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创新实验班培养方案 

（Economics） 

学科门类  经济学      专业代码  020101 

一、专业培养目标 

“经济学创新实验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行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育人方针，

在“育人为本，理论为基，应用为重，创新为魂”的教育教学理念指导下，本着“厚基础、

宽口径、重能力、高素质”的人才培养原则，通过构建经济学创新人才培养的新体系和新模

式，努力培养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经济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素质高，富有创新

意识和创造能力，具备熟练的外语应用能力、经济数学运用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和经济活

动实践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能力的经济学理论创新人才。  

二、专业培养要求 

    “经济学创新实验班”的毕业生能够从事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的基本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

工作，能够分析、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并能适应相邻专业领域的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优秀

毕业生将进入经济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进一步培养成为经济学理论教学、

研究或经济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具备良好心理素质和较高的综合素质。 

    2．掌握经济学相关领域的基本理论，熟悉国家经济政策与经济体制改革现状，特别是

掌握国家的经济方针和政策，了解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向。 

    3．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具有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掌握现代计算和分析技术，

具备熟练的英语交际能力和计算机操作能力。 

    4．掌握经济学科研究方法和手段，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

独立开展科研活动能力。 

    5．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较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人际关系沟通协调能力和一定程度的研究创新能力。 

三、课程设置 

课程按性质分为必修课、选修课两类。其中必修课包括通识必修课、学科基础课和专业

必修课；选修课包括通识选修课、专业选修课。 

课程按内容分为通识课（包括通识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学科基础课和专业课（包括



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三级课程平台，实践教学课程作为整个课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贯穿于学生培养的全过程。 

本专业主干课程包括大学英语（听、说、读、写）、微积分、线性代数、经济数学、政

治经济学、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经济学说史、计量经济学、产

业经济学等。 

（一）通识课程（62 学分） 

1．通识必修课程（44学分） 

通识必修课指教育部或学校规定的，原则上各专业必须修读的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

课、大学外语、计算机文化基础、体育等。 

2．通识选修课程（18 学分） 

通识选修课程是为提高大学生在自我认知、价值判断、思维创新、审美体验、科学精神、

生命关怀、社会责任、国际视野、沟通表达等方面的综合素质的课程，旨在引导学生涉猎不

同学科领域、学习不同学科的思想与方法，并在专业学习、职业规划、目标定位、人生价值

等方面深入思考。 

通识选修课下设特色课程、人文科学类、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和语言与写作类等课

程模块，学生需修满每个模块要求的最低学分。由学生根据兴趣自主决定选修课程，以完善

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实现“宽口径”的人才培养。 

学生选修与本专业开设的学科基础课和专业课重复或相近的课程，不计入通识选修课程

学分。 

（二）学科基础课程（37 学分） 

学科基础课是指经济学学科门类中各专业学生均应修读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的课程，是按学科门类设置的专业基础课，在学科门类中打通，以体现宽口径、厚基础的

要求。 

（三）专业课程（37 学分） 

1．专业必修课（19学分） 

专业必修课是指该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理论课，帮助学生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和基础知

识，学会在更深入的专门知识领域内进行理论分析和技术应用的能力。 

2. 专业选修课（18 学分） 

专业选修课是根据各专业学科属性设置的拓展性专业课程，主要目的是为了拓展学生知

识面，改善学生知识结构，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培养学生研究创新能力，包含专业前沿

知识讲座、学术研究方法等课程，体现本专业前沿知识和专业课程特色。 

（四）实践教学课程（18 学分） 



 1.基础实践（5 学分） 

（1）军政训练：新生入学后，集中进行为期不少于两周的军事理论学习和军事技能训

练。军政训练的教学任务和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军事理论知识，学会军事操练的基

本方法，使学生体验军队生活，培养其良好的纪律性和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军政训练完成

经考核鉴定合格，计 1 学分，不计入学生成绩绩点。 

（2）劳动实践: 学生第二学年期间须参加 1 次由学校安排的劳动实践活动，引导学生

参加生产或公益劳动，以培养学生基本的劳动观念和职业道德。为期 1周，活动完成由学生

所在实践单位就学生的劳动态度、出勤情况给出综合评定，经鉴定合格，计 1 学分，不计入

学生成绩绩点。 

（3）读书活动：学生第一学期至第四学期须完成“读书活动”，并撰写读书心得。学生

可在推荐书目中自由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著作进行阅读。在阅读过程中，应做好读书笔记，并

撰写一篇不少于 3000 字的读书心得，在每学年第一学期的 12月底和第二学期的 5月底，分

别将当学期的读书笔记和读书心得以班级为单位，由班级指导教师进行成绩评阅。每学年计

0.5学分，共计 1学分，不计入学生成绩绩点。 

（4）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该课程为必修课程，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指导帮助，计

2学分。 

2.专业实践（11 学分） 

（1）独立开设的实验课程：是指各专业单独设立的专业实验课，包括专业综合实验、

学科综合实验和跨学科综合实验，鼓励开设研究性实验课程，本环节开设旨在增强学生的实

践创新和动手操作能力。本专业开设经济学综合实验、经济学现实问题讲座，计 3学分。 

（2）学年论文：第六学期由学院安排学年论文写作，以锻炼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综

合运用能力，计 1学分。 

（3）毕业实习：在第八学期进行不少于 6周的毕业实习。实习结束后，根据实习内容

填写毕业实习报告。毕业实习过程完成并经鉴定合格，计 3学分。 

（4）毕业论文：安排在第八学期，为期 10周，帮助学生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加深对

专业知识的专题研究，培养进行科研工作的能力。通过答辩，计 4学分。 

3. 综合实践（2 学分） 

综合实践部分根据《山东财经大学本科生社会实践与创新活动学分制管理实施细则》组

织实施。要求学生最低选修 2 学分，本部分课程成绩不计入学生成绩绩点。 

（1）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与社会实践：引导学生走出校门，到社会中去，提高自己的

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能力，深化课堂教学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团委组织

的社会实践统筹进行，学生在前三学年通过参加社会调研、社会考察、社会服务、“三下乡”、

志愿活动等形式完成社会实践活动，按要求填写《山东财经大学本科生社会实践活动登记表》

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社会实践调研报告，志愿活动需填写《山东财经大学本科生志愿者



活动登记表》并提供志愿者注册号，由团委组织评阅并认定成绩。根据《山东财经大学本科

生社会实践与创新活动学分制管理实施细则》计算学分，寒暑假开展的社会调研与实践活动，

每次可获得 1 学分；日常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每 80 小时可获得 1 学分。要求累计获得 2

学分。 

（2）创新活动：鼓励学生在校期间（第八学期除外）参加各级各类科学研究、创新竞

赛及发明创造活动，对取得优秀成绩或创新成效显著的学生，根据《山东财经大学本科生社

会实践与创新活动学分制管理实施细则》和有关证明材料认定计算学分。此部分不做最低修

读学分要求。学生所获学分可冲抵通识选修课学分，最多可冲抵 6 个学分。 

四、学制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 4年。根据学校学分制管理规定，实行 3-6年弹性学制，学生可提前

1年或延长 2年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五、毕业学分要求 

本专业要求学生修满指导性教学计划中规定的课程总学分 154学分和各模块应修学分，

方准毕业，其中： 

1.通识课程 62学分，占总学分的 40.26%，其中，通识必修课 44学分，选修课 18学分，

需修满每个模块要求的最低学分。 

2．学科基础课程 37学分，占总学分的 24.03%。 

3．专业课程 37学分，占总学分的 24.03%，其中，专业必修课 19学分，专业选修课需

最低修读 18学分。 

4．实践教学环节 18学分，占总学分的 11.69%。 

六、学位授予 

按要求完成学业，达到毕业学分要求，并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

位。 



七、课程体系框架及学分分配 

实践教学学时分配及比例 

     实践教学 
         环节 
学时 
及比例 

必修课课程内 

实践教学环节 

选修课课程内 

实践教学环节 

独立设置的实践 

教学环节 
合  计 

学  时 164 0 612 776 

占总学时 
比例(%) 

5.42% 0 20.23% 25.65% 

八、教学计划及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

程

总

学

分 

课

程

总

学

时 

学时类型 学期、周数、周学时分配 

理

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4 17 17 17 17 17 17 8 

通识课 

通识必修课 44 842 698 144 14 15 12 11        

通识选修课 18 306 306     3 3 3 3 3 3  

小计 62 1148 1004 144 14 18 15 14 3 3 3  

学科基础课 37 625 625  7 7 6 10 5 3    

专业课 

专业必修课 19 334 314 20 3 3 3 3 7      

专业任选课 18 306 306           6 8 4  

小计 37 640 620 20 3 3 3 3 13 8 4  

独立设置的实践教学课程 18 612   612           6    

合  计 154 3025 2249 776 24 28 24 27 21 20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