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二级学科代码: 020104 经济学院)

一、学科概况

西方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石，主要研

究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西方主要国家流行的经济理论以及根据这些理论制定的

经济政策。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解中

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都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方向

本学科设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发展经济学 2个研究方向。在学科建设和研究

生培养中，本学科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成果，以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发展经

济学为主要研究领域，努力在产业转型升级、碳排放权交易、地方经济治理等方

面突出研究特色，在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上形成突出优势。

三、培养目标和要求

本学科培养具有较高政治思想素质，掌握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本学科培养具

有较高思想政治素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创新能力，基

础理论扎实、专业知识面宽、综合素质高，掌握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和技术手段，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服务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本学科学生应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邓小平理论，较深入地把握西

方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知识，熟悉和了解国内外经济理论的最新动态和经济实践

中的重大问题；研究、分析和评价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流派及其政策主张，

揭示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本质，借鉴和吸收其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市场

经济运行规律的内容和方法；具有良好的科研素质和较强的独立研究能力；较为

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

具体要求是：

1、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

政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具有良好的科学素



养和事业心。

2、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较全面的经济学专业知识、规范的现代经

济学分析方法，对西方经济学的某些专门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能够借鉴和运用

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与方法，从事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

3、掌握一门外语，能够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文献资料，具有国际学术交流

能力；

4、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四、学习年限及培养过程

本学科学习年限为三年，研究生一二年级完成各门课程的学习，三年级完成

学位论文及其它培养要求。

本学科实行以科研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方式。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

人，导师负责研究生的业务指导和思想政治教育等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坚持系

统的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导师和导师组更多地采用研讨式教学，

主要进行引导、解惑，注重培养研究生的分析思维能力，掌握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方法。坚持因材施教的原则，采用启发式教学，突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鼓

励研究生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学术活动，开阔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政治思想

教育，关心研究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心理素质和自然人文观的修养，关心

研究生的身体健康，使研究生正直为人、踏实做事、严谨治学。

五、学分要求

西方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的最低总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 5

学分，学科基础课 9学分，专业课 8学分，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1学分，公共选

修课不少于 3学分，学科与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6学分，调研实习 1学分，创新创

业管理与实践 1学分。

西方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其中，必修课包

括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以及必修环节要求；选修课分为公共选修课、

学科与专业选修课和选修环节。

公共基础课与学科基础课的考核形式为考试，专业课与选修课的考核可采取

有针对性地运用考试、课程论文、案例分析、口试、课堂互动等多种类型结合的

考核形式。所修课程须考核合格后方能取得学分。

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研究生必须补修 2 门本学科本科阶段的主干课

程，成绩必须合格但不记学分，应在第一学年全部完成。



具体课程设置及教学进度见附件。

六、阶段性学术成果要求

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之前，至少参加 1项科研工作，

在中文核心期刊或经济学专业期刊上公开发表 1篇有较高价值的学术论文，选题

与学科方向相关。科研成果包括，发表论文、调研报告、参加专著或教材写作以

及参加课题研究等项目。其中，论文要求以“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为署名单

位，本人为第一作者或者导师（或导师组成员）为第一作者。非学术论文成果（调

研报告、参加专著或教材写作以及参加课题研究）需要学院分学位委员会进行认

定。如未达到相应要求，则申请延期参加下一年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西方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须参加学术讲座不少于 5场次。

七、学位论文要求及过程管控

学生在课程学习结束，成绩合格，取得规定学分，中期考核合格后方能进入

论文阶段。

1、规范性要求

（1）学位论文应当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文字正确，语言通顺，数据可靠，

表述清晰，引述准确，格式严密，参考文献列举恰当，图、表、公式、单位等符

合规范要求，力避剽窃、抬高、贬低、曲解或淡化他人学术观点。

（2）论文一般应依次包括封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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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英文摘要、目录、正文、参考文献、

附录、致谢等。

2、质量要求

（1）论文选题应该从新视角、前沿性的要求出发，尽量选择学科前沿领域

课题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2）学位论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资料要求准确、科学、可靠，体现

良好的学风。

（3）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并取得一定创造性的成果。

（4）学位论文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5）学位论文应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硕士研究生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工作时

间不能少于一年。

3、环节要求与时间安排



（1）论文选题。选题最迟在第四学期末完成。学位论文应结合导师的科研

课题，在导师指导下选题。

（2）开题报告。在论文选题确定的同一学期，学生就学位论文的背景、研

究意义、研究计划、研究方法、预期成果等向指导小组做开题报告，广泛听取意

见和建议。开题报告经导师组评议通过后，方可进行论文的研究和撰写工作。

（3）中期检查。在学位论文研究期间，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主动

接受导师的指导和检查，定期汇报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保证学位论文合作的顺

利开展。

（4）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在硕士学位论文匿名评阅前，将已通过预答辩的

硕士学位论文电子版利用“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 对学位论文进行学

术不端行为检测。

（5）匿名评阅。凡申请西方经济学学硕士学位的申请人，均须参加由学校

或学院组织的学位论文匿名评阅。

（6）论文答辩。通过学位论文匿名评阅的研究生，可向学院提出学位论文

答辩申请。答辩人陈述学位论文的相关内容，答辩委员提问，答辩人回答问题，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水平及答辩情况进行评议并撰写评语，答辩委员不记名投票表

决是否授予答辩人硕士学位。

八、知识体系及课程设置

详见《西方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计划》(附专业阅读书目)。

九、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西方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一定的社会实践或教学实践，并撰

写不少于 3000 字的实践报告，经考核合格，计 1学分。



西方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计划

学院（研究院）：经济学院 学科、专业：西方经济学

研究方向：1.中国式现代化

2.中国发展经济学

课程

性质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合计

开课学期及学期学分
开课单位 备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必修

公共

基础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英语 48 3 3 外语学院

学科

基础

课

中级微观经济学 48 3 3 经济学院

中级宏观经济学 48 3 3 经济学院

中级计量经济学 48 3 3 统计学院

专业

课

经济学名著选读 32 2 2 经济学院

中国发展经济学 32 2 2 经济学院

产业组织理论 32 2 2 经济学院

经济思想史 32 2 2 经济学院

必修

环节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16 1 1 经济学院

创新创业管理与实践 16 1 1 经济学院

选修

公共

选修

课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6 1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选1，

必选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16 1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 16 1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经济社会数据分析及软件应用 32 2 2 统计学院
至多

选修

2门

艺术鉴赏与实践 32 2 2 艺术学院

中外人文社科经典原著选读 32 2 2 商务传媒学院

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及应用 32 2 2 统计学院

学科

与专

业选

修课

经济增长理论专题 32 2 2 经济学院

至少

选2门

创新经济学 32 2 2 经济学院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专题 32 2 2 经济学院

数字经济研究专题 32 2 2 经济学院

空间经济学 32 2 2 经济学院

选修

环节
调研实践 16 1 1 经济学院



专业阅读书目
以下建议期刊、教材专著等包括但不限于：

1.期刊：

中文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世界经济》《财贸经济》《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季刊》等

核心刊物。

英文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等。

2.教材及专著：

（1）微观经济学部分

Andreu Mas-Colell, Jerry Green, Michael D. Whinston, Microeconomic Theory (1995), OxfordUniversity

Press

Gravelle, H. and R. Rees, (2004), Microeconomics, 3rd Ed, Prentice Hall.

David M. Kreps, (1990), A Course in Microeconomic Theory,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2）宏观经济学部分

Robert J. Barro, (1997), Macroeconomics (5th Edition), MIT press

（3）计量经济学部分

Cameron, A. Colin, and Pravin, Trivedi (2005), Micr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oldridge, Jeffrey,(2002),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MIT Press.

Angrist, Joshua, and Jorn-Steffen, Pischke (2009),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meron, Colin and Pravin Trivedi, (2009), Microeconometrics Using Stata, College Station, TX: Stata

Press.

（4）博弈论部分

Fudenberg, D. and J, Tirole, (1991), Game Theory,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Myerson, R., (1991), Game Theory,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Osborne, M. and A. Rubinstein, (1994), A Course in Game Theory,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5.主要经典著作

[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3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3] 卫兴华.走进马克思经济学殿堂[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

[4]洪银兴等.《资本论》的现代解析（修订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5]黄泰岩.探求中国经济学之路[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0.

[6]刘伟.转轨中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和问题[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刘守英.中国乡村振兴之路——理论、制度与政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21.

[8]丁任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9]龙小宁.西方国家“非市场经济地位”标准及“双反”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

[10]李俊生.财政问题的新思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0.

[11]李晓.双重冲击：大国博弈的未来与未来的世界经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

[12]沈坤荣.（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选）沈坤荣自选集[M].江苏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

[13]宋敏.黄河流域低碳发展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3.



[14]张军.改变中国 : 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15]黄凯南.现代演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M].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16]黄群慧,贺俊.真实的产业政策 发达国家促进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新实践[M].北京：经济管理

出版社，2015.

[17]盛斌，孙天昊.亚太区域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统筹与对接[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2.

[18]董志勇.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9]程霖.新中国经济增长思想研究 （1949—2019）[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

[20]马亚明.现代公司金融学(第三版)[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21.

[21]马海涛.中国税制（第十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22]白重恩等.中国经济新发展[M].北京：中译出版社，2022.

[23]冯根福.中国公司治理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4]吕炜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理论思辨与实践认知[M].辽宁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25]朱孟楠.国际金融学（第二版）[M].福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26]李永友.财政分权、财政政策与需求结构失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7]杨灿明等.缩小我国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2.

[28]吴晓球.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变革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9]张宇燕等.美国行为的根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0]张金清.金融风险管理实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31]张秋生.并购学:一个基本理论框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32]卓志.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创新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33]赵德起等.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演进[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2.

[34]钟晓敏.地方财政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35]洪俊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机制与配套政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36]龚六堂.公共财政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7]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

[38]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年版。

[39]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

[40]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

[4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5。

[42]弗里德曼：《价格理论》

[43]斯蒂格勒：《价格理论》

[44]马斯.柯来尔等：《微观经济学》

[45]杰弗瑞.杰里；非利普.瑞尼：《高级微观经济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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