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实验班）2016 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经济学专业是经济学院年轻而富有活力的专业。近年来，本专业以本科生导师制为切入

点，构建了多方位、全过程、立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学生进入国内外著名高校、研究机

构继续深造营造，以及进入相关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科学的专业训练，是我校学术型经济

专业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 

本专业目前有专业教师 17 人，其中教授 5 人，副教授 8 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14 人；并

有 1 人入选北京市中青年社科理论“百人工程”学者，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 4 人，北京市

青年拔尖人才 2 人；多位教师担任全国性学会理事，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曾任教于此。

近年来，本专业教师主持 7 项国家社科基金，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 项教育部课题，其

它部级项目 20 余项；在《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发表论文 6 篇，在《经济学动态》、

《金融研究》等国内著名期刊杂志近 50 篇，其他学术刊物 300 余篇，出版专著 20 余部，参

著、译著 13 部；获得各类科研、教学奖项 20 余项；编辑出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等多部教材。 

二、培养目标 

经济学实验班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较为扎实的理论经济学基础和现代经济分

析方法，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能够从事经济分析、预测、规划和管理工

作的专业经济人才。 

（一）培养要求 

学生经过本专业学习获得以下知识和能力： 

1. 掌握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了解经济学发展动态； 

2. 熟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现状； 

3. 掌握进行经济调查，文献检索的主要方法，具备从事应用性经济研究的基本能力； 

4. 具有从事经济类工作的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能力； 

5. 具备团队精神和沟通能力、组织能力。 

（二）培养路径 

本专业依托我校理论经济学科的科研优势，提出宽口径、厚基础、高起点的人才培养理

念，深化理论型、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改革与创新，优化多层次、全流程、立体化的人才培养

模式，打造经济学理论、方法功底扎实的专业人才培养路径。 

1. 系统的经济理论学习和扎实的经济学方法训练。 

2. 多样化的学术活动（高水平的专业讲座、学术沙龙、学生科技立项、学科竞赛等）。 

3. 国际化视野（原文教材研读、留学讲座等）。 

4. 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考察、工厂和专业市场参观，创新实践、社会志愿者等）。 

三、主干课程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中级微观

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专题、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当代经济学流派、发

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 

四、实践特色 

1. 特色选修课设置。为充分体现宽口径人才培养要求，按照国内一流经济学培养标准，

作为试点，经济学实验班在选修课设置上首次将选修课分为三大模块共 25 门课程：经济理

论与方法模块（8 门）、应用经济模块（8门）及实践模块（9门）。 

2. 扎实的专业方向课设置。为充分体现厚基础、高起点的人才培养要求，经济学实验



班在专业方向课设置上强调深度学习，特开设中级微观经济学与中级宏观经济学，已达到国

内经济学一流培养标准。 

3. 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的教学中，引入相关实验软件，

开发参与式实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相关经济学原理和政策实践的认识； 

4. 鼓励学生参加导师主持科研项目的数据调查和处理，培养学生从事经济类研究的基

本能力； 

5. 在导师指导下，参加本科生科研立项和创新实践，培养学生独立从事科研、创业的

能力； 

6. 通过社会实践、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增加学生对我国经济实践的认识，实现理论

与实际的有机结合。 

五、学分学时 

学生修满 137 学分方准予毕业。 

第一课堂的课程教学为 120 学分，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的学分比为 1:2.1，选

修课学分占课程教学总学分的比例为 26.7%。集中实践教学环节为 9 学分。实践教学与理论

教学的学时之比为 2.6:7.4。 

第二课堂的教学总学分为 8 学分。 

六、学制学位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