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国际贸易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020206）

（经济与管理学部经济学院）

一、培养目标

培养培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德、智、体全面发展，自觉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勇于追求真理，愿意献身于科学和教育事业的高级专业人才。使博士研究生具有系统、

深入和扎实的经济学科学理论基础，熟悉并掌握国内外研究进展和最新成果。具有独立组织、

申报和承担实施科研项目的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初步掌握第二外国语。毕业后能胜

任在高校、科研单位或专业部门的相关专业的工作，并在科学研究上能独立做出创造性成果。

二、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导师负责制与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和论文工作主要在本校完成，必

要时安排在国内或国外有关学术单位进行短期学习工作。 课程学习由导师指定参考文献和

数目，学生自学为主，期间安排必要的讲授或讲座和课堂讨论。考试或考核采用“开卷”形

式，以学生的读书笔记，论文等作为主要内容。学习年限一般为 4年，最长不超过 6年。

三、主要研究方向

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2.贸易与环境

3.东亚地区分工与经济一体化研究

4.贸易、FDI 与技术进步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一）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课程包括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学位公共课包括政治理论、

外国语等公共必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6 学分；学位基础课为学位必修课程；学

位专业课包括以学科群为单位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和指向研究方向的专业选修课程，学位基

础课 6分与学位专业课（必修）3分，学位专业课（选修）课程至少选修 1门，不少于 2 学

分，跨专业选修至少 1 门，不少于 2 分。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至少应取得 20 学分。

导师可根据专业培养需求和博士研究生已修读课程的情况，要求博士研究生补修一些先

修课程。

（二）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中英文名称 学分 开课时间 任课教师

学位公共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Chinese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World

2 第一学期

外国语
Foreign Language 4 第一学年



研究伦理与学术规范
Discipline and Ethics in Academic
Research

/ /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Marxist Classics 1 /

学位基础课
必修

(至少 6分)

高级微观经济学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2 第一学期 董直庆、周晓

岚等
高级宏观经济学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2 第二学期 张敏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Advanced Econometrics 2 第一学期 李巍、王林辉

学位专业课
必修
(至少 3分)

国际经济前沿 2 第二学期 殷德生、陈体
标

科研论文写作 1 第二学期 龙翠红

学位专业选
修课
(至少 2分)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第三学期 李真
汇率经济学
Exchange Rate Economics 2 第三学期 吴信如

时间序列分析
Time Series Analysis 2 第三学期 新老师、李

现代金融前沿 2 第三学期 导师组

贸易与环境 1 第三学期 杨来科

投入产出分析 2

微观计量经济学 2 第三学期

经济前沿研究方法

至少选修 1 门，不少于 2 学分
跨学科或跨
专业选修课

五、科研成果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一）本人为第一作者，或

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在 SSCI、A&HCI 收录期

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二）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华东

师范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在文科一级学科权威期刊发表 1 篇学术论文；（三）本人为第一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在 CSSCI 收录期刊（含扩展版）上发表 2 篇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科研成果达到规定要求后，方能提出学位申请。

六、学业考核

（一）年度报告。每学年末，博士研究生向导师及指导小组汇报一年来的学习与科研进

展，院系、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二）基本文献阅读能力考核。博士研究生应该掌握其研究领域涉及的基本文献，第一

学年结束时由院系组织考核，具体考核方案由导师自行确定。

（三）开题报告审核。博士研究生第一学年需要修满规定课程学分，需完成学位论文开

题工作。院系和研究生院在第三学期初进行考核。

（四）答辩资格审核。秋季毕业生须在每年 4 月 10 日前，春季毕业生须在每年 10 月

31 日前进行论文答辩资格审核。具体审核日期以通知为准。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资格审核

主要包括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审核、科研成果的审核、学术活动参加情况的审核等。

七、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选题。论文选题前必须做好拟选题研究项目的学术背景调查，通过文献资料

检索，以保证将进行展开研究工作的前瞻性、创新性和科学性。

（二）论文开题。根据院系安排进行开题报告会，参加开题报告的研究生必须递交撰写

完整的论文研究的计划书（含选题的目的意义和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研究计划和研究的计划进度、拟采取的技术路线，前期工作的准备或基础，参考文献资料等），

论文开题报告须根据“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审核标准”由学科组审议通过。

（三）论文撰写。在开展论文研究工作和论文撰写过程中，应定期向导师或导师组成员

报告研究进度，探讨和解决可能存在或出现的问题，直至学位论文的定稿。

（四）论文预答辩。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博士研究生必须通过院系组织的论文预答辩。

院系组织相关专业的教师、导师和指导小组成员听取申请人全面报告论文进展情况及取得的

成果，提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学位论文的意见和建议，并确定申请人可否如期参加答辩。

（五）论文评阅与答辩。论文答辩前应首先通过学院组织的“双盲”评阅，通过者方可

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八、基本文献阅读书目

（一）杂志类

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 Journal of Economic Review

3.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4.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

5. 世界经济.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与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共同主办.

（二） 书籍类

1. David Romer,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4th Edition), Mcgraw-Hill Series in
Economics, New York, 2011,

2. Geoffrey A. Jehle, Philip J. Reny & Prentic Hall, Advanced Microeconomic Theory (3rd
Edition), New York, 2011.

3. Krugman, Paul R. & Maurice Obst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 Policy (8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North Limited, International Edition, 2009.

4. Bernard Hoekman & Michel Kostech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Trade
System (3rd Edition), Oxford Press, 2009.

5. Steven Husted,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 (9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North
Limited, 2010.

6. Dilip K. Das, The Chinese Economic Renaissanc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7. WTO and UNEP, Trade and Climate Change, 2009.

8. The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limate Chang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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