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经济学（金融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二级学科代码：020204） 

 

一、学科简介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于 2013 年获批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金融学）学术

学位授予单位，金融学院是我校成立时间早、开设专业多、办学规模大、综合实

力强、社会声誉好的学院之一。金融学是南京审计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的下设二

级学科。金融学科是江苏省重点学科，拥有江苏省高校 “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

队 1 个、江苏省优秀教学团队 1 个、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 个、江

苏省重点实验室 1 个、江苏省高校人文社科校外研究基地 1 个。 

金融学是研究经济活动各领域货币与资本流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理论与

方法的学科，是兼具理论性与实务性、微观与宏观、国别性与全球性特点的综合

性学科。学科以突出审计特色与提高培养质量为原则，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不断进行调整，其侧重点是结合国家战略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数

理金融、金融前沿和学科交叉类课程的比重和授课质量。整个课程设置是在注重

经济学理论基础和金融理论课程的同时，兼顾提供实践应用性课程、经济学研究

方法课程和信息技术类课程，重点突出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

使学生不仅具有扎实、宽厚的理论知识，而且也使学生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适

应能力和竞争能力。 

二、培养目标 

通过金融专业思政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经济建设

与社会发展需要，牢固掌握金融基本理论知识，熟练掌握专业方向领域的研究方

法和技术，了解我国国情和金融学学科发展趋势，能从事金融理论研究及银行、

证券、保险等实际部门工作，具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持续创新能

力的复合型高层次金融管理与研究人才。具体要求为： 

1．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团结

合作，诚实守信，形成敏锐的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金融安全的战略眼光和视野，

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敬业精神和致公情操。 



2．系统掌握金融专业及审计相关知识，了解区域金融发展特征，以及金融

理论前沿和发展趋势，具有独立的科研创新能力和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能运用

所学知识和方法观察、分析金融现象，解决金融问题。 

3．适应全球化新格局，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本学科外文文献，

具有一定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具备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获取研究所需知识、资

源和方法的能力。 

4．适应科技创新变革，熟练掌握信息技术手段，具备运用经济理论及技术

手段发现、分析和解答问题的科研创新能力；具备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

实践能力；具备良好的沟通、交流和组织能力。 

5．毕业后能胜任政府部门、金融部门与金融企事业单位等金融管理与实务

工作，或从事高校或科研机构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三、研究方向 

1.金融审计 

本方向主要以金融审计和金融监管理论为基础，要求学生熟悉金融审计和金

融监管的基本法规，熟悉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运作，能利用金融审计方法解决金

融监管中的现实问题，毕业生主要面向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风险管理部门就

业。 

2.能源金融 

本方向主要以能源管理和金融学理论为基础，要求学生熟悉国际能源市场现

状和发展前景，掌握能源金融实操工具，能运用所学知识理性思考中国面临的能

源经济问题，毕业生主要面向大中型能源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能源管理部门就

业。 

3.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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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向主要以金融学和现代风险管理理论为基础，要求学生熟悉风险管理国

际前沿发展动态和先进技术，熟悉国内风险管理监管政策和要求，能运用金融风

险管理方法满足中国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需求，毕业生主要面向金融机构风险管理

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就业。 

四、学习年制 

基本学制为 3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 

五、培养方式 

1．研究生入学后先了解每位导师的研究方向，第一学期通过“双向选择”确

定导师。 

2．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选修课程。 

3．研究生培养明确分类培养原则。学术硕士与专业硕士实行差异化教学，

提高对学术硕士参与学术活动的要求。 

4．研究生培养应是在导师和任课教师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在培养过程中，

重点培养研究生独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提出新观点、

新思路以开展学术讨论。研究生的独立见解和创新成果应作为成绩考核的重要依

据。 

5．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要贯穿学术道德教育和学术规范训练，要注重能力

培养，既要培养研究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实的科学精神，又要加大科研和实践

创新能力的训练，培养研究生“能查、能说、能写”的能力，努力营造良好的学术

环境。 

6．研究生培养过程应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与金融专业教育深度融合，注重学

术训练与金融实践高度结合。 

六、培养基本环节与学分要求 

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金融学学术学位的毕业应修总学分为 46 学。其培养环

节包括：公共课（8 学分，必修）、核心课（22 学分，必修）、选修课（至少修

满 12 学分）、先修课（不计学分）、社会实践（1 学分，必修）、学术讲座（2

学分，必修）、体美劳教育（1 学分，必修）、文献阅读（不计学分）、学位论

文（不计学分，毕业和申请学位的必要条件）。 

相关具体要求： 



1．先修课。跨专业录取的考生在入学时须通过先修课课程考试。如考试不

通过，需要补修相关本科课程并经考核合格后方能毕业。 

（1）货币银行学：推荐教材《金融学》（第四版），黄达、张杰，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3 月。 

（2）证券投资学：推荐教材《证券投资学》（第四版），吴晓求，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 月。 

2．社会实践。未曾参加工作或参加工作不满 2 年的研究生应参加不少于 3

个月的社会实践，可以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并撰写实践总结

报告。已参加工作满 2 年的研究生可以不参加社会实践，但须以修其他课程所获

学分替代。学术学位研究生参加校内与本专业相关的“助管”和“助教”，可凭相关

部门出具的岗位考评表和成绩作为完成社会实践的证明和成绩，合格者获得学

分。此外，在校期间应积极参与劳动实践、体育活动及其他文体艺术活动。 

3．学术讲座。学术学位研究生在培养期间至少参加 20 次学术讲座，并提交

相应学术报告给导师，导师审核通过后由研究生交所在学院登记；参加校级以上

学术会议至少 1 次并汇报工作论文，或参加学院组织的研究生学术论坛 3 次以上

并汇报工作论文或本专业重要文献。 

4．文献阅读。具体推荐阅读的书目及期刊详见附件 2。 

具体课程设置见下表，其中核心课程简介详见附件 1。 

表 1：课程设置计划表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开课 

学期 

是否 

学位课 
开 课 单 位 

必 

 

修 

 

课 

公共课 

MK1002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 34 1 

是 

马克思主义学院 

WY10051 英语（学硕） 4 68 1 外国语学院 

JJ10020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 2 34 1 网课和学院面授 

共同核心课 

JJ2022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与经济监督 
4 68 1 

是 

经济学院 

JJ20230 中级计量经济学 3 51 1 经济学院 

JJ20240 经济学（微观与宏观） 3 51 2 经济学院 

方

向

核

方向 1 JR20100 金融审计 3 51 2 金融学院 

方向 2 JR20110 能源金融 3 51 2 金融学院 

方向 3 JR20120 金融科技 3 51 2 金融学院 



心

课 

方向 4 JR20130 金融风险管理 3 51 2 金融学院 

选 

修 

课 

专业选修课 

JR50100X 衍生金融工具与风险管理 2 34 3 

否 

金融学院 

JR50110T 金融政策与金融监管 2 34 2 金融学院 

JR50090X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2 34 3 金融学院 

JR50240T 当代中国金融审计史 2 34 2 金融学院 

JR50270T 经济金融学前沿 2 34 2 金融学院 

JR50120X 金融经济学 2 34 2 金融学院 

公共选修课 

1. 在导师指导下选修，至少修满 4 学分； 

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辩证法概论，须二

选一； 

3. 选修文史哲类课程和跨文化类课程各一门，学分不限； 

4. 非审计会计专业至少选修一门审计类课程，学分不限； 

5. 其他选修课程见《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公共选修课一览

表》。 

否 各学院 

先修课 1.货币银行学  2.证券投资学 否  



八、学位论文与学位申请 

本学位点学位论文与学位申请应达到以下要求： 

1. 符合《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工作管理规定》《南京审

计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范》《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

检测实施办法》《南京审计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南

京审计大学关于申请博士硕士学位学术成果基本要求及管理办法（试行）》的条

件和要求。 

    2. 依据 1.中文件规定，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和学

位申请仍需满足以下条件： 

   （1）学位论文的开题、预答辩与答辩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完成； 

   （2）学位论文正文字数不少于 3 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