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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研究生培养方案是根据研究生培养目标制定的具体实施方案，是保障研究生培

养质量的基础环节。千秋伟业，人才为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

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及全国教育大会

的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落实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

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发布

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等系列文件要求，确保研究生人才

培养的质量，全面修订了学校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方案修订理念

遵循立德树人和 ＯＢ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ａｓ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教学理念，以服务需求为导

向，紧密围绕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

求，精确研究生人才培养目标，明确毕业要求，并据此逆向设计课程和教学活动，确保

教育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

同时，全面优化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分类培养规格，着重教育方向、强化课程设

置、培养环节等要素对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生素质能力培养要求的支撑作用，提高培养

方案与社会需求、学生发展需要的契合度，确保培养方案制定符合“知识性”的深度要

求，具备“时代性”的前沿视野，遵循“规范性”的严谨标准，体现“三性”原则的有机

融合。

二、培养方案修订内容

紧扣建设大湾区一流财经大学的总目标，围绕培养具有良好思想道德、人文素

养、科学精神、专业知识和国际视野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定位，

对学校博士、硕士学位点共计６３套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全面修订，内容涵盖培养目

标、基本要求、研究方向、学习年限、培养方式、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必修环节与要

求、学分要求、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等九大部分。突出符合国家标准、落实学术型和

专业型两类学位分类发展、彰显学校办学特色、体现融通创新，培养湾区特色鲜明的

创新型人才。重点修订内容有：



培养目标：以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为需求导向，围绕学校发展定位

和社会对专业人才素质能力的新要求，凝练体现学校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的培养目

标。学术学位重在面向知识创新发展需要，培养具备较高学术素养、较强原创精神、

扎实科研能力的学术创新型人才；专业学位重在面向行业产业发展需要，培养具备扎

实系统专业基础、较强职业实践能力、较高综合素养的实践创新型人才。

课程设置：突出核心课程建设和课程体系优化，体现课程设置的完整性、前沿性、

层次性。学术学位突出教育教学的理论前沿性，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

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升；专业学位突出教育教学的职业实践性，强调产教融

合，基础课程和行业实践课程的有机结合，提倡采用案例教学等多种形式，提升解决

行业产业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能力需求与课程设置相匹配的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

体系。

学位论文：分类要求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和规范。注重对学术学位研究生综合素

质、专业能力和未来成长力的培养和考察。重点推进对专业学位实行多元化学位论

文或实践成果考核方式。

毕业要求：以研究生成长成才为导向，体现《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

基本要求》中的“基本要求”，根据我校办学特色和就业方向，明确研究生在毕业时应

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等。针对分类培养的发展思路，专业学位还专设了“实践训

练”模块及应接受的实践训练内容。

三、培养方案修订特点

构建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需求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和激发研究生的创

新思维和实践创新能力，打造有广财标识、湾区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品牌。人才培养方

案特点如下：

坚持立德树人，推进全面发展。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研究生培养体系，实现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坚持五育并举，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研究

生教育体系。学术学位强化科教融汇协同育人，鼓励以跨学科、交叉融合、知识整合

方式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专业学位强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与行业产业部门共同制

定体现专业特色的培养方案，健全双导师制度，强化专业学位类别与相应职业资格认

证的衔接机制。

落实守正创新，深化分类培养。紧跟国家标准，严格遵循《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

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学术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专业学位研究生

核心课程指南（试行）》，以及相关专业学位指导性培养方案等制度文件要求。强化



了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在定位、标准、培养、评价、师资等环节的差异化要求，系统梳

理培养方案中“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体系”“教学计划”“教学内容”等要素的

内在逻辑，全面形成两类教育各具特色、齐头并进的格局。

彰显湾区特色，培养时代新人。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中凸显“湾区一流”追求，聚

焦湾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着重将时代特征与地域特色融入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之

中，将用人需求、学校办学特色和专业深度相融合，强化服务社会需求的能力。

四、培养方案修订过程

先谋后定，前瞻布局。根据科技快速发展、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变化和国家

对人才培养的最新要求，从２０２３年底开始谋划和布局，２０２４年１月发布修订通知。
各培养单位增强主体责任，成立培养方案修订领导小组，负责统筹修订工作。１月－４
月期间，各培养单位通过学习、调研及意见征集，结合学位授权点评估专家诊断结果，

形成培养方案初稿。

反复论证，对标前沿。５月，研究生院对培养方案进行审查反馈，印发《广东财经
大学２０２４年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方案》，推出修订细则及参考模板。各学位点
对标国内外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紧跟学科前沿进展，经过学位点内部研讨、学院培

养指导委员会审核、多轮修改完善等环节，持续优化培养方案。

领导重视，专家指导。分管领导邹新月副校长多次组织部署，中大、暨大、华师等

多所高校专家审（评）议；研究生院组织修订指导会１０余场，累计修改反馈意见千余
条，优化课程２００余门等，最终编订成册。

培养方案修订已告一段落。一方面，作为阶段性成果，仍存在许多不足；另一方

面，人才培养方案也总是根据经济社会变化和学科发展不断完善。立足新时代和新

征程，研究生院和各学位点一起，将不断落实人才培养的新使命，共建学校高质量研

究生培养体系，为建成大湾区一流财经大学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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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

培养单位：经济学院

理论经济学（０２０１００）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提升“一核一带一区”教育发展水平，顺应人

工智能科技和数字经济发展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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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复杂国际环境和满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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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实践和理论问题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深入的研究能力，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较强的国际

交流能力，胜任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机关、企业等单位从事经济理论创新或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理论经济学硕士生应掌握的基础知识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

分）、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方面的基本知识；能够运用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方

法与工具进行经济分析；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

理论经济学硕士生应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宽广的知识面，能够熟悉经济理论发展的前沿动态，掌

握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具有独立从事经济研究的能力；能够把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起来，阐释现实生活

中的经济现象，能够提供有一定价值的经济政策建议。

理论经济学硕士生须熟练掌握文献、数据等资料查询的技能，并加以归纳、处理与分析；具备一定的

调查研究的经验和技能，为从事的特定理论研究提供详实的材料和实践基础。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理论经济学硕士生应具有较好的才智、涵养和创新精神；具有较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

业知识；能够发现理论难题，创新理论思路，做出理论论证；具有较强的学术悟性和表达能力；遵循学术伦

理与坚守科学诚信，自觉地遵守学术规范，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２．学术道德
理论经济学硕士生应遵纪守法，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及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做

出明确、准确的表述。严禁以任何方式漠视、淡化、曲解乃至剽窃他人成果。热爱学术，把研究作为探索

真理、追求真理的志向和事业，正确对待研究成果的学术荣誉，勇于承担学术责任和学术义务。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理论经济学硕士生应当具备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有效获取研究所需的信息、资源和方法的能力，包

括但不限于：通过导师指导、课堂学习、自主学习、项目参与、专业交流、辅助教学等途径获取从事研究和

实际工作所需的全面知识的能力；熟悉掌握使用专业文献库与数据库，以及文献检索、信息搜集、数据处

理的基本能力；开展社会实践与社会调研的能力；通过认真研读前人或同行的研究成果，进而寻找适合自

己研究问题的能力。

２．科学研究能力
理论经济学硕士生应具有对前人的经过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进行继承和吸收的能力；能够在新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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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起点和新的经济实践上，总结规律，提炼理论，具备利用经济理论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能力和对

经济政策进行初步分析的能力。理论经济学硕士生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还应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包

括针对问题获得有效思路，并在形成思路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论证分析与清晰的语言表达解决问题。

理论经济学硕士生应具有一定的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主要包括：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

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视角与方法研究分析问题；熟练掌握和运用计量、统计等现代数量分析方法；能够

对不同类型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综合与比较，具有判断不同方法的优点和不足的能力等。

３．实践能力
理论经济学硕士生应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积极地去接触和调研现实的经济工作与生活，在开展学

术研究或为经济实践提供政策和决策建议方面具有较强的本领；能够独立查询资料、调查调研、思考分

析、撰写论文或报告、回答问题与质疑，并从事相关的咨询活动；应当善于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研究成

果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能够为现实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提供有一定价值的建议；具备

良好的协作精神和一定的组织能力，胜任团队性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分工与合作。

４．学术交流能力
理论经济学硕士生应具备良好的学术表达和交流能力，具备运用经济学专业术语进行富有逻辑、简

练准确、清晰而富有层次的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的能力，善于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展示自己的学术成

果，鼓励在专业学术期刊、学术网站、学术研讨会、学术平台等发表或发布研究成果。

５．其他能力
理论经济学硕士应具有一定的调查研究能力，通过实地调查、访谈、数据搜集和处理等方式，将理论

知识与技能运用到实践工作中，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注重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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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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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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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理论经济学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公共必修

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语》

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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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３．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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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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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６０分）以上为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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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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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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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学分。总计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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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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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７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０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６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本人从事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或是针对经济现象调查

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成的学术论文或调查研究报告。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１．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的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理论探索或社会实际，具有明确的经济学背景，有较强的理论深度、应

用性和现实背景，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拟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在研究过

程中，应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论文的论点、建议、结论等要有创新以及较强的理论意义或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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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研究内容可以是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与应用、应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研究与应用、与学科方向

相关的社会经济规律或现实问题的政策研究、国内外应用经济学理论、方法、实践的比较研究等。

学位论文应格式规范，字数不少于３万字。学位论文其它的规范性要求应严格依照《广东财经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的规定。

２．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学位申请者独立完成，不得抄袭他人的研究成果。论文的整体工作

量要饱满，一般应至少有一年的论文实际工作时间，能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技术手段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在某些方面提出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学术观点或对策建议。

学位论文要求概念清晰、立论正确、分析严谨、层次分明、计算正确、数据可靠、文句简练、图表清晰，

能体现研究生扎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的行业领域学术动态以及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

优良的学术素养。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理论经济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０００１００１ 中级微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２ 中级宏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３ 中级计量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１１０２０５０
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１１０１００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ａＮｅｗＥｒａ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８４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Ｐａｐ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２８ 数理经济学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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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１１０２００２ 产业发展与政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０３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０６ 发展经济学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１０ 世界经济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５１ 西方经济学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５４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６２
统计模型与量化应用分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６８ 区块链经济学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６９ 数字经济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７０ 佛山特色发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Ｆｏｓｈａｎ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７１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研究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ＧｒｅａｔｅｒＢａｙＡｒｅａ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７９ 劳动经济学前沿专题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Ｌａｂ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８１ 两岸经济关系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８２ 收入分配专题研讨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ｅｍｉｎａｒｏｎＩｎｃｏｍ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８３ 气候经济学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３０１８ 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９４ 经济学哲学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２０２００１ 国际金融研究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２０２００３ 现代投资理论

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４０２００１ 经济研究方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４０２００５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国民经济

研究中心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４０３００２ 新制度经济学

Ｎｅ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１０ 统计机器学习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统计与

数学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１１ 数据可视化

Ｄａｔａ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统计与

数学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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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

培养单位：数字经济学院

中观经济学（０２０１Ｚ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扎根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针，培养具备

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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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能够运用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方法与工具进行经济分析；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进行口头
和书面交流。

２．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宽广的知识面，能够熟悉经济理论发展的前沿动态，掌握经济学基本研究
方法，具有独立从事经济研究的能力；能够把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起来，阐释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能

够提供有一定价值的经济政策建议。

３．须熟练掌握文献、数据等资料查询的技能，并加以归纳、处理与分析；具备一定的调查研究的经验
和技能，为从事的特定理论研究提供翔实的材料和实践基础。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具有较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够发现理论难题，创新理论思路，做出理论论

证；具有较强的学术悟性和表达能力；遵循学术伦理与科学诚信，自觉地遵守学术规范，具有高度的社会

责任感。

２．学术道德
遵纪守法，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及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做出明确而又准确地表

述。严禁以任何方式漠视、淡化、曲解乃至剽窃他人成果。热爱学术，把研究作为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

志向和事业，正确对待研究成果的学术荣誉，勇于承担学术责任和学术义务。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具备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有效获取研究所需的信息、资源和方法的能力，熟悉掌握使用专业文献库

与数据库，以及文献检索、信息搜集、数据处理的基本能力；开展社会实践与社会调研的能力；通过认真研

读前人或同行的研究成果，进而寻找适合自己研究问题的能力。

２．科学研究能力
具备利用经济理论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能力和对经济政策进行初步分析的能力，具有一定的独立

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熟练掌握和运用计量、统计等现代数量分析方法；能够对不同类型的经济学研究方

法进行综合与比较，具有判断不同方法的优点和不足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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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实践能力
善于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研究成果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能够为现实的经济运行和

经济发展提供有一定价值的建议；具备良好的协作精神和一定的组织能力，胜任团队性学术研究和实践

工作。

４．学术交流能力
具备良好的学术表达和交流能力，具备运用经济学专业术语进行富有逻辑、简练准确、清晰而富有层

次的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的能力，善于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鼓励在专业学术期

刊、学术网站、学术研讨会、学术平台等发表或发布研究成果。

三、研究方向

１．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
２．区域政府竞争与超前引领
３．市场经济双重主体与阶段发展规律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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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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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中观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公

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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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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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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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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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由校内外组织的学术讲座，由学
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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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学分。

（三）文献阅读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结合论文选题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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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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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的方可毕业。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７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０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６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本人从事创新性的中观经济学科学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或是针对经

济现象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成的学术论文或调查研究报告。

１．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的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理论探索或社会实际，具有明确的经济学背景，有较强的理论深度、应

用性和现实背景，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拟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在研究过

程中，应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论文的论点、建议、结论等要有创新以及较强的理论意义或实践价值。

具体研究内容可以是中观经济学理论探索与应用、中观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研究与应用、与学科方向

相关的社会经济规律或现实问题的政策研究、国内外应用经济学理论、方法、实践的比较研究等。学位论

文不少于三万字，其它的规范性要求应严格依照《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的规定。

２．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学位申请者独立完成，不得抄袭他人的研究成果。论文的整体工作

量要饱满，一般应至少有一年的论文实际工作时间，能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技术手段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在某些方面提出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学术观点或对策建议。

学位论文要求概念清晰、立论正确、分析严谨、层次分明、计算正确、数据可靠、文句简练、图表清晰，

能体现研究生扎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的行业领域学术动态以及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

优良的学术素养。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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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经济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２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１／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０００１００１
中级微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３
中级计量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２
中级宏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Ｓ１７０３００１
中观经济学

Ｍｅｚｚ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数字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１７０３００３
政府经济学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数字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１７０３００２
数字经济学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数字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９２０３００２
论文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数字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１１０２０２８
数理经济学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０３
数字经济前沿专题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数字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０６
数字经济统计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数字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０１
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专题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数字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０９
数据分析与经济决策

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数字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１０
机器学习

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数字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０８
时空大数据分析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数字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０７
金融大数据

ＦｉｎａｎｃｅＢｉｇＤａｔａ
数字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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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Ｓ９２０２０１４
平台经济学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数字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０５
数据资产化

ＤａｔａＡｓｓ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数字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０４
数字化运营

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数字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１３
湾区经济学

ＢａｙＡｒｅ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数字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１２
数字产业经济学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数字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０２
数字化转型案例精选

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ｓ
数字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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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

培养单位：经济学院

国民经济学（０２０２０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和全面发展，使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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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数字时代国民经济运行和老龄化过程中的国民经

济高质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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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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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基础知识
掌握国民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具备宏微观计量能力；具备对实际经济

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能力，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实证性或对策性研究；掌握本专业领域的国内外文献。

２．专业知识
系统学习和掌握经济增长、国民经济核算、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与流派等理论与专题，密切关注现

实中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完成国民经济学培养方案的核心课程，所修课程必须考核合格；注重吸收其

它学科领域知识，形成交叉融合的知识体系。

３．工具性知识
（１）外语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较好的国际交流能力。
（２）计算机知识。掌握经济分析软件或统计软件，同时还要求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操作系统和文献

检索工具查阅经济金融文献和资料。

（３）调研知识。具有一定的调查研究能力，通过访谈、实地调查以及数据处理等方式，将理论知识运
用到实践工作中，以适应本学科应用性的特点和研究成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需求。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掌握国民经济学相关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具有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具备学术探索和创新精神，遵

守职业道德和学术研究伦理，具备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创新能力、研究过程设计能力、学术交流、

学位论文撰写等基本的学术能力。

２．学术道德
重视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道德，反对弄虚作假等学术失范现象。

（三）基本学术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追踪学术前沿，具备基本的目录学知识，能快捷地检索与本学科相关的信息和知识；能从各类数据

库、学术期刊、研究机构网站等，获取能够符合自己需求的信息，并进行总结与归纳。

２．科学研究能力
国民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应具有问题意识，对实际经济问题进行理论提炼与概括，具有应用经济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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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和分析工具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和解释的能力，能独立进行理论研究，并能在相关

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３．学术交流能力
具有进行口头报告、演讲和回答专业问题的能力，并具备较好的国际交流能力。

４．实践能力
在理论和专业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具备应用理论知识，参与专业实践、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５．开拓创新能力
要求具备一定的开拓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提出创新性观点和创造性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数字经济与国民经济转型
２．劳动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３．国民经济运行与政策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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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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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必

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语》

三门课选中一门修读。

２．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３．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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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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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６０分）以上为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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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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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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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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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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学分。总计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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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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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１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８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本人从事创新性的国民经济学科学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或是针对经

济现象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成的学术论文或调查研究报告。

１．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国民经济理论探索或社会实际，具有明确的经济学背景，有较强的理论深

度、应用性和现实背景，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拟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在研究

过程中，应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论文的论点、建议、结论等要有创新以及较强的理论意义或实践价值。

具体研究内容可以是应用国民经济理论探索与应用、应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研究与应用、与学科方

向相关的经济社会规律或现实问题的政策研究、国内外应用经济学理论、方法、实践的比较研究等。

学位论文应格式规范，字数３万字以上，学位论文其它的规范性要求应严格依照《广东财经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写作规范》的规定。

２．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学位申请者独立完成，不得有学术不端行为。论文需紧扣国民经济

实践进行选题，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理论深度，论文的整体工作量要饱满，一般应至少有一年的论文实际

工作时间，能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技术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在某些方面提出

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学术观点或对策建议。

学位论文要求概念清晰、立论正确、分析严谨、层次分明、计算正确、数据可靠、文句简练、图表清晰，

能体现研究生扎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的行业领域学术动态以及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

优良的学术素养。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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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０００１００１ 中级微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２ 中级宏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３ 中级计量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１４０２００１ 经济研究方法（写作）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３００７ 空间经济学

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１４０２００４ 经济学流派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ｏｏｌｓ
国民经济

研究中心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１４０３００３
国民经济核算与管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国民经济

研究中心
２ ３２ １ 考查

专业选修课

Ｓ１１０２０５４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６８ 区块链经济学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０３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７９ 劳动经济学前沿专题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Ｌａｂ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９８ 数字经济与网络经济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ｃｏｎｏｍｙ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３０１９
经典著作研读（含《资本论》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Ｗｏｒｋ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４０２００５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ａｙ

国民经济

研究中心
２ ３２ ３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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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

培养单位：经济学院

区域经济学（０２０２０２）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坚持扎根大湾区、立足全国、放眼全球，侧重研究大湾区区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规律、空间组织及

其相互关系等问题，培养适应在大湾区及大城市地区从事经济规划、管理等工作的人才。坚持理论与实

践密切结合的培养模式，综合运用经济学、地理学、数字经济学及规划技术、数字技术等多学科和手段，培

养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能够运用相关分析方法和技术手段，解析区域经济问题，具备一定的制订和

实施区域发展规划或战略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业人才。力求使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综合经济管

理部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以及决策咨询等部门相关领域的研究以及技术和行政管理工作。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基础知识
掌握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具备对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熟练阅读本专业相关的国内外

文献；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实证性或对策性分析处理，具备中高级水平的宏微观经济和计量分析能

力，解决实际经济问题。

２．专业知识
掌握区域经济学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熟知国内外区域经济学理论前沿和现实重大焦点问

题。完成区域经济学培养方案的核心课程。学生还可根据自身特点，从其他专业基础课程获取所需的专

业基础知识以及与自己的研究方向形成交叉的学科知识。

３．工具性知识
（１）外语知识。具有较熟练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和较好的听说写表达能力，具备基本的国际交流

能力。

（２）计量与统计分析知识。掌握经济分析软件与统计软件，特别要熟练操作ＧｅｏＤａ、ＧＩＳ、Ｓｔａｔａ、Ｍａｔｌａｂ
等一种以上具有空间计量分析功能的专业软件，同时还要求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操作系统和文献检索工

具查阅经济文献和资料。

（３）调研知识。具有一定的调查研究能力，通过访谈、数据收集和处理以及实地调查等方式，将理论
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以适应本学科应用性的特点和研究成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需求。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具有科学精神，掌握区域经济学相关的经济思想和分析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勤奋、勇于创新，富

有合作精神。具有强烈的事业心，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守职业道德和学术研究伦理。

具备包括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创新能力、数据分析能力、研究过程设计能力、学术论文撰写

等基本的学术能力。

能在所有的专业活动，如在教学、实际应用、项目管理或执行，以及进行调查研究等环节中，综合运用

专业知识，提出创新性的观点和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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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术道德
重视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遵守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道德，反对弄虚作假等学术失范现象。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区域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不仅要学会在课堂上获得理论与实践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锻炼和培养自己

通过实践活动，获取相关实践知识的能力。

２．科学研究的能力
本专业研究生应具有问题意识，对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一体化、城市化、环境与经济相互关系等

问题进行理论提炼与概括，熟练掌握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的主要分析方法，能运用计量分析工具对区域

经济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具有应用相关理论知识和分析工具对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和解释的能力。

３．数据挖掘与分析的能力
本专业研究生应在大数据时代具备挖掘、获得相应研究数据，并能够对其进行计量与统计分析，特别

是空间维度数据的挖掘与分析能力。

４．学术交流的能力
本专业研究生应具有进行口头报告、演讲和回答专业问题的能力。

５．实践与写作能力
本专业研究生应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具备应用理论知识，参与专业实践、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并

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提高自身学术论文撰写的能力。要体现在运用知识、实际技术创新和创

造性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

三、研究方向

１．区域协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２．大湾区城市化与城镇体系
３．数字经济与区域发展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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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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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区域经济学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公共必修

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语》

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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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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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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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６０分）以上为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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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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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讲座、论坛或会议，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０５学分；同时由各导师灵活开展学术组会，要求研究
生在校期间每个月最少参与１次组会，每学期需在组会上做３次学术报告，中期考核前形成不少于１２次
的学术组会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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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
学分。总计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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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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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方可毕业。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１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８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本人从事创新性的区域经济学科学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或是针对经

济现象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成的学术论文或调查研究报告。

１．规范性要求
区域经济学硕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完整和规范的学术论文。硕士生应该在导师的指导下独

立完成学位论文，不得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学位论文的选题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学

位论文的研究主题明确，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资料详实、充分、可靠，研究方法规范，分析和论证逻辑严

７１



谨，文字流畅，格式规范，结论不仅应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还应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

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主要由封面、独创性声明及版权授权书、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目录、插图和附表清单、主要符号表、引言、正文、参考文献、致谢、附录和作者简介等部分组成并按先后顺

序排列。

硕士学位论文的格式必须规范化和标准化。学位论文应格式规范，字数不少于３万字，符合广东财
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标题应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各类标题层级分明；正文必须文字表达流

畅，避免使用文学性质的或带感情色彩的非学术性词语，排版整齐规范；图表和公式标准；参考文献齐全

并按标准编排；论文中如出现非通用性的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应作相应解释。

２．质量要求
选题有一定的新意，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能够通过广泛阅读国内外研究文献，把握本领域国

内外学术动态和前沿问题，或管理实践中的主要问题，以独特的研究视角，提炼和明确研究的主要问题，

预期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应用价值。

学位论文所使用的资料和数据必须系统、详实、可靠，分析和研究逻辑清晰，研究方法规范且科学，即

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分析有序、论证严密、图表和公式标准、语言表述严谨、文笔流畅、格式规范，体现研

究选题、研究思路、研究设计、研究数据、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有机统一，体现硕士生善于提炼科学的研

究问题，具有文献总结评析，数据收集、计算和处理，研究方法运用，观点综合分析，以及结论严密论证的

科研工作能力。

学位论文体现出硕士生在本学科已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在管理理论或实践的研

究中，有一定程度的创新能力，较好地解决区域经济的某一具体理论或实际问题，论文成果具有一定的理

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区域经济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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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０００１００１ 中级微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２ 中级宏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３ 中级计量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１１０３００６ 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１１０３００７ 空间经济学

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１１０３００８ 城市经济学

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３０２２ 数字经济与区域发展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１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８８
区域经济论文写作指导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ｎＷｒｉｔ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１１０２００６ 发展经济学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０８ 规制经济学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１０ 世界经济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１７ 城市与区域规划

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３３ 时间序列分析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５４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５５ 劳动经济学前沿专题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Ｌａｂ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８７
区域经济前沿问题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Ｉｓｓｕｅｓ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１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８９ 数字化城市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ｉｔｉｅｓ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９０ 区域经济学研究方法论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３００２ 产业组织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１０１
粤港澳经济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ｎｄＭａｃａｏ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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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

培养单位：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０２０２０３）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着力培养具备全球视野和湾区特色的高层次财税人才。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化学生

对数字财税、现代财政体制以及地方财税管理的理解与应用，培养学生扎实的财政学基础、娴熟的财税政

策分析能力、卓越的科研素质和学术创新能力，胜任党政部门、智库、科研机构及企事业单位的财税管理、

政策分析、教学研究等工作岗位，并具备进一步深造的潜力。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基础知识
具备扎实的应用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并根据研究方向选择性掌握数理统计知识和相关领域经济学

的专门知识，具有定量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掌握基本经济研究方法，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相

关的国内外资料，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实证性或对策性分析处理，解决实际问题。

２．专业知识
掌握相应研究方向较为系统深入的专业基础知识及较为全面先进的专业技术知识。完成与本领域

专业知识相关所有核心课程，所修课程必须考核合格。

３．工具性知识（包括实验知识）
（１）外语知识。具有较熟练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一定的翻译写作能力和基本的听说交际能力，具

备基本的国际交流能力。

（２）计算机知识。至少掌握一种经济计量分析软件或统计软件，同时还要求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操
作系统和文献检索工具浏览与查询经济金融文献和资料。

（３）调研知识。具有一定的调查研究能力，通过访谈、数据收集和处理以及实地调查等方式，将理论
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以适应本学科应用性的特点和研究成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需求。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具有科学精神，掌握本学科相关的经济思想和分析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勤奋、勇于创新，富有合

作精神。具有强烈的事业心，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守职业道德和学术研究伦理，能够正确处理国家、单

位、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懂得对研究所涉及到的经济问题进行鉴别、提出和解决，能够对某一实际问题

提出研究和解决方案，并对其意义进行评价。能够以书面的和口头的方式有深度地、清楚地汇报科研成

果，特别是对实际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成果。能在所有的专业活动，比如在教学、实际应用、项目管理或

执行，以及进行调查研究等环节中，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提出创新性的观点和解决实际问题。

２．学术道德
增强献身科技、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正确对待学术研究中的名和利，抵制沽名钓

誉、急功近利、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等不良风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要自觉维

护学术尊严和学者的声誉，模范遵守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把学术价值和创新性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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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树立法制观念，保护知识产权，尊重他人劳动和权益。不得剽窃、抄袭他人成果，不得在未参与工作

的研究成果之中署名，反对以任何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的行为。诚实、守信，遵守道德规范。坚决抵制任

何有意捏造数据、歪曲数据、误导性等学术不规范行为。

（三）基本学术能力

１．获取知识能力
具备基本的目录学知识，能迅速地检索与本学科相关的信息和知识；具有从书本、媒体、期刊、学术会

议、报告、计算机网络等一切可能的途径快速获取能够符合自己需求的信息，并善于自学、总结与归纳的能力。

２．科学研究能力
掌握经济学基础理论、先进的经济分析方法，了解本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本领域的某一方向

具有从事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分析、管理与决策能力。能够在学习经济理论和解决经济学问题时，善

于创造性思维、勇于开展调查研究、利用已有研究成果解决实际问题。

３．实践能力
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开展学术研究，撰写研究报告，并能解决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调查、

规划、研究、设计、组织与实施等实际问题。具有良好的协调、联络、技术洽谈和国际交流能力，能够高效

地组织和开展经济问题分析与决策研究，解决项目进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能够胜任本领域较高

层次经济分析研究和经济管理工作。

４．学术交流能力
具备良好的学术表达和交流的能力，能够参加较高水平的国内外学术会议或相关经济领域的研讨

会，发表学术演讲，熟练地运用本专业的经济学知识，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进行学

术讨论和交流活动。

三、研究方向

１．财政理论与政策
２．税收理论与政策
３．数字财税理论与政策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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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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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财政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由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必修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

选修课构成，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语》

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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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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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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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场（学校、学院组织并经导师认
可），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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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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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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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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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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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１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８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基于创新性财政学理论或重大实务问题研究的独立

成果。论文应体现研究生在财政学领域的知识理论创新能力，能够综合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与分析工

具，提出有效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１．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本人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或是具有新发现的调查研究而得出

的结论，一篇规范的硕士学位论文应当包括如下几个部分：封面（论文题目和作者）、版权页（论文独创性

声明和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论文摘要、目录、图标索引（文中的公式、图表必须进行编号，并与行

文一致）、正文、致谢等部分组成。正文应包含以下要素：前沿；文献综述；概念、假设与研究方法；对主要

２２



研究内容进行论证和说明；结论；注释与参考文献；附录。每一部分的格式应符合有关学术规范。

２．质量要求
（１）选题有明确的经济应用背景，学位论文工作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或理论深度，论文成果具有一

定的理论性和实用性。

（２）学位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由本人独立完成，不得抄袭他人的文字或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
必须保证充裕的时间，一般至少不低于一年。

（３）文献综述应对选题所涉及的经济理论和实际问题，以及所选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状况有清晰的描
述与分析；

（４）正文应综合应用基础理论、经济学方法、专业知识和实证分析等对所解决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
研究，并能在某些方面提出一定的见解或观点。

（５）论文写作要求概念清晰，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理通顺，版式规范。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财政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０００１００１ 中级微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２ 中级宏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３ 中级计量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１３０１００２ 税收经济学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财政税务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

Ｓ１３０３００３ 公共财政学

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
财政税务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

Ｓ１３０２０１８ 财政管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财政税务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试

Ｓ１３０３００４ 学术论文写作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财政税务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３２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１３０２０１４
财税管理数字化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ｃａｌ
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财政税务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３０２００９ 政府预算管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ｕｄｇｅ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财政税务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３０２０１３ 财税计量分析

ＦｉｓｃａｌａｎｄＴａｘ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财政税务

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查

Ｓ１３０２０１９ 财税思想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Ｔｈｏｕｇｈｔ
财政税务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３０２０１２ 数字经济与财税政策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ＦｉｓｃａｌａｎｄＴａｘＰｏｌｉｃｙ
财政税务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３０２０２１ 税收管理

Ｔａｘ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财政税务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３０２０１５ 比较财政制度

ＣｏｍｐａｒｅＦｉｓ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财政税务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３０２０１７
国有资产管理与运营研究进展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Ａｓｓｅｔ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财政税务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３０２０１６ 比较税制

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ａｘＳｙｓｔｅｍｓ
财政税务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３０１８ 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财政税务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

４２



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

培养单位：金融学院

金融学（０２０２０４）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具备全面、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通过规范的学术训练，掌握本专业领域的基础研究成

果，具备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能够针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设计方案、构建模型、实证检验，并

具有继续学习、提高、创新的基础和能力；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文献资料，具有

基本的国际交流能力；思维严谨，具有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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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基础知识
硕士生要具有扎实的金融学基础理论知识，学习数理统计知识和相关领域金融学的专门知识，提高

专业素养，提升定量分析和解决实际金融学问题的能力。硕士生应能掌握基本的金融研究方法，能熟练

地阅读本专业相关的国内外资料，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实证性或对策性分析处理，解决实际问题。

２．专业知识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应掌握金融学相应研究方向较为系统深入的专业基础知识及较为全面先进的专

业技术知识。必须完成与金融学相关所有核心课程，所修课程必须考核合格。随着领域外延的进一步扩

大，学科与领域间的交叉进一步加深，硕士生还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从其他专业基础课程获取所需的专

业基础知识以及与自己研究方向形成交叉的学科知识。

３．工具性知识（包括实验知识）
（１）外语知识。具有较熟练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一定的翻译写作能力和基本的听说交际能力，具

备基本的国际交流能力。

（２）计算机知识。至少掌握一种经济计量分析软件或统计软件，同时还要求能够熟练运用文献检索
工具浏览与查询经济金融文献资料。

（３）调研知识。具有一定的调查研究能力，通过访谈、数据收集和处理以及实地调查等方式，将理论
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以适应本学科应用性的特点和研究成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需求。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具有科学精神，掌握本学科相关的经济思想和分析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勤奋、勇于创新，富有合

作精神。具有强烈的事业心，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守职业道德和学术研究伦理，能够正确处理国家、单

位、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懂得对研究所涉及到的经济问题进行鉴别、提出和解决，能够对某一实际问题

提出研究和解决方案，并对其意义进行评价。能够以书面的和口头的方式有深度地、清楚地汇报科研成

果，特别是对实际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成果。能在所有的专业活动，比如在教学、实际应用、项目管理或

执行，以及进行调查研究等环节中，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提出创新性的观点和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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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术道德
增强献身科技、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要正确对待学术研究中的名和利，抵制沽名

钓誉、急功近利、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等不良风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要自觉

维护学术尊严和学者的声誉，模范遵守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把学术价值和创新性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

标准。树立法制观念，保护知识产权，尊重他人劳动和权益。不得剽窃、抄袭他人成果，不得在未参与工

作的研究成果之中署名，反对以任何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的行为。诚实、守信，遵守道德规范。坚决抵制

任何有意捏造数据、歪曲数据、误导性等学术不规范行为。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要具备基本的目录学知识，能迅速地检索与本学科相关的信息和知识；具有从书本、媒体、期刊、学术

会议、报告、计算机网络等一切可能的途径快速获取能够符合自己需求的信息，并善于自学、总结与归纳

的能力。

２．科学研究能力
要掌握经济学基础理论、先进的经济分析方法，了解本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本领域的某一方

向具有从事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分析、管理与决策能力。能够在学习经济理论和解决经济学问题时，

善于创造性思维、勇于开展调查研究、利用已有研究成果解决实际问题。

３．实践能力
要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开展学术研究，撰写研究报告，并能解决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调

查、规划、研究、设计、组织与实施等实际问题。具有良好的协调、联络、技术洽谈和国际交流能力，能够高

效地组织和开展经济问题分析与决策研究，解决项目进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能够胜任本领域较

高层次经济分析研究和经济管理工作。

４．学术交流能力
具备良好的学术表达和交流的能力，能够参加较高水平的国内外学术会议或相关经济领域的研讨

会，发表学术演讲，熟练地运用本专业的经济学知识，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进行学

术讨论和交流活动。

三、研究方向

１．金融理论与政策
２．金融工程与资本市场
３．数字金融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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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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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金融学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公共必

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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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语》

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３．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４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是《政治经济
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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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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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学分；中期考核前完成不少于８０００字的学术论文写作并参加论文大
赛，由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合格者计０５学分。

（三）文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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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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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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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３９学分，其中课程３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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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２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９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题目应尽量跟随导师的研究方向或学术兴趣。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的

金融学背景，其研究成果要有实际应用价值或政策指导意义，拟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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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应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论文的论点、结论和建议应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实践价值。

（二）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１．选题有明确的金融学应用背景，学位论文工作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或理论深度，论文成果具有一
定的理论性和实用性。

２．学位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由本人独立完成，不得抄袭他人的文字或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必
须保证充裕的时间，一般不低于一年。

３．文献综述应对选题所涉及的金融理论和实际问题，以及所选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状况有清晰的描述
与分析。

４．正文应综合应用基础理论、经济学方法、专业知识和实证分析等对所解决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研
究，并能在某些方面提出一定的见解或观点。

５．论文写作要求概念清晰，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理通顺，版式规范。
（三）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金融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２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１／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０００１００１ 中级微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２ 中级宏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３ 中级计量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１２０２００２ 公司金融理论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１２０２００３ 现代投资理论

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试

Ｓ１２０３００３ 金融经济学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２０３００４ 学位论文写作指导

Ｔｈｅｓ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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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选修课

Ｓ１２０２００１ 国际金融研究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

Ｓ１２０２００４ 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

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２０２００５ 金融工程学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２０２００６ 商业银行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ｓ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试

Ｓ１２０２００８ 财富管理

Ｗ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２０２００９ 资本市场运作

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２０２０１０ 微金融与科技金融

Ｍｉｃｒｏ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ｉｎａｎｃｅ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２０２０１２ 国家金融学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２０２０１３ 微观计量工具与应用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ｏｏｌ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２０３００１ 金融前沿问题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试

Ｓ１２０２０１７ 金融伦理与职业道德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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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

培养单位：经济学院

产业经济学（０２０２０５）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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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扎实和前沿的经济学理论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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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国际视野和较强国际交流能力，能

够对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空间布局等现实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和提

出解决方案，对产业组织和产业规制、产业协同和产业融合等方面有深入思考研究，能较好服务粤港澳大

湾区和全国产业经济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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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基础知识
要求具备扎实的应用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和较深广的产业经济学专业知识，通过学习数理统计知识

和产业经济学的专门知识，提高专业素养，提高定量分析和实际经济问题的处理能力。能掌握产业经济

学前沿研究方法，具备对现实产业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能熟练阅读产业经济领域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资

料；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实证性和对策性分析，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２．专业知识
要掌握产业经济学较为系统深入的专业基础知识及较为前沿的企业理论、产业组织、产业结构、政府

规制、产业发展与政策等专业技术知识，提高专业素养。必须完成产业经济学专业知识相关的核心课程，

所修课程必须考核合格，同时从其他专业基础课程获取与自己研究方向容易形成交叉的学科知识。

３．工具性知识（包括实验知识）
（１）外语知识
具备较熟练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一定的翻译写作能力和基本的听说交际能力，具备基本的国际交

流能力。

（２）计算机知识
至少掌握一种经济计量分析软件。

（３）调研知识
具备一定的调查研究能力，通过访谈、数据收集和处理以及实地调查等方法，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

工作中，以适应本学科应用性特点和研究成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需求。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具备科学精神，掌握本学科相关的经济思想和分析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勤奋、勇于创新，富有合

作精神。

具备强烈的事业心，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守职业道德和学术研究伦理，能够正确处理国家、单位、

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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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某一实际问题提出研究和解决方案，并对其意义进行评价。

能以书面和口头的方式有深度地、清楚地汇报科研成果，特别是对实际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成果。

能在所有的专业活动，提出创新性的观点和解决实际问题。

２．学术道德
增强献身科技、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

度。树立法制观念，保护知识产权。诚实守信，遵守道德规范。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要具备基本的目录学知识；具备从书本、媒体、期刊、学术会议、报告、计算机网络等一切可能的途径

快速获取能够符合自己需求的信息，并善于自学、总结与归纳的能力。

２．科学研究能力
要掌握经济学基础理论、先进的经济分析方法，善于创新，利用已有研究成果解决实际问题。

３．实践能力
要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开展学术研究，撰写研究报告，并能解决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实

际问题。能胜任本领域较高层次经济分析研究和经济管理工作。

４．学术交流能力
能够参加较高水平的国内外学术会议或相关经济领域的研讨会。能够发表学术演讲，进行学术讨论

和交流活动。

５．其他能力
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注重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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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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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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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产业经济学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公共必修

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语》

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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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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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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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６０分）以上为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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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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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讲座、论坛或会议，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０５学分；同时由各导师灵活开展学术组会，要求研究
生在校期间每个月最少参与１次组会，每学期需在组会上做３次学术报告，中期考核前形成不少于１２次
的学术组会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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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
学分。总计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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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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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方可毕业。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９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０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８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本人从事创新性的产业经济学科学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或是针对经

济现象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成的学术论文或调查研究报告。

１．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的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理论探索或社会实际，具备明确的经济学背景，有较强的理论深度、应

用性和现实背景，具备较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拟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在研究过

程中，应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论文的论点、建议、结论等要有创新以及较强的理论意义或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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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研究内容可以是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与应用、应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研究与应用、与学科方向

相关的社会经济规律或现实问题的政策研究、国内外应用经济学理论、方法、实践的比较研究等。

学位论文应格式规范，字数３万字以上，学位论文其它的规范性要求应严格依照《广东财经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写作规范》的规定。

２．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学位申请者独立完成，不得抄袭他人的研究成果。论文需围绕产业

经济的应用背景进行选题，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理论深度，论文的整体工作量要饱满，一般应至少有一年

的论文实际工作时间，能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技术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在某

些方面提出具备一定创新性的学术观点或对策建议。

学位论文要求概念清晰、立论正确、分析严谨、层次分明、计算正确、数据可靠、文句简练、图表清晰，

能体现研究生扎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的行业领域学术动态以及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

优良的学术素养。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产业经济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０００１００１ 中级微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２ 中级宏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３ 中级计量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１１０２００１ 制度经济学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１１０３０２３ 产业结构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０８ 规制经济学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８４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Ｐａｐ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３００２ 产业组织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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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选修课

Ｓ１１０２００２ 产业发展与政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０３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０４ 企业理论与公司治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０６ 发展经济学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０７ 产业经济学前沿研究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７７ 数字经济与产业融资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７８
湾区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ｒｂａ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ＢａｙＡｒｅａ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３００６ 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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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

培养单位：经济学院

国际贸易学（０２０２０６）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数字贸易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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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复

杂国际环境和建设贸易强国需要，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扎

根湾区，具有国际视野和较强国际交流能力，胜任在涉外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从事对外贸易

及管理工作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基础知识
不仅要求具有扎实的中级宏微观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经济学基础理论知

识，而且要根据国际贸易学专业特点，通过有选择地学习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博弈论等基本研究方法，

提高定量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２．专业知识
要掌握国际贸易学较为系统深入的专业基础知识及较为全面的国际贸易、国别经济与自由贸易区、

国际投资的专业技术知识，提高专业素养。必须完成与本领域专业知识相关的核心课程，所修课程必须

考核合格，同时从国际金融学、产业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其他专业基础课程获取与自己研究方向容易形

成交叉的学科知识。

３．工具性知识（包括实验知识）
（１）外语知识
具有较熟练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较强的翻译写作能力和听说交际能力、高水平的国际交流能力。

（２）计算机知识
系统掌握经济建模及仿真实验，懂得将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数量分析等方面知识综合运用。掌握

经济计量分析软件。

（３）调研知识
具有一定的调查研究能力，通过访谈、数据收集和处理及实地调查等方法，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工

作中，以适应本学科应用性特点和研究成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需求。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掌握国际贸易学科相关的经济思想和分析方法；能提出创新性的观点，能对国际经济问题提出研究

和解决方案，并对其意义进行评价。

２．学术道德
增强热爱科技、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

度，勇于创新；遵守学术研究伦理，诚实守信；树立法制观念，保护知识产权。

（三）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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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要具备基本的目录学知识；具有从书本、媒体、期刊、学术会议、报告、计算机网络等一切可能的途径

快速获取能够符合自己需求的信息，并善于自学、总结与归纳的能力。

２．科研创新能力
要掌握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国际贸易学专业知识、先进的经济分析方法，了解国际贸易专业的现状和

发展趋势。能在学习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善于创新，产出原创性科研成果，并利用已有研究成果解决国

际贸易实际问题。

３．实践能力
要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开展学术研究，撰写研究报告，并能解决国际贸易发展和国际经济运行过

程中的实际问题。能胜任本领域较高层次国际经济分析研究和国际经济管理工作。

４．学术交流能力
能够参加较高水平的国内外学术会议或相关国际经济领域的研讨会。能够发表学术演讲，熟练地运

用国际贸易专业知识，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行学术讨论和交流活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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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数字贸易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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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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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国际贸易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公共必修

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语》

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３．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４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是《西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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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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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６０分）以上为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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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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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讲座、论坛或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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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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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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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７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２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８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国际贸易硕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完整和规范的学术论文。硕士生应该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

完成学位论文，不得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学位论文的选题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学位

论文的研究主题明确，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资料翔实、充分、可靠，研究方法规范，分析和论证逻辑严谨，

文字流畅，格式规范，结论不仅应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还应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

１．规范性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主要由封面、独创性声明及版权授权书、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目录、插图和附表清单、主要符号表、引言、正文、参考文献、致谢、附录和作者简介等部分组成并按先后顺

序排列。

硕士学位论文的格式必须规范化和标准化。学位论文类型可以是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类论文。学

位论文应格式规范，字数不少于３万字，符合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标题应简明扼要、重
点突出，各类标题层级分明；正文必须文字表达流畅，避免使用文学性质的或带感情色彩的非学术性词

语，排版整齐规范；图表和公式标准；参考文献齐全并按标准编排；论文中如出现非通用性的新名词、新术

语、新概念，应作相应解释。

２．质量要求
选题有一定的新意，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能够通过广泛阅读国内外研究文献，把握本领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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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学术动态和前沿问题，或管理实践中的主要问题，以独特的研究视角，提炼和明确研究的主要问题，

预期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应用价值。

学位论文所使用的资料和数据必须系统、详实、可靠，分析和研究逻辑清晰，研究方法规范且科学，即

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分析有序、论证严密、图表和公式标准、语言表述严谨、文笔流畅、格式规范，体现研

究选题、研究思路、研究设计、研究数据、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有机统一，体现硕士生善于提炼科学的研

究问题，具有文献总结评析，数据收集、计算和处理，研究方法运用，观点综合分析，以及结论严密论证的

科研工作能力。

学位论文体现出硕士生在本学科已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在管理理论或实践的研

究中，有一定程度的创新能力，较好地解决企业管理的某一具体理论或实际问题，论文成果具有一定的理

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国际贸易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０００１００１ 中级微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２ 中级宏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３ 中级计量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１１０３００３ 国际贸易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１１０３００４ 国际投资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１１０３００５ 国际营销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８４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Ｐａｐ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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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１１０２００３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０９ 专业英语（国际贸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１０ 世界经济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１４ 跨境电子商务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６０ 贸易实务案例研究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ｒａｄ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７４ 中国对外贸易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７５ 国际贸易理论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ｏｒｙ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３０１８ 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８０ 全球价值链专题研究

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８５ 大数据分析与Ｒ软件
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Ｒ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５１０２００６ 商务智能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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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

培养单位：经济学院

国际贸易学（０２０２０６）硕士研究生
培养方案（国际学生）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应用研究型国际贸易专门人才。要求学生：遵纪守法，具有科学

精神，有良好的品德修养，身心健康；努力学习，严谨勤奋，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系统掌握本学科基础理

论、专门知识和基本的研究方法；具备对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熟练运用计

算机操作系统；具有从事本领域的科研、教学及相关经济管理工作的能力。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基础知识
不仅要求具有扎实的中级宏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而且要根据国际贸易

学专业特点，通过有选择地学习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博弈论等基本研究方法，提高定量分析和解决实

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２．专业知识
要掌握国际贸易学较为系统深入的专业基础知识及较为全面的国际贸易、国别经济与自由贸易区、

国际投资的专业技术知识，提高专业素养。必须完成与本领域专业知识相关的核心课程，所修课程必须

考核合格，同时从国际金融学、产业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其他专业基础课程获取与自己研究方向容易形

成交叉的学科知识。

３．工具性知识（包括实验知识）
（１）外语知识
具有较熟练的中文和英语阅读理解能力、较强的翻译写作能力和听说交际能力、高水平的国际交流

能力。

（２）计算机知识
系统掌握经济建模及仿真实验，懂得将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数量分析等方面知识综合运用。掌握

经济计量分析软件。

（３）调研知识
具有一定的调查研究能力，通过访谈、数据收集和处理及实地调查等方法，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工

作中，以适应本学科应用性特点和研究成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需求。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掌握国际贸易学科相关的经济思想和分析方法；能提出创新性的观点，能对国际经济问题提出研究

和解决方案，并对其意义进行评价。

２．学术道德
增强热爱科技、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

度，勇于创新；遵守学术研究伦理，诚实守信；树立法制观念，保护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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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要具备基本的目录学知识；具有从书本、媒体、期刊、学术会议、报告、计算机网络等一切可能的途径

快速获取能够符合自己需求的信息，并善于自学、总结与归纳的能力。

２．科研创新能力
要掌握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国际贸易学专业知识、先进的经济分析方法，了解国际贸易专业的现状和

发展趋势。能在学习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善于创新，产出原创性科研成果，并利用已有研究成果解决国

际贸易实际问题。

３．实践能力
要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开展学术研究，撰写研究报告，并能解决国际贸易发展和国际经济运行过

程中的实际问题。能胜任本领域较高层次国际经济分析研究和国际经济管理工作。

４．学术交流能力
能够参加较高水平的国内外学术会议或相关国际经济领域的研讨会。能够发表学术演讲，熟练地运

用国际贸易专业知识，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行学术讨论和交流活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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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数字贸易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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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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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国际贸易（国际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其他环节构成，其中公

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中国概论课和高级汉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高级汉语课（６学分），其中高级汉语上（３学分），高级汉语下（３学分），中国概

论（３分）。
２．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３．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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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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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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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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学分。总计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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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３４学分，其中课程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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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１５

非学位课 专业选修课 ７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４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１．规范性要求
国际贸易（国际学生）硕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完整和规范的学术论文。国际硕士生应该在

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不得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学位论文的选题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和现实意义。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明确，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资料详实、充分、可靠，研究方法规范，分析

和论证逻辑严谨，文字流畅，格式规范，结论不仅应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还应具有一定的理论价

值或应用价值。

国际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主要由封面、独创性声明及版权授权书、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关键

词、目录、插图和附表清单、主要符号表、引言、正文、参考文献、致谢、附录和作者简介等部分组成并按先

后顺序排列。

国际硕士学位论文的格式必须规范化和标准化。学位论文类型可以是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类论文。

学位论文应格式规范，字数不少于３万字，符合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标题应简明扼要、
重点突出，各类标题层级分明；正文必须文字表达流畅，避免使用文学性质的或带感情色彩的非学术性词

语，排版整齐规范；图表和公式标准；参考文献齐全并按标准编排；论文中如出现非通用性的新名词、新术

语、新概念，应作相应解释。

２．质量要求
选题有一定的新意，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能够通过广泛阅读国内外研究文献，把握本领域国

内外学术动态和前沿问题，或管理实践中的主要问题，以独特的研究视角，提炼和明确研究的主要问题，

预期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应用价值。

学位论文所使用的资料和数据必须系统、详实、可靠，分析和研究逻辑清晰，研究方法规范且科学，即

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分析有序、论证严密、图表和公式标准、语言表述严谨、文笔流畅、格式规范，体现研

究选题、研究思路、研究设计、研究数据、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有机统一，体现硕士生善于提炼科学的研

究问题，具有文献总结评析，数据收集、计算和处理，研究方法运用，观点综合分析，以及结论严密论证的

科研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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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体现出硕士生在本学科已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在管理理论或实践的研

究中，有一定程度的创新能力，较好地解决企业管理的某一具体理论或实际问题，论文成果具有一定的理

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二）学位授予

国际贸易学国际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可授

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国际贸易学（国际学生）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授课语言

公

共

必

修

课

Ｓ２２０１００５ 中国概论（国际生）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ｈｉｎａ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双语

Ｓ１１０５００１１ 高级汉语（国际生）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ｎｅ）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双语

Ｓ１１０５００１２ 高级汉语（国际生）下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ｏｌｕｍｅｔｗｏ）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查 双语

专

业

核

心

课

Ｓ０００１００１ 中级微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双语

Ｓ０００１００３ 中级计量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双语

Ｓ１１０３００３ 国际贸易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双语

Ｓ０００１００２ 中级宏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双语

Ｓ１１０３００４ 国际投资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双语

Ｓ１１０３００５ 国际营销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双语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１１０２００９ 专业英语（国际贸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１；３ 考查 全英

Ｓ１１０２０１０ 世界经济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１；３ 考查 双语

Ｓ１１０２０７６ 中英文论文写作专题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ｈｅｓ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１；２ 考查 双语

Ｓ１１０２０１１ 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研究

Ｃｈｉｎａ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１；３ 考查 双语

Ｓ１１０２００３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双语

Ｓ１１０２０１２ 国际经济学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４ 考查 双语

Ｓ１１０２０１３ 自由贸易区研究

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Ｚｏｎ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４ 考查 双语

Ｓ１１０２０１５ 国际服务贸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ｒａｄｅ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４ 考查 双语

Ｓ１１０２０９７ 跨境电子商务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４ 考查 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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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

培养单位：金融学院

国家金融学（０２０２Ｚ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家国情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人生观、价值观和世

界观，遵纪守法、品德良好，掌握扎实的经济学和国家金融学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具有国际视野和较强

的国际交流能力，能够对国家金融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具有继续深造学习的基础和能力，立

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国家金融领域发展需要，可从事教学科研、金融监管工作的高层次金融专业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基础知识
硕士生要具有扎实的国家金融学基础理论知识，学习数理统计知识和相关领域国家金融学的专门知

识，提高专业素养，提升定量分析和解决实际国家金融学问题的能力。硕士生应能掌握基本的金融研究

方法，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相关的国内外资料，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实证性或对策性分析处理，解决

实际问题。

２．专业知识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应掌握国家金融学相应研究方向较为系统深入的专业基础知识及较为全面先进

的专业技术知识。必须完成与国家金融学相关所有核心课程，所修课程必须考核合格。随着领域外延的

进一步扩大，学科与领域间的交叉进一步加深，硕士生还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从其他专业基础课程获取

所需的专业基础知识以及与自己研究方向形成交叉的学科知识。

３．工具性知识（包括实验知识）
（１）外语知识。具有较熟练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一定的翻译写作能力和基本的听说交际能力，具

备基本的国际交流能力。

（２）计算机知识。至少掌握一种经济计量分析软件或统计软件，同时还要求能够熟练运用文献检索
工具浏览与查询经济金融文献资料。

（３）调研知识。具有一定的调查研究能力，通过访谈、数据收集和处理以及实地调查等方式，将理论
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以适应本学科应用性的特点和研究成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需求。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具有科学精神，掌握本学科相关的经济思想和分析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勤奋、勇于创新，富有合

作精神。具有强烈的事业心，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守职业道德和学术研究伦理，能够正确处理国家、单

位、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懂得对研究所涉及到的经济问题进行鉴别、提出和解决，能够对某一实际问题

提出研究和解决方案，并对其意义进行评价。能够以书面的和口头的方式有深度地、清楚地汇报科研成

果，特别是对实际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成果。能在所有的专业活动，比如在教学、实际应用、项目管理或

执行，以及进行调查研究等环节中，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提出创新性的观点和解决实际问题。

２．学术道德
增强献身科技、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要正确对待学术研究中的名和利，抵制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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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誉、急功近利、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等不良风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要自觉

维护学术尊严和学者的声誉，模范遵守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把学术价值和创新性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

标准。树立法制观念，保护知识产权，尊重他人劳动和权益。不得剽窃、抄袭他人成果，不得在未参与工

作的研究成果之中署名，反对以任何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的行为。诚实、守信，遵守道德规范。坚决抵制

任何有意捏造数据、歪曲数据、误导性等学术不规范行为。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要具备基本的目录学知识，能迅速地检索与本学科相关的信息和知识；具有从书本、媒体、期刊、学术

会议、报告、计算机网络等一切可能的途径快速获取能够符合自己需求的信息，并善于自学、总结与归纳

的能力。

２．科学研究能力
要掌握经济学基础理论、先进的经济分析方法，了解本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本领域的某一方

向具有从事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分析、管理与决策能力。能够在学习经济理论和解决经济学问题时，

善于创造性思维、勇于开展调查研究、利用已有研究成果解决实际问题。

３．实践能力
要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开展学术研究，撰写研究报告，并能解决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调

查、规划、研究、设计、组织与实施等实际问题。具有良好的协调、联络、技术洽谈和国际交流能力，能够高

效地组织和开展经济问题分析与决策研究，解决项目进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能够胜任本领域较

高层次经济分析研究和经济管理工作。

４．学术交流能力
具备良好的学术表达和交流的能力，能够参加较高水平的国内外学术会议或相关经济领域的研讨

会，发表学术演讲，熟练地运用本专业的经济学知识，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进行学

术讨论和交流活动。

三、研究方向

１．国家金融发展与风险
２．国家金融科技与创新
３．央地关系与地方金融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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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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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国家金融学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公

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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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语》

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３．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４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是《政治经济
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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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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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论文大
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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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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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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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３９学分，其中课程３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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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２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９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题目应尽量跟随导师的研究方向或学术兴趣。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的

国家金融学背景，其研究成果要有实际应用价值或政策指导意义，拟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

工作量，选题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应用性和较强的现实背景。应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论文的论

点、结论和建议应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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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１．选题有明确的国家金融学应用背景，学位论文工作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或理论深度，论文成果具
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实用性。

２．学位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由本人独立完成，不得抄袭他人的文字或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必
须保证充裕的时间，一般至少不低于一年。

３．文献综述应对选题所涉及的金融理论和实际问题，以及所选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状况有清晰的描述
与分析。

４．正文应综合应用基础理论、经济学方法、专业知识和实证分析等对所解决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研
究，并能在某些方面提出一定的见解或观点。

５．论文写作要求概念清晰，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理通顺，版式规范。
（三）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国家金融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２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１／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０００１００１ 中级微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２ 中级宏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３ 中级计量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１２０２００２ 公司金融理论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１２０２０１２ 国家金融学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２０３００４ 学位论文写作指导

Ｔｈｅｓ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２０３００５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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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选修课

Ｓ１２０２００１ 国际金融研究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

Ｓ１２０２００４ 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

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２０２００６ 商业银行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ｓ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试

Ｓ１２０２００８ 财富管理

Ｗ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２０２００９ 资本市场运作

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２０２０１０ 微金融与科技金融

Ｍｉｃｒｏ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ｉｎａｎｃｅ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２０２０１３ 微观计量工具与应用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ｏｏｌ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２０３００１ 金融前沿问题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试

Ｓ１２０３００３ 金融经济学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２０２００３ 现代投资理论

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试

Ｓ１２０２０１７ 金融伦理与职业道德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２０２０１６ 金融科技监管

Ｆｉｎｔｅｃ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金融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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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

培养单位：数字经济学院

数字经济学（０２０２Ｚ２）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硕士点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的“加快数字化发展”、“数字中
国”、“数字湾区”等重大战略任务，符合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需要，以培养具有全面扎实的数字

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专业知识，通过规范的学术训练，系统掌握中国数字经济运行规律与改革实践为目标，

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针，培养具有数字经济背景下管理运营分析与决策能力，产业数字化规划

与建设能力，并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前沿的分析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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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继续深造学习的基础

和能力，在科学研究、咨询服务、企业人才需求和数字经济发展新规则、新模式、新业态发展上发挥重要作

用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专业知识：掌握数字经济学相应研究方向较为系统深入的专业基础知识，以及先进的专业技术知
识。根据自身的特点，从其他专业基础课程获取所需的专业基础知识并形成交叉的学科知识，以便更好

体现“商技融合”特色。

２．外语知识：具有较熟练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一定的翻译写作能力和基本的听说交际能力，具备基
本的国际交流能力。

３．计算机知识：至少掌握一种经济计量分析软件或统计软件，同时还要求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操作
系统和文献检索工具浏览和查询相关文献和资料。

（二）基本素质

具有科学精神，掌握本学科相关的经济思想和数字技术分析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富有合

作精神。增强献身科技、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不得出现学术不端情况，诚实、守信，遵

守法律和道德规范。

（三）基本能力

具备快速检索与本学科相关信息和知识的能力，掌握数字经济学基本理论、先进的数字技术分析方

法，了解本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善于创造性思维、勇于开展调查研究，在本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从事

数字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分析、管理与决策能力。具有良好的协调、联络、技术洽谈和国际交流能力，

能够高效地组织和开展经济问题分析与决策研究，解决所遇到的各种现实经济问题。

三、研究方向

１．平台经济理论与政策
２．数据要素市场与智能应用
３．数字经济与数据资产统计测度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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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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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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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数字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构成，其中公

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４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是《数字经济
学》《统计学》《管理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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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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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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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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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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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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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答辩方可毕业。

０５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９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６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本人从事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或是针对经济现象调查

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成的学术论文或调查研究报告。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１．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的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理论探索或社会实际，具有明确的经济学背景，有较强的理论深度、应

用性和现实背景，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拟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在研究过

程中，应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论文的论点、建议、结论等要有创新以及较强的理论意义或实践价值。

具体研究内容可以是数字经济学理论探索与应用、数字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研究与应用、与学科方向

相关的社会经济规律或现实问题的政策研究、国内外应用经济学理论、方法、实践的比较研究等。学位论

文不少于三万字，其它的规范性要求应严格依照《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的规定。

２．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学位申请者独立完成，不得抄袭他人的研究成果。论文的整体工作

量要饱满，一般应至少有一年的论文实际工作时间，能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技术手段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在某些方面提出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学术观点或对策建议。

学位论文要求概念清晰、立论正确、分析严谨、层次分明、计算正确、数据可靠、文句简练、图表清晰，

能体现研究生扎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的行业领域学术动态以及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

优良的学术素养。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数字经济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２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１／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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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０００１００１ 中级微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３ 中级计量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２ 中级宏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Ｓ９２０３００１ 数字经济学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数字经济

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９２０３００４ 数字经济治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数字经济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９２０３００３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ＢｉｇＤａｔ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数字经济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９２０３００２ 论文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数字经济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专业选修课

Ｓ９２０２０１１ 商务智能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数字经济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１０ 机器学习

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数字经济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０９ 数据分析与经济决策

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数字经济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０８ 时空大数据分析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数字经济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０７ 金融大数据

ＦｉｎａｎｃｅＢｉｇＤａｔａ
数字经济

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０６ 数字经济统计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数字经济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１４ 平台经济学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数字经济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０５ 数据资产化

ＤａｔａＡｓｓ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数字经济

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０４ 数字化运营

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数字经济

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１２ 数字产业经济学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数字经济

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０３ 数字经济前沿专题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数字经济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９２０２００２ 数字化转型案例精选

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ｓ
数字经济

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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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一级学科：统计学

培养单位：经济学院

统计学（０２７０００授经济学学位）硕士研究生
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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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行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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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

统计专门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掌握统计学科的基础理论，能够正确应用先进的统计方法解决有关科学技术研究中的问题；掌握统

计学科有关的专业知识和一般学术动态，在统计应用方面或理论方面能做出具有创新性的成果，掌握一

定的交叉学科知识，鼓励开展跨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具有独立从事统计应用或理论研究的能力。

要求硕士生能熟练应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具备解决相应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进行学术

交流所需要的外语水平。

应掌握的核心课程主要有：高级统计学、多元统计分析、中级经济学原理、抽样调查、统计软件与

计算等。

授予经济学学位的硕士生还应掌握的专业知识主要有：统计学原理、非参数统计、时间序列分析、数

据挖掘、机器学习、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保险精算、金融学、管理学、质量控制、风险理

论、国民经济统计学、社会统计学、金融统计分析、市场调查与分析等。硕士生可根据所研究的方向有重

点地选修相应的课程。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本学科硕士生应崇尚科学精神，具有良好的统计学素养，确保所使用的数据和研究成果真实可靠，熟

悉统计学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金融经济、工农商等各行业中所发挥的工具性作用；掌握统计思想、

理论和方法，有较强的专业技能拓展能力，具备较好的理论研究潜力；在多个理论与应用领域，能够利用

统计学及相关领域的知识独立地解决理论和应用问题，并发展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

２．学术道德
培养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学风严谨、品行端正的统计学专业人才，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科学的精

神，积极为社会各项建设事业服务。严格遵守国际的和国家的专利、著作、合同等有关法律规定，不得侵

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在实际工作中，对统计学及相关学科学术史和学术背景应有较全面的了解。

（三）基本能力

本学科硕士生应是统计学方面的高级应用研究人才。具有良好的统计学和数据科学基础，掌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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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的专门知识，熟悉所研究领域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学术研究动态，具有较强的从事理论研究或应

用研究的能力，能够在统计学或统计应用上做出有价值的成果。

１．获取知识能力
本学科硕士生获得的统计学学科知识必须达到专业化水平，具备较好地理解本学科领域科研文献的

能力，具有与有关专业人员合作进行科学研究或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能力。本学科硕士生善于接受新知

识、提出新思路、探索新课题，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２．科学研究能力
统计学硕士生应该具有一定的统计科学研究能力，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严谨的治学态度，较强的开

拓精神，有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表达问题的能力，有很强的适应性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及

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３．实践能力
本专业的硕士生应该具备统计调查研究的实践能力，具备与实际部门人员沟通交流的能力，具备从

实践中提出统计研究问题的能力，具备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培养单位应与实际部门合作建立实

践教学和研究基地。

４．学术交流能力
本学科硕士生应具备与其他学科领域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能够用通俗的语言和文字使得非统计专业

的人员理解和正确使用统计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５．其他能力
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能够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备在政府、企事业单位，在科学研究、经济、

管理等部门，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从事统计应用研究和数据分析工作的能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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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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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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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统计学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公共必

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６学分）：包含政治理论课（３学分）和外语课（３学分）。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语》

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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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专业必修课（１６学分）：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３．公共选修课（１学分）：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４．专业选修课（１２学分）：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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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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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６０分）以上为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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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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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各类学科竞赛（包括统计建模、市调赛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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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给予相关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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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
培养单位进行考核，合格者计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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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学分，总计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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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３８学分，其中课程３５学分（公共必修６学分、公共选修课１学分；专业必修
课１６学分，专业选修１２学分；其他环节３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取得
与本专业相关的创新成果１个以上，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７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２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８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本人从事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或是针对经济现象调查

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成的学术论文或调查研究报告。

１．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的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理论探索或社会实际，具有明确的经济学背景，有较强的理论深度、应

用性和现实背景，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拟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在研究过

程中，应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论文的论点、建议、结论等要有创新以及较强的理论意义或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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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研究内容可以是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与应用、应用统计学分析方法的研究与应用、与学科方向

相关的社会经济规律或现实问题的政策研究、国内外应用经济学理论、方法、实践的比较研究等。

学位论文字数应不少于３万字，且应符合《广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的规定。
２．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学位申请者独立完成，不得抄袭他人的研究成果。论文的整体工作

量要饱满，一般应至少有一年的论文实际工作时间，能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技术手段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在某些方面提出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学术观点或对策建议。

学位论文要求概念清晰、立论正确、分析严谨、层次分明、计算正确、数据可靠、文句简练、图表清晰，

能体现研究生扎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的行业领域学术动态以及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

优良的学术素养。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统计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授经济学学位）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０００１００１ 中级微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２ 中级宏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３ 中级计量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１１０１００４ 高等统计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１１０１００５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８４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Ｐａｐ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经济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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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选修课

Ｓ１１０２０３３ 时间序列分析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３０１７ 统计学前沿专题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９９
国民核算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３４ 非参数统计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１００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

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６２
统计模型与量化应用分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６４ 风险管理与精算学

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ｒ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３５
预测与决策方法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８５ 大数据分析与Ｒ软件
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Ｒ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１１０２０８６
多变量关系的现代统计分析

Ｍｏｄｅｒ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经济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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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法学

一级学科：法学

培养单位：法学院

法学理论（０３０１０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坚持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充分利用学校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的地缘优势，发挥法商

融合、法技融合、湾区融合的办学特色，实行法学专业知识培养和法律实务技能训练并重，培养德法兼修，

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具备全面、扎实的法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系统掌握法学理论

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面向国家机关、企事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法治实践需要，具备较高法律实践能力

的法学理论学术研究型创新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熟悉法学基本理论，能合理运用法学理论分析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应熟练掌握

法学研究基本方法，养成法律思维；应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

基本知识。

２．熟悉法学核心课程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系统、牢固掌握法学理论专业方向的基本理论和专业
知识；能深入理解与法学理论相关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能把握法学理论的前沿动态和最新进展。

３．熟练运用法律推理、解释和论证方法，熟悉各种文献检索和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比较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和资料。

（二）基本素质

１．热爱法学专业，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和坚定的法治信仰；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和严谨的学术态度，
崇尚科学精神，求真务实；应具有将一般法学理论观点上升为系统法学理论体系的修养及能力；能将法律

思维方法和学术创新精神贯彻于法学学习研究过程之中。

２．具有端正的学习目的、动机和态度，重视法学理论素养的积淀，正直善良，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
求，养成高尚的职业操守，具有为国家发展和法治建设做贡献的远大理想和社会责任。

３．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树立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养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

４．恪守学术规范，崇尚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修身正己，忠于真理，学风严谨，尊重
他人劳动成果，杜绝抄袭剽窃，切忌弄虚作假，避免粗制滥造和重复研究，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努力成为优

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运用多种科研工具获取知识以及运用外语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通过阅读
本学科领域主流、经典、前沿专业文献，获取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具备通过政法实践、学术交流、

文献检索等其他途径获取知识的能力。

２．科学研究能力。应具有运用法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法律现象的能力；具有中国问题意识和解决
中国法律问题的能力；具备自主查阅、搜集、处理、归纳学术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具备追踪学科知识前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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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能独立撰写和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具备初步发现和辨别学术问题的能

力，以及一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运用法学理论专业领域理论知识对相关法律现象和实际问题

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

３．实践能力。具备从事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或其他专业技术和社会服务的素质和潜力；具备综合运
用法律专业知识判断、分析和处理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设计、组织、实施实证性调查研究的能力，能

撰写起诉状、答辩状、判决书、仲裁裁决书等法律文书以及相关公文；具备良好沟通协调的能力，能完成基

本法律接待、法律谈判和法律咨询等实际业务。

４．学术交流能力。具有较强学术交流能力，能熟练运用法律专业术语进行学术交流，具备与政法实
务部门接洽、联系的技巧和能力；能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不断提升自身学术交流能力和学术水平。

５．其他能力。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具备严谨的逻辑思维和创新性、建设性的心态，具有良好的理解
能力和表达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法哲学
２．法社会学
３．智慧法治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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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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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向根据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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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生教学重视理论前沿，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

升，鼓励学科交叉，在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交流、科研任务中提升科学求真的原始创新能力，注重加强各

门课程教学内容的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法学理论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

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注重法学理论基本理论研讨，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

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注重法学理论学科知识拓展，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２－４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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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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五学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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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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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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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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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类活动以ｉ志愿平台认定为准，需下载服务时间明细佐证。其他志愿活动须出具志愿者证或相
关盖章证明文件，且须为省市级及以上单位组织。合格者记１学分。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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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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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１３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２
专业选修课 ６

必修环节 ４
总计 ３９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本人从事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或是针对社会现象调查

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成的学术论文或调查研究报告。

１．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写作应当规范，推荐参照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ＧＢ／

Ｔ７７１３－１９８７）、《学位论文编写规则》（ＧＢ／Ｔ７７１３．１－２００６）、《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ＧＢ／Ｔ
７７１４－２０１５）执行。（１）结构合理，应包含中英文摘要、目录、导论、正文、结论、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基本内
容。（２）篇幅适中，正文一般应达到３万字。（３）引文合理，注释规范，不引发知识产权纠纷。（４）术语使
用规范，其中有关国别、法典、专业术语等表述符合通用使用方法，不产生歧义、引人误解。

２．质量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应具有较高学术质量。（１）论文选题适当，具有研究价值。（２）论文反映本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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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术动态和最新成果，研究目标明确，综合能力较强。（３）论文所依据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正确。
（４）论文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在理论或者实践中有独到之处，如提出新命题、新角度、新方法，较好解决
法学理论或者法律实践中的某一具体问题。（５）论文研究思路和方法可行性强，数据真实可靠。（６）论
文材料详实，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强，文笔流畅，文风严谨。（７）在某一特定研究领域，具有一定
理论或者观点创新。（８）符合学术规范。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法学理论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２１０１００３ 习近平法治思想

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０４ 法律方法与论文写作

Ｌｅｇ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１００２ 法理学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法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６００６ 民法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ｉｖｉ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６００７ 刑法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３１ 鉴定式案例分析研判

Ｍｏｄｅｌ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

Ｓ２１０２０６７ 法社会学

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 法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０１ 西方法哲学

Ｗｅｓｔｅｒｎ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法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３０ 智慧法治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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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２１０２００２ 立法学专题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０４ 法律的经济分析（双语）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０５ 中国传统法律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６８ 大数据与法律检索方法

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７７ 未来法学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Ｆｕｔｕｒｅ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８３ 法律人工智能

Ｌｅｇａｌ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２９ 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

Ｍａｒｘｉｓｔ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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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法学

一级学科：法学

培养单位：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０３０１０３）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坚持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充分利用学校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的地缘优势，发挥法商

融合、法技融合、湾区融合的办学特色，实行法学专业知识培养和法律实务技能训练并重，培养德法兼修，

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具备全面、扎实的法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系统掌握宪法学与

行政法学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面向国家机关、企事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法治实践需要，从

事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的学术创新型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熟悉法学基本理论，能合理运用法学理论分析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应熟练掌握

法学研究基本方法，养成法律思维；应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

基本知识。

２．熟悉法学核心课程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系统、牢固掌握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专业方向的基
本理论和专业知识；能深入理解与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方向相关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能把握宪法

学与行政法学的前沿动态和最新进展。

３．熟练运用法律推理、解释和论证方法，熟悉各种文献检索和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比较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和资料。

（二）基本素质

１．热爱法学专业，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和坚定的法治信仰；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和严谨的学术态度，
崇尚科学精神，求真务实；应具有将一般法学理论观点上升为系统法学理论体系的修养及能力；能将法律

思维方法和学术创新精神贯彻于法学学习研究过程之中。

２．具有端正的学习目的、动机和态度，重视法学理论素养的积淀，正直善良，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
求，养成高尚的职业操守，具有为国家发展和法治建设做贡献的远大理想和社会责任。

３．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树立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养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

４．恪守学术规范，崇尚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修身正己，忠于真理，学风严谨，尊重
他人劳动成果，杜绝抄袭剽窃，切忌弄虚作假，避免粗制滥造和重复研究，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努力成为优

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运用多种科研工具获取知识以及运用外语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通过阅读
本学科领域主流、经典、前沿专业文献，获取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具备通过政法实践、学术交流、

文献检索等其他途径获取知识的能力。

２．科学研究能力。运用法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法律现象的能力；应具有中国问题意识和解决中国
法律问题的能力；具备自主查阅、搜集、处理、归纳学术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具备追踪学科知识前沿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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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能独立撰写和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具备初步发现和辨别学术问题的能力，

以及一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运用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领域理论知识对相关法律现象和实

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

３．专业实践能力。具备从事法学研究、法学教育教学或其他专业技术和社会服务的素质和潜力；具
备综合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判断、分析和处理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设计、组织、实施实证性调查研究

的能力，能撰写起诉状、答辩状、判决书、仲裁裁决书等法律文书以及相关公文；具备良好沟通协调的能

力，能完成基本法律接待、法律谈判和法律咨询等实际业务。

４．学术交流能力。具有较强学术交流能力，能熟练运用法律专业术语进行学术交流，具备与政法实
务部门接洽、联系的技巧和能力；能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不断提升自身学术交流能力和学术水平。

５．其他能力。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具备严谨的逻辑思维和创新性、建设性的心态，具有良好的理解
能力和表达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中国宪法
２．中国行政法
３．国家安全法
４．人权法学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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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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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向根据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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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生教学重视理论前沿，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

升，鼓励学科交叉，在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交流、科研任务中提升科学求真的原始创新能力，注重加强各

门课程教学内容的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

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注重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基本理论研讨，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

识及专业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注重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知识拓展，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２－４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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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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五学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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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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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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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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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类活动以ｉ志愿平台认定为准，需下载服务时间明细佐证。其他志愿活动须出具志愿者证或相
关盖章证明文件，且须为省市级及以上单位组织。合格者记１学分。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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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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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１３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２
专业选修课 ６

必修环节 ４
总计 ３９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本人从事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或是针对社会现象调查

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成的学术论文或调查研究报告。

１．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写作应当规范，推荐参照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ＧＢ／

Ｔ７７１３－１９８７）、《学位论文编写规则》（ＧＢ／Ｔ７７１３１－２００６）、《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ＧＢ／Ｔ
７７１４－２０１５）执行。（１）结构合理，应包含中英文摘要、目录、导论、正文、结论、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基本内
容。（２）篇幅适中，正文一般应达到３万字。（３）引文合理，注释规范，不引发知识产权纠纷。（４）术语使
用规范，其中有关国别、法典、专业术语等表述符合通用使用方法，不产生歧义、引人误解。

２．质量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应具有较高学术质量。（１）论文选题适当，具有研究价值。（２）论文反映本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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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术动态和最新成果，研究目标明确，综合能力较强。（３）论文所依据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正确。
（４）论文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在理论或者实践中有独到之处，如提出新命题、新角度、新方法，较好解决
法学理论或者法律实践中的某一具体问题。（５）论文研究思路和方法可行性强，数据真实可靠。（６）论
文材料详实，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强，文笔流畅，文风严谨。（７）在某一特定研究领域，具有一定
理论或者观点创新。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２１０１００３ 习近平法治思想

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０４ 法律方法与论文写作

Ｌｅｇ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１００２ 法理学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法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６００６ 民法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ｉｖｉ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６００７ 刑法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３１ 鉴定式案例分析研判

Ｍｏｄｅｌ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

Ｓ２１０３００５ 公法学基础理论

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

Ｓ２１０３００６ 中国宪法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Ｓ２１０３００７ 中国行政法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 法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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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２１０２００８ 比较宪法专题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试

Ｓ２１０２０１２
宪法与公共财政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试

Ｓ２１０２０１３ 人权法专题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试

Ｓ２１０２００２ 立法学专题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０９ 比较行政法专题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试

Ｓ２１０２０８６ 国家安全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试

Ｓ２１０２０１１ 行政诉讼法专题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７６ 监察法专题

Ｔｏｐｉｃｏｆ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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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法学

一级学科：法学

培养单位：法学院

刑法学（０３０１０４）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坚持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充分利用学校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的地缘优势，发挥法商

融合、法技融合、湾区融合的办学特色，实行法学专业知识培养和法律实务技能训练并重，培养德法兼修，

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具备全面、扎实的法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系统掌握刑法学研

究成果和学术动态，面向国家机关、企事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法治实践需要，具备较高法律实践能力和

研究能力的刑法学学术研究型创新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熟悉法学基本理论，能合理运用法学理论分析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应熟练掌握

法学研究基本方法，养成法律思维；应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

２．熟悉法学核心课程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系统、牢固掌握刑法学专业方向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
识；能深入理解与刑法学相关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能把握刑法学的前沿动态和最新进展。

３．熟练运用法律推理、解释和论证方法，熟悉各种文献检索和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比较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和资料。

（二）基本素质

１．热爱法学专业，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和坚定的法治信仰；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和严谨的学术态度，
崇尚科学精神，求真务实；应具有将一般法学理论观点上升为系统法学理论体系的修养及能力；能将法律

思维方法和学术创新精神贯彻于法学学习研究过程之中。

２．具有端正的学习目的、动机和态度，重视法学理论素养的积淀，正直善良，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
求，养成高尚的职业操守，具有为国家发展和法治建设做贡献的远大理想和社会责任。

３．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树立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养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

４．恪守学术规范，崇尚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修身正己，忠于真理，学风严谨，尊重
他人劳动成果，杜绝抄袭剽窃，切忌弄虚作假，避免粗制滥造和重复研究，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努力成为优

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运用多种科研工具获取知识以及运用外语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通过阅读
本学科领域主流、经典、前沿专业文献，获取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具备通过司法实践、学术交流、

文献检索等其他途径获取知识的能力。

２．科学研究能力。应具有运用法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法律现象的能力；具有中国问题意识和解决
中国法律问题的能力；具备自主查阅、搜集、处理、归纳学术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具备追踪学科知识前沿的

能力；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能独立撰写和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具备初步发现和辨别学术问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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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及一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运用刑法学专业领域理论知识对相关法律现象和实际问题进

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

３．实践能力。具备从事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或其他专业技术和社会服务的素质和潜力；具备综合运
用法律专业知识判断、分析和处理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设计、组织、实施实证性调查研究的能力，能

撰写起诉状、答辩状、判决书、仲裁裁决书等法律文书以及相关公文；具备良好沟通协调的能力，能完成基

本法律接待、法律谈判和法律咨询等实际业务。

４．学术交流能力。具有较强学术交流能力，能熟练运用法律专业术语进行学术交流，具备与政法实
务部门接洽、联系的技巧和能力；能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不断提升自身学术交流能力和学术水平。

５．其他能力。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具备严谨的逻辑思维和创新性、建设性的心态，具有良好的理解
能力和表达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中国刑法
２．环境刑法
３．经济刑法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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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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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向根据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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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生教学重视理论前沿，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

升，鼓励学科交叉，在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交流、科研任务中提升科学求真的原始创新能力，注重加强各

门课程教学内容的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刑法学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公共必

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注重刑法学基本理论研讨，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

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注重刑法学学科知识拓展，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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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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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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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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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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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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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类活动以ｉ志愿平台认定为准，需下载服务时间明细佐证。其他志愿活动须出具志愿者证或相
关盖章证明文件，且须为省市级及以上单位组织。合格者记１学分。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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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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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１１
专业核心课 １２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２
专业选修课 ４

必修环节 ４
总计 ３９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本人从事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或是针对社会现象调查

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成的学术论文或调查研究报告。

１．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写作应当规范，推荐参照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ＧＢ／

Ｔ７７１３－１９８７）、《学位论文编写规则》（ＧＢ／Ｔ７７１３．１－２００６）、《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ＧＢ／
Ｔ７７１４－２０１５）执行。（１）结构合理，应包含中英文摘要、目录、导论、正文、结论、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基本
内容。（２）篇幅适中，正文应达到３万字。（３）引文合理，注释规范，不引发知识产权纠纷。（４）术语使用
规范，其中有关国别、法典、专业术语等表述符合通用使用方法，不产生歧义、引人误解。

２．质量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应具有较高学术质量。（１）论文选题适当，具有研究价值。（２）论文反映本专业领域

国内外学术动态和最新成果，研究目标明确，综合能力较强。（３）论文所依据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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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论文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在理论或者实践中有独到之处，如提出新命题、新角度、新方法，较好解决
法学理论或者法律实践中的某一具体问题。（５）论文研究思路和方法可行性强，数据真实可靠。（６）论
文材料详实，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强，文笔流畅，文风严谨。（７）在某一特定研究领域，具有一定
理论或者观点创新。（８）符合学术规范。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刑法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２１０１００２ 法理学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法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１００３ 习近平法治思想

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６００６ 民法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ｉｖｉ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０４ 法律方法与论文写作

Ｌｅｇ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３１ 鉴定式案例分析研判

Ｍｏｄｅｌ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

Ｓ２１０２０７０ 外国刑法学（分论）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０８ 刑法总论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０９ 外国刑法学（总论）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试

Ｓ２１０３０１０ 刑法分论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７９ 西方刑法学说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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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专业选修课

Ｓ２１０２０１４ 刑事政策学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６６ 国际刑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１６ 刑事诉讼法学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ａｗ 法学院 ３ ４８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１５ 经济刑法学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１１ 犯罪学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法学院 ２ ３２ ４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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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法学

一级学科：法学

培养单位：法学院

民商法学（０３０１０５）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坚持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充分利用学校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的地缘优势，发挥法商

融合、法技融合、湾区融合的办学特色，实行法学专业知识培养和法律实务技能训练并重，培养德法兼修，

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具备全面、扎实的法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系统掌握民商法学

与知识产权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面向国家机关、企事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法治实践需要，具备较高法

律实践能力的学术研究型创新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熟悉法学基本理论，能合理运用法学理论分析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应熟练掌握

法学研究基本方法，养成法律思维；应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

基本知识。

２．熟悉法学核心课程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系统、牢固掌握民商法学与知识产权专业方向的基本
理论和专业知识；能深入理解与民商法学与知识产权相关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能把握民商法学

与知识产权的前沿动态和最新进展。

３．熟练运用法律推理、解释和论证方法，熟悉各种文献检索和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比较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和资料。

（二）基本素质

１．热爱法学专业，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和坚定的法治信仰；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和严谨的学术态度，
崇尚科学精神，求真务实；应具有将一般法学理论观点上升为系统法学理论体系的修养及能力；能将法律

思维方法和学术创新精神贯彻于法学学习研究过程之中。

２．具有端正的学习目的、动机和态度，重视法学理论素养的积淀，正直善良，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
求，养成高尚的职业操守，具有为国家发展和法治建设做贡献的远大理想和社会责任。

３．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树立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养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

４．恪守学术规范，崇尚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修身正己，忠于真理，学风严谨，尊重
他人劳动成果，杜绝抄袭剽窃，切忌弄虚作假，避免粗制滥造和重复研究，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努力成为优

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运用多种科研工具获取知识以及运用外语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通过阅读
本学科领域主流、经典、前沿专业文献，获取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具备通过政法实践、学术交流、

文献检索等其他途径获取知识的能力。

２．科学研究能力。应具有运用法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法律现象的能力；具有中国问题意识和解决
中国法律问题的能力；具备自主查阅、搜集、处理、归纳学术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具备追踪学科知识前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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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能独立撰写和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具备初步发现和辨别学术问题的能

力，以及一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运用民商、知识产权法学专业领域理论知识对相关法律现象

和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

３．实践能力。具备从事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或其他专业技术和社会服务的素质和潜力；具备综合运
用法律专业知识判断、分析和处理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设计、组织、实施实证性调查研究的能力，能

撰写起诉状、答辩状、判决书、仲裁裁决书等法律文书以及相关公文；具备良好沟通协调的能力，能完成基

本法律接待、法律谈判和法律咨询等实际业务。

４．学术交流能力。具有较强学术交流能力，能熟练运用法律专业术语进行学术交流，具备与政法实
务部门接洽、联系的技巧和能力；能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不断提升自身学术交流能力和学术水平。

５．其他能力。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具备严谨的逻辑思维和创新性、建设性的心态，具有良好的理解
能力和表达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民法学
２．商事法学
３．知识产权法学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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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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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向根据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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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生教学重视理论前沿，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

升，鼓励学科交叉，在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交流、科研任务中提升科学求真的原始创新能力，注重加强各

门课程教学内容的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民商法学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公共

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注重民商事法学与知识产权法学基本理论研讨，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

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注重民商法学与知识产权法学学科知识拓展，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
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２－４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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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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五学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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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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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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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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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类活动以ｉ志愿平台认定为准，需下载服务时间明细佐证。其他志愿活动须出具志愿者证或相
关盖章证明文件，且须为省市级及以上单位组织。合格者记１学分。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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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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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１１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２
专业选修课 ８

必修环节 ４
总计 ３９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本人从事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或是针对社会现象调查

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成的学术论文或调查研究报告。

１．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写作应当规范，推荐参照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ＧＢ／

Ｔ７７１３－１９８７）、《学位论文编写规则》（ＧＢ／Ｔ７７１３１－２００６）、《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ＧＢ／Ｔ
７７１４－２０１５）执行。（１）结构合理，应包含中英文摘要、目录、导论、正文、结论、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基本内
容。（２）篇幅适中，正文一般应达到３万字。（３）引文合理，注释规范，不引发知识产权纠纷。（４）术语使
用规范，其中有关国别、法典、专业术语等表述符合通用使用方法，不产生歧义、引人误解。

２．质量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应具有较高学术质量。（１）论文选题适当，具有研究价值。（２）论文反映本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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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术动态和最新成果，研究目标明确，综合能力较强。（３）论文所依据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正确。
（４）论文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在理论或者实践中有独到之处，如提出新命题、新角度、新方法，较好解决
法学理论或者法律实践中的某一具体问题。（５）论文研究思路和方法可行性强，数据真实可靠。（６）论
文材料详实，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强，文笔流畅，文风严谨。（７）在某一特定研究领域，具有一定
理论或者观点创新。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民商法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２１０１００３ 习近平法治思想

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０４ 法律方法与论文写作

Ｌｅｇ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１００２ 法理学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法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６００７ 刑法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３１ 鉴定式案例分析研判

Ｍｏｄｅｌ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

Ｓ２１０３０１２ 民法总论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ｉｖｉ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２１０３０１３ 商法总论

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２１０３０１５
知识产权法总论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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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２１０２０２２ 公司法

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试

Ｓ２１０２０２６ 专利与商标法

Ｐａｔ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试

Ｓ２１０３０１４ 侵权法

Ｔｏｒｔ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试

Ｓ２１０２０２０ 合同法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２１ 物权法

ＲｅａｌＲｉｇｈｔ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试

Ｓ２１０２０２３ 金融与保险法

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ｓｕｒｅ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试

Ｓ２１０２０２４ 著作权法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２５ 破产法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３０ 民商法前沿（限选）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５１ 证券法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４ 考试

Ｓ２１０２０５２ 知识产权专题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法学院 ２ ３２ ４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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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法学

一级学科：法学

培养单位：法学院

诉讼法学（０３０１０６）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坚持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充分利用学校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的地缘优势，发挥法商

融合、法技融合、湾区融合的办学特色，实行法学专业知识培养和法律实务技能训练并重，培养德法兼修，

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具备全面、扎实的法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系统掌握诉讼法学

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包括诉讼理论、诉讼法律规范、诉讼实践等，面向国家机关、企事业组织、高校科研

机构法治实践需要，具备较高法律实践能力的诉讼法学学术研究型创新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熟悉法学基本理论，能合理运用法学理论分析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应熟练掌握

法学研究基本方法，养成法律思维；应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

基本知识。

２．熟悉法学核心课程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系统、牢固掌握诉讼法学专业方向的基本理论和专业
知识；能深入理解与诉讼法学相关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能把握诉讼法学的前沿动态和最新进展。

３．熟练运用法律推理、解释和论证方法，熟悉各种文献检索和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比较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和资料。

（二）基本素质

１．热爱法学专业，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和坚定的法治信仰；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和严谨的学术态度，
崇尚科学精神，求真务实；应具有将一般法学理论观点上升为系统法学理论体系的修养及能力；能将法律

思维方法和学术创新精神贯彻于法学学习研究过程之中。

２．具有端正的学习目的、动机和态度，重视法学理论素养的积淀，正直善良，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
求，养成高尚的职业操守，具有为国家发展和法治建设做贡献的远大理想和社会责任。

３．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树立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养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

４．恪守学术规范，崇尚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修身正己，忠于真理，学风严谨，尊重
他人劳动成果，杜绝抄袭剽窃，切忌弄虚作假，避免粗制滥造和重复研究，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努力成为优

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运用多种科研工具获取知识以及运用外语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通过阅读
本学科领域主流、经典、前沿专业文献，获取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具备通过政法实践、学术交流、

文献检索等其他途径获取知识的能力。

２．科学研究能力。应具有运用法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法律现象的能力；具有中国问题意识和解决
中国法律问题的能力；具备自主查阅、搜集、处理、归纳学术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具备追踪学科知识前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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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能独立撰写和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具备初步发现和辨别学术问题的能

力，以及一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运用诉讼法学专业领域理论知识对相关法律现象和实际问题

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

３．实践能力。具备从事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或其他专业技术和社会服务的素质和潜力；具备综合运
用法律专业知识判断、分析和处理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设计、组织、实施实证性调查研究的能力，能

撰写起诉状、答辩状、判决书、仲裁裁决书等法律文书以及相关公文；具备良好沟通协调的能力，能完成基

本法律接待、法律谈判和法律咨询等实际业务。

４．学术交流能力。具有较强学术交流能力，能熟练运用法律专业术语进行学术交流，具备与政法实
务部门接洽、联系的技巧和能力；能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不断提升自身学术交流能力和学术水平。

５．其他能力。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具备严谨的逻辑思维和创新性、建设性的心态，具有良好的理解
能力和表达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民事诉讼法学
２．刑事诉讼法学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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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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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向根据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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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生教学重视理论前沿，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

升，鼓励学科交叉，在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交流、科研任务中提升科学求真的原始创新能力，注重加强各

门课程教学内容的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诉讼法学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公共

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注重诉讼法学基本理论研讨，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

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注重诉讼法学学科知识拓展，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２－４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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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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五学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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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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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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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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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类活动以ｉ志愿平台认定为准，需下载服务时间明细佐证。其他志愿活动须出具志愿者证或相
关盖章证明文件，且须为省市级及以上单位组织。合格者记１学分。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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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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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１３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２
专业选修课 ６

必修环节 ４
总计 ３９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本人从事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或是针对社会现象调查

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成的学术论文或调查研究报告。

１．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写作应当规范，推荐参照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ＧＢ／

Ｔ７７１３－１９８７）、《学位论文编写规则》（ＧＢ／Ｔ７７１３１－２００６）、《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ＧＢ／Ｔ
７７１４－２０１５）执行。（１）结构合理，应包含中英文摘要、目录、导论、正文、结论、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基本内
容。（２）篇幅适中，正文一般应达到３万字。（３）引文合理，注释规范，不引发知识产权纠纷。（４）术语使
用规范，其中有关国别、法典、专业术语等表述符合通用使用方法，不产生歧义、引人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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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质量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应具有较高学术质量。（１）论文选题适当，具有研究价值。（２）论文反映本专业领域

国内外学术动态和最新成果，研究目标明确，综合能力较强。（３）论文所依据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正确。
（４）论文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在理论或者实践中有独到之处，如提出新命题、新角度、新方法，较好解决
法学理论或者法律实践中的某一具体问题。（５）论文研究思路和方法可行性强，数据真实可靠。（６）论
文材料详实，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强，文笔流畅，文风严谨。（７）在某一特定研究领域，具有一定
理论或者观点创新。（８）符合学术规范。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诉讼法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２１０１００２ 法理学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法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１００３ 习近平法治思想

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６００６ 民法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ｉｖｉ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６００７ 刑法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０４ 法律方法与论文写作

Ｌｅｇ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３１ 鉴定式案例分析研判

Ｍｏｄｅｌ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

Ｓ２１０３０１６ 刑事诉讼法学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ａｗ 法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１７ 民事诉讼法学

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ａｗ 法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１８ 证据法学

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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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２１０２０３１ 外国刑事诉讼法

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３２ 外国民事诉讼法

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７２ 公益诉讼

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法学院 ２ ３２ ４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８５ 智慧司法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７１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８４
要件事实诉讼方法案例教学

Ｃａ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ｓ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法学院 ３ ４８ ４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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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法学

一级学科：法学

培养单位：法学院

经济法学（０３０１０７）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坚持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充分利用学校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的地缘优势，发挥法商

融合、法技融合、湾区融合的办学特色，实行法学专业知识培养和法律实务技能训练并重，培养德法兼修，

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具备全面、扎实的法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系统掌握经济法学

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面向国家机关、企事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法治实践需要，具备较高法律实践能力

的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型创新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熟悉法学基本理论，能合理运用法学理论分析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应熟练掌握

法学研究基本方法，养成法律思维；应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

基本知识。

２．熟悉法学核心课程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系统、牢固掌握经济法学专业方向的基本理论和专业
知识；能深入理解与经济法学相关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能把握经济法学的前沿动态和最新进展。

３．熟练运用法律推理、解释和论证方法，熟悉各种文献检索和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比较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和资料。

（二）基本素质

１．热爱法学专业，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和坚定的法治信仰；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和严谨的学术态度，
崇尚科学精神，求真务实；应具有将一般法学理论观点上升为系统法学理论体系的修养及能力；能将法律

思维方法和学术创新精神贯彻于法学学习研究过程之中。

２．具有端正的学习目的、动机和态度，重视法学理论素养的积淀，正直善良，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
求，养成高尚的职业操守，具有为国家发展和法治建设做贡献的远大理想和社会责任。

３．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树立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养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

４．恪守学术规范，崇尚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修身正己，忠于真理，学风严谨，尊重
他人劳动成果，杜绝抄袭剽窃，切忌弄虚作假，避免粗制滥造和重复研究，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努力成为优

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运用多种科研工具获取知识以及运用外语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通过阅读
本学科领域主流、经典、前沿专业文献，获取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具备通过政法实践、学术交流、

文献检索等其他途径获取知识的能力。

２．科学研究能力。应具有运用法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法律现象的能力；具有中国问题意识和解决
中国法律问题的能力；具备自主查阅、搜集、处理、归纳学术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具备追踪学科知识前沿的

能力；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能独立撰写和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具备初步发现和辨别学术问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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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及一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运用经济法学专业领域理论知识对相关法律现象和实际问题

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

３．实践能力。具备从事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或其他专业技术和社会服务的素质和潜力；具备综合运
用法律专业知识判断、分析和处理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设计、组织、实施实证性调查研究的能力，能

撰写起诉状、答辩状、判决书、仲裁裁决书等法律文书以及相关公文；具备良好沟通协调的能力，能完成基

本法律接待、法律谈判和法律咨询等实际业务。

４．学术交流能力。具有较强学术交流能力，能熟练运用法律专业术语进行学术交流，具备与政法实
务部门接洽、联系的技巧和能力；能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不断提升自身学术交流能力和学术水平。

５．其他能力。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具备严谨的逻辑思维和创新性、建设性的心态，具有良好的理解
能力和表达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市场规制法
２．宏观调控法
３．环境资源法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１．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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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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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向根据实际情况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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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研究生教学重视理论前沿，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升，
鼓励学科交叉，在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交流、科研任务中提升科学求真的原始创新能力，注重加强各门课

程教学内容的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经济法学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公共必修

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注重经济法学基本理论研讨，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

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注重经济法学学科知识拓展，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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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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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五学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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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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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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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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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类活动以ｉ志愿平台认定为准，需下载服务时间明细佐证。其他志愿活动须出具志愿者证或相
关盖章证明文件，且须为省市级及以上单位组织，合格者记１学分。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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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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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１３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２
专业选修课 ６

必修环节 ４
总计 ３９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本人从事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或是针对社会现象调查

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成的学术论文或调查研究报告。

１．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写作应当规范，推荐参照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ＧＢ／

Ｔ７７１３－１９８７）、《学位论文编写规则》（ＧＢ／Ｔ７７１３１－２００６）、《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ＧＢ／Ｔ
７７１４－２０１５）执行。（１）结构合理，应包含中英文摘要、目录、导论、正文、结论、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基本内
容。（２）篇幅适中，正文一般应达到３万字。（３）引文合理，注释规范，不引发知识产权纠纷。（４）术语使
用规范，其中有关国别、法典、专业术语等表述符合通用使用方法，不产生歧义、引人误解。

２．质量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应具有较高学术质量。（１）论文选题适当，具有研究价值。（２）论文反映本专业领域

国内外学术动态和最新成果，研究目标明确，综合能力较强。（３）论文所依据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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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论文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在理论或者实践中有独到之处，如提出新命题、新角度、新方法，较好解决
法学理论或者法律实践中的某一具体问题。（５）论文研究思路和方法可行性强，数据真实可靠。（６）论
文材料详实，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强，文笔流畅，文风严谨。（７）在某一特定研究领域，具有一定
理论或者观点创新。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经济法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２１０１００３ 习近平法治思想

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０４ 法律方法与论文写作

Ｌｅｇ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１００２ 法理学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法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６００６ 民法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ｉｖｉ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６００７ 刑法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３１ 鉴定式案例分析研判

Ｍｏｄｅｌ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

Ｓ２１０２０６３ 环境资源法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ｓ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试

Ｓ２１０３０２１ 市场监管法研究

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２２ 宏观调控法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ａｃｒ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１９ 经济法基础理论

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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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２１０２０３６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题

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５９ 房地产法专题

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６２ 税法专题

ＴｏｐｉｃｏｆＴａｘＬａｗｓ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５６ 美国环境法（全英）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ｓｏｆＵ．Ｓ．Ａ（Ａｌ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７３ 竞争法专题

Ｔｏｐｉｃ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ｓ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８２
资本市场监管法律前沿专题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Ｌｅｇ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法学院 ２ ３２ ４ 考查

７８



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法学

一级学科：法学

培养单位：法学院

国际法学（０３０１０９）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坚持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充分利用学校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的地缘优势，发挥法商

融合、法技融合、湾区融合的办学特色，实行法学专业知识培养和法律实务技能训练并重，培养德法兼修，

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具备全面、扎实的法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系统掌握国际法学

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面向中外律师事务所、中外企业法务部门、司法部门、其他政府部门、国际经济组

织、高校科研机构等法治实践需要，具备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解决国际

法律问题的学术研究型创新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熟悉法学基本理论，能合理运用法学理论分析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应熟练掌握

法学研究基本方法，养成法律思维；应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

基本知识。

２．熟悉法学核心课程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系统、牢固掌握国际法学专业方向的基本理论和专业
知识；能深入理解与国际法学相关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能把握国际法学的前沿动态和最新进展。

３．熟练运用法律推理、解释和论证方法；熟悉各种文献检索和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熟练掌握
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和资料。

（二）基本素质

１．热爱法学专业，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和坚定的法治信仰；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和严谨的学术态度，
崇尚科学精神，求真务实；应具有将一般法学理论观点上升为系统法学理论体系的修养及能力；能将法律

思维方法和学术创新精神贯彻于法学学习研究过程之中。

２．具有端正的学习目的、动机和态度，重视法学理论素养的积淀，正直善良，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
求，养成高尚的职业操守，具有为国家发展、国内和涉外法治建设做贡献的远大理想和社会责任。

３．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树立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养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

４．恪守学术规范，崇尚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修身正己，忠于真理，学风严谨，尊重
他人劳动成果，杜绝抄袭剽窃，切忌弄虚作假，避免粗制滥造和重复研究，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努力成为优

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运用多种科研工具获取知识以及运用外语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通过阅读
本学科领域主流、经典、前沿专业文献，获取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具备通过政法实践、学术交流、

文献检索等其他途径获取知识的能力。

２．科学研究能力。应具有运用法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法律现象的能力；具有中国问题意识和解决
中国法律问题的能力；具备自主查阅、搜集、处理、归纳学术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具备追踪学科知识前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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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能独立撰写和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具备初步发现和辨别学术问题的能

力，以及一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运用国际法学专业领域理论知识对相关法律现象和实际问题

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

３．实践能力。具备从事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或其他专业技术和社会服务的素质和潜力；具备综合运
用法律专业知识判断、分析和处理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设计、组织、实施实证性调查研究的能力；具

有较强的法律文书写作能力，能够较熟练地使用中英文起草、修订相关法律文件；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

力、人际沟通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完成基本涉外法律接待、法律谈判和法律咨询等实际业务。

４．学术交流能力。具有较强学术交流能力，能熟练运用法律专业术语进行学术交流，具备与政法实
务部门接洽、联系的技巧和能力；能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不断提升自身学术交流能力和学术水平。

５．其他能力。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具备严谨的逻辑思维和创新性、建设性的心态，具有良好的理解
能力和表达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国际公法
２．国际私法
３．国际经济法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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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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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向根据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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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生教学重视理论前沿，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

升，鼓励学科交叉，在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交流、科研任务中提升科学求真的原始创新能力，注重加强各

门课程教学内容的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国际法学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公共

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注重国际法学基本理论研讨，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

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注重国际法学学科知识拓展，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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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学分，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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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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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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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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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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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类活动以ｉ志愿平台认定为准，需下载服务时间明细佐证。其他志愿活动须出具志愿者证或相
关盖章证明文件，且须为省市级及以上单位组织。合格者记１学分。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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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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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１３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２
专业选修课 ６

必修环节 ４
总计 ３９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本人从事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或是针对社会现象调查

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成的学术论文或调查研究报告。

１．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写作应当规范，推荐参照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ＧＢ／

Ｔ７７１３－１９８７）、《学位论文编写规则》（ＧＢ／Ｔ７７１３１－２００６）、《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ＧＢ／Ｔ
７７１４－２０１５）执行。（１）结构合理，应包含中英文摘要、目录、导论、正文、结论、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基本内
容。（２）篇幅适中，正文一般应达到３万字。（３）引文合理，注释规范，不引发知识产权纠纷。（４）术语使
用规范，其中有关国别、法典、专业术语等表述符合通用使用方法，不产生歧义、引人误解。

２．质量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应具有较高学术质量。（１）论文选题适当，具有研究价值。（２）论文反映本专业领域

国内外学术动态和最新成果，研究目标明确，综合能力较强。（３）论文所依据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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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论文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在理论或者实践中有独到之处，如提出新命题、新角度、新方法，较好解决
法学理论或者法律实践中的某一具体问题。（５）论文研究思路和方法可行性强，数据真实可靠。（６）论
文材料详实，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强，文笔流畅，文风严谨。（７）在某一特定研究领域，具有一定
理论或者观点创新。（８）符合学术规范。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国际法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２１０１００３ 习近平法治思想

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０４ 法律方法与论文写作

Ｌｅｇ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１００２ 法理学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法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６００６ 民法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ｉｖｉ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６００７ 刑法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３１ 鉴定式案例分析研判

Ｍｏｄｅｌ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

Ｓ２１０３０２３ 国际公法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２４ 国际私法学

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２５ 国际经济法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２６
国际贸易法专题（含世贸组织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Ｌａｗ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ＷＴＯ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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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２１０２０４７ 国际投资法专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５０ 国际知识产权法专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３０２７
国际民事诉讼与商事仲裁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４５ 电子商务法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４９ 国际税法专题

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７５ 国际经济法案例评析

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１０２０８１
粤港澳经贸合作法律专题

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ｎｄＭａｃａｏ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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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法学

一级学科：法学

培养单位：国家安全与发展研究院

国家安全研究（０３０１Ｊ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旨在培养具有高度政治素质、战略思维、法治思维和风险意识，品行端正，逻辑思维和中外文表达能

力强，系统掌握国家安全学基础知识，尤其是经济安全相关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熟悉形势研判、战略规

划、金融风险治理、海外利益保护等经济安全核心业务，能够从事多领域国家安全相关科研与政策工作的

高层次专门人才。

本专业毕业生能够胜任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司法执法、外交外事等党政机关和实际部门的经济安全

实务工作及对策研究，能够在经济金融、海外拓展、文化教育、科技信息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从事安全对策

制定、咨询及研究工作。就业面向党政军机关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重点企业等机构，或进一步攻读相

关学科的博士研究生。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国家安全学学科硕士生应掌握坚实的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国家安全

技术等国家安全学的基础理论，并在上述至少一个方面掌握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学科的发展现状、趋势

及研究前沿，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能够运用国家安全学学科的理

论、方法、技术从事该领域工作，具有从事本学科和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工作的能

力。

（二）基本素质

１．具有良好的学科和科学素养，诚实守信，严格遵守科学研究学术规范；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
创新精神和工作作风；注重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

２．学术道德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纪守法，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
感，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恪守学术道德与规范，不以任何方式剽窃

他人成果，遵守知识产权规定。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本学科硕士生应具有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应基本熟悉本学科某一特定领域或

相关应用领域的资料和文献，了解学科前沿动态和主要进展，并有能力获得从事该领域研究所需要的背

景知识。应了解所从事领域内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基本了解取得该成果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有

能力获取从事科学研究所需的部分原始论文及综述性文章。应具备通过文献查阅、调查研究和工作实践

获取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能力。

２．科学研究能力
本学科硕士生应能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和企业从事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科研、教学、管

理和技术工作。硕士生应在有效获取相关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总结整理，从中提取出有用和正

确的信息，并能够利用获取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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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实践能力
本学科具有鲜明应用背景和实践能力的要求，硕士生应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初步具有独立

从事相关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能力，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４．学术交流能力
本学科硕士生应具备发现问题、获取信息、获得思路、掌握学术前沿动态的基本能力；具有良好的写

作能力和表达能力，能够运用母语和英语等至少一门外国语以书面和口头方式较为清楚地表达学术思想

和展示学术成果；能够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及其解释进行陈述和答辩，有能力参与科学问题和相关工作的

讨论。

５．其他能力
硕士生应熟悉本学科研究和工作的特点和要求；应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协调能力；应具

备较好的沟通交流和推动工作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安全
２．粤港澳大湾区安全法治
３．意识形态安全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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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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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向根据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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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生教学重视理论前沿，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

升，鼓励学科交叉，在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交流、科研任务中提升科学求真的原始创新能力，注重加强各

门课程教学内容的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依据国家安全学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国家安全研究内容所需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以及

学校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领先优势，设计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方案。

国家安全研究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其他环节构成，

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应修１学分。
３．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法理学》《国家安全学》等２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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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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五学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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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宣讲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 １０教学周）提交咨询报告
（５０００字左右），并获相关单位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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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国家安全学“名师进讲堂”系列
讲座或学校的学术讲座，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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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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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参加“国家安全学

笃行读书会”并作为主讲，做文献阅读报告１次，合格者计０．５分；中期考核前写出不少于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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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学分。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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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方可毕业。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１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８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本人从事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或是针对国家安全现象

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成的学术论文。

１．规范性要求
（１）论文选题应具有明确的国家安全研究领域方向和问题意识，主题集中、鲜明，具有较高的理论价

值和实践意义。

（２）论文结构应严谨、逻辑清晰，层次分明，语言表达准确、流畅，符合学术写作规范。
（３）论文应引用翔实、可靠的资料，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介绍、评论、注释应客观、公允、准确。引文应

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并严格按照学术规范进行标注。

（４）论文应体现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能力，不得抄袭、剽窃他人成果。
２．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１）硕士学位论文应体现研究生在国家安全研究领域所做出的具有一定创新性学术成果，能反映出

研究生已经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２）论文应注重学术质量，反对粗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对选题进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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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力求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３）论文应体现国家安全研究学科的内在要求，注意处理好学科性质和研究特色的关系、基础理论
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论文应能体现运用国家安全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

并体现对国家安全学理论某些观点论证上的丰富或创新。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国家安全研究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２４０１００１
总体国家安全观概论

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Ｖｉｅｗ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２４０６００２
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

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２４０１００３ 国家安全学研究方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２４０３００１
国家安全治理专题

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４０３００２
国家安全战略专题

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４０３００３
经济安全前沿问题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Ｉｓｓｕｅｓ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４０３００４ 学术论文与咨询报告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２４０２０２１
中外国家安全思想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４０２０１４ 国家安全法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４０２０２０ 金融安全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４０２０２２
海外利益安全治理与案例分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ｄ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３ ４８ ３ 考查

Ｓ２４０２０１７
国际传播与文化安全专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４０２００６ 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

Ｐｕｂｌｉｃ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４０２０１９ 意识形态安全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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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Ｓ２４０２０２３ 产业链安全风险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ｈａ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ｉｓｋｓ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４０２０１０ 政治学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４０２０１２ 国家安全教育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４０２０１８ 第二外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４０２０２５ 形势政策与热点分析（一）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１）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２４０２０２４ 形势政策与热点分析（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２）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２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７９



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法学

一级学科：法学

培养单位：法学院

数字法治（０３０１Ｊ２）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坚持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充分利用学校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的地缘优势，发挥法商

融合、法技融合、湾区融合的办学特色，实行法学专业知识培养和法律实务技能训练并重，培养德法兼修，

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具备全面、扎实的法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系统掌握数字法治

理论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面向国家机关、企事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法治实践需要，具备较高法律实践

能力的法学理论学术研究型创新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熟悉法学基本理论，能合理运用法学理论分析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应熟练掌握

法学研究基本方法，养成法律思维；应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

基本知识。

２．熟悉法学核心课程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系统、牢固掌握法学理论专业方向的基本理论和专业
知识；能深入理解与法学理论相关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能把握法学理论的前沿动态和最新进展。

３．熟练运用法律推理、解释和论证方法，熟悉各种文献检索和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比较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和资料。

（二）基本素质

１．热爱法学专业，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和坚定的法治信仰；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和严谨的学术态度，
崇尚科学精神，求真务实；应具有将一般法学理论观点上升为系统法学理论体系的修养及能力；能将法律

思维方法和学术创新精神贯彻于法学学习研究过程之中。

２．具有端正的学习目的、动机和态度，重视法学理论素养的积淀，正直善良，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
求，养成高尚的职业操守，具有为国家发展和法治建设做贡献的远大理想和社会责任。

３．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树立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养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

４．恪守学术规范，崇尚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修身正己，忠于真理，学风严谨，尊重
他人劳动成果，杜绝抄袭剽窃，切忌弄虚作假，避免粗制滥造和重复研究，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努力成为优

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运用多种科研工具获取知识以及运用外语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通过阅读
本学科领域主流、经典、前沿专业文献，获取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具备通过政法实践、学术交流、

文献检索等其他途径获取知识的能力。

２．科学研究能力。应具有运用法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法律现象的能力；具有中国问题意识和解决
中国法律问题的能力；具备自主查阅、搜集、处理、归纳学术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具备追踪学科知识前沿的

能力；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能独立撰写和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具备初步发现和辨别学术问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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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及一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运用法学理论专业领域理论知识对相关法律现象和实际问题

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

３．实践能力。具备从事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或其他专业技术和社会服务的素质和潜力；具备综合运
用法律专业知识判断、分析和处理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设计、组织、实施实证性调查研究的能力，能

撰写起诉状、答辩状、判决书、仲裁裁决书等法律文书以及相关公文；具备良好沟通协调的能力，能完成基

本法律接待、法律谈判和法律咨询等实际业务。

４．学术交流能力。具有较强学术交流能力，能熟练运用法律专业术语进行学术交流，具备与政法实
务部门接洽、联系的技巧和能力；能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不断提升自身学术交流能力和学术水平。

５．其他能力。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具备严谨的逻辑思维和创新性、建设性的心态，具有良好的理解
能力和表达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智慧法治
２．人工智能法
３．网络与数据安全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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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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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向根据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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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生教学重视理论前沿，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

升，鼓励学科交叉，在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交流、科研任务中提升科学求真的原始创新能力，注重加强各

门课程教学内容的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数字法治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

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注重数字法治基本理论研讨，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

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注重数字法治学科知识拓展，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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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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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五学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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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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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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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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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类活动以ｉ志愿平台认定为准，需下载服务时间明细佐证。其他志愿活动须出具志愿者证或相
关盖章证明文件，且须为省市级及以上单位组织。合格者记１学分。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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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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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１３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２
专业选修课 ６

必修环节 ４
总计 ３９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本人从事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或是针对社会现象调查

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成的学术论文或调查研究报告。

１．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写作应当规范，推荐参照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ＧＢ／

Ｔ７７１３－１９８７）、《学位论文编写规则》（ＧＢ／Ｔ７７１３１－２００６）、《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ＧＢ／Ｔ
７７１４－２０１５）执行。（１）结构合理，应包含中英文摘要、目录、导论、正文、结论、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基本内
容。（２）篇幅适中，正文一般应达到３万字。（３）引文合理，注释规范，不引发知识产权纠纷。（４）术语使
用规范，其中有关国别、法典、专业术语等表述符合通用使用方法，不产生歧义、引人误解。

２．质量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应具有较高学术质量。（１）论文选题适当，具有研究价值。（２）论文反映本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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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术动态和最新成果，研究目标明确，综合能力较强。（３）论文所依据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正确。
（４）论文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在理论或者实践中有独到之处，如提出新命题、新角度、新方法，较好解决
法学理论或者法律实践中的某一具体问题。（５）论文研究思路和方法可行性强，数据真实可靠。（６）论
文材料详实，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强，文笔流畅，文风严谨。（７）在某一特定研究领域，具有一定
理论或者观点创新。（８）符合学术规范。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数字法治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

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习近平法治思想

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法律方法与论文写作

Ｌｅｇ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法理学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法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民法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ｉｖｉ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刑法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鉴定式案例分析研判

Ｍｏｄｅｌ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

信息网络法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Ｌａｗ 法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网络与数据安全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法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查

智慧法治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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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选修课

电子商务法国际法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合同法民法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侵权法

Ｔｏｒｔ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大数据与法律检索方法

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未来法学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ＦｕｔｕｒｅＬａｗ 法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法律人工智能

Ｌｅｇａｌ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法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

Ｍａｒｘｉｓｔ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法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试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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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法学

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

培养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０３０５００）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旨在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良好的道

德品质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能够胜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学研究以及从事各类思想政治工作的高级

专门人才。

二、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硕士研究生获取学位，要在基本知识、基本素质、基本学术能力方面达到

如下要求：

（一）基本知识

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

和基本特征；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了解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

进、思潮及流派；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的

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基本规律及所形成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

和精神实质；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

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沿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问题；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的一般特点与基本规律；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与科学方法。能够较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分析和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指导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研究并分析现实社会问题。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质
认真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有比较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功底和相关专业基础知识。了解学科研究的最新学术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善于在学术讨论中得到启发

和提高认识。

２．学术道德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当代价值的认识基础上，树立起坚

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正确的

理论立场，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遵纪守法。严禁抄袭、剽窃、侵吞、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严禁伪造

或篡改数据、文献、注释，杜绝一切学术不端问题的发生。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真实而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养成学术思考的

兴趣，掌握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

２．科学研究能力
具有较好的揭示理论与实践之间、相关理论与本学科理论之间的联系，以及理论体系内部之间存在

的矛盾，并善于将这些联系和矛盾转化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的能力。在导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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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训练，注重提高自己科学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能力。

３．实践能力
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重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要学好理论，还要运用好理论。

４．学术交流能力
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充分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能够正确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在学术交流

中提高学术能力。

５．其他能力
有较好的口头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沟通能力等。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学

科的外文资料。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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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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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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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

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党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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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一般安排在第四五学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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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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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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场由校内外组织的学术讲座，由学
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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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究生
培养指导委员会考核，合格者计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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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不少于２万字的
读书报告，且中期考核前至少完成２次学院“启润”经典读书会分享。读书报告于中期考核前交所在培养
单位，由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考核，合格者计０５学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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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学分。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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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方可毕业。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５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４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８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旨在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独立思考和科学研究能力，为今后的科学研究奠定基础。

１．规范性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当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广东财经大学学位论文基本格式。学位论文规范性

包括论文写作、文献引用和综述、理论分析等多方面。学位论文必须做到主题集中、鲜明；文章层次清晰，

逻辑严谨；引用资料翔实、可靠；基本观点正确，论证充分、有力；文笔流畅，书写格式规范。合理使用引

文，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介绍、评论、注释，应力求客观、公允、准确。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

则。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是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文本，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

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２．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应该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注重学术质量，反对粗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

力求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３．预答辩与答辩要求
硕士研究生需按要求完成预答辩。预答辩至少在论文正式答辩前２个月进行。预答辩和学位答辩

要求和流程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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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

业

核

心

课

马克

思主

义中

国化

研究

思想

政治

教育

马克

思主

义基

本原

理

党的

建设

Ｓ２２０１００１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２２０６００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问题研究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２２０６００５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２２０３００３ 习近平经济思想专题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ｏｕｇｈｔ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２０３００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２０３００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２２０１００６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２２０３００６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党建学说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ｔｈｅＣＰＣ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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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２２０２００８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２０２０１６ 学术论文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２２０２０２７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２０２０２８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２０２００５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ｂｒｏａｄ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２０２０２９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２０２０３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专题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２０３００１
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研究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２０２０３１
总体国家安全观专题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２０２００６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２０２０１０

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

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２０２０３２
意识形态与当代社会思潮专题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２０２０３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Ｆｉｎ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２０２０３４ 党的建设前沿问题专题研究

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ｏｆ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ＰＣ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２０２０２１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专题研究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ＰＣ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２０２０２２ 党建实务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ＰＣ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２０３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ｏｆ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２０２０２６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２２０２０３５
思政课教学方法与艺术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ｒｔ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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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文学

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培养单位：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０５０２０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经济发展，依托校本学科优势，培养具有坚定政治立场、深挚家国情怀、开阔

国际视野，全面了解英美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三个主要方向的基础知识，系统掌握主

研方向的理论知识及研究方法，具有较好的获取知识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实践能力、学术交流能力、计算

机技术能力及融合经管法等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创新意识和学术悟性，能胜任英语语言文学的学科方向研

究及外语教育、翻译、外交、外事、中外人文交流、国际传播等涉外领域工作的高素质英语语言文学学术创

新型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应具备较坚实的英语语言文学基础理论知识和某个研究方向的系统的专业知识，熟悉所研究领域的

发展状况，完成与方向一致的有一定新见解的论文；应掌握一门第二外语；应掌握从事文献调研、资料查

询、调查研究、数据分析等所需要的工具性知识。

（二）基本素质

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良好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崇高的道德品质，还应具备：

１．学术素养
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具有较好的理论修养和创新精神；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兴趣、学术悟性和

语言表达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较强的学习和实践能力；尊重他人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

与成果；坚持实事求是，富有合作精神。

２．学术道德
应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写作规范，严禁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剽窃他人成果，杜绝篡改、假造、选

择性使用实验和调查数据；要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教育部和学位授予权单位有关科学研究的管理

规定。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应具备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有效获取研究所需知识和方法的能力：能熟练检索、阅读、理解和分析各

种专著、论文、资料及网络资源。应熟悉本学科相关领域中的文献资料，了解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前沿动

态，掌握所从事研究领域的背景知识；学会获取其他相关学科的信息资源，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２．科学研究能力
应具备学习、分析和评述前人研究成果的能力，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一定的创新意识；应具有独立的

研究能力，包括独立查询资料、独立调查、独立思考、独立撰写学位论文、独立回答同行质疑、独立从事学

术咨询的能力。

３．实践能力
应具备独立开展调查研究的能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将基础理论应用于解决社会实践问题；应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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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外语口笔头实践能力；应具备良好的团队精神，善于与他人协调、沟通与合作；具有国际交流的能力。

４．学术交流能力
应善于表达学术思想、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能运用英语进行准确、清晰的口头和文字表达，有相关

成果在学术期刊、学术网站、学术研讨会、学术咨询等平台中发布。

５．其他能力
应能熟练地使用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具备利用互联网等辅助工具查找资料、分析资料的能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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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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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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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同时采取导师培养为主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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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生教学重视理论前沿，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

升，在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交流、科研实践任务中提升科学求真的学术素养和科研能力。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

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政治理论课。
政治理论课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２学分）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１学分），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教学。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反映学科专业研究方向的前沿动态，满足研究生学习个性化专业学习及学术创新训

练的需求。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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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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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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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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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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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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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方可毕业。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３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１２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０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８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硕士生本人独立完成。

１．规范性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原则上用英语撰写。字数原则上不少于３５万字。硕士学位论文应做到核心学术概

念阐释清晰；设计严密，研究方法适当有效；论证有相关学术理论作为支撑；数据真实可靠；论据充分，逻

辑严密，前后一致；文献综述客观，引述准确，参考文献标注正确清晰，文献标注应符合本研究领域的学术

体例规范，如英语学术论文的语言学方向ＡＰＡ和文学方向ＭＬＡ体例等。
２．质量要求
选题应在本学科某一领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基本理论依据可靠；问题的提出、论证得

出的结论及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本学科某一方面的发展有所启示；条理清楚、论证严密、表达清晰；文

字通顺、格式规范。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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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文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２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１／２ 考试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４１０６００６ 外国语言学理论

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外国语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４１０６００５ 西方文学理论

Ｗｅｓｔｅｒ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ｙ 外国语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４１０１００３ 翻译学概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４１０２００１ 应用语言学

Ａｐｐｌｉｅｄ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４１０３００２１ 第二外国语（日语）上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Ⅰ
外国语学院 ２ ４８ １ 考查

Ｓ４１０３００２２ 第二外国语（日语）下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Ⅱ
外国语学院 ２ ４８ ２ 考查

Ｓ４１０３００３
英美文学经典导读

Ａ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４１０３００４
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４１０３００５１ 第二外国语（法语）上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ｒｅｎｃｈ）Ⅰ
外国语学院 ２ ４８ １ 考查

Ｓ４１０３００５２ 第二外国语（法语）下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ｒｅｎｃｈ）Ⅱ
外国语学院 ２ ４８ ２ 考查

Ｓ４１０３００７
研究方法与学术论文写作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ｅｓ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４１０２００６ 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０３ 英美诗歌批评

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ｏｅｔｒｙ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０５ 同声传译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０８ 中西美学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试

Ｓ４１０２００９ 语料库研究方法与应用

Ｕｓ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ｆｏ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１１ 语用学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１４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理论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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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Ｓ４１０２０１６
现当代英美小说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ｉｃｔｉｏｎ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１７ 现代外语教学理论

Ｍｏｄｅｒ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１８ 应用翻译研究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１９ 中国经典翻译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２０ 中国翻译话语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２１ 语言研究统计学

Ｂａｓ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２２ 中国文化外译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２３ 西方汉学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４１０３００１ 当代词典学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ｙ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２９ 文学翻译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２４ 语料库翻译与术语管理

Ｃｏｒｐｕ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２８ 认知语言学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２７ 话语分析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２６ 财经话语分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４１０２０２５ 国别与区域研究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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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理学

一级学科：数学

培养单位：统计与数学学院

数学（０７０１００）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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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培养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适应广

东省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求，遵纪守法，富有社会责任感，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严谨的治学态度及较

强的创新精神，掌握较坚实的数学基础理论，了解学科前沿进展与动向，受到良好的科研训练，初步具有

独立从事数学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数学相关的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或能够将数学与经管法等学

科相结合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的高层次数学专业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掌握数学学科较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较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悉数学学科有关领域的前沿动

态；掌握必要的相关学科知识；具有初步独立从事数学及相关学科科学研究的能力。

根据数学学科应掌握的核心概念和基本知识体系，数学学科的研究生课程划分为学科基础课、专业

基础课和专业课。学科基础课涵盖数学一级学科应掌握的核心概念和基础知识，如代数、分析、概率、几

何与拓扑及其他应掌握的学科基础知识。专业基础课涵盖数学各个研究方向应分别掌握的专业基础知

识；专业课涵盖数学各研究方向应分别掌握的专业知识。

（二）基本素质

应崇尚科学精神，具有一定的数学素养，具备进一步学习数学和其他相关学科所必需的能力，并能初

步应用这些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掌握数学学科相关的知识产权和学术规范等方面的知

识。

应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学风严谨、品行端正，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科学的精神，能积极为各项建设

事业服务。数学学科培养的硕士需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在成果署名、论

著引用、数据收集和使用、成果评价等方面尊重事实，遵守学术规范。

应具有坚韧不拔的钻研精神，身心健康。

（三）基本能力

具有比较扎实宽广的数学基础，了解数学学科目前的进展，并在某一子学科受到一定的科研训练，熟

悉所研究领域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学术研究前沿动态，初步具有独立进行理论研究的能力或运用数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某个专业方向上做出有理论或实践意义的成果。

获得的学科知识初步达到专业化水平，对他人成果进行评价时，能在充分掌握国内外相关材料、理论

及应用结果和数据的基础上，维护学术评价的客观、公正性，力求全面、准确。

应应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严谨的治学态度、较强的开拓精神，善于接受新知识，提出新思路，探索新

课题，并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数学学科培养的硕士需掌握一门外语，能够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

具有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表达学术思想、展示学术成果的专业能力。能运用计算机与现代信息工具从事

科研、教学、高新技术开发或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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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向

（一）基础数学

１．微分方程理论及应用
２．复分析及其应用
３．分形几何与动力系统
（二）应用数学

１．密码学与信息安全
２．金融数学
３．图论
４．生物数学
（三）金融大数据与深度学习

１．深度学习及其数学基础
２．金融大数据挖掘
（四）数学教育

１．中学数学教育
２．职业学校数学教育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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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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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向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开题审查、中期考核、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培养环节的质量把控。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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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数学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公共必修课和

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以及专业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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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解析几何》。补修课程方式上课或自学。补修课程采取开卷考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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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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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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听取不少于２０场线下由校内组织的学术讲座，由学院进
行考核，合格者计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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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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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３５学分，其中课程３２学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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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毕业。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８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５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是为申请硕士学位而撰写的学术论文，是评判学位申请者学术水平的主要依据。

数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要选择基础类数学研究、应用类数学研究或数学教育类研究中有价值的课

题，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并能表明作者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较坚实的基础理论和较系统的专门

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硕士学位论文应是本人的研究成果，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不得抄袭或剽窃他人成果。学位论文

应反映作者较好地掌握了数学学科及相关专业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做到论点界定明确，数据真实可靠，推

理严谨充分，结构层次分明，文字清晰通畅。

１．规范性要求
数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形式应以研究论文为主，论文一般包括以下部分：

（１）论文题目：应当简明扼要地概括和反映出论文的核心内容，题名语意未尽，可加副标题。
（２）原创性声明：应声明论文是作者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３）中英文摘要与关键词：论文摘要重点概述论文研究的目的、方法、成果和结论，语言力求精练、准

确，要突出本论文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

（４）前言或绪论：前言应对论文的背景及工作内容作简要的说明，要求言简意赅。
（５）文献综述：是对本研究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和相关领域中已有研究成果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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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正文部分：是学位论文的主体和核心部分，不同研究方向和不同的选题可以有不同的写作方式：
可以是对一个理论和应用问题的完整详细的描述、逻辑论证等；也可以由基于同一研究目的、多篇已发表

系列论文组成。

（７）结论：是学位论文最终和总体的结论，是整篇论文的归宿。应精炼、准确、完整，着重阐述作者研
究的创造性成果及其在本研究领域中的意义，还可进一步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和建议。

（８）参考文献：是作者撰写论文或论著而引用的有关期刊论文和图书资料等。凡有引用他人成果之
处，均应标明该成果的出处，按作者姓名顺序或文中引用顺序列于文末。

数学学科硕士论文要表达准确、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文字通顺、格式规范、数据准确、图表规范、结论

可信。

２．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是否取得创新成果和是否具备研究能力通常是衡量学位论

文质量的两个重要指标。要求通过考查学位论文是否让研究生受到全面系统的研究训练、是否具备数学

某一领域的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来评价论文质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要求：对硕士生学习与研究计

划的审查要重点考查该硕士生是否尽早确定研究领域、进入研究状态；对硕士生开题报告的审查要重点

考查该硕士生的文献收集、整理、综述能力和研究设计能力；论文答辩要从论文选题与综述、研究设计、论

文的逻辑性和规范性、工作量等方面考查。对于数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不强制要求硕士生在学期间取

得量化的创新成果，鼓励数学学科硕士生在取得硕士学位之前，将论文工作中取得的创新研究成果整理

成文，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理学硕士学位。

数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３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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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６１０１００３ 几何与拓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６１０１００４ 抽象代数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ｇｅｂｒａ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６１０１００５ 泛函分析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６１０３００５ 算法分析与设计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６１０３００６
微分方程定性与稳定性理论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１６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６１０２０１８ 泛函微分方程（双语）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１９ 随机级数

ＲａｎｄｏｍＳｅｒｉｅ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２０ 测度论

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２１ 现代密码学

Ｍｏｄｅｒｎ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２２ 图论（全英）

ＧｒａｐｈＴｈｅｏｒｙ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２３
随机过程在物理和化学中的应用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２４ 数学教学研究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２５ 符号计算方法

Ｓｙｍｂｏ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２６ 傅里叶分析（双语）

Ｆｏｕｒｉ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２７ 数字图像处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２８ 数学前沿选讲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２９ 实分析与复分析

Ｒｅ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３０ 高等数理统计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３１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６１０３００９ 深度学习

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０３ 数理金融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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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理学

一级学科：统计学

培养单位：统计与数学学院

统计学（０７１４００授理学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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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培养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适应广

东省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求，遵纪守法，富有社会责任感，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严谨的治学态度及较

强的创新精神，掌握扎实的数理统计基础理论和系统的机器学习知识，掌握数据分析和金融统计等方向

的最新进展与动向，初步具有独立从事统计学相关的科学研究或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或能够将统计学

与经管法等学科相结合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的学术创新型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本学科的硕士研究生需掌握统计学科的基础理论，能够正确研究、分析、设计，或应用先进的统计方

法和统计分析算法与软件解决有关科学技术研究中的问题；掌握统计学科有关的专业知识和一般学术动

态，在统计理论方面或应用方面做出具有创新性的成果；掌握一定的交叉学科知识，鼓励开展跨学科和新

兴交叉学科的研究；具有独立从事统计理论或应用研究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能比较熟练地运

用一种主要外语阅读本学科文献，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主要外语进行交流，并撰写规范和高质量的学

术论文。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应崇尚科学精神，具有良好的统计学素养，确保所使用的数据和研究成果真实可靠，熟悉统计学在自

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金融经济、工农商等各行业中所发挥的工具性作用；掌握统计思想、理论和方法，

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拓展能力，具备较好的理论研究潜力；在多个理论与应用领域，能够利用统计学及其

相关领域的知识独立地解决理论和应用问题，并发展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

２．学术道德
培养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学风严谨、品行端正的统计学专业人才，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科学的精

神，积极为社会各项建设事业服务。严格遵守国际的和国家的专利、著作、合同等有关法律规定，不得侵

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在实际工作中，对统计学及相关学科史和学术背景应有较全面的了解。

（三）基本学术能力

应为统计学方面的高级应用研究人才。具有良好的统计学和数据科学基础，掌握相关学科方向的专

门知识，熟悉所研究领域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学术研究动态，具有较强的从事理论研究或应用研究的能

力，能够在统计学或统计应用上做出有价值的成果。

１．获取知识能力
获得的统计学学科知识必须达到专业化水平，具备较好的理解本学科领域科研文献的能力，具有与

有关专业人员合作进行科学研究或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能力。善于接受新知识、提出新思路、探索新课

题，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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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科学研究能力
应具有一定的统计科学研究能力，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严谨的治学态度，较强的开拓精神，有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表达问题的能力，有很强的适应性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及从事科学研究的

能力。

３．实践能力
应该具备统计调查研究的实践能力，具备与实际部门人员沟通交流的能力，具备从实践中提出统计

研究问题的能力，具备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能够利用所学的统计方法，以及利用所掌握的统计

机器学习算法或软件在财经大数据分析、金融风险预警、企业生产数据统计分析等领域拥有一定的实际

解决能力。

４．学术交流能力
应具备与其他学科领域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能够用通俗的语言和文字使非统计专业的人员理解和正

确使用统计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利用现代前沿统计技术与方法，进行统计学前沿方法技术同金融

大数据、财税系统分析、现代统计管理、会计大数据分析等等多学科领域的学术交叉与学术融合。

５．其他能力
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能够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备在政府、企事业单位，在科学研究、经济、

管理等部门，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从事统计应用研究和数据分析工作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数理统计
２．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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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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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向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研究生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开题审查、中期考核、论文工作检查等重要培养环节的质量把控。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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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统计学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公共必修课

和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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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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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修方式是自学或上课。补修课程采取开卷考核方式，成绩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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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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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听取不少于２０场线下由校内组织的学术讲座，由学院进
行考核，合格者计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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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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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３５学分，其中课程学分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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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毕业。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８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５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统计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有意义且内涵较丰富，较好地掌握该选题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对该选题的主要文献与最新进展应有较好的了解。硕士学位论文应系统完整，其中必须包含综述部分和

创新部分，新结果的论证应有一定难度。

硕士学位论文应是本人的研究成果，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不得抄袭或剽窃他人成果。学位论文

应反映作者较好地掌握了统计学科及相关专业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做到论点界定明确，数据真实可靠，推

理严谨充分，结构层次分明，文字清晰通畅。

１．规范性要求
统计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形式应以研究论文为主，论文一般包括以下部分：

（１）论文题目：应当简明扼要地概括和反映出论文的核心内容，题名语意未尽，可加副标题。
（２）原创性声明：应声明论文是作者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３）中英文摘要与关键词：论文摘要重点概述论文研究的目的、方法、成果和结论，语言力求精练、准

确，要突出本论文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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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前言或绪论：前言应对论文的背景及工作内容作简要的说明，要求言简意赅。
（５）文献综述：是对本研究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和相关领域中已有研究成果的介绍。
（６）正文部分：是学位论文的主体和核心部分，不同研究方向和不同的选题可以有不同的写作方式：

可以是对一个理论和应用问题的完整详细的描述、逻辑论证等；也可以由基于同一研究目的、多篇已发表

系列论文组成。

（７）结论：是学位论文最终和总体的结论，是整篇论文的归宿。应精炼、准确、完整，着重阐述作者研
究的创造性成果及其在本研究领域中的意义，还可进一步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和建议。

（８）参考文献：是作者撰写论文或论著而引用的有关期刊论文和图书资料等。凡有引用他人成果之
处，均应标明该成果的出处，按作者姓名顺序或文中引用顺序列于文末。

统计学学科硕士论文应表达准确、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文字通顺、格式规范、数据准确、图表规范、结

论可信。

２．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是否取得创新成果和是否具备研究能力通常是衡量学位论

文质量的两个重要指标。要求通过考查学位论文是否让研究生受到全面系统的研究训练、是否具备统计

学某一领域的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来评价论文质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要求：对硕士生学习与研究

计划的审查要重点考查该硕士生是否尽早确定研究领域、进入研究状态；对硕士生开题报告的审查要重

点考查该硕士生的文献收集、整理、综述能力和研究设计能力；论文答辩要从论文选题与综述、研究设计、

论文的逻辑性和规范性、工作量等方面考查。对于统计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不强制要求硕士生在学期

间取得量化的创新成果，鼓励统计学学科硕士生在取得硕士学位之前，将论文工作中取得的创新研究成

果整理成文，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理学硕士学位。

统计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授理学学位）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３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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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６１０１００２ 高等数理统计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查

Ｓ６１０３００２ 现代多元统计

Ｍｏｄｅｒｎ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６１０１００１ 高等概率论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６１０３００８ 广义回归分析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６１０３００３ 统计计算方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０８ 抽样技术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１６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６１０２００２ 应用随机过程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６１０３００９ 深度学习

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０３ 数理金融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０４ 生存分析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０６ 风险理论

ＲｉｓｋＴｈｅｏｒｙ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１０ 统计机器学习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１３ Ｂａｙｅｓ统计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１４ 非参数统计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１５ 数据收集与可视化

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６１０２０１７ 时间序列分析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统计与数学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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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

培养单位：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１２０１００）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围绕“科技强国”战略目标，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企事业单位高级管理与工程复合型工作岗位，

培养掌握本学科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家国情怀、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宽广学术视野，具

有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为大湾区输送具备高度专业素养、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级管理与工程复合型人才。具体包括：

（１）系统掌握和透彻理解管理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技术，能够采用恰当的定性定量结合的分析技术解
决管理实际问题；（２）全面深入地掌握本领域的研究成果，了解相关学科的发展动态；（３）掌握较为规范
的研究方法，能够独立承担一定的科研任务；（４）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本学科硕士生应掌握的基础知识包括经济学、运筹学、统计学、管理学、系统科学等；应掌握的专业知

识包括优化与决策理论、信息技术、管理心理与行为等；应掌握的工具性知识包括系统分析与建模、优化

与仿真、数据分析方法等。能够运用上述基本知识独立地进行科研工作，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和社会经济

活动中涌现的实际管理问题，并进一步加深对该学科方向的理解。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崇尚科学精神，对学术研究具有洞察力和兴趣，具有较好的学术悟性和语言表达能力，善于结合理论

学术前沿利用新技术解决管理实际问题，具备一定的学习和实践能力、学科交叉的逻辑思维能力，有从事

研究必备的学术热情和创新精神。

治学严谨，学风良好，掌握本学科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能较好地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和

技术，研究管理理论和解决现实管理问题，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技能。

了解本学科相关的知识产权、研究伦理等方面的知识，如了解使用研究数据需遵从的安全性、隐私性

等相关法规条例，了解数据实验、用户实验的研究伦理和规范等。

２．学术道德
恪守学术道德规范，遵纪守法，尊重事实和他人的研究成果，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

态度，杜绝篡改、假造、选择性使用实验和观测数据等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反对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粗

制滥造的浮躁作风和行为。具有学术共享精神，如对研究数据及代码能够在法律、管理条例等规范前提

下予以开源共享，促进学科健康发展。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获取研究所需知识，了解特定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知识、洞察该研究方向

热点和难点问题，掌握信息与知识检索、逻辑整理和内容分类的技能，能够准确、客观地对特定研究领域

进行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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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科学研究能力
能够从前人研究成果或管理生产实践中发现有价值的科学问题，并针对科学问题提出研究思路、设

计技术路线，在研究过程中能够理性思辨，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利用基础理论、方法与数据进行科学严

谨的分析、推理与实验，通过清晰的语言表达和逻辑严谨的归纳总结，论证科学问题的解决过程。

３．实践能力
在导师指导下参与科研课题，具备需求调研、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

要求、方法和步骤，能独立提出研究问题、合理可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撰写研究报告，具备良好的协

作精神和一定的组织能力。

４．学术交流能力
具备良好的学术表达和交流能力，善于表达学术思想、阐述研究思路和技术手段，能够在国内外学术

会议上完整分享和交流学术成果，具备与国内外学术同行交流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的能力。

５．其他能力
熟练运用外语进行资料搜索和文献阅读，具备较强的外语阅读、写作和听说能力。具备文献调研、资

料查询、方法技术综合应用、研究报告撰写技能，以及数据分析、学术交流等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商务智能与数字金融
２．数据挖掘与决策优化
３．信息工程与服务管理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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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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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生教学重视理论前沿，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

升，鼓励学科交叉，在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交流、科研任务中提升科学求真的原始创新能力，注重加强各

门课程教学内容的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公共必修课、

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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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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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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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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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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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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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３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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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的，方可毕业。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７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０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６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系统完整，选题有一定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且内涵较丰富，较

好地掌握该选题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该选题的主要文献与最新进展应有较好的了解，新结果的论

证有一定难度。

硕士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旨在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独立思考和科学研究能力，为今后的科学研究奠定基

础。硕士学位论文应是本人的研究成果，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不得抄袭或剽窃他人成果。学位论文

应反映作者较好地掌握了所学习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做到论点界定明确，数据真实可靠，推理严谨充分，

结构层次分明，文字清晰通畅。

１．规范性要求
（１）基本要求。论文的选题应来源于管理实践，研究问题具体，须在选题范围内以本学科的相关理

论、建模、数据分析作为论证观点的支撑。

论文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叙述准确、文字简练、图表规范。对于涉及作者创新性研究工作的结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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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论述，做到数据或案例丰富。文中引用的文献资料须注明来源，使用的计量单位和图表规范，应符合

国家标准。

（２）论文内容。硕士学位论文构成：摘要、正文、参考文献及附录。
摘要体现学位论文工作的核心思想，突出论文的新见解，力求语言精练准确。正文一般包括选题的

背景、研究意义；相关研究综述、研究方案设计、数据获取、实验方法和实验结果；理论证明推导、重要的计

算、数据、图表、曲线及相关结论分析等。

论文中有关与指导教师或他人共同研究、实验的部分以及引用他人研究成果的部分都要明确说明。

以严谨、负责的态度对待论文的引证、署名和发表，在论文中直接或间接引用他人成果，须严格注明

引文出处、标注注释，并列入参考文献。

２．质量要求
（１）论文选题要有一定的针对性，应具有实际管理应用和学术理论上的意义，培养单位应组织对论

文选题进行审定。

（２）论文概念清晰、数据来源依据可靠、分析严谨，计算结果正确无误，对研究结论给出准确的管理
学诠释。

（３）论文能体现作者跟踪学科前沿，系统地运用管理学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工程技术手段解决
问题的能力。

（４）通过科学论证而获得的新知识、结论或所提供的分析角度、研究方法，对本学科某方面的发展有
所启示。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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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１１０１００４ 高等统计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笔试

（闭卷））

Ｓ３１０１００１ 管理研究方法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工商管理

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课

程论文）

Ｓ５１０１００１ 运筹学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信息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笔试

（闭卷））

Ｓ５１０２００６ 商务智能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课

程论文）

Ｓ５１０３００２ 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

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笔试

（闭卷））

Ｓ５１０２０２６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课

程论文）

Ｓ５１０３００７ 学术规范与学术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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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课

程论文）

Ｓ５１０２００４ 决策分析理论与方法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课

程论文）

Ｓ５１０２００５ 物联网管理

Ｉｏ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课

程论文）

Ｓ５１０２００７ 管理系统仿真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课

程论文）

Ｓ５１０２０１０ 知识管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课

程论文）

Ｓ５１０２０２３ 互联网技术与思维（双语）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课

程论文）

Ｓ５１０２０２５ 管理博弈论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课

程论文）

Ｓ５１０３００３ 现代数据管理

Ｍｏｄｅｒｎ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课

程论文）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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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工商管理学

培养单位：会计学院／智能财会管理学院

会计学（１２０２０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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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坚持“湾区意识、数智赋能、多元协同”的人才培养理念，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面向会计学学术研究部门和岗位，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具有扎实

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基础，系统掌握会计、审计、财务管理及相关领域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能

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管理以及教学、科研工作的会计领域学术创新型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系统和深入掌握会计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体系，并掌握会计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
基本方法，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会计理论或实践中的重要问题。

２．系统、深入地理解与掌握会计学领域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把握会计学领域的主要研究问题和国
内外研究现状，并熟练应用会计学的相关研究方法或工具，包括理论模型、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展相

关的学术研究，并形成独到的学术见解。

３．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主要外语阅读本学科文献，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
主要外语进行交流，并撰写规范和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１）具有综合人文素质，掌握基本哲学原理，了解会计学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研究伦理，树立科学世

界观和掌握系统方法论，尊重客观事实，遵循客观规律，遵守研究伦理，维护知识产权，保持严谨的求

是风格。

（２）对会计学学科抱有积极的求知欲望，较强的创新精神和严谨的科研作风，拥有严密的思维能力、
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合作精神，具备人际交流、信息获取、知识更新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３）扎实掌握专业基础理论与系统的会计学理论、方法和技能，熟悉相关学科知识，拥有较强的实践
能力和应变能力，能正确运用会计学理论与方法、信息技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和相应的

技术方法等解决实际问题。

（４）具有坚实的管理与经济理论基础，能够跟踪、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前沿与学术动态，掌握科学的研
究方法和技能，具备一定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能从事本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

（５）具备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主要外语阅读本学
科国内外研究文献和进行口头或书面交流，能熟练正确地运用一种主要外语撰写学术论文。

２．学术道德
会计学学术硕士应当恪守学术规范，讲究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修身正己、忠于真

理、学风严谨，并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杜绝抄袭剽窃，杜绝弄虚作假，反对一稿多投，反对粗制滥造和重复

研究，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养成优良的学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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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能熟练查阅和使用会计学专业重要的相关学术期刊和数据库，理解和掌握会计学专业的现状、问题

和发展趋势；具备基本的文献搜集、整理和评析能力；扎实掌握会计学专业规范的、常用的科学研究方法。

２．科学研究能力
深入了解和认识会计学专业已有的研究成果，掌握会计学专业所属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

法，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提炼科学问题，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或合作开展理论或应用研究，研究成果

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同时善于以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或口头方式，清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

点，展现研究成果。

３．实践能力
通过实习或项目研究，深入实际部门或企业，注重观察、跟踪和总结管理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并运用

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此开展研究，以提出有价值的政策性建议，并能够胜任某一相关管理岗位的管理

实践工作。

４．学术交流能力
具备基本的学术交流能力，能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无障碍地与其他研究者进行沟通交流。一方面，具

备简明、清晰、系统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的能力；另一方面，具备撰写规范的学术论文、项目

研究报告和案例分析报告的能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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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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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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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生教学重视理论前沿，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

升，鼓励学科交叉，在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交流、科研任务中提升科学求真的原始创新能力，注重加强各

门课程教学内容的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会计学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公共必修

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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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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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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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学术活动，听取不少于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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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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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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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３８学分，其中课程学分３５学分，专业实践１学分，学术活动１学分，文献阅
读１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的，方可毕业。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９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０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８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会计学硕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完整和规范的学术论文。硕士生应该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

成学位论文，不得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学位论文的选题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学位论

文的研究主题明确，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资料翔实、充分、可靠，研究方法规范，分析和论证逻辑严谨，文

字流畅，格式规范，结论不仅应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还应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

１．规范性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主要由封面、独创性声明及版权授权书、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目录、插图和附表清单、主要符号表、引言、正文、参考文献、致谢、附录和作者简介等部分组成并按先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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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排列。

硕士学位论文的格式必须规范化和标准化。标题应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各类标题层级分明；正文必

须文字表达流畅，避免使用文学性质的或带感情色彩的非学术性词语，排版整齐规范；图表和公式标准；

参考文献齐全并按标准编排；论文中如出现非通用性的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应作相应解释。

２．质量要求
选题有一定的新意，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能够通过广泛阅读国内外研究文献，把握本领域国

内外学术动态和前沿问题，或管理实践中的主要问题，以独特的研究视角，提炼和明确研究的主要问题，

预期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应用价值。

学位论文所使用的资料和数据必须系统、翔实、可靠，分析和研究逻辑清晰，研究方法规范且科学，即

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分析有序、论证严密、图表和公式标准、语言表述严谨、文笔流畅、格式规范，体现研

究选题、研究思路、研究设计、研究数据、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有机统一，体现硕士生善于提炼科学的研

究问题，具有文献总结评析，数据收集、计算和处理，研究方法运用，观点综合分析，以及结论严密论证的

科研工作能力。

学位论文体现出硕士生在本学科已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在管理理论或实践的研

究中，有一定程度的创新能力，较好地解决会计学学科的某一具体理论或实际问题，论文成果具有一定的

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会计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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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０００１００１ 中级微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３１０１００１ 管理研究方法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工商管理学院／
粤商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３１０６００４ 管理学理论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
工商管理学院／
粤商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Ｓ３２０２００９ 学位论文写作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ｆＴｈｅｓ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会计学院／智能
财会管理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３２０３００４ 高级财务会计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会计学院／智能
财会管理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３２０３００５ 高级财务管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会计学院／智能
财会管理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３２０３００３ 审计理论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ＡｕｄｉｔＴｈｅｏｒｙ
会计学院／智能
财会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专业选修课

Ｓ３２０２００１ 会计研究方法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会计学院／智能
财会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２０２００２
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会计学院／智能
财会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３２０２００４ 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会计学院／智能
财会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３２０２００５
大数据与会计信息化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会计学院／智能
财会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３２０２０１０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
Ｐｙｔｈ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会计学院／智能
财会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２０２０２１ 管理会计理论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会计学院／智能
财会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２０２０２２ 税收筹划

Ｔａｘ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会计学院／智能
财会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３２０２０２３ 财务报告分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会计学院／智能
财会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３２０２０２４ 财务大数据挖掘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Ｂｉｇ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
会计学院／智能
财会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２０３２００１ 数智化审计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ｕｄｉｔ
会计学院／智能
财会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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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工商管理学

培养单位：工商管理学院／粤商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企业管理（１２０２０２）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企事业单位高级管理工作岗位，培养具有家国情怀、比较扎实的经济学和

管理学理论基础，系统掌握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及数据处理技术，具有科研兴趣和严谨科研作风，了解本

专业学术前沿与学术动态，善于提炼科学研究问题，具备学术研究创新能力，能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经

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企业管理领域学术创新型高级复合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系统和深入掌握企业管理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体系，掌握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基本方
法，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企业管理理论或实践中的重要问题。

２．系统、深入地理解与掌握企业管理专业领域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把握该领域的主要研究问题和
国内外研究现状，并熟练应用管理学的相关研究的方法或工具，包括理论模型、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开

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形成独到的学术见解。

３．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主要外语阅读本学科文献，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
主要外语进行交流，并撰写规范和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１）具有综合人文素质，掌握基本哲学原理，了解本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研究伦理，树立科学世界观和

掌握系统方法论，尊重客观事实，遵循客观规律，遵守研究伦理，维护知识产权，保持严谨的求是风格。

（２）对企业管理学抱有积极的求知欲望、较强的创新精神和严谨的科研作风，拥有严密的思维能力、
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合作精神，具备人际交流、信息获取、知识更新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３）扎实掌握专业基础理论与系统的企业管理理论、方法和技能，熟悉相关学科知识，拥有较强的实
践能力和应变能力，能正确运用管理理论与方法、信息技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和相应的

技术方法等解决管理方面的实际问题。

（４）具有坚实的管理与经济理论基础，能够跟踪、了解本学科发展前沿与学术动态，掌握科学的研究
方法和技能，具备一定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能从事本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

（５）具备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主要外语阅读本学
科国内外研究文献和进行口头或书面交流，能熟练正确地运用一种主要外语撰写学术论文。

２．学术道德
企业管理硕士生应当恪守学术规范，讲究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修身正己、忠于真

理、学风严谨，并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杜绝抄袭剽窃，杜绝弄虚作假，反对一稿多投，反对粗制滥造和重复

研究，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养成优良的学术道德。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能熟练查阅和使用企业管理专业重要的相关学术期刊和数据库，理解和掌握企业管理专业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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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发展趋势；具备基本的文献搜集、整理和评析能力；扎实掌握企业管理专业规范的、常用的科学研

究方法。

２．科学研究能力
深入了解和认识企业管理专业已有的研究成果，掌握企业管理专业所属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和研究

方法，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提炼科学问题，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或合作开展理论或应用研究研究成

果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同时善于以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或口头方式，清晰表达自己的学术

观点，展现研究成果。

３．实践能力
通过实习或项目研究，深入实际部门或企业，注重观察、跟踪和总结管理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并运用

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此开展研究，以提出有价值的政策性建议，并能够胜任某一相关管理岗位的管理

实践工作。

４．学术交流能力
具备基本的学术交流能力，能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无障碍地与其他研究者进行沟通交流。一方面，具

备简明、清晰、系统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的能力；另一方面，具备撰写规范的学术论文、项目

研究报告和案例分析报告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企业战略与公司治理
２．创新与创业管理
３．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
４．市场营销与消费行为
５．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６．国际企业经营与管理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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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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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向根据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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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生教学重视理论前沿，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

升，鼓励学科交叉，在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交流、科研任务中提升科学求真的原始创新能力，注重加强各

门课程教学内容的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企业管理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公共

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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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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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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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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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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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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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３６学分，其中课程学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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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的，方可毕业。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９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６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企业管理硕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完整和规范的学术论文。硕士生应该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

完成学位论文，不得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学位论文的选题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学位

论文的研究主题明确，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资料翔实、充分、可靠，研究方法规范，分析和论证逻辑严谨，

文字流畅，格式规范，结论不仅应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还应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

１．规范性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主要由封面、独创性声明及版权授权书、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目录、插图和附表清单、主要符号表、引言、正文、参考文献、致谢、附录和作者简介等部分组成并按先后顺

序排列。

５３１



硕士学位论文的格式必须规范化和标准化。标题应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各类标题层级分明；正文必

须文字表达流畅，避免使用文学性质的或带感情色彩的非学术性词语，排版整齐规范；图表和公式标准；

参考文献齐全并按标准编排；论文中如出现非通用性的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应作相应解释。

２．质量要求
选题有一定的新意，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能够通过广泛阅读国内外研究文献，把握本领域国

内外学术动态和前沿问题，或管理实践中的主要问题，以独特的研究视角，提炼和明确研究的主要问题，

预期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应用价值。

学位论文所使用的资料和数据必须系统、翔实、靠可，分析和研究逻辑清晰，研究方法规范且科学，即

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分析有序、论证严密、图表和公式标准、语言表述严谨、文笔流畅、格式规范，体现研

究选题、研究思路、研究设计、研究数据、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有机统一，体现硕士生善于提炼科学的研

究问题，具有文献总结评析，数据收集、计算和处理，研究方法运用，观点综合分析，以及结论严密论证的

科研工作能力。

学位论文体现出硕士生在本学科已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在管理理论或实践的研

究中，有一定程度的创新能力，较好地解决企业管理的某一具体理论或实际问题，论文成果具有一定的理

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企业管理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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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３１０１００１ 管理研究方法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工商管理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３１０６００４ 管理学理论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 工商管理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１ 中级微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３１０２００１ 组织行为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人力资源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３１０３００２ 营销管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工商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３１０２０１７ 战略管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工商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３１０３００５ 学位论文写作

Ｔｈｅｓ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工商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３１０２０２９
组织管理与公司治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工商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１０３００１ 现代企业理论研究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ｈｅｏｒｙ 工商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１０２０３６ 大数据营销

ＢｉｇＤａｔａ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工商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１０２０３８ 新媒体营销

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工商管理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３１０２０１０ 供应链金融

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ｅ 工商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１０２０１５
资本运营与企业并购专题

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ｅｒｇｅｒｓａｎｄ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工商管理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３１０３００３ 供应链管理

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工商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１０３００４ 人力资源管理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工商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８２２００３ 人员素质测评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人力资源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３８２２００４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专题研究

Ｓｅｍｉｎａｒｓ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人力资源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８１２００１ 领导力与企业国际化专题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国际商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３８１２００２
公司治理与跨国并购专题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ｒｇｅｒｓａｎｄ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国际商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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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工商管理学

培养单位：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１２０２０３）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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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学校学科特色和

优势，培养具有比较扎实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基础，具有科研兴趣和严谨的科研作风，掌握定量和定性

分析方法及数据处理技术，了解本专业学术前沿与学术动态，善于提炼科学研究问题，具备一定的学术研

究创新能力，能够开展本专业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专门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系统和深入掌握旅游管理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体系，并掌握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
基本方法，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旅游管理理论或实践中的重要问题。

２．系统、深入地理解与掌握旅游管理专业领域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把握该领域的主要研究问题和
国内外研究现状，并熟练应用管理学的相关研究的方法或工具，包括理论模型、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开

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形成独到的学术见解。

３．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主要外语阅读本学科文献，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
主要外语进行交流，并撰写规范和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１）具有综合人文素质，掌握基本哲学原理，了解本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研究伦理，树立科学世界观和

掌握系统方法论，尊重客观事实，遵循客观规律，遵守研究伦理，维护知识产权，保持严谨的求是风格。

（２）对旅游管理专业抱有积极的求知欲望、较强的创新精神和严谨的科研作风，拥有严密的思维能
力、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合作精神，具备人际交流、信息获取、知识更新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３）扎实掌握专业基础理论与系统的旅游管理理论、方法和技能，熟悉相关学科知识，拥有较强的实
践能力和应变能力，能正确运用旅游管理理论与方法、信息技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和相

应的技术方法等解决管理方面的实际问题。

（４）具有坚实的管理与经济理论基础，能够跟踪、了解本专业发展前沿与学术动态，掌握科学的研究
方法和技能，具备一定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能从事本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

（５）具备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主要外语阅读本学
科国内外研究文献和进行口头或书面交流，能熟练正确地运用一种主要外语撰写学术论文。

２．学术道德
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生应当恪守学术规范，讲究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修身正己、忠

于真理、学风严谨，并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杜绝抄袭剽窃，杜绝弄虚作假，反对一稿多投，反对粗制滥造和

重复研究，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养成优良的学术道德。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能熟练查阅和使用旅游管理专业重要的相关学术期刊和数据库，理解和掌握旅游管理专业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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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发展趋势；具备基本的文献搜集、整理和评析能力；扎实掌握旅游管理专业规范的、常用的科学研

究方法。

２．科学研究能力
深入了解和认识旅游管理专业已有的研究成果，掌握旅游管理专业所属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和研究

方法，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提炼科学问题，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或合作开展理论或应用研究，研究成

果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同时善于以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或口头方式，清晰表达自己的学术

观点，展现研究成果。

３．实践能力
通过实习或项目研究，深入实际部门或企业，注重观察、跟踪和总结管理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并运用

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此开展研究，以提出有价值的政策性建议，并能够胜任某一相关管理岗位的管理

实践工作。

４．学术交流能力
具备基本的学术交流能力，能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无障碍地与其他研究者进行沟通交流。一方面，具

备简明、清晰、系统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的能力；另一方面，具备撰写规范的学术论文、项目

研究报告和案例分析报告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旅游目的地规划与运营管理
２．旅游企业运营与管理
３．会展与节事管理
４．数字文旅与可持续发展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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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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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旅游管理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公共

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反映本专业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４门本科主干课程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具体是《西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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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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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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包括结合学
科研究开展的社会调查、田野调查、挂职锻炼、企（行）业实习实践、志愿者服务、支教、暑期“三下乡”活动

等。学生也可通过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比赛、学业竞赛、学科技能大赛等获得学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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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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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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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考核前提交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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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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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学分），实践活动１学分，学术活动
１学分，文献阅读１学分，具体见表１。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必修环节，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答辩方
可毕业。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１０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９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８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旅游管理硕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完整和规范的学术论文。硕士生应该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

完成学位论文，不得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学位论文的选题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学位

论文的研究主题明确，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资料翔实、充分、可靠，研究方法规范，分析和论证逻辑严谨，

文字流畅，格式规范，结论不仅应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还应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

１．规范性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主要由封面、独创性声明及版权授权书、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目录、插图和附表清单、主要符号表、引言、正文、参考文献、致谢、附录和作者简介等部分组成并按先后顺

序排列。

硕士学位论文的格式必须规范化和标准化。标题应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各类标题层级分明；正文必

须文字表达流畅，避免使用文学性质的或带感情色彩的非学术性词语，排版整齐规范；图表和公式标准；

参考文献齐全并按标准编排；论文中如出现非通用性的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应作相应解释。

２．质量要求
选题有一定的新意，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能够通过广泛阅读国内外研究文献，把握本领域国

内外学术动态和前沿问题，或管理实践中的主要问题，以独特的研究视角，提炼和明确研究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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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应用价值。

学位论文所使用的资料和数据必须系统、翔实、靠可，分析和研究逻辑清晰，研究方法规范且科学，即

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分析有序、论证严密、图表和公式标准、语言表述严谨、文笔流畅、格式规范，体现研

究选题、研究思路、研究设计、研究数据、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有机统一，体现硕士生善于提炼科学的研

究问题，具有文献总结评析，数据收集、计算和处理，研究方法运用，观点综合分析，以及结论严密论证的

科研工作能力。

学位论文体现出硕士生在本学科已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在管理理论或实践的研

究中，有一定程度的创新能力，较好地解决旅游管理专业中的某一具体理论或实际问题，论文成果具有一

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旅游管理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０００１００１ 中级微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３１０１００１ 管理研究方法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工商管理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３１０６００４ 管理学理论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 工商管理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Ｓ３３０２００８ 旅游企业经营管理

Ｔｏｕｒｉｓｍ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文化旅游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试

Ｓ３３０３００５ 旅游学原理与论文写作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 文化旅游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

Ｓ３３０２０２５ 旅游目的地营销与管理

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文化旅游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３３０３００４ 旅游消费行为研究

Ｔｏｕｒｉｓｍ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文化旅游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

Ｓ３３０３００２ 旅游服务营销研究

Ｔｏｕｒｉｓ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文化旅游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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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３３０２００１ 旅游管理研究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文化旅游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３０２００３
中外酒店管理比较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文化旅游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３３０２００９ 休闲与旅游经济

Ｌｅｉｓｕｒｅ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ｍＥｃｏｎｏｍｙ 文化旅游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３３０２０１５ 旅游规划制图

Ｔｏｕｒｉｓｍ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文化旅游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３０２０１８ 旅游研究基础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Ｓｔｕｄｉｅｓ 文化旅游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３０２０２０ 旅游开发与规划研究

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文化旅游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３０２０２１ 文化旅游专题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 文化旅游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３３０２０２２ 旅游社会学专题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文化旅游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３３０２０２４ 会展与节事活动运营管理

ＭＩＣＥ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文化旅游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３３０２０２６ 酒店产品创新策划

Ｈｏｔ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文化旅游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３３０２０２７ 数字会展与商务活动

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ＩＣＥ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ｖｅｎｔｓ 文化旅游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３３０２０２８ 文旅大数据研究

ＢｉｇＤａｔａ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ｍ 文化旅游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３３０２０２９ 旅游质性研究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ｏｕｒｉｓｍ 文化旅游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３３０３００３
旅游资源与环境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文化旅游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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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工商管理学

培养单位：信息学院

技术经济及管理（１２０２０４）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为响应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依托广东财经大学地处珠江口湾区，紧邻港澳的区位优势，

充分利用广东财经大学在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的深厚底蕴和鲜明特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

比较扎实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基础，具有科研兴趣和严谨的科研作风，掌握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及数

据处理技术，了解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学术前沿与学术动态，善于提炼科学研究问题，具备一定的学术研

究创新能力，能够开展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能够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事业单位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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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

贡献人才力量。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系统和深入掌握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体系，并掌握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应用
研究的基本方法，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技术经济及管理理论或实践中的重要问题。

２．系统、深入地理解与掌握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领域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把握该领域的主要研究
问题和国内外研究现状，并熟练应用管理学的相关研究的方法或工具，包括理论模型、实证研究和应用研

究，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形成独到的学术见解。

３．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主要外语阅读本学科文献，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
主要外语进行交流，并撰写规范和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１）具有综合人文素质，掌握基本哲学原理，了解本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研究伦理，树立科学世界观和

掌握系统方法论，尊重客观事实，遵循客观规律，遵守研究伦理，维护知识产权，保持严谨的求是风格。

（２）对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抱有积极的求知欲望、较强的创新精神和严谨的科研作风，拥有严密的
思维能力、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合作精神，具备人际交流、信息获取、知识更新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３）扎实掌握专业基础理论与系统的工商企业管理理论、方法和技能，熟悉相关学科知识，拥有较强
的实践能力和应变能力，能正确运用管理理论与方法、信息技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和相

应的技术方法等解决管理方面的实际问题。

（４）具有坚实的管理与经济理论基础，能够跟踪、了解本学科发展前沿与学术动态，掌握科学的研究
方法和技能，具备一定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能从事本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

（５）具备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主要外语阅读本学
科国内外研究文献和进行口头或书面交流，能熟练正确地运用一种主要外语撰写学术论文。

２．学术道德
技术经济及管理硕士生应当恪守学术规范，讲究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修身正己、

忠于真理、学风严谨，并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杜绝抄袭剽窃，杜绝弄虚作假，反对一稿多投，反对粗制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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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复研究，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养成优良的学术道德。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能熟练查阅和使用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重要的相关学术期刊和数据库，理解和掌握技术经济及管理

学科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具备基本的文献搜集、整理和评析能力；扎实掌握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规

范的、常用的科学研究方法。

２．科学研究能力
深入了解和认识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掌握技术经济及管理所属研究领域的相关理

论和研究方法，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提炼科学问题，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或合作开展理论或应用研

究，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同时善于以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或口头方式，清晰表达自

己的学术观点，展现研究成果。

３．实践能力
通过实习或项目研究，深入实际部门或企业，注重观察、跟踪和总结管理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并运用

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此开展研究，以提出有价值的政策性建议，并能够胜任某一相关管理岗位的管理

实践工作。

４．学术交流能力
具备基本的学术交流能力，能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无障碍地与其他研究者进行沟通交流。一方面，具

备简明、清晰、系统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的能力；另一方面，具备撰写规范的学术论文、项目

研究报告和案例分析报告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数字经济与ＩＴ管理
２．金融科技创新及标准化管理
３．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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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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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向根据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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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生教学重视理论前沿，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

升，鼓励学科交叉，在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交流、科研任务中提升科学求真的原始创新能力，注重加强各

门课程教学内容的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技术经济及管理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构成，其

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选中一门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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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学术学位研究生应修１学分。
３．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学科（专业）及以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应补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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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形式是自学。补修课程采取论文考查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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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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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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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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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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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分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３６学分，其中课程学分３３学分（含公共选修课应修１学分），专业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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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毕业答辩方可毕业。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７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０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６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主要由封面、独创性声明及版权授权书、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目录、插图和附表清单、主要符号表、引言、正文、参考文献、致谢、附录和作者简介等部分组成并按先后顺

序排列。

硕士学位论文的格式必须规范化和标准化。标题应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各类标题层级分明；正文必

须文字表达流畅，避免使用文学性质的或带感情色彩的非学术性词语，排版整齐规范；图表和公式标准；

参考文献齐全并按标准编排；论文中如出现非通用性的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应作相应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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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规范性要求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硕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完整和规范的学术论文。硕士生应该在导师

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不得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学位论文的选题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

实意义。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明确，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资料翔实、充分、可靠，研究方法规范，分析和论

证逻辑严谨，文字流畅，格式规范，结论不仅应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还应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

应用价值。

２．质量要求
选题有一定的新意，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能够通过广泛阅读国内外研究文献，把握本领域国

内外学术动态和前沿问题，或管理实践中的主要问题，以独特的研究视角，提炼和明确研究的主要问题，

预期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应用价值。

学位论文所使用的资料和数据必须系统、翔实、靠可，分析和研究逻辑清晰，研究方法规范且科学，即

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分析有序、论证严密、图表和公式标准、语言表述严谨、文笔流畅、格式规范，体现研

究选题、研究思路、研究设计、研究数据、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有机统一，体现硕士生善于提炼科学的研

究问题，具有文献总结评析，数据收集、计算和处理，研究方法运用，观点综合分析，以及结论严密论证的

科研工作能力。

学位论文体现出硕士生在本学科已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在管理理论或实践的研

究中，有一定程度的创新能力，较好地解决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中的某一具体理论或实际问题，论文成果

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技术经济与管理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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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３１０１００１ 管理研究方法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工商管理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３１０６００４ 管理学理论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 工商管理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１ 中级微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５１０３００４ 技术经济学研究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

Ｓ５１０３００５ 技术创新与风险投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试

Ｓ５１０３００８ ＩＴ项目管理（双语）
Ｉ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５１０３００７ 学术规范与学术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 信息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５１０２０１２ 人力资源管理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５１０２０１３ 标准经济学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５１０２０１７ 电子商务技术管理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５１０２０２１ 商务智能与数据挖掘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５１０２０２３
互联网技术与思维（双语）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５１０２０１９
技术经济及管理理论前沿专题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ｓｐｅｃｉａｌ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５１０２０１５ 金融科技创新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５１０２０１６ 创新与创业管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５１０２０２７ 金融大数据分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５１０２０２４ 高级质量认证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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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工商管理学

培养单位：文化旅游学院／岭南旅游研究院

现代服务管理（１２０２Ｚ２）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依托我校地处国家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毗邻国际会展中心区位，以及经管法文理工

学科群优势，主要面向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身心健康，具有扎实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基础，系统掌握定量

和定性分析方法及数据处理技术，并融合信息科学、智能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相关学科理论和方

法，具有国际视野、科研兴趣、严谨科研作风和良好合作精神，了解本专业学术前沿与学术动态，善于提炼

科学研究问题，具备学术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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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现代服务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高层次复合型专门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系统和深入掌握服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体系，掌握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基本方
法，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服务管理理论或实践中的重要问题。

２．系统、深入地理解与掌握服务管理专业领域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把握该领域的主要研究问题和
国内外研究现状，并熟练应用管理学的相关研究的方法或工具，包括理论模型、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开

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形成独到的学术见解。

３．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主要外语阅读本学科文献、进行口头或书面交流，并
撰写规范和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１）具有综合人文素质，掌握基本哲学原理，了解本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研究伦理，树立科学世界观和掌

握系统方法论，尊重客观事实，遵循客观规律，遵守研究伦理，维护知识产权，保持严谨的实事求是风格。

（２）对服务管理学科抱有积极的求知欲望、较强的创新精神和严谨的科研作风，拥有严密的思维能
力、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合作精神，具备人际交流、信息获取、知识更新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３）扎实掌握学科基础理论与系统的服务管理理论、方法和技能，熟悉相关学科知识，拥有较强的实
践能力和应变能力，能正确运用管理理论与方法、信息技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和相应的技术

方法等解决管理方面的实际问题。

（４）具有坚实的经济与管理理论基础，能够跟踪、了解本学科发展前沿与学术动态，掌握科学的研究
方法和技能，具备一定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能从事本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

（５）具备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主要外语阅读本学
科国内外研究文献和进行口头或书面交流，能熟练正确地运用一种主要外语撰写学术论文。

２．学术道德
现代服务管理硕士生应当恪守学术规范，讲究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修身正己、忠

于真理、学风严谨，并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杜绝抄袭剽窃，杜绝弄虚作假，反对一稿多投，反对粗制滥造和

重复研究，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养成优良的学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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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能熟练查阅和使用现代服务管理专业重要的相关学术期刊和数据库，理解和掌握服务管理专业的现

状、问题和发展趋势；具备基本的文献搜集、整理和评析能力；扎实掌握服务管理专业规范的、常用的科学

研究方法。

２．科学研究能力
深入了解和认识现代服务管理专业已有的研究成果，掌握本专业所属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

法，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提炼科学问题，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或合作开展理论或应用研究研究成果

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同时善于以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或口头方式，清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

点，展现研究成果。

３．社会实践能力
通过实习或项目研究，深入实际部门或企业，注重观察、跟踪和总结管理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并运用

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此开展研究，以提出有价值的政策性建议，并能够胜任某一相关管理岗位的管理

实践工作。

４．学术交流能力
具备基本的学术交流能力，能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无障碍地与其他研究者进行沟通交流。一方面，具

备简明、清晰、系统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的能力；另一方面，具备撰写规范的学术论文、项目

研究报告和案例分析报告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文旅融合创新管理
２．人工智能服务管理
３．消费行为与品牌管理
４．乡村数字服务管理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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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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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生教学重视理论前沿，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研究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

升，鼓励学科交叉，在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交流、科研任务中提升科学求真的创新能力，注重加强各门课

程教学内容的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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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现代服务管理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其中

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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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选中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学科基础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及能力。
４．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专业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能力。
５．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本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应补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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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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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场（校、院组织或经导师认可），由院
进行考核；并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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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学分。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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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益服务和创新创业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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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互联网＋”“挑战杯”等创新创业大赛。公益服务和创新创业
大赛结束提交有关凭证，经院研究生指导委员会审核给予相关评价，作为评优评先参考。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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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方可毕业。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９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０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８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现代服务管理硕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完整和规范的学术论文。硕士生应该在导师的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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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完成学位论文，不得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学位论文的选题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明确，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资料翔实、充分、可靠，研究方法规范，分析和论证逻辑严

谨，文字流畅，格式规范，结论不仅应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还应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

１．规范性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主要由封面、独创性声明及版权授权书、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目录、插图和附表清单、主要符号表、引言、正文、参考文献、致谢、附录和作者简介等部分组成并按先后顺

序排列。

硕士学位论文的格式必须规范化和标准化。标题应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各类标题层级分明；正文必

须文字表达流畅，避免使用文学性质的或带感情色彩的非学术性词语，排版整齐规范；图表和公式标准；

参考文献齐全并按标准编排；论文中如出现非通用性的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应作相应解释。

２．质量要求
选题有一定的新意，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能够通过广泛阅读国内外研究文献，把握本领域国

内外学术动态和前沿问题，或管理实践中的主要问题，以独特的研究视角，提炼和明确研究的主要问题，

预期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应用价值。

学位论文所使用的资料和数据必须系统、翔实、靠可，分析和研究逻辑清晰，研究方法规范且科学，即

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分析有序、论证严密、图表和公式标准、语言表述严谨、文笔流畅、格式规范，体现研

究选题、研究思路、研究设计、研究数据、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有机统一，体现硕士生善于提炼科学的研

究问题，具有文献总结评析，数据收集、计算和处理，研究方法运用，观点综合分析，以及结论严密论证的

科研工作能力。

学位论文体现出硕士生在本学科已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在管理理论或实践的研

究中，有一定程度的创新能力，较好地解决服务管理的某一具体理论或实际问题，论文成果具有一定的理

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现代服务管理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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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３１０１００１ 管理研究方法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工商管理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Ｓ３１０６００４ 管理学理论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 工商管理学院 ３ ４８ ２ 考试

Ｓ０００１００１ 中级微观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Ｓ３６０１００１ 服务（业）现代化研究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岭南旅游

研究院
１ １６ １ 考查

Ｓ３６０３００７ 经济学思维与决策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岭南旅游

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试

Ｓ３６０３００６ 跨界融合创新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岭南旅游

研究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Ｓ３６０３００５ 智能服务管理研究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岭南旅游

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６０３００９ 研究范式与论文写作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岭南旅游

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３８１２００１ 领导力与企业国际化专题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国际商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３１０３００３ 供应链管理

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工商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１０２０３６ 大数据营销

ＢｉｇＤａｔａ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工商管理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１０２０３８ 新媒体营销

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工商管理学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５１０２０１７ 电子商务技术管理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６０２０２１ 服务品牌及连锁经营研究

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ｒａｎｄＣｈａｉ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岭南旅游

研究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３６０２０４５ 日本现代服务管理

Ｍｏｄｅｒ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岭南旅游

研究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３６０２０１５
文旅资源及产业发展研究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岭南旅游

研究院
１ １６ ２ 考查

Ｓ３６０２０１８ 温泉与健康产业发展研究

Ｈｏｔ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岭南旅游

研究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Ｓ３６０２０４１ 现代乡村建设理论研究

ＭｏｄｅｒｎＲｕ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岭南旅游

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６０２０４７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编制

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Ｐｌａｎｓ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岭南旅游

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６０２０４６ 湾区形成发展与未来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ＢａｙＡｒｅ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
岭南旅游

研究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Ｓ３６０２０４８ 行为实验与品牌认知研究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ｒａｎｄ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岭南旅游

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Ｓ３６０３０１０ 行为科学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岭南旅游

研究院
２ ３２ ４ 考查

Ｓ３６０２０３８ 系统科学方法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ｃｅ
岭南旅游

研究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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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交叉学科

一级学科：设计学

培养单位：艺术学院

设计学（１４０３００）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面向艺术与科技的交叉领域知识创新发展需要，凸显学校“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服务区位优势，

强化科教融汇协同育人，以跨学科、交叉融合、知识整合方式，培养系统掌握设计学科理论和设计学跨学

科研究方法，适应设计范式数智化迭代创新发展要求，面向设计教育研究岗位和设计顾问咨询部门，具有

较好政治素质、较强科研能力、较高学术素养、较强设计原创精神，能服务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及政府政

策制定等部门，在设计学交叉学科领域提供创新性、多领域复合型解决方案的学术创新型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本学科的基本知识体系建立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基础之上。本学科的硕士

生应在学科领域中具备较好的知识基础，关注并从宏观上了解各设计类的发展现状，熟悉至少一类设计

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方向进行研究。

设计学硕士应具有坚实的设计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基本历史、现状和发展

动向、掌握设计学的研究方法、技术手段和评价技术，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的研究方向进行研究。了解与

本学科密切相关学科的发展动态和实际应用，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成果，合理运用设计学的

研究方法展开学术研究和设计实践，具备创造性解决设计问题的能力。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运用

本专业的外文资料、独立进行学术研究，为更高深的学术研究、科研实践与教学奠定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二）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崇尚科学精神、坚守人文理想；对学术研究有着坚定的信念与浓厚的兴趣，具备一定的学术发展潜

质；掌握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实事求是、勤于学习、勇于创新，富有合作精神；具有一定的设计实践和理论

研究能力；关注国内外设计学科前沿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兴趣、学术悟性和文字表述能力；善于将

理论研究与设计创作或设计策划、管理等设计实践相结合；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外部适应能力；具有乐

观积极的价值观，能够正确对待成功与失败、顺境与逆境。

２．学术道德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敬业精神，诚实守信、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规范；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

作风，主动摒弃一切学术不端行为。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的能力
掌握本学科国内外学术发展信息和学术研究前沿动态，熟悉本专业相关知识和研究程序，探究知识

来源、主动参与设计研究实践，以科学发展观指导自己的设计思维与专业实践；学习利用各类途径获取学

术研究前沿动态信息，包括设计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国内外学者在特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学术界和舆

论对某些设计现象的认识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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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科学研究能力
具备创新意识，具有一定的参与创新实践的能力；善于评价已有研究成果及设计现象，能提出适当的

研究课题、制订基本的研究计划，并有设计的执行能力；主动培养和提高在课题研究中大胆创新、有所突

破的工作素养和能力，并要求提高能在科研和团队合作中与他人沟通、协调的能力。

３．实践能力
应具有较强的开展学术研究或设计实践的能力；在学术研究方面能独立查询资料、独立调查、独立思

考、独立撰写学位论文；在设计实践方面，善于将设计理论与实践、设计策划与管理相结合，在社会经济发

展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本学科的硕士生还应当具备良好的协作精神和一定的组织能力。

４．学术交流能力
应具有学术沟通与交流意识，能开展学术交流与联系；能完整地表达学术思想、展示学术成果、制作

交流文件；能运用外语参与国际交流，并能持续地提高学术交流的表达能力；应善于表达设计思想、展示

自己的设计成果；设计思想的表达主要体现在准确、清晰而富有逻辑的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上。

５．其他能力
外语：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一定的翻译能力和基本的听说能力。

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掌握设计和研究中基础性的计算机应用软件、互联网、数据库技术、必要的工程

技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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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一）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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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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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设计学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公共必修

课、专业必修课为学位类课程。

１．公共必修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课。
学术学位研究生必修外语课（３学分），其中通用英语课（２学分），专门用途英语课（１学分）。通用

英语课直接按入学考试成绩排课，入学考试成绩６９分以下者必修《综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
及以上者必修《高级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可从《雅思或托福英语》／《实用商务英语》／《国际学术英
语》三门课中选一门修读。

２．公共选修课：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清单。
３．专业必修课：反映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能力。
４．专业选修课：其内容应反映学科专业的新发展、新方向。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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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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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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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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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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学分。

（三）作品展示

研究生应在中期考核前完成案例分析作品展示，并在导师指导下结合毕业论文做出毕业作品，按照

学院要求进行作品展示。导师依据佐证材料予以认定，合格者计１学分。
八、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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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学分），专业实践１学分，学术活动
１学分，作品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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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方可毕业。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６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１０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７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

设计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设计创作方法、设计历史及理论、设计驱动跨学科创新的研究范

畴，应有相关的学科背景和一定的学术价值，以某种设计创作的方法及经验或设计历史及理论学习中的

相关问题为基本内容。

１．规范性要求
论文选题也可以是一个针对自己的创作或考察而独立论述的研究成果，或为某种深入研究而准备的

研究文献综述，但均应有一定的技术性和工作量要求。论文应有基本的理论基础与资料准备，具有一定

的创新价值与理论意义。

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主要由封面、独创性声明及版权授权书、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目录、插图和附表清单、主要符号表、引言、正文、参考文献、致谢、附录和作者简介等部分组成并按先后顺

序排列。

硕士论文正文一般应不少于３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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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质量要求
论文应工作量饱满，在选题、开题、写作、完成及答辩中始终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展开陈述及论证，且至

少保证有一学期以上的论文写作时间。论文写作应概念清晰，结构完整，条理清楚，文字通顺，格式符合

国家科技论文写作规范。论文应体现相应的学术价值及创新性，有基本的工作难度，能就该命题研究提

出有所创新的学术解释。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艺术学硕士学位。

设计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

课

通用

英语课

（２选１）

专门用途

英语课

（３选１）

Ｇ２２０５００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２ 考查

Ｇ２２０５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２ 考试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１ 综合英语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２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３ 雅思（或）托福英语

ＩＥＬＴ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４ 实用商务英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４５ 国际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１ ３２ ２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Ｓ７１０１００１
设计史与当代思潮

Ｄｅｓｉｇ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

艺术与设计

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其他）

Ｓ７１０１００２ 人工智能与设计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
艺术与设计

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其他）

Ｓ７１０１００３ 设计范式与创新

Ｄｅｓｉｇｎ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艺术与设计

学院
３ ４８ １ 考查

（其他）

Ｓ７１０３００１ 智能创新与服务设计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ｓｉｇｎ
艺术与设计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其他）

Ｓ７１０３００２ 设计策划与评估

Ｄｅｓｉｇ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艺术与设计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其他）

Ｓ７１０３００３ 地域文化与设计发展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艺术与设计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其他）

Ｓ７１０２０１１ 论文写作方法

ＥｓｓａｙＷｒｉ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艺术与设计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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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

业

选

修

课

Ｓ７１０２０１３ 中国美学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艺术与设计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其他）

Ｓ７１０２００２ 城市设计理论

Ｕｒｂａｎ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ｏｒｙ
艺术与设计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其他）

Ｓ７１０２００３ 文化遗产保护与应用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艺术与设计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其他）

Ｓ７１０２００５ 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ａｆｔ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ｓｉｇｎ
艺术与设计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其他）

Ｓ７１０２００６ 品牌ＩＰ产品设计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ＢｒａｎｄＩＰ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ｅｓｉｇｎ

艺术与设计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其他）

Ｓ７１０２００７ 交互设计研究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艺术与设计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其他）

Ｓ７１０２００８ 品牌广告塑造与创意

Ｂｒ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Ｓｈａｐｉｎｇ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艺术与设计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其他）

Ｓ７１０２０１０ 信息视觉设计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艺术与设计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其他）

Ｓ７１０２０１２ 室内设计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Ｄｅｓｉｇｎ
艺术与设计

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其他）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

课程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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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工学

一级学科：智能科学与技术

培养单位：信息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１４０５００）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业素质和实

践能力，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以及管理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具体包括：

（１）道德素质。掌握马克思注意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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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精神。具有创新精神、创业素质和实践能力，适应国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能够在
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智能技术与工程的管理、教学和科研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３）知识结构。系统掌握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智能系统方法、传感信息处理等基础理论，掌
握文献调研、资料查询、调查研究、数据分析等所需要的工具性知识，具备智能技术与工程信息获取、传

输、处理、优化、控制、组织等创新性地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应用能力。

（４）国际视野。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了解国际学术前沿，熟练阅读本领域英文文献，具有良好的
撰写英文学术论文、国际会议汇报展示和交流沟通能力。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１．掌握坚实的工程数学等基础知识和工程伦理，具备科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基本知识、知识产权
知识，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良好的人文与科学基础知识，全面掌握和熟练使

用一门外语，具有良好的计算机运用能力和较强的英语书面交流能力，能阅读专业外文文献。

２．系统掌握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计算机应用、信息安全理论与技术、云计算与大数据、人工智能
基础、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智能科学的专业知识，理解人工智能算法和应用技术。

（二）基本素质

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
业素养和创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诚实守信，恪守学术规范、职业道德和

工程伦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拒绝抄袭与剽窃、伪造与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

２．具有良好的工程素养，能够熟练运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掌握计算机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方法和
技术手段，了解其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在 ＩＴ行业具有从事项目设计与运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
管理与决策能力，并能够胜任高层次工程技术和项目管理工作。

３．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富有合作精神，能够正确对待成功与失败，具有
良好人际沟通能力，能够正确理解和处理个体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

（三）基本能力

１．获取知识能力。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获取研究所需知识，了解本专业和本学科的发展动态，
掌握基本的专业资料分析和综合实践能力。掌握信息与知识检索、逻辑整理和内容分类的技能，能够准

确、客观地对特定研究领域进行文献综述，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２．实践能力。在导师指导下参与科研课题，具备需求调研、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从事科
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方法和步骤，能独立提出研究问题、合理可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撰写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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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良好的协作精神和一定的组织能力。

３．组织协调能力。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联络、技术洽谈和交流能力，能够在团队合作中发挥积极
作用，并能高效地组织项目实施和研发，解决遇到的问题。

４．学术交流能力
具备良好的学术表达和交流能力，善于表达学术思想、阐述研究思路和技术手段，能够在国内外学术

会议上完整分享和交流学术成果，具备与国内外学术同行交流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机器学习与计算智能
２．数据科学与决策优化
３．数字金融与系统安全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制为３年，最长学习年限为５年（含休学）。
五、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２．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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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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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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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学位类课程包括

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成绩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它课程成绩达到６０分以上（含
６０分）可获得学分。课程考核一般采用考试或考查方式。

跨专业或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并列入

个人培养计划，补修方式为自学，补修课程采取考试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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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３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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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申请的工程性项目完成专业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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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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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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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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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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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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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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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１－３均在中期考核时提交中期考核报告完成考核与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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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分要求

毕业要求总学分应修满３６学分，其中课程３１学分，专业实践３学分，文献阅读１学分，学术活动１
学分。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的，方可毕业。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３
专业核心课 １６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２
专业选修课 １０

必修环节 ５
总计 ３６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广东财经大学学术学位硕士论文工作细则》（粤财大［２０１５］７９号）等规章制度，
采用“导师指导、集体培养”的模式，重视学位论文撰写全过程的管理，严把学位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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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字数 １５－３０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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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或报告撰写应符合科技论文或相应报告的写作规范，要求概念清晰，逻辑严谨，结构合理，

层次分明，条理清楚，表述流畅，图表规范，数据可靠，文献引用规范。工作量饱满，应在导师组指导下独

立完成；若涉及团队工作，应注明属于团队成果，并明确个人独立完成的内容。

（１）基本要求。选题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背景，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先进
性，拟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其研究成果要有实际应用价值和较好的推广价值，主题

要鲜明具体，避免大而泛。

论文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条理清楚，表述流畅，图表规范，数据可靠，文献引用规范。对于涉及作者

创新性研究工作的结论应重点论述，做到数据或案例丰富。工作量饱满，应在导师组指导下独立完成；若

涉及团队工作，应注明属于团队成果，并明确个人独立完成的内容。

（２）论文内容。硕士学位论文构成：摘要、正文、参考文献及附录。
摘要体现学位论文工作的核心思想，突出论文的新见解，力求语言精练准确。正文一般包括选题的

背景、研究意义；相关研究综述、研究方案设计、数据获取、实验方法和实验结果；理论证明推导、重要的计

算、数据、图表、曲线及相关结论分析等。

论文中有关与指导教师或他人共同研究、实验的部分以及引用他人研究成果的部分都要明确说明。

以严谨、负责的态度对待论文的引证、署名和发表，在论文中直接或间接引用他人成果，须严格注明

引文出处、标注注释，并列入参考文献。

２．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工作应有一定的技术深度，相关成果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学位论文中的文献综述

应对选题所涉及的工程技术问题或研究课题的国内外状况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正文部分应综合应用

本专业领域基础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对所解决的技术或工程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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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等，并能在某些方面提出独立见解。鼓励取得高质量学术论文、发明专利以及国家、地方、行业或企

业标准等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成果，对本专业领域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取得相应的创新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可授予工学硕士学位。

智能科学与技术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共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ＮｅｗＥｒａ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２ 考查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１ １６ １／２ 考查

专业必修课

可计算性理论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高级算法设计与分析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优化理论与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高级人工智能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高级计算机网络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高级计算机系统结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高级数据库技术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面向对象方法学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专业选修课

计算智能原理及应用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数据安全与实践

Ｄａｔ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数据挖掘与商务智能

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图像理解与计算机视觉

Ｉｍ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大数据处理与分析

Ｂｉｇ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分布式系统与云计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Ｃｌｏｕ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信息学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公共选修课 详见研究生院公布的公共选修课课程一览表 １／２

必修环节

专业实践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信息学院 ３ ／ ５ 考查

学术活动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信息学院 １ ／ ５ 考查

文献阅读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信息学院 １ ／ ３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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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

培养单位：经济学院、财政税务学院、金融学院

应用经济学（０２０２）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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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立

足国内外高层次经济学人才需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身心健康的高

层次人才。毕业生应熟悉学科研究前沿，掌握专业研究方法，具备较强的独立科学研究能力，熟练撰写本

学科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胜任财税、金融、产业经济、国际贸易和经济统计等领域的管理、研究、教学、

咨询等专业岗位。

二、基本要求

（一）获本一级学科博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根据应用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应用经济学博士生必须具备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深入系统的专业知

识和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掌握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方法学科知识的基础上，着重学

习相关高等经济学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具备把经济理论知识、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与实践相结合的能

力，有效地解释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博士生需要掌握的知识结构应包含如下５个方面：
１．基础经济理论知识
主要包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应

用经济学研究的立场和观点，宏观经济学主要以总体经济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宏观经济的结构、特性及

其表现。对宏观经济理论知识的掌握需要涵盖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波动、失业、通货膨胀、国家财政和国

际贸易。微观经济学是以经济单位个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个体的经济行为。对微观经济理论知识的掌握

需要涵盖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与产业组织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以及微观

层面的经济政策等。

２．经济分析方法
在掌握系统的应用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博士生应具备良好的研究分析经济现象与问题的能

力。从事应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博士生，需要具备全面的数理知识与较强的逻辑推导能力，对解决现实

问题能提出创新性的观点。从事应用经济学实证分析和研究的博士生，应掌握经典的计量分析方法和计

算机科学技术，能应用经济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此外，博士生还应该具备系统地获取知识的能力、应用知

识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３．专业领域经济学基础知识
应用经济学涵盖多个研究方向，博士生需要对其从事主要研究方向的知识有全面深入的了解。重点

掌握其所在学科的基础理论、发展现状以及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应通晓该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了解

其在应用经济学学科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性。

４．研究领域的重点文献
博士生应具有从各种文献获取应用经济学相关研究前沿动态的能力。博士生在获取理论知识的同

时，需要广泛阅读所在研究领域的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的专业论文，以了解该领域的科研动态、科研

发展方向和学术前沿。在阅读专业文献过程中，博士生应以批判的态度，甄别论文作者的相应观点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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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外语水平
博士生应熟练掌握一门外语（以英语为主，特殊研究方向可根据本学科特点要求博士学位攻读者熟

练掌握相应领域内的一门主流外语），具备较强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二）获本一级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应用经济学博士生应具备崇尚科学精神，对学术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并有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尊重科学研究，尊重知识产权。

（１）博士生应该有广泛地参与学术交流活动的意识，不仅要定期地参与本校的博士研讨班、博士生
学术论坛，更应当积极地参与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交流与会议。

（２）博士生应该具有一定的学术潜力，包括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前沿的专业理论知识，能够在本专业
领域独立地从事科学研究，并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在校期间，博士生应当完成必要的学术论文写作，以提

高学术研究能力和素养。

（３）博士生应该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并树立较强的法制观念，保护知识产
权、尊重他人劳动和权益，遵从研究伦理。博士生必须自觉地学习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方面的知识，培养

知识产权的意识，学习研究伦理并恪守研究者的职业道德。

（４）博士生应该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理论应用能力。博士生应具备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并且系
统地掌握本学科的专业知识；具有在所从事专业领域开展创新性思维、做出创造性成果的能力。扎实的

数理基础和建模能力也是博士候选人学术素养的重要构成因素。

２．学术道德
博士生应恪守学术道德规范，遵纪守法，必须落实并强化遵循学术道德的意识。在校期间，应当选修

学术道德规范课，学习基本学术规范并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及学术道德规范。除此之外，博士生

应诚实客观，严谨认真，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要坚持科学真理、尊重科学规律、崇尚严谨

求实的学风，勇于探索创新，恪守职业道德，维护科学诚信。

（三）获本一级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１．获取知识能力
博士生应该具有从各种文献资料获取应用经济学相关研究前沿动态的能力，全面系统地掌握本领域

的研究文献，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通过阅读文献与相关学术书籍有效获取所需的相关专业知识以及研究方

法。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直接从互联网获得，博士生应当掌握通过互联网获取相关研究成果的规范

路径和程序。

２．学术鉴别能力
博士生应具备对“研究问题、研究过程、已有成果”等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学术研究是一个把学术

思想实践化的创造过程，博士生必须对研究问题有足够深入的了解，充分判别该研究主题与实践的相关

性和科研价值。在此基础上，博士生应能设计将研究主题实践化的研究方法，从而为学术论文的创作建

立基本的研究框架。为锻炼博士生学术鉴别能力并鼓励博士生进行开创性、探索性学术研究，博士生需

要参加文献导读课，文献导读课在教导博士生前沿知识、本学科发展状态的同时，必须突出原创性和探索

性的研究方法、技巧的研讨。

３．科学研究能力
博士生应具备如下科学研究能力：

第一，提出研究问题的能力。博士生应该能够提出富有价值的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对该主题进

行进一步的分析，了解其应有的研究价值，从而设计解决该问题的时间和工作安排。

第二，博士生应具备独立开展高水平研究的能力。在明确研究主题及其意义的前提下，博士生应该

有能力选择和设计适合的理论或实证研究方法对该问题开展独立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博士生应具有

设立适当的模型假设，建立理论模型，以及进行模型推导的能力，结合实际问题，挖掘理论模型的经济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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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实用价值。在实证研究方面，博士生应充分了解数据特性，根据研究主题，选择适当的计量经济学模

型和计算软件，验证和挖掘数据的经济和政策含义，指导社会经济实践工作。

第三，组织协调能力。应用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团队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博士

生应该具有相应的组织协调能力。博士生应该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组织协调必要的人力、物力从而保

证研究的顺利进行，如与论文合作者的沟通与讨论、数据收集的安排、与外部数据供应方协商，尊重他人

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与成果。

第四，工程实践能力。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博士生应具备必要的工程实践能力，包括进行计算机程序

的编写，相关主流统计软件的应用等，解决社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４．学术创新能力
博士生应具有在其所属专业领域开展创新性思考、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和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能力。

博士生应抱有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对现有专业领域的科研成果进行批判性的归纳总结，从而增强对专

业领域的认知，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性思考，获得有价值的研究选题。博士生可以进一步通过应用其掌

握的研究方法对研究选题进行系统专业的分析，从而取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具体包括：第一，发现新的

经济 问题，发现有价值的数据，掌握获取数据的新方法。第二，建立新的应用经济学模型或对经典模型

进行扩展。第三，对应用经济学研究的空白领域、交叉领域或特殊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第四，就应用

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所作的具有价值的研究。

５．学术交流能力
博士生应该能够积极利用学术研讨会、博士生学术论坛、高水平国内国际学术会议熟练地与论文合

作者或博士生所从事研究领域的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表达学术思想、展示学术成果。博士生在提交学位

论文答辩前，应具有参加国内外相关领域学术会议并进行专题论文发表的经历，或者将在读博士论文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公开讨论，以培养创新意识和学术交流能力。

三、研究方向

根据本学科目前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基础，结合学科发展前沿，围绕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领域的

高层次人才需求，开设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经济统计学五个培养方向。

１．财政学：财税政策评估；数字财政与地方治理；预算绩效管理；数字化征管管理与纳税遵从。
２．金融学：地方金融发展与风险管理；科技金融理论及应用；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
３．产业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与应用；产业政策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全

球价值链与广东产业升级。

４．国际贸易学：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数字贸易；国际贸易与投资一体化；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与实践。
５．经济统计学：统计学理论与应用；统计学习与机器学习；大数据技术及其应用；宏观经济分析与政

策评价。

四、学习年限

普通博士生学制４年，博士生最长学习年限为７年。其中，用于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的时间不
少于２年。满足相应条件，特别优秀的学生可提前半年或一年毕业。

五、培养方式

采取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社会实践、学位论文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培养博士生创新性科研

能力。实行导师负责制，导师负责组建指导小组。导师及其指导小组全面负责学生的学风和学术道德教

育，负责制定和落实培养计划，指导学生开展科学研究、实践创新及学位论文撰写等工作。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课程分为学位课和非学位课两类。学位课包括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课，非学位课包括

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每门课程制定课程简介和教学大纲，大纲明确规定本课程学时数、学分数、主

要内容、教学方式和主要参考书等。公共必修课中的政治理论课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统一开设，外语课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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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统一开设。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１．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博士生应在入学后１个月内，根据本学科的培养方案，在导师的指导下，结合研究方向和自身特点制

订个人培养计划。

２．学术活动
（１）参加本学科组织的研讨会，每学期至少在研讨会上做一次学术研究报告，并将报告论文提交学

院留存。

（２）在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宣读本人撰写的学术论文至少一次，并向学院提交邀请函和所宣
读的论文。

（３）在学期间至少听取１０次以上学术报告，每次撰写不少于１０００字的总结，申请毕业论文答辩前提
交学院审核。

（４）按照学术研究的规范和要求研读专业文献，包括但不限于著作、学术期刊和网站等，每学期根据
研究进展情况，精读一定数量的专业文献资料。

３．实践活动
（１）完成不少于３２学时本科或硕士课程的助教工作。
（２）参加社会调查、专业实习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累计不少于１０个工作日，完成后撰写社会

实践报告，经导师签字确认后归档。

４．中期考核
考核内容包括培养计划执行情况、课程考试成绩、专业文献研读情况、对本学科研究前沿了解情况、

科研能力以及学术道德等方面。考核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工作阶段。具体要求按《广东财经大学博士研

究生培养管理办法》执行。

八、学分要求

博士生在校期间至少修满２３学分（含学术活动１学分、社会实践活动１学分），另外，同等学力和跨
学科的博士生须额外补修２学分与本专业相关的硕士课程。学位课程成绩达到７０分可获得学分，非学
位类课程成绩达到６０分可获得学分。每１６学时计１学分，学时只用于课堂教学环节（包括课堂教学、实
验、上机、考试等），课外的自学、调研、考察、查阅资料、撰写报告等环节不计入课程学时。

补修课程。跨学科入学和以同等学力入学的博士研究生需补修与本专业相关的硕士课程，补修课程

列入个人培养计划，达到６０分为合格，但不计学分。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４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６－８

非学位课 专业选修课 ０－２
必修环节 ２
总计 ２３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博士生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应在导师指导下确定研究方向，并于第三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第

四学期参照学位论文答辩的形式及要求，进行论文的阶段性报告，填写《广东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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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报告》交学院办公室，作为中期考核材料归档。在参加正式答辩之前，须完成文字重复率检测、双盲评

审、预答辩等环节。

博士研究生修满规定课程学分，完成中期考核、实践活动、学术报告、学术论文发表等各培养环节，通过

学位论文答辩，达到学位授予标准规定的全部要求，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通过后，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应用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方向名称一：财政学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开课学院 考核方式

公共必修课

Ｇ２２０５００４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３２ ２ １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７ 第一外语（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３２ ２ １ 外国语学院 考查

学科基础课

Ｂ１１０６００１ 高级微观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８ ３ １ 经济学院 考试

Ｂ１２０６００１ 高级计量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４８ ３ １ 金融学院 考试

Ｂ１１０６００２ 高级宏观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８ ３ ２ 经济学院 考试

专业核心课

Ｂ１３０３００１ 现代财政理论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Ｆｉｓ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２ 财政税务学院 考查

Ｂ１３０３００２ 现代税收理论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Ｔａ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２ 财政税务学院 考查

Ｂ１３０３００３ 数字财税理论与政策

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ｓｃａｌ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 ３２ ２ ３ 财政税务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３００１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３２ ２ １ 经济学院 考查

专业选修课

Ｂ１３０２００１ 财税计量分析

ＦｉｓｃａｌａｎｄＴａｘ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２ 财政税务学院 考查

Ｂ１３０２００２
大湾区财税制度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Ｆｉｓｃａｌ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ＢａｙＡｒｅａ

３２ ２ ２ 财政税务学院 考查

Ｂ１３０２００３ 政府预算管理研究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ｕｄｇｅ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ｙ ３２ ２ ３ 财政税务学院 考查

Ｂ１３０２００４ 公共支出专题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３２ ２ ３ 财政税务学院 考查

Ｂ１３０２００５
宏观财政政策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３２ ２ ３ 财政税务学院 考查

Ｂ１３０２００６ 国际税收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３ 财政税务学院 考查

Ｂ１３０２００７
中外财税制度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ｓｃａｌ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３ 财政税务学院 考查

公共选修课

Ｇ４１０４００１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３ 外国语学院 考查

Ｇ１１０４００３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３２ ２ ３ 马克思主义学院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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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开课学院 考核方式

实践活动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１．完成不少于３２学时（课程学时）的助教
工作，本科、硕士课程均可。２．博士生须
参加社会调查、专业实习及其他形式的社

会实践活动，累计不少于１０个工作日，完
成后撰写社会实践报告，导师签字确认后

交学院研究生秘书。

１ １－６ 财政税务学院 考查

学术活动和学术讲座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１．实行博士研究生学术报告制度。博士
研究生参加本学科组织的研讨会，每学期

至少在本学科范围内做一次学术报告，并

将报告论文提交学院研究生秘书留存。

２．在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上至少一
次宣读本人撰写的学术论文，并向学院研

究生秘书提交邀请函和所宣读的论文。

３．博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听取１０次以上学
术报告，每次应有不少于１０００字的总结，
申请答辩前交学院审核。

１ １－６ 财政税务学院 考查

建议阅读书刊目录：

（一）著作

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２．郑庆东主编，《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２０２２）》，人民出版社。
３．郭庆旺、高培勇、杨灿明主编，《中国财政学》，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编写入选名单，２０２１。
４．萨缪尔森著，《经济学（第十八版）》，中国邮电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罗默著，《高级宏观经济学（第四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安德鲁·马斯克莱尔，迈克尔·Ｄ·温斯顿，杰里·Ｒ·格林著，《微观经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４。
７．洪永淼著，《高级计量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戴蒙德等著，《行为经济学及其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９．安格里斯特．皮施克著，《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格致出版社，２０２１。
１０．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著，《公共部门经济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１１．吉恩·希瑞克斯，加雷思·Ｄ·迈尔思著，《公共经济学（第二版）》，格致出版社，２０２０。
１２．哈维·罗森著，《财政学（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
１３．《公共财政概论》编写组（樊丽明主编）．公共财政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９。
１４．陈共著，《财政学（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１５．邹洋，郭玉清等著，《财税计量分析》，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６．理查德·Ａ·马斯雷夫著，《财政理论史上的经典文献（引进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７．ＤａｖｉｄＮ．Ｈｙｍ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ｈｏｍｓｏ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５．
（二）专业学术期刊

１．中国社会科学
２．经济研究
３．管理世界
４．经济学（季刊）
５．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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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中国工业经济
７．财贸经济
８．财政研究
９．税务研究
１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１１．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１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４．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１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７．Ｆｉｓ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８．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Ｊｏｕ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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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名称二：金融学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开课学院 考核方式

公共必修课

Ｇ２２０５００４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３２ ２ １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７ 第一外语（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３２ ２ １ 外国语学院 考查

学科基础课

Ｂ１１０６００１ 高级微观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８ ３ １ 马克思主义学院 考试

Ｂ１２０６００１ 高级计量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４８ ３ １ 金融学院 考试

Ｂ１１０６００２ 高级宏观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８ ３ ２ 经济学院 考试

专业核心课

Ｂ１２０３００１ 高级金融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２ 金融学院 考查

Ｂ１２０３００２ 金融学研究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Ｔｏｐｉｃｓ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 ３２ ２ ３ 金融学院 考查

Ｂ１２０３００３ 金融微观计量专题

Ｔｏｐｉｃｓ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ｉｃｒｏｎｏｍｅｔｔｒｉｃｓ ３２ ２ ２ 金融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３００１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３２ ２ １ 经济学院 考查

专业选修课

Ｂ１２０２００１ 公司金融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 ３２ ２ ３ 金融学院 考查

Ｂ１２０２００２ 资产定价

ＡｓｓｅｔＰｒｉｃｉｎｇ ３２ ２ ３ 金融学院 考查

Ｂ１２０２００３ 货币金融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ｉｎａｎｃｅ ３２ ２ ３ 金融学院 考查

Ｂ１２０２００４ 行为金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３２ ２ ３ 金融学院 考查

Ｂ１２０２００５ 家庭金融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Ｆｉｎａｎｃｅ ３２ ２ ３ 金融学院 考查

Ｂ１２０２００６ 金融大数据方法与应用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ＢｉｇＤａｔ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３ 金融学院 考查

Ｂ１２０２００７ 金融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３ 金融学院 考查

公共选修课
Ｇ４１０４００１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３ 外国语学院 考查

Ｇ１１０４００３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３２ ２ ３ 马克思主义学院 考查

实践活动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１．完成不少于 ３２学时（课程学时）的助教工
作，本科、硕士课程均可。２．博士生须参加社
会调查、专业实习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

累计不少于１０个工作日，完成后撰写社会实践
报告，导师签字确认后交学院研究生秘书。

１ １－６ 金融学院 考查

学术活动和学术讲座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１．实行博士研究生学术报告制度。博士研究
生参加本学科组织的研讨会，每学期至少在本

学科范围内做一次学术报告，并将报告论文提

交学院研究生秘书留存。２．在全国性或国际
性学术会议上至少一次宣读本人撰写的学术

论文，并向学院研究生秘书提交邀请函和所宣

读的论文。３．博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听取１０次
以上学术报告，每次应有不少于１０００字的总
结，申请答辩前交学院审核。

１ １－６ 金融学院 考查

９６１



建议阅读书刊目录：

（一）著作

１．郑庆东主编，《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２０２２）》，人民出版社。
２．李健、戴国强、刘锡良主编，《中国金融学》，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编写入选名单，２０２１。
３．邹至庄、吴敬琏、林毅夫、李稻葵、余永定、林满红、里查德·弗里曼、黄季琨、易纲、郭凯、德怀特·

Ｈ·柏金斯等国内外的经济学家联合编写，《中国经济指南》，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４．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著，方颖、赵扬译，《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格致出版社，２０１６。
５．弗兰克·Ｊ·法博齐（ＦｒａｎｋＪ．Ｆａｂｏｚｚｉ），埃德温·Ｈ·尼夫（ＥｄｗｉｎＨ．Ｎｅａｖｅ），周国富著，孔爱国、

张轶凡、冯旭、孙汉文译，《金融经济学》，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５。
６．让·梯若尔著，王永钦译，《公司金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７．泽维尔·弗雷克萨斯著，《系统性风险、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７。
８．罗伯特·Ｊ·希勒 （ＲｏｂｅｒｔＪ．Ｓｈｉｌｌｅｒ）著，李心丹等译，《非理性繁荣（第三版）（修订版）精装》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
９．理查德·Ｈ·泰勒主编，贺京同等译，《行为金融学新进展（Ⅱ）（２０１７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作

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二）专业学术期刊

１．中国社会科学
２．经济研究
３．管理世界
４．金融研究
５．经济学（季刊）
６．世界经济
７．中国工业经济
８．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９．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１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１．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５．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７．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８．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２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ｉｓｋａｎｄ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０７１



方向名称三：产业经济学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开课学院 考核方式

公共必修课

Ｇ２２０５００４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３２ ２ １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７ 第一外语（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３２ ２ １ 外国语学院 考查

学科基础课

Ｂ１１０６００１ 高级微观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８ ３ １ 经济学院 考试

Ｂ１２０６００１ 高级计量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４８ ３ １ 金融学院 考试

Ｂ１１０６００２ 高级宏观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８ ３ ２ 经济学院 考试

专业核心课

Ｂ１１０３００２ 产业组织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３００５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３００３ 产业经济学前沿专题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３００１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Ｐａｐ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３２ ２ １ 经济学院 考查

专业选修课

Ｂ１１０２００１ 高级产业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３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０２ 粤港澳经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Ｅｃｏｎｏｍｙ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０３ 经济学与金融学专题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０４ 行为经济学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３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０５ 公共经济学

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０６ 国际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０７ 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２ ２ ３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０８ 管制经济学前沿专题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３ 经济学院 考查

公共选修课

Ｇ４１０４００１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３ 外国语学院 考查

Ｇ１１０４００３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３２ ２ ３ 马克思主义学院 考查

实践活动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１．完成不少于 ３２学时（课程学时）的助教工
作，本科、硕士课程均可。２．博士生须参加社
会调查、专业实习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实践活

动，累计不少于 １０个工作日，完成后撰写社
会实践报告，导师签字确认后交学院研究生

秘书。

１ １－６ 经济学院 考查

１７１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开课学院 考核方式

学术活动和学术讲座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１．实行博士研究生学术报告制度。博士研究
生参加本学科组织的研讨会，每学期至少在本

学科范围内做一次学术报告，并将报告论文提

交学院研究生秘书留存。２．在全国性或国际
性学术会议上至少一次宣读本人撰写的学术

论文，并向学院研究生秘书提交邀请函和所宣

读的论文。３．博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听取１０次
以上学术报告，每次应有不少于１０００字的总
结，申请答辩前交学院审核。

１ １－６ 经济学院 考查

建议阅读书刊目录：

（一）著作

１．郑庆东主编，《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２０２２）》，人民出版社。
２．刘守英、洪银兴、郭熙保主编，《中国发展经济学》，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编写入选名单，２０２１。
３．魏后凯、史晋川主编，《中国区域经济学》，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编写入选名单，２０２１。
４．杰里、瑞尼著，《高级微观经济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５．泰勒尔著，《产业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６．蒋殿春著，《高级微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７．张维迎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
８．洪永淼著，《高级计量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
９．陈强编著，《高级计量经济学及Ｓｔａｔａ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０．恩德斯（Ｅｎｄｅｒｓ，Ｗ．）著，杜江，谢志超译，《应用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第２版）》，高等教育

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１．巴尔塔基著，白伯林等译，《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分析 （原书第４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２．卡梅伦，特里维迪著，王忠玉译，《微观经济计量学：方法与应用（引进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有限公司，２０１０。
１３．江小涓等著：《网络时代与服务经济———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４．多纳德．海．德里克．莫瑞斯：《产业经济学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５．奥利弗·Ｅ·威廉姆森著：《反垄断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
１６．哈尔·Ｒ·范里安著，孟昭莉、牛露晴译，《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１。
（二）专业学术期刊

１．经济管理
２．经济研究
３．管理世界
４．中国工业经济
５．中国软科学
６．中国工业经济
７．经济学（季刊）
８．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０．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１１．Ｒ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７１



方向名称四：国际贸易学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开课学院 考核方式

公共必修课

Ｇ２２０５００４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３２ ２ １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７ 第一外语（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３２ ２ １ 外国语学院 考查

学科基础课

Ｂ１１０６００１ 高级微观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８ ３ １ 经济学院 考试

Ｂ１２０６００１ 高级计量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４８ ３ １ 金融学院 考试

Ｂ１１０６００２ 高级宏观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８ ３ ２ 经济学院 考试

专业核心课

Ｂ１１０３００６ 高级国际贸易理论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 ３２ ２ １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３００７
数字贸易与国际投资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３００１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Ｐａｐ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３２ ２ １ 经济学院 考查

专业选修课

Ｂ１１０２０１６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１７
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与实践前沿专题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１８ 全球价值链前沿专题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ｓ ３２ ２ ３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１９
世界经济与国际经贸规则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Ｒｕｌｅｓ

３２ ２ ３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２０ 宏观经济政策统计分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 ３２ ２ ３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２１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ＢｉｇＤ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３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２２
基于Ｐｙｔｈｏｎ的国际经贸数据挖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ｙｔｈｏｎ
３２ ２ ３ 经济学院 考查

公共选修课

Ｇ４１０４００１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３ 外国语学院 考查

Ｇ１１０４００３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３２ ２ ３ 马克思主义学院 考查

实践活动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１．博士生通过综合考核后，完成不少于３２学
时（课程学时）的助教工作，本科、硕士课程均

可。２．博士生须参加社会调查、专业实习及其
他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累计不少于１０个工
作日，完成后撰写社会实践报告，导师签字确

认后交学院研究生秘书。

１ １－６ 经济学院 考查

３７１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开课学院 考核方式

学术活动和学术讲座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１．实行博士研究生学术报告制度。博士研究
生参加本学科组织的研讨会，每学期至少在本

学科范围内做一次学术报告，并将报告论文提

交学院研究生秘书留存。２．在全国性或国际
性学术会议上至少一次宣读本人撰写的学术

论文，并向学院研究生秘书提交邀请函和所宣

读的论文。３．博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听取１０次
以上学术报告，每次应有不少于１０００字的总
结，申请答辩前交学院审核。

１ １－６ 经济学院 考查

建议阅读书刊目录：

（一）著作

１．郑庆东主编，《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２０２２）》，人民出版社。
２．余淼杰、洪俊杰、黄先海，《中国开放型经济学》，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编写入选名单，２０２１。
３．伯尔蒂尔·俄林著：《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２．小岛清著：《对外贸易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３．保罗·克鲁格曼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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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苏庆义著：《全球价值链：测度与应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２０２１。
５．何传添，霍伟东等著，《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
６．Ｊａｍｅｓ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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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ＡｎａｎｄＲａｊａｒａｍ和ＪｅｆｆｒｅｙＤａｖｉｄＵｌｌｍａ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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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Ｂａｇｗｅｌｌ，Ｋ．ａｎｄＲ．Ｓｔａｉｇｅｒ，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９．ＤｕｎｎｉｎｇＪ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ＧｅｏｒｇｅＡｌｌｅｎ＆Ｕｎｗｉ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８１．
１０．Ｍｃｍｉｌｌａｎ，ｊ．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ａｒｗｏｏ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１．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Ｐｏｒｔｅｒ．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１２．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Ｈｅｌｐｍ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
１３．Ｇｏｍｏｒｙ，Ｂａｕｍｏｌ．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２０００．
１４．Ｊａｇｄｉｓｈ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Ｔｏｄａ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１５．ＰａｕｌＫｒｕｇｍａｎ，ＭａｕｒｉｃｅＯｂｓｔｆｅｌｄ，ＭａｒｃＭｅｌｉｔ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ｅａｒｓ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１１．
１６．ＪａｍｅｓＲｉｃｋａｒｄｓ．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Ｗａｒｓ：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ＮｅｘｔＧｏｂａｌＣｒｉｓｉｓ．ＰｅｎｇｕｉｎＧｒｏｕｐＵＳ，２０１１．
（二）专业学术期刊

１．经济研究
２．中国社会科学
３．管理世界
４．世界经济
５．世界经济与政治
６．财贸经济
７．经济学动态
８．国际贸易问题

４７１



９．统计研究
１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１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Ｒｅｖｉｅｗ
１３．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１４．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６．Ｒ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７．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１８．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１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
２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
２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
２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６．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７１



方向名称五：经济统计学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开课学院 考核方式

公共必修课

Ｇ２２０５００４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３２ ２ １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７ 第一外语（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３２ ２ １ 外国语学院 考查

学科基础课

Ｂ１１０６００１ 高级微观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８ ３ １ 经济学院 考试

Ｂ１２０６００１ 高级计量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４８ ３ １ 金融学院 考试

Ｂ１１０６００２ 高级宏观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８ ３ ２ 经济学院 考试

专业核心课

高级统计学理论与方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３００４ 微观计量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经济统计学前沿

Ｔｈ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ｄｇ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３００１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３２ ２ １ 经济学院 考查

专业选修课

定量分析方法与模型进阶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Ｍｏｄｅｌ ３２ ２ ３ 经济学院 考查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ＢｉｇＤ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应用统计案例分析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金融风险统计分析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ｉｓｋ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３ 经济学院 考查

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

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公共选修课

Ｇ４１０４００１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３ 外国语学院 考查

Ｇ１１０４００３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３２ ２ ３ 马克思主义学院 考查

实践活动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１．完成不少于 ３２学时（课程学时）的助教工
作，本科、硕士课程均可。２．博士生须参加社会
调查、专业实习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累

计不少于１０个工作日，完成后撰写社会实践报
告，导师签字确认后交学院研究生秘书。

１ １－６ 经济学院 考查

学术活动和学术讲座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１．实行博士研究生学术报告制度。博士研究
生参加本学科组织的研讨会，每学期至少在本

学科范围内做一次学术报告，并将报告论文提

交学院研究生秘书留存。２．在全国性或国际
性学术会议上至少一次宣读本人撰写的学术

论文，并向学院研究生秘书提交邀请函和所宣

读的论文。３．博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听取１０次
以上学术报告，每次应有不少于１０００字的总
结，申请答辩前交学院审核。

１ １－６ 经济学院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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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阅读书刊目录：

（一）著作

１．郑庆东主编，《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２０２２）》，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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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

培养单位：经济学院

数字经济学（０２０２Ｚ２）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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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立足国内外高层次数字经

济学人才需求，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毕业生应掌握专业研究方法，

熟悉数字经济运行规律，洞察学科研究前沿。具备较强的独立科学研究能力，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以及撰

写本学科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的能力，胜任数字经济相关行业领域的管理、研究、教学、咨询等专业岗位。

二、基本要求

（一）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根据数字经济学的学科特点，数字经济学博士生必须具备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深入系统的专业知

识和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掌握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方法学科知识的基础上，着重学

习相关高等经济学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具备把经济理论知识、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与实践相结合的能

力，有效地解释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博士生需要掌握的知识结构应包含如下 ５个方面：
１．经济学理论知识
经济学理论知识是数字经济专业博士必须掌握的研究基础，主要包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数字经济学研究的立场和观点，宏观经济学主

要以总体经济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宏观经济的结构、特性及其表现。对宏观经济理论知识的掌握需要

涵盖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波动、失业、通货膨胀、国家财政和国际贸易。微观经济学是以经济单位个体为

研究对象，分析个体的经济行为。对微观经济理论知识的掌握需要涵盖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一般

均衡理论、博弈论与产业组织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以及微观层面的经济政策等。

２．经济分析方法
在掌握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博士生应掌握研究分析经济现象与现实问题的分析方法，

主要包括计量分析方法和相关的计算机科学技术。计量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数据收集、模型设定、参数估

计、假设检验和模型诊断等，学生应该掌握通过统计技术来量化经济变量间的关系，确保模型满足基本假

设，并使用相关软件工具进行分析的能力。数字经济专业的学生应掌握数据分析工具和技术，如 ＳＱＬ、
Ｐｙｔｈｏｎ等，具备计算机编程能力，了解并掌握机器学习算法，具备大数据技术基础，能够运用数据挖掘与
分析技术。

３．专业领域经济学基础知识
数字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涵盖多个传统学科的研究领域，在相关经济学专业领域之外，博士生

需要对数字技术的研发、数字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数字平台的运营以及传统产业通

过数字化转型实现的效率提升和模式创新等知识有全面深入的了解。重点掌握其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

发展现状以及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了解其在数字经济学学科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性。

４．研究领域的重点文献
博士生应具有从各种文献获取数字经济学相关研究前沿动态的能力。博士生在获取理论知识的同

时，需要广泛阅读所在研究领域的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的专业论文，以了解该领域的学术前沿动态、

产业发展方向和国家相关政策。在阅读专业文献过程中，博士生应以批判的态度，甄别学术研究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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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观点与结论，进而展开自己的科研创新工作。

５．外语水平
博士生应熟练掌握一门外语（以英语为主，特殊研究方向可根据本学科特点要求博士学位攻读者熟

练掌握相应领域内的一门主流外语），具备较强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二）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１．学术素养
数字经济学博士生应具备崇尚科学精神，对学术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并有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尊重科学研究，尊重知识产权。

（１）博士生应该有广泛地参与学术交流活动的意识，不仅要定期地参与、主持本校的博士研讨班、博
士生学术论坛，更应当积极地参与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交流与会议。

（２）博士生应该具有较强的学术潜力，包括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前沿的专业理论知识，能够在本专业
领域独立地从事科学研究，并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在校期间，博士生应当完成必要的学术论文写作，以提

高学术研究能力和素养。

（３）博士生应该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并树立较强的法制观念，保护知识产
权、尊重他人劳动和权益，遵从研究伦理。博士生必须自觉地学习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方面的知识，培养

知识产权的意识，学习研究伦理并恪守学者的职业道德。

（４）博士生应该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理论应用能力。博士生应具备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并且系
统地掌握本学科的专业知识；具有在所从事专业领域开展创新性思维、做出创造性成果的能力。扎实的

数理基础和建模能力也是博士候选人学术素养的重要构成因素。

２．学术道德
博士生应恪守学术道德规范，遵纪守法，必须落实并强化遵循学术道德的意识。在校期间，应当选修

学术道德规范课，学习基本学术规范并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及学术道德规范。除此之外，博士生

应诚实客观，严谨认真，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要坚持科学真理、尊重科学规律、崇尚严谨

求实的学风，勇于探索创新，恪守职业道德，维护科学诚信。

（三）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１．获取知识能力
博士生应该具有从各种文献资料获取数字经济学相关研究前沿动态的能力，全面系统地掌握本领域

的研究文献，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通过阅读文献与相关学术书籍有效获取所需的相关专业知识以及研究方

法。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直接从互联网获得，博士生应当掌握通过互联网获取相关研究成果的规范

路径和程序。

２．学术探索能力
博士生应具备对现有研究成果、未来研究方向和可行研究方法等进行判断的能力。学术研究是一个

把学术思想实践化的创造过程，博士生必须对研究问题有足够深入的了解，充分判别该研究主题的实践

价值和科研价值。在此基础上，博士生应能设计将研究主题实践化的研究计划，并为学术论文的创作建

立基本的研究框架。为锻炼博士生学术鉴别能力并鼓励博士生进行开创性、探索性学术研究，博士生需

要参加经典文献研讨会，在对经典文献的讨论过程中，完成从理论学习到学术创新的转变。

３．科学研究能力
博士生应具备如下科学研究能力：

第一，提出研究问题的能力。博士生应该能够提出富有价值的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对该主题进

行进一步的分析，了解其应有的研究价值，从而设计解决该问题的时间和工作安排。

第二，博士生应具备独立开展高水平研究的能力。在明确研究主题及其意义的前提下，博士生应该

有能力选择和设计适合的理论或实证研究方法对该问题开展独立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博士生应具有

设立适当的模型假设，建立理论模型，以及进行模型推导的能力，结合实际问题，挖掘理论模型的经济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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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实用价值。在实证研究方面，博士生应充分了解数据特性，根据研究主题，选择适当的计量经济学模

型和计算软件，验证和挖掘数据的经济和政策含义，指导社会经济实践工作。

第三，组织协调能力。数字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团队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博士

生应该具有相应的组织协调能力。博士生应该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组织协调必要的人力、物力从而保

证研究的顺利进行，如与论文合作者的沟通与讨论、数据收集的安排、与外部数据供应方协商，尊重他人

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与成果。

４．学术创新能力
博士生应具有在其所属专业领域开展创新性思考、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和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能力。

博士生应抱有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对现有专业领域的科研成果进行批判性的归纳总结，从而增强对专

业领域的认知，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性思考，获得有价值的研究选题。博士生可以进一步通过应用其掌

握的研究方法对研究选题进行系统专业的分析，从而取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具体包括：第一，发现新的

经济问题，发现有价值的数据，掌握获取数据的新方法。第二，建立新的数字经济学模型或对经典模型进

行扩展。第三，对数字经济学研究的空白领域、交叉领域或特殊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第四，就数字经

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所作的具有价值的研究。

５．学术交流能力
博士生应该能够积极利用学术研讨会、博士生学术论坛、高水平国内国际学术会议熟练地与论文合

作者或博士生所从事研究领域的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表达学术思想、展示学术成果。博士生在提交学位

论文答辩前，应具有参加国内外相关领域学术会议并进行专题论文发表的经历，或者将在读博士论文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公开讨论，以培养创新意识和学术交流能力。

三、研究方向

１．传统经济的数字化改造：传统经济的数字化改造指的是将传统产业通过引入数字技术，如 ＡＩ、云
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进行转型升级，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

２．网络平台与数字经济发展：网络平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它们通过连接用户、商家和
服务提供者，促进信息的流通和资源的配置。网络平台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够提供个性化服务，推动

创新和经济增长。

３．ＡＩ技术与数字经济应用：人工智能（ＡＩ）技术在数字经济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它通过机器学习、自
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提高决策效率，优化业务流程，并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

４．区块链技术与数字经济创新：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和透明性的特点，为数字经济提
供了新的创新路径。它在金融科技、供应链管理、版权保护等领域的应用，有助于建立信任机制，降低交

易成本，推动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５．数字经济运行与规制：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公平竞争和消费者权益。研究内容包括
构建适应数字经济特性的监管框架，强化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平衡创新与风险，确保法律法规能够适应

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促进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四、学习年限

普通博士生学制４年，博士生最长学习年限为７年。其中，用于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的时间不
少于２年。满足相应条件，特别优秀的学生可提前半年或一年毕业。

五、培养方式

采取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社会实践、学位论文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培养博士生创新性科研

能力。实行导师负责制，导师负责组建指导小组。导师及其指导小组全面负责学生的学风和学术道德教

育，负责制定和落实培养计划，指导学生开展科学研究、实践创新及学位论文撰写等工作。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课程分为学位课和非学位课两类。学位课包括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课，非学位课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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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每门课程制定课程简介和教学大纲，大纲明确规定本课程学时数、学分数、主

要内容、教学方式和主要参考书等。公共必修课中的政治理论课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统一开设，外语课由

外国语学院统一开设。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１．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博士生应在入学后１个月内，根据本学科的培养方案，在导师的指导下，结合研究方向和自身特点制

订个人培养计划。

２．学术活动
（１）参加本学科组织的研讨会，每学期至少在研讨会上做一次学术研究报告，并将报告论文提交学

院留存。

（２）在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宣读本人撰写的学术论文至少一次，并向学院提交邀请函和所宣
读的论文。

（３）在学期间至少听取１０次以上学术报告，每次撰写不少于１０００字的总结，申请毕业论文答辩前提
交学院审核。

（４）按照学术研究的规范和要求研读专业文献，包括但不限于著作、学术期刊和网站等，每学期根据
研究进展情况，精读一定数量的专业文献资料。

３．实践活动
（１）完成不少于３２学时本科或硕士课程的助教工作。
（２）参加社会调查、专业实习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累计不少于１０个工作日，完成后撰写社会

实践报告，经导师签字确认后归档。

４．中期考核
考核内容包括培养计划执行情况、课程考试成绩、专业文献研读情况、对本学科研究前沿了解情况、

科研能力以及学术道德等方面。考核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工作阶段。具体要求按《广东财经大学博士研

究生培养管理办法》执行。

八、学分要求

博士生在校期间至少修满２３学分（含学术活动１学分、社会实践活动１学分），另外，同等学力和跨
学科的博士生须额外补修２学分与本专业相关的硕士课程。学位课程成绩达到７０分可获得学分，非学
位类课程成绩达到６０分可获得学分。每１６学时计１学分，学时只用于课堂教学环节（包括课堂教学、实
验、上机、考试等），课外的自学、调研、考察、查阅资料、撰写报告等环节不计入课程学时。

补修课程。跨学科入学和以同等学力入学的博士研究生需补修与本专业相关的硕士课程，补修课程

列入个人培养计划，达到６０分为合格，但不计学分。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４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８

非学位课 专业选修课 ０
必修环节 ２
总计 ２３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博士生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应在导师指导下确定研究方向，并于第三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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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期参照学位论文答辩的形式及要求，进行论文的阶段性报告，填写《广东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进

展报告》交学院办公室，作为中期考核材料归档。在参加正式答辩之前，须完成文字重复率检测、双盲评

审、预答辩等环节。

博士研究生修满规定课程学分，完成中期考核、实践活动、学术报告、学术论文发表等各培养环节，通

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学位授予标准规定的全部要求，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通过后，授予经济学博士

学位。

数字经济学课程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开课学院 考核方式

公共必修课

Ｇ２２０５００４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３２ ２ １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７ 第一外语（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３２ ２ １ 外国语学院 考查

学科基础课

Ｂ１１０６００１ 高级微观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８ ３ １ 经济学院 考试

Ｂ１２０６００１ 高级计量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４８ ３ １ 金融学院 考试

Ｂ１１０６００２ 高级宏观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８ ３ ２ 经济学院 考试

专业核心课

Ｂ１１０３００４ 微观计量专题

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３００５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３００１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３２ ２ １ 经济学院 考查

专业选修课

Ｂ１１０２００９ 高级数字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２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１０ 数字信任经济学

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ｕｓ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３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１１ 数字产业经济学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３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１２
数字经济理论前沿专题

ＳｅｍｉｎａｒｓｏｎＬａｔｅ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３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１３ 数字经济治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３２ ２ ３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１４ 数字经济统计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３ 经济学院 考查

Ｂ１１０２０１５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技术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ＢｉｇＤａｔａ

３２ ２ ３ 经济学院 考查

公共选修课

Ｇ４１０４００１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３ 外国语学院 考查

Ｇ１１０４００３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３２ ２ ３ 马克思主义学院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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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开课学院 考核方式

实践活动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１．完成不少于３２学时（课程学时）的助教
工作，本科、硕士课程均可。２．博士生须
参加社会调查、专业实习及其他形式的社

会实践活动，累计不少于１０个工作日，完
成后撰写社会实践报告，导师签字确认后

交学院研究生秘书。

１ １－６ 经济学院 考查

学术活动和学术讲座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１．实行博士研究生学术报告制度。博士
研究生参加本学科组织的研讨会，每学期

至少在本学科范围内做一次学术报告，并

将报告论文提交学院研究生秘书留存。

２．在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上至少一
次宣读本人撰写的学术论文，并向学院研

究生秘书提交邀请函和所宣读的论文。

３．博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听取１０次以上学
术报告，每次应有不少于１０００字的总结，
申请答辩前交学院审核。

１ １－６ 经济学院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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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学术学位
学科门类：交叉学科

一级学科：国家安全学

培养单位：国家安全与发展研究院

国家安全学（１４０２）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面向国家安全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具备高度政治素养、深厚的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和扎实专

业知识，尤其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有透彻理解和深入探索，系统研究经济安全思想、经济安全战略、经济

安全治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与安全等核心问题，能够从事高水平、创新性的理论和实验、实践研究，能胜

任本学科或相近学科高层次的研究、管理、教学、技术等研究性、综合性工作。

二、基本要求

（一）基本知识

国家安全学博士生应掌握坚实宽广的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安全治理等国家安

全学方面的理论，并在上述至少一个方面掌握深入的专业知识，透彻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历程、研究现状及

前沿趋势；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作风，对本学科相关领域的重要理论、方法与技术

有透彻了解和把握，善于发现和归纳国家安全领域的前沿性问题，并能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能够运用国

家安全学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开展高水平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进行理论、方法与技术创新，取得

创造性成果；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在本学科和相关学科领域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工

作的能力。

（二）基本素质

１．政治素养：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纪守
法，理解、领悟和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敢于实践和勇于担当，自觉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推进人类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２．学术素养：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深刻理解和掌握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内涵、研究现状和现实需求；崇
尚科学、追求真理，对学术与战略、理论等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

作作风，勤于学习、勇于创新，富有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注重理论和实际相联系，重点发现、凝练、研究和

解决涉国家经济安全相关问题；诚实守信，恪守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遵守知识产权规定。

３．综合素质：系统完成国家安全学的全谱系、全过程训练，具有较强的理论、历史和方法的运用能力，
能够针对国内外经济安全热点、面向国家安全重大需求，自主思辨提出相关先进性和前瞻性的问题，并运

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独立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工作；应及时有效了解本学科前沿动态，获取开展

本学科相关领域研究的专业化知识，具备解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三）基本能力

１．基础理论能力
本学科博士生应具有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充分了解国家安全的现实发展和战

略需求，系统掌握国家安全学学科的科学思想和理论知识，熟悉涉国家安全领域及相关研究方向的资料

和文献，深刻把握学科前沿动态，熟练掌握通过文献查阅、调查研究和工作实践获取专业化知识能力，形

成较完善的国家安全学知识储备和知识体系。

２．科学研究能力
具备与本学科相适应的学科思维，能鉴别和分析本学科研究范围的情况和问题；以批判性眼光对所

获取的专业知识和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评价总结；了解本学科的研究前沿，并有能力从调研分析、应

用实践、实际工作中提炼出需解决的科学问题；具备跨领域、跨传统专业和跨场景的学术研讨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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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综合运用本学科理论和方法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形成学术创新素养，取得创新性成果。

３．应用实践能力
本学科具有鲜明专业性、综合性、交叉性的特点，博士生应具有适配本学科特点的组织能力、管理能

力、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基于新时代大安全事件的学理融合和实践创新要求，在国家安全某个具体领

域独立开展系统深入的科学研究工作；此外，应善于运用至少一门外语通过口头和文字准确、清晰、合理

地表达学术思想、推介研究创新成果，并于同行进行富有成效的沟通和交流。

三、研究方向

１．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
２．经济安全理论
３．经济安全战略
４．海外利益安全战略
５．经济安全治理
６．国家安全法治
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与安全
四、学习年限

普通博士生学制４年，博士生最长学习年限为７年。其中，用于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的时间不
少于２年。满足相应条件，特别优秀的学生可提前半年或一年毕业。

五、培养方式

采取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社会实践、学位论文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培养博士生创新性科研

能力。实行导师负责制，导师负责组建指导小组。导师及其指导小组全面负责学生的学风和学术道德教

育，负责制定和落实培养计划，指导学生开展科学研究、实践创新及学位论文撰写等工作。

六、课程设置与考核方式

（一）课程设置

课程分为学位课和非学位课两类。学位课包括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课，非学位课包括

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每门课程制定课程简介和教学大纲，大纲明确规定本课程学时数、学分数、主

要内容、教学方式和主要参考书等。公共必修课中的政治理论课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统一开设，外语课由

外国语学院统一开设。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类课程达到７０分以上（含７０分）可获得学分，其他类课程达
到６０分以上（含６０分）可获得学分。

七、必修环节及要求

（一）专业实践

１．完成不少于 ３２学时本科或硕士课程的助教工作。
２．参加调查研究、专业实习、宣传宣讲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累计不少于 １０个工作日，实践活

动结束（不迟于第五学期第１０教学周）提交咨询报告（５０００字左右），获市级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市级
及以上党政机关采用，合格者计１学分。

（二）学术活动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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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国家安全学“名师进课堂”系
列讲座或学校的学术讲座，由学院进行考核，合格者计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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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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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参加“国家安全学

笃行读书会”并作为主讲，做文献阅读报告３次，合格者计０５学分；中期考核前写出不少于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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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学分。

八、学分要求

博士生在校期间至少修满 ３６学分（含文献阅读与综述１学分、学术活动 １学分、社会实践活动 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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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学位课程成绩达到 ７０分可获得学分，非学位类课程成绩达到 ６０分可获得学分。每 １６学时计 １
学分，学时只用于课堂教学环节，课外的自学、调研、考察、查阅资料、撰写报告等环节不计入课程学时。

博士生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应在导师指导下确定研究方向，并于第三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第

四学期参照学位论文答辩的形式及要求，进行论文的阶段性报告，填写《广东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进

展报告》交学院办公室，作为中期考核材料归档。在参加正式答辩之前，须完成文字重复率检测、双盲评

审、预答辩等环节。

博士研究生修满规定课程学分，完成中期考核、实践活动、学术报告、学术论文发表等各培养环节，通

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学位授予标准规定的全部要求，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通过后，授予博士学位。

类别 性质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５
学科基础课 ９
专业核心课 １２

非学位课
公共选修课 １
专业选修课 ６

必修环节 ３
总计 ３６

九、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１．选题与综述的要求
本学科博士生的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可以是基础理论研究，也可以是综合应用研究，鼓励对学科前

沿和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本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的相关研究工作应着眼于解决国家安全的重大理论、战

略和治理问题，努力提出新概念、新理论与新方法。博士生在读期间应大量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专业

文献，其中应有部分外文文献。学位论文的综述应阐述清楚相关研究背景、意义、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

动态。

２．规范性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是博士生在某个具体研究领域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工作的凝练与总结，是衡量博士生

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学位论文应反映作者在本学科上已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并掌握

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体现作者熟练掌握本研究方向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技术，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还应强调研究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较大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论文应包括

标题、中英文摘要、引言（或绪论）、正文、结论、参考文献等内容。文中缩略语必须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

全称；全文缩略语用单独列表形式排出，列在正文前或参考文献后。论文的排版印刷也应符合格式规范，

对公式、图表等的排版应符合正式出版物的一般要求。学位论文中的外国人名地名、计量单位、图表、公

式、缩略词、符号、地图等必须遵循国家规定的标准。

３．成果创新性要求
博士研究应在学科或专门技术上取得创造性成果。凡属下列情况之一，可认为属于创造性成果：

（１）对前人提出的理论、技术及方法有重要改进或革新；
（２）发现有价值的新现象、新规律，提出新的合理假说、观点、理论；
（３）发现领域新问题，并给出具有参考价值的解决方案；
（４）创造性地运用现有知识，解决前人未曾解决过的关键问题。
博士科研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应能够通过不同方式对相关领域的知识迭代和学术共同体成长作出贡

献并获得同行认可，兼顾学理创新与政策实践支持能力的强化。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各项要求及专业实践训练，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者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经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可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授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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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课程学习
学位申请人必须在学位论文答辩前，达到以下课程学习要求：

①总学分数达到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
②修完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并满足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类别学分要求等。
２．科研成果
（１）学术学位申请人科研成果达到以下条件之一的，方可提交学位申请：
①以独立或第一作者身份在学校规定的 Ｂ类及以上期刊发表１篇（含）以上本学科相关的学术

论文。

②以独立或第一作者身份在学校规定的 Ｃ类及以上期刊发表２篇（含）以上与本学科相关的学术
论文。

③以独立或第一作者身份在学校规定的Ｃ类及以上期刊发表１篇（含）以上与本学科相关的学术论
文；并且以独立或第一作者身份撰写的咨询报告获省级或省级以上政府部门出具采纳证明或领导肯定性

批示。

科研成果的第一署名单位须为广东财经大学。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可视同为第一

作者。

（２）专业学位申请人在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答辩前，应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科研成果要求。
３．学位论文／实践成果
博士学位论文应为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创造性的学术成果，达到能够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出版社正

式发表的水平，字数一般不少于１０万字。

国家安全学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政治

理论课

通用

英语课

Ｇ２２０５００４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Ｇ４１０５００７ 第一外语（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１ 考查

专

业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ｎｃｅｐｔ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国家安全学前沿理论

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决策报告与学术论文写作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３ ４８ １ 考试

国家安全战略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国家安全法治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经济安全前沿问题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Ｉｓｓｕｅｓ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国家安全学研究方法

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３ ３２ ２

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经典文献导读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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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开课单位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选修课

金融风险管理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涉外风险与海外利益安全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ｓｋ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产业风险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ｉｓｋ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经济安全国际比较研究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意识形态安全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政治学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２ ３２ ２ 考查

粤港澳大湾区安全治理实务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ＧｒｅａｔｅｒＢａｙＡｒｅａ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１ １６ ３ 考查

第二外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公共选修课

Ｇ４１０４００１ 高级英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外国语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Ｇ１１０４００３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 ３２ ３ 考查

必修环节

文献阅读与综述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１ ０ １－６ 考查

学术活动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１ ０ １－６ 考查

社会实践

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国家安全与

发展研究院
１ ０ ４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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