z3203004
高级财务会计理论与

实务
会计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3007 高级审计理论与实务 会计学院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3008 公司治理理论与实务 会计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3009 审计法律研究与案例 会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3010 公共管理理论与实务 会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Z2032001 数智化审计（必选）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2032005
大数据财务分析与决

策
会计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2032006 业财融合与财务共享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2032007 RPA 财务机器人应用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03 企业税收筹划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09 管理审计与管理咨询 会计学院 2 32 4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16 战略管理 会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21 公共预算与政府会计 会计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24 内部审计实务案例 会计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25
注册会计师审计实务

案例
会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27 财政金融理论与政策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29 公共政策分析与评价 会计学院 2 32 4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32 国家审计实务案例 会计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33 审计职业道德 会计学院 2 32 4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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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3202034 管理学专题讲座 会计学院 1 16 4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35 学位论文专题（必选） 会计学院 1 16 4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36
Python程序设计（必

选）
会计学院 2 32 1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其他培养环

节
Z2037009 实践调研（审计硕士） 会计学院 6 96 5 考查（其他）

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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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硕士（非法学） 0351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学位主要培养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和法律服务以及各行业领域德才兼备的高

层次的复合型、应用型法治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守宪法和法律，德法兼修，具有良好的政

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循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二）全面掌握法学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

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技能；

（三）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宽厚基础和知识交叉，坚持“五育并举”,

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有机融合，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

立从事法务工作的能力；

（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二、基本素养与职业能力

采用多种途径和方式开展职业能力的培养。职业能力包括法律职业思维、职业语言、

法律知识、法律方法、职业技术等方面的法律职业从业技能，培养内容主要表现为：

（一）能够运用法律思维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

（二）全面掌握法律专业知识；

（三）熟练掌握和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具备在具体案件中进行法律推理的能力；

（四）掌握诉讼主要程序，熟悉从事法律事务代理和辩护业务；

（五）熟练从事非诉讼法律实务以及法律事务的组织与管理；

（六）熟练掌握法律文书制作技能。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一）本培养方案采用全日制培养方式。

（二）教学方式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和加强实践形式的教学，着重理论联系实际的

实务能力的培养。教学方法上应尽可能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实案讨论法、模拟法庭教学法

等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

（三）成立导师组，采取集体培养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指导方式。导师组应以具有指

导硕士研究生资格的正、副教授为主，并吸收法律实务部门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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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参加。

（四）加强教学与实践的联系和交流，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研究生的教学及

培养工作。

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研究生课程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专业

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专业课程教学中应当有不少于1/3的案例教学

内容。

六、专业实践要求

（一）法律文书写作（2学分）

（二）法律检索（2学分）

（三）模拟法庭（3学分）

（四）法律谈判（2学分）以上实践教学与训练统一安排在第二学年完成，可采取案

例研习、法律诊所等方式进行。

（五）专业实习（6学分）专业实习时间不少于6个月，培养单位依上级单位指导意见，

动态调整学生统一实习工作。可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机构、公证处等

司法实务单位或政府法制部门、企事业单位法律工作部门等分阶段进行。定向研究生的实

践教学与训练由培养单位和定向单位参照以上要求确定培养、考核方式。

七、其他培养环节

其他培养环节包括根据学校相关文件开展的研究生入学前，提前培养阶段完成的相关

学习活动。

（一）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10场由法律硕士教育中

心、法学院组织的学术讲座。

（二）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5篇读书报告交导师评阅。

（三）实践调研

中期考核前应完成不少于8000字以上的案例分析作品或调研报告，并纳入中期考核环

节。

（四）劳动教育

中期考核前应不少于20小时的志愿者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学校或学院组织的法院、社

区等调解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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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研究生教育类型和特点，结合课程性质和特点，以研究生相关素质和能力为考核

目标，科学合理设计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标准考核。由任课教师确定课程论文、笔试（开

卷）、口试、答辩、操作演示、案例分析、大型作业等开放性考核方式，全面考核研究生

的综合能力和素养。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

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九、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74学分，其中课程62学分，其他培养环节12学分。研究生修满

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参与

学校开展的海外教育项目学生的部分专业课程可按学校规定实行学分互认。

十、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包括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资格审查、论文初评、重复率检

测、盲审、答辩等环节。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字数应不少于2万字，选题应属于本学科范

畴，来源于社会实践或工作实际中的现实问题，对实际问题有深刻见解，能提出合理方案、

建议或作出有价值的分析报告。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工作进度：根据导师要求按时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第四学期完成

学位论文开题，开题后3-6个月内参加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第五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初稿，

第六学期初提交学位申请，参加资格审核，提交学位论文定稿。学位论文通过重复率检测、

盲审等环节后，研究生可申请答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期间应持续修改完善论文。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课程学分和其他培养环节学分，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

不低于75分，中期考核合格，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

予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要求、质量要求见《广东财经大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

准》、《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授予标准》和《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则》等

文件，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工作按学校《广东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广东财经大学

学术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和《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

执行。

十一、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2.[德]考夫曼：《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

3.刘星：《法律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28



4.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时英出版社；

6.[美]萨伯：《洞穴奇案》，三联书店；

7.[英]哈特：《法律的概念》，法律出版社；

8.[英]边沁：《论一般法律》，三联书店；

9.[英]拉兹：《法律体系的概念》，中国法制出版社；

10.[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1.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2.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

13.[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14.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北京大学出版社；

15.舒国滢等：《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6.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7.张翔：《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18.许章润：《犯罪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

19.《关系犯罪学》（第3版），白建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0.福柯著《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1.梁慧星：《民法解释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22.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3.陈朝璧：《罗马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4.王利明：《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

25.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6.程啸：《侵权责任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27.江伟：《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8.张卫平：《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9.陈光中：《陈光中法学文选》（1-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0.樊崇义：《迈向理性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1.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1-2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2.左卫民：《刑事诉讼的理想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33.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第2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34.何家弘、刘品新著：《证据法学》（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5.张守文：《经济法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6.（英）费伦著，罗培新译：《公司金融法律原理》，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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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美)杰克逊,西蒙斯》：《金融监管》，吴志攀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8.（美）兹维•博迪、罗伯特•C•默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9.马立博（美）：《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0.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41.李双元：《走向21世纪的国际私法——国际私法与法律的趋同化》，法律出版社1999

年修订。

42.黄进：《中国国际私法司法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43.王国华：《海事国际私法：冲突法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4.傅东辉：《论贸易救济：WTO反倾销反补贴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45.孔祥俊：《商标法适用的基本问题(增订版)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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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核心课

Z2303003 法理学专题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3011 法律谈判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4
考查(案例分

析)

Z2303019 宪法学(非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3020 刑法学(非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4 64 1
考查(课程论

文)

Z2303021 民法学(非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4 64 1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3022 中国法制史(非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2303023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非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3024
刑事诉讼法学(非法

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2303025
民事诉讼法学(非法

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3026 经济法(非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Z2303027 国际法学(非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3031 法律职业伦理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4
考查(课程论

文)

Z2303032 法律检索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4
考查(案例分

析)

Z2303033 法律文书写作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4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3034 模拟法庭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3 48 4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Z2303043 法律英语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3 48 1
考试(笔试(开

卷))

专业选修课

Z2302013 合同法(非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2302015 知识产权法(非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2016 环境资源法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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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302017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非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2302018 金融法(非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2019 国际私法学(非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4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2020
国际经济法学(非法

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3 考查(其他)

Z2302033 证据法（非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Z2302035 法律方法（非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案例分

析)

Z2302036 商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2041 证券法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其他培养环

节

Z2307001 学术活动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0 0 5 考查(其他)

Z2307002 文献阅读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0 0 5 考查(其他)

Z2307003 实务实习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6 0 5 考查(其他)

Z2307005 学位论文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5 0 6 考查(其他)

Z2307009 劳动教育（非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1 16 4 考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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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硕士（法学） 035102（合规法务方向）

一、培养目标

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

律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守宪法和法律，德法兼修，具有良好的政

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循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二）全面掌握法学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

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技能；

（三）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宽厚基础和知识交叉，坚持“五育并举”,

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有机融合，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

立从事法务工作的能力；

（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二、基本素养与职业能力

采用多种途径和方式开展职业能力的培养。职业能力包括法律职业思维、职业语言、

法律知识、法律方法、职业技术等方面的法律职业从业技能，培养内容主要表现为：

（一）能够运用法律思维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

（二）全面掌握法律专业知识；

（三）熟练掌握和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具备在具体案件中进行法律推理的能力；

（四）掌握诉讼主要程序，熟悉从事法律事务代理和辩护业务；

（五）熟练从事非诉讼法律实务以及法律事务的组织与管理；

（六）熟练掌握法律文书制作技能。

三、学习年限

学制2年，最长学习年限为4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一）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着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务能力的培养。

（二）成立导师组，采取集体培养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指导方式。导师组应吸收法律

实务部门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参加。

（三）加强教学与实践的联系与交流，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教学及培养工作。

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233



研究生课程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专业

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专业课程教学中应当有不少于1/3的案例教学

内容。

六、专业实践要求

（一）法律文书写作（2学分）

（二）法律检索（2学分）

（三）模拟法庭（3学分）

（四）法律谈判（2学分）以上实践教学与训练可采取案例研习、法律诊所等方式进

行。

（五）专业实习（6学分）专业实习时间不少于6个月，学院依上级单位指导意见，动

态调整学生统一实习工作，可以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机构、公证处等

司法实务单位或政府法制部门、企事业单位法律工作部门等分阶段进行。定向研究生的实

践教学与训练由培养单位和定向单位参照以上要求确定培养、考核方式。

七、其他培养环节

其他培养环节包括根据学校相关文件开展的研究生入学前，提前培养阶段完成的相关

学习活动。

（一）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10场由法律硕士教育中

心、法学院或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组织的学术讲座。

（二）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5篇读书报告交导师评阅。

（三）实践调研

中期考核前应完成不少于8000字以上的案例分析作品或调研报告，并纳入中期考核环

节。

（四）劳动教育

中期考核前应不少于20小时的志愿者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学校或学院组织的法院、社

区等调解员工作。

八、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研究生教育类型和特点，结合课程性质和特点，以研究生相关素质和能力为考核

目标，科学合理设计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标准考核。由任课教师确定课程论文、笔试（开

卷）、口试、答辩、操作演示、案例分析、大型作业等开放性考核方式，全面考核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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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能力和素养。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

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九、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55学分，其中课程43学分（企业合规类课程应修10学分），其

他培养环节12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

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参与学校开展的海外教育项目学生的部分专业课程可按学校规

定实行学分互认。

十、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包括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资格审查、论文初评、重复率检

测、盲审、答辩等环节。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字数应不少于2万字，选题应属于本学科范

畴，来源于社会实践或工作实际中的现实问题，对实际问题有深刻见解，能提出合理方案、

建议或作出有价值的分析报告。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工作进度：根据导师要求按时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第二学期完成

学位论文开题，开题后3-6个月内参加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第三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初稿，

第四学期初提交学位申请，参加资格审核，提交学位论文定稿。学位论文通过重复率检测、

盲审等环节后，研究生可申请答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期间应持续修改完善论文。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课程学分和其他培养环节学分，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

不低于75分，中期考核合格，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

予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要求、质量要求见《广东财经大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

准》、《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授予标准》和《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则》等

文件，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工作按学校《广东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广东财经大学

学术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和《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

执行。

十一、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2.[德]考夫曼：《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

3.刘星：《法律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时英出版社；

6.[美]萨伯：《洞穴奇案》，三联书店；

7.[英]哈特：《法律的概念》，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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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英]边沁：《论一般法律》，三联书店；

9.[英]拉兹：《法律体系的概念》，中国法制出版社；

10.[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1.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2.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

13.[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14.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北京大学出版社；

15.舒国滢等：《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6.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7.张翔：《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18.许章润：《犯罪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

19.《关系犯罪学》（第3版），白建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0.福柯著《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1.梁慧星：《民法解释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22.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3.陈朝璧：《罗马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4.王利明：《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

25.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6.程啸：《侵权责任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27.江伟：《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8.张卫平：《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9.陈光中：《陈光中法学文选》（1-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0.樊崇义：《迈向理性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1.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1-2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2.左卫民：《刑事诉讼的理想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33.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第2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34.何家弘、刘品新著：《证据法学》（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5.张守文：《经济法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6.（英）费伦著，罗培新译：《公司金融法律原理》，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3月。

37．(美)杰克逊,西蒙斯》：《金融监管》，吴志攀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8.（美）兹维•博迪、罗伯特•C•默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9.马立博（美）：《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0.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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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李双元：《走向21世纪的国际私法——国际私法与法律的趋同化》，法律出版社1999

年修订。

42.黄进：《中国国际私法司法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43.王国华：《海事国际私法：冲突法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4.傅东辉：《论贸易救济：WTO反倾销反补贴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45.孔祥俊：《商标法适用的基本问题(增订版)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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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核心课

Z2303011 法律谈判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案例分析)

Z2303031 法律职业伦理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Z2303032 法律检索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案例分析)

Z2303033 法律文书写作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3034 模拟法庭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3 48 2
考查(实验设计、

操作演示)

Z2303037
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原理与实务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3 48 1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3038 民法原理与实务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3039
民事诉讼原理与

实务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3040 刑法原理与实务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课程论文)

Z2303041
刑事诉讼法原理

与实务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课程论文)

Z2303043 法律英语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3 48 1 考查(其他)

专业选修课

Z2302005
知识产权法专题

(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2036 商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2050 涉外风险与合规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案例分析)

Z2302051
建设工程合规前

沿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案例分析)

Z2302052 数据合规专题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Z2302053 合同合规专题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2054 刑事合规专题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文)

Z2302055 行政合规专题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答辩)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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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

会科学方法论（2

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其他培养环节

Z2307001 学术活动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0 0 2 考查(其他)

Z2307002 文献阅读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0 0 2 考查(其他)

Z2307003 实务实习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6 0 4
考试(笔试(闭

卷))

Z2307005 学位论文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5 0 2
考试(笔试(闭

卷))

Z2307008 劳动教育（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1 16 4 考查(其他)

公共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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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硕士（法学） 035102（金融法律方向）

一、培养目标

为金融、法律实务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复合型、专

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守宪法和法律，德法兼修，具有良好的政

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循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二）全面掌握法学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具备从事金融法律职

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技能；

（三）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宽厚基础和知识交叉，坚持“五育并举”,

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有机融合，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

立从事法务工作的能力；

（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二、基本素养与职业能力

采用多种途径和方式开展职业能力的培养。职业能力包括法律职业思维、职业语言、

法律知识、法律方法、职业技术等方面的法律职业从业技能，培养内容主要表现为：

（一）能够运用法律思维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

（二）全面掌握法律专业知识；

（三）熟练掌握和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具备在具体案件中进行法律推理的能力；

（四）掌握金融法律诉讼主要程序，熟悉从事金融法律事务代理和辩护业务；

（五）熟练从事金融非诉讼法律实务以及法律事务的组织与管理；

（六）熟练掌握法律文书制作技能。

三、学习年限

学制2年，最长学习年限为4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重视和加强金融法律实践教学，着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务能力的培养。

2.成立导师组，采取集体培养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指导方式。导师组应吸收金融、法

律实务部门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参加。

3.加强教学与实践的联系与交流，聘请金融、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教学及培养工

作。

4.必修课的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其中考试课不得低于总科目的百分之八

240



十。

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研究生课程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专业

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 16个学时计1学分。专业课程教学中应当有不少于1/3的案例教

学内容。

六、专业实践要求

1.法律文书写作（2学分）

2.法律检索（2学分）

3.模拟法庭（3学分）

4.法律谈判（2学分）以上实践教学与训练可采取案例研习、法律诊所等方式进行。

5.专业实习（6学分）专业实习时间不少于6个月，培养单位依上级单位指导意见，动

态调整学生统一实习工作。学生可在银行、证券部门、律师事务所及法院等分阶段进行。

七、其他培养环节

其他培养环节包括根据学校相关文件开展的研究生入学前，提前培养阶段完成的相关

学习活动。

1.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10场由法律硕士教育中

心、法学院或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组织的学术讲座。

2.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中期考

核前写出不少于5篇读书报告交导师评阅。

3.实践调研

专业学位中期考核前应完成不少于8000字以上的案例分析作品或调研报告，并纳入中

期考核环节。

4.劳动教育

中期考核前应不少于20小时的志愿者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学校或学院组织的法院、社

区等调解员工作。

八、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研究生教育类型和特点，结合课程性质和特点，以研究生相关素质和能力为考核

目标，科学合理设计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标准考核。由任课教师确定课程论文、笔试（开

卷）、口试、答辩、操作演示、案例分析、大型作业等开放性考核方式，全面考核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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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能力和素养。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

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九、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55学分，其中课程43学分（金融类课程应修10学分），其他培

养环节12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

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十、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包括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资格审查、论文初评、重复率检

测、盲审、答辩等环节。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字数应不少于2万字，选题应属于本学科范

畴，来源于社会实践或工作实际中的现实问题，对实际问题有深刻见解，能提出合理方案、

建议或作出有价值的分析报告。论文内容应着眼金融行业实际问题、面向金融法律实务、

深入金融法学理论，重在反映学生运用一定的理论与知识综合解决金融法律实务中的理论

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工作进度：根据导师要求按时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第二学期完成

学位论文开题，开题后3-6个月内参加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第三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初稿，

第四学期初提交学位申请，参加资格审核，提交学位论文定稿。学位论文通过重复率检测、

盲审等环节后，研究生可申请答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期间应持续修改完善论文。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课程学分和其他培养环节学分，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

不低于75分，中期考核合格，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

予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要求、质量要求见《广东财经大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

准》、《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授予标准》和《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则》等

文件，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工作按学校《广东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广东财经大学

学术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和《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

执行。

十一、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2.[德]考夫曼：《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

3.刘星：《法律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时英出版社；

6.[美]萨伯：《洞穴奇案》，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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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哈特：《法律的概念》，法律出版社；

8.[英]边沁：《论一般法律》，三联书店；

9.[英]拉兹：《法律体系的概念》，中国法制出版社；

10.[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1.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2.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

13.[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14.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北京大学出版社；

15.舒国滢等：《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6.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7.张翔：《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18.许章润：《犯罪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

19.《关系犯罪学》（第3版），白建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0.福柯著《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1.梁慧星：《民法解释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22.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3.陈朝璧：《罗马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4.王利明：《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

25.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6.程啸：《侵权责任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27.江伟：《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8.张卫平：《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9.陈光中：《陈光中法学文选》（1-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0.樊崇义：《迈向理性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1.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1-2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2.左卫民：《刑事诉讼的理想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33.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第2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34.何家弘、刘品新著：《证据法学》（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5.张守文：《经济法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6.（英）费伦著，罗培新译：《公司金融法律原理》，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3月。

37．(美)杰克逊,西蒙斯》：《金融监管》，吴志攀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8.（美）兹维•博迪、罗伯特•C•默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9.马立博（美）：《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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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41.李双元：《走向21世纪的国际私法——国际私法与法律的趋同化》，法律出版社1999

年修订。

42.黄进：《中国国际私法司法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43.王国华：《海事国际私法：冲突法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4.傅东辉：《论贸易救济：WTO反倾销反补贴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45.孔祥俊：《商标法适用的基本问题(增订版)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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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核心课

Z2303011 法律谈判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3
考查(案例分

析)

Z2303031 法律职业伦理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2303032 法律检索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案例分

析)

Z2303033 法律文书写作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3034 模拟法庭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3 48 3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Z2303037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原

理与实务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3 48 1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3038 民法原理与实务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3039 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3040 刑法原理与实务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2303041
刑事诉讼法原理与实

务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2303043 法律英语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3 48 1 考查(其他)

专业选修课

Z2302004 合同法专题(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2302036 商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2041 证券法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2042 破产法专题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2302044 金融理论与政策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2045 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2046 金融监管问题专题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2302047 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2302048 企业并购与重组实务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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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302049 基金投资与管理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其他培养环

节

Z2307001 学术活动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0 0 2 考查(其他)

Z2307002 文献阅读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0 0 2 考查(其他)

Z2307003 实务实习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6 0 4
考试(笔试(闭

卷))

Z2307005 学位论文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5 0 6
考试(笔试(闭

卷))

Z2307008 劳动教育（法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1 16 4 考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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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硕士 055300

一、培养目标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依托学校特色和优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

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熟练掌握系统的出版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宽的

知识面，能够综合运用多学科专业知识解决出版工作中的实际问题，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和现代出版业发展需要，既能胜任各类新闻出版机构全媒体编辑、融合

出版和经营管理等专业工作，也能胜任政府部门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有关编辑宣传、公关

广告、活动策划等相关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出版专业人才。

二、研究方向

1.编辑出版

2.出版产业经营与管理

3.数字出版与媒体融合

三、学习年限

学制2年，最长学习年限为4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全日制实行集中在校学习方式。

2.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在第一学期开学一个月内通过互选产生，校外导师

最晚于开题前配齐。校内导师主要负责研究生的业务指导和思想政治教育；校外实践导师

（行业导师）应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课程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

3.课程学习与出版实践紧密结合，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参加出版实践，加强实践能力

的培养。

4.充分发挥产学研联合研究生培养基地对研究生的培养作用。

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和专

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专业实践要求

实践时长：不少于 6 个月。

实践方式：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

实践目标：培养实践与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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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要求：在导师组织和出版机构指导下，从事编辑出版业务（不限媒体类型）、出

版产业经营与管理、数字出版和媒体融合等领域的观摩与实践。

考核方式：实践过程考核和结果（总结报告）考核相结合。

实践学分：4 学分。

七、其他培养环节

专业学位中期考核前应完成不少于8000字以上的案例设计分析作品，并纳入中期考核

环节。

八、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3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是《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出版技术》《新媒体编辑》等，补修方式是上课。补修课程采

取闭卷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

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九、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9学分，其中课程33学分，其它培养环节（含实践创新）6学

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

方可毕业。

十、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 2 学期提交开题报告。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

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

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少于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二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三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四学期论

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

期考核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

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定》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

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必读书目（含经典著作、专业文献和专业学术期刊），不少于2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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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典著作

1.“新闻出版实用知识丛书”编委会.著作权与版权贸易[M].成都：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2.张锦华,张天定.编辑应用写作[M].北京：大象出版社，2016.

3.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实践与探索[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4.陈阳.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5.龚维忠.现代期刊编辑学（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方卿.出版价值引导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7.黄恒.新媒体运营与推广：从入门到精通[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

8.黄先蓉.中外数字出版法律制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9.瞿艳平.品牌管理学[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10.肖东发.中外出版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史，2010.

11.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全八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

12.侯欣洁.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

13.陈勤.媒体创意与策划（第四版）[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2.

14.肖东发.出版经营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5.李四达.数字媒体艺术概论（第四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16.易图强.出版学概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7.阙道隆 徐柏容.书籍编辑学概论[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4.

18.丁向民.数字媒体技术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

19.黎洪波,利来友.图书编辑校对实用手册（第五版）[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20.凯文·莱恩·凯勒 沃妮特·斯瓦.战略品牌管理：创建、评估和管理品牌资产（第五

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21.（美）布雷恩·S·布鲁克斯等著,李静莹、刘英凯译.编辑的艺术（第八版）[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2.张文红,李妙雅.畅销书的诞生：经典案例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

23.(美)格罗斯齐主编.编辑人的世界[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24.(美)克劳迪娅·苏桑著,周黎明译.图书出版实务（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6.

（二）专业文献

1.陈敏.数字出版项目实训手册[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

2.新闻出版总署科技发展司、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中国标准出版社.作者编辑

常用标准及规范 （第三版）[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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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温国强.GB/T22466-2008《索引编制规则（总则）》应用指南[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2012.

4.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4.

5.彭松年、张增顺.编辑应用文写作手册[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2.

6.中国质检出版社第四编辑室.书刊印制常用标准及规范（第三版）[M].北京：中国标准

出版社，2011.

7.傅祚华.图书书名页标准解说[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7.

8.中国标准出版社.编辑常用法规及标准选编[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9.中国知网数据库期刊硕博论文及期刊论文.

（三）专业学术期刊

1.新闻与传播研究

2.现代传播

3.国际新闻界

4.新闻大学

5.编辑之友

6.中国编辑

7.编辑学报

8.编辑学刊

9.出版与发行研究

10.中国出版

11.出版广角

12.出版科学

13.科技与出版

14.出版参考

15.现代出版

16.中国出版史研究

17.出版与印刷

18.中国图书评论

19.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管理世界

21.经济管理

22.中国软科学

23.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4.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出版研究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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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Journal of Scholar Publishing，学术出版杂志

26.Serials Review，系列出版物评论

27.Scholarly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学术研究交流

28.Harvard Business Review，哈佛商业评论

29.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战略管理学报

30.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商务战略评论

十二、附件：专业实践安排

实践时长：不少于6个月。

实践方式：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

实践目标：培养实践与创新能力。

实践要求：在导师组织和出版机构指导下，从事编辑出版业务（不限媒体类型）、出版产

业经营与管理、数字出版和媒体融合等领域的观摩与实践。

考核方式：实践过程考核和结果（总结报告）考核相结合。

实践学分：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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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必修课

Z3703001 出版学概论 人文与传播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703002 出版物编辑与制作 人文与传播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703003 出版物营销 人文与传播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703004 数字出版及技术 人文与传播学院 3 48 2
考试(笔试(闭

卷))

Z3703005 出版企业经营与管理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3703006 出版法规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703018 英语I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703019 英语Ⅱ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选修课

Z3702002 古籍整理与出版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702003 出版应用写作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702005 中外出版史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702006 出版市场调研与分析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702007 出版策划与品牌管理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702008 版权与版权贸易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702011 融媒体创意与策划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702012 阅读行为分析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702013 出版产业前沿专题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702015 出版业电子商务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702026 出版技术前沿专题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702028
出版研究方法与学术

论文写作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702033 岭南出版文化专题 人文与传播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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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闭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闭

卷))

其他培养环

节

Z3707001 实践创新 人文与传播学院 4 0 4 考查(其他)

Z3707007
学术科技竞赛与文献

阅读
人文与传播学院 1 0 3 考查(其他)

补修课

Z3706003 新媒体编辑（补本） 人文与传播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706004 数字媒体技术（补本） 人文与传播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706005 数字出版技术（补本） 人文与传播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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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 085400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国家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需求，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系统掌握计算机学科理论、技术和方法，具有创新意识，能独立进

行计算机和软件技术研发，满足经济、管理等领域信息技术应用和数据分析处理需求，具

备工程项目组织管理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具备较好的英语

阅读、理解和资料撰写能力的高级信息化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二、研究方向

1.智能计算及应用

2.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3.物联网工程与应用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1. 培养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度，校内指导教师由学术水平较高且有实践经历的教师

担任，校外导师由企业或科研院所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担任，采取理论学习与专业实

践相结合的方式。

2. 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负责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选学课程、查阅文献、

参加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确定研究课题、指导科学研究等。校外导师主要负责实践环节

的指导。导师对研究生的业务指导和思想教育、学风教育应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培养提高

研究生的综合素质。严格按照培养环节考核，对于未能按质按量完成培养环节规定内容的

研究生，应按照要求在毕业前完成补修补做，通过补修补做仍未能达到要求的，应按有关

规定予以退学处理。

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专业核心课为学

位类课程，专业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

六、专业实践要求

专业实践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必修环节，计4个学分。要求研究生在校内外实

践基地参与实际的项目开发或相关的专业活动，部分研究生也可在校结合指导教师申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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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性项目完成专业实践。具有2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验的研究生专业实践应不少于6个

月，不具有2年企业工作经验的研究生专业实践应不少于1年,以上均要求包含校外IT相关

岗位实践时间不少于2个月。研究生需要提交实践学习计划，实践结束时应提交5000字左

右的专业实践报告，校内外指导教师给予相关评价。研究生可以在基地边实践，边做学位

论文。专业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按照信息学院制订的考核

细则执行，并经导师、学院审核后才能通过环节考核。专业实践不合格不能取得电子信息

专业硕士学位。

七、其他培养环节

（一）创新创业实践研究生毕业前，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单位，排名第一身份完成

D类以上论文发表（或通信作者，或导师排名第一学生排第二）、获得软件著作权登记、

专利授权、主持项目获得校级以上立项、省级以上学科竞赛获奖者可以获得2学分，其他

情况论文发表、专利申请、参与导师正式立项的科研项目（依据项目申报书之名单）、参

与学生主持项目前2名或参与竞赛获奖成员前2名可以获得1学分，非以上列举的其他创新

创业项目经导师组审议批准可以计算1-2分。

（二）学术活动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或听取不少于10场由

校内外组织的学术讲座，并提交不少于3000字的学习报告，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1学

分。在学院组织的学术活动中做学术报告可计算为参与5次学术讲座。

（三）文献阅读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应阅读一定数量的中外文

献资料。研究生第3学期应完成文献综述，形成书面报告，导师评阅后交培养单位审查，

合格者计1学分。文献综述是选题的立论依据，需要阅读大量的国内外文献,文献阅读量应

在50篇以上,其中至少百分之四十以上应为国外文献，近5年的文献至少百分之五十以上。

综述全文应不少于5000字（除参考文献），应包括至少以下几部分:①引言；②国内外研

究现状；③结论；④拟研究内容；⑤参考文献。

八、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跨学科、跨专业或以

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

中未学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补修方式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闭卷考试，达到60分为

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研

究生应于第一学年完成补修课程的学习。

九、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4学分，其中课程26学分，专业实践4学分，文献阅读1学分，

创新创业实践2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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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其中硕士学位授予要求学位类课程的平均成

绩不低于75分。

十、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包括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资格审查、论文初评、重复率检

测、盲审、答辩等环节。论文选题应来源于社会实践或工作实际中的现实问题，具有工程

技术背景和应用价值。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字数1.5-3万字。

学位论文工作安排：1、开题：根据导师要求按时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第三学期末之

前完成学位论文开题，首次开题通过率不高于百分之九十。未获通过者应在3个月内重新

开题。学位论文开题后如需变更论文选题，须填报《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变

更申请表》，由导师组审核是否需要重新开题。其他情况按照《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开题管理办法（试行）》执行。2、中期检查：开题后半年内进行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总结学位论文工作进展情况，阐明所取得的阶段性成

果，对阶段性工作中与开题报告区别部分须进行说明，以及对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研究内

容进行阐述。

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第五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初稿，第六学期初提交学位申请，参加

资格审核，提交学位论文定稿。开题至论文答辩的时间间隔应至少为8个月。学位论文通

过重复率检测、盲审等环节后，研究生可申请答辩。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

答辩。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课程学分和其它培养环节学分，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

不低于75分，中期考核合格，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学校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

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定》和《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

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Michael Sipser著. 段磊，唐常杰译.计算机理论导引. 第3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2.兰德尔.E.布莱恩特（Randal E.Bryant）等.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原书第3版）.机械

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年.

3.[美]哈罗德·阿贝尔森 (Harold Abelson) 等.计算机程序的构造和解释（原书第2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19年.

4.(美)科尔曼.算法导论（原书第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13年.

5.亚伯拉罕·西尔伯沙茨,亨利·F.科思,S. 苏达尔尚，数据库系统概念.第7版.北京:机

械工业出版社, 2021.

6.[美] 埃里克·伽玛（Erich Gamma）等.设计模式：可复用面向对象软件的基础.机械工

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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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 高德纳（Donald E. Knuth）.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 卷1 基本算法（第3版）.人民

邮电出版社.2016年01月.

8.[美] 高德纳（Donald E. Knuth）.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 卷2 半数值算法 第3版.人民

邮电出版社.2016年07月.

9.[美] 高德纳（Donald E. Knuth）.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 卷3 排序与查找（第2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2017年03月.

10.[美]高德纳（Donald E. Knuth），[德]马丁·鲁克特.Martin.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 MMIX

增补.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07月.

11.周志华，机器学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12.蔡自兴、刘丽珏、蔡竞峰、陈白帆.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第5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13.Ian Goodfellow（伊恩·古德费洛）、[加]Yoshua Bengio（约书亚·本吉奥）、[加]Aaron

Courville（亚伦·库维尔）.深度学习，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

14.李杰（JayLee）著,邱伯华等译.工业大数据．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15.王雪．人工智能与信息感知．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16.斯图尔特．概率论、马尔科夫链、排队和模拟.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

17.（美）Rafael C. Gonzalez（拉斐尔·C. 冈萨雷斯），Richard E. Woods（理查德·E.

伍兹）.数字图像处理（第四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年05月.

18.李冬冬.信息安全导论.人民邮电出版社.2020年09月.

19.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Python: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Building

Intelligent Apps for Python Beginners and Developers，Packt Publishing, 2017

20.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ringer, 2nd Edition. 2017.

21.Alan Cooper，The Inmates Are Running The Asylum: Why High Tech Products Drive

Us Crazy and How to Restore the Sanity. Sams Publisher. 2004.

22.Eric S. Raymond（埃瑞克.S.理曼德）. UNIX编程艺术. 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2021

年02月.

23.[英]伊恩·萨默维尔（Ian Sommerville）.现代软件工程：面向软件产品.机械工业出

版社.2021年02月.

24.叶小莺.软件工程经济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年03月.

25.[美]埃夫﹒恩格兰德（Irv Englander）.现代计算机系统与网络（原书第5版）.机械

工业出版社.2018年11月.

26.吴功宜，吴英.计算机网络高级教程（第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27.[美]罗杰 S.普莱斯曼(Roger S. Pressman).软件工程：实践者的研究方法（原书第9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21年07月.

28.（英） 伊恩·萨默维尔.软件工程（原书第10版.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18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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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美] 雷姆兹·H.阿帕希杜塞尔（ Remzi H. Arpaci-Dussea.操作系统导论.人民邮电

出版社.2019年06月.

30.Thomas H. Cormen, Charles E. Leiserson, Ronald L. Rivest, Clifford Stein.

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5.

31.Andrew S.Tanenbaum, Albert S.Woodhull. Operating System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3rd Edition).UpperSaddleRiver: Prentice Hall, 2006.

32.张晨曦等.计算机系统结构（第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01月.

33.陆钟万. 面向计算机科学的数理逻辑(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 2021.

34.Bernhard Korte Jen.组合最优化：理论与算法.科学出版社出版.2022.

35.罗建中.领域知识工程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20年08月.

36.赵良玉.基于知识工程的多学科设计优化.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2021.

37.雷明.机器学习的数学.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2021年01月.

38.唐宇迪.人工智能数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

专业学术期刊：

1.主要外文专业学术期刊：IEEE Transaction on Computer．IEEE Transaction on Software

Engineering．IEEE Transaction on Neural Networks．IEEE Transaction on Information

Theory．IEEE Transaction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ACM Transaction on

Database Systems．Computing Surveys (ACM). ACM Transaction on Computer

Systems．Information Scienc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lsevier Science). IET

Software. Journal on Software Tools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Journal of Signal

Processing Systems.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2.主要中文专业学术期刊：科学通报，中国科学（信息科学），电子学报，计算机学报，

软件学报，自动化学报，计算机研究与发展，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计算机科学，中文信息学报，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系统

仿真学报，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计算机工程与设计，智能系统学报，信息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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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必修课

Z5102004 机器学习 信息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Z5103001 专业英语 信息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5103002 工程伦理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5103003 现代计算机网络 信息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5103004 工程数学 信息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5103005 算法设计与分析 信息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5103006 软件体系结构 信息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5103008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信息学院 1 16 1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Z5102005 智能优化算法及应用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Z5102007 大数据分析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5102008 Python自然语言处理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5102011 物联网工程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5102013
图像处理、分析与机

器视觉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5102015 云计算资源管理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5102017 嵌入式系统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5103007 信息安全理论与方法 信息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闭

卷))

G2205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2选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查(课程论

文)

其他培养环

节

Z5107001 专业实践 信息学院 4 0 4
考查(课程论

文)

Z5107002 创新创业实践 信息学院 2 0 5 考查(其他)

Z5107003 学术活动 信息学院 1 0 5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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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5107004 文献阅读 信息学院 1 0 3
考查(课程论

文)

补修课

Z5106002 数据结构（补本） 信息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Z5106003
计算机组成原理（补

本）
信息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Z5106004 操作系统（补本） 信息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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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硕士（全日制） 125100

一、培养目标

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坚持“培育粤商精英、

贡献管理智慧、弘扬粤商文化”的办学使命，秉承“精商通法，敦行致远”的办学理念，

深入贯彻“价值融合、科教融合、商法融合、产教融合”的战略路径，致力于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富有社会责任感、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粤商精英。

二、研究方向

1.企业战略与服务营销

2.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3.管理会计与税收筹划

4.金融科技与创投管理

三、学习年限

全日制MBA学制2年，最长学习年限4年（含休学和保留学籍）。对提前完成规定学业、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可按《广东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暂行规定》申请提前毕

业；未能按期完成学业者,可申请延期，超过4年规定学习年限的做结业处理。

四、培养方式

（一）个性化选修学分方式

为满足MBA研究生的个性化需求，学生入学后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修学院设置的不同

培养方向课程，2022级全日制学生需要完成48个学分。

（二）校内外双导师方式

MBA研究生培养采用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负责指导学生培养计划和校内理论学

习与论文撰写环节；吸收企业、行业管理实践经验丰富的校外导师和校友导师负责指导学

生的社会实践环节。

（三）多环节协同育人方式

培养环节分为课堂教学、走进粤商、论坛讲座、粤商企业调研、管理咨询实践、仿真

训练、独立研究、创业训练、参加比赛等环节，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现场观察、沙

盘模拟、团队学习、境外学术交流、国际交换和国际合作项目等丰富MBA研究生管理内涵，

提高学习能力、拓展国际视野。

（四）国际化培养方式

依托广东财经大学外事办的国际教育合作项目，联合培养MBA研究生；每年暑假均有

机会参加学校组织的到海外实践教学基地实习的机会，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拓展MBA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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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国际化视野。

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包括预读模块（针对非管理专业）、导读模块（入学教育）、团建融合（素

质拓展）、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方向课程、专业必修课程、公共必修课程和知

识整合课程。

（二）所有课程每16个学时计1学分，学位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为学位类课程。

（三）全日制课程在第一学年须修完（休学的同学可申请延期）。

（四）方向课程原则上开班人数不少于20人。

六、专业实践.要求

因MBA全日制学生已有三年以上工作时间经历，因此MBA全日制学生不安排专门的专业

实践时间，但要求根据学院安排积极参加以下学习环节和相关活动安排：

（一）新生入学教育

包括素质拓展训练、入学专题讲座、MBA文化培训等。MBA研究生必须参加新生入学教

育各个活动，以达到“进入角色、转变身份”的效果，并提交不少于1500字入学教育心得。

（二）企业仿真综合实践

利用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及全国第一批经管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广

东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进行企业运作仿真综合实践，开发和培养MBA研究生

从事经济管理的战略思维、系统思维、竞争思维和综合能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三）粤商案例撰写

所有学生均需积极参与粤商案例开发，中期考核前应完成8000字以上的粤商案例设计

分析作品（符合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要求），该案例纳入中期考核环节。所开发案例入

选“百优”的学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评奖学金和优秀毕业生，学院单独给予现金奖励，另

可申请免修《粤商案例开发》课程；所开发案例入选粤商学院“粤商案例库”的同学，可

申请免修《粤商案例开发》课程。没有开发案例或者所开发案例未达到合格要求的同学，

视为中期考核不合格。粤商学院《粤商案例库》入选标准和案例合格标准另行制定。

（四）管理案例赛事

每位MBA研究生必须参与校级管理案例类赛事。参与华南赛区、全国管理案例类赛事

以及其他全国性比赛，比赛获得奖项的，给予学分认定，其中荣获省级前三名认定为1个

学分，全国决赛获三等奖以上的认定为2个学分。获奖认定学分可置换公共选修环节中课

程。

（五）粤商行动学习

1.论坛与讲座。至少8次（含粤商领袖大讲堂和MBA名师大讲堂），并写出两份1500

字以上的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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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粤商企业调研与移动课堂。为强化MBA实践实习，在学期间根据课程安排由任课教

师带队到粤商企业调研，同时安排实施移动课堂，MBA研究生参加不少于4次，并提交企业

调研报告。

（六）海外交流学习

自愿参加，交流学习后提交2000字以上的考察报告，可认定1学分。认定1学分可置换

公共选修中课程。

七、考核方式及要求

1.学位类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

2.学位类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

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3.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3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

体是管理学、创业学、互联网与营销创新，补修方式是参加网络慕课学习，学习考核采用

考查形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计入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的学生不

能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1.平均成绩要求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才可申请研

究生学位，学位类课平均成绩低于75分的，不具有资格申请研究生学位。

2.毕业学分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为48学分，其中学科基础课4个学分、专业核心课24学分、方向课6

学分、专业必修课5学分，公共必修课3学分、知识整合课4学分、毕业论文2学分。研究生

修满学分，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1.学位论文相关规定：硕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要求、质量要求见《广东财经大学一级

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准（2019级）》、《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授予标准（2019级）》和

《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等文件，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工作按学校《广东

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广东财经大学学术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和《广东财经大

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2.学位撰写要求：学位论文必须由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应兼

具实践性和专业性的双重导向。一方面，强调学员对于具体的管理现象、管理实践全过程

信息的系统性描述，以及对本土化管理问题的提炼与总结能力；另一方面，要求学员能够

正确、深度、具体、和创新性应用管理理论与方法，对实际管理问题进行分析，所形成的

管理思路和管理解决方案应对同行业/同类型企业（或机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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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须秉持严谨的专业态度、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最终达到资料可靠、理论方法正确、

思路清晰、工作量充足。学位论文正文字数原则上不少于3万字，工作时间不少于10个月。

3.学位授予要求:所有学位课程成绩合格，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达到75分及以上的

MBA学生，在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均可向学校学位办申请硕士学位，学校学位办组织专

家评审通过后授予其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经济研究

2.中国社会科学

3.管理世界

4.管理评论

5.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6.南开管理评论

7.世界经济

8.国际贸易问题

9.经济科学

10.研究与发展管理

11.中国人力资源管理

12.金融研究

13.会计研究

14.税务研究

15.科技管理研究

16.求是

17.人民日报理论版

18.经济管理

19.法商研究

20.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1.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2.Econometrica

23.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4.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5.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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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Z3403002 商务英语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05 学位论文专题
粤商学院（MBA学

院）
1 16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17 案例研究方法
粤商学院（MBA学

院）
1 16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核心课

Z3402001 公司治理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06 数据、模型与决策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07 管理经济学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08 组织行为学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09 人力资源管理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10 战略管理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11 营销管理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12 运营管理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13 会计学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14 公司理财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16 企业伦理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4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18 企业法律实务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必修课

Z3402017 演讲与口才
粤商学院（MBA学

院）
1 16 4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020 职业发展规划
粤商学院（MBA学

院）
1 16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080 企业仿真综合实践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4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107
佛山经济社会发展概

论

粤商学院（MBA学

院）
1 16 1

考试(笔试(开

卷))

专业选修课

Z3403003
粤商文化与粤商研究

（知识整合课）

粤商学院（MBA学

院）
1 16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081
粤商企业诊断

（知识整合课）

粤商学院（MBA学

院）
1 16 3

考试(笔试(开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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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3402097
粤商案例开发

（知识整合课）

粤商学院（MBA学

院）
1 16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098
走进粤商与论坛

（知识整合课）

粤商学院（MBA学

院）
1 16 3

考试(笔试(开

卷))

专业选修课

Z3402099

数字经济与企业变革

（企业战略与服务营

销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057

数智时代创业管理

（企业战略与服务营

销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089

商业模式创新（企业

战略与服务营销方

向）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058

领导与团队管理（组

织与人力资源管理方

向）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043

绩效与薪酬管理（组

织与人力资源管理方

向）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100

企业文化与管理沟通

（组织与人力资源管

理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101

大数据与智能财务管

理（管理会计与税收

筹划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102

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管理会计与税收筹

划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103

税收政策与企业税收

筹划（管理会计与税

收筹划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104

高级金融市场与交易

管理（金融科技与创

投管理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105

大数据与投资决策

（金融科技与创投管

理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106

数智时代金融科技与

金融创新（金融科技

与创投管理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闭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闭

卷))

其他培养环

节
Z3407009 毕业论文

粤商学院（MBA学

院）
2 0 4 考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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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硕士（非全日制） 125100

一、培养目标

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坚持“培育粤商精英、

贡献管理智慧、弘扬粤商文化”的办学使命，秉承“精商通法，敦行致远”的办学理念，

深入贯彻“价值融合、科教融合、商法融合、产教融合”的战略路径，致力于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富有社会责任感、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粤商精英。

二、研究方向

1.企业战略与服务营销

2.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3.管理会计与税收筹划

4.金融科技与创投管理

三、学习年限

非全日制MBA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5年（含休学和保留学籍）。对提前完成规定学

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可按《广东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暂行规定》申请提

前毕业；未能按期完成学业者,可申请延期，超过规定学习年限的做结业处理。

四、培养方式

（一）个性化选修学分方式

为满足MBA研究生的个性化需求，学生入学后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修学院设置的不同

培养方向，2022级非全日制学生需要完成48个学分。

（二）校内外双导师方式

MBA研究生培养采用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负责指导学生培养计划和校内理论学

习与论文撰写环节；吸收企业、行业管理实践经验丰富的校外导师和校友导师负责指导学

生的社会实践环节。

（三）多环节协同育人方式

培养环节分为课堂教学、走进粤商、论坛讲座、粤商企业调研、管理咨询实践、仿真

训练、独立研究、创业训练、参加比赛等环节，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现场观察、沙

盘模拟、团队学习、境外学术交流、国际交换和国际合作项目等丰富MBA研究生管理内涵，

提高学习能力、拓展国际视野。

（四）国际化培养方式

依托广东财经大学外事办的国际教育合作项目，联合培养MBA研究生；每年暑假均有

机会参加学校组织的到海外实践教学基地实习的机会，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拓展MBA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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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国际化视野。

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包括预读模块（针对非管理专业）、导读模块（入学教育）、团建融合（素

质拓展）、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方向课程、专业必修课程、公共必修课程和知

识整合课程。

（二）所有课程每16个学时计1学分，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为学位类课程。

（三）非全日制课程在第一、二学年须修完（休学的同学可申请延期）。

（四）方向课程原则上开班人数不少于20人。

六、专业实践要求

非全日制学生已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且日常在单位上班，因此不安排专门的专业实践

时间，但要求根据学院安排积极参加以下学习环节和相关活动安排：

（一）新生入学教育

包括素质拓展训练、入学专题讲座、MBA文化培训等。MBA研究生必须参加新生入学教

育各个活动，以达到“进入角色、转变身份”的效果，并提交不少于1500字入学教育心得。

（二）企业仿真综合实践

利用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及全国第一批经管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广

东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进行企业运作仿真综合实践，开发和培养MBA研究生

从事经济管理的战略思维、系统思维、竞争思维和综合能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三）粤商案例撰写

所有学生均需积极参与粤商案例开发，中期考核前应完成8000字以上的粤商案例设计

分析作品（符合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要求），该案例纳入中期考核环节。所开发案例入

选“百优”的学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评奖学金和优秀毕业生，学院单独给予现金奖励，另

可申请免修《粤商案例开发》课程；所开发案例入选粤商学院“粤商案例库”的同学，可

申请免修《粤商案例开发》课程。没有开发案例或者所开发案例未达到合格要求的同学，

视为中期考核不合格。粤商学院《粤商案例库》入选标准和案例合格标准另行制定。

（四）管理案例赛事

每位MBA研究生必须参与校级管理案例类赛事。参与华南赛区、全国管理案例类赛事

以及其他全国性比赛，比赛获得奖项的，给予学分认定，其中荣获省级前三名认定为1个

学分，全国决赛获三等奖以上的认定为2个学分。获奖认定学分可置换公共必修环节中课

程。

（五）粤商行动学习

1.论坛与讲座。至少8次（含粤商领袖大讲堂和MBA名师大讲堂），并写出两份1500

字以上的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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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粤商企业调研与移动课堂。为强化MBA实践实习，在学期间根据课程安排由任课教

师带队到粤商企业调研和企业问题诊断，同时安排实施移动课堂，MBA研究生参加不少于4

次，并提交企业调研报告。

（六）海外交流学习

自愿参加，交流学习后提交2000字以上的考察报告，可认定1学分。认定1学分可置换

公共必修中课程。

七、考核方式o及要求

1.学位类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

2.学位类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

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3.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3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

体是管理学、创业学、互联网与营销创新，补修方式是参加网络慕课学习，学习考核采用

考查形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计入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的学生不

能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八、毕业学分及要求

1.平均成绩要求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才可申请研

究生学位，学位类课平均成绩低于75分的，不具有资格申请研究生学位。

2.毕业学分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为48学分，其中学科基础课4个学分、专业核心课24学分、方向课6

学分、专业必修课5学分、公共必修课3学分、知识整合课4学分、毕业论文2学分。研究生

修满学分，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方可毕业。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1.学位论文相关规定：硕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要求、质量要求见《广东财经大学一级

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准（2019级）》、《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授予标准（2019级）》和

《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等文件，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工作按学校《广东

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广东财经大学学术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和《广东财经大

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2.学位撰写要求：学位论文必须由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应兼

具实践性和专业性的双重导向。一方面，强调学员对于具体的管理现象、管理实践全过程

信息的系统性描述，以及对本土化管理问题的提炼与总结能力；另一方面，要求学员能够

正确、深度、具体、和创新性应用管理理论与方法，对实际管理问题进行分析，所形成的

管理思路和管理解决方案应对同行业/同类型企业（或机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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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须秉持严谨的专业态度、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最终达到资料可靠、理论方法正确、

思路清晰、工作量充足。学位论文正文字数原则上不少于3万字，工作时间不少于10个月。

3.学位授予要求所有学位课程成绩合格，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达到75分及以上的

MBA学生，在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均可向学校学位办申请硕士学位，学校学位办组织专

家评审通过后授予其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经济研究

2.中国社会科学

3.管理世界

4.管理评论

5.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6.南开管理评论

7.世界经济

8.国际贸易问题

9.经济科学

10.研究与发展管理

11.中国人力资源管理

12.金融研究

13.会计研究

14.税务研究

15.科技管理研究

16.求是

17.人民日报理论版

18.经济管理

19.法商研究

20.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1.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2.Econometrica

23.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4.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5.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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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Z3403002 商务英语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卷))

Z3403005 学位论文专题 粤商学院（MBA学院） 1 16 1 考试(笔试(闭卷))

Z3403017 案例研究方法 粤商学院（MBA学院） 1 16 1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核心课

Z3402001 公司治理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06 数据、模型与决策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07 管理经济学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08 组织行为学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09 人力资源管理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10 战略管理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11 营销管理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12 运营管理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13 会计学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14 公司理财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16 企业伦理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4
考试(笔试(闭

卷))

Z3403018 企业法律实务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必修课

Z3402017 演讲与口才 粤商学院（MBA学院） 1 16 4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020 职业发展规划 粤商学院（MBA学院） 1 16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022 商务计划书写作 粤商学院（MBA学院） 1 16 4
考试(笔试(开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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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3402080 企业仿真综合实践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4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3003
粤商文化与粤商研

究（知识整合课）
粤商学院（MBA学院） 1 16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081
粤商企业诊断

（知识整合课）
粤商学院（MBA学院） 1 16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097
粤商案例开发

（知识整合课）
粤商学院（MBA学院） 1 16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098
走进粤商与论坛

（知识整合课）
粤商学院（MBA学院） 1 16 3

考试(笔试(开

卷))

专业选修课

Z3402099

数字经济与企业变

革（企业战略与服务

营销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057

数智时代创业管理

（企业战略与服务

营销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089

商业模式创新（企业

战略与服务营销方

向）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058

领导与团队管理（组

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043

绩效与薪酬管理（组

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100

企业文化与管理沟

通（组织与人力资源

管理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101

大数据与智能财务

管理（管理会计与税

收筹划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102

管理会计理论与实

务（管理会计与税收

筹划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103

税收政策与企业税

收筹划（管理会计与

税收筹划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104

高级金融市场与交

易管理（金融科技与

创投管理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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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3402105

大数据与投资决策

（金融科技与创投

管理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402106

数智时代金融科技

与金融创新（金融科

技与创投管理方向）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闭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闭

卷))

其他培养环

节
Z3407009 毕业论文 粤商学院（MBA学院） 2 0 4 考查(其他)

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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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全日制） 125200

一、培养目标

立足大湾区，面向广东，聚焦基层。以“立德树人”为宗旨，按照“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要求，为国家党政机关和其他公共组织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

素养，具有公共精神、法治意识和强烈社会责任感，掌握系统的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和方

法，具备从事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的能力，能够综合运用管理、政治、经济、法律、

现代科技等方面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应用

型、复合型公共管理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根据我校办学特色和优势，紧密结合广东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和改

革发展的需求，我校公共管理（MPA）研究方向为：

1.数字政府与基层治理

2.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

3.土地经济与政策

4.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

三、学习年限

全日制 MPA 学制2年，最长学习年限为4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

个月。对提前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本专业采取课程学习、实践锻炼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

完成，实践锻炼主要在实习基地或工作现场完成，学位论文坚持实际应用导向。为充分利

用校地共建资源，在授课内容、实践锻炼以及学位论文的选题上，积极鼓励MPA全日制师

生基于佛山市域的公共管理实践开展教学和研究。

本专业课程教学秉承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理念，综合运用课堂讲授、研讨、模拟训练、

角色扮演、观摩、案例分析、对抗辩论、项目规划等多元互动方式，并通过习题作业、小

论文、社会调查、实习报告、考试等环节完成考核，重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专业研究生实行“双导师”联合培养机制，即由一名校内专职教师和一名校外实践

导师共同培养。担任核心课教学任务的教师应为校内专职教师，课程负责人具有副教授以

上职称。每门核心课原则上配备至少 2 名教师。学校聘请具有扎实理论功底、丰富实践

经验、综合业务素质高的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机构的中高层领导干部（主要是佛山市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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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区的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担任兼职教师。MPA研究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制定培养

计划，导师负责阶段性地检查培养计划的执行情况，确保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和专

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具体课程设置参考全国各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指

导性培养方案修订（制定）标准。

六、专业实践要求

社会实践是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获得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公

共管理（MPA）硕士研究生应开展不少于3个月的社会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

结合的方式。社会实践应有明确的任务要求和考核指标，实践成果能够反映公共管理（MPA）

硕士研究生在实践能力和创新素养方面取得的成效。

社会实践环节中，研究生须到实习基地或工作现场进行主题明确、内容明确、计划明

确的系统化实践训练。社会实践实行双导师制。其中一位导师为校内导师，主要指导研究

生的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另一位导师来自研究生的实践单位，主要指导研究生专业实践

环节的学习。

社会实践结束后，学生需按要求提交《广东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实习鉴定表》，以及

不少3000字的社会实践报告或社会调研报告，经MPA教育中心审查合格者，计 2 学分。

七、其他培养环节

学术活动：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学生应参加一定的学术活动，提高专业理论素

养，主要包括经典文献阅读、读书沙龙和参加学术会议及聆听学术讲座等。学生在论文开

题前，提交一份相关文献阅读报告（3000 字以上）及学术活动登记卡（参加不少于 8 次

的学校或学院的学术活动），经MPA教育中心审查通过，计 1 学分。

八、考核方式及要求

1.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 70 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 60 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2.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内容包括政治思想表现、学位课程成绩和所修总学分、社会实践、学术活动

环节等。具体参照《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进行。考核等次为“合格” 及

以上的学生，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工作阶段。

九、毕业学分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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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 37 学分，其中课程 34 学分，社会实践 2学分，学术活动 1

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

方可毕业。

十、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二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包括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资格审查、论文初评、重复率检

测、盲审、答辩等环节。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

指定。选题应属于本学科范畴，来源于社会实践或工作实际中的现实问题。学位论文应当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

少于 2.5 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二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三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参加中期检查；第四学期初

提交学位申请，参加资格审核，提交学位论文定稿。学位论文通过重复率检测、盲审等环

节后，研究生可申请答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期间应持续修改完善论文。未经导师审

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学

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

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定》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杨晓明，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张国庆：《典范与良政:构建中国新型政府公共管理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王名：《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李培林：《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5.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6.王树文：《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与政府管制创新》，人民出版社，2013.

7.张汝立：《外国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8.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人民出版社，

2010.

9.戴维·奥斯本：《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年.

10.珍妮特·V·登哈特, 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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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2.拉塞尔·M·林登 (著),汪大海(译)：《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2014.

13.简·E·芳汀(著)：《国家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4.王浦劬，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

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5.沙夫里茨、海德编：《公共行政学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6.理查德.L.斯蒂尔曼：《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7.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8.保罗·C·特纳，罗伯特·W·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领导手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9.麦克尔·巴泽雷：《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景》，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2.

20.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1.彼得·德鲁克：《管理实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22.葛德塞尔：《为官僚制正名》，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3.奥斯本：《摒弃官僚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4.乔治·费雷德里克森著：《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5.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百年》，海南出版社，2003.

26.文森特·奥斯特洛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上海三联书店，

1999.

27.戴维·H·罗森布鲁姆等：《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第五版）》，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8.吴锡泓，金荣枰：《公共政策学的主要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9.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决策过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0.简·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4.

31.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2.戈德史·密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3.菲利普·库珀：《合同制治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4.尼古拉斯·亨：《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5.苏珊·韦尔奇：《公共管理中的量化方法：技术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6.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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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8.E. S. 萨瓦斯：《民营部门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9.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0.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1.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2.弗克兰·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3.约翰·麦克塞尔：《公共财政管理：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4.科尼利厄斯·M·克温著：《规则制定——政府部门如何制定法规与政策》，复旦大学

出版社，2007.

45.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6.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99.

47.武川正吾：《福利国家的社会学：全球化、个体化与社会政策》，商务印书馆，2011.

48.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49.威廉·贝弗里奇：《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

版社，2008.

50.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

51.尼尔·吉尔伯特编，郑秉文等译：《社会福利的目标定位—全球发展趋势与展望》，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52.NeilGilbert，PaulTeeer：《社会福利政策导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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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核心课

Z3802011 公共管理案例研发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1
考查(案例分

析)

Z3802012 学术规范和论文写作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其他)

Z3803002 专业英语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803003 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3004 公共政策分析 公共管理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3005 政治学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3006 公共经济学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3007 宪法与行政法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3008 社会研究方法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3012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3013 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3014 社会组织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专业选修课

Z3802001
城镇化与农村土地问

题研究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802013
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

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802017
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

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2018 数字政府治理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案例分

析)

Z3802019
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治

理改革与创新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案例分

析)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闭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其他培养环

节

Z3807001 社会实践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Z3807002 学术活动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3 考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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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非全日制） 125200

一、培养目标

立足大湾区，面向广东，聚焦基层。以“立德树人”为宗旨，按照“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要求，为国家党政机关和其他公共组织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

素养，具有公共精神、法治意识和强烈社会责任感，掌握系统的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和方

法，具备从事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的能力，能够综合运用管理、政治、经济、法律、

现代科技等方面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应用

型、复合型公共管理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根据我校办学特色和优势，紧密结合广东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和改

革发展的需求，我校公共管理（MPA）研究方向为：

1.数字政府与基层治理

2.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

3.土地经济与政策

4.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

三、学习年限

非全日制MPA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

个月。对提前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本专业采取课程学习、实践锻炼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

完成，实践锻炼主要在实习基地或工作现场完成，学位论文坚持实际应用导向。

本专业课程教学秉承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理念，综合运用课堂讲授、研讨、模拟训练、

角色扮演、观摩、案例分析、对抗辩论、项目规划等多元互动方式，并通过习题作业、小

论文、社会调查、实习报告、考试等环节完成考核，重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专业研究生实行“双导师”联合培养机制，即由一名校内专职教师和一名校外实践

导师共同培养。担任核心课教学任务的教师应为校内专职教师，课程负责人具有副教授以

上职称。每门核心课原则上配备至少2名教师。学校聘请具有扎实理论功底、丰富实践经

验、综合业务素质高的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机构的中高层领导干部担任兼职教师。MPA研

究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制定培养计划，导师负责阶段性地检查培养计划的执行情况，

确保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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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和专

业核心课为学位类课程，具体课程设置参考全国各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指

导性培养方案修订（制定）标准。

六、专业实践要求

社会实践是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获得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公

共管理（MPA）硕士研究生应开展不少于3个月的社会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

结合的方式。社会实践应有明确的任务要求和考核指标，实践成果能够反映公共管理（MPA）

硕士研究生在实践能力和创新素养方面取得的成效。

社会实践环节中，研究生须到实习基地或工作现场进行主题明确、内容明确、计划明

确的系统化实践训练。社会实践实行双导师制。其中一位导师为校内导师，主要指导研究

生的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另一位导师来自研究生的实践单位，主要指导研究生专业实践

环节的学习。

社会实践结束后，学生需按要求提交《广东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实习鉴定表》，以及

不少3000字的社会实践报告或社会调研报告，经MPA教育中心审查合格者，计2学分。

七、其他培养环节

学术活动：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学生应参加一定的学术活动，提高专业理论素

养，主要包括经典文献阅读、读书沙龙和参加学术会议及聆听学术讲座等。学生在论文开

题前，提交一份相关文献阅读报告（3000 字以上）及学术活动登记卡（参加不少于 8 次

的学校或学院的学术活动），经MPA教育中心审查通过，计1 学分。

八、考核方式及要求

1.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 70 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 60 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2.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内容包括政治思想表现、学位课程成绩和所修总学分、社会实践、学术活动

环节等。具体参照《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进行。考核等次为“合格”及以

上的学生，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工作阶段。

九、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37学分，其中课程34学分，社会实践2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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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

十、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包括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资格审查、论文初评、重复率检

测、盲审、答辩等环节。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

指定。选题应紧密结合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鼓励学生选择与自己的工作领域和工

作岗位相关的问题展开论文研究。学位论文应当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

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少于2.5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参加中期检查；第六学期初

提交学位申请，参加资格审核，提交学位论文定稿。学位论文通过重复率检测、盲审等环

节后，研究生可申请答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期间应持续修改完善论文。未经导师审

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学

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符合学校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

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学位授予规定》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杨晓明，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张国庆：《典范与良政:构建中国新型政府公共管理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王名：《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李培林：《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5.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6.王树文：《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与政府管制创新》，人民出版社，2013.

7.张汝立：《外国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8.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人民出版社，

2010.

9.戴维·奥斯本：《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年.

10.珍妮特·V·登哈特, 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1.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2.拉塞尔·M·林登 (著),汪大海(译)：《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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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简·E·芳汀(著)：《国家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4.王浦劬，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

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5.沙夫里茨、海德编：《公共行政学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6.理查德.L.斯蒂尔曼：《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7.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8.保罗·C·特纳，罗伯特·W·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领导手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9.麦克尔·巴泽雷：《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景》，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2.

20.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1.彼得·德鲁克：《管理实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22.葛德塞尔：《为官僚制正名》，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3.奥斯本：《摒弃官僚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4.乔治·费雷德里克森著：《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5.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百年》，海南出版社，2003.

26.文森特·奥斯特洛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上海三联书店，

1999.

27.戴维·H·罗森布鲁姆等：《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第

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8.吴锡泓，金荣枰：《公共政策学的主要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9.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决策过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0.简·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4.

31.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2.戈德史·密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3.菲利普·库珀：《合同制治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4.尼古拉斯·亨：《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5.苏珊·韦尔奇：《公共管理中的量化方法：技术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6.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2000.

37.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8.E. S. 萨瓦斯：《民营部门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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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0.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1.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2.弗克兰·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3.约翰·麦克塞尔：《公共财政管理：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4.科尼利厄斯·M·克温著：《规则制定——政府部门如何制定法规与政策》，复旦大学

出版社，2007.

45.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6.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99.

47.武川正吾：《福利国家的社会学：全球化、个体化与社会政策》，商务印书馆，2011.

48.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49.威廉·贝弗里奇：《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

版社，2008.

50.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

51.尼尔·吉尔伯特编，郑秉文等译：《社会福利的目标定位—全球发展趋势与展望》，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52.NeilGilbert，PaulTeeer：《社会福利政策导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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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核心课

Z3802011 公共管理案例研发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1
考查(案例分

析)

Z3802012 学术规范和论文写作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3 考查(其他)

Z3803002 专业英语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803003 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3004 公共政策分析 公共管理学院 3 48 2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3005 政治学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3006 公共经济学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3007 宪法与行政法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3008 社会研究方法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3012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3013 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3014 社会组织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试(笔试(开

卷))

专业选修课

Z3802001
城镇化与农村土地问

题研究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Z3802013
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

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Z3802017
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

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试(笔试(开

卷))

Z3802018 数字政府治理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2
考查(案例分

析)

Z3802019
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治

理改革与创新专题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3

考查(案例分

析)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闭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其他培养环

节

Z3807001 社会实践 公共管理学院 2 32 4 考查(其他)

Z3807002 学术活动 公共管理学院 1 16 4 考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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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硕士 125300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对接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战略思维和市

场意识”，具备优良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和外语能力，具有良好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具有深厚会计、财务、审计专业理论功底和突出组织管理能力

的高素质、应用型、国际化会计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资本运营与财务管理

2.审计鉴证与管理咨询

3.管理会计与风险控制

4.智能会计

三、学习年限

学制2年，最长学习年限为4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根据会计硕士（MPAcc）的培养目标和专业特点，培养方式上突出以下要求：

（一）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的培养。

（二）重视思政教育和课程建设。

（三）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重视采用案例

教学、沙盘演练、现场参观研讨、参与企业咨询、行业专家讲座等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方法，

逐步增加实践教学的比例。

（四）加强实践环节，了解会计实务，培养实践应用能力。

（五）成立校内导师组，加强教学管理和专业指导工作。

（六）实行双导师制，聘请企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政府部门有关专家共同承担

指导工作。开辟第二课堂，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开设讲座或承担部分课程。

（七）突出校企（行业）协同育人方式，注重产学结合，构建与企业长期合作的机制，

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培养全过程。

（八）综合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包括考试、作业、案例分析、课堂讨论、撰写专题

报告等。

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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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专

业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六、专业实践要求

（一）实践调研

专业实践环节是必修环节，包括讲座论坛、企业调研、企业实习、仿真实习等四个部

分，共5个学分。

1.讲座论坛：以讲座、辩论、专题报告等形式，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政府官

员及专业人士开展专题讲座，积极参与会计学院举办的学术论坛。佛山研究生院会计硕士

应积极参加面向佛山研究生院会计硕士的讲座或者论坛。要求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必须参

加10次以上符合要求的论坛或讲座，合格者获得相应学分。

2.企业调研：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利用课余或寒暑假时间进行企业调研实习（必须以

实地调研为主），鼓励企业调研与毕业论文或实习相结合。学生完成调研后应提交调研报

告。佛山研究生院会计硕士应积极参与“走进佛山·深入佛山·助力佛山”研究生行业调

研大赛。全日制学生第三学期提交调研报告，合格者获得相应学分。

3.企业实习：第二学期或者第三学期开始，全日制学生应进入广东财经大学签约实习

基地或其他实践场所，进行不少于6个月的实践训练，并撰写不少于3000字的实践报告，

合格者获得相应学分。

4.仿真实习（ERP）：广州校区学生须参加《虚拟仿真综合决策分析》。利用全国第

一批经管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广东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的企业运作仿真

综合实习，对处于复杂市场环境下的企业经营进行大规模的仿真运作，开发和培养学生从

事经济管理的战略思维、综合决策能力和综合执行能力。

（二）案例开发

在学期间必须参与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共2个学分。案例开发可与校内外各项案例

比赛及课题申报相结合，鼓励学生开展合作研究。方向包括但不限于参加学生案例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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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考核前应完成不少于8000字以上的案例设计分

析作品，鼓励案例设计分析作品与毕业论文相结合，并纳入中期考核环节。

七、其他培养环节

专业学位中期考核前应完成不少于8000字以上的案例设计分析作品，并纳入中期考核

环节。

其他培养环节包括文献阅读、职业资格训练等培养环节。

文献阅读：要求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经典文献的阅读，并撰写相应的读书笔记，并由

指导教师负责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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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考试：要求学生在读期间能参与一到两项职业资格考试，考试项目包括注册

会计师资格考试、会计师资格考试等，并根据所取得的成绩对学生进行考核。

素质拓展：在学期间至少参加一次素质拓展活动。通过素质拓展活动，培养学生的团

结协作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顽强拼搏精神。

八、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2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是《财务会计》《财务管理》，补修方式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闭卷考核方式，达到60

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九、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45学分，其中课程38学分，实践课7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

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十、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2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会计硕士专业

学位论文要体现专业学位特点，突出学以致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学位论文应体现学生

已系统掌握会计理论、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具备综合运用会计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方法，分析和解决会计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创新性和实用价值。鼓励学位论文选题与实

习实践、案例开发内容相关。学位论文要求格式规范，字数不少于3万字。学位论文的进

度是：第2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证会；第3学期写出

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4学期论文定稿。未经导师审

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的，符合学校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

《学位授予规定》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一）专业书目

必读书目：

1.威廉-R-斯科特等著，陈汉文等译. 《财务会计理论》，机械工业出版社

2.《现代西方会计理论》，葛家澍、林志军 著，厦门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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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蒂芬-A-罗斯等著，沈艺峰等译. 《公司理财》，机械工业出版社

4.《公司财务理论主流》，沈艺峰、沈洪涛 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5.R-S-卡普兰，A-A-阿特金森著，《高级管理会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6.Alvin A. Arens/Randal J.Elder/ Mark S. Beasley 《审计学：一种整合方法》

7.《实证会计理论》,瓦茨、齐默而曼 著，陈少华等译，东北财经大学；

8.《资本市场会计研究导论》，布朗 著,杨松令 等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

版时间：2004年05月

9.《财务报表分析：理论、框架、方法与应用》，黄世忠编著。

10.《财务理论与公司政策》，（美） Copeland, T.E。， Weston， J。F. 著，宋献中

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06月；

11.《高级财务学》，金融学研究生核心教材系列，王化成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04月;

12.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与应用专业委员会, 中国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 经济科学出版

社; 第1版,2014.

选读书目：

1.亨德里克森. 《会计理论》，立信出版社，2013

2.R-S-卡普兰等著. 《战略地图》

3.M-布拉米奇，A-比姆尼著，《管理会计——发展的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弗雷德里克-D-S-乔伊等著，《国际会计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5.《公司金融理论》（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梯若尔著（Jean Tirole）,

王永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二）扩展书目

管理、经济、金融和公司治理类：

优先推荐书目：

1.陈志武. 《金融的逻辑》，西北大学出版社

2.本杰明-格雷厄姆.《聪明的投资者》

3.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4.罗伯特-希勒. 《非理性繁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罗伯特-孟克斯等著. 《监督监督人：21世纪的公司治理（企业理论经典译丛）》，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张维迎，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

8.哈特（费方域翻译）。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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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9.陈郁，陈昕，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代理经济学文选 ,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

社; 第1版,2006.

10.罗纳德·H.科斯 (作者), 陈昕, 盛洪 (译者), 陈郁 (译者)，企业、市场与法律，格

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版，2014.

次优推荐书目：

1.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金融学》

2.乔纳森-查卡姆. 《公司长青：英美法日公司治理的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张维迎. 《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4.劳伦斯-E-米切尔著. 《金融如何压倒实业》，东方出版社

5.亚当-斯密.《国富论》

6.德鲁克. 《管理：任务、职责和实践》（1974）

7.沙因. 《组织文化与领导》（1985）

8.明茨伯格.《战略计划的兴衰》（1994）

9.科特. 《变革的力量》（1990）

其他类：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

2.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3.卢梭. 《社会契约论》

4.波普. 《科学发现的逻辑》

5.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三）文献阅读列表

推荐期刊文献：

1.Chen Shimin（中欧）, Sun S. Y. J., Wu D.,2010. Client Importance,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and Audit Quality in China: An Office and Individual Auditor Level

Analysi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5(1): 127-158.

2.Hao Shengquan（上交）, Jin Qinglu（上财）, ZhangG., 2011. Investment Growth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Equity Value, Earnings, and Equity Book Value[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6(2): 605-635.

3.Goh B. W., Li Dan（清华）, 2011. Internal Controls and Conditional

Conservatism[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6(3): 975-1005.

4.Feng C., Ole-Kristian H., Li Qingyuan（武大）, et al., 2011.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Private Firms in Emerging Marke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6(4): 1255-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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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ao Shengquan（上交）, Jin Qinglu（上财）,Zhang G., 2011. Relative Firm

Profitability and Stock Return Sensitivity to Industry-Level New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6(4): 1321-1347.

6.Du F., Tang Guliang（对外经贸）, Young S. M., 2012. Influence Activities and

Favoritism in Subjec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7(5): 1555-1588.

7.Gu Z., Li Zengquan（上财）, YongG. Y., 2013. Monitors or Predators: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n Sell-Side Analys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8(1): 137-169.

8.Cheng Q., Luo Ting（清华）, Yue Heng（北大）, 2013.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Management Forecast Precision[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8(5): 1575-1602.

9.Christensen P. O., Qin Zhenjiang（西财）, 2014. Information and Heterogeneous

Beliefs: Cost of Capital, Trading Volume, and Investor Welfare[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9(1): 209-242.

10.LennoxC., Wu Xi（央财）, Zhang T., 2014. Does Mandatory Rotation of Audit

Partners Improve Audit Quality?[J].The Accounting Review, 89(5): 1775-1803.

11.Hun-Tong T, Ying Wang E, Zhou Bo（上财）. 2015. How Does Readability Influence

Investors' Judgments? Consistency of Benchmark Performance Matter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90(1): 371-393.

12.Ke B, Lennox C, Xin Qingquan（重大）. 2015. The effect of China's weak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quality of Big Four audi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90(4): 1591-1619.

13.Lee C M C, Li K K,Zhang Ran（北大）. 2015. Shell Games: The Long Term Performance

of Chinese Reverse Merger Firm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90(4): 1547-1589.

14.Chen C, Chen P F,Jin Qinglu（上财）. 2015. Economic freedom, investment

flexibility, and equity value: A cross-country study[J]. The Accounting

Review,90(5): 1839-1870..

15.Bushman R M, Dai Z, Zhang Weining（长江）. 2016. Management Team Incentive

Dispersion and Firm Performance[J]. The Accounting Review,91(1): 21-45.

16.Gong Qihui（浙大）, Li O Z, Lin Y, Wu Liansheng（北大）. 2016. On the Benefits

of Audit Market Consolidation: Evidence from Merged Audit Firm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2): 463-488.

17.Kun-Chih C, Qiang C, Ying C L, Yu-ChenL, Xiao Xing（清华）. 2016.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of Chinese Reverse Merger Firms: The Reverse Merger Effec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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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ak CountryEffect? [J]. The Accounting Review,91(5): 1363-1390.

18.Li Liuchuang（西安交大）, Qi Baolei（西安交大）, TianGaoliang（西安交大）, Zhang

G. 2017. The Contagion Effect of Low-Quality Audits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Auditor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92(1), 137-163.

19.He Xianjie（上财）, Pittman J A, Rui O M（中欧）, Wu D. 2017. Do Social Ties

between External Auditorsand Audit Committee Members Affect Audit Qual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92(5): 61-87.

20.Du F, Erkens D H, Young S M, Tang Guliang（对外经贸）. 2018. How Adopting New

Performance Measures Affects Subjec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Evidence from

EVA Adoption by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Accounting Review, 93(1):

161-185.

21.Chen Donghua（南大）, Kim J, Li O Z, Liang Shangkun（央财）. 2018. China's Closed

Pyramidal Managerial Labor Market and the Stock Price Crash Risk.The Accounting

Review, 93(3):105-131.

22.He Xianjie（上财）, Kothari S P, Xiao Tusheng（央财）, Zuo L. 2018. Long-Term

Impact of Economic Conditions on Auditors' Judgment. The Accounting Review:

Forthcoming.

23.Gu Z, Li Zengquan（上财）, Yang Y G, Li Guangqing（中银证券）. 2018. Friends

in Need are Friends Indeed: An Analysis of Social Ties Between Financial Analysts

and Mutual Fund Managers. The Accounting Review.

24.Shufang Lai, Li Zengquan（上财）, Yang Y G. 2020. East, West, Home’s Best:

Do Local CEOs Behave Less Myopically?.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95, No. 2, March

2020: 227-255.

25.Li Zengquan（上财）, T.J. Wong,Gwen Yu. 2020.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rough

Embedded Financial Analysts: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95,

No. 2, March 2020: 257-281.

26.Chen Hanwen（厦大）, Chen J. Z., Lobo G. J., Wang Yanyan（厦大）, 2010. Association

Between Borrower and Lender State Ownership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8(5): 973-1014.

27.Shroff N., Sun A. X., White H. D., Zhang Weining（长江）, 2013. Voluntary

Disclosure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Evidence from the 2005 Securities Offering

Reform[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1(5):1299-1345.

28.Tan H., Ying Wang E.,Zhou Bo（上财）, 2014. When the Use of Positive Language

Backfires:The Joint Effect of Tone, Readability, and Investor Sophisticat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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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nings Judgment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2(1): 273-302.

29.Lee E., Strong N., Zhu Zhenmei (Judy)（复旦）, 2014. Did 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 SOX, and Other Analyst Regulations Reduce Security Mispric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2(3): 733-774.

30.Chen Feng, Peng Songlan, Xue Shuang（上财）, Yang Zhifeng, Ye Feiteng（上海

立信）. 2016. Do Audit Clients Successfully Engage in Opinion Shopping?

Partner-Level Evidenc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4(1): 79-112.

31.Chen Yasheng（厦大）, Jermias J, Panggabean T. 2016. The Role of Visual Attention

in the Managerial Judgment of Balanced-Scorecar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sights

from using an Eye-Tracking Devi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4(1):113-146.

32.Ettredge M., Huang Y., Zhang Weining（长江）, 2012. Earnings Restatements and

Differential Timeliness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3(3): 489-503.

33.Banker R. D., Byzalov D., Chen Lei (Tony)（北大）, 2013.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Adjustment Costsand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Cost Behavior[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5(1): 111-127.

34.Ali A,Zhang Weining（长江）. 2015. CEO tenur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59(1): 60-79.

35.Chen P F, He S, Ma Zhiming（北大）, et al. 2016. The information role of audit

opinionsin debt contract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61(1):

121-144.

36.Lennox C,Wu Xi（央财）, Zhang T. 2016. The effect of audit adjustments on earnings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61(2–3):

545-562.

37.Tian Xuan（清华）, Udell G F, Yu X. 2016. Disciplining delegated monitors: When

venture capitalists fail to prevent fraud by their IPO firm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61(2–3): 526-544.

38.Horton J, Serafeim G,Wu Shan（中欧）. 2017. Career Concerns of Banking Analyst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63(2–3): 231-252.

39.Lennox C, Wang Zi-Tian（上财）, Wu Xi（央财）. 2018. Earnings Management, Audit

Adjustments, and the Financing of Corporate Acquisi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65(1): 21-40.

40.Chen T, Zhang G, Zhou Yi（复旦）. 2018. Enforceability of Non-Compete Coven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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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etionary Investment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Practices: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65(1): 41-60.

41.Fung S. Y. K., Su L. N., Zhu Xindong (Kevin)（人大）, 2010. Price Divergence

from Fundamental Value and theValue Relevance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7(3): 829-854.

42.Chen Hanwen（厦大）, Chen J. Z., Lobo G. J., Wang Yanyan（厦大）, 2011. Effects

of Audit Quality on Earnings Managementand Cost of Equity Capital: Evidence from

China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8(3): 892-925.

43.He Xianjie（上财）, Wong T. J., Young D., 2012. Challenges for Implementationof

Fair Value Accounting in Emerging Markets: Evidence from China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9(2): 538-562.

44.El Ghoul S., Guedhami O., Ni Yang（上交）, et al., 2013. Does Information

Asymmetry Matter to Equity Pricing? Evidence from Firms’ Geographic Location[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0(1):140-181.

45.Goh B. W., Krishnan J., Li Dan（清华）, 2013. Auditor Reporting under Section

404: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Internal Control and Going Concern Audit

Opinion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0(3): 970-995

46.Dai Z., Jin Li（北大）, Zhang Weining（长江）, 2014. Executive Pay–Performance

Sensitivity and Litigation[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1(1): 152-177.

47.Hou Qingchuan（上财）, JinQinglu（上财）, Yang R, Yuan Hongqi（复旦）. 2015.

Performance Commitments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2(3): 1099-1127.

48.Sun Yan（兰大）, Tan H, Zhang Jixun（南开）. 2015. Effect of Concession-Timing

Strategies in Auditor–Client Negotiations: It Matters Who Is Using Them[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2(4): 1489-1506.

49.Fang Junxiong（复旦）, Pittman J, Zhang Y, Zhao Y. 2017. Auditor Choi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roup-Affiliated Firm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4(1): 39-82.

50.Chen F, Hope O K, Li Qingyuan（武大）, Wang X. 2018. Flight to 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Investors’ Demand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during

Political Uncertainty Event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5(1): 117-155.

51.Han B, Kong Dongmin（中南财大）, Liu Shasha（暨大）. 2018. Do Analysts Gain

an Informational Advantage by Visiting Listed Companie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Forthcoming.

294



52.Wang Cong（中欧）, Xie F, Xin X. 2018. CEO Inside Debt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Forthcoming.

53.Liu X K,Liu Xiaoxia（河海）, Reid C D. 2018. Stakeholder Orientations and Cost

Management.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Forthcoming.

54.Ge Rui（中山）, Lennox C., 2011. Do Acquirers Disclose Good News or Withhold

Bad News When They Finance Their Acquisitions Using Equity?[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16(1):183-217.

55.Ke B., Rui Oliver（中欧）, Yu Wei（上贸大）,2012. Hong Kong Sock Listing and

the Sensitivity of Managerial Compensation to Firm Performance in

State-controlled Chinese Firm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17(1): 166-188.

56.Caskey J., Hughes J., Liu Jing（长江）, 2012. Leverage, Excess Leverage, and

Future Returns[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17(2):443-471.

57.Kim J., Shi Hainan（复旦）, 2012. IFRS Reporting, Firm-specific Information

Flows,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International Evidence[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17(3): 474-517.

58.Yin Huifang（上财）, Zhang H. 2014. Tournaments of Fnancial Analyst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19(2):573-605.

59.Heflin F, Hsu C, Jin Qinglu（上财）. 2015.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Street

earnings[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2):674-709.

60.Lai Cheng（人大）. 2015. Growth in residual income, short and long term,in the

OJ model[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4): 1287-1296.

61.Konchitchki Y,LuoYan（复旦）,Ma M Z, et al. 2016. Accounting-based downside

risk, cost of capital, and the macroeconomy[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1(1), 1-36.

62.Bernardo A, Cai Hongbin（北大）, Luo J. 2016. Earnings vs. stock-price based

incentives inmanagerial compensation contract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1(1): 316-348.

63.Cheng Q, Du F, Wang X, Wang Yutao（央财）. 2016. Seeing is Believing: Analysts'

Corporate SiteVisit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1(4): 1245-1286.

64.Kuo Nan-Ting（南开）, Lee C. 2016. A Potential Benefit of Increasing Book–Tax

Conformity: Evidence From the Reduction in Audit Fees.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1(4):1287-1326.

65.Guo Q, Koch C, Zhu Aiyong（武大）. 2017. Joint Audit, Audit Market Structure,

and Consumer Surplus.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2(4): 1595-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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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Rao Pingui（暨大）, Yue H, Zhou Xin（喜岳投资）. 2018. Return Predictability

and the Real Option Value of Segments.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3(1):

167-199.

其它重要期刊文献：

TAR、JAE、JFE、JF、JAR、CAR、RAS、《会计研究》、《审计研究》、《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金融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经济学动态》等专业期刊的相关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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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科基础课

Z2031010 管理理论与实务 会计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3001 专业英语 会计学院 3 48 1
考试(笔试(开

卷))

专业必修课

Z3202001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

道德
会计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3004
高级财务会计理论与

实务
会计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3005
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与

实务
会计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3006
高级管理会计理论与

实务
会计学院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3007 高级审计理论与实务 会计学院 3 48 1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

选修

课

资本运

营与财

务管理

Z2032005
大数据财务分析与决

策
会计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2032011 资本市场与上市筹划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03 企业税收筹划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14 跨国公司财务管理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审计鉴

证与管

理咨询

Z2032005
大数据财务分析与决

策
会计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08 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09 管理审计与管理咨询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2032001 数智化审计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管理会

计与风

险控制

Z2032005
大数据财务分析与决

策
会计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06 智能风险管理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2032006 业财融合与财务共享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2032012 数智化管理会计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智能会

计

Z2032005
大数据财务分析与决

策
会计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2032006 业财融合与财务共享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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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032007 RPA 财务机器人应用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2032001 数智化审计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其他选修课

Z2032013 审计案例专题（必选） 会计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16 战略管理 会计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17 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18 企业并购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19 税务会计 会计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20 财会审专题讲座 会计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12
佛山经济社会发展概

况（佛山校区必选）
会计学院 1 16 1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34 管理学专题讲座 会计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35 学位论文专题（必选） 会计学院 1 16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202036
Python程序设计（必

选）
会计学院 2 32 1

考查(实验设

计、操作演示)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其他培养环

节

Z2032008 实践调研（会计硕士） 会计学院 5 80 3 考查(其他)

Z2032014 案例开发 会计学院 2 32 3
考查(案例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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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硕士（非全日制） 125400 专业硕士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系统掌握旅游管理理论基础，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旅游职业素养，

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国际化视野和战略思维能力，身心健康，熟练掌握一门

外语，能够胜任现代文化旅游产业与相关行业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

才。

二、基本素养与职业能力

（一）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

（二）掌握旅游管理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旅游领域管理工作需要的基本知识、专业思

维、实践能力与实施技巧。

（三）具备开放的国际化视野，能够引领特定行业某一领域的创新发展。

（四）具备旅游业及相关行业的管理技能，能够开发潜在资源，创造综合效益。

（五）具备前瞻性的战略思维能力，能够把握旅游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解决

旅游运行中出现的关键问题。

三、研究方向

1.旅游企业管理

2.旅游开发与规划

3.旅游营销与目的地管理

4.会展与节事管理

5.数字文旅

四、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五、培养方式

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在第一学期开学一个月内通过互选产生，校外导师最

晚应于开题前配齐。

（一）学校将与旅游产业部门、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事业等单位联合培养。结合旅游业

实际情况和特点，培养方式灵活多样。

（二）采用开放式、多元化的师资配备。广东财经大学具有丰富的业界著名校友，学

校将在依托这些校友的基础上，聘请国内外知名的、具有丰富教学经验与管理实践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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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为研究生授课。受聘的教师不仅具有在旅游高等教育科研机构的学习和研究经历并拥

有较高的学历，同时还具有为国内外一流旅游企业、政府及行业协会担任顾问或管理咨询

的经验；聘请来自国内外知名旅游企业的领军人物、资深高管人员、旅游行政管理人员为

研究生授课。

（三）采用启发式与研讨式教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注意实际应用，重视培养研究

生的思维能力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结合中国，特别是广东旅游业发展实际中的

案例进行教学，充分运用课堂讨论引导研究生进行创造性思考。学院将聘请实务部门有丰

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到校讲课或开设讲座。

（四）重视实践环节。对不同背景研究生的实习将会有明确的、针对性的要求，并考

核成绩。

（五）课程学习成绩以考试（包括口试）、作业、课堂讨论、案例分析、专题报告、

文献阅读等方式进行综合评定。采取导师组集体培养与导师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指导方式。

导师组包括旅游实务部门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高级管理职位的人员。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16个学时计1学分，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专

业核心课和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其它课程为非学位类课程。

七、专业实践要求

MTA以企业管理和旅游管理核心课程为基础，采取“理论讲授+案例分析+互动讨论+

参观考察”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强调旅游管理实践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要求，

突出旅游业关联性强、辐射面广和构成复杂的特点，注重旅游管理能力和专业能力的培养，

厚基础理论，博前沿知识，重实际应用。专业实践课程由专业教师带队到相关旅游企业进

行现场考察、问题调查和研究，以及参加学术讲座，至少4个学分。

八、其他培养环节

第一学年应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次社会调研，提交调研报告。

专业学位中期考核前应完成不少于8000字以上的案例设计分析作品，并纳入中期考核

环节。

参加各类旅游相关学术讲座、论坛不少于6次。

九、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生应补修3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

是《旅游学概论》、《酒店管理概论》和《会展概论》，补修方式是自学和答疑。补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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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采取闭卷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

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十、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不少于38学分，其中课程34学分，社会调研等其他培养环节4学分，

研究生修满学分，中期考核合格，完成必修环节，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方可毕

业。

十一、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4学期提交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认可，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

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

少于3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4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5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6学期论文

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的，符合学校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

《学位授予规定》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十二、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一）著作类

1.Chris Coope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ourism(the 4th Edition)[M].Dalia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0.[克里斯·库珀.旅游学原理与实践（第四版）

[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

2.Xie Yanjun. Fundamentals of Tourism Studies(the 3rd Edition) [M].Beijing: China

Tourism Press,2011.[谢彦君.基础旅游学(第三版)[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1年.]

3.Shen Baojia. Principles of Tourism Studies----A Systematic Narrative of Tourism

Operation Laws [M]. Beijing: China Tourism Press,2010.[申葆嘉.旅游学原理 —

—旅游运行规律研究之系统陈述[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年.]

4. Feng Xiaotian.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the 4th

Edition)[M].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3.[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

(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5.Stephen P.Robbins,Mary Coulter, translated by Li Yuan et al.Management(the 11st

Edition).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2.[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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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特 著，李原等译. 管理学（第1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6.Rui Mingjie. Management(3rd Edition).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2009. [芮明杰. 管理学（第3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7.Jay Kandampully, translated by Cheng Jinneng et al.Service Management: the New

Paradigm in Hospitality. Beijing: Tourism Education Press,2006.[贾依·坎达姆普

利 著，程尽能，等译.服务管理——酒店管理的新模式.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6.]

8.Daniel A. Wren, translated by Sun Jianmin et al. The History of Management

Thought.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9. [丹尼尔·A·雷恩. 孙健敏

等译. 管理思想史(第5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9.Chuck Y. Gee, translated by Gu Huimin.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Management .Beijing : Tourism Education Press,2002. [Chuck Y. Gee 著，谷慧敏 主

译，国际饭店管理.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

10.Xi Yanping. Theories and Proceeding Issues in Hospitality .Beijing: China

Tourism Press,2007. [ 奚晏平.饭店业理论与前沿问题.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7.]

11.Sandra Lynn Morrow , translated by Wu Bangtao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Study

of Exhibition Management. Shanghai: Shanghai Yuandong Press,2008.[桑德拉·L·莫

罗 著，武邦涛 等译. 展会管理实务.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

12.Gayle Jennings, translated by Xie Yanjun, Chen Li. Tourism Research. Beijing:

Tourism Education Press,2007. [盖尔·詹宁斯 著，谢彦君，陈丽 译. 旅游研究方法.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

13.Geoffrey Wall，Alister Mathieson, translated by Xiao Guirong. Tourism:

Change, Influence and Opportunit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2007. [Geoffrey Wall，Alister Mathieson 著，肖贵蓉 译.旅游：变化，

影响与机遇.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4.艾拉•考夫曼著，数字时代的营销战略.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15.谢彦君,旅游体验研究——走向实证科学（Research on Tourism Experience--Toward

Empirical Science）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

（二）重点期刊 (国内部分)

1.《中国社会科学》

2.《管理世界》

3.《旅游学刊》

4.《南开管理评论》

5.《经济地理》

6.《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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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旅游科学》

8.《经济管理》

（三）期刊与论丛 (国外部分)

1.TM: Tourism Management

2.JTR: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3.ATR: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4.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1y

5.Tourist Review

6.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7.Tourism International Research

8.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9.Event Tourism

10.Festival Management & Event Tourism

11.Leisure Science

12.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13.Journal of Tourism Studies

14.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15.AAHOA Hospitality

16.Australian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7.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Review

18.Journal of Sports Tourism

19.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Journal of Eco-tourism

21.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ent and Festiv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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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核心课

Z3303002 旅游产业经济分析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303003
旅游目的地开发与管

理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3303005 旅游营销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3303006 服务运营与管理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303008 旅游投资与财务管理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

卷))

Z3303013 旅游规划与战略管理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

卷))

Z3303014 旅游信息系统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4

考试(笔试(闭

卷))

专业必修课

Z3303009 旅游研究方法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303011 旅游企业战略管理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Z3303012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产

业研究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4

考查(课程论

文)

Z3303015
会展与节事活动运营

管理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专业选修课

Z3302001 酒店与度假村管理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Z3302002
旅游与服务业人力资

源管理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3

考查(课程论

文)

Z3302003 旅游资源与环境研究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3302004 管理沟通与领导艺术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4

考查(课程论

文)

Z3302005 旅游发展国际比较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4

考查(课程论

文)

Z3302006
旅游市场调研与数据

分析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Z3302007 旅游管理案例分析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4

考查(课程论

文)

Z3302008 文化旅游专题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Z3303001 专业英语（旅游）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4

考查(课程论

文)

Z3303016 旅游质性研究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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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3303017 数字会展与商务活动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3

考查(课程论

文)

Z3303018 酒店产品创新策划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4

考查(课程论

文)专业选修课

Z3303019 文旅大数据研究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4

考查(课程论

文)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开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开

卷))

其他培养环

节

Z3307001 社会调研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2 32 1

Z3307002 创新创业实践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2

Z3307003 旅游高端论坛
文化旅游与地理学

院
1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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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硕士（广播电视） 135105

一、培养目标

广播电视领域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旨在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具备广播电视与新媒体传播系统专业知识和高水平广

播电视创作制作技能及良好综合文化素养、适应文化艺术事业和产业发展的高层次应用型

艺术专门人才。广播电视领域多类型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主要为广播电视专业

创作和制作机构、艺术团体、院校、文化馆站、各类新媒体和文艺研究等单位，以及政府

文化行政等部门培养能够胜任本专业领域创作、制作、教育、管理等相关工作的高层次复

合人才。

二、研究方向

1.编剧（影视创作）

2.广播电视编导（影视制作）

3.播音与主持艺术（主持表演）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含休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

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一）培养过程中突出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艺术传播的专业特点，以实践为主并具有理

论及综合素质的培养，对学生进行系统、全面的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艺术专业训练。

（二）采用文化与专业理论课堂传授、专业技能技巧的个别训练与集体训练，及广播

电视专业实践等相结合的培养方式。积极创造校内外艺术专业实践的条件，充分发挥多种

类型的实践基地作用，保证适度学时和学分比例的实践类课程及教学质量。

（三）实行导师负责制，并聘请高水平行业专家配合指导艺术实践。校内导师在第一

学期开学一个月内通过互选产生，校外导师最晚于开题前配齐。

（四）教学实行学年学分制。

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课程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

课程，专业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公共必修课8学分，专业必修课程36学分，含其他培

养环节12学分，其中开放性实践课程10学分。专业选修课程8学分。总学分不少于52学分，

16个学时计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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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业实践要求

（一）总体要求

1.影视创作和影视制作方向学位申请人应完成独立原创的专业实践影像作品；主持表

演方向申请人应提交完整的专业实践展示作品。

2.专业实践作品选题内容要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持国家立场与党性原则，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选题要具有较强的社会现实意义和创新价值，鼓励作品以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发展、岭南地域性特色鲜明的内容为创作题材。

3.专业实践应体现出申请人对本专业领域较为深广的认知和理解，能反映出申请人良

好的技术驾驭力、想象力和艺术诠释力，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功效及社会影响。

    4.专业实践作品必须是专业硕士在读期间创作，在开题之后完成。作品最终须进行

公开展映。

（二）具体要求

1.编剧（影视创作）方向：独立原创完成30000字以上的剧本作品（或影视类小品、

剧本核心片段创作）

2.广播电视编导（影视制作）方向：独立创作完成一部实拍类影视作品如专题片、纪

录片、剧情片、实验片或谈话节目、文化综艺节目、系列短视频等广播电视、网络视听节

目，时长不少于25分钟，要求作者为主创（第一编导），全面负责作品的整个流程，包括

编导、摄像、撰稿或脚本创作以及采访。或作为主创，独立创作完成一部微影像动画作品，

时长一般在10分钟以上。

3.播音与主持艺术（主持表演）方向：独立策划制作主持完成一个主播作品，提交时

长不少于20分钟的视频，语言表达部分应为作品的主干或主线（不包括同期声及其他参加

节目人员的有声语言）。

上述方向提交的专业实践作品允许为电视台、网络公开播映或发布的个人独立主创署

名作品，或应达到播出及发布标准，但不得为电视台、新媒体平台或其他节目制作机构主

导完成的标准化产品，独立完成后被购买或展映除外。同时，毕业作品审查委员会也会在

答辩时对学生的主创情况进行着重考察。要求在答辩时提交创作相关文字稿件。

七、其他培养环节

（一） 中期考核：1学分

艺术（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前应撰写完成不少于8000字的视听作

品分析或典型案例分析，并填写中期考核表，通过考核后计1学分。

（二） 毕业作品展示：1学分

毕业作品按照专业实践的具体要求创作完成，应达到播出标准（先经导师认可，最终

由毕业作品审查委员会认定毕业作品的形式、内容及质量是否合格）。作品最终须进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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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映。

（三） 开放性实践：10学分

开放性实践课程主要指不限于课时做学分统计依据的参与性实践活动，如创作实践、

表演实践、田野采风、体验生活、活动策划、教学实践等各种类型的广播电视艺术实践活

动，共10学分。

1.创作实践:6学分

（1）产创融合实践工作坊：2学分

艺术硕士（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第一到第三学期间，跟随学院产创融合特色

项目，按要求深度参与项目策划、创作、宣发等各阶段执行工作，达到相应岗位训练要求，

符合产业标准，完成创作实践任务，每个项目计1学分。

（2）专业联合创作实践展示：2学分

艺术硕士（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第四学期各专业方向之间合作开展创作实践，

包含编剧、编导、主持表演、以剧情片、实验片、专题片等形式呈现，并集体编排创作完

成一次影像展，公开展演。

（3）专业实习：2学分

深入本专业企事业单位实习不少于6个月，或作为主创人员（编导、摄像、撰稿、主

持、剪辑制作等）参与广播电视及新媒体视听节目内容生产并在市级以上主流媒体平台署

名播出，或在主流商业性网络视频平台署名播出点击量达10万以上，具体参照《广东财经

大学艺术硕士（广播电视）开放性实践课程管理和实施办法》。专业实习须在校内导师和

企业导师的共同指导下进行。专业实习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16教学周）提交时间报告

（3000字左右），指导教师进行评价鉴定。

2.学术实践：2学分

参加一次专业学术会议并提交一篇学术论文可获得0.5学分，同时受邀在会议宣读论

文，计1学分；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一篇，计1学分，个人独立发表或与导师合作发

表均可。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种学术报告或讲座及专业组织的学术活动，不少于4次，填写

《广东财经大学艺术硕士（广播电视）学术活动考核表》，计1学分（4次以上，学分不累

计）。

3.教学实践：1学分

参加导师主持的教学项目、创作项目或创新创业项目不少于1项，或参与本科教育教

学第一、第二课堂辅导工作等20学时以上，填写《广东财经大学艺术硕士（广播电视）教

学实践考核表》，计1学分。

4.社会实践：1学分

根据科研、论文和创作工作需要，开展业界调研、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等活动，参加

各类与专业相关的学术科技竞赛、专业大赛等并提交调查报告、参赛作品或方案。参加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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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上该类活动或比赛一次可获0.5学分，获省级奖项一次可获1学分，填写《广东财经大

学艺术硕士（广播电视）社会实践考核表》（同一作品参加不同活动，只计分一次）。

各开放性实践课程环节须达到学分要求，在第五学期末考核。

八、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

取的硕士生应补修2门本科生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是《广播电视导论》《新

媒体概论》，补修方式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开卷考核方式，达到60分为合格，不计学分，

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九、毕业学分及要求

艺术（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52学分，其中课程40

学分，其他培养环节12学分，含开放性实践课程10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

中期考核合格，完成毕业作品与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的，方可毕业。

十、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艺术硕士（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申请者，须完成包括专业实践能力展示（毕业作品）

和专业学位论文答辩两部分组成的毕业考核才可获得学位授予。毕业考核总成绩计算方法

为：专业实践能力展示（毕业作品）占70%，专业学位论文答辩占30%。专业实践能力展示

（毕业作品）和专业学位论文答辩在第六学期同时进行。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

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毕

业作品和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一）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的选题应属于本学科范畴，来源于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中的现实问题。学位

论文应与专业实践能力展示（毕业作品）内容紧密结合，须根据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专

业特点，针对本人在专业实践中的问题思考、案例分析、有益探索、方法研究等进行分析

和阐述。学位论文应当在研究内容或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格式规范，字数不少于1万字。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

文定稿。学位论文通过重复率检测、盲审等环节后，研究生可申请答辩。研究生在学位论

文工作期间应持续修改完善论文。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不得提交答辩。

（二） 学位授予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课程学分和其他培养环节学分，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

不低于75分，中期考核合格，通过毕业作品展示和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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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后，可授予硕士学位。

专业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要求、质量要求见《艺术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论文写作规范》》

《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文件，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工作按学校《广

东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和《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授予标准》等相关规定执行。

十一、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三联书店,2014.

4.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5.胡智锋.传媒艺术导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6.彭兰.网络传播概论(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7.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第三版)[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8.范周.中国文化产业40年回顾与展望(1978—2018)[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9.陈波.逻辑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张法.美学导论(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1.马中红,陈霖.无法忽视的另一种力量: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 社,2015.

12.吴素玲.电视剧类型艺术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13.秦俊香.影视接受心理[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6.

14.唐玲玲.电影经济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

15.屠明非.电影特效教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16.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7.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M].北京:三联书店,2003.

18.张凤铸,关玲.中国当代广播电视文艺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

19.陶东风.文化研究读本[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0.罗刚,顾铮.视觉文化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1.应天常.节目主持语用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22.唐江山.数字时代下的电影变革[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

23.[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24.[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5.

25.[美]埃弗里特·E·丹尼斯.数字时代的媒介:连接传播、社会和文化[M].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9.

26.[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第二版)[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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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8.[英]阿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9.[美]斯蒂文·卢卡斯.演讲的艺术(第十版)[M].顾秋蓓,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2014.

30.[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31.[英]大卫·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M].张菲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32.[美]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33.[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A].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4)[C].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2000.

34.[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5.

35.[美]约翰·费斯克.电视文化[M].祁阿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6.[美]F·大卫·马丁.艺术和人文艺术导论[M].包慧怡/黄少婷,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2007

37.[美]达德利·安德鲁.经典电影理论导论[M].李伟峰,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38.[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9.[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40.[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M].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41.[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许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42.[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洐,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

43.冷淞.从“融”到“合”:论电视艺术新媒体化的“四维驱动”[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

大学学报),2018,40(11):103-107.

44.廖祥忠.从媒体融合到融合媒体:电视人的抉择与进路[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

报),2020(1):1-7.

45.廖祥忠.未来传媒:我们的思考与教育的责任[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

报),2019,41(3):1-7.

46.喻国明,杨嘉仪.理解直播:按照传播逻辑的社会重构——试析媒介化视角下直播的价

值与影响[J].新闻记者,2020(08):12-19.

47.胡智锋,刘俊.何谓传媒艺术[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36(01):72-76.

48.王晓红,等.中国网络视频年度案例研究[R].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2020(系

列).

49.梅宁华,支庭荣. 媒体融合蓝皮书: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21)[R].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21.

5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视听新

媒体发展报告(2020)/视听新媒体蓝皮书[R].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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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

通识

课

专业

核心

课

影视

创作

方向

影视

制作

方向

主持

表演

方向

Z7203001 影视产业概论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7203003 艺术创作方法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3 48 2
考查(课程论

文)

Z7203004 视听语言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1 考查(其他)

Z7203005 微电影创作实践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4 考查(其他)

Z7203006 视听传播研究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Z7203007 影视摄影与摄像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3 48 1 考查(其他)

Z7203008 短片创作实践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1 考查(其他)

Z7203009 影视写作基础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1 考查(其他)

Z7203010 类型叙事研究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Z7203011 剧本创作（上）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Z7203012 剧本创作（下）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Z7202002 影视声音创作与实践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Z7202003 影视后期特效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Z7203013 纪录片创作实践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Z3703013 主持传播研究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2
考查(课程论

文)

Z7202007 视听节目主持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Z7202009 影视表演创作与实践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2 考查(其他)

专业选修课

Z7202005
影视作品改编研究与

实践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Z7202006 场景创作训练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4 考查(其他)

Z7202008 影视制片管理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Z7202010 动画创作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Z7202012 视听产品营销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4 考查(其他)

Z7202013 湾区影视产业专题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4 考查(其他)

Z7202014 影视导演基础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312



Z7202015 节目策划理论与实践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4 考查(其他)

专业选修课 Z7202016 电视剧创作专题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3 考查(其他)

Z7202017
有声语言经典传承与

创新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4 考查(其他)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闭

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闭

卷))

Z7201002 艺术美学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Z7202018
研究方法与学术论文

写作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1 16 1

考查(课程论

文)

Z7203002 广播电视前沿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32 1
考查(课程论

文)

其他培养环

节

Z7207001 专业实习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0 5 考查(其他)

Z7207003 社会实践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1 0 5 考查(其他)

Z7207006
专业联合创作实践展

示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0 4 考查(其他)

Z7207007 学术实践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0 5 考查(其他)

Z7207008 教学实践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1 0 5 考查(其他)

Z7207009 中期考核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1 0 4 考查(其他)

Z7207010 产创融合实践工作坊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2 0 3 考查(其他)

Z7207011 毕业作品展示 湾区影视产业学院 1 0 6 考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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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硕士（艺术设计） 135108

一、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创新枢纽，“广东自贸区”

为轴，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国际化发展战略，构建以设计创新为核心，校、政、研、企

多维赋能、高效协同的全产业链式教育生态体系，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系统专业知识

和高水平专业技能，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专门人才。毕业生

能够胜任企业、院校、政府等部门所需的艺术设计实践、管理、教学、策划和组织等工作。

二、研究方向

1.环境设计

2.工业设计

3.视觉传达设计

三、学习年限

学制3年，全日制学习方式，最长学习年限5年（含休学和保留学籍），学位论文工作

时间不少于8个月。对提前完成规定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可按《广东财经大学

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暂行规定》申请提前毕业。

四、培养方式

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度。构建校政行企多轨制培养模式，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导师团

队和实践基地支持推进课程学习、专业实践、毕业设计和学位论文，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

合。研究生入学确定导师后两周内制定培养计划，第四学期结束前按照《广东财经大学研

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继续培养。

实行导师负责制及导师指导与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1.鼓励聘请本领域或行业的高

水平专家共同指导艺术设计实践。2.突出专业特点，以实践为主兼顾理论及素质培养，采

用课堂讲授、技能技巧训练与艺术设计实践等相结合的方式。3.创造实践条件，建立多种

形式的实践基地，加大实践环节学时数和学分比例。4.课程学习和教学实践环节按教学要

求进行考核。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5.课程教学和专业实践实行学分制。6.毕业

设计与学位论文相结合。

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研究生课程分学位类和非学位类两种，本专业公共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专

业选修课为非学位类课程。16个学时计 1学分。

六、专业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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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环节要求研究生根据培养计划在艺术设计实体机构或设计管理部门参与有

行业导师指导的艺术设计专业实践。采取集中与分段相结合的方式，实践时间不少于九个

月，计20学分，实践环境一般应在设计现场或实习基地进行，包括：1.各类校企联合培养

基地；2.我校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3.政府、其他企事业单位；4.导师的应用型、实践性

较强的科研项目；5.学校有关实验中心、工程中心和研究中心研究院（所）等。实践内容

包括市场研究、用户调研、设计研发、设计管理等。每位研究生根据双向选择方式配备行

业导师参与专业实践，完成分配的工作任务，出具专业实践单位的考核评价结果。

七、其他培养环节

其他培养环节主要包括作品发表 /专利授权、作品展示等。作品发表/专利授权：在

公开出版物以第一作者发表（含录用）专业作品1件或以上，作品内容应与研究方向一致；

或以第一发明人获国家专利授权（含申请）1件或以上；以上发表（含录用）的单位署名

或授权（含申请）的专利权人署名须为 “广东财经大学”，发表（含录用）或授权（含

申请）时间须为入学后至学位论文答辩前。合格者获得2学分。 作品展示： 专业学位 中

期考核前应完成不少于 8000 字以上的 课程汇报，并以 案例设计分析作品 形式展示 ，

此环节纳入中期考核。导师依据佐证材料予以认定。合格者获得 2学分。

八、考核方式及要求

学位类课程考核方式为：笔试（以下均含闭卷、开卷）、笔试结合课程论文、笔试结

合口试、笔试结合实验设计等；非学位类课程考核方式为：笔试、口试、课程论文、课程

论文结合实验设计、实验设计等形式，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经考核合格，学位类课

程达到 7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到60分以上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

力考取的研究生在中期考核前应补修两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是《设

计概论》《造型基础》，补修方式为 自学 ，达到 60分为合格，不记学分，应补修而未

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九、毕业学分及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为 50学分，其中 其他培养环节18学分 。研究生修满学分，中期考

核合格，完成必修环节，完成毕业 作品与 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方可毕业。

十、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类课程且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 75分（含75分),中期考核

合格者,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提交开题报告。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由研究生选定后经导师审核

认可 ,也可由导师指定。学位论文应当在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

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格式规范,字数不少于 0.8 万字 （不含谱例、图表）。

学位论文的进度是: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 ,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论

315



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

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 ,不得提交答辩。研究生在修学规定课程和获得规定学

分的同时，须完成包括毕业作品展示和专业学位论文答辩两部分组成的毕业考核。

研究生修满学分 ,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的,符合学校学位授予规定者,方能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其它工作按学校

《学位授予规定》和《硕士学位论文 工作 细则》有关规定执行。硕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

要求、质量要求见《广东财经大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准》、《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

位授予标准》和《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等文件，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工

作按学校《广东财经大学学位授予规定》、《广东财经大学学术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

和《广东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十一、附件：必读书目、文献、期刊

环境设计：

1.维特鲁威.建筑十书[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

2.吴良镛.广义建筑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3.罗伯特·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M].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4.S·E·拉斯姆森.建筑体验[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

5.Brian Edwards.可持续性建筑[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工业设计：

1.柳冠中.事理学论纲[M].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

2.原研哉.设计中的设计[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3.深泽直人.深泽直人[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4.威廉姆斯（Robbin Williams）.写给大家看的设计书[M].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

5.付志勇、夏晴.设计思维工具手册[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视觉传达设计：

1.王受之.世界现代平面设计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2.德比·米尔曼.平面设计法则[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3.陆泉.图像语义信息可视化交互研究[M].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4.殷俊、邓若伊.新媒体与文化艺术产业[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5.约翰·伯格.观看之道[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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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核心课

Z7102007 设计史与当代思潮 艺术与设计学院 4 72 1 考查(其他)

Z7102008 设计思维方法 艺术与设计学院 4 72 2 考查(其他)

Z7102009 信息可视化设计与传播 艺术与设计学院 3 54 2 考查(其他)

Z7103001 艺术美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卷))

Z7103002 艺术创作方法研究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卷))

Z7103003 研究生英语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2 1 考试(笔试(闭卷))

Z7103005 设计范式与创新 艺术与设计学院 3 54 1 考查(其他)

Z7103007 可持续设计实践 艺术与设计学院 3 54 2 考查(其他)

专业选修课

Z7102002 工业设计专题 艺术与设计学院 3 54 2 考查(其他)

Z7102003 视觉传达设计专题 艺术与设计学院 3 54 2 考查(其他)

Z7102004 城市更新与乡村设计 艺术与设计学院 3 54 3 考查(其他)

Z7102005 产品智能创新设计 艺术与设计学院 3 54 3 考查(其他)

Z7102006 品牌形象设计 艺术与设计学院 3 54 3 考查(其他)

Z7102010 城市设计 艺术与设计学院 3 54 2 考查(其他)

Z7102011 室内空间设计前沿 艺术与设计学院 3 48 2 考试(笔试(闭卷))

Z7102012 中国美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2 2 考试(笔试(闭卷))

公共必修课

G2205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2 1/2 考试(笔试(闭卷))

G2205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2选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6 1/2 考试(笔试(闭卷))

其他培养环

节

Z7107003 作品发表-专利授权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6 6 考查(其他)

Z7107005 专题研究 艺术与设计学院 6 108 4 考查(其他)

Z7107006 设计实践 艺术与设计学院 10 180 5 考查(其他)

补修课
Z7106001 设计概论（补本） 艺术与设计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卷))

Z7106002 造型基础（补本） 艺术与设计学院 0 0 1 考试(笔试(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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