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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名称：会计学   学科代码：120201 

（所属一级学科：工商管理 学科代码：1202） 

一、学位授权点简介 

中国石油大学会计学科于 2003年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4 年开始招

生。2010 年取得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资格。本学位点目

前已形成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包括财务会计与审计研究、成本管理会计

理论与方法、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等，在石油企业价值管理、资本市场与

微观企业的相互影响等领域形成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本学科注重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

刻苦的钻研精神，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及实务操作能力的高层

次复合型人才。所培养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受到社会好评，在人才市

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面向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身

心健康，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刻苦的钻研精神，掌握

扎实的管理学、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系统的会计学、财务管理、

审计学等专业理论知识与技能，具备一定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拥

有国际视野，具有较强的知识创新能力和创造性地运用知识解决实务问题

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三、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要求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树立科学的世界

观，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对会计学科抱有积极的求知欲望，拥有较强的

创新精神、良好的合作精神和严谨的科研作风；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

术修养，身心健康，恪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 

2.知识结构要求 

具备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基础理论知识；掌握财务会计、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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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管理会计、审计、税务等学科前沿知识；熟悉统计分析、案例研究、

调查研究等研究方法知识；掌握国际交流及专业文献阅读所需的外语知识。  

3.基本能力要求 

（1）获取知识及科学研究能力：能熟练查阅、整理与评析文献，理解

与掌握研究领域内的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系统掌握会计学相关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能够将理论联系实际，提炼科学问题并进行一定的理论或应

用研究，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2）学术交流及团队合作能力：具备基本的学术交流能力，能够以学

术论文、研究报告或口头方式，清晰表达并展示学术观点、学术思想与研

究成果。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阅读外文专业资料，进行国际交流；具有

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能够与他人合作高效率地完成任务。 

（3）专业实践及解决问题能力：能够深入企事业及其他单位实践，总

结提炼会计、财务、审计、税务等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并具备综合运用专

业理论知识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培养方向 

本学科有三个培养方向：财务会计与审计研究、成本管理会计理论与

方法、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 

1.财务会计与审计研究。以财务会计的基本概念框架为依据，研究财

务会计与审计理论与方法，分析解决财务会计与审计问题，主要包括财务

会计理论与实务、审计理论与实务、资源与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等，特色

为能源企业财务会计与审计行为研究。 

2.成本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研究成本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与具体应

用方法，关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成本管理会计实践问题与热点，主要包括

成本核算理论与方法、基于成本的管理决策与控制、战略业绩评价、环境

成本管理等，特色为能源企业成本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 

3.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关注现代社会发

展中的企业重大财务实践问题与热点，主要包括现代财务基本理论与方法

研究、资本市场财务研究、公司治理与财务管理研究、税务筹划理论与应

用研究，特色为能源企业财务管理与税务政策研究。 

五、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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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学习年限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5 年。 

六、培养方式 

主要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可采取非全日

制学习方式。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课程学习、科研训练、

学术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实行个别导师指导或团队导师指导。 

七、学分要求 

总学分最低 29 学分，其中，必修课 14 学分，选修课不低于 12 学分，

必修环节 3 学分。 

八、课程设置 

1.核心课程 

本学科核心课程包括管理研究方法、管理研究定量工具、中级经济学、

财务会计研究、管理会计研究、财务管理研究、审计研究。 

（1）管理研究方法（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 

管理研究方法一般涉及哲学基础、一般方法和具体技术三个层次，本

课程主要探讨前两个层次，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与研究逻辑。首

先，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介绍管理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其次，从实

证研究的角度说明管理研究的一般过程及构成要素；再次，针对管理研究

过程的各个环节，如提出问题、文献研究、研究设计、数据收集、数据分

析与解释等，详细说明具体操作及一般规范；最后，结合研究过程详细介

绍案例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等主流的管理研究方法及其应用。为学

生从事管理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奠定方法论基础。 

This course consists of three levels, they ar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general method and specific technology. This course mainly discusses the first 

two levels in order to cultivate students’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research logic. 

Firstly, it introduces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foundation of 

management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Secondly, 

it illustrates the general process and components of management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irdly, it explains the specific operation 

and general norms in all aspects of the management research process. Finally,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case study,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are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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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研究定量工具（Management Research Quantitative Tools） 

本课程是《管理研究方法》的后续课程。主要介绍管理研究过程中常

用的定量分析技术。首先，依托 SPSS软件介绍推论统计、相关分析、回归

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常用的统计技术，并结合研究实例讲述它们

的具体应用；其次，依托 AMOS 或 LISREL 软件，介绍结构方程建模技术及

其在管理研究中应用；再次，根据管理研究的最新进展，对新的管理研究

定量分析技术（如多层线性模型 HLM 等）进行专题介绍。为保证管理研究

的严谨性提供定量支撑和操作规范。 

This course is a follow-up course in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s. Firstly, 

based on SPSS, it introduces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and other common statistical techniques, and 

describes their specific applications with examples. Secondly, based on AMOS 

or LISREL, the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management research are introduced. Thirdly,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research,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technology of 

new management research is introduced. 

（3）中级经济学（Intermediate Economics） 

本课程主要由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组成。中级

微观经济学围绕个人、决策者和企业如何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这个使用工

具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中级宏观经济学从当代宏观经济学的视角考虑

短期波动和经济稳定政策议题，深入分析诸如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贸易平衡和资金流动、劳动市场以及制定政策的机制等其它重要问题。 

This course mainly consists of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and 

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discusses about 

how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apply theories and tools to analyze and 

resolve problems. 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 focuses on two policy agendas 

of short-term fluctuation and economic stability and deeply analyzes other 

important issues, for example, certain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trade 

balance, flow of capital, human capital market and policy making mechanism. 

（4）财务会计研究（Research on Financial Accounting） 

本课程进一步阐述财务会计理论发展，重点围绕财务会计报告理论、

财务会计政策经济后果、公司治理与财务会计行为主题及其实证会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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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讲授与讨论，同时，围绕财务会计中的热点、难点与重点问题进

行专题讲授与讨论。 

This course further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theory; focuses on the teaching of and discussion on such issues as financial 

accounting reports theories,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policy,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nancial accounting behavior, and positive 

accounting method; also teaches and discusses hot topics, difficulties and key 

issues in financial accounting. 

（5）管理会计研究（Research on Management Accounting） 

本课程阐述管理会计的发展趋势，提高学生利用成本等相关信息分析

管理决策与控制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重点围绕管理会计领域研究方法

应用、管理控制系统演进与研究方法、战略成本管理框架与应用研究展开

教学与讨论，同时，围绕管理会计中的热点、难点与重点问题进行专题讲

授与讨论。 

This course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aises students'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about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 through using cost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teaches and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issues, such as the application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methods, the evolution of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 and relevant research 

methods,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frameworks and applied research; also 

discusses hot topics, difficulties and key issues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6）财务管理研究（Research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本课程进一步阐述基本财务理论，按照“基本理论→投资管理→融资

管理→价值管理与财务风险管理”的企业财务管理活动流程，进行教学与

讨论内容安排，同时，围绕财务管理中的热点、难点与重点问题进行专题

讲授与讨论。 

This course further expounds the basic finance theory; teaches and 

discusses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content according to financial management 

activity process of “ basic theory → investment management → financing 

management→value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also teaches 

and discusses hot topics, difficulties and key issues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7）审计研究（Research on Aud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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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在进一步阐述审计基本理论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重点围绕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范式、审计质量、审计意见、审计市场结构、审计委员

会和审计失败及其经济后果等主题并结合实证审计研究方法进行讲授与讨

论，同时，围绕审计与资本市场中的热点、难点与重点问题进行专题讲授

与讨论。 

This course further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of auditing theory; focuses 

on the teaching of and discussion on such issues as modern risk-oriented audit 

paradigm, audit quality, audit opinion, audit market structure, audit committee , 

audit failures and their economic consequences and positive auditing method; 

also teaches and discusses hot topics, difficulties and key issues in auditing and 

capital market. 

2.课程设置 

见附表。 

课程设置及培养环节说明：  

（1）Upcic['ʌpsik]是 UPC Intensive Curricula 的缩写，意为中国石油大

学集中式课程。研究生参加的各类学术创新实践活动，如各类暑期学校、

暑期集中安排课程、专题学术研讨会、学术论坛、重要学科竞赛、创新创

业活动等，均可以换算成 Upcic 学分。Upcic 学分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课程学分认定与成绩转换办法》进行认定。 

（2）《第一外国语》为公共必修课，原名为《基础外语》，研究生英语

水平达到一定要求可以申请免修。其他语种的学生修读相应语种课程。 

（3）研究生必选本方向被列为核心课程的专业选修课。 

（4）补修课：跨学科报考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由导师指定补修

我校对应本专业的 2 门本科主干课程，最多不超过 4 学分。补修课所取得

学分不计入总学分。 

（5）专业外语：专业外语是一个必修环节，由导师指导查阅一定数量

的专业外文文献资料，在第三学期开题阶段提交一份外语文献阅读报告，

或者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 1 篇以上（含 1 篇）外文学术论文。成绩由导

师认定。 

九、中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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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积极深入地完成论文撰写工作，并在第四学

期初参加学位论文中期考核，具体考核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术

学位研究生中期考核暂行规定》（中石大东发[2015]35 号）。完成培养计划

规定的全部学分要求，成绩合格并顺利通过开题者，视为通过中期考核。 

十、 科研训练与学位论文 

1.科研训练与学位论文工作是培养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

工作能力的关键环节。硕士生要在导师或导师组的指导下，通过文献信息

检索阅读、调查与研究等，选择适当的课题，开展学术研究，并撰写学位

论文。 

2.研究生在读期间至少研读 70篇管理学、经济学及和研究方向有关的

文献资料，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1/3。文献阅读情况由导师考核，并上交相

关考核材料。 

3.学术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在第三学期进行。要求选题密切

结合本学科发展方向，具有一定深度和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具有一定的

创新性。科研训练和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 1学年。 

4.学位论文应遵循学术规范，立论正确、推理严谨、说明透彻、数据

可靠，在重要内容上应有所创新，论文正文一般不少于 3 万字。 

十一、创新成果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留学生除外）在申请学位之前应满足以下三个条

件之一： 

1.在高水平学术期刊公开发表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2.参加国际或国内专业相关的高级别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 

3.以前三名（含第三）参与编写的案例被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全

国 MPAcc教学案例库、中国金融专业学位案例中心或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

例中心案例库收录。 

十二、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达

到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要求，符合学校相关规定的，可申请学位论文评审

与答辩。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一般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六学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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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按照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中石大东发[2015]33 号）和其他有关规定进行。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颁发相应学科毕业证书。达到本学

科学位（授予）标准及其他有关要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可依据《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石大东发[2015]33 号）审批，

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6000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文授课国际硕士生由《中国概况》替代）
32 2 1

6000012
第一外国语

（中文授课国际硕士生由《汉语言基础》替代）
32 2 1

6084105 管理研究方法 48 3 1 平台核心课

7084106 管理研究定量工具 32 2 2 平台核心课

6085106 中级经济学 48 3 1 平台核心课

6083111 财务会计研究 32 2 1 平台核心课

6083121 管理会计研究 32 2 2 成本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方向核心课

6083131 财务管理研究 32 2 2 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方向核心课

6083141 审计研究 32 2 2 财务会计与审计研究方向核心课

6083112 税务会计 32 2 2

6083113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32 2 2

7083114 会计前沿文献研读 16 1 3

7083115 财务前沿文献研读 16 1 3

6083001 会计职业道德 16 1 1

7083002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32 2 2

6083003 石油天然气会计 32 2 3

6083004 资源与环境会计 32 2 2

7083005 财务分析 32 2 2

6083006 税务筹划 32 2 2

6083007 内部控制 32 2 2

7083008 财务共享与会计信息系统 32 2 3

6000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2 必选

6000013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 16 1 2

6000014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16 1 2

6000015 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 16 1 2

6000016 跨文化交际与沟通 16 1 2

6000017 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析 16 1 2

6000018 能源英语 16 1 2

6000019 出国留学英语 16 1 2

6000067 公共体育 16 1 1、2 必选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课程设置（学术硕士）
学院名称：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名称：会计学           专业代码：120201
课程类型

必修课

（14学分）

公共必修

课

专业基础

课

选修课

(≥12学分)

专业选修

课(≥6学
分)

7选2，必选
公共选修

课(≥4学
分)



Upcic课程

(≤3学分)
600006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集中式课程 - ≤3 1-4

5083001 财务会计学 32 2 1

5083003 成本管理会计 32 2 1

7080101 参加10次以上学术报告，作1次公开学术报告 - 1 3

7080102 专业外语 - 1 3

7080103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硕士） - 1 3

总学分 ≥29学分

必修环节（3学分）

选修课

(≥12学分)

补修课程

(≤4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