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华大学应用经济学外国留学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名称：应用经济学            一级学科代码：0202 

学科、专业简介 

应用经济学是经济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该学科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

济中各部门、各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并分析非经济活动领域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探索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法和途径。 

南华大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发展已经走过了近 20 年的历程，本学科目前拥有多个具

体的研究方向及其研究团队，其中在核能产业与环境经济政策、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组织与

产业政策、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金融与投资分析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优势。有教授 8人、

副教授 9人，其中，拥有博士学位者 14人，海外归国学者 3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

人。近 3 年来，本学科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5 项、省部级课题 20 余项，在重要学术

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篇，出版教材、专著 10余部。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致力于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素养、人文怡情素养、科学理性素养、道德审美素养，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能够独立从事本学科教学、科研或中高层次实务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基本的培养目标如下： 

①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学风严谨，具有较强的

事业心和开拓进取精神。 

②系统掌握该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计量经济研究和数理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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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广泛了解国内外相关领域最新研究动态，能够有创造性地提出新观点、理论、方法或

创新性地利用最新研究成果解决重要的实际问题，并具有继续学习、创新、提高的基础和能



力。 

④具有良好的表达交流能力和团队精神，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门外国语阅读本专业外文

资料，并能撰写论文，具有一定的听说能力，具有良好的写作能力和其它实际应用能力。 

⑤了解中国经济、文化和法律法规，具有跨国文化交流的能力。 

二、培养方式 

①本学科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采取导师负责和专业团队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

式。由导师借助相关学术平台，组建专业指导小组（3-5人组成）。支持结合本校特色，进行

跨学科或交叉学科联合培养研究生，鼓励聘请其他相关学科副教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专

家进入专业指导小组，协助指导。 

②在课程的学习培养中，可采取课堂讲授、专题报告和讨论，或导师指导下的自学，阅

读指定的书刊等方式，注重培养研究生独立获取知识，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③研究生培养力求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相结合。紧密结合本学科特色，充分利用南华大

学优势学科资源，紧密结合资源与环境经济、区域经济、金融与投资、国际贸易等学科的宏

观与微观经济决策问题，培养学生进行独立和创造性的研究工作能力和严谨科学作风。 

④导师作为培养负责人，承担学生培养过程的方案审批、团队组织、过程监控、质量把

关的职责。导师要因材施教，严格要求，全面关心研究生的成长。 

三、主要研究方向 

①资源环境经济 

运用理论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主要研究资源

产业的经济性与发展规律、能源结构调整背景下的核能产业发展战略、碳排放约束下的能源

效率、环境经济政策等。 

②区域经济与发展 

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

空间布局及发展规律，探索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途径和措施，在发挥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实现

资源优化配置，为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③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运用各种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探究双边和多边贸易

关系的实质，揭示中国对外贸易产生的原因、贸易格局和贸易利益及其分配，提出合理的贸

易政策建议，使之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④金融与投资分析 

运用动态经济学、金融工程、期权博弈等理论，借助人工智能、系统仿真及复杂系统理

论与方法，开展金融市场、资源市场、能源市场的最优投资决策与风险管理研究。 

四、学习年限、课程学习时间与学分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学制为 3 年，学习年限一般为 2-4 年；课程学习时间约为 55

周；学分最低要求为 32学分，其中学位课学分不低于 18学分。本学科鼓励跨学科选修课程。 

五、培养过程质量控制要求 

本学科拟从文献阅读、论文选题、开题报告、学术交流、中期考核、论文中期报告、论

文答辩等 7个环节进行严格控制，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1) 文献阅读 

要求广泛阅读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分析工具方面的著作以及本学科相关研究方向

的高水平学术期刊，如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和 SSCI、CSSCI收录期刊。要求外文文献的阅读

量不低于总阅读量的 50%，并至少向导师或导师组递交 1 份文献阅读报告。导师要组织培养

团队专门进行文献阅读方面的检查和学术交流，并将之纳入学生研究能力考核范畴。 

本学科的重要书目及期刊见附录。 

2) 论文选题 

导师及其专业指导团队要对学生论文选题进行指导和严格把关。以相关的学科方向的前

沿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导向，选择能够反映学科动态和发展方向、具有理论和实践发展前

景且有一定的挑战性和创新性的科学题材为题。为保持科研团队研究的可持续性，鼓励同一

研究方向的选题具有持续性、递进性与系统性，但严禁变相重复选题和无任何科学意义或实

践价值的选题。 

3）开题报告及评价 

研究生在正式的论文工作开始前，必须认真按要求做好开题报告。报告前，研究生应在



导师的指导下，根据所选定的课题范围，在调查研究、查阅国内外有关资料文献和理论分析

的基础上，按学校和学院研究生开题报告格式要求写出完整的开题报，并交导师及导师组审

核合格后，发给参会人员。开题报告以书面方式提交学院。开题报告的提交和论证评审最迟

应于第三学期内完成。 

开题报告评价在学科范围内相对集中、公开地进行，并由以研究生导师为主体（一般不

少于 5 人）组成考核小组（专家由 5－7 组成，其中 5 人为硕士导师）进行评审。开题报告

会应吸收有关导师和研究生参加，跨学科的论文开题应聘请相关学科的导师参加，评分结果

严格按开题报告评价内容及分值进行综合评分，成绩 70分以上为合格通过。对未获通过者，

可允许在 2个月内再次提交开题报告。对于开题报告通过但仍存在问题的，研究生必须根据

会议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开题报告进行修改，经导师、学科带头人签字后，交学院和

研究生处备案。开题通过后如因某种原因，需要改选课题时，也必须在学科会议上重新报告

审定，并召开开题报告会重新开题。 

4）学术交流 

鼓励研究生参与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或学术研讨会议，积极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要

求研究生具备中英文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鼓励进行高水平的外文期刊投稿。硕士生在学位

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 20次以上学术报告会，其中个人应在系所或者其他学术中心平台主讲 2

次（含）以上（具体实施与考核方案根据学院统一安排实施）。 

5）中期考核 

硕士生必须在第四学期末之前，通过中期考核。中期考核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是按照硕

士研究生培养计划从德、智、体各方面进行全过程的总结、检查和考核，由学院组织专家组

着重就其个人总结与汇报、政治素养与团队精神、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开题报

告、学术交流与论文进展、身心状况等方面进行综合测评，得出每个研究生的中期考核成绩。

考核的结果一般设为：A等（优秀）、B等（良）、C等（合格）和 D等（不合格）不合格者报

学院备案，根据问题性质作限期改正，或取消学籍作退学处理。 

6) 学位论文中期进展报告 

本学科实施学位论文中期进展报告制度，重点考核学生开展学位论文工作的阶段性成

果，并对学位论文工作所遇到的问题及时解决。学位论文中期进展报告由导师或者导师指导

小组负责组织，并鼓励其它专业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导师或导师组应对学生论文研究方案的



可行性、论文的预期创新程度、论文进度控制以及相关成果发表等方面给出具体指导意见。

对于不符合预期进展的论文应该予以警告，对于严重滞后研究计划的论文应该给出具体的处

理措施与建议，并报学院备案。论文中期报告一般应在第四个学期末或第五学期初完成，可

以结合研究生中期考核一起实施。 

7) 学位论文 

①学位论文应该满足如下基本要求： 

应在导师及其团队指导下，遵循严格的科学研究规范，独立完成；选题应针对学科领域

较前沿课题；论文内容应体现出作者具有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知识，熟悉所研究课题的研究动

态与主要进展；论文应在专业领域某一方向有一定创新见解，并可以用论据证明；论文要求

规范严谨，语言流畅，文献引用正确，符合科学伦理规范；论文写作应符合学校硕士论文制

作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②学位论文答辩：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且按培养计划要求修满学分，发表符合学校要求的学术

论文，撰写的学位论文满足基本要求，可以申请论文答辩。拟申请参加答辩的学位论文，首

先须通过 2位与论文相关学科的具有高级职称的校内人员的匿名评审，通过者还需通过 2位

校外专家的匿名评审，校内校外匿名评审均通过方取得参加论文答辩资格。学位论文答辩委

员会由 5人以上具有高级职称人员组成。论文答辩决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三

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同意，方得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不合格的，经论文答辩委员

会同意，可在半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一次。 

六、课程设置 

 



南华大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类  别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课内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 课 单 位 

课程 

负责人 

备注 

学位课（公共学位课）  中国概况（高级） 2 32 1 考试 语言文学学院 段红萍  

学位课（公共学位课）  高级汉语 6 96 1、2 考试 语言文学学院 段红萍  

学位课（专业基础课）  中级微观经济学 3 48 1 考试 经济管理学院 易永锡  

学位课（专业基础课）  中级宏观经济学 3 48 2 考试 经济管理学院 易永锡  

学位课（专业基础课）  中级计量经济学 3 48 3 考试 经济管理学院 谢荷锋  

学位课（专业课）  经济学前沿进展 3 48 3 考查 经济管理学院 导师组  

非学位课(公共必修课程)  HSK4 级（HSK5 级）课程 3 48 3 考查 语言文学学院 段红萍  

非学位课(公共必修课程) 
1201134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1 16 1 考查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非学位课(公共必修课程) 1210117 经济学科研写作 1 16 3 考查 经济管理学院 刘文君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核能经济与管理 2 32 2 考查 经济管理学院 刘文君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2 32 2 考查 经济管理学院 邹清明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1023 产业经济学 2 32 2 考试 经济管理学院 刘萌芽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1108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2 32 2 考查 经济管理学院 邓荣荣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1119 制度经济学 2 32 2 考查 经济管理学院 刘培清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发展经济学 2 32 2 考试 经济管理学院 伍卓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区域经济学 2 32 2 考试 经济管理学院 苏华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金融经济学 2 32 2 考试 经济管理学院 管河山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2 32 2 考试 经济管理学院 伍卓  

 



附录： 

要求阅读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分析工具方面的著作（包括但不限于）： 

《Fundamental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Alpha C. Chiang. 《ELEMENTS 

OF DYNAMIC OPTIMIZATION》Alpha C. Chiang.《计量经济学基础（上、下）》达摩达尔·N·古

扎拉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经济学原理（上、下）》曼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经济学》.保罗·萨缪尔森.华夏出版社，1988。《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保罗·克鲁

格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贸易与环境:理论及实证》 布莱恩·科普兰等著 彭立志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theory and policy》Paul R. Krugman, 

Maurice Obstfeld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国际经济学》多米尼克·萨尔瓦多著 关

涛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s》Dominick 

Salvatore，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内生增长理论》菲利普·阿吉翁等著，陶然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比较制度分析》青木昌彦.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新制度经济

学》菲吕博顿，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美]罗伯特 M.索洛等

著，史清琪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竞争战略—分析产业和竞争者的技巧》[美]迈克尔·波

特著，陈小悦译，华夏出版社，1997。《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张维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亚当·斯密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 年版。《政

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大卫·李嘉图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经济发展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本学科重要的期刊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Econometrica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The Economic Journ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Journal of Finance 》、《 Journal of Busines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China Economic review》、

《 Applied Economics》、《 Energy Economic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世界经济 》、《数量经

济技术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会计研究 》、《中国农村经济 》、《国际经济评论》、《经

济科学 》、《中国农村观察 》、《世界经济文汇》、《经济学动态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农业经济问题》、《财贸经济 》、《财经研究》、《国际金融研究 》、《改革 》、《南开经济研

究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学家》、《经济评论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财

经科学》、《国际贸易问题 》、《上海经济研究》、《财经问题研究》、《产业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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