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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一、 学院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在著名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基础上新组建的、一个以

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为主的教学科研机构，致力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规范化、本土化，

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这里自创立伊始就一直以教学、科研为根，智库

为果，三位一体。经过 20多年发展，国发院已经成为经济学、国家发展、工商管理等多学

科、多领域教学与科研的旗帜，也是中国高校智库的领军者。 

作为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具有良好的学术气氛和学

术传统，为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致力于推进中国社

会科学的综合研究，尝试组织跨学科的研究，培养综合性的国家发展高级人才，以综合性的知

识集结服务于我国改革发展和全球新秩序的建设，服务于社会科学的发现与探索。这也是实现

北京大学在新时期创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发展研究院将以国家发展为中心议题，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与现代化的实践，前瞻性

地提出重大的战略、制度、政策和基础理论问题，持续关注全球格局的演变，参与改革发展与

建设国际新秩序的高层对话。按照“小机构、大网络”的原则，组织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培养

综合性的国家发展高级人才，成为中国集结高水平综合性知识的一个学界思想库。 

在教学方面，国发院目前开展的教学项目包括经济学本科、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经济学

硕士与博士研究生、MBA、EMBA、管理博士（DPS）、公共管理硕士、理论经济学（国家发展）

博士等。 

在经济学教学方面，国发院前身 CCER创立伊始就代表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新高度。以林

毅夫为首的一批海归经济学博士，致力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1996

开始的经济学硕士与博士教学，以及同年开设给北大本科生的经济学双学位项目，至今都是中

国经济学教育的标杆。国发院如今已经培养出 1000余名硕博士，双学位校友超过 1万人。 

在科研方面，国发院从 1994年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开始，就一直用最

大努力去吸引最优秀的教授与研究资源。在创院六君子之后，这里又陆续吸引来周其仁、卢

锋、宋国青、姚洋等一大批知名教授，近几年加盟或回归的还有黄益平、张晓波、闵维方、刘

国恩、林双林、张维迎等多位知名教授。优秀的教授不仅本人是难得的教学与科研人才，往往

还是一个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赵耀辉教授主持中国健康养老调查，林双林教授带来了中国公

共财政研究中心，张维迎教授带来了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刘国恩教授带来了中国卫生经

济研究中心，黄益平教授发起了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新成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中心。如今的国发院旗下已经拥有 11个研究中心，原有的经济学研究已经扩展到人力资本、

能源、人口与养老、财政、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将国发院“小机构、大网络”的平台优势发

挥到极致。 

在智库方面，国发院始终强调以教学和科研为本，智库为果。20多年来，以国家发展为

中心议题，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与现代化的实践，前瞻性地提出很多重大的战略、制度、政策

和基础理论问题，持续关注全球格局的演变。除教学和科研之外，北大国发院还积极参与政策

讨论。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易纲教授担

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自 2013年以来，林毅夫教授、宋国

青教授、周其仁教授、卢锋教授先后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周其仁教授、宋国青教授、黄益平

教授先后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卢锋教授常年为财政部提供 G20峰会的学术支持。李

玲教授曾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做专题讲解。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北大国发院的教授们参与了

国内几乎每一场关于改革问题的重大争论，在新农村建设、国企改革、一带一路、土地制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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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电信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汇率政策、宏观调控、股市治理、生育政策调整等诸多领域做

出了显著的贡献。2015年，北大国发院作为高校中的第一家，接受国务院委托进行“金融支

持实体经济”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工作。 

这里也逐步形成了“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格政”、“中美经济对话”、“两岸经济

发展研讨会”、“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中国经济学年会”等一系列智库论坛或项目，成

为中国高校智库当之无愧的领军者，斩获多项殊荣，并首批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本科项目 

为满足社会对“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人才不断增长的需求，1996 年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始为北京大学校内非经管专业本科生设立经济学双学位

和辅修项目。在学校领导和各方的关怀下，经济学双学位项目以其科学的课程体系、一流的师

资队伍、标准规范的教学服务受到广大同学的欢迎，一跃成为北京大学最大的本科生项目。 

十余年来，经济学双学位项目成长迅速，在课程体系设置、教学教务管理、奖助学金安

排，就业信息服务和海外访学交流等各方面日渐成熟，切实坚持以丰富同学们的学科背景，促

进跨学科的交流合作，特别是以提高广大学生综合能力和在日趋激烈的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为宗旨，扎扎实实地提高项目的质量和水准。 

目前，经济学双学位项目享誉北大校内外，每年各类在读学生 2000余人。毕业校友 1万

多人。 

从 2009年 9月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本科生项目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共同培养政

治、经济、哲学方向（PPE专业）的跨学科人才。7年来，国家发展研究院在本科生的培养方

面累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从 2016年秋季开始，为满足本科生学习经济学（国家发展方向）的需要，国家发展研究

院以 20年双学位培养的经验为依托，开始招收本科生。 

国家发展研究院致力于为北京大学创建一个本科精品项目，其特色包括如下方面： 

1) 先进的培养理念 

国家发展研究院致力于打造本科精品项目，贯彻国际化、跨学科、学术导向的培养模式，

培养经济学研究型人才。坚持以科学的课程体系、一流的师资队伍、标准规范的教学服务，夯

实专业基础 ，促进跨学科的交流合作。 

2) 优质的师资团队 

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国内经济学大师最密集的地方，这里有享有国际声誉和卓越成就的顶级

经济学家林毅夫、姚洋、周其仁、张维迎等大师为本科学生授课，课程好评如潮。学院全体教

师均有海外留学经历，均有国际知名大学博士学位，他们接受过系统和完整的经济学训练，对

经济学领域有深入的研究。所有教师每周均设有 office hour，开放与学生交流。老师们渊博

的学识和宽广的胸怀不仅能使学生收获经济学的知识，也能让学生接受最好的人生观教育。学

院还聘请了一批造诣深厚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业界精英作为学院的兼职教授，长短期访问

教授和特聘教授，并多次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来演讲。 

3) 丰富的教学经验 

国家发展研究院积累了 20年的经济学双学位、硕博研究生培养经验，并且于 2009年至今

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共同培养政治、经济、哲学方向（PPE专业）的跨学科人才。丰富的教学

研究经验和其他完善的教学配套为本科生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一流的导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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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国际先进的 Mentor & Mentee理念，为每位学生分配造诣深厚的学术导师和生活导

师，指导学生学习、学术研究和生活。大师指导，因材、因兴趣施教，帮助学生找到研究方

向，发挥所长。 

5) 完备的课程体系 

普通本科生学制四年。坚持专业化与多元化并存，学习内容包括学校通识课、学科基础

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和跨学科选修课等内容。专门为学生设计个性化的小班课与英文

课，此外，还打通研究生、本科生界限，学有余力的学生还可以修读研究生课程，开设专题性

研讨班，让学生参与研究生课题研究。 

精品课程设计： 

1.学科基础课：数学类 

2.专业核心课：经济学类 

3.专业选修课：经济学理论类、贸易与金融类、发展与转型类、管理学类 

4.跨专业选修课：数学类、哲学类、政治学类、国际关系类、社会学类、历史学类 

5.调查与实践和海外交流课程  

6) 扎实的学术训练 

学院重视培养学生的开放型和批判型思维，国家发展研究院老师们对经济学多个领域有深

入的研究，这些研究项目均可提供给学生选择。老师们会指导每位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学完成

本科生科研。通过严谨扎实的学术训练，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同时注意理论基础的夯实与实

践能力的培养。 

7) 深入的国际交流 

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国际学术界有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将着力培养国际化人才，本科教学

90%以上课程采用双语教学，每学期都开设全英文课程，授课教师汇集国际知名教授、访问学

者，更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参加的系列专题讲座。我们鼓励学生参与国际交流，并对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为每名本科生提供一次去国外一流大学交换半年的机会。

学生还可在导师带领下参加国际会议，出国访问，开展学术交流。目前设有国家发展研究院独

享的西点军校、纽约市立大学柏鲁克分校 MFE等交流项目。 

8) 丰富的社会实践 

学生通过院系开设的社会调查与研究课程参与 CHARLS等项目，将实践与学术研究有效结

合。国家发展研究院创建实践基地，鼓励学生深入田野调查实践，还利用经济学双学位平台，

与其他专业学生深入交流。开展社团活动，举行丰富多彩的学术讲座与职场沙龙、企业参访与

学习等活动。学生还可以参与硕博研究生、MBA、EMBA开展的实践活动。 

9) 丰厚的奖助学金 

学校和学院均设有丰厚的奖助学金，国家发展研究院设有富邦助学金、崔钧助学金、中国

经济研究奖学金、冯燊均奖学金、钟国光社会服务奖学金、朗润青年奖学金、中国金融四十人

路劲奖学金等丰厚的奖助学金。我们鼓励优秀学生不断提升自我，更力争为每一位家境困难的

学生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 

10) 宝贵的校友资源 

 国家发展研究院“传”、“帮”、“带”的优良传统为在校生与校友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

系。校友关系是本科学生将来继续深造和就业的宝贵资源。20年来，已有经济学双学位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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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余名，他们有的继续深造，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全球

著名大学，有的直接参加工作，遍布于政府机关、金融、教育、文化、传媒、体育等各界。硕

博研究生校友一千余名，硕士生多数在政府或业界知名企业工作，博士生多数在国内外著名高

校或研究机构任教和工作，任职学校包括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

学圣地亚哥分校、威斯康辛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多伦多大学、北京大学等世界著名大

学，以及 IMF、World Bank 等著名机构。MBA、EMBA校友 3000多名，他们多是世界五百强企

业高管。 

二、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20101 经济学(国家发展方向) 

Economics

（National 

Development） 

四年 经济学 

三、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电话 

院长                  姚洋               62753103 

主管教学副院长             徐晋涛         62767629 

本科生教学主任    汪浩      62758934 

本科生教务主管              刘博谦         6275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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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2017 级本科生 

一、 专业简介 

经济学（国家发展方向） 

二、 专业培养目标及要求 

经济学（国家发展方向）专业主要培养具有跨学科视角的经济学研究人才。通过专注于国家发

展规律的综合性研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的高素质人才，培养经济

学研究和教学的学术后备人才，以及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政策研究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从

事研究与管理工作的领军人物。 

三、授予学位：经济学学士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总学分:130学分，其中:    

公共与基础课程，43-49学分；（注：若英语课按要求选修少于 8学分的，可选修其他类

别的课程补齐总学分。） 

核心课程，22学分； 

限选课程，4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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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与自主选修课程，18学分。 

特别说明：学生不得重复选修课程名称相同的课程。否则，重复选修的课程不得计入毕业

学分。 

1、 公共与基础课程：43-49学分 

（1）全校公共必修课程：23-29学分 

说明:若英语课按要求选修少于 8学分的，可选修其他类别的课程补齐总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大学英语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

室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2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2   

0403173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4 3   

04031750 形势与政策 1 1   

04831433 文科计算机基础 3 3 秋季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 体育系列课程 4 —— 全年 

（2）学科基础课程：20学分[学生修读数学分析（I）、数学分析（II）、高等代数（I）分

别可以替代高等数学（B）（一）、高等数学（B）（二）、线性代数(B)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0130201 高等数学 B(一) 5 6 一上 

00130211 高等数学 (B) (一)习题课  0 2 一上 

00131460 线性代数(B) 4 4 一上 

00131470 线性代数 (B)习题 0 2 一上 

00130202 高等数学 B(二) 5 6 一下 

00130212 高等数学 (B) (二)习题课  0 2 一下 

00131300 概率论 3 3 二上 

00135460 数理统计 3 3 二下 

 

2、核心课程：22学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国家发展方向）专业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4 一上 

06239084 中级宏观经济学 3 3 二上 

06239085 中级微观经济学 3 3 二上 

06239086 计量经济学 3 3 三上 

06234900 中国经济专题 2 2 三上 

06239087 中国经济专题小班讨论课 1 1 三上 

06239114 经济学研究训练 3 3 三上 

  毕业论文 3 3 四下 

 

3、限选课程：41学分 

（1）专业限选课 32： 

A.专业实践课：4学分（必须修读数据分析和计量经济学编程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6237020 社会经济调查理论方法与实践 4 4 二下 

06239083 经济学社会实践 2 2 暑期 

06239121 数据分析和计量经济学编程 2 2 二下 

B.基础限选课:1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06239120 经济学前沿与研究方法 2 2 二上  

06239125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3 2 二下  

06239126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讨论课 0 1 二下  

06239111 战略管理学 3 3 二下  

06238090 经济增长导论 3 3 二下  

06239093 发展经济学 3 3 三上  

06239123 政治学概论 3 3 三上  

（国发院

开设） 
政治经济导论 3 3 三下 

二选一 

03231080 政治经济导论 3 3 春季 

02330001 哲学导论 2 2 秋季 
二选一 

02330000 哲学导论 2 2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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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30161 宗教学导论 2 2 春季 
二选一 

02330162 宗教学导论 2 2 春季 

 

C.本院系其他限选课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06239000 博弈与社会 3 3 

06239010 博弈与社会小班习题课 1 1 

06239040 宏观经济与健康 3 3 

06239060 社会公正与中国实践 3 3 

06239070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2 2 

06239073 管理学经典选读 3 3 

06239075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 2 2 

06239077 期权、期货与衍生品定价 3 3 

06239078 宏观理论 3 3 

06239082 中国改革专题 2 2 

06239088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3 3 

06239089 产业组织 3 3 

06239090 城市经济学 3 3 

06239091 创业管理 3 3 

06239094 法律经济学 3 3 

06239095 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 3 3 

06239097 国际金融 3 3 

06239098 国际贸易 3 3 

06239099 行为经济学 3 3 

06239100 环境经济学 3 3 

06239101 货币银行学 3 3 

06239102 金融计量 3 3 

06239103 劳动经济学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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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39104 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分析 3 3 

06239106 投资学 3 3 

06239108 卫生经济学 3 3 

06239109 新制度经济学 3 3 

06239110 信息经济学 3 3 

06239112 中国财政前沿问题 3 3 

06239113 中国宏观经济 3 3 

06239115 公共财政学 3 3 

06239116 国际发展前沿：理论与实务 3 3 

06239118 金融经济学 3 3 

06239122 随机微积分及其在量化金融的应用 3 3 

06239124 中国经济 3 3 

06239128 创新经济学 3 3 

 

D.学部内限选课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2530170 《资本论》选读 2 2 秋季 

02532240 金融经济学导论 3 3 秋季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3 3 春季 

02533350 外国经济思想史 3 3 春季 

02533490 世界经济史 2 2 春季 

02535240 中国经济史 3 3 春季 

02530160 外国经济史 2 2 春季 

02831560 计量经济学应用 3 3 秋季 

02831620 劳动经济学 3 3 秋季 

02831650 城市与区域经济学 3 3 春季 

02833230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3 3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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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34760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2 2 春季 

02838150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3 秋季 

02838160 数据分析与统计软件 2 2 秋季 

 

（2）跨学科限选课：9学分（以下课程可自选，选课范围需至少覆盖 3个类别） 

A．数学科学学院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0130161 拓扑学 数学学院 3 3 春季 

00130200 数学模型 数学学院 3 3 春季 

00130280 计算方法（B) 数学学院 3 3   

00131420 数据结构 数学学院 3 3 秋季 

00132310 微分几何 数学学院 3 3 秋季 

00132320 复变函数 数学学院 3 3 春季 

00132340 常微分方程 数学学院 3 3 春季 

00132350 泛函分析 数学学院 3 3 春季 

00132370 实变函数 数学学院 3 3 秋季 

00135450 抽象代数 数学学院 3 3 秋季 

00136360 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 数学学院 5 5 春季 

B.哲学系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2330025 
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

（上） 
哲学系 2 2 春季 

02330026 
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

（下） 
哲学系 2 2 秋季 

02330052 西方哲学（上） 哲学系 2 2 春季 

02330054 西方哲学（下） 哲学系 2 2 秋季 

02330070 现代西方哲学 哲学系 2 2 秋季 

02330094 中国哲学（上） 哲学系 2 2 春季 

02330095 中国哲学（下） 哲学系 2 2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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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哲学系 2 2 春季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哲学系 2 2 春季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哲学系 2 2 春季 

02330152 美学原理 哲学系 2 2 秋季 

02332250 中国宗教史 哲学系 2 2 秋季 

02333371 政治哲学 哲学系 2 2  

02335100 知识论 哲学系 2 2 春季 

02336400 现代逻辑基础 哲学系 4 4 春季 

 

 C.历史学系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上） 历史系 4 4 秋季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下） 历史系 4 4 春季 

02130020 中国近代史 历史系 4 4 秋季 

02130101 中国历史文选(上) 历史系 4 4 秋季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下) 历史系 4 4 春季 

02130110 史学概论 历史系 3 3 春季 

02130120 中国史学史 历史系 3 3 秋季 

02130130 外国史学史 历史系 3 3 秋季 

02132030 中国现代史 历史系 4 4 春季 

02132040 中国历史文化导论 历史系 4 4 秋季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历史系 4 4 秋季 

02132091 外国历史文选（上） 历史系 3 3 秋季 

02132092 外国历史文选（下） 历史系 3 3 春季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历史系 2 2 春季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历史系 2 2 秋季 

02133630 中世纪欧洲史 历史系 2 2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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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33640 欧洲史 历史系 2 2 春季 

02133650 美洲史 历史系 2 2 秋季 

02133660 亚洲史 历史系 2 2 春季 

02135010 中国古代史 历史系 4 4 春季 

02139190 非洲史 历史系 2 2 秋季 

D.社会学系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上） 社会学系 2 2 春季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系 4 4 春季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下） 社会学系 2 2 秋季 

03130050 中国社会思想史 社会学系 2 2 春季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社会学系 4 4 秋季 

03130130 社会统计与数据分析 社会学系 4 4 秋季 

03130150 社会人类学 社会学系 3 3 秋季 

03130190 城市社会学 社会学系 2 2 春季 

03130250 农村社会学 社会学系 2 2 春季 

03130460 社会保障 社会学系 3 3 春季 

03130880 西方社会思想史 社会学系 3 3  

03131190 社会工作概论 社会学系 4 4 春季 

03131260 数据分析技术 社会学系 2 2 秋季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社会学系 4 4 秋季 

03131520 马列经典著作选读 社会学系 2 2 春季 

03131530 人口社会学 社会学系 2 2 春季 

E政府管理学院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3230020 政治学原理 政府管理学院 3 3 秋季 

03230040 比较政治学概论 政府管理学院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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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30050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政府管理学院 3 3  

03230700 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 政府管理学院 3 3 春季 

03230780 中国政治思想史 政府管理学院 3 3  

03230790 西方政治思想史 政府管理学院 3 3 春季 

03231110 新公共管理 政府管理学院 3 3 秋季 

03231230 城市与区域经济学 政府管理学院 3 3 秋季 

03231250 城市管理 政府管理学院 3 3 春季 

03231300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 政府管理学院 3 3  

03231620 公共政策分析 政府管理学院 3 3 秋季 

03231660 政治哲学 政府管理学院 3 3  

03231700 政党学概论 政府管理学院 3 3 春季 

03231720 监察与监督 政府管理学院 3 3 秋季 

03232270 政治学概论 政府管理学院 4 4 秋季 

03232580 行政学原理 政府管理学院 3 3 秋季 

F.国际关系学院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2430010 国际政治概论 国际关系学院 3 3 秋季 

02430020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关系学院 3 3 春季 

02430032 世界社会主义概论 国际关系学院 3 3 秋季 

02430041 政治学原理 国际关系学院 3 3 春季 

02430050 外交学 国际关系学院 3 3 秋季 

02430091 国际关系史（上） 国际关系学院 3 3 秋季 

02430092 国际关系史（下） 国际关系学院 3 3 春季 

024301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

系 
国际关系学院 3 3 秋季 

02430220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国际关系学院 3 3 秋季 

02430380 世界政治中的民族问题 国际关系学院 3 3 春季 

02430411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学院 3 3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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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30500 世界宗教与国际社会 国际关系学院 3 3 春季 

02430931 国际组织与国际法 国际关系学院 3 3 春季 

02431651 环境气候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学院 3 3 秋季 

02433230 非传统安全概论 国际关系学院 3 3 春季 

 

4、通识与自主选修课程：18学分 

（1）专业选修课程：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备注 

06235060 财务会计 3 3  

06236010 财务报表分析 3 3  

06236060 大国国家发展战略 2 2  

06238080 互联网金融与大数据 2 2  

06239050 实证金融学 3 3  

06239076 市场微结构模型专题 2 2  

06239092 低碳经济与碳金融 3 3  

06239096 公司金融 3 3  

06239105 市场营销 3 3  

06239107 网络营销与信息经济战略 3 3  

06239117 教育经济学 3 3  

06205230 组织理论 3 3 研究生课程 

06206010 高级微观经济学Ⅱ 3 3 研究生课程 

06206020 高级宏观经济学 II 3 3 研究生课程 

06206055 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 3 3 研究生课程 

06210880 高级卫生经济学 3 3 研究生课程 

06215010 高级微观经济学 I 3 3 研究生课程 

06215020 高级宏观经济学Ⅰ 3 3 研究生课程 

06215051 高级计量经济学 1 3 3 研究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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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15052 高级计量经济学 II 3 3 研究生课程 

06215062 高级数理经济学 3 3 研究生课程 

06215091 经济学研究专题Ⅰ 1 1 研究生课程 

06216020 经济学思想史 3 3 研究生课程 

06216460 法律经济学 II 3 3 研究生课程 

06216500 发展经济学 3 3 研究生课程 

06216580 老年人口与经济分析 3 3 研究生课程 

06216700 产业组织 3 3 研究生课程 

06216790 实证策略 3 3 研究生课程 

06216800 劳动经济学 I 3 3 研究生课程 

06200420 经济学田野调查 3 3 研究生课程 

国家发展研究院其他研究生课程 

（2）其他：12学分 本类课程可以从学校公选课、通选课、专业选修课等各类选修课程中任

意选择。 

 

注：本教学计划中的开课学期与任课教师信息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开课学期开课院系公布的

信息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