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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简介  

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是研究农业农村相关领域经济社会活动的客观规律、微观管理

抉择和宏观管理政策的交叉性学科。缘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及其特殊性，国内

外学术界都高度重视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和研究，不断推动新农科与新工科、新医科、

新文科的交互发展与融合，相关研究成果对政府农业、农村政策的制定和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的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及参考作用。 

西南地区是我国生态脆弱区，虽然农业资源相对丰富，但农业发展水平仍较低，农业

转型发展中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本学科以立足西南、辐射全国、走向世界为发展定位，致

力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三峡库区、西南山区、重庆郊区以及长江经济带建设，助力

精准脱贫、推进乡村振兴。近年来，西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不断深化理论研究、推进

方法创新，针对西南地区的“三农”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和展开学术研究，逐渐形成了农业

经济与管理、农业资源与环境、涉农经济与管理等稳定的研究方向。同时，随着环境与形

势变化，学科点不断衍生出新的研究热点，进一步在食物经济与管理、农产品贸易、食品

安全、营养与健康问题、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等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运用大数

据、智能化、数字化等手段，积极探讨学术前沿问题，全面建设新农科，以打造“国内一

流、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高水平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为发展目标，力争形成鲜明的学科特色。 

二、适用范围 

一级或二级学科 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与管理 

农业经济与管理研究包括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村经济

组织与制度、农村区域发展与管理等领域，综合运用经济

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法学等的理论和方法，

重点关注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理论、农地制度及权益保护、

农业风险与管理、乡村振兴与乡村创业、小农经营与现代

农业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农业技术创新及政策选择等

问题。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资源与环境方向主要包括农业资源和环境管理等领

域。农业资源研究主要包括土地、水、气候和生物等自然

资源，以及农业劳动力、技术装备、基础设施等农业经济

资源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农业环境管理研究主要包括

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关系，分析土地、水源、

气候变化以及农业生物资源变动，以及农业人口及基础设

施变迁等对农业生产及其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涉农经济与管理 

涉农经济与管理研究包括农业产业链、涉农供应链管理、

食物营养与健康经济分析等领域，主要从生产源头到销售

的整个涉农全产业链视角，运用经济、管理的方法论横向、

纵向分析涉农产业经济中的经营、管理、质量安全、食物

营养健康及社会福利效应等突出问题，包括农产品物流与

供应链管理、生鲜电商纵向协作机制问题、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等问题，为政策制订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三、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能在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具体要求包括：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学风严谨，具有开拓和创新精神，恪守学术道

德规范，对学术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 

（2）系统掌握经济学、管理学、农业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本学

科的发展动态；对相关学科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有较宽的知识面，具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能力，较强的经济分析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具有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的能

力。 

（3）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及外语应用水平，能熟练

运用一门外语和借助计算机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年，学习年限为 2-5年。 

五、培养方式 

（一）对导师的基本要求 

（1）硕士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硕士生导师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负责

对硕士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学方法指导、学术规范教导和论文选题与写作指导的

责任。 

（2）硕士生导师在培养指导硕士研究生时，必须将立德树人的目标和要求放在首要位

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坚定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政治立场。 

（3）导师应结合硕士生自身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 

（4）导师要指导学生敏锐地寻找和发现科学问题，引导专业主文献和研究方法的学习，

并进行学术论文、科研项目申报和研究等基本科研能力的训练。 

（5）导师要指导硕士生完成学位论文选题、开题、中期检查和学位论文的研究和撰写。 

（6）导师要为硕士生的职业发展规划进行引导和建议。 



（二）对硕士生的基本要求 

（1）硕士生的学习时间，主要用于专业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并进行科学研究、撰

写学位论文、学术活动和实践训练等活动。 

（2）硕士生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除了本专业领域外，还应当补充管理学、计算机科

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专业领域的基础知识。 

（3）硕士生课程以理论研讨课为主，在课程学习中应注重培养自己的独立研究能力，

包括文献查阅、文献分析、确定研究兴趣、研究设计等能力。 

（4）硕士研究生应遵循自主性、创造性、规范性的学习原则，从课程学习、学术活动

和论文写作等方面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 

六、必修环节 

（一）课程学习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含中英文） 
开课

学期 
学时 学分 

任课教

师 

考核 

方式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1111000001001 
第 一 外 国 语 /the First 

Foreign Language 
2 90 3 

外国语学

院 
考试 

1111000002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Research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 36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考试 

 1111000002004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2 18 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考试 

学

科

核

心

课 

1111120200003 
中 级 计 量 经 济 学 / 

Intermediate Econometrics 
1 54 3 

杨  丹 

高远东 
考试 

1111120200002 
中 级 微 观 经 济 学 /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1 54 3 

温  涛 

刘自敏 
考试 

1111120300001 
中外文献研读/ Stud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Papers 

2 36 2 
李  容 

尹朝静等 
考查 

1111120300002 

农林经济管理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conomic Management 

3 36 2 
杨  丹，

邹宝玲等 
考查 

专

业

课 

1111120300003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 

Theory and Policy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1 36 2 

王  钊，

齐皓天等 
考查 

1111120300004 

农业资源经济与管理 / 

Agricultural Resource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 36 2 
刘   贞，

朱玉碧等 
考查 



1111120300005 
农村发展与治理/ Rur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3 36 2 
肖亚成，

周洪文等 
考查 

1111120300006 

农业合作与组织行为 /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 36 2 
杨  丹、

熊  雪等 
考查 

选 

 

修 

 

课 

1111120200004 
中 级 宏 观 经 济 学 / 

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 

1 54 3  考试 

1111120300007 
发展经济学专题/Special 

Topic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3 36 2  考查 

1111120300008 
制度经济学/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 36 2  考查 

1111120300009 
产 业 经 济 学 /Industrial 

Economics 
3 36 2  考查 

1111120300010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题
/Special Topics i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Economics 

1 36 2  考查 

1111120300011 

农村金融与普惠金融 / 

Rural Finance and 

Inclusive Finance 
3 36 2  考查 

1111120300012 
区域经济学前沿专题
/Regional Economics 

2 36 2  考查 

第
二
课
堂 

1111120300013 

乡村振兴与乡村创业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Entrepreneurship 

3 9 0.5 
高  静、

张应良等 
考查 

1111120300014 

农民转移与生态补偿 / 

Farmers Transfer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3 9 0.5 
李晓阳、

余世勇 
考查 

1111120300015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合作

社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 and 

Cooperative 

3 9 0.5 
李  容、

杨  丹 
考查 

1111120300016 

3S 技术（RS、GIS、GPS）

及 其 农 业 应 用 /“3S” 

Technology(RS、GIS、
GP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griculture 

2 27 1 
王  炯、

王晓东等 
考查 

至少选修一门跨学科课程和一门全校性创新创业在线课程。 

跨学

科或

同等

学力

考生

补修

课程 

1110120200004 统计学原理 1 36 备注：硕士研究生须补修至

少 3 门相应学科本科的核心

课程，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1110120200001 管理学原理 1 36 

1110120300001 微观经济学 1 36 

1110120200003 会计学原理 1 36 

https://fanyi.so.com/?src=onebox#cooperative


应修

学分

要求 

应修最低学分：  36   学分 

其中必修课程最低学分： 28 学分（含学术活动+实践训练 4 学分） 

备注 

1．“跨学科”指按照跨一级学科认定。 

2．课程免修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3．全校各培养单位开设的所有研究生课程均可作为选修课。 
4．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应至少选修 1 门跨一级学科课程（包括在线课程等

形式）和 1 门全校性创新创业在线课程。 

（二）学术活动 

（1）学术活动包括参与学术讲座、学术论坛、学术沙龙、学术会议、文献研读和文献

综述等。 

（2）硕士研究生必须积极、主动地参加校内外本学科、专业或其他相关专业的各种学

术活动。凡在本校举行或学校、研究生院及各院、系（所）组织举行的学术活动，相关专

业的研究生均应参加。凡校外学术组织和省、部、国家有关部门、单位及国际学术团体组

织的各种学术活动，可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参加。 

（三）实践训练  

实践训练主要包括专业实践、教学实践和社会实践，具体而言： 

（1）硕士生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科研实践训练活动。专业实践包括参加导师、

导师组或本人主持的科研项目的研究等，应协助导师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等科研课题的申请文本撰写等。 

（2）硕士生应积极参与教学实践训练活动。例如，协助导师指导硕士生与本科生、担

任助教等。 

（3）硕士生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包括深入工厂、农

村等基层单位进行社会实践调查、业务实习、科技推广等实际工作，应撰写社会实践（调

查）报告。 

硕士研究生须选其中一项实践。 

（四）学位论文  

1.开题条件 

开展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之前，硕士研究生须达到本专业应修最低学分要求，且通过中

期考核。 

2.选题要求  

（1）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应结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科研项目，鼓励面向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选择应用型课题。 

（2）确定学位论文工作的内容和工作量时应全面考虑硕士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工作能

力和培养年限等方面的特点。 



3.开展形式要求 

（1）学位论文应采用论说文体，包括论点、论据、结论等基本要素；允许采用实验研

究、调查研究、逻辑演绎、模型分析（包括数理经济模型、计量经济模型）等具体形式，

不允许采用非论说文体形式，不允许采用以文献综述为主要内容的形式。 

（2）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或导师组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在准备和撰写过程中接受

导师指导、采纳专家建议、获得他人帮助等应实事求是表示感谢，但不能把未对论文提供

帮助的名人等列入致谢之列。 

4.工作量要求 

（1）从开题到答辩，硕士学位论文持续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 

（2）涉及到的背景知识、引用的资料和数据准确无误，所用概念、术语、符号、公式

等符合学术规范，没有严重错译或使用严重错译的译文；对问题的论述完整、系统，推理

严密，关键词得当。自己的研究结果与他人的观点、材料、数据等不相混淆，引用他人的

观点、材料、数据等应注明来源。 

（3）学位论文应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见解或新成果，对本学科发展、经济建设或社会

进步有一定意义；必须是一篇系统、完整、有创见性的学术论文；一般不应少于 4万字。 

5.学术规范要求 

（1）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硕士学位论文应当理论结合实际，能够合理应用已有的理论

和方法分析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科学问题，并得到符合科学规律的结果。 

（2）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硕士学位论文必须符合本领域研究规范，从实际问题出发提

炼科学问题并建立适当的研究框架、收集必要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获得科学问题的合理

解释及其政策含义。 

（3）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硕士学位论文文字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重复检测率必须

控制在 15%以内。学位论文必须符合国家和授予单位规定的学位论文格式上的规范要求，

包括篇章结构和标题、主献引用、图表设计、数据和计量单位表示、专用名称和科学将号

使用等。 

6.格式要求 

（1）学位论文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中文封面、版权声明、中文摘要、英文摘要

（Abstract）、目录、正文、参考文献、附录、致谢、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

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2）具体按照《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及打印要求》执行。 

七、质量控制环节与要求 

（一）培养计划制定 

培养计划由学生和导师或导师组共同制定，并由导师或导师组进行审核，应于入学 1



个月内完成。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学术活动、实践活动、论文选题等内容。 

（二）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的方式可以是口试、笔试或课程论文、研究报告、研讨会等形式，由任课教

师负责。笔试必须有正规试卷或课程论文，口试要有详细记录。考试成绩应按标准评定，

成绩等级分布要合理。硕士生学科核心课程闭卷考试成绩占比不得低于 30%；公共课采用

考试方式；专业核心课程成绩及格线为 75 分，其他课程及格线为 60 分。各课程的考核方

式须在教学大纲中予以明确并严格执行。研讨会（seminar）主要根据学生逻辑性、PPT质

量、评论与回应、领导讨论的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对课程进行考核。 

（三）学术活动考核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累计不少于 15次，包括参加 1-2次省级学术会议或 1次全国或国

际性学术会议，每次要提交学术心得或评论；鼓励硕士研究生作公开学术报告；在学术活

动结束后三个工作日之内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提交报告，导师或导师组据实考核，记

2 学分。硕士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情况与各种评优、评奖挂钩：凡未达到要求的研究生，

不得申请各种评优、评奖；硕士研究生参与学术活动、作学术报告应记载在《西南大学研

究生参加学术活动记录表》上，根据记载的情况由院、系（所）负责人评定总成绩，决定

是否达到要求。 

（四）实践训练考核 

至少参与导师或其他老师的一项 C 类及其以上级别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深入一线

开展调查研究，至少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报告，至少发表一篇创新性成果，专业实

践由导师或导师组据实考核；教学实践担任助教应经历一个完整的课程教学周期，试讲课

程不少于 6学时，指导实验与实习不少于 12学时。入学前有 2年以上大学专科及以上高校

教学实践经历者，可免去教学实践考核，但须提供有关证明。教学实践由课程主讲教师进

行考核；社会实践由社会实践单位或导师、导师组进行考核，原则上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实

践活动时间不少于 2周，经导师评估合格。实践训练考核合格后，硕士记 2学分。 

（五）中期考核 

根据本单位研究生规模和学科点现状，中期考核安排在第四学期进行。主要检查研究

生的政治思想表现、课程学习和学分完成情况、开题报告情况、发表创新性成果情况等。

中期考核具体要求如下： 

（1）考核在培养单位统一组织领导下，由各专业负责实施，组成包括培养单位（学科）

负责人、导师代表、班主任等在内的若干考核小组（每组成员 3-5 人）进行考核，同时较

广泛地听取其他教师的意见。 

（2）学业方面主要考核研究生课程学习是否达到规定要求，通过课程学习反映出来的

科研及思维能力；政治、思想、品德方面的考核由院学生工作组会同有关人员进行。 



（3）填写“西南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自我评估表”，对被考核研究生给出结论性意见。 

（4）经过中期考核的硕士研究生，按考核结果分 3种流向： 

A.硕博连读：硕博连读研究生在入学后的前 2年完成 30学分的研究生课程学习，在第

四学期进行中期考核，并通过博士生外语入学考试，合格者进入博士生培养阶段。提前转

博限于经济管理类统招硕士生，要求已完成硕士阶段的必修课程。成绩不合格者，在三个

月内给与一次补考机会，再不合格者视其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B.进入硕士论文阶段：学习成绩良好，具有一定学术研究能力（以创新性成果为主要

参照），可进入硕士论文阶段，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C.中止学业：个别成绩较差，明显表现出缺乏科研能力，或因其他原因不宜继续攻读

学位者，要求限期改正，限期未改正者中止其学业，按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发放相应证

书。 

（六）学位论文 

1.论文开题 

硕士生学位论文开题时间放在第四学期。培养单位根据研究生选题情况，按二级学科

成立若干开题报告审查小组。审查小组由具有研究生培养经验的专家 3-5 人组成，对论文

选题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分析难点，明确方向，以保证学位论文按时完成，并达到预期结

果。 

2.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安排在第五学期初进行，主要检查文献阅读情况（需列出与学位论

文相关的中外文献清单）、论文实际进展及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发表创新性成果情况、

参加学术活动情况等。 

培养单位根据研究生选题情况，按二级学科成立若干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小组。检查小

组由研究生导师以及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副高以上职称专家 3-5 人组成，对论文进展及存在

的问题进行检查，并帮助研究生提出解决方案，以保证学位论文按时完成并达到预期结果。 

3.盲评 

硕士生学位论文答辩前需进行盲评，评阅人由校外 2 名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

通过评阅并通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硕士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百分比不超过 15%，方可申请

答辩。 

评阅结果执行一票否决制，即一人不同意，延期半年，2 票不同意，延期一年。如有

意见，可向院学术委员会申请复议。 

4.正式答辩 

硕士研究生必须参加正式答辩。硕士生正式答辩每年举行两次，分别为：每年春季和

秋季。正式答辩委员会由至少 5 名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答辩委员会根据硕士研究



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要求和论文答辩情况，就是否通过硕士学位答辩、是否建议授予硕

士学位作出决议。 

（七）学术成果要求 

1. 对申请学位的学术成果要求 

硕士生必须在授予学位前公开发表属于毕业论文研究组成或相关部分的创新性成果。

学生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学生第二作者公开发表 1 篇创新性成果方能提出学位论

文答辩申请。 

硕士研究生确因学业优秀，经本人申请，指导教师和所在培养单位同意，报研究生院

批准，可以申请提前毕业，但在校时间不得少于 2 年。凡申请提前毕业者，应当达到以下

基本条件： 

（1）中期考核结论为优秀，或在校期间被评为优秀研究生，且达到正常毕业的基本要

求； 

（2）公开发表 2篇创新性成果，学术成果界定标准以学校最新发文公布为准（第一署

名单位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对单独申请毕业的学术成果要求  

对于单独申请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至少应发表 1篇创新性成果。 

八、关于港澳台研究生 

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研究生按照本培养方案执行。 

九、关于来华留学生 

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免除“思想政治理论”和“第一外国语”课程的学习和考核，增

设“中国概况”和“汉语”为必修课。其它要求按相应学科专业的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方案

执行。有来华留学生的培养学科需提供对应英文版培养方案。 

十、其他 

  未尽事宜及相关条款调整权和解释权由院学术委员会、党政联席会议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