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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范围

初试科目

一、431 金融学综合

货币、货币制度、货币需求与供给、货币均衡、货币与财政政策、通货膨胀与紧缩、利

率风险结构与期限结构、信用、利息、国际货币体系、汇率、金融体系结构、金融中介体系、

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金融市场、资本市场、金融监管；货币时间价值、债券及

股票价值评估；投资收益与风险、CAPM 模型；投资项目现金流预测及风险分析，资本成本、

资本结构理论、杠杆效应、资本运营管理、财务报表分析、长期与短期融资、股利政策、衍

生工具与风险管理等。

二、 432 统计学

参考书目：《应用统计学》（第 2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 年 6 月，李卫东 主编。

绪论 理解统计与统计学的含义与特征，了解统计学的发展历程，理解统计学的分科及

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掌握统计数据的研究过程和基本方法，对总体、个体、样本、标志、变

量、指标和指标体系等统计学基本概念有比较系统的理解，了解常见的统计软件 EXCEL 和 R

软件的特点。

第一部分 描述统计 理解数据的计量尺度和类型，系统掌握统计调查方案的内容，并能

根据特定的调查内容设计具体的调查方案；掌握统计调查的具体方法以及不同方法的特点及

适用条件；掌握数据质量评价标准；数据误差的生产及控制；重点掌握统计数据的整理及显

示方法，能够运用所学习的方法将原始数据整理成适当的频数分布表，并能利用图形显示统

计数据；掌握统计表的构成内容和设计方法。掌握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的各个代表值的含义、

特点、应用条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能根据已知条件，熟练地计算各个代表值，

并运用这些代表值分析具体问题。

第二部分 概率论与抽样分布 理解概率的定义及特点；掌握概率的运算法则，理解条件

概率、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的原理及应用；理解随机变量分布的含义及特点；掌握正态

分布的特征及其应用；理解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及其计算；理解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

理解抽统计量的含义，了解样本均值、比例的抽样分布。

第三部分 推断统计 理解参数估计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掌握参数估计的常用方法,

理解对点估计的评价方法,理解区间估计的基本原理,并能对总体参数进行估计。理解假设检

验的基本思想、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掌握假设检验的常用方法,并能对一个总体和两个总体

参数进行假设检验。

第四部分 方差分析 理解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掌握进行方差分析的具体步

骤，并能结合具体问题，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分析，了解双因素方差分析的原理与应用。

第五部分 相关与回归 理解相关与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熟练掌握相关系数

的计算、分析和显著性检验方法；掌握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拟合方法以及回归分析中显著性

检验的意义、内容和方法；理解判定系数和估计标准误差的意义和作用；了解多元线性回归

及非线性回归的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能根据所掌握的实际数据，利用相关与回归分析

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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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时间序列分析 了解时间序列概念及类型的基础上，熟练掌握时间序列各分析

指标的计算方法及指标间的关系；掌握时间序列构成分析的基本原理、各种分析方法的基本

思想及其计算、分析与应用，并能根据所学的知识对实际现象进行具体的分析。

第七部分 统计指数 了解指数的性质与分类，深入理解各种指数的编制原理，熟练掌握

各种指数特别是加权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特点及其应用场合，能够熟练运用指数体系对社

会经济现象进行分析。

三、628 公共管理学综合

参考书目：《公共管理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陈振明；

《公共政策导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谢明。

第一部分公共管理学（60%）

（一）绪论

公共管理及其相关概念、西方公共管理学的范式变化、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现状、公

共管理学的学科划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前瞻。

（二）公共组织

公共组织的结构与体制、公共组织的过程与行为、公共组织的环境与变革。

（三）政府改革与治理

治理理论、当代国外的政府改革、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四）政府间关系

政府间关系概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事实、中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

（五）政府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角色、转型期我国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失败及其防范。

（六）政府工具

政府工具概述、政府工具的理论脉络、当代政府治理的新工具。

（七）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的内容、公共政策系统及其运行。

（八）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观念、国家公务员制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开发。

（九）公共预算与财政

公共预算与财政的理论基础、公共财政管理、公共预算改革。

（十）第三部门管理

全球第三部门的崛起、第三部门的地位与作用、事业单位改革。

（十一）战略管理

私人部门的战略管理、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兴起、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范围。

（十二）绩效管理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要素、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程序与方法和技术、公共部门绩效评估

的改革与发展。

（十三）公共管理伦理

公共管理伦理概述、公共责任与官员问责制、公共管理伦理建设的路径。

第二部分公共政策分析（40%）

（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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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含义、公共与私人——从公共角度理解公共政策、政治与政策——从政治角

度理解公共政策、市场与政策——从市场角度理解公共政策。

（二）公共政策的性质与类型

公共政策的表现形式、公共政策的特征、类型及作用。

（三）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与政策环境

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环境。

（四）政策模型及其相关理论

模型概述、几种重要的政策分析模型、政策分析的相关理论、中国古代政策观。

（五）政策制定

社会问题的产生、政策问题的确认、政策议程的建立、政策规划、心理效应与决策质量、

政策合法化——政策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六）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的含义、特征、功能和过程、政策执行的相关条件、政策执行的策略。

（七）政策评估

政策评估的含义、政策评估的类型与要素、政策评估步骤、政策评估的障碍。

（八）政策终结

政策终结的含义、政策终结的对象与形式、政策终结的障碍和措施。

四、800 数据模型与决策

线性规划的基本概念，建模（一般模型）与标准型，图解法，单纯形法相关概念、原理

与应用，大 M 法求解，线性规划问题解的情形与判定，单纯形法的矩阵描述，原问题与对偶

问题，对偶问题的性质，对偶单纯形法，灵敏度分析；

整数规划问题模型，分支定界法原理与应用，割平面法原理与应用，隐枚举法的原理与

应用，指派问题的模型与匈牙利法求解及其应用；

图论的基本概念，最小树问题的定义、性质、经典求解算法与应用，最短路问题的定义、

Dijkstra 算法原理与应用、Floyd 算法原理与应用，最大流问题的定义、Ford-Fulkerson

算法原理与应用，最小截集的性质与应用，最小树、最短路、最大流问题的建模；

网络计划问题的基本概念，网络计划图的绘制，工序的工时估计方法，工序（最早可能

开工时间、最迟必须完工时间）与事项（最早时间、最迟时间）的时间参数计算，工序的总

时差，关键工序与关键路径的判定及其应用，时间优化，时间与成本优化，时间与资源优化，

随机网络的基本概念与原理；

动态规划的基本概念，动态规划的逆序解法，静态问题的动态规划求解方法与应用，离

散、连续的资源分配问题的动态规划求解与应用，生产存储问题的动态规划求解与应用；

存储论的基本概念，（Q,s）、（S,s）、（T,S）和（R,S,s）库存控制策略，ABC 分类库存

管理的策略与应用，典型确定与随机库存控制模型及应用；

排队论的基本概念，排队系统的类型，排队系统的数量指标，M/M/1 模型原理与应用，

Little 公式，系统容量限制、顾客源有限情形下 M/M/1 模型原理，M/M/C 与 C 个 M/M/1 系统

的关系，M/G/1 模型原理与应用，M/D/1 模型原理与应用，排队系统经济分析与优化。

五、 803 管理学

（一）考核科目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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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是北京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硕士生初试专业考试科目，本科目的考核将

覆盖以下目标点：

1.考核学生是否理解管理学的基本概念、管理思想的发展历史，掌握管理的基本理论，

掌握各管理职能的内容、过程、分类、原则和一般方法。

2.考核学生是否具备应用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解决一般管理问题的能力。

3.通过案例分析考察学生是否掌握以问题为导向的案例分析方法。应用管理学的基本理

论和方法，能够对现实的工商管理问题进行有效识别和分析，并在方案设计中能够体现创新

思想。

4.考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及对管理学前沿理论知识和当前管理实践中的热点问题

的了解。

（二）考核科目知识单元与知识点

1.管理与管理学

管理的概念与特点、管理的性质与作用、管理的主体与职能、管理学原理及方法、经理

角色理论、管理学性质及对象、管理学科体系结构。

2.管理思想的演进

中国管理思想、西方管理萌芽、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

3.计划

计划概述、计划工作、目标管理、计划制定。

4.战略

企业战略与战略管理、企业使命与战略目标、企业战略选择与制定、企业战略实施与控

制。

5.组织

组织理论、组织设计、人员配备、组织结构、组织变革、组织文化。

6.领导

领导概述、特质理论、领导的特质理论、行为理论、权变理论。

7.控制

控制概念、控制目的、控制过程、控制类型、控制原理、控制方法。

8.决策

决策概述、决策理论、决策过程、决策方法。

9.沟通

沟通概述、沟通障碍、沟通原则、沟通技巧。

10.激励

激励概述、激励理论、人性理论、激励方法。

11.团队

团队概述、团队的含义与特征、团队工作、团队建设。

12.创新

企业创新概述、企业创新动力、企业创新环境、系统创新战略。

六、820 经济学

参考书目：

《微观经济学》（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罗伯特·S·平狄克、丹尼

尔·L·鲁宾费尔德；

《宏观经济学》（第七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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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部分：（一）绪论：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市场界定；实际价格与名义价格。（二）

供求理论：供给与需求的含义及表达；市场均衡及其变动；供给和需求弹性及其影响因素。

（三）消费者行为与需求：基数和序数效用论有关消费者偏好、消费者预算约束、消费者均

衡条件的描述及其异同，消费者需求曲线的推导；生活成本指数；角点解、收入效应和替代

效应的图形表述；个别需求到市场需求的推导及计算、消费者剩余、攀比效应和虚荣效应对

市场需求曲线的影响。（四）不确定性与消费者行为：对风险的描述；风险的偏好和降低风

险的途径；（五）生产：短期和长期生产函数的含义、表达及其异同；短期生产函数与边际

报酬递减规律；长期生产函数与规模报酬。（六）成本：成本的测度；短期成本、长期成本；

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的关系、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的区别；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范围经

济与范围不经济。（七）竞争性供给及其市场分析：完全竞争市场的短期和长期供给曲线；

竞争性市场的效率；最低限价、价格支持和生产配额、进口配额与关税、征税或补贴的影响。

（八）垄断与买方垄断：垄断厂商的产量和价格决策、垄断势力的含义及衡量、垄断势力的

来源；垄断势力的社会成本；买方垄断的产量和价格、买方垄断势力及其来源。（九）有市

场势力的定价：价格歧视、跨期价格歧视和高峰负荷价格、两部收费制、捆绑销售。（十）

垄断竞争与寡头垄断：垄断竞争厂商的短期和长期均衡；垄断竞争市场的效率评价；垄断竞

争厂商的品质和广告竞争；寡头垄断的古诺模型、斯塔克博格模型、伯特兰模型、主导厂商

定价模型、卡特尔定价模型、囚徒困境分析。（十一）投入要素市场：竞争性要素市场的含

义及其均衡。（十二）一般均衡与经济效率：一般均衡分析；三个效率分析；公平与效率；

竞争性市场的效率。（十三）信息不对称的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柠檬”市场；市场的信

号传递；存在逆向选择的保险市场、信贷市场及其他市场的解决办法；道德风险的含义及解

决对策；私人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十四）外部性与公共物品：正负外部性与市场失灵；

纠正外部性的方法，收费、制定排污标准、可转让的排污证、回收、外部性与产权；共有资

源、公共物品及其供给。

宏观部分：（一）绪论：宏观经济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二）

产品市场：GDP 的构成；产品需求；均衡产出的决定。（三）金融市场：货币需求；均衡利

率的决定；（四）IS-LM 模型及其扩展：产品市场与 IS 曲线；金融市场与 LM曲线；IS-LM

模型；宏观经济政策与 IS-LM 模型；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风险和风险溢价；金融机构的作

用；扩展的 IS-LM 模型；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五）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上的宏观

指标、工资决定、价格决定、自然失业率。（六）菲利普斯曲线、自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和失业；菲利普斯曲线的早期形式、变异；菲利普斯曲线和自然失

业率以及货币中性；通货膨胀过程与菲利普斯曲线。（七）IS-LM-PC 模型：IS-LM-PC 模型；

动态调整与中期均衡；财政紧缩与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八）经济增长的事实：生活水准

的衡量； 1950 年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近 2000 年以来全球的经济增长状况；总量生

产函数。（九）储蓄、资本积累和产出：产出和资本的相互作用；不同储蓄率的影响；实物

资本与人力资本。（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增长率；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

制度、技术进步和增长；技术进步对增长事实的解释。（十一）技术进步短期、中期与长期：

短期的生产率、产出和失业；生产率和自然失业率；技术进步、工作搅拌机和分配效应。（十

二）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开放：产品市场的开放；金融市场的开放。（十三）开放经济中

的产品市场：开放经济的 IS 曲线；均衡产出和贸易余额；国内外需求提高的影响；贬值、

贸易余额和产出；J 曲线；储蓄、投资和经常账户余额。（十四）产出、利率和汇率：产品

市场的均衡；金融市场的均衡；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结合；开放经济中的政策效应；固定

汇率制。（十五）财政政策总结：政府预算约束：赤字、债务、政府支出和税收；李嘉图等

价、周期性赤字的调整和战争融资；极高债务的风险。（十六）货币政策总结：货币政策目

标；最优通胀率；非常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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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科目

一、03109 管理信息系统

考试注重基本概念、基本分析与设计理论和方法以及对当前信息技术的了解。

1.掌握管理、信息、数据、系统、信息系统与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

2.了解管理信息系统的特点、类型，熟悉管理信息系统的结构与企业信息系统体系结构

以及企业的信息系统应用形式。

3.理解数据处理的概念、数据处理内容、数据库的定义、概念模型与数据模型的涵义、

数据模型的类型，能够以 E-R 图描述概念模型、将概念模型转化为关系模型。

4.了解系统开发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了解典型系统开发的基本思想，理解不同系统开

发方式与开发方法的不同点，熟悉结构化开发方法的基本思想、开发过程及开发工具。

5.熟悉可行性分析的任务和内容；

6.熟悉系统分析的任务与内容；掌握详细调查的目的与任务；熟悉数据字典；会用常用

的处理逻辑描述工具，包括判定树、判定表以及结构化语言；熟悉新系统逻辑方案的构成。

7.掌握系统设计的任务、原则和过程；熟悉系统功能结构的划分；了解代码设计的原则；

掌握总体设计与详细设计的主要内容。

8.掌握系统实施的具体任务与工作流程，了解物理系统实施的具体内容；熟悉程序设计

的内容；了解文档准备、数据准备、人员培训的要求；熟悉系统转换和运行的特点；知道如

何进行项目管理及系统评价。

9.了解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移动电子商务等新信息技术与管理

信息系统的关系。

二、03110 物流学

1.物流学基本概念与发展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物流的产生与发展，物流的概念，不同组织与国家/地区对物流的不同定义，物流概念

与定义的发展历史；供应链与供应链管理的概念，物流管理与供应链管理的关系，供应链环

境下物流管理的特点与面临的主要问题；物流服务的含义、本质与特点，物流服务对赢得竞

争优势的重要性，企业实施物流服务的相应对策，物流服务的内容，物流服务的创新；物流

成本的概念、分类与构成，物流成本的特征，进行物流成本控制的意义；物流分类的原则，

物流的固有基本属性、固有一般属性、非固有属性，物流的分类方法，宏观物流、微观物流

的含义与分类；物流的效用，物流对国民经济的作用，物流对企业的作用；世界物流的发展

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我国的物流发展，一带一路与物流。

2.物流学基本理论与方法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建立物流学科理论体系的意义，物流学的理论体系框架，物流学的研究内容，物流学的

学科性质，物流学的研究目的；物流学的经典观点，包括商物分流、黑大陆说、物流冰山说、

第三个利润源说、效益背反和物流的整体观念、成本中心说、利润中心说、服务中心说、战

略说；大物流论；物流学研究方法。

3.物流基本功能要素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运输的功能与作用，各种运输方式的优缺点及选择方法，运输系统的构成、合理化、设

计与评价，多式联运的含义；储存的作用，储存业务的内容，储存合理化的方法，ABC 分类

方法；包装的功能，包装的种类，包装器材的种类，包装的标志，包装的合理化与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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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搬运的功能与合理化方法；流通加工的概念、效果与合理化途径；物流信息的概念、特

点与分类，物流信息系统的含义，物流信息化技术；配送的概念与作用，配送管理的内容，

配送合理化的方法。

4.物流市场与政策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物流市场的含义、分类与功能，物流市场容量的含义、指标选择，物流市场的变化趋势

分析，物流市场结构与物流组织形式，物流市场运行交易方式与效率分析；企业物流的概念

与特点，企业物流战略的概念、地位与目标，企业物流战略的内容，企业物流智慧化；物流

企业的概念、内涵，我国物流企业的类型，第三方物流的概念与特征，第四方物流的概念与

特征；我国物流政策的分类、特征，当期主要物流政策的内容。

5.拓展与热点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国际化企业的形成背景及国际供应链的形成，国际企业利用国际供应链建立竞争优势的

原因，国际延伸性企业的含义及特点、国际延伸性企业与供应链/价值链的差异及其与传统

企业的比较；国际物流的形成因素，国际物流与国内物流的差异；国际化企业物流运作基本

环节；国际化企业的物流组织发展及物流战略联盟；国际专业物流公司的种类与战略；循环

物流系统的概念与特点，循环物流、逆向物流、绿色物流、闭环供应链等概念的辨析比较，

循环物流系统的构建流程，循环物流系统构建方案的提出与比较分析；当期物流理论与实践

热点。

6.综合应用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国内外各种类型组织的物流实践案例，并利用相关理论进行多角度案例分析。

三、03111 建设项目管理

参考书目：《建设项目管理》，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刘伊生编著。

1.建设项目管理类型和任务：

了解建设项目的特点和分类；掌握工程项目建设程序；理解建设项目管理的类型和任务。

2.建设项目策划与决策：

理解建设项目策划的作用和内容；掌握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阶段和内容；掌握建设项

目经济评价、社会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和方法。

3.建设项目管理组织：

理解建设项目管理组织模式；掌握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核心内容；理解政府工程建设

管理模式；掌握项目经理的素质要求。

4.建设项目融资：

了解项目融资组织与资金筹措方式和渠道；掌握项目融资方案的内容和编制方法；理解

项目融资模式，包括 BOT/PPP、ABS、TOT、PFI 等。

5.建设项目监理：

掌握工程监理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内容；掌握工程监理单位的选择方式和过程；掌握工程

监理合同管理。

6.建设项目设计管理：

理解建设项目设计阶段目标控制内容和方法；掌握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

7.建设项目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掌握建设项目承包模式及合同类型；掌握建设项目施工招投标管理；掌握建设项目施工

合同管理。

8.建设项目施工过程管理：

理解建设项目施工准备；掌握建设项目施工阶段的进度、质量和投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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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及后评价：

理解竣工验收的目的、方式和程序；掌握建设项目竣工结算与决算；了解建设项目后评

价的内容和方法。

10.建设项目管理发展趋势：

了解建设项目管理的国际化、信息化和集成化等发展趋势。

四、03112 会计与财务

会计部分：

（一）会计基本原理

财务报告目标、基本假设、会计基础、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要素、会计计量属性、

财务报告等相关概念。

（二）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的定义和分类、各类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金融资产的减值、金融资产的转

移及相关会计处理和列报。

（三）存货

存货的初始确认和计量、发出存货的计量、存货的清查盘点、存货的期末计量及相关会

计处理和列报。

（四）长期股权投资及合营安排

长期股权投资的概念、初始确认与计量、后续计量、追加和处置股权投资及相关会计处

理和列报，除合营企业外其他合营安排的处理。

（五）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的初始确认和计量、后续计量、终止确认及相关会计处理和列报。

（六）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的初始确认和计量、内部研究与开发支出的确认与计量、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

无形资产的处置及相关会计处理和列报。

（七）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的特征与范围、投资性房地产初始确认和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和处置及相关会计处理和列报。

（八）资产减值

资产减值的概念，资产减值迹象及测试，单个资产、资产组及商誉减值损失的会计处理。

（九）负债

金融负债的确认与计量、非金融负债的确认与计量、职工薪酬、借款费用、债务重组、

或有事项及相关会计处理和列报。

（十）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的概念及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所有者权益各构成项目的核算。

（十一）收入、费用和利润

收入的确认与计量、费用的确认与计量、利润的构成、政府补助及相关会计处理和列报。

（十二）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的定义、构成、列报要求，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

动表的内容及结构和编制方法，附注以及中期报告，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更

正、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会计处理。

（十三）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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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的概念，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及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的确

认与计量，所得税费用的确认与计量，所得税的会计处理及列报。

（十四）外币折算

记账本位币的确定、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十五）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

合并报表的编制原则、基本程序及相关会计处理，合并日的会计处理。

财务部分：

（一）财务管理概述

企业的组织形式、公司目标与公司财务目标、公司财务管理基本理论。

（二）财务分析

财务比率的计算及分析，杜邦分析体系的基本框架。

（三）营运资金管理与短期融资

营运资金投资策略、营运资金融资策略、现金管理、应收账款管理、短期融资策略。

（四）长期融资

不同融资方式的优缺点、长期融资决策。

（五）财务预测与规划

外部融资需求的确定、内含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与分析。

（六）风险与收益

单项资产的风险与收益、投资组合的风险与收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七）时间价值与证券估价

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债券估价、股票估价。

（八）投资项目评价

投资项目的现金流量预测，投资项目评价标准、投资项目评价应用。

（九）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理论、三种杠杆的原理及应用、资本结构决策、各类资本成本计算、加权平

均资本成本、投资项目的资本成本。

（十）股利分配与政策

股利分配理论、常见的股利政策类型。

五、03113 管理学综合

（一）考核科目基本信息

《管理学》是北京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硕士生复试专业考试科目，本科目的考核将

覆盖以下目标点：

1.考核学生是否理解管理学的基本概念、管理思想的发展历史，掌握管理的基本理论，

掌握各管理职能的内容、过程、分类、原则和一般方法。

2.考核学生是否具备应用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解决一般管理问题的能力。

3.通过案例分析考察学生是否掌握以问题为导向的案例分析方法。应用管理学的基本理

论和方法，能够对现实的工商管理问题进行有效识别和分析，并在方案设计中能够体现创新

思想。

4.考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及对管理学前沿理论知识和当前管理实践中的热点问题

的了解。

（二）考核科目知识单元与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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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与管理学

管理的概念与特点、管理的性质与作用、管理的主体与职能、管理学原理及方法、经理

角色理论、管理学性质及对象、管理学科体系结构。

2.管理思想的演进

中国管理思想、西方管理萌芽、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

3.计划

计划概述、计划工作、目标管理、计划制定。

4.战略

企业战略与战略管理、企业使命与战略目标、企业战略选择与制定、企业战略实施与控

制。

5.组织

组织理论、组织设计、人员配备、组织结构、组织变革、组织文化。

6.领导

领导概述、特质理论、领导的特质理论、行为理论、权变理论。

7.控制

控制概念、控制目的、控制过程、控制类型、控制原理、控制方法。

8.决策

决策概述、决策理论、决策过程、决策方法。

9.沟通

沟通概述、沟通障碍、沟通原则、沟通技巧。

10.激励

激励概述、激励理论、人性理论、激励方法。

11.团队

团队概述、团队的含义与特征、团队工作、团队建设。

12.创新

企业创新概述、企业创新动力、企业创新环境、系统创新战略。

13.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战略定位、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人力资源管理循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流程。

14.营销管理

营销管理概述、营销管理过程、营销管理理念、客户关系管理。

15.物流管理

物流概论、企业物流、第三方物流。

16.生产管理

生产管理概述、生产管理设计与组织、生产计划与控制、现代生产管理方式。

17.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概述、投资决策、筹资决策、资产管理、利润管理、财务分析。

18.信息管理

信息与企业管理、理信息系统概述、管理信息系统开发。

19.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理念、质量管理范式、质量管理工具与方法。

20.知识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知识管理的内涵、知识管理的实践。

六、03117 经济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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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商务与经济统计》（第 13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戴维·安德森等，

张建华等译。

绪论

理解统计数据的各种类型、特征以及计量尺度，掌握统计数据的研究过程和基本方法，

对总体、个体、样本、标志、变量、指标和指标体系等统计学基本概念有比较系统的理解。

第一部分描述统计

理解数据的计量尺度和类型，系统掌握数据来源及误差；掌握解统计调查的具体方法以

及不同方法的特点及适用条件；重点掌握统计数据的整理及显示方法；

掌握统计表的构成内容和设计方法。掌握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的各个代表值的含义、特

点、应用条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能计算各个代表值，运用这些代表值分析具体问

题。理解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

第二部分 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了解抽样分布；理解参数估计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掌握参数估计的常用方法,理解对

点估计的评价方法,理解区间估计的基本原理,并能对总体参数进行估计。理解假设检验的基

本原理和基本概念，掌握假设检验的流程，并能结合具体问题进行检验。

第三部分 方差分析

理解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掌握进行方差分析的具体步骤，并能结合具体问

题，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分析，了解双因素方差分析的原理与应用。

第四部分 相关与回归

理解相关与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熟练掌握相关系数的计算、分析和显著性

检验方法；掌握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拟合方法以及回归分析中显著性检验的意义、内容和方

法；理解判定系数和估计标准误差的意义和作用；了解多元线性回归及非线性回归的基本原

理。并在此基础上，能根据所掌握的实际数据，利用相关与回归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第五部分 时间数列分析

了解时间数列概念及类型的基础上，掌握时间数列各分析指标的计算方法；掌握时间数

列构成分析的基本原理、各种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及其计算、分析与应用，并能根据所学的

知识对实际现象进行具体的分析。

第六部分 指数

了解指数的性质与分类，深入理解各种指数的编制原理，熟练掌握各种指数特别是加权

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特点及其应用场合，能够熟练运用指数体系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分析。

第七部分 卡方检验

理解卡方检验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能结合实际列联表进行检验分析。

七、03120 工业工程

1.掌握工业工程的定义与基本职能，了解工业工程的发展史，理解工业工程的特征和工

业工程意识，熟悉工业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掌握生产率的定义与相关的计算方法并能够应

用；

2.掌握流程管理的概念、基本思想、特点与作用，熟悉流程管理的描述方法、实施步骤，

能够实现对特定流程的分析与优化；

3.掌握程序分析的定义、对象和目的，熟悉程序分析的符号，掌握程序分析的技巧，掌

握工艺程序分析、流程程序分析、线路图分析的概念与内容，能够利用相关知识进行程序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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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操作分析的基本概念、影响操作的因素，掌握人机程序图的基本概念与作用，掌

握共组操作程序图的基本概念，能够利用相关知识进行操作分析；

5.掌握动作分析的概念，动作程序图的概念、预定时间标准的概念，了解动素的相关知

识，理解模特排时法的特点，能够运用相关知识进行动作分析；

6.掌握作业测定的定义、目的、主要方法及特点，理解工作日写实、测时、瞬时观察法

的概念与内容；

7.掌握工时定额的概念和种类，掌握工时消耗分类的目的与内容，掌握工时定额的制定

方法与分析技术，了解典型工种车工定额的制定；

8.掌握现场管理的含义、特点、原则、目的和任务，掌握 5S 管理的内容与作用，掌握

定置管理的基本内容、运作步骤、作用、应该遵循的原则，了解班组管理的相关内容。

八、03122 物流学

1.基本概念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物流的基本概念；现代物流的特征；物流的

作用；物流管理的定义、必要性与重要性，物流管理的内容；供应链与供应链管理的基本概

念，物流管理与供应链管理的关系，供应链管理的发展；物流管理的未来变化。

2.物流系统与职能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物流系统的模式、构成与特征，物流

系统的目标，物流系统中存在的制约关系；物流成本管理的构成、分类，物流成本控制的原

则、内容、方法，降低物流成本的基本思路；物流服务的含义、内容，影响物流服务水平的

因素，物流服务水平的确定方法，物流服务战略的实施；物流量调查与预测的含义、方法；

物流质量的概念，物流质量管理的目的、特点、主要工作。

3.物流功能要素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包装的功能，包装的种类，包装器材的

种类，包装的标志，包装的合理化与标准化；运输对物流的功能与作用，各种运输方式的优

缺点及选择方法，运输系 统的构成、合理化、设计与评价；储存的作用，储存的过程，储

存合理化的方法；装卸搬运的功能与合理化方法；流通加工的概念、效果与合理化途径；配

送的概念与作用，配送管理的内容，配送合理化的方法；物流信息的概念、特点与分类，物

流信息系统的含义，物流信息网络的含义、作用、种类与特点。

4.企业物流和物流企业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 企业物流的概念和特征，企业物

流模式的演变，生产企业物流系统的构成，流通企业物流系统的构成；企业物流的运作流程，

企业物流运作管理模式，企业物流战略；第三方物流的概念及其利弊分析；物流模式的决策；

物流企业的概念与分类，物流企业的运作模式，物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分析与构建。

5.国际物流与国际供应链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国际物流的概念、发展与主要

特点，国际物流系统的构成，国际物流的类型；国际化企业的形成背景及国际供应链的形成，

国际企业利用国际供应链建立竞争优势的原因；国际物流的形成因素，国际物流与国内物流

的差异；国际化企业物流运作基本环节；国际化企业的物流组织发展及物流战略联盟；国际

专业 物流公司的种类与战略。

6.综合应用要求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包括：当期物流理论与实践热点；当期国内主要物

流政策；国内外各种类型组织的物 流实践案例，并利用相关理论进行多角度案例分析。

九、03125 审计与会计

审计部分:

1.审计基本原理

（1）审计概述：审计概念、审计要素、审计目标、审计基本要求、审计风险、审计过程；

（2）审计计划：初步业务活动、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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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计证据：审计证据的性质、审计程序、函证、分析程序；

（4）审计抽样：审计抽样的相关概念、审计抽样在控制测试中的应用、审计抽样在细节测

试中的应用；

（5）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信息技术对企业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影响、信息技术的一

般控制和应用控制测试、信息技术对审计过程的影响、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和电子表格的运

用、数据分析、不同信息技术环境下的问题；

（6）审计工作底稿：审计工作底稿概述、审计工作底稿格式、要素和范围、审计工作底稿

的归档；

2.审计测试流程

（1）风险评估：风险识别和评估概述、风险评估程序、信息来源以及项目组内部的讨论、

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2）风险应对：针对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总体应对措施、针对认定层次重大错报

风险的进一步审计程序、控制测试、实质性程序；

3.各类交易和账户余额审计

（1）销售与收款循环审计：销售与收款循环的特点、销售与收款循环的业务活动和相关内

部控制、销售与收款循环的重大错报风险、测试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内部控制、销售与收款循

环的实质性程序；

（2）采购与付款循环审计：采购与付款循环的特点、采购与付款循环的的业务活动和相关

内部控制、采购与付款循环的重大错报风险、测试采购与付款循环的内部控制、采购与付款

循环的实质性程序；

（3）生产与存货循环审计：生产与存货循环的特点、生产与存货循环的的业务活动和相关

内部控制、生产与存货循环的重大错报风险、测试生产与存货循环的内部控制、生产与存货

循环的实质性程序；

（4）货币资金的审计：货币资金审计概述、货币资金的重大错报风险、测试货币资金的内

部控制、货币资金的实质性程序；

4.对特殊项目的考虑

（1）对舞弊和法律法规的考虑：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财务报表审计中对法

律法规的考虑；

（2）审计沟通：注册会计师与治理层的沟通、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

（3）注册会计师利用他人工作：利用内部审计工作、利用专家的工作；

（4）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与集团财务报表审计有关的概念、集团财务报表审

计中的责任设定和注册会计师的目标、集团审计业务的承接与保持、了解集团及其环境以及

集团组成部分及其环境、了解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重要性、针对评估的风险采取的应对措

施、合并过程、与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的沟通、评价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与集团管

理层和集团治理层的沟通；

（5）其他特殊项目的审计：审计会计估计、关联方的审计、考虑持续经营假设、首次接受

委托时对期初余额的审计；

5.完成审计工作与出具审计报告

（1）完成审计工作：完成审计工作概述、期后事项、书面声明；

（2）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概述、审计意见的形成、审计报告的基本内容、在审计报告中沟

通关键审计事项、非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在审计报告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比较

信息、注册会计师对其他信息的责任；

6.企业内部控制审计

（1）内部控制审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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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划审计工作

（3）自上而下的方法

（4）测试控制的有效性

（5）企业层面控制的测试

（6）业务流程、应用系统或交易层面的控制的测试

（7）信息系统控制的测试

（8）内部控制缺陷评价

（9）出具审计报告

7.质量控制

（1）质量控制制度的目标和对业务质量承担的领导责任

（2）相关职业道德要求

（3）客户关系和具体业务的接受与保持

（4）人力资源

（5）业务执行

（6）监控

8. 职业道德

（1）职业道德基本原则和概念框架：职业道德基本原则、职业道德概念框架、注册会计师

对职业道德概念框架的具体运用、非执业会员对职业道德概念框架的运用；

（2）审计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基本概念和要求、经济利益、贷款和担保以及商业关系、

家庭和私人关系、与审计客户发生人员交流、与审计客户长期存在业务关系、为审计客户提

供非鉴证服务、收费、影响独立性的其他事项。

会计部分：

（一）会计基本原理

财务报告目标、基本假设、会计基础、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要素、会计计量属性、财务

报告等相关概念。

（二）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的定义和分类、各类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金融资产的减值、金融资产的转移及

相关会计处理和列报。

（三）存货

存货的初始确认和计量、发出存货的计量、存货的清查盘点、存货的期末计量及相关会计处

理和列报。

（四）长期股权投资及合营安排

长期股权投资的概念、初始确认与计量、后续计量、追加和处置股权投资及相关会计处理和

列报，除合营企业外其他合营安排的处理。

（五）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的初始确认和计量、后续计量、终止确认及相关会计处理和列报。

（六）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的初始确认和计量、内部研究与开发支出的确认与计量、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无

形资产的处置及相关会计处理和列报。

（七）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的特征与范围、投资性房地产初始确认和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投

资性房地产的转换和处置及相关会计处理和列报。

（八）资产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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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的概念，资产减值迹象及测试，单个资产、资产组及商誉减值损失的会计处理。

（九）负债

金融负债的确认与计量、非金融负债的确认与计量、职工薪酬、借款费用、债务重组、或有

事项及相关会计处理和列报。

（十）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的概念及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所有者权益各构成项目的核算。

（十一）收入、费用和利润

收入的确认与计量、费用的确认与计量、利润的构成、政府补助及相关会计处理和列报。

（十二）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的定义、构成、列报要求，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的内容及结构和编制方法，附注以及中期报告，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更正、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会计处理。

（十三）所得税

所得税费用的概念，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及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的确认与

计量，所得税费用的确认与计量，所得税的会计处理及列报。

（十四）外币折算

记账本位币的确定、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十五）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

合并报表的编制原则、基本程序及相关会计处理，合并日的会计处理。

十、03127 政治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中国

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基本内容；党的时政方针要闻。

十一、03129 金融综合

货币需求与供给、利率风险结构与期限结构、信用管理、国际金融与汇率、金融体系结

构、金融中介体系、货币与财政政策、通货膨胀与紧缩、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金融市场、

资本市场、金融监管、投资组合理论、投资收益与风险、资本运营、财务分析、金融衍生工

具与风险管理等。

十二、03131 管理综合

不限定参考书目。

十三、03132 教育管理学

参考书目：《教育管理学》（第三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陈孝彬、高洪源。

（一）绪论

教育管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教育管理学的学科性质和特点、教育管理学的基本内容、教

育管理的内涵、现代教育管理的基本特点和理论基础。

（二）教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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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体制概念及其类型、我国的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教育行政宏观调控职能、教育

行政的集权制与分权制、教育行政组织的含义及其职能、教育行政组织的效率和效益。

（三）教育政策与法律

教育政策概念及特征、教育政策过程、当前我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取向、教育法及其体系

构成、教育法制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教育计划、督导与财政

教育计划、教育预测、教育发展目标、教育督导的意义及其基本职能、教育督导机构及

人员、教育督导评估制度、教育预算管理体制、教育支出。

（五）教育课程行政与教师人事行政

教育课程及其编订权、教育课程的内容构成、教育课程修订的基本原则、教师人事行政

的含义、现行教师聘任制的特点、教师考核的原则。

（六）教育信息管理

教育信息及其分类、教育信息管理的意义、教育信息管理职能、教育信息公开。

（七）学校效能、改进与管理过程

学校效能的概念及模型、学校效能的测量、学校计划及其类型、学校发展战略的概念及

意义、学校发展战略的基本模式、学校发展战略规划制定、学校计划执行过程、目标管理。

（八）学校组织管理

组织及其分类、组织理论、组织结构及其主要类型、学校组织的特点、学校组织文化建

设内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九）学校质量管理

学校质量管理及其特点、学校全面质量管理的内容、教育评价及其原则、教育评价的过

程及方法。

（十）学校建筑管理

学校建筑管理的内涵及其职责、学校建筑管理的理论基础、学校建筑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十一）学校公共关系管理

学校公共关系及其特点、学校公共关系管理过程、学校公共关系管理的对象、学校形象

及其评价。

（十二）学校领导

学校领导者及其职责、学校领导的方式及其有效性、学校领导班子的基本素质。

十四、03133 社会保障学

参考书目：《社会保障概论》（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孙光德、董克

用。

（一）社会保障界定、体系结构及其功能

社会保障的定义及基本体系结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功能。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思想理论依据、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中国社

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经济转轨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制

度改革、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四）社会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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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基金的概念、分类、来源、筹集方式、给付、投资运营及管理体制。

（五）社会保障管理

社会保障管理内容、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改革。

（六）社会保障水平

社会保障水平的概念、特点及意义、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测定、中国社会保障水平。

（七）社会保障法

社会保障法的概念及特征；社会保障法的原则、内容和形式；社会保障法的历史发展；

社会保障争议处理制度。

（八）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

思想流派、理论依据；制度模式、责任种类；国际社会保障改革中政府责任的调整及效

果、中国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

（九）老年社会保障

老年社会保障的概念及重要性、现代老年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与实施方式、老年健康保

障和福利服务、中国老年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发展及主要内容、中国城镇老年社会保险制

度的改革、中国老年福利事业、中国农村老年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民更加公平的社会养老

保障体系。

（十）就业社会保障

失业保险、失业预防和就业扶助、中国就业社会保障制度。

（十一）医疗社会保障

医疗社会保险的概念及特点、医疗社会保险筹资机制、医疗社会保险的给付项目、医疗

社会保险的支付方式、国际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趋势、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及其改革发展。

（十二）工伤社会保险

工伤社会保险的概念及原则、工伤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工伤社会保险范围、劳

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争议、工伤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与管理、工伤预防与康复。

（十三）生育社会保障

生育社会保障的概念及原则、生育保险制度结构和内容、中国职工生育保险制度现状、

中国生育社会保障未来发展方向。

（十四）军人社会保障

军人社会保障概述、军人社会保障的内容、军人社会保障基金、中国军人社会保障的发

展

（十五）残疾人社会保障

残疾人社会保障概念及原则、残疾人社会保障内容、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组织建设。

十五、03134 经济学理论前沿与方法

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前沿包括：基数效用与序数效用、无差异曲线、边际替代率、凹与拟

凹、互补与替代、反需求函数、显示性偏好、WARP、风险规避、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福利

经济学第二定理、纳什均衡、古诺竞争、伯川德竞争、囚徒困境、二价拍卖、阿罗不可能定

理、比较静态分析、双边平台市场、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纵向一体化、马尔萨斯陷阱、

索洛增长模型、条件收敛、均衡商业周期模型、价格错觉、公债、社会保险等。相关的经济

学方法包括：多元线性回归、时间序列分析、面板数据分析、非参回归、因果识别、工具变

量、DID、结构方程、经济数据挖掘、ChatGPT 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