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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哲学二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101Z1） 

一、学科简介 

管理哲学作为哲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兼具哲学和管理学的特性。它是通过对管理

思想、管理理论以及管理实践的反思，尤其是通过对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管理方式、管理

制度何以可能的追问，把握其中的理念前提、价值预设、规范原则、思维方式等基本问题，

在世界观、价值观、认知方式、思维模式等宏观视阈下，为管理学研究提供深层智慧和哲学

基础，为管理实践提供方向引导。 

自谢尔登（ＳＨＥＬＤＯＮ）1923年出版第一本《管理哲学》专著以来，国外学者便

开始了对管理哲学的研究，迄今已 90 余年，研究成果比较丰富。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

国学术界也开始关注管理哲学。30 年来，国内研究管理哲学的专家、学者日渐增多，学术

成果不断丰富。尽管在现行的学科分类目录中，在哲学一级学科下，管理哲学没有被列为目

录内二级学科；在管理学学科门类下，管理哲学既不是一级学科，也不是二级学科，但由于

管理哲学的重要性，一些重点大学和党校先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科学技术哲学专业、

中国哲学专业下设立管理哲学研究方向；同时，不少大学已经自主把管理哲学设立为二级学

科，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本“管理哲学”二级学科以哲学和管理学为两大学科基础。它以哲学的本体论、认识

论、伦理学、价值论、社会哲学、中外哲学史为依托，以管理学的“企业管理”、“行政管理”、

“社会管理”、“管理思想史”等研究领域的学科理论为具体知识前提。哲学是管理哲学的终

极理念前提，管理学是管理哲学的实证学科条件。 

本学科的突出特色：1.注重文化与管理的研究。尤其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先秦

文化）与当代管理的关系研究；生态文化与管理研究；管理伦理研究；跨文化管理研究；人

性与管理研究；中外管理思想、理论研究。2.注重领导哲学研究，即从哲学特性出发研究领

导理论，对领导理论进行哲学的透视、反思和概括，致力于科学领导的逻辑起点和基本原则、

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等的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是政府组织在宏观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还是企事业单位在运营、

决策与研发等方面出现的问题都迫切需要从哲学的角度加以研究和解决，这使得管理哲学的

应用领域具有广泛性。不论从理论本身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实践的需要来看，该学科都具有

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培养目标 

培养有道德、有知识、有见识、有能力的适合社会发展需求，具有深邃哲学视野的复

合型、创新型高级管理专业人才。 

具体目标： 

1.热爱祖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

健康的身心素质。 

2.具有以哲学思维方式为基础、管理和哲学交叉、深厚宽广的多维知识结构。扎实掌

握系统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熟悉本学科国内外重要经典文献，熟悉本学科及相近学科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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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体系，掌握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方法。 

3.具有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了解本学科的国内外最新学术动态。掌握一门外国语，

并能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听说读写能力达到能参加国际交流的水平。 

4.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

为毕业后继续深造奠定扎实基础并能够胜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工作以及哲学学科、

管理学学科教学、科研的实际工作。 

三、研究方向 

1.文化与管理 

2.领导哲学 

四、学制与学分 

基本学制为 3年，最长修业限为 5年。 

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低于 36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低于 32 学分，其它必修环节 4

学分。 

五、培养方式 

1.研究生培养以课程学习、科学研究为主，课程学习、科研活动与学位论文工作交叉

融合，协同发展。 

2.充分发挥文献阅读在深化和拓宽研究生学科基础和知识应用方面的作用。认真阅读

在培养方案中列出的本学科研究生应读的经典文献和主要书目，并通过课程学习、文献阅读

报告或交流研讨会等形式进行检查和考核，确保文献阅读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 

3.采用导师个人指导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培

养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导师组集体智慧对研究生拓宽学术视野的积极作用。 

六、课程学习 

1.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公共 

基础课 

0000001101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60 3 1 必修 

（7 学分） 0000001102 ★外国语课 80 4 1、2 

学科 

基础课 

0101001205 ★中西哲学史   60 3 1 
必修 

一级学科课程 

（9 学分） 
0101001206 ★中西管理思想史 60 3 1 

0101001207 ★管理哲学  60 3 1 

专业 

主干课 

0101Z11301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专题研究 80 4 2 

必修 

（10 学分） 
0101Z11302 组织文化研究  60 3 2 

0101Z11303 领导哲学专题研究  60 3 2 

发展 

方向课 

0101Z11401 跨文化管理研究  40 2 3 选修 

要求每位 

研究生修 

满 6 学分 

0101Z11402 《群书治要》专题研究 40 2 3 

0101Z11403 管理伦理专题研究 40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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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Z11404 现代领导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40 2 3 

0101Z11405 领导力研究  40 2 3 

0101Z11406 毛泽东领导思想研究 40 2 3 

说明：“★”标记为闭卷考试课程。 

2.个人学习计划 

导师根据学生生源特点、知识基础程度、职业发展方向等因素，指导每个研究生制定

个性化学习计划。个人学习计划在新生入学三个月内完成，并提交培养单位及研究生部备案。 

3.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 

着力推进学业评价改革，促进教与学方式的根本转变。重点实现由对学生基础知识水

平评价到对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发现、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评价的改革。 

（1）教学方式：实行讲授与研讨相结合，注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采取研讨班、

课堂讲授、专题讨论、学术报告等多种形式，突出对研究生科研素质的培养。 

（2）考核方式：所有课程学习均须通过考核。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学科基

础课、专业主干课为考试，考试课程以试卷形式存档，考试成绩采用百分制记录。发展方向

课为考查课，考核方式为撰写课程论文或读书报告、调查报告并存档。考查课成绩采用等级

制（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个等级）记录。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研究生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学位论文环节一般包括：个人研究计划、开题报告和论文撰写、检测、评阅与答辩等。 

1.个人研究计划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尽早确定论文选题范围，尽早开展论文研究。个人研究计划

应在第二学期末完成，并提交各培养单位备案。 

2.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研究生开题报告时间原则上应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须公开进行。开题报告通

过者，方可进入论文撰写。开题报告时间与论文通讯评阅时间间隔不少于 8个月。 

3.学位论文申请、检测、评阅与答辩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申请、检测、评阅与答辩一般在第六学期进行。在申请学位论文答

辩前，硕士研究生必须在省级期刊上，以吉林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且申请人为第一作

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申请人为第二作者，公开发表 1 篇与硕士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学术论

文。学位论文经论文检测和专家评阅后，方可进行答辩。答辩需经导师同意，并经专家评阅

认定合格后，方可进行。 

具体要求详见《吉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八、其它必修环节 

1.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在导师指导下积极开展文献阅读，并按要求提交经典文献阅读报告

和参与报告研讨，达到导师规定的文献阅读要求，计 2学分。 

2.学术活动 

研究生应积极进行学术交流，在学期间至少参加完成 5 次学术交流活动，并提交相应

学术活动记录。达到要求的，计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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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践活动 

根据本学科专业特点积极引导研究生参加社会调研、考查等实践活动。 

九、本培养方案自 2015级研究生开始实施。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和经典文献 

 

[1]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4. 

[2]葛荣晋.《中国管理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刘敬鲁.《西方管理哲学》,人民出版社,2010. 

[4]刘福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2. 

[5]王德清.《管理哲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6]齐善鸿.《新管理哲学——道本管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7]彭新武.《西方管理名著赏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8]彭新武.《中国管理智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 

[9]彭新武.《管理哲学导论》（第 2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0]夏春秋.《领导哲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5. 

[11]李小三.《领导哲学要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12]苏宗伟.《东方管理学教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13]王德清.《管理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14]赵志军.《中外管理思想史》,吉 林人民出版社,2010. 

[15]姜  杰.《西方管理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6]成中英.《文化.伦理与管理》,东方出版社,2011. 

[17]李炳南.《论语讲要》,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18]侯景新.《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19]唐任伍.《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20]刘余莉.《品读群书治要》,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21]李兰芬.《管理文化――管理哲学的新视野》,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 

[22]常  桦.《“中国式”领导: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 华文出版社,2006. 

[23]张  德.《文化管理——对科学管理的超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4]段维龙.《企业文化与人本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5]王希坤.《论老子治理之“道”:以管理哲学为视域的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26]李桂生.《兵家管理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7]曾仕强.《领导的方与圆——洞察人性管理的秘密》,广东经济出版社,2010. 

[28]钱俊生,余谋昌.《生态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29]刘福森.《西方文明的危机与发展伦理学:发展的合理性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 

[30]谢  斌.《人本生态观与管理的生态化》,科学出版社,2009. 

[31]黄志斌.《生态文明时代的和谐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32]陈业新.《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33]刘月霞.《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4]王玉德.《文化学》,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35]叶  胜.《中西文化比较概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 

[36]刘光明.《企业文化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37]张应杭.《管理伦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38]顾  剑.《管理伦理学》,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 

[39]韩  震.《思想的力量:企业家提升领导力的 6 堂哲学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0]刘  峰.《管理创新与领导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1]史蒂芬·塞格尔《商感:从管理科学到领导哲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6. 

[42]稻盛和夫.《活法》,东方出版社,2013. 

[43]奥利弗·谢尔登.《管理哲学》,商务印书馆,2013. 

[44]布莱恩·纳特拉斯 玛丽·奥特梅尔.《企业的自然之道——财富、生态及进化型企业》,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2010. 

[45]埃德加·沙因.《组织文化与领导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46]约翰·P·科特  詹姆斯·L·赫斯克特.《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7]弗雷德·卢森斯 乔纳森 P·多.《国际企业管理——文化、战略与行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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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经济学二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305Z1） 

一、学科简介 

生产力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力因素的组合方式和发展运动规律及其发展变化的经济

性的科学，生产力经济学是在剖析社会生产力内部构成和环境因素以及由此决定的功能变化

的基础上，研究其发展运动的规律性。生产力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结合了

应用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兼容并蓄系统工程学、组织

行为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多门学科的发展成果，研究社会生产力各因素的组合方式、运动规律

及其发展变化，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之

间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其主要研究方向为生产力配置理论与实践和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生产力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重要

研究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生产力经济学二级学科，使其与“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二级学科成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二级学科，有助于不断

完善该学科的理论、方法和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济学的发展。生产力经济学是我

校一个特色研究领域，该学科已经构建了一支思想政治坚定，教学水平高，知识结构多样，

年龄层次合理，富有发展潜力的高水平的学科队伍，研究人员从不同的角度在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及相互间关系的理论及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方

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 

二、培养目标 

系统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熟悉本专业学科前沿和发展动向，能运用现

代经济分析方法和工具独立开展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具有较强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胜任经济研究、教学和管理等实际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具体目标： 

1．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国，明礼诚信，遵纪守法，品德良好； 

2．掌握本学科系统而坚实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有从事科学研究和担负某项专门工

作的能力； 

3．具有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了解本学科的国内外最新学术动态； 

4．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三、研究方向 

1．生产力配置理论与实践 

2．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四、学制与学分 

基本学制为 3年，最长修业限为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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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低于 36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低于 32 学分，其它必修环节 4

学分。 

五、培养方式 

1.研究生培养以课程学习、科学研究为主，课程学习、科研活动与学位论文工作交叉

融合，协同发展。 

2.充分发挥文献阅读在深化和拓宽研究生学科基础和知识应用方面的作用。认真阅读

在培养方案中列出的本学科研究生应读的经典文献和主要书目，并通过课程学习、文献阅读

报告或交流研讨会等形式进行检查和考核，确保文献阅读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 

3.采用导师个人指导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培

养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导师组集体智慧对研究生拓宽学术视野的积极作用。 

六、课程学习 

1.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公共 

基础课 

0000001101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60 3 1 必修 

（7 学分） 0000001102 ★外国语课 80 4 1、2 

学科 

基础课 

03050012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60 3 1 
必修 

一级学科课程 

（9 学分） 
0305001205 ★《资本论》研读 60 3 1 

0305001206 ★中级微观经济学 60 3 1 

专业 

主干课 

0305Z1130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 60 3 2 

必修 

（10 学分） 
0305Z11302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学 80 4 2 

0305Z1130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 60 3 2 

发展 

方向课 

0305Z11401 生产力配置理论研究 40 2 3 

选修 

要求每位 

研究生修 

满 6 学分 

0305Z11402 生产力结构与我国产业经济研究 40 2 3 

0305Z11403 生产力布局与我国区域经济研究 40 2 3 

0305Z11404 马克思主义环境经济学专题 40 2 3 

0305Z11405 经济增长理论前沿专题 40 2 3 

0305Z11406 高级计量经济学 40 2 3 

说明：“★”标记为闭卷考试课程。 

2.个人学习计划 

导师根据学生生源特点、知识基础程度、职业发展方向等因素，指导每个研究生制定

个性化学习计划。个人学习计划在新生入学三个月内完成，并提交培养单位及研究生部备案。 

3.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 

着力推进学业评价改革，促进教与学方式的根本转变。重点实现由对学生基础知识水

平评价到对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发现、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评价的改革。 

（1）教学方式：实行讲授与研讨相结合，注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采取研讨班、

课堂讲授、专题讨论、学术报告等多种形式，突出对研究生科研素质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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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方式：所有课程学习均须通过考核。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学科基

础课、专业主干课为考试，考试课程以试卷形式存档，考试成绩采用百分制记录。发展方向

课为考查课，考核方式为撰写课程论文或读书报告、调查报告并存档。考查课成绩采用等级

制（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个等级）记录。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研究生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学位论文环节一般包括：个人研究计划、开题报告和论文撰写、检测、评阅与答辩等。 

1.个人研究计划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尽早确定论文选题范围，尽早开展论文研究。个人研究计划

应在第二学期末完成，并提交各培养单位备案。 

2.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研究生开题报告时间原则上应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须公开进行。开题报告通

过者，方可进入论文撰写。开题报告时间与论文通讯评阅时间间隔不少于 8个月。 

3.学位论文申请、检测、评阅与答辩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申请、检测、评阅与答辩一般在第六学期进行。在申请学位论文答

辩前，硕士研究生必须在省级期刊上，以吉林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且申请人为第一作

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申请人为第二作者，公开发表 1 篇与硕士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学术论

文。学位论文经论文检测和专家评阅后，方可进行答辩。答辩需经导师同意，并经专家评阅

认定合格后，方可进行。 

具体要求详见《吉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八、其它必修环节 

1.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在导师指导下积极开展文献阅读，并按要求提交经典文献阅读报告

和参与报告研讨，达到导师规定的文献阅读要求，计 2学分。 

2.学术活动 

研究生应积极进行学术交流，在学期间至少参加完成 5 次学术交流活动，并提交相应

学术活动记录。达到要求的，计 2学分。 

3.实践活动 

根据本学科专业特点积极引导研究生参加社会调研、考查等实践活动，不计学分。 

九、本培养方案自 2015级研究生开始实施。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和经典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马克思.资本论（第 1～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列宁.列宁全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1、2、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1993、1994. 



 

8 

 

[10][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1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2][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译本)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3][美]布坎南.财产与自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4][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微观经济学（第 17 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 

[15][英]哈耶克.自由宪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6][奥]约瑟夫•熊比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17][美]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18][比]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9]程恩富.劳动·价值·分配[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20]程恩富.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2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2]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3]张维达.政治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4]逄锦聚.政治经济学热点难点争鸣[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5]卫兴华.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26]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27]张忠任.数理政治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8]刘明远.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结构与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9]余斌.经济学的童话[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30]余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 

[31]洪远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述评[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2]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3]刘明远.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与当代[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4]李翀.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的构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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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统计学二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714Z2） 

一、学科简介 

管理统计学是一门建立在统计学、管理学、经济学、计算机等相关学科的基础上的交叉

性学科。它是一门用统计学方法和理论研究管理问题、经济问题的应用性学科。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其一，它是一门以管理理论、经济理论为基础，采用描述和推断的方法来对社会经

济和管理现象中研究对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发展变化趋势及规律进行研究，最终解决

管理和经济问题的学科；其二，它是一门应用性的方法论科学，以数理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

为基础，不断吸收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决策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使统计职能从反映

和监督拓展到推断、预测和决策的学科。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数据分析提出更高的要求，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在运营、决

策与研发等方面，还是政府组织在宏观管理中等方面问题，都迫切需要从统计学的角度加以

研究和解决，这使得管理统计学的应用领域具有广泛性。不论从理论本身的需要来看，还是

从实践的需要来看，该学科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目前，该学科师资力量雄厚，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素质高、教学经验丰富，学历、职称、

年龄结构好，已经形成完善的科研梯队，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学生毕业后

可到企业、国家机关、咨询及科研教学部门从事统计调查、咨询、数据分析、决策支持和信

息管理等工作。 

二、培养目标 

培养能够在企业、国家机关、咨询及科研教学部门从事统计调查、咨询、数据分析、

决策支持和信息管理的高层次、应用型应用统计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社会责任感； 

2.系统掌握管理学基本原理和统计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具有扎实的统计学理论基础、

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宽广的知识面，具有一定的独立从事管理统计理论研究的能力； 

3.具有较高的计算机应用和操作能力，至少熟练掌握并能灵活应用一种统计应用软件； 

4. 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三、研究方向 

1.统计决策与优化 

2.商务统计分析 

四、学制与学分 

基本学制为 3年，最长修业限为 5年。 

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低于 36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低于 32 学分，其它必修环节 4

学分。 



 

10 

 

五、培养方式 

1.研究生培养以课程学习、科学研究为主，课程学习、科研活动与学位论文工作交叉

融合，协同发展。 

2.充分发挥文献阅读在深化和拓宽研究生学科基础和知识应用方面的作用。认真阅读

在培养方案中列出的本学科研究生应读的经典文献和主要书目，并通过课程学习、文献阅读

报告或交流研讨会等形式进行检查和考核，确保文献阅读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 

3.采用导师个人指导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培

养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导师组集体智慧对研究生拓宽学术视野的积极作用。 

六、课程学习 

1.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公共 

基础课 

0000001101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60 3 1 必修 

（7 学分） 0000001102 ★外国语课 80 4 1、2 

学科 

基础课 

0714001203 ★高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60 3 1 必修 

一级学科课程 

（9 学分） 
0714001204 ★现代统计分析方法 60 3 1 

0714001205 ★中级微观经济学 60 3 1 

专业 

主干课 

0714Z21301 中级计量经济学 80 4 2 
必修 

（10 学分） 
0714Z21302 运筹学与决策 60 3 2 

0714Z21303 抽样技术与市场调查 60 3 2 

发展 

方向课 

0714Z21401 数据挖掘 40 2 3 

选修 

要求每位 

研究生修 

满 6 学分 

0714Z21402 定性数据的统计分析 40 2 3 

0714Z21403 SPSS 统计分析高级教程 40 2 3 

0714Z21404 现代企业经济活动分析 40 2 3 

0714Z21405 企业经营统计学 40 2 3 

0714Z21406 管理思想史 40 2 3 

0714Z21407 现代企业制度 40 2 3 

0714Z21408 市场分析与预测 40 2 3 

0714Z21409 前沿文献选读 40 2 3 
说明:用“★”标记的课程为闭卷考试课程。 

2.个人学习计划 

导师根据学生生源特点、知识基础程度、职业发展方向等因素，指导每个研究生制定

个性化学习计划。个人学习计划在新生入学三个月内完成，并提交培养单位及研究生部备案。 

3.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 

着力推进学业评价改革，促进教与学方式的根本转变。重点实现由对学生基础知识水

平评价到对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发现、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评价的改革。 

（1）教学方式：实行讲授与研讨相结合，注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采取研讨班、

课堂讲授、专题讨论、学术报告等多种形式，突出对研究生科研素质的培养。 

（2）考核方式：所有课程学习均须通过考核。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学科基

础课、专业主干课为考试，考试课程以试卷形式存档，考试成绩采用百分制记录。发展方向

课为考查课，考核方式为撰写课程论文或读书报告、调查报告并存档。考查课成绩采用等级

制（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个等级）记录。 

七、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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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研究生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 

学位论文环节一般包括：个人研究计划、开题报告和论文撰写、检测、评阅与答辩等。 

1.个人研究计划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尽早确定论文选题范围，尽早开展论文研究。个人研究计划

应在第二学期末完成，并提交各培养单位备案。 

2.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研究生开题报告时间原则上应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须公开进行。开题报告通

过者，方可进入论文撰写。开题报告时间与论文通讯评阅时间间隔不少于 8个月。 

3.学位论文申请、检测、评阅与答辩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申请、检测、评阅与答辩一般在第六学期进行。在申请学位论文答

辩前，硕士研究生必须在省级期刊上，以吉林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且申请人为第一作

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申请人为第二作者，公开发表 1 篇与硕士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学术论

文。学位论文经论文检测和专家评阅后，方可进行答辩。答辩需经导师同意，并经专家评阅

认定合格后，方可进行。 

具体要求详见《吉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八、其它必修环节 

1.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在导师指导下积极开展文献阅读，并按要求提交经典文献阅读报告

和参与报告研讨，达到导师规定的文献阅读要求，计 2学分。 

2.学术活动 

研究生应积极进行学术交流，在学期间至少参加完成 5 次学术交流活动，并提交相应

学术活动记录。达到要求的，计 2学分。 

3.实践活动 

根据本学科专业特点积极引导研究生参加社会调研、考查等实践活动,不计学分。 

九、本培养方案自 2016级研究生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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