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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地 质 大 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填表日期： 2017年 4月 24日

一 级 学 科 代 码 0202

学 科 名 称 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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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简介

（简单介绍学科专业点的设置时间、发展状况、国内外地位；主要研究领域和特色；

师资队伍和著名学者；主要实验室和设备；项目状况（项目经费、来源等）和主要成果；

已培养研究生情况及就业方向；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1000字以内））

本学科源于 1983年创办的矿产经济管理本科专业。1996年开始招收经济学硕士研

究生；2000年获得产业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2年自设资源产业经济博士点，2006

年获得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2011年获得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

权。2013年获批湖北省重点学科。2015年顺利通过教育部博士点学位评估。

本学科现有教师 42人，其中教授 11人（博士生导师 5人）、副教授 23人，其中有

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人、楚天学者 1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1 人；

有国外学习和交流经历的教师 32 人。在资源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

研究领域具有鲜明的特色。2012年以来，承担中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2

项，其余各类项目 130余项，科研总经费达 3000余万元；出版专著 12本，在《管理世

界》、《中国工业经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在

国外学术期刊 SSCI论文 10余篇。

实验室与设备齐全，拥有专用的科研机房和研究生机房，设备价值近 200 万元，图

书资料超过 10 万册，完全能满足研究生的培养需要。

本学科研究强调传统与特色相结合，设置产业经济、区域经济、金融学和国际贸易

等二级学科群，培养过程中突出学校优势和学科特色。具体研究方向设置的针对性和实

用性都很强，主要应用在资源安全、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资源型产

业与政策、区域投资环境、城市群与经济带建设、区域人口与城镇化、矿业国际市场与

投资、矿产品与能源贸易等方面，硕士生培养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毕业生受到地质、

矿产、石油、国土、环保等部门、大中型国有矿业企业及地方政府等的青睐。毕业生中

有 1/3考取了博士研究生，有 2/3在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和金融等领域从事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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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方向与特色

序

号
学科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

学科带头人

及学术骨干

1

区域经济学

(020202)

Regional Economics

主要内容包括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可持

续发展、长江经济带空间经济研究、区域创

新、区域投资环境评价等。先后承担了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 1项，一般项目 2项、

青年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

该方向依托湖北省区域创新能力监测与

分析软科学研究基地（区域经济与投资环境

研究中心），围绕经济带城镇化与空间经济、

区域创新、区域投资环境等重大科学命题开

展研究。

邓宏兵

李通屏

汤尚颖

白永亮

洪水峰

李金滟

王来峰

徐翔

2

金融学

(020204)

Finance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金融理论与政策、社

会保障基金管理、保险精算、风险管理；资

源型产业、企业在成长中的融资问题、投资

问题；研究资源型产业和企业在融资工具的

使用、融资工具的定价、融资市场的选择等

方面的问题。该方向学科团队具有相关金融

证券行业从业的经历，培养的学生能够掌握

现代国际金融理论和相关计量方法。

朱冬元

彭武元

刘赟鋆

易杏花

严春晓

3

产业经济学

(020205)

Industrial Economics

主要内容包括产业规划理论和工具应

用、能源与矿产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产业

集群与企业成长、产业发展的生态和环境效

应。

该方向承担了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项

目 6 项，以及一批政府、企业委托的研究课

题，近 5年项目总经费 700余万元，重点集

成金华

杨树旺

肖建忠

邹伟进

吕军

刘江宜

张意翔

龚承柱

张欢

张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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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为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及产业发展规

划出谋划策。

易 明

朱雅丽

4

国际贸易学

(020206)

International Trade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碳排放交易机制、

国际贸易地理、矿产品与能源贸易、国际 FDI

的技术外溢效应等。

该方向与我校的传统学科交叉，承担了

多项教育部和省部级研究项目，培养特殊类

贸易专门人才。

吴 磊

杨 玲

胡怀敏

高 丽

倪 琳

齐 睿

5

应用统计

（020208）

Applied Statistics

主要研究空间数据探索分析、方差与半

方差分析、趋势面分析、小波分析，侧重于

研究各种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及其变化规

律。

该方向突出理论与实际结合，注重在地

质、地理、区域经济、国土资源、生态环境、

气候变迁等领域的应用。

徐德义

许小平

程胜

李奇明

李忠武

王德运

王林珠

汪小英

余国合

诸艳霞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每个一级学科的学科方向一般不少于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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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目标与学习年限

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具有坚实宽广的经济学科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计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

产业经济学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在经济学学术领域或管理部门从事独立性的研

究或实际工作。

具体要求是：

1. 具有较高政治思想素质，掌握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2. 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掌握科学的方法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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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独立从事本学科的教学、科研和管

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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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一门外语并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的文献资料，具有较好

的听说能力，并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学习年限：

实行弹性修业年限，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基本修业年限为 3年，最长不超过 5年。

若符合经济管理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及学位申请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

可申请 2年或者 2年半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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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总学分要求：≥25 学分）

学科代码：0202
学科名称：应用经济学

类 别
课程编

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

课

学

期

开课单

位
备 注

公共学位课

≥7 学分

外

语

S090001
科技英语写作

与交流（A）
64 4 2

外国语

学院 两门中选一门

必修,
S090002

科技英语写作

与交流（B）
64 4 2

外国语

学院

思

政

课

S200001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32 2 1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必修

S200003

马克思主义与

社会科学方法

论

16 1 1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8 学分

S000001
研究方向文献

综述（硕士）
48 3 2

经济管

理学院
必修

G999999
跨一级学科公

共选修课
32 2 1，2

必选一门

(G字头课程)

S080001 博弈论 32 2 2
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选修，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S080003
产业经济学专

题
32 2 1

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选修，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S080004 城市经济学 32 2 2
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选修，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S080012
高级国际贸易

学
32 2 2

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选修，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S080013
高级宏观经济

学
32 2 1

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必修，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S080014
高级微观经济

学
32 2 1

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必修，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S080027 计量经济学 48 3 2
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必修，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S080030 金融学专题 32 2 2
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选修，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S080031
经济模型与方

法
48 3 2

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必修，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S080032
经济学研究方

法
32 2 2

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必修，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S080035 空间统计学 32 2 1 经济管理 选修，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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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开课 开课

S080048
区域经济学专

题
32 2 2

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选修，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S080049 人口经济学 32 2 2
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选修，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S080051 时间序列分析 32 2 2
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选修，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S080055
统计计算与软

件
32 2 2

数理学院

开课

任选，数理学院

开课

S080058 现代统计方法 32 2 1
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选修，经管学院

开课

S080060 新制度经济学 32 2 2
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选修，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S080087
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
32 2 1

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选修，经济管理

学院开课

S120005 多元统计分析 48 3 1
数理学院

开课

选修，数理学院

开课

其他必修环节

G999102 学位论文开题 0 0 5
经济管

理学院

必修，完成论文开

题，并完成系统填

报。

G999997 学术报告活动 0 0 1-4
经济管

理学院

必修，在学期间作

报告 2次，并完成

系统填报。

五、必读经典著作和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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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著作或期刊的名称/作者或出版单位

主要参考书目：

序号/著作或期刊的名称/作者或出版单位

1.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乔治•J•施蒂格勒，1989，上海三联书店

2.产业组织理论，泰勒尔，199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卡布尔，2000，中国税务出版社

4.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胡汝银，1988，上海三联书店

5.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马建堂，199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垄断性产业价格改革，刘树杰，1999，中国计划出版社

7.产业经济学与组织，多纳德·海德理克·莫瑞斯

8.金融理论，法玛（Eugene F. Fama）
9.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朱舜、薛跃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0.竞争力经济学，金碚，2003，广东经济出版社

11.创新的空间，王缉慈，2001，北京大学出版社

12.区域经济学与区域政策，哈维.阿姆斯特朗，2007上海人民出版社

13..新区域经济学，安虎森，2014，东北财经出版社

14.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蔡昉、林毅夫，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5..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2012，北京大学出版社

16..企业理论：现代观点，杨瑞龙，2005，中国人民出版社

17..区域经济学的演变、体系及前沿问题，2011，欧阳峤、王良健，经济科学出版社

重要中文期刊：

序号/著作或期刊的名称/作者或出版单位

1.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经济学动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3.中国工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4.中国农村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5.统计研究，中国统计学会

6.财贸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

7.财政研究，中国财政学会

8.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学会

9.宏观经济研究，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所

10.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

11.经济科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12.投资研究，中国投资学会

13.中国土地科学，中国土地学会

14.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

15.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16.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山东师范大学

17.资源科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重要英文期刊：

序号/著作或期刊的名称/作者或出版单位

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Elsevier

https://www.baidu.com/link?url=4nOJOq7y7wBiSK_mCBIlvfDD-nCZGBya7eMe4os8vG44J_yK96uJNWnYBlyRccZ7GwLWPHq24KGQYVGs1kJ3Eq&wd=&eqid=d2dedb670001efcc00000003592f8b9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y_of_Chicago_Pres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se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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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Elsevier
5 .Urban Studies,Elsevier
6.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energy,Elsevier
8 .energy policy,Elsevier
9 .Applied energy,Elsevier
10. Energy economics,Springer
11 .Resources policy,Elsevier
12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Oxford
13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Springer
14 .MOD CHINA,Elsevier
15. J ECON LIT,Elsevier
16 .Q J ECON,Elsevier
17. J FINANC
18. J ACCOUNT ECON
19 .ECONOMETRICA,Wiley Online Library
20 .BROOKINGS PAP ECO A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1 .AM ECON J-APPL ECON, Elsevier
22 .J ECON PERSPECT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3 .ECON POLICY,Elsevier
24 .J FINANC ECON,Simon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25. ECON GEOGR
26 .REV ENV ECON POLICY
27 .REV FINANC STUD,Elsevier
28 .TECHNOL ECON DEV ECO
29.AM ECON J-MACROECON,Elsevier
30 .PHARMACOECONOMICS
31 .REV ECON STUD,Elsevier
32 .ECOL ECON,Elsevier
33 .AM ECON REV,Elsevier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sevi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sevier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nergy/&q=energy&ts=1496301640&t=21ecf5fb6485f89e793d92a059ff77d&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nergy/&q=energy&ts=1496301640&t=21ecf5fb6485f89e793d92a059ff77d&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nergy/&q=energy&ts=1496301640&t=21ecf5fb6485f89e793d92a059ff77d&src=haosou
https://baike.so.com/doc/5423649-5661863.html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nergy/&q=energy&ts=1496301640&t=21ecf5fb6485f89e793d92a059ff77d&src=haosou
https://baike.so.com/doc/5423649-5661863.html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nergy/&q=energy&ts=1496301640&t=21ecf5fb6485f89e793d92a059ff77d&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nergy/&q=energy&ts=1496301640&t=21ecf5fb6485f89e793d92a059ff77d&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nergy/&q=energy&ts=1496301640&t=21ecf5fb6485f89e793d92a059ff77d&src=haosou
https://www.baidu.com/link?url=w_RwlrBuW3PDCQflCoxL1g8MH0r7mnE0v1QTsiMK3sHbWnwFlkU5HeEqjfcFiPqt0QvQLLu6bDp9uyweiz6d61AQgxy0uqJel9BQhGIZmA_&wd=&eqid=e3397df000002a6800000003592fc3ee
http://www.jstor.org/publisher/brookings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nergy/&q=energy&ts=1496301640&t=21ecf5fb6485f89e793d92a059ff77d&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nergy/&q=energy&ts=1496301640&t=21ecf5fb6485f89e793d92a059ff77d&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nergy/&q=energy&ts=1496301640&t=21ecf5fb6485f89e793d92a059ff77d&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nergy/&q=energy&ts=1496301640&t=21ecf5fb6485f89e793d92a059ff77d&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nergy/&q=energy&ts=1496301640&t=21ecf5fb6485f89e793d92a059ff77d&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nergy/&q=energy&ts=1496301640&t=21ecf5fb6485f89e793d92a059ff77d&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nergy/&q=energy&ts=1496301640&t=21ecf5fb6485f89e793d92a059ff77d&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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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研能力及素质等要求

科研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列出可证明其科研能力与水平的检验标志）

1、研究生必须在导师规定的专业领域范围内，每学年写出一篇导师指定

或自己选定的研究方向上的专业文献综述，以概括该方向的研究现状、热点问

题乃至发展趋势。文献综述的写作可以和学位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以及论文

的撰写相结合，篇幅控制在 3千字左右。

2、研究生在校期间应至少参与 1项科研项目。

3、研究生在校期间应参加学术活动不得少于 5次，并作 2次以上学术报

告。

七、学位论文及学术成果要求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包括学术水平、创造性成果及工作量等方面的要求）

研究生在修完全部学位课程和修满所要求的总学分后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

完成论文的主要工作，并经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讨论通过。具体要求如下：

1、论文选题。论文选题应具有高起点、新视角和前沿性，应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论文选题应属于应用经济学范围之内。

2、开题报告。研究生需在第 3学期结束前，在导师的指导下确定论文选题，

并进行开题报告。研究生作开题报告时，应有包括导师在内的本专业或相近专业

的教师 3~5人参加，评议小组要对论文选题的意义、研究计划的可行性等做出认

真的评议。

3、论文答辩。研究生必须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学位论文，确保论文质

量，在规定的时间内送专家评阅，并按规定的程序和时间举行答辩。

4、论文格式符合学校有关规定，篇幅一般不得少于 3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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