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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通晓现代经济与商务基础理论，具备现代国际商务实践技能，具有较强的跨文

化交流能力和国际商务分析与决策能力，胜任在涉外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

从事国际商务经营运作与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职业型的高级商务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如下：

1.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拥护党的

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道德品质良好。

2.系统地掌握国际贸易、跨境电子商务、国际经济与合作、国际经济法律和跨国商

务管理等领域相关理论、知识和实务技能，具有对复杂变化的国际商务环境的学习能力、

分析能力和战略意识；能及时了解并掌握本专业以及相关行业的发展动态。

3.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一门外语，具有较高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

善于运用国际商务中的方法研究解决相关问题；能够独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具备一定

的创新创业能力，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全球视野；具有为江西以及全国企业开展国际商务

活动提供专业服务的能力。

4.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品质，身心健康。具备敬业精神、团队协作、沟通能

力、责任心以及持续学习的能力。

二、专业简介及研究方向

（一）专业简介

本学位点自 2019 年开始招生，2023 年顺利通过教育部的专项核验。拥有一支结构

合理、老中青科学搭配的教师队伍，高级职称教师占比达 50%，专任教师在各自的领域

内拥有深厚的知识背景和专业能力。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和行业经历的教师比例较高，

50%教师具有“双师型”资格，能够为学生提供全面、优质的教育服务。学校为每一位

硕士研究生同时配备 1名校内导师和 1名校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学习、实践和论文写

作等培养全环节和全过程。

近年来，报考本学位点的研究生人数稳步增长，生源来自全国各地，质量稳定。本

学位点培养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表现出色，在已毕业的 60 余名毕业生中，主要就业

单位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

经过多年的办学实践，本学位点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并形成了良好的办学

条件，能为学生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和良好的学习环境。

（二）研究方向

1.国际贸易：基于中国现有对外贸易环境，研究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间的国际贸易的平衡、模式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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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境电子商务：基于企业外贸发展现状和电子商务发展趋势，研究聚焦我国跨境

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分析、运营过程和数据化应用等。

3.国际经济合作：基于“一带一路”背景，研究中国与各国推行的国际经济合作的

机制、模式和基本规律。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年，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完成学业者，可以申

请适当延长学习时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培养方式

倡导实行学校和实践基地联合培养的方式。实行校内外“双导师”负责制或导师指

导小组负责制的培养方式。

对学生的培养，采取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相结合的办法。硕士研究生既要深入掌握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又要掌握国际商务知识，具有从事国际商务工作的能力。要求硕

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专业技能训练和社会实践。

指导教师根据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划，充分

发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加强和研究生的联系，教学相长。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专业规定的学习年限安排，其中，全日制课程学习原则上最

长不超过 2学期，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 1年。

具体课程信息见《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课程一般应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

70 分合格；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方式，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考查成绩按“优

秀”“良好”“中”“合格”和“不合格”五级制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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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位

课

（28

学

分）

公共课

（6学分）

SZ02A00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2 2 1 必修 考试

马克思主

义学院

SZ02A006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
16 1 1 必修 考试

马克思主

义学院

SZ05A004 英语 32 2 1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

院

SZ25A001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

作
16 1 1 必修 考试

经济管理

与法学院

专业基础

课（9 学

分）

SZ25B501 国际商务 48 3 1 必修 考试
经济管理

与法学院

SZ25B502 经济学分析与应用 48 3 1 必修 考试
经济管理

与法学院

SZ25B503 商务英语 48 3 2 必修 考试
经济管理

与法学院

专业核

心 课

（13 学

分）

SZ25C501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

务
32 2 1

必修

考试

经济管理

与法学

院

SZ25C502 计量经济学 48 3 1 考试

经济管理

与法学

院

SZ25C503 国际商法 32 2 2 考试

经济管理

与法学

院

SZ25C504
国际贸易政策与实

务
32 2 2 考试

经济管理

与法学

院

SZ25C505 国际商务谈判 32 2 2 考试

经济管理

与法学

院

SZ25C506
国际投资与跨国企

业管理
32 2 2 考试

经济管理

与法学

院

非

学

位

课

专业

方向

选修课

（6学分）

SZ25D501
Python 与商务数据

挖掘
32 2 2

至少

选修

6学

分

考试或

考查

经济管理

与法学院

SZ25D502
金融大数据挖掘与

分析
32 2 2

经济管理

与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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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学

分）

SZ25D503 跨境电子商务 32 2 2
经济管理

与法学院

SZ25D504 国际经济合作 32 2 2
经济管理

与法学院

任意选修

课（2 学

分）

SZ25D505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学
32 2 2

至少

选修

2学

分

经济管理

与法学院

SZ25D506 国际市场营销 32 2 2
经济管理

与法学院

SZ25D507 国际经济学 32 2 2
经济管理

与法学院

SZ25D508 移动电子商务实训 32 2 2

经济管理

与法学

院

职业方向

指导课（1

学分）

SZ25D509
国际商务职业规划

指导
16 1 1 必修

经济管理

与法学

院

必修

环节

（3

学

分）

专题活动 1 1-5 必修

专业技能训练 不

计

学

分

1-5 必修

开题报告 3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5 必修

专业实践（实习） 2 4 必修

总学分 40

六、必修环节

1.专题活动

硕士生在学习期间要求至少参加 3次专题活动，其中作专题报告至少 1次，参加活

动后撰写不少于 800 字的小结。

出国交流不足三个月的，可抵 2次专题活动；出国交流三个月及以上的，可抵 3次

专题活动。

2.专业技能训练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完成专业技能训练（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具有参加国际商务教指委组织的国际商务技能大赛经历（包括国际商务案例、

国际商务谈判等大赛，排名前五）。以报名单、申请书、立项书、获奖证明等作为参与

依据。

（2）具有参加学校组织的“互联网+”等纳入全国普通高校学科评估体系的专业比

赛经历（排名前三）。以报名单、申请书、立项书、获奖证明等作为参与依据。

3.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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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论文（项目）工作计划，并通过论文开题报告论证。

专业学位论文的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行业应

用价值。

三年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进行。

开题报告必须在审核小组会上宣读并答辩。审核小组由至少 3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

师组成，其中必须邀请 1位校外本行（企）业的专家参加，审核小组组长必须是硕士生

导师担任。审核小组听取开题报告后，做出通过、修改后通过或不通过的决议。开题报

告审核同意后，报学院和研究生部备案。

4.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三年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5.专业实践

（1）在学期间，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原则上保证不少于一年的专业实践（可分

段进行），其中顶岗实践不少于半年。研究生可以结合实践（项目）进行论文研究工作，

边实践边做学位论文。

（2）在导师指导下，研究生要制定并提交实践（实习）计划，撰写一份不少于 5000

字的实践（实习）总结报告。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参加专业实践或未通过专业实践

考核或实践总结报告不合格者，不得申请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

（3）专业实践的具体环节、要求和考核工作规定参照《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基本要求及考核工作规定（试行）》确定。

七、中期考核

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表述为准，中期考核在

第四学期完成，主要从思想品德、学习能力、专业实践情况、科研实践能力四方面进行

考核。中期考核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五个等级。

八、科学研究

学生在学习期间，在科学研究方面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所撰写的与本专业相关的案例入选国

家或省级案例库（国家级排名前五，省部级排名前三）。

（2）主持完成校级及以上的课题，或参与由导师主持的以我校为第一责任单位的

省级及以上课题（国家级排名前五，省部级排名前三）。

（3）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

为第二作者），在省级及以上专业学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专业论文

（包括国际商务案例分析、国际市场调研报告、商业计划书、项目可行性报告、学术论

文）1篇，专业论文篇幅应达到两个版面及以上。

九、学位（毕业）论文

1.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



256

门技术工作的全面综合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一般至少要用

一年的时间完成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应在导师或导师小组指导下，独立设计和

完成某一科研课题。学位论文工作的全过程，包括选题、开题、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

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阅、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

2.硕士学位论文形式允许多样化，可以是理论与政策研究论文、国际商务案例分析、

国际市场调研报告、商业计划书、项目可行性报告等形式；凡是通俗性、泛论性或单纯

叙述他人成果的文章或翻译材料，不能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由中英文摘要

及关键词、目录、论文主体（含文献综述、实证部分或理论演绎分析部分、结论）、附

录、参考文献、后记等部分组成，具体格式要求参见《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关于硕士学位

论文格式的规定》。

3.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1）论文选题一般应理论联系实际，从具体的国际

商务实践中提炼出科学问题，围绕国际商务及其相关领域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展开。

选题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创新性；（2）学位论文应是在导师

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的研究结果；（3）论文的结论和所引用的资料应详实准确；

（4）论文正文的字数一般不得少于 3 万字，符合学位论文的规范，其基本的理论和应

用成果达到可以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4.学位论文水平要求。学位论文须与国际商务实践紧密结合，体现学生运用国际商

务及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国际商务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应当明确提

出研究的问题，并阐述选题的重要性。

论文应体现作者在本学科已具备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备较好地发现、

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成果应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对于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学位论文，一般应包括文献综述部分，陈述已有研究成果是

如何分析和解释与选题相关的问题的，重点阐述本论文运用的主要理论。论文要有明确

的研究方法，表述收集资料的过程、数据的来源。对资料的分析与评价要科学、合理，

体现与已有研究成果的关系。论文结论要明确，有一定的创新性，应指出政策含义及进

一步研究的方向。

对于采用国际商务案例分析、国际市场调研报告、商业计划书、项目可行性报告等

形式的论文，必须提出有价值和新意的现实问题，通过科学的方法取得丰富的第一手调

研资料，论文中能体现资料的价值。在写作中要对资料进行系统的鉴别、综合、整理与

分析，将理论有机地融入分析中，并提出个人见解及评论。

对学位论文采用“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审，学位论文答辩形

式可多种多样。

5.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并取得相应的学分，按照《江西科技

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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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学院采取论文公开答辩形式。

7.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取得相应的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盲

审和答辩，经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位。

十、学位授予

专业学位研究生，修满规定学分，完成必修环节，取得符合条件的科学研究成果，

通过中期考核和论文答辩，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授予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学位，同时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十一、阅读文献（资料）主要书目和期刊目录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应拓展知识面，阅读相关领域的书籍、期刊或网络资料，

具体信息见《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阅读文献（资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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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阅读文献（资料）清单

序

号
文献名称/网站 作者、出版单位/网址

文献（资

料）类别

年份

（版本）

必读/

选读

1
国际商务教指

委网址
http://www.chinamib.org/ 网站 必读

2
中国专业学位

案例中心

https://case.cdgdc.edu.cn/index/

enterIndex.do
网站 必读

3
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网站 必读

4
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 网站 选读

5 国家统计局 https://www.stats.gov.cn/ 网站 选读

6 联合国图书馆 https://www.un.org/zh/node/78064
网站/数

据库
选读

7
世界银行公开

数据
https://data.worldbank.org.cn/

网站/数

据库
必读

8 阿里研究院
http://www.aliresearch.com/cn/in

dex
网站 选读

9 中国经营网 http://www.cb.com.cn/ 网站 选读

10 和讯网 http://www.hexun.com/ 网站 选读

11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网站 必读

12 万方数据库
https://www.wanfangdata.com.cn/i

ndex.html
数据库 选读

13 维普数据库
http://www.cqvip.com/corp/prolis

t.aspx
数据库 选读

14

常用英文数据

库：SPRING 数据

库, Web of

Science,Wiley

数据库

可通过学校图书馆查询 数据库 必读

15 国际商务
(美)查尔斯•希尔、托马斯·霍特，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 3 月
著作 2019 年 必读

16
国际商务：环境

与运作

（美）丹尼尔斯，拉德巴赫，沙利文

著，石永恒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年 2 月

著作 2017 年 选读

17 国际商务谈判 刘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 著作
2022 年，

第 5版
选读

18

国际商务谈判：

理论、案例分析

与实践

白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 著作
2022 年，

第 6版
选读

19 数字经济概论
刘三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年 10 月
著作 2023 年 必读

20
高级计量经济

学及Stata应用
陈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4 月 著作

2014 年，

第 2版
必读

http://www.cb.com.cn/
http://www.hexun.com/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AD%B5%C2%B0%CD%BA%D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9%B3%C0%FB%CE%C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A%AF%D3%C0%BA%E3&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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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国际金融 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23 年 著作
2023 年，

第七版
选读

22
国际贸易理论

与实务

冷柏军、张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著作 2019 年 选读

23 新编国际商法
曹祖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
著作 2022 年 必读

24

Python 数据挖

掘、分析与可视

化

董付国，人民邮电出版社，2020 年 著作 2020 年 必读

25 国际经济合作
孙莹，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2 年 12 月
著作

2022，第

2版
选读

26
跨境电子商务

案例
马述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年 著作 2018 年 选读

27 证券投资学
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2 月
著作

2020 年，

第五版
选读

28

Python 金融大

数据挖掘与

分析

王宇涛，房宇亮，肖金鑫，机械工业

出版社，2020 年 5 月
著作 2020 选读

29
国际经济学：理

论与政策

[美]P.R.克鲁格曼，M.奥伯斯菲尔德，

M.J.梅里兹，中国人民大学，

2021 年 1 月

著作
2021 年，

第十一版
选读

30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此期刊可通过中国

知网线上查阅）
期刊 必读

31 世界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此期刊可通过中国

知网线上查阅）
期刊 选读

32
世界经济与政

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此期刊可通过中国

知网线上查阅）
期刊 选读

33 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此期刊可通过中

国知网线上查阅）
期刊 必读

34 国际贸易问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此期刊可通过中

国知网线上查阅）
期刊 必读

35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此期刊可通过 JSTOR 线上查阅 期刊 选读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4%B0%D8%BE%F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5%C5%E7%E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2%ED%CA%F6%D6%D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5%E3%BD%AD%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