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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 （代码：0202） 

本专业具有 硕士 学位授予权和 博士 学位授予权 

一、培养目标 

1.硕士生 

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学术道德，具有良好的经济理论基础和系统的经济学

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外语、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熟悉学术规范，具

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或具有较高实际工作素养，毕业后能胜任学校、研究机构、

政府部门、金融、企业单位的教学、研究及管理工作的专业人才。 

 

2.博士生 

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学术道德，具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基础和相关知识，能

够熟练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熟悉学术规范，熟悉本学科在国内外发

展的历史、现状及趋势，有一定的国际交流经历，对经济学及相关领域研究深入并取

得创新性研究成果，毕业后能够胜任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的高级

专业人才。 

二、学科方向与主要研究内容 

序号 学科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 

1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区域可持续发展等 

2 金融学 公司金融、资产定价、行为金融、货币银行等 

3 国际贸易学 
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环境贸易、文化贸

易等 

4 劳动经济学 就业、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劳动关系等 

三、学习年限 

1.硕士生 

硕士生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硕士生可以在 2 年或 2 年半申请提前毕业，申请答

辩前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①按规定修满学分、成绩合格；②培养单位关于硕士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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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毕业的条件。 

2.博士生 

博士生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硕博连读生、本科直博生学习年限为 5 年，各类博

士生学习年限不超过 6 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1.硕士生（最低学分：37 分） 

课程类别 科目和门数 最低学分要求  

公共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学分 思政课必修课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学分 

思政课选择性必修

课，任选一门 自然辩证法概论 

英语 4 学分  

方法课 1 门（文/理） 2 学分  

学位基础课 
一级学科平台课程 9 学分  

跨一级学科课程 0 学分  

学位专业课 学科方向课程 9 学分  

专业方向课 专业方向方法课、专题课 4 学分  

必修环节 

实践活动 2 学分  

中期考核 2 学分  

学术活动 2 学分  

公共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X 学分/不计学

分 
 

注：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由研究生院培养处组织开设，除一外为小语种的研究生必修二外英

语以外，其他研究生可以不修公共选修课。 

 

2.博士生（最低学分：27 学分） 

课程类别 科目和门数 最低学分要求 备注 

公共必修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思政课必修课
* 

英语 4 学分  

方法课（文/理）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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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基础课 

方法课 9 学分  

学科前沿研讨课 2 学分  

高级研讨课 2 学分  

必修环节 

科研活动 2 学分  

国际化经历 2 学分  

中期考核 2 学分  

公共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X 学分／不计学分  

注：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由研究生院培养处组织开设。 

思政课必修课
*
：除修读思政课必修课之外，学校还开设思政课选择性必修课两门：“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选读”（2 学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究”（2学分），供

学术学位博士生选修，可计入公共选修课模块，学分不做要求；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

读”首先满足方法课学分要求。 

 

3. 本科直博生（最低学分：45 学分） 

本直博生应修读全部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课程（可免修博士阶段外语课和政治

课），并完成实践（实证、实验）活动、资格考核和全部博士必修环节。 

 

4. 港澳台研究生 

总学分要求与普通研究生相同，免修公共政治课。 

 

5. 外国留学研究生 

免修公共政治和外语课，必修“中国概况”（2 学分），硕士生总学分不低于 32

学分，博士生不低于 20 学分。 

 

指导教师应根据研究生的学业基础和学业规划指导研究生修读课程。跨专业硕

士生须在导师指导下补修相关本科课程，修课并参加考试，不计学分。 

五、培养方式与培养环节 

1. 硕士生实践活动要求 

实践活动是硕士生的必修环节。硕士生入学时应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充分利用实

践活动扩展职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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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形式多样，可以利用寒暑假从事社会调查、科研实践、兼职实习、教学

实践等工作。工作量应不少于 30 日。考核合格者方能获得 2 学分，并按考核等级记入

成绩单。 

实践结束后，研究生填写实践活动考核表，并撰写不少于 3000 字的总结报告，由

实践指导教师考评并加盖单位公章，在第四学期初交给学院。 

 

2. 学术活动要求 

见各培养单位附件 

 

3. 硕士生中期考核要求 

中期考核内容包括： 

 思想品德、学术道德规范 

 课程学习及专业知识综合考试 

 开题报告及经典与前沿文献阅读 

中期考核时间遵从研究生院中期考核的通知，一般在第三学期末第四学期初进

行。中期考核由系主任负责，考核小组须由至少三位硕导组成。考核结果及处理办

法，届时详见研究生院中期考核的通知及研究生手册。 

专业基础知识考查的内容包括专业方向课、学位专业课和学位基础课的主要内

容；经典与前沿文献阅读主要包括国内外顶尖专业期刊的最新前沿论文等；学术道德

规范考查，主要考查提交的课程作业论文及已有研究成果是否符合学术道德规范；开

题报告主要考察选题是否前沿、研究方法是否科学、结构安排是否合理、文献回顾是

否充分、研究计划是否具有可行性等。 

 

4. 博士生科研活动要求 

详见各培养单位附件 

 

5. 博士生国际化经历要求 

详见各培养单位附件 

 

6. 博士生中期考核要求 

博士中期考核内容包括： 

 思想品德、学术道德规范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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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学习及专业知识综合考试 

 开题报告及经典与前沿文献阅读 

博士中期考核，由导师负责组织。须在第三学期末完成。考核小组须由至少三位

博导（或教授）组成。 

综合考试的内容包括学位基础课、专业理论知识；经典与前沿文献阅读主要包括

国内外顶尖专业期刊的最新前沿论文等；学术道德规范考查，主要考查已有研究成果

或提交的课程作业内容，是否符合学术道德规范；开题报告主要考察选题是否前沿、

研究方法是否科学、结构安排是否合理、文献回顾是否充分、研究计划是否可行等。 

考核结果及处理办法，详见研究生手册。 

六、导师责任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导师应对研究生的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及思想、心

理进行全面指导，为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导师应加大对研究生科学研究的指

导力度。 

具体责任包括： 

1、新生入学后 30 天内，应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

划； 

2、指导并督促研究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课程学习，定期了解其课程学习情况； 

3、积极动员并组织研究生参与自己的科研工作，指导研究生的科研活动及学术

论文写作； 

4、定期与研究生见面，了解其学业及思想、心理情况并进行指导，有重要问题

及时向学校学院汇报； 

5、认真指导研究生的开题报告、认真审核研究生学位论文初稿，认真指导研究

生撰写学位论文； 

6、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全过程中，须以人为本，尊重研究生； 

7、在导师出国、因公出差等情况下，必须落实其离校期间对研究生的指导工

作。离校一年以上，应向学院申请由其他导师代为指导研究生，导师在审阅学位论文

或研究生论文答辩期间，原则上不得离校； 

8、对于认真履行导师职责，所带研究生科研学术成果显著的导师，在各种评优

或奖励活动中学院予以优先推荐；对于由于导师失职造成研究生不能按期完成学业

等，将视问题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暂停招生、取消导师资格直至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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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位论文与论文答辩 

1. 硕士生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评价研究生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主要标志，是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

的集中体现。论文的选题应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前沿，

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既可以偏重于基础研究，也可以偏

重于应用研究等。鼓励学生利用计量经济学等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数据为基础，以实

证为重点，开展学术研究。 

论文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论文以本专业、本学科的前沿问题为选

题，所用的资料必须真实可靠，引用他人的观点等，须规范注明，鼓励创新，要有新

的见解、新的的观点，论文的写作须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论文行文须概念准确、语

言通达、数据准确、结构完整、持之有据。论文实际写作的时间应不少于一年，论文

（正文）字数 2‐‐‐5万字。 

学位论文编写规则、学位论文撰写和印刷简明示范、学位论文模板，《北京师范

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见研究生院网页。 

 

2. 博士生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评价研究生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主要标志，是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

的集中体现。论文的选题应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前沿，

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所用的资料必须真实可靠，引用他人的观点等，须规范注明，鼓励创新，要有新

的见解、新的的观点，论文应达到在高端学术杂志发表的水平。 

论文的写作须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 

学位论文编写规则、学位论文撰写和印刷简明示范、学位论文模板，《北京师范

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见研究生院网页。 

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写作时间不少于一年半。论文字数一般不

少于 8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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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一览表 

区域经济学专业  硕士课程【经资院】一览表 

课程 

类别 

层

次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

基础

课 

硕

士 

9

分 

高级微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I 3 48 秋（1） 

高级宏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 3 48 秋（1） 

高级计量经济学 I Advanced Econometrics I 3 48 秋 

学位

专业

课 

硕

士 

9

分 

城市与区域经济学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3 48 春 

区域经济研究方法 Methodology of Study in Regional Economics 2 32 春 

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Urban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 48 春 

城市与区域规划 Urban and Regional Plan 3 48 春 

专业

方向

课 

硕

士 

4

分 

中国经济热点专题讲座 Topics on Chinese Economy 2 32 春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与案

例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China 3 48 春 

经济学学位论文写作 
How to Prepare Your Postgraduate 

Dissertation 
2 32 春 

中国区域发展与城镇化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2 32 春 

绿色产业专题研究 Topics for Green Industries 2 32 春 

经济可持续发展专题研

究 

Topics for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32 春 

 

金融学专业   硕士、博士开设课程【经管院】一览表 

课程 

类别 

层

次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任课 

教师 

学位

基础

课 

硕

士 

高级微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I 3 48 
秋

（1） 
戴觅等 

高级宏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 3 48 
秋

（1） 
李锐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 Advanced Econometrics I 3 48 
秋

（1） 
Tavis 等 

博

士 

高级微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I 3 48 
秋

（1） 
罗楚亮等 

高级宏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 3 48 
秋

（1） 
杨澄宇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 Advanced Econometrics I 3 48 
秋

（1） 
袁强等 

学位

专业

课 

硕

士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2 32 
秋

（1） 
贺力平等 

高级投资学 Advanced Investments 2 32 
秋

（1） 
江婕等 

高级公司金融 Corporate Finance 2 32 春 崔学刚等 

行为金融学 Behavior Finance 2 32 春 伍燕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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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宏观经济学 I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I 3 48 春 杨澄宇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I：
时间序列分析 

Advanced Econometrics II：
Time Series Analysis 

3 48 春 袁强等 

博

士 

高级国际金融 Advanced International Finance 2 32 
秋

（1） 
徐建炜等 

高级公司金融 Corporate Finance 2 32 春 崔学刚等 

高级国际贸易理论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2 32 春 戴觅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I：
时间序列分析 

Advanced Econometrics II：
Time Series Analysis 

3 48 春 袁强等 

公司治理经典文献选

读 
Literatures on Enterprise 

Governance 
2 32 春 高明华等 

专业

方向

课 

硕

士 

金融市场与证券投资

研究 
Studies 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Securities Investments 
2 32 

秋

（3） 
钟伟等 

经济计量方法与应用 
Econometric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3 48 

秋

（3） 
孙志军等 

投资银行与私人股权

投资 
Investment Banking and Private 

Equity 
2 32 春 胡海峰等 

国际金融市场与投资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vestment 
2 32 春 胡松明等 

国际贸易专业  硕士开设课程【经管院】一览表 

课程 

类别 

层

次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任课 

教师 

学位

基础

课 

硕

士 

高级微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I 3 48 
秋

（1） 
戴觅等 

高级宏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 3 48 
秋

（1） 
李锐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 Advanced Econometrics I 3 48 
秋

（1） 
Tavis 等 

学位

专业

课 

硕

士 

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Topic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3 48 
秋

（1） 
曲如晓等 

国际贸易实务研究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3 48 春 仲鑫等 

国际经济专题研究 
Topic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 48 

秋

（1） 
魏浩等 

国际经济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 48 
秋

（1） 
蔡宏波等 

专业

方向

课 

硕

士 

高级国际贸易理论 
Advance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3 48 春 戴觅等 

国际贸易实证研究 
Empirical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3 48 春 孙萌等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Topics on World Economics 3 48 春 郑飞虎等 

经济计量方法与应用 
Econometric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3 48 

秋

（3） 
孙志军等 

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Economics 3 48 春 李实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I：
微观计量经济学 

Advanced Econometrics II: 
Micro Econometrics 

3 48 春 邢春冰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I：
时间序列分析 

Advanced Econometrics II: Time 
Series Analysis 

3 48 春 袁强等 

高级微观经济学 II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II 3 48 春 许敏波等 

高级宏观经济学 I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I 3 48 春 杨澄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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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国际留学生）硕士开设课程【经管院】一览表 

课程 

类别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学

时 

上课 

学期 

任课 

教师 

公共必

修课 
中国概况  Introduction to China 2 32 

秋

（1） 
待定 

学位基

础课 
经济学分析与应用 

Economic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2 32 

秋

（1） 
孙萌等 

学位专

业课 

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Topic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3 48 
秋

（1） 
曲如晓等 

国际贸易实务研究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3 48 春 仲鑫等 

国际经济专题研究  Topic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 48 
秋

（1） 
魏浩等 

国际贸易实证研究 
Empirical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3 48 春 孙萌等 

高级国际贸易理论 
Advance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3 48 春 戴觅等 

国际经济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 48 
秋

（1） 
蔡宏波等 

专业方

向课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Topics on World Economics 3 48 春 郑飞虎等 

国际商务谈判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3 48 
秋

（3） 
仲鑫等 

国际商务案例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ase 3 48 
秋

（3） 
郑飞虎等 

国际商务与中国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China 3 48 
秋

（3） 
郭垍 

金融市场与证券投资

研究 

Studies 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Securities Investments 
2 32 

秋

（3） 
钟伟等 

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Economics 3 48 春 李实等 

任选学院开设的其他

各类硕士生课程 
     

必修环

节 

实践活动   2    

中期考核   2    

学术活动   2    

说明：留学生没有论文发表要求、国际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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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专业 硕士、博士开设课程【经管院】一览表 

课程

类别 

层

次 
课程中文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学位

基础

课 

 

硕

士 

高级微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I 3 48 
秋

（1） 
戴觅等 

高级宏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 3 48 
秋

（1） 
李锐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  Advanced Econometrics I 3 48 
秋

（1） 
Tavis 等 

博

士 

高级微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I 3 48 
秋

（1） 
罗楚亮等 

高级宏观经济学 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 3 48 
秋

（1） 
杨澄宇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  Advanced Econometrics I 3 48 
秋

（1） 
袁强等 

学位

专业

课 

硕

士 

高级计量经济学 II：

微观计量经济学 

Advanced Econometrics II：

Micro Econometrics 
3 48 春 邢春冰等 

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Economics 3 48 春 李实等 

劳动经济学  Labor Economics 4 64 春 
罗楚亮、

邢春冰等 

劳动经济学专题研究  Topics in Labor Economics 3 48 春 赖德胜等 

博

士 

高级计量经济学 II：

微观计量经济学 

Advanced Econometrics II：

Micro Econometrics 
3 48 春 邢春冰等 

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Economics 3 48 春 李实等 

劳动经济学  Labor Economics 4 64 春 
罗楚亮、

邢春冰等 

劳动经济学专题研究  Topics in Labor Economics 3 48 春 赖德胜等 

专业

方向

课 

硕

士 

经济分析的动态方法 
Dynamic Methods for Economic 

Analysis 
2 32 

秋

（1） 
许敏波等 

高级微观经济学 II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II 3 48 春 许敏波等 

高级宏观经济学 II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II 3 48 春 杨澄宇等 

高级计量经济学 II：

时间序列分析 

Advanced Econometrics II：

Time Series Analysis 
3 48 春 袁强等 

公共经济学  Public Economics 3 48 
秋

（1） 
王善迈等 

教育经济学  Educational Economics 3 48 春 刘泽云等 

实验经济学  Experimental Economics 3 48 春 何浩然等 

经济计量方法与应用 
Econometric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3 48 

秋

（3） 
孙志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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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阅读书目和杂志 

一、经济学基础 

1.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哈尔·R·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

民出版社。 

2. 《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哈尔·R·范里安著，周洪、李勇等译.，经济科学出版

社。 

3. 《微观经济学（上、下）》安德鲁·马斯-科莱尔、迈克尔·D·温斯顿、杰里·R·格林著，

刘文忻、李绍荣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Advanced Macroeconomics，David Romer，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5. 《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奥利维尔·布兰查德，斯坦利·费希尔著，刘树成等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6. 《宏观经济学》，斯蒂芬·D·威廉森著，郭庆旺、张德勇译，人民大学出版社。 

7. 《内生增长理论》，菲利普·阿吉翁、彼得·霍依特著，陶然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8. 《经济增长》，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著，何晖、刘明兴译，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9. 《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 C·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著，厉以平等译，华夏出

版社。 

10.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C·诺斯著，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 

11. 《比较制度分析》，青木昌彦著，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12.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奥利弗·E·威廉姆森著，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 

13.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Avner Greif，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著，海闻等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5. 《发展经济学》，德怀特·H·波金斯、斯蒂芬·拉德勒、唐纳德·R·斯诺德格拉斯、马

尔科姆·吉利斯、迈克尔·罗默著，黄卫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6. 《计量经济学导论》，杰弗里.M.伍德里奇著，费剑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7. 《博弈论》，朱·弗登博格、让·梯若尔著，黄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8. 《转型与经济学》，热若尔·罗兰著，张帆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 《合同理论》，帕特里克·博尔顿、马赛厄斯·德瓦特里庞著，费方域等译，上海三

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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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经济学、组织与管理》，保罗·米尔格罗姆、约翰·罗伯茨著，费方域主译，经济

科学出版社。 

21. 《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让-雅克·拉丰等著，陈志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2. 《产业组织理论》，让·梯若尔著，张维迎总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3. 《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让-雅克·拉丰、让·梯若尔著，石磊、王永钦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区域经济学 

1. 亚当·斯密，《国富论》 ， 商务印书馆，1991 年 

2.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 年 

3. 马尔科姆·吉利斯，《发展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1991 年 

4.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 年 

5. 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 

6.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  

7. 约翰·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97 年 

8. 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商务印书馆，1997 年 

9. 奥古斯特·勒施，《经济空间秩序》，商务印书馆，1995 年 

10. 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商务印书馆，1998 年 

11. 瓦尔特·艾萨德，《区域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年 

12. 埃德加·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0 年 

13. 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 年 

14. 滕田昌久、克鲁格曼《空间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15. 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3 年 

16. 彼得·尼茨坎普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 

17. 彼得·霍尔《城市与区域规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年 

18. 保罗·贝罗克，《城市与经济发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 

19. 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年 

20. 丝奇雅·沙森（2001），《全球城市》，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 

21. 埃比尼泽•霍华德著，《明日的田园城市》，商务印书馆，2002 年 

22. 彼得·霍尔，《世界大城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年 

23. 大卫·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商务印书馆，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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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陈秀山、张可云著，《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 

25. 陈栋生，《区域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26. 陆大道，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27. 张敦富，《区域经济开发研究》，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8 年 

28. 孙久文，《区域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9. 王一鸣，《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 年 

30. 胡兆量，《中国区域发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31. 郝寿义、安虎森主编，《区域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年 

32. 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33. 魏后凯等，《中国地区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年 

34. 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中国轻工业，2001 年 

35. 张文忠，《经济区位论》，科学出版社，2000 年 

36. 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 

37. 李小建等，《经济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38. 杨吾扬等，《高等经济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39. 王梦奎等，《中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 年 

40. 陆大道等著，《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三、国际贸易 

1. Avihash K. Dixit and Victor Norma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2. Buckley, Peter J., and Mark Casson,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London, 

1976.Chesbrough, H., 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3. 

3. Choi, E. Kwan and James Harrigan (editor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4. Coase, Richard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S., Vol.4, London,1937. 

Pp.386-405. 

5. Dixit, Avinash and Victor Norma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1980 

6. Douglas A. Irwin, "Free Trade Under F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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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unning, J.H. &Lundan, S.M. 2008.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2nded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8. Elhanan Helpman and Paul R. Krugman,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MIT 

Press (1985) 

9. Feenstra, Robert and Wei, Shang-jin,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10. Feenstra, Robert, Offshor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MIT 2010 

11. Gene 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MIT Press (1993) 

12. Grossman, Gene M. and Kenneth Rogoff (editor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3), Elsevier North Holland (1995) 

13. Helpman, Elhanan, "Understanding Global Trade" , The Belknap Press (2011) 

14. Helpman, Elhanan, Dalia Marin, and Thierry Verdier (eds). The Organization of Firms 

in a Global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5. Hymer, Stephen H.,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M.I.T. Monographs in Economics, 14, Cambridge, Mass., 1976. 

16. Jagdish Bhagwati, "Free Trade Toda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17. Jones, Ronald W. and Peter B. Kenen (editor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1), Elsevier North Holland (1984) 

18. Kojima, K. 1978.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 London: croom helm. 

19. Krugman and Helpman,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MIT,1985 

20. Markusen, James: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IT Press, 2002 

21. Masahisa Fujita, Paul R. Krugman and Anthony Vehables, "The Spatial Economy", 

MIT Press (1999) 

22. Pensore, E. T.,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3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1995. 



41 

 

23. Robert C. Feenstra,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4. Russell Roberts, "The Choice: A Fable of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 Prentice Hall 

(2000) 

25. Williamson, O.E.,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26. 余淼杰：《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 月 

四、金融学 

1. 《金融学》，博迪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投资学》，夏普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货币金融学》，米什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米什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 《货币理论与政策》，瓦什，主公人民大学出版社 

6. 《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平迪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 《金融市场理论》，艾米利奥，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8. 《金融经济学基础》，黄奇辅、李兹森伯格，清华大学出版社 

9. 《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坎贝尔，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0. 《市场的微观结构理论》，奥哈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 《连续时间金融》，默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2. 《数理金融学引论》，普利斯卡，经济科学出版社 

13. 《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莱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4. 《货币制度理论》，怀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5. 《固定收益证券市场及其衍生产品》，桑德瑞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6. 《动态资产定价理论》，达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7. 《现代财经金融译库-微观银行学》，弗雷克斯、罗歇著，刘锡良主译，西南财经大

学出版社。 

18. 《比较金融系统》，富兰克林·艾伦、道格拉斯·盖尔等著，王晋斌等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19. 《公司金融理论》，让·梯若尔著，王永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 《金融理论与公司政策》，科普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1. 《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奥利弗·哈特著，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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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五、劳动经济学 

1. 《21 世纪资本论》，皮凯迪，中信出版社 

2. 《以自由看待发展》，阿玛蒂亚·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4. 《人力资本》，贝克尔，北京大学 

5.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贝克尔，上海人民出版社 

6. 《二元经济论》，刘易斯，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7.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吴敬琏，上海远东出版社 

8.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林毅夫，上海人民出版社 

9. 《中国的奇迹》，林毅夫，上海人民出版社 

10.《中国经济转型》，邹至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张曙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2.《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世界银行 

13.《现代劳动经济学》，伊兰伯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4.《劳动经济学》，卡赫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5.《劳动经济学》，Borjas，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6.《当代劳动经济学》，麦克南，人民邮电出版社 

17.《劳动力市场经济学》，桑普斯福特，中国税务出版社 

18.《微观计量经济学》，卡梅隆，机械工业出版社 

19.《横截面与面板数据的经济计量分析》，伍德里奇，中国人民出版社 

20.《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赵人伟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赵人伟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2.《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 III》，李实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3.《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 IV》，李实等，人民出版社 

24.《经济转型的代价》，李实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5.《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研究》，赖德胜等，人民出版社 

26.《中国就业 60 年：1949-2009》，赖德胜等，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 

27.《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速水佑次郎，社科文献出版社 

28.《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梅尔、劳赫，上海人民出版社 

29.《微观发展经济学》，巴德汉、尤迪，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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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The Analysis on Household Survey，Deaton 

31.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Labor Markets，Tito Boeri 

32. Wage Dispersion，Mortensen 

33. Urban Labor Economics，Ze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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