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是以现代经济理论与管理理论为指导，在充分吸收和利用国外有关产业经济学

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同时，大量吸收企业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法律经济学、信息经济学

等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经济计量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案例研究、计算机技术等

方法和手段，深入地研究产业经济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在充分利用市场

机制的条件下，从理论上研究和探索出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相适应的起指导作用的产业

政策等，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得更快更好、结构更合理，并促进中国经济在 21世纪中

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二、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应用经济学科。本专业的研究方向是

（1）产业演化与产业结构分析

（2）公司战略经济学

（3）政府管制与反垄断研究

（4）产业地区布局理论

（5）产业政策理论

三、招生对象

已获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的在职人员和应届本科毕业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核

合格，经面试合格者。

四、学习年限

三年

五、课程设置

总共应修满 32个学分，其中包括一门跨一级学科课程(管理学院、工程管理学院、政府

管理学院和数学系)。非经济类本科毕业的硕士研究生需补修中级宏观经济学和中级微观经

济学两门本科课程。

A 类：



1、政治理论课（3学分）

必修课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学分，36个学时）；

选修课程：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以上三

门任选一门，1学分，18个学时）

2、英语（4学分）

B类：

高级宏观经济学（3学分）

高级微观经济学（3学分）

高级计量经济学（3学分）

C类：

高级产业经济学（3学分）

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2学分）

D类：

高级计量专题（2学分）

房地产经济与金融研究（2学分）

证券投资学（2学分）

投资项目经济评价（2学分）

区域经济学（2学分）

网络经济学（2学分）

文化产业经济学（2学分）

环境经济学前沿（2学分）

发展经济学（2学分）

产业经济学：文献与写作（2学分）

六、培养方式

入学后第一学期进行师生互选，确定导师，制定培养计划，导师负责全部培养工作。

七、考核方式

1．公共课及基础课以笔试考核为主。

2．专业课以课程研究报告为主。



八、学位论文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选定研究课题。1.要求：对该论题有较系统、全面的把握，在某些

方面有所创新。2.字数：一般在 2.5万-4 万之间。入学后第四学期由系组织有关专家审议研

究生的开题报告。

九、答辩和学位授予

答辩前，论文应请两位专家（其中一位为外单位）评阅。评阅通过后，方可组织答辩。

答辩委员会一般由一位教授、两位副教授组成；论文答辩通过才可以申请硕士学位。

十、参考书目

1、推荐书目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商务印书馆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

琼斯：《经济增长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鲍莫尔：《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中信出版社

拉詹，津加莱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

斯蒂格勒：《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

兰德斯：《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1750年以来欧洲工业技术变迁》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商务印书馆

钱德勒：《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钱德勒：《塑造工业时代：现代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的非凡历程》，华夏出版社

钱德勒：《大企业与国民财富》，北京大学出版社

沃麦克，琼斯：《精益思想》，商务印书馆

沃麦克，琼斯，鲁斯：《改变世界的机器》，商务印书馆

波特：《竞争战略》、《竞争优势》【行业分析必读书目】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

科斯：企业的性质，《企业、市场和法律》，上海三联书店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

2、重点期刊

《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