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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经济管理（1203） 

一、学科简介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是一个涵盖经济学、管理学及社会学的综合性学科，

研究农林部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资源配置效率，以及与农林

生产组织形式、农村劳动力就业与农民收入、农村社区治理、乡村振兴等

重大现实问题相关的管理政策。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对政府农业政策制定和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四川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可追溯到 1943 年四川大学农学院

农业经济学专业；1979 年恢复招收农业经济管理本科生；1986 年开始招收

农业经济管理硕士研究生；2004 年被批准为四川省重点建设学科；2006 年

取得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06 年取得农业经济管理二级学科博士授

权点，2008 年增列国家“211 工程”三期重点建设学科，2011 年农林经济管

理获得一级博士学位授予权，2011 年获批成立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通过“211 工程”、国家财政等专项资助建设，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在教

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位居同类高校前列。学科点拥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19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共 49 人，其中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 名，省学术和

技术带头人 6 名。本学科拥有四川省研究生教育改革团队 1 个，四川省首

批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 2 个；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西南减贫与

发展研究中心等省级科研平台 4 个，以及省委四川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研究

新型智库 1 个。 

根据农林经济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需要和已有的学科优势，本学科

拟重点加强“农业经济与管理”、“林业经济管理”、“农村与区域发展”、“资

源经济与土地管理”四大学科方向的研究。旨在为各级政府及其涉农部门关

于农业经济发展的宏观决策及管理实践提供高层次的理论研究成果，培养

和造就具有突出创新能力、德才兼备，掌握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专门理论和

专门知识，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适应管理及相关领域工作需要的高素质

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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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目标 

1.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学术道德、身心素质和国际视野，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社会责任感强，成为现代农林经济管理高级专门人才； 

2. 具有农林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技术经济、农村资源与环境经济管

理和农村区域发展等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

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动态趋势有深入的认识； 

3. 能独立承担并组织完成农林经济管理学科领域的科研与教学工作，

能独立开展农林经济管理相关领域的管理工作；  

4. 能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熟练运用外语进行阅读、写作和学术交流。 

三、学科方向 

学科方向 研究内容 招生单位 

农业经济管理 

（120301）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村经济组织与管理；食物经济

与管理 ；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 
管理学院 

林业经济管理 

（120302） 
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经济学院 

农村与区域发展 

（1203Z3） 
农村发展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发展 ；农村金融与财政 经济学院 

资源经济与土地管理 

（1203Z4 ） 
农业资源配置与环境管理；土地利用与管理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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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 

课程体系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 

教师 
备注 

必 

修 

课 

公共 

必修课 

中国概况 

China Panorama 
2 1 

英语 

教研组 
留学生 

汉语基础 

Basic Chinese 
3 1 

英语 

教研组 
留学生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Chinese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China 
2 1 

政治 

教研组 
统招生 

英语 

English 
3 1 

英语 

教研组 
统招生 

基础课 

高级宏观经济学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2 1 

陈  蓉 

郑  勇 
 

高级微观经济学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2 1 

曹正勇 

韦  锋 
 

高级计量经济学 

Advanced Econometrics 
2 1 

郑循刚 

刘  丹 
 

专业课 

高级农林经济管理 

Advanced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conomic Management 

2 1 

王  芳 

傅新红 

杨锦秀 

120301 

120302 

区域经济与发展经济研究 

Region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Economy 

2 1 
漆雁斌 

戴小文 
1203Z3 

资源经济与土地管理研究 

Research on Resource economics and Land 

Management 

2 1 
何  格 

冉瑞平 
1203Z4 

选 

修 

课 

专业 

选修课 

高级统计学专题 

Special Topic on Advanced Statistics 
1 1 

刘云强 

何艳秋 
 

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专题 

Special Topic on Forestry Economics 

Theories and Policies 

1 1 曾维忠  

农业农村政策研究前沿 

Research on Policies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 

1 1 
陈文宽 

李建强 
 

管理研究前沿 

Frontier in Management Theories 
1 1 

李冬梅 

罗华伟 
 

农村金融与财政研究前沿 

Frontier in Banking and Public Finance in 

rural areas 

1 1 
蒋远胜 

吴  平 
 

农村资源核算与财务管理 

Evaluation of Rural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1 1 
符  刚 

罗华伟 
 

跨学科 

选修课 
可根据需要，在全校范围内其它学科博士生课程设置中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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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环节 

（一）科研诚信与道德 

科研诚信与道德为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周内进行，授课时间不低于 2 学时，

由教学、科研经验丰富、学术造诣深厚、知名度高的研究生导师、教授担

任授课专家。该环节旨在对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中的诚信与道德问题进行

案例式讲解，培养研究生科研诚信精神与学术道德规范。未参加本年级科

研诚信与道德专题的学生，必须于下一年级补上，否则不予参加中期考核。 

（二）研究生班讨论（2 学分） 

研究生班讨论在 2-3 学期内进行，按二级学科组织开展，每个研究生必

须完成两次报告，并参与讨论和点评。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选题，广

泛查阅国内外文献（中国学生阅读的中文与外文文献分别不得低于 50 篇，

留学生阅读英语文献不少于 100 篇），撰写综述报告或学术论文并制作多媒

体汇报材料进行汇报，每生每次报告及讨论时间不得少于 50 分钟，且参与

讨论时间不少于 10 学时，学科点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以及考核评分工作。

评分由参加当次研究生班讨论的专家共同考核决定，其中，研究报告占

50%，多媒体汇报展示占 30%，出勤占 20%。该环节最终成绩分为优秀（90

分及以上）、良好（80-89 分）、中等（70-79 分）、合格（60-69 分）、不合格

（60 分以下）五个等级，考核成绩为不合格者不记学分且须重修该课程，

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个培养环节。   

（三）中期考核 

1．考核时间：一般在第二学期后半期至第三学期前半期进行。 

2．考核方式：博士研究生须填写中期考核表，完成自评总结、综合知

识考核。学科点成立中期考核小组，从“培养方案制定”、“综合考试”、“学

术活动”、“科研素质”、“学分及成绩考核”等方面对研究生中期表现进行综

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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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内容： 

（1）培养计划制定及进展：培养计划制定及完成情况。 

（2）综合考试：本学科综合专业知识考核。 

（3）学术活动考核：参加学术讲座、学术会议的情况。 

（4）科研素质考核： 学术论文发表情况，或是否参与过各级各类科

研项目（需导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5）学分及成绩考核：是否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习计划完成了学分修习

及成绩状况。 

4．考核评估计分办法： 

最终成绩为优秀（90 分及以上）、良好（80-89 分）、中等（70-79 分）、

合格（60-69 分）、不合格（60 分以下）五个等级。最终考核成绩=培养计

划制定及执行情况（5%）+综合考成绩（40%）+学术活动（20%）+科研素

质（20%）+学分及成绩（15%）。其中，除综合考试成绩为考试卷面成绩折

算外，其他四项考核成绩由考核小组商议给定。 

（1）培养计划制定情况的评分：根据学生制定的培养计划和执行情况，

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组成员打分，并取平均值。 

（2）综合考试评分：采取百分制，成绩由基础课内容（占 40%），专

业课内容（占 40%），方向专业课内容（占 20%）构成，考试成绩 70 分以

上者为通过，否则需要补考；发表 CSCD 收录论文 2 篇或 CSSCI 收录论文

1 篇的博士的研究生可以不参加综合考试，成绩按 90 分计算。 

（3）学术活动的评分：根据学生参加学术活动的情况（参加学术活动

10 次为标线），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组成员打分，并取平均值。 

（4）科研素质考核评分：根据学生参与科研活动情况（有导师出具的

具有参与科研活动的证明）、发表学术论文情况等，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

组成员打分，并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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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分及成绩考核：根据学生已经修完培养方案规定总学分的情况

（以培养方案规定总学分的 60%为标线），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组成员打

分，并取平均值。 

各项考核内容均取得“合格”评分及其以上者，方能通过中期考核。中期

考核合格者方能进入开题报告环节，不合格者一般应在半年后重新进行考

核，再次考核不合格者，按规定可终止培养，取消学籍。 

（四）开题报告 

1. 开题时间：在中期考核合格后，原则上第三学期内完成开题。 

2. 论文选题：博士研究生论文选题应属于本专业领域，选题具有一定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需紧扣本学科前沿，选题大小适中，难易适度；研

究方法得当，研究方案具有创新性、可行性。 

3. 开题报告：应包括选题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目标、研

究内容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设计（或方法）和技术路线；创新点和

预期创造性成果；研究计划、工作准备情况、保障措施和经费预算；可能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办法；主要的国内外参考文献。 

开题报告字数不应少于 12000 字；开题前研究生阅读文献不应少于 100

篇，其中 80%以上应为学术论文，外文文献不少于 50 篇，近五年发表的文

献不应少于 20 篇，并应有近两年的参考文献。 

博士研究生正式开题前需通过校外同行匿名专家评审，校外匿名评审

实行一票否决制。开题报告通过评审后由学科点、学院或导师集中组织开

题（导师组织开题需要向所在二级学科点备案）；研究生导师原则上需列席

研究生开题；开题专家组对选题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

可行性等内容重点论证，形成明确的开题意见与建议；研究生根据专家意

见完善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不通过者半年内可以申请再次开题，再次开题

仍不能通过者终止培养。对于进行开题报告后更换题目者，须按照上述程

序重新进行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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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活动（2 学分） 

博士研究生应参加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案例讨论等学术活动不少于

20 次，各二级学科博士生除完成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之外，需阅

读一定数量的学科的经典和前沿著作与学术论文，具体要求按各二级学科

点所在学院规定执行。该环节由导师负责考核，合格者记 2 学分。 

六、毕业授位要求 

（一）学分与成绩要求 

学制 

（基本修业年限） 

最长 

修业年限 

毕业 

学分 

必修课 

学分 

重要环节 

学分 

及格成绩 

标准 

3 6 19 13 4 60 

（二）完成所有重要环节并开题报告满一年； 

（三）学位论文应达到本学科学位论文要求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四）毕业授位 

1．完成以上（一）（二）（三）要求可以申请毕业； 

2．达到学校规定的授位条件者可申请授予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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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1202） 

一、学科简介 

工商管理学科是一门以企业或组织经营管理为研究对象，以管理学、

经济学和行为科学为理论基础，以统计学、运筹学等方法为分析工具，以

实证研究方法为手段，以企业的职能管理为主要研究领域，探讨和研究企

业或组织内外部各种管理决策的形成过程、特征和相互关系，旨在提高企

业经营管理效率和社会效益的管理原理、管理规律和管理技术的科学。 

本学科发展最早可追溯到我校农业经济管理硕士专业下设的农业技术

经济方向（1986 年）、会计与财务管理方向（1996 年）和农业企业管理方

向（1997 年）。2001 年获批技术经济及管理二级硕士学科授权点，2007 年

获批学校重点建设学科，2014 年获批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016

年获批工商管理一级学科授权点。目前学科点有硕士生导师近 60 人，其中，

教授 16 名、副教授 37 名，三分之二以上的硕士生导师具有博士学位，形

成了学缘结构合理、研究能力强的学术团队。 

目前工商管理学科以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的现代管

理人才为目标，重点围绕技术经济及管理、企业管理、会计学、旅游管理

和人力资源管理 5 个二级学科进行研究，培养和造就精通工商管理专业领

域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德才兼备，综合素质优秀，富有创新和进取精

神，适应管理及相关领域工作需要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培养目标 

1. 培养具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社会责任感强，恪守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

次专门人才；具有系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基础，对工商管理发展历史、

现状及趋势有一定了解，具备收集和评析本专业文献、跟踪发展前沿与学

术动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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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管理学主要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以及数据处理技术，能应用

计量模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3. 善于提炼科学研究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研究能力，具有严谨的科

研作风、浓厚的科研兴趣和积极的理论创新精神，能独立开展工商管理某

一专业问题的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 

4. 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和理解管理学研究领域内的外文资料，

具备一定的外文写作与学术交流能力。 

三、学科方向 

学科方向 研究内容 招生单位 

会计学 

（120201） 

会计理论与方法；成本与管理会计；公司财务与治理；审计

理论与方法 

 

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120202） 

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管理；企业创新与战略管理；

财务管理  
商学院 

旅游管理 

（120203）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开发管理；旅游企业战略管理；旅游资

源规划与开发；会展与节事管理 
旅游学院 

技术经济及管理 

（120204） 

技术经济评价与分析；项目管理；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供

应链与物流管理  
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1202Z1）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人文学院 

四、课程设置 

课程体系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 

教师 
备 注 

必 

修 

课 

公共 

必修课 

中国概况 

China Panorama 
2 1 

英语 

教研组 
留学生 

汉语基础 

Basic Chinese 
3 1 

英语 

教研组 
留学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Research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 1 
政治 

教研组 
统招生 

英语 

English 
3 1 

英语 

教研组 
统招生 

基础课 

中级管理学 

Intermediate Management 
2 1 

张劲松 

吴秀敏 

窦存芳 

 

中级微观经济学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2 1 

曹正勇 

孙根紧 

王  渤 

 

中级计量经济学 

Intermediate Econometrics 
2 1 

郑循刚 

杜  艳 

程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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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修

课 

专业课 

现代会计理论 

Modern Accounting Theory  
2 2 符  刚 

120201 
现代财务理论 

Modern Financial Theory 
2 2 罗华伟 

营销管理 

Marketing Management 
2 2 邹  芳 

120202

（任选

两门） 

电子商务与供应链管理 

E-commerce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 2 

陈冬冬 

高  伟 

财务管理理论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ory 
2 2 

段吟颖 

林东川 

旅游规划原理与方法 

Tourism Planning Principles and Methods 
2 1 

卢昌泰 

陶长江 

120203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管理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Management 

2 1 
杨启智 

郭  凌 

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 

Technical Economics Research Method 
2 2 李冬梅 

120204  
经济数学模型 

Economic Mathematical Model 
2 2 刘云强 

劳动经济学 

Labor Economics 
2 2 李崇梅 

1202Z1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 2 杨仕元 

选 

修 

课 

公共 

选修课 

哲学智慧的人文关怀 

Philosophical Wisdom of Humane Care 
2 2 潘  坤  

科技文献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1 

谭  静 

张永红 
 

专业 

选修课 

管理研究方法论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s 
2 1 

李后建 

陈  娟 

曹云忠 

 

企业战略管理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Enterprise Strategic 
2 2 

陈佳莹 

周荣华 

任大廷 

 

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 

Capital Market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2 2 王运陈  

审计理论研究 

Auditing Research Method 
2 2 王宏健  

财务信息分析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alysis 
2 1 唐曼萍  

会计研究方法 

Accounting Research Methods 
2 2 张  良  

数据挖掘与商务分析 

Data Mining and Business Analytics 
2 2 

李良强 

彭  卫 
 

新媒体营销与品牌管理 

New Media Marketing and Brand Management 
2 2 

祖  旭 

陈春梅 
 

休闲管理 

Leisure Management 
2 2 

杨  珩 

周格粉 
 

会展运营管理 

Management of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 
2 2 

林少疆 

朱玉蓉 
 

旅游营销管理 

Tourism Marketing Management 
2 2 

李  悦 

刘  燕 
 

中级管理统计 

Intermediate Management Statistics 
2 2 何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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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修

课 

专业 

选修课 

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E-commerce 
2 2 魏  来  

供应链与物流管理 

Supply Chai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2 2 

王  冲 

王  燕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 2 李  伟  

绩效与薪酬管理 

Compensation Management 
2 2 岳龙华  

劳动关系管理 

Labo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2 2 贺国荣  

管理思想史 

The Evolution of Management Thought 
2 2 吴军赞  

跨学科 

选修课 
可根据需要，在全校范围内其它学科硕士生课程设置中选修课程 

五、重要环节 

（一）科研诚信与道德 

科研诚信与道德为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周内进行。授课时间不低于两学

时，由教学、科研经验丰富、学术造诣深厚、知名度高的研究生导师、教

授担任授课专家。该环节主要包括对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中的诚信与道德

问题进行案例式讲解，培养研究生科研诚信精神与学术道德规范。 

（二）研究生班讨论（2 学分） 

研究生班讨论在第 2-3 学期内进行，每个二级学科点组织实施。每个研

究生必须参加本专业的研究生班讨论。研究生在导师（组）指导下自主选

题，广泛查阅国内外文献（中国学生阅读的中文与外文文献分别不得低于

30 篇，留学生阅读英语文献不少于 80 篇），撰写综述报告或学术论文并制

作多媒体汇报材料，每生每次报告及讨论时间不得少于 50 分钟，且参与讨

论时间不少于 10 学时，学科点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以及考核评分工作。 

评分按 100 分制（60 分及格），研究报告占 50%，多媒体汇报展示占

30%，出勤占 20%，由参加当次研究生班讨论的专家共同考核决定，成绩

分为优秀（90 分及以上）、良好（80-89 分）、中等（70-79 分）合格（60-69

分）、不合格（60 分以下）五个等级，考核成绩为不合格者不记学分且须重

修该课程，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个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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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导师和学位点其他导师共同商量评定，考核成绩为不合格者不记学

分且须重修该课程。 

（三）中期考核 

1．考核时间：在第三学期完成中期考核。 

2．考核方式：硕士研究生必须填写中期考核表，完成自评总结。学科

点成立考核小组，从“培养方案制定”、“综合素质”、“学术活动”、“科研素

质”等方面进行中期考核综合评价。 

3．考核内容： 

（1）培养计划制定：根据培养方案要求，在导师（组）指导下，完成

培养计划，明确科学研究方向、课程学习计划、学位论文方向（或内容）。 

（2）学术活动：阅读本学科经典著作、文献，参加本学科相关学术活

动的情况。 

（3）科研素质考核：考核综合知识与技能，参与导师（组）课题研究、

撰写和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4）学分及成绩考核：按培养方案要求，课程考核成绩达到培养方案

的相关要求，修完学分要求。 

4. 考核评估计分办法 

成立中期考核小组，对硕士研究生培养情况进行多方位考核，采用百

分制，成绩在 90 分以上者为优秀，75-89 分为合格，60-74 分为延期，成绩

低于 60 分为不适合继续培养，具体分为培养计划制定及执行情况、综合考

试成绩、学术活动、科研素质和学分及成绩五个方面进行考核。其中，除

综合考试成绩为考试卷面成绩折算外，其他四项考核成绩由考核小组商议

给定。最终考核成绩=培养计划制定及执行情况（5%）+综合考成绩（40%）

+学术活动（20%）+科研素质（20%）+学分及成绩（15%）。 

（1）培养计划制定情况的评分：根据学生制定的培养计划和执行情况，

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组成员打分，并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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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考试评分：采取百分制，成绩由基础课内容（占 40%），专

业课内容（占 40%），方向专业课内容（占 20%）构成，考试成绩 70 分以

上者为通过，否则需要补考；发表收录论文 1 篇的硕士研究生可以不参加

综合考试，成绩按 90 分计算。 

（3）学术活动的评分：根据学生参加学术活动的情况（参加学术活动

6 次为标线），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组成员打分，并取平均值。 

（4）科研素质考核评分：根据学生参与科研活动情况（有导师出具的

具有参与科研活动的证明）、发表学术论文情况等，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

组成员打分，并取平均值。 

（5）学分及成绩考核：根据学生已经修完培养方案规定总学分的情况

（以培养方案规定总学分的 60%为标线），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组成员打

分，并取平均值。 

各项考核内容均取得“合格”评分及其以上者，方能通过中期考核。中期

考核合格者方能进入开题报告环节，不合格者一般应在半年后重新进行考

核，再次考核不合格者，按规定可终止培养，取消学籍。 

（四）开题报告 

1．开题时间：中期考核合格后，第三学期内完成开题。 

2．论文选题：选题属于本学科领域的重要或热点问题，有较大的理论

意义或实用价值，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3．开题报告：应包括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目标、研究内

容、研究方法、研究可行性以及相关的国内外参考文献。开题报告字数不

应少于 8000 字；开题前研究生阅读文献不应少于 50 篇，其中 80%以上应

为学术论文，外文文献不少于 20 篇，近五年发表的文献不应少于 10 篇，

并应有近两年的参考文献。 

由学科点、学院或导师集中组织开题（导师组织开题需要向学科点备

案）；研究生导师原则上需列席研究生开题；开题专家组对选题意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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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可行性等内容重点论证，形成明确的开题意

见与建议；研究生根据专家意见完善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不通过者半年内

可以申请再次开题，再次开题仍不能通过者终止培养。对于进行开题报告

后更换题目者，须按照上述程序重新进行开题。 

（五）学术活动（2 学分） 

工商管理研究生除完成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之外，至少应该

阅读本学科经典著作 5-10 部，经典中文学术期刊文献 50 篇，经典英文学术

期刊文献 10 篇；篇目由各二级学科点每年制定报一级学科点备案。硕士生

应至少参加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案例讨论等学术活动 8 次以上才能进入

中期考核。导师负责考核，合格者记 2 学分。 

六、毕业授位要求 

（一）学分与成绩要求 

学制 

（基本修业年限） 

最长 

修业年限 

毕业 

学分 

必修课 

学分 

重要环节 

学分 

及格成绩 

标准 

3 4 30 15 4 60 

（二）完成所有重要环节并开题报告后满一年； 

（三）学位论文应达到本学科学位论文要求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四）毕业授位 

1．完成以上（一）（二）（三）要求可以申请毕业； 

2．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刊物发表 1 篇论文者可申请授予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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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经济管理（1203） 

一、学科简介 

农林经济管理是一个涵盖经济学、管理学及社会学的综合性学科，研

究农林部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经济效率，

以及与农林生产组织形式、农村劳动力就业与农民收入、农村社区治理与

社会服务等重大现实问题相关的管理政策。研究成果对政府农业政策制定

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四川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可追溯到 1943 年四川大学农学院

农业经济学专业；1979 年恢复招收农业经济管理本科生；1985 年开始招收

农业经济管理硕士研究生；2004 年被批准为四川省重点建设学科；2006 年

取得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06 年取得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2008 年

增列为国家“211 工程”三期重点建设学科，2011 年农林经济管理获得一级博

士学位授予权，获批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通过“211 工程”、国

家财政等专项资助建设，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位

居同类高校前列。学科点拥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19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共 49

人，其中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 名，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6 名。学科点

拥有四川省研究生教育改革团队 1 个，四川省首批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

队 2 个；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西南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等省级科研

平台 4 个，以及省委四川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研究新型智库 1 个。 

根据农林经济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和已有的学科优势，本学科

拟重点加强“农业经济管理”、“林业经济管理”、“资源经济与土地管理”三大

学科方向的研究。旨在为各级政府及其涉农部门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宏观

决策及管理实践提供高层次的理论研究成果，培养和造就具有突出创新能

力、德才兼备，掌握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专门理论和专门知识，富有创新和

进取精神，适应管理及相关领域工作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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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目标 

1. 具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

责任感强，恪守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

门人才； 

2. 具有农林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技术经济、农村资源与环境经济管

理和农村区域发展等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发

展的相关历史、现状和动态趋势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3. 掌握农业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分析的基本方法，

能够运用农林经济管理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4. 能较好的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较好地运用外语进行阅读、写作和

学术交流。 

三、学科方向 

学科方向 研究内容 招生单位 

农业经济管理 

（120301）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村经济组织与管理；农业技术

经济与项目管理；畜牧业经济与管理 
管理学院 

林业经济管理 

（120302） 
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经济学院 

资源经济与土地管理 

（1203Z4） 
农业资源配置与环境管理；土地利用与管理 管理学院 

四、课程设置 

课程体系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 

教师 
备 注 

 

 

 

 

必

修

课 

 

 

公共 

必修课 

中国概况 

China Panorama 
2 1 

英语 

教研组 
留学生 

汉语基础 

Basic Chinese 
3 1 

英语 

教研组 
留学生 

公共 

必修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Research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 1 
政治 

教研组 
统招生 

英语 

English 
3 1 

英语 

教研组 
统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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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修 

课 

 

基础课 

中级宏观经济学 

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  
2 2 

陈  蓉 

郑  勇 
 

中级微观经济学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2 1 

曹正勇 

屈改柳 
 

中级计量经济学 

Intermediate Econometrics 
2 1 

郑循刚 

明  辉 
 

专业课 

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 

Methodology of Applied Economics 
2 3 

杨锦秀 

刘  丹 

120301 

120302 

农林经济理论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conomic Theory  

2 1 
傅新红 

王雨林 

120301 

120302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2 1 

冉瑞平 

戴小文 
1203Z2 

土地资源管理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2 1 

何  格 

杨  春 
1203Z2 

选 

修 

课 

公共 

选修课 

哲学智慧的人文关怀 

Philosophical Wisdom of Humane Care 
2 2 潘  坤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  

Sociology and Chinese Society 
1 2 

慕  课 

 

批创思维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1 2  

科技文献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1 

谭  静 

张永红 
 

专业 

选修课 

农村调查与统计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In Rural Areas 
2 2 

刘云强 

何艳秋 
 

农业农村政策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Polices 
2 2 

陈文宽 

曾维忠 
 

企业管理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Enterprise Management 
2 2 

杨庆先 

王  冲 
 

农业技术经济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conomy 

2 2 张社梅  

农业投资与项目评价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And Project Evaluation 
2 2 

罗华伟 

唐曼萍 
 

畜牧经济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2 2 李建强  

区域经济学 

Regional Economics  
2 1 

漆雁斌 

张华泉 
 

土地经济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Land Economy  
2 2 

尹  奇 

唐  宏 
 

 
专业英语与论文写作 

Professional English and Scientific Paper Writing 
2 2 李后建  

跨学科 

选修课 
可根据需要，在全校范围内其它学科硕士生课程设置中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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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环节 

（一）科研诚信与道德 

科研诚信与道德为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周内进行。授课时间不低于 2 学

时，由教学、科研经验丰富、学术造诣深厚、知名度高的研究生导师、教

授担任授课专家。该环节旨在对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中的诚信与道德问题

进行案例式讲解，培养研究生科研诚信精神与学术道德规范。 

（二）研究生班讨论（2 学分） 

研究生班讨论在第 2-3 学期内进行，按二级学科组织开展，每个研究生

必须完成两次报告，并参与讨论和点评。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选题，

广泛查阅国内外文献（中国学生阅读的中文与外文文献分别不得低于 30 篇，

留学生阅读英语文献不少于 80 篇），撰写综述报告或学术论文并制作多媒

体汇报材料进行汇报，每生每次报告及讨论时间不得少于 50 分钟，且参与

讨论时间不少于 10 学时，学科点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以及考核评分工作。

评分由参加当次研究生班讨论的专家共同决定，其中，研究报告占 50%，

多媒体汇报展示占 30%，出勤占 20%。该环节最终成绩分为优秀（90 分及

以上）、良好（80-89 分）、中等（70-79）、合格（60-69 分）、不合格（60 分

以下）五个等级，考核成绩为不合格者不记学分且须重修该课程，考核合

格后方可进入下一培养环节。 

（三）中期考核 

1．考核时间：一般在第二学期后半期至第三学期前半期进行。 

2．考核方式：硕士研究生须填写中期考核表，完成自评总结、综合知

识考核。学科点成立中期考核小组，从“培养方案制定”、“综合考试”、“学

术活动”、“科研素质”、“学分及成绩考核”等方面对研究生中期表现进行综

合评价。 



19 

3．考核内容： 

（1）培养计划制定及进展：培养计划制定及完成情况。 

（2）综合考试：本学科综合专业知识考核。 

（3）学术活动考核：参加学术讲座、学术会议的情况。 

（4）科研素质考核： 学术论文发表情况，或是否参与过各级各类科研

项目（需导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5）学分及成绩考核：是否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习计划完成了学分修习

及成绩状况。  

4．考核评估计分办法 

最终成绩为优秀（90 分及以上）、良好（80-89 分）、中等（70-79）、合

格（60-69 分）、不合格（60 分以下）五个等级。最终考核成绩=培养计划

制定及执行情况（5%）+综合考成绩（40%）+学术活动（20%）+科研素质

（20%）+学分及成绩（15%）。其中，除综合考试成绩为考试卷面成绩折算

外，其他四项考核成绩由考核小组商议给定。 

（1）培养计划制定情况的评分：根据学生制定的培养计划和执行情况，

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组成员打分，并取平均值。 

（2）综合考试评分：采取百分制，成绩由基础课内容（占 40%），专

业课内容（占 40%），方向专业课内容（占 20%）构成，考试成绩 70 分以

上者为通过，否则需要补考；发表收录论文 1 篇的硕士研究生可以不参加

综合考试，成绩按 90 分计算。 

（3）学术活动的评分：根据学生参加学术活动的情况（参加学术活动

6 次为标线），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组成员打分，并取平均值。 

（4）科研素质考核评分：根据学生参与科研活动情况（有导师出具的

具有参与科研活动的证明）、发表学术论文情况等，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

组成员打分，并取平均值。 



20 

（5）学分及成绩考核：根据学生已经修完培养方案规定总学分的情况

（以培养方案规定总学分的 60%为标线），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组成员打

分，并取平均值。 

各项考核内容均取得“合格”评分及其以上者，方能通过中期考核。中期

考核合格者方能进入开题报告环节，不合格者一般应在半年后重新进行考

核，再次考核不合格者，按规定可终止培养，取消学籍。 

（四）开题报告 

1. 开题时间：在中期考核合格后，原则上第三学期内完成开题。 

2. 论文选题：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题应属于本专业领域，选题具有一定理

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需紧扣本学科前沿，选题大小适中，难易适度；研究

方法得当，研究方案具有创新性、可行性。 

3. 开题报告：应包括选题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目标、研究

内容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设计（或方法）和技术路线；创新点和预

期创造性成果；研究计划、工作准备情况、保障措施和经费预算；可能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办法；主要的国内外参考文献。 

开题报告字数不应少于 8000 字；开题前研究生阅读文献不应少于 50

篇，其中 80%以上应为学术论文，外文文献不少于 20 篇，近五年发表的文

献不应少于 10 篇，并应有近两年的参考文献。 

由学科点、学院或导师集中组织开题（导师组织开题需要向学科点备

案）；研究生导师原则上需列席研究生开题；开题专家组对选题意义、研究

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可行性等内容重点论证，形成明确的开题意

见与建议；研究生根据专家意见完善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不通过者半年内

可以申请再次开题，再次开题仍不能通过者终止培养。对于进行开题报告

后更换题目者，须按照上述程序重新进行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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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活动（2 学分） 

硕士研究生应参加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案例讨论等学术活动不少于

12 次。农林经济管理各学科方向研究生除完成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

习之外，应该阅读本学科一定数量的经典、前沿著作与学术论文，具体要

求按学科方向规定执行。该环节由导师负责考核，合格者记 2 学分。 

六、毕业授位要求 

（一）学分与成绩要求 

学制 

（基本修业年限） 

最长 

修业年限 

毕业 

学分 

必修课 

学分 

重要环节 

学分 

及格成绩 

标准 

3 4 30 15 4 60 

（二）完成所有重要环节并开题报告后满一年； 

（三）学位论文应达到本学科学位论文要求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四）毕业授位 

1．完成以上（一）（二）（三）要求可以申请毕业； 

2．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刊物发表 1 篇论文者可申请授予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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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硕士 农业管理领域（095137） 

一、领域简介 

农业硕士（农业管理领域）是农学、经济学、管理学相互结合的学科，

并与社会学、法学、人口学和相关自然科学等学科相互交叉融合。该领域

主要研究探索现代农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促进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

全保障、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川农业大学农业硕士（农业管理领域）的发展可追溯到 1943 年四川

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学专业，经历了农业经济管理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博士授权点、博士后流动站等历程，于 2007 年获得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

授权。2014 年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更名为农业硕士，2016 年调整领域设

置为农业管理。现拥有硕士研究生导师共 29 人，其中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 1 名，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2 名。拥有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

点基地--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四川省首批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 1

个，四川省委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新型智库，在学科队伍建设、学科平台建

设、学科团队和高端新型智库建设及学术影响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农业管理领域紧密结合中国特色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紧密结合党和国家

的农业政策法规，主要任务是为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经济持续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其目标主要是针对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培养具有一定农业专

业基础知识，宽广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基础理论，在农业管理领域具有相

应的创新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独立承担农业管理领域技术推广活动的能

力，能够胜任各级农业发展部门相关管理工作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二、培养目标 

1. 具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

责任感强，恪守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

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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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身心素质，开拓进取，锐意创新，社会责任

感强，成为农业管理相关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 

3. 熟悉农业管理领域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熟悉国家农业产业发展、经

营、推广等有关政策和法规，掌握农业产业经济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

识和专门技能，具有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协同创新能力、推广能力、组织

协调管理能力。 

4. 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掌握一定的人文社

科知识，具有较好的人文素养，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与决策、组织与管理、

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 

三、学科方向 

序号 学科方向 招生单位 

1 农业经济与政策 

管理学院 

2 农村土地管理 

3 农业技术经济与管理 

4 涉农企业管理 

5 农产品市场营销 

四、课程设置 

课程体系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 

教师 
备注 

必 

修 

课 

公共 

必修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Research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 1 
政治 

教研组 
 

英语 

English 
3 1 

英语 

教研组 
 

基础课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Moder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2 1 
陈文宽 

蒋远胜 

 现代管理学 

Modern Management 
2 1 

李冬梅 

郑  可 

农业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2 1 

傅新红 

王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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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修

课 

专业课 

农业农村政策学 

Agriculture and Rural Policy 
2 2 

杨  春 

李建强 

 

农业技术经济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conomy 

2 2 张社梅 

农产品市场营销 

Agricultural Marketing 
2 2 

刘  浩 

张劲松 

社会调查和研究方法 

Social Survey and Research 
2 2 

明  辉 

李后建 

选 

修 

课 

公共 

选修课 

科技文献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1 

谭  静 

张永红 
 

哲学智慧的人文关怀 

Philosophical Wisdom of Humane Care 
2 2 潘  坤 

专业 

选修课 

区域经济学 

Regional Economics  
2 1 

漆雁斌 

张华泉 
 

现代农业企业经营管理 

Modern Agriculture Corporat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2 2 
杨庆先 

王  冲 
 

农村发展规划 

Rural Development Planning 
2 1 

王  燕 

伍桂清 
 

资源与环境经济专题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2 2 

冉瑞平 

唐  宏 
 

农业投资项目与评价专题 

Topics in Rural Project Investment and Evaluation 
2 2 

张  良 

张  剑 
 

跨学科 

选修课 
可根据需要，在全校范围内其它学科硕士生课程设置中选修课程 

五、重要环节 

（一）科研诚信与道德 

科研诚信与道德为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周内进行。授课时间不低于 2 学

时，由教学、科研经验丰富、学术造诣深厚、知名度高的研究生导师、教

授担任授课专家。该环节旨在对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中的诚信与道德问题

进行案例式讲解，培养研究生科研诚信精神与学术道德规范。未参加本年

级科研诚信与道德专题的学生，必须于下一年级补上，否则不予参加中期

考核。 

（二）中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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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核时间：一般在第二学期后半期至第三学期前半期进行。 

2. 考核方式：硕士研究生须填写中期考核表，完成自评总结和综合知

识考核。学科点成立考核小组，对硕士研究生综合知识进行考核，并结合

审阅材料等了解硕士研究生全面情况，作出中期考核结论。 

3. 考核内容： 

（1）培养计划制定及进展：培养计划制定及完成情况。 

（2）学术活动考核：参加学术讲座、学术会议的情况。 

（3）学分及成绩考核：是否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习计划完成了规定学分。  

4. 考核评估计分办法： 

最终成绩为优秀（90 分及以上）、良好（80-89 分）、中等（70-79 分）、

合格（60-69 分）、不合格（60 分以下）五个等级。最终考核成绩=培养计

划制定及执行情况（5%）+学术活动（15%）+科研素质（20%）+学分及成

绩（60%）。 

（1）培养计划制定情况的评分：根据学生制定的培养计划和执行情况，

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组成员打分，并取平均值。 

（2）学术活动的评分：根据学生参加学术活动的情况（参加学术活动

6 次为标线），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组成员打分，并取平均值。 

（3）学分及成绩考核：根据学生已经修完培养方案规定总学分的情况

（以培养方案规定总学分的 60%为标线），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组成员打

分，并取平均值。 

各项考核内容均取得“合格”评分及其以上者，方能通过中期考核。中期

考核合格者方能进入开题报告环节，不合格者一般应在半年后重新进行考

核，再次考核不合格者，按规定可终止培养，取消学籍。 

（三）开题报告 

1. 开题时间：在中期考核合格后，原则上第三学期内完成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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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论文选题：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题应属于本专业领域，选题具有一定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需紧扣社会经济实际，选题大小适中，难易适度；

研究方法得当，研究方案具有可行性，具有创新性。 

3. 开题报告：应包括选题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目标、研

究内容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设计（或方法）和技术路线；创新点和

预期创造性成果；研究计划、工作准备情况、保障措施和经费预算；可能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办法；主要的国内外参考文献。 

开题报告字数不应少于 8000 字；开题前研究生阅读文献不少于 50 篇，

其中 80%以上应为学术论文，外文文献不少于 15 篇，近五年发表的文献不

应少于 10 篇，并应有近两年的参考文献。 

硕士研究生正式开题由学科点、学院或导师集中组织开题（导师组织

开题需要向所在的学科点备案），开题报告评审小组由本学科 3 人以上专家

组成，研究生导师原则上需列席研究生开题。开题专家组对选题意义、研

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可行性等内容重点论证，形成明确的开题

意见与建议；研究生根据专家意见完善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答辩采用无记

名投票表决，三分之二通过者方可通过开题。开题报告不通过者可限期重

新开题，对三次开题仍未获准通过者，由学院报研究生院，可终止培养，

取消学籍。 

（四）校外专业实践（5 学分） 

1．实践时间：原则上校外实践安排在第四至五学期，实践时间原则上

不少于 3 个月，采取分时、分段，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实习方式。 

2．实践场所：研究生校外专业实践主要安排在学校或学院已建立的专

业实践基地进行。 

3．实践内容：结合论文撰写，明确实践主题，以所在实习单位为依托，

以问题为导向，综合应用所学理论知识，积极进行农业管理实践问题的分

析等。主要采取实地调研、企业实践、专业技术实践、农业推广项目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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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完成案例开发、调研报告、学位论文等。 

4．实践要求：学生需在实践前提交专业实践学习计划，实践中如实填

写实践登记表，实践后撰写实践学习总结报告及考核表。每个专业在同一

实践基地实践人数一般不超过 5 人，每个校外专业实践导师指导研究生一

般不超过 3 人。 

5．考核要求：由实践单位、指导教师及学科点对研究生校外实践进行

综合考核。院所和学科点对研究生实践实行全过程的管理、服务和质量评

价，确保实践教学质量。 

六、毕业授位要求 

（一）学分及成绩要求 

学制 

（基本修业年限） 

最长 

修业年限 

毕业 

学分 

必修课 

学分 

重要环节 

学分 

及格成绩 

标准 

3 4 30 19 5 60 

（二）完成所有重要环节并开题报告后满一年； 

（三）学位论文应达到本领域学位论文要求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四）毕业授位 

1．完成以上（一）（二）（三）要求可以申请毕业； 

2．达到学校规定的授位条件者可申请授予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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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125200） 

一、类别简介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

法学、社会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公共组织，尤其

是政府组织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该学科旨在为政府部门、非政府

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和行政机构培养高层次公共管理专门人才。 

四川农业大学于 2010 年获得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011 年招

收首届学生，2015 年顺利通过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学校设有 MPA 教

育中心，中心办公室设在管理学院。MPA 教育中心依托管理学院及其下设

的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省委四川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研究新型智库、

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农村资源市场化研究团队”、省哲社重点

研究基地，经济学院及其下设的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省社会科学高水

平研究团队“四川农村精准扶贫创新研究团队”、西南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

等平台，建立了一支多学科、高水平、专兼职合理配置的师资队伍。现有

专职教师 42 名，其中教授 16 名、副教授 17 名，专职教师中有四川省教学

名师 1 名、四川省政府特聘专家 3 名。另有 21 名社会知名度高、实践经验

丰富的政府官员及著名公共管理实践专家作为 MPA 兼职教师。每年多次邀

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公共管理资深专家、政府官员来校举行专题讲座、案

例研讨、社会实践指导等活动。 

学校MPA教育始终立足于学校综合性大学定位和雄厚的人文社会科学

资源优势，突出农业院校涉农公共管理办学特色，设立公共行政与事业管

理、农村发展与社会管理、地方政府管理、国土资源与环境管理、金融发

展与监督五个研究领域，面向基层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尤其是涉农管

理部门和机构，培养掌握公共管理专业理论、知识、方法和技能的高素质、

http://baike.baidu.com/view/89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3124.htm
http://glxy.sicau.edu.cn/gspyjtd/tdj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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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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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目标 

1. 具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

责任感强，恪守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

门人才。 

2. 系统掌握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了解国内外公共管理的

新动态，能够依据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结合国情和“三农”发展实际，研究和

解决当前中国公共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 

3. 综合能力过硬，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勤奋好学的良好学风，掌握

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和计算机技

术，具有独立从事本专业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4. 具有较强的中文语言表达和写作能力，能够在公众场合进行无障碍

的演讲和交流，能独立开展论文写作；具有基本的外文听、说、读、写能

力；具有健康的身心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三、学科方向 

序号 学科方向 招生单位 

1 公共行政与事业管理 

管理学院 

经济学院 

2 农村发展与社会管理 

3 地方政府管理 

4 国土资源与环境管理 

5 金融发展与监管 

四、课程设置 

课程体系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 

教师 
备注 

必 

修 

课 

公共 

必修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Research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 1 
政治 

教研组 
 

英语 

English 
3 1 

英语 

教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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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修

课 

基础课 

政治学 

Politics 
2 1 

李阳明 

贺筱华 

 
公共管理 

Public Administration 
3 1 

符  刚 

王  冲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 1 

郑循刚 

王  冲 

专业课 

公共政策分析 

Public Policy Analysis 
2 2 

杨庆先 

戴小文 

 

公共经济学 

Public Economics 
2 2 

刘  艳 

韦  锋 

行政管理学 

Administration 
2 2 

陈文宽 

李  斌 

宪法与行政法 

Constitu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2 1 

罗华伟 

吴  静 

公共管理案例分析与专题研讨 

Cas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Public 

Management 

2 2 张社梅 

公共伦理 

Public Ethics 
2 1 

潘  宏 

何仁辉 

电子政务 

E-government 
2 2 魏  来 

选 

修 

课 

公共 

选修课 

科技文献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1 

谭  静 

张永红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 

Sociology and Chinese Society 
1 2 

慕  课  
批创思维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1 2 

专业 

选修课 

地方政府与基层治理专题 

Topics in Local Governments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2 2 
曹正勇 

郭  华 
 

农村发展理论与政策 

Theory and Policy of Rural Development 
2 2 

冉瑞平 

王雨林 
 

领导科学与危机管理 

Leadership Science and Risk Management 
2 2 

秦自强 

李建强 
 

农村发展规划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2 2 

王  燕 

伍桂清 
 

公共财政与税收 

Public Finance and Tax 
2 3 

吴  平 

杨  波 
 

金融监管专题 

Financial Supervision 
2 2 

王玉峰 

宋  坤 
 

专业选

修课 

公文写作 

Document Writing 
2 3 朱  彬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与管理 

Human Resources and Management of Public 

Sectors 

2 1 
张劲松 

郭  珊 
 

教育经济专题 

Educational Economy Situation 
2 3 

包昆锦 

丁海萍 

 

 

跨学科 

选修课 
可根据需要，在全校范围内其它学科硕士生课程设置中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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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环节 

（一）科研诚信与道德 

科研诚信与道德为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周内进行。授课时间不低于 2 学

时，由教学、科研经验丰富、学术造诣深厚、知名度高的研究生导师、教

授担任授课专家。该环节旨在对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中的诚信与道德问题

进行案例式讲解，培养研究生科研诚信精神与学术道德规范。未参加本年

级科研诚信与道德专题的学生，必须于下一年级补上，否则不予参加中期

考核。 

（二）中期考核 

1. 考核时间：一般在第二学期后半期至第三学期前半期进行。 

2. 考核方式：硕士研究生须填写中期考核表，完成自评总结和综合知识

考核。学科点成立考核小组，对硕士研究生综合知识进行考核，并结合审

阅材料等了解硕士研究生全面情况，作出中期考核结论。 

3. 考核内容： 

（1）培养计划制定及进展：培养计划制定及完成情况。 

（2）学术活动考核：参加学术讲座、学术会议的情况。 

（3）学分及成绩考核：是否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习计划完成了规定学分。  

4. 考核评估计分办法： 

最终成绩为优秀（90 分及以上）、良好（80-89 分）、中等（70-79 分）、

合格（60-69 分）、不合格（60 分以下）五个等级。最终考核成绩=培养计

划制定及执行情况（15%）+学术活动（25%）+科研素质（20%）+学分及

成绩（60%）。 

（1）培养计划制定情况的评分：根据学生制定的培养计划和执行情况，

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组成员打分，并取平均值。 

（2）学术活动的评分：根据学生参加学术活动的情况（参加学术活动

6 次为标线），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组成员打分，并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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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分及成绩考核：根据学生已经修完培养方案规定总学分的情况

（以培养方案规定总学分的 60%为标线），采用百分制，由考核小组成员打

分，并取平均值。 

各项考核内容均取得“合格”评分及其以上者，方能通过中期考核。中期

考核合格者方能进入开题报告环节，不合格者一般应在半年后重新进行考

核，再次考核不合格者，按规定可终止培养，取消学籍。 

（三）开题报告 

1. 开题时间：在中期考核合格后，第三学期内完成开题。 

2. 开题内容：应包括选题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目标、研

究内容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设计（或方法）和技术路线；创新点和

预期解决的公共管理问题；研究计划、工作准备情况、保障措施等；可能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办法；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资料目录。 

3.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字数不应少于 8000 字；开题前研究生阅读文献

不少于 50 篇，其中 80%以上应为学术论文，外文文献不少于 15 篇，近五

年发表的文献不应少于 10 篇，并应有近两年的参考文献。 

硕士研究生正式开题由学科点、学院或导师集中组织开题（导师组织

开题需要向所在的学科点备案），开题报告评审小组由本学科 3 人以上专家

组成，研究生导师原则上需列席研究生开题。开题专家组对选题意义、研

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可行性等内容重点论证，形成明确的开题

意见与建议；研究生根据专家意见完善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答辩采用无记

名投票表决，三分之二通过者方可通过开题。开题报告不通过者可限期重

新开题，对三次开题仍未获准通过者，由学院报研究生院，可终止培养，

取消学籍。 

（四）校外专业实践 

1. 实践时间：校外实践安排在第四至第五学期进行，时间不少于 3 个

月，采取分时、分段，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实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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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践场所：校外实践必须到政府部门或非政府公共机构进行专业实

践。“非脱产”学习的研究生可以在本单位完成校外专业实践。 

3. 实践内容：结合论文撰写，明确实践主题，以问题为导向，综合应

用所学理论知识，积极进行公共管理实践问题的分析和探索有效解决问题

的途径，最终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转化为能力的目标。 

4. 实践要求：校外实践前，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校外实践计划并

填写《校外专业实践计划表》。研究生应按个人专业实践计划进行实习，实

践结束后，撰写总结报告。总结报告不少于 3000 字，一般包括实践目的和

意义、实践内容和实践计划执行情况等；同时提交《校外专业实践总结考

核表》、《校外专业实践登记表》。 

5.考核要求：由实践单位、指导教师及学科点对研究生校外实践进行综

合考核。学科点和学院对研究生实践实行全过程跟踪和质量评价，确保校

外专业实践质量。 

六、毕业授位要求 

（一）学分及成绩要求 

学制 

（基本修业年限） 

最长 

修业年限 

毕业 

学分 

必修课 

学分 

重要环节 

学分 

及格成绩 

标准 

3 4 36 26 2 60 

（二）完成所有重要环节并开题报告后满一年； 

（三）学位论文应达到本学科学位论文要求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四）毕业授位 

1．完成以上（一）（二）（三）要求可以申请毕业； 

2．达到学校规定的授位条件者可申请授予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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