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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1251）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领域简介 

北京科技大学于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授

予权。依托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色鲜明的学科优势、优秀的师资队伍和较高的国际

化水平，经过二十余年的积累，MBA项目已具备完善的培养体系和鲜明的培养特色，持续地

提供优质的教育。同时，面向技术的新发展和相关行业的新需求，北京科技大学MBA项目已

实现大数据与传统商科专业深度融合，并积极拓展商科与学校优势理工科领域的融合，致力

于培养具有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掌握扎实经济管理理论，具备组织管理能力和领导创新能

力，在不确定性环境中进行有效决策的高级经济管理人才。 

二、学位类型和培养目标 

本领域授予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通过理论课程与实践创新课程的学习，学位获得者应具

有崇高的社会责任与高尚的职业道德，掌握扎实的商科理论与灵活的实践技能，具备优秀的

管理意识与系统的管理思维，拥有较高的创新精神与较强的创新能力，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与团队协作能力，了解社会经济与相关行业发展的新形势，能够胜任各类企事业单位的高级

管理职位。 

三、学制、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基本学制为2年，学习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非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基本学制为2年，学习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最低学分要求为45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须达到5学分，

领域核心课不低于22学分（必修核心课须达到18学分，选修核心课不低于4学分），专业拓展

课不低于9学分，国际视野课须达到1学分，专业实践课须达到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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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 

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公共必修课 

5072001 商务英语 32 2 1 

必修（5学分） 5072737 市场经济与企业社会责任 32 2 1 

5070409 论文写作与研究方法 16 1 2 

领域核心课 5072135 管理信息系统 32 2 1 

必修（18学分） 

5072232 营销管理 32 2 1 

5072637 管理经济学 32 2 1 

5072703 数据、模型与决策 32 2 1 

5072704 战略管理 32 2 1 

5072732 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32 2 2 

5072734 运营管理 48 3 1 

5072735 会计学 48 3 1 

5070410 组织行为学 32 2 1 

选修不少于4学分 

5072424 创新与创业管理 32 2 2 

5070412 公司治理 32 2 1 

5070413 国际商务管理 32 2 1 

5072324 财务管理 32 2 2 

实践类课程 
5070418 创新实践 48 3 1 

必修（5学分） 
5070420 案例开发与竞赛项目 32 2 1 

专业拓展课 选修不少于9学分 

国际视野课 必修1学分 

五、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共5学分，其中2学分为案例开发与竞赛项目，3学分来自创新实践，

所涉及的学术活动、学术赛事、创业实践、资源整合、公益健康、国际交流、综

合实践等各项学分设置参见《MBA创新实践学分管理办法（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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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必修环节 

无 

七、科学研究及论文工作 

执行《北京科技大学2022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原则意见》和《北京科技大学硕

士学位申请和授予办法》中的有关规定。 

1、学术道德。研究生应遵纪守法，强化学术规范意识，恪守学术道德规范。

对待学术不端问题严格执行上级部门的相关规定。 

2、须完成开题与文献综述、预审和答辩等培养环节，未完成培养环节的不

予毕业和授予学位。 

3、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按要求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

完成毕业（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准予毕业。按照《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授予

学位与毕业分离实施办法》执行学业警示制度和最长学习年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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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1253）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领域负责人：             主管院长： 黄晓霞             院教学委员会主任： 黄晓霞     

一、领域简介 

会计专业学位教育直接面向职业需求，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进取精神

和创新意识，能够熟练运用现代会计、财务、审计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高素质、应用型、国际化的会计专门人才。北京科技大学于2010年经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得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主要研究方向为会计

与财务。 

二、学位类型和培养目标 

本领域授予会计硕士学位。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的

会计专门人才。 

本领域硕士学位获得者应系统掌握当代会计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丰

富的实践与实务经验、开阔的国际视野与业务能力、善于沟通与合作、具有良

好职业道德的应用型、复合型的高级会计专门人才，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

现代会计、财务、审计及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交叉学科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具有从事高层次会计管理工作所必备的国际视野、战略意识和领导潜

质；熟练掌握和运用一门外国语言。能够胜任政府部门，大中型企业、事业单

位，银行、证券、投资、保险等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资产评

估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等各行各业的高级财会工作。 

三、学制、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根据《北京科技大学 2022 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原则意见》和全国会计专业教

育指导委员会的有关规定，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2 年，学习期限

最长不超过 5 年，总学分共计不少于 42 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须达到 7 学分，

领域核心课必修须达 16 学分，专业拓展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会计与财务模块

合计选修不少于 6 学分），国际视野课须达 1 学分，实践类课程须达到 4 学分。 

四、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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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公共必修课 

5080008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 
32 2 1 

必修（7 学分） 
5072001 商务英语 32 2 1 

5072637 管理经济学 32 2 1 

5070809 会计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16 1 1 

领域核心课 

5070801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48 3 1 

必修（16学分） 

5070802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48 3 1 

5070803 审计理论与实务 48 3 1 

5070804 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48 3 2 

5073312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 32 2 2 

5072715 企业税务与筹划 32 2 1 

实践类课程 
5070406 社会实践 32 2 1 

必修（4学分） 
5070420 案例开发与竞赛项目 32 2 1 

专业拓展课 选修不少于13学分 

国际视野课 必修1学分 

五、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共4学分，其中2学分为社会实践，研究生在学期间参与社会实践

活动包括创业实践、资源整合、公益健康、综合实践等，参加相应活动获得的

学分参照会计硕士（MPAcc）创新与实践学分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此外2学分为案例研究与赛事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参加学生案例大赛、独立

或协助指导老师通过实地调研形成教学案例、参与企业管理咨询活动并形成管

理咨询报告、发表案例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由指导教师

根据学生参与的案例开发工作情况或科研成果评定成绩。 

六、其他必修环节 

无 

七、科学研究及论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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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北京科技大学2022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原则意见》和《北京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申请和授予办法》中的有关规定。 

1、学术道德。研究生应遵纪守法，强化学术规范意识，恪守学术道德规

范。对待学术不端问题严格执行上级部门的相关规定。 

2、须完成开题与文献综述、预审和答辩等培养环节，未完成培养环节的不

予毕业和授予学位。 

3、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按要求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

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准予毕业。按照《北京科技大学研究

生授予学位与毕业分离实施办法》执行学业警示制度和最长学习年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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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125601）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领域负责人：             主管院长：  黄晓霞             院教学委员会主任：   黄

晓霞  

一、领域简介 

北京科技大学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于 1999 年获工业工程硕士专业学

位授予权，于 2005 年获项目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教育部关于对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进行调整的通知》（学位[2018]7 号），现工

业工程与项目管理合并为工程管理硕士（Master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简

称 MEM），进行统一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依托北京科技大学在冶金、材料、

土木工程等领域的学科优势和经济管理学院在工程管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

的办学经验，北京科技大学 MEM 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完善的培养体系，旨

在完善我国工程管理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工程管理人才模式的同时，为我国现代

工程事业的发展培养具备良好政治素质和专业水平的高级工程管理人才。  

二、学位类型和培养目标 

本领域授予工程管理硕士学位。 

本领域硕士学位获得者应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掌握系统的工程管理理论，以

及相关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

决策能力，能够独立担负工程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三、学制、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根据《北京科技大学 2022 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原则意见》和全国工程管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工程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制为 2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最低学分要求为 38 学分。 

四、课程设置 

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公共必修课 

5072737 市场经济与企业社会责任 32 2 2 
必修（4学

分） 
5072002 工程管理英语 32 2 3 

领域核心课 

5070701 工程管理导论 32 2 1 

必修（12 

学分） 

5070702 工程经济学 32 2 1 

5070703 定量决策与优化技术 32 2 1 

5070704 系统工程与可靠性管理 32 2 2 

5070705 工程信息管理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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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5070706 管理统计学 32 2 1 

实践类课程 

5070720 工程实践 32 2 2 
必修（4学

分） 
5070722 学术活动 32 2 1/2 

专业拓展课 选修不少于14学分 

国际视野课 必修 1 学分 

五、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为必修环节，包括学术活动和工程实践，各 2 学分，共 4 学分。

该环节学分管理办法参见《工程管理硕士（MEM）工程实践与学术活动学分管

理办法（2022）》。 

工程实践要求通过与企事业单位广泛联合的实习实践平台/基地进行工程实

践训练，通过参观、考察与训练，完成并提交工程实践训练的书面报告，报告

应能充分体现综合运用工程管理知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解决工程管理实际问

题的能力。鼓励工程管理硕士生结合实习、实践，撰写工程管理的典型案例，

提交案例的学生无需再提供工程实践报告。 

学术活动包括邀请产业界专家介绍工程管理前沿或产业界新出现的工程管

理问题；邀请经验丰富的专家做工程管理职业素养、社会责任、工程伦理、全

球化视野及创新等方面的报告，每次提交 500 字以上的学习心得体会。 

六、其他必修环节 

本专业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学堂的《如何写好科研论文》和《工程伦理》（清

华大学）慕课课程学习，成绩合格者方可通过该环节。 

七、科学研究及论文工作 

执行《北京科技大学 2022 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原则意见》和《北京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申请和授予办法》中的有关规定。 

1、学术道德。研究生应遵纪守法，强化学术规范意识，恪守学术道德规范。

对待学术不端问题严格执行上级部门的相关规定。 

2、须完成开题与文献综述、预审和答辩等培养环节，未完成培养环节的不

予毕业和授予学位。 

3、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按要求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

完成毕业（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准予毕业。按照《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授予

学位与毕业分离实施办法》执行学业警示制度和最长学习年限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