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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农业管理专业学位硕士(MA)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4版）

一、专业学位领域概况

我校农业管理专业硕士依托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源

于 1987 年创办的林业经济管理专业；1999 年开设农林经济管理本科；2003 年获林业经济管理硕

士学位授予权；2004 年获农业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2012 年设林业生态经济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

2022 年获评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学科；2022 年获批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2024 年获得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经过 30 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现已形成农业

经济与政策、农业资源与环境管理、农业产业发展、涉农企业管理 4 个稳定的研究方向，建立了

一支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学研究队伍。学科现有专职教师 47 人，其中教授 15 人,副教授 23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27 人。有湖南省新世纪 121 人才工程人选 3 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培

养对象 5 人，湖南省重大决策咨询专家 2 人，湖南智库联盟专家 3人。本领域依托学校农、林、

生态等特色优势资源，在农林经济管理、生态经济管理、企业生态管理、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等

研究方向，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具有较强研究实力。

二、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素质、知识、能力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农业专业

基础知识，宽广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基础理论，在农业产业发展领域具有相应的创新能力、经

营管理能力和独立承担农业发展领域技术推广活动的能力，能够胜任各级农业管理机构相关政策

制定、解释、执行，以及农、林、牧、渔加工企业管理，金融机构涉农业务管理，农业科技组织

管理，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标准化、农产品物流与电商等工作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三、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和特色

1 农业经济与政策

农业科技经济与政策；农业资源环境经济与政策；农业

要素市场与创新；农产品经济（需求、供给、贸易、市

场）等。

2 农业资源与环境管理
农业资源的管理及利用；农业生态；农业环境保护；农

产品检测等。

3 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

现代农业产业与组织；特色农业产业、农业产业结构；

农业产业与乡村振兴等；

4 涉农企业管理

涉农企业战略管理；涉农企业生产与经营管理；涉农企

业财务与风险管理；涉农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农

产品营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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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业年限

学制为 3 年，学习年限为 2-5 年，学习方式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五、学分要求与课程、必修环节设置

1.学分要求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原则上不少于 30学分（含校外实践 6学分），其中公共课 8学

分，专业学位课 8学分，选修课 8学分，校外实践 6学分。

2.课程设置

本专业学位领域课程学习要求不少于 24 学分，课程学习原则上要求在入学后第一学年内完

成。凡符合我校英语免修条件的研究生，可在新生入学两周内申请免修第一外国语课程。具体课

程设置如下：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主讲教师姓

名、职称

开

课

学

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公

共

课

程

0502010000 第一外国语（英语） 3 48 1 考试 专硕

030200010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2 36 1 考试 各专业

0000000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考试 理工农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

兴战略
2 32

肖建武教授

王金龙副教授
1 考试 必修

公

共

选

修

课

0501000112 如何写好科研论文 1 16 2 考查

各方向必

选,根据

当年实际

开设选上

2 学分

0501000109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1 16 2 考查

0501000110
研究生学术与职业素养

讲座
1 16 2 考查

0501000115
研究生的压力应对与健

康心理
1 16 2 考查

专

业

学

位

课

程

农业发展理论

与实践
2 32

尹少华教授

杨伶教授
1 考试 必修

农业政策学 2 32
曹兰芳教授

郑宇梅副教授
1 考试 必修

农产品市场营销 2 32
甘瑁琴教授

祝海波教授
1 考试 必修

现代管理学 2 32
王金龙副教授

任伟琳副教授
1 考试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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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选

修

课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专题 1 16
方威教授

张坤副教授
2 考查 必修

农业管理研究方法 1 16
杨伶教授

袁宝龙教授
2 考查 必修

现代经济理论 1 16
罗建兵副教授

蔡珍贵教授
2 考查 必修

学术交流与学术报告 1 16
蔡珍贵教授

袁宝龙教授
2 考查 选修

产业经济学 1 16
熊曦教授

陈藜藜副教授
2 考查 选修

农业管理案例研讨 1 16
尹少华教授

熊曦教授
2 考查 选修

农村社会服务 1 16
郑宇梅副教授

黄江泉教授
2 考查 选修

农业项目投资与评估 1 16
肖建武教授

陈德良教授
2 考查 选修

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1 16
陈藜藜副教授

曹博博士
2 考查 选修

农业经济学 1 16
黄炜虹副教授

杨彩艳博士
2 考查 选修

现代农场管理 1 16
杨彩艳博士

姜微副教授
2 考查 选修

农村人力资源管理 1 16
张四龙教授

刘子玉博士
2 考查 选修

组织行为学 1 16
刘晓艳副教授

刘锦副教授
2 考查 选修

农产品电商与互联网技

术
1 16

郭零兵副教授

邹思明副教授
2 考查 选修

农产品供应链管理 1 16
陈德良教授

郭零兵副教授
2 考查 选修

现代农业创业 1 16
祝海波教授

陈洪华博士
2 考查 选修

农村家政学 1 16
方威教授

邵汉清教授
2 考查 选修

补

修

课

管理统计学 研究生第 1-2 学期在中国大学 MOOC 平

台自选补修完成，提交课程成绩认证或

证书等材料，由学院统一进行合格认定

各方向

生态经济学 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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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修环节

（1）培养计划制定

研究生入学后，导师（组）应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结合研究生的研究方向、职业发展和个

人情况，指导研究生做好培养计划的网上制定。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计划和论文研究计划。课

程学习计划一般于研究生入学后两个月内制定完成；论文研究（设计）计划须对论文主要研究内

容和文献阅读与材料准备、论文开题、论文研究、论文撰写、论文答辩环节作出具体安排。培养

计划由导师、学科、学院网上审核通过后执行。

培养计划制定时间：第一学期

（2）论文开题

学位论文开题是确保学位论文质量的首要关键环节，开题应在导师指导下，在广泛检索文献

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准备文献综述和学位论文选题。论文选题应符合专业学位的培养方案要求，

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有一定的工作量和较强的应用价值，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专业理论、方法

和技术手段解决应用技术问题的能力。开题通过到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间隔一般不得少于 12

个月。重新开题到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 6个月。

开题时间：一般在第三学期。

（3）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对研究生在思想政治品德、专业学习与实践、学术活动等方面的综合评定。考核

的主要内容包括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科研与实践能力和身体健康等四个方面。研究生必须

填写中期考核综合评定表，考核合格后，进入下一阶段学习。

考核时间：一般在第三学期，论文开题通过后进行。

（4）教学（科研）实践

硕士生的实践环节可以包括教学实践、生产实践、社会调查及课外学术、科技竞赛活动等。

一般应在入学之后第二年完成，并提交教学（科研）实践考核表，由导师负责考核认定，合格计

1学分。

（5）学术活动

学术活动内容包括：学术讲座、学术研讨会等。

硕士生应参加一定的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应参加 6次以上学术活动。每次学术活

动要撰写总结报告，并将有关的书面材料交指导教师签字认可。学院对硕士生的学术活动的前沿

性学术专题活动情况及其报告进行审核，成绩合格者记 2学分。

（6）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是为了及时掌握研究生学位论文进展情况、发现和纠正研究生学位论文阶

段的问题和不足，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必要环节。专业学位研究生开题报告通过半年、进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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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半年后开展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检查内容包括学位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

和计划进行，学位论文进展情况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存在的问题及拟采用的解决方案，下一步

工作计划和工作内容和，学位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性，研究生是否遵守学术行为规范等。

检查时间：一般在第五学期。

（7）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的必要环节，充分的、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教育

质量的重要保证。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需到企业或行业（一般在校外研究生联合培养

实践基地）完成进行不少于半年的实践，实践方式可采用集中与分段相结合的方式，鼓励结合实

践进行学位论文的相关研究工作。

学生应提交实践计划，撰写实践总结报告，由学院负责审核，通过后获得相应的学分，以此

作为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不参加专业实践或参加专业实践考核未通过，不得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研究生专业实践完成后须撰写不少于 4000字的实践研究总结报告。学院成立考核小组，根据

研究生实践工作量、综合表现及实践单位反馈意见等，评定研究生的专业实践研究效果。经学院

考核通过者方可取得相应学分。

专业实践时间：第二学期末做好专业实践计划，第三学期初开始实施。

（8）预答辩

学位论文预答辩是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撰写、进入论文评阅前的论文质量审核环节。研究生

学位论文送审前必须进行预答辩，硕士学位论文应在提交送审 1 个月前经研究生提出申请并完成

论文预答辩，具体按照《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暂行规定》和当年发布的研究

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安排执行。研究生申请预答辩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已完成修满

培养方案和个人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内容，并取得相应学分；通过论文开题、中期考核和学位论

文中期检查；学位论文撰写基本完成，经导师审阅和认可，同意推荐参加预答辩。

预答辩时间：一般在第六个学期

六、学位论文

1.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应体现专业学位特点，突出学以致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学位论文应体现学

生已系统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具备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方法，分析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创新性和实用价值，工作量饱满。

（2）论文类型一般应采用案例分析、调研（调查）报告、专题研究、组织（管理）诊断等。

鼓励学位论文选题与实习实践内容相关。不提倡纯理论研究论文。

（3）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开题报告、

论文中期检查、论文送审及修改、论文答辩及修改等）都应执行学校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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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论文开题通过到论文答辩，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时间不得少于 1年，在学位论文答辩

前应完成课程学分和各培养环节，达到学校规定的要求。

（5）学位论文的篇幅一般不少于 3万字；文献综述的字数一般不得少于 4000字，文献综述

引用的文献要按《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撰写规范》规定格式列出；文献综述引

用的参考文献不少于 40篇，其中，近五年的文献一般不少于总文献数的五分之一。

（6）学位论文送审前须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①在省级及以上期刊发表以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的论文 1篇，

署名单位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②参加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研究生学科竞赛目录内的学科比赛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至少 1项，

其中一等奖排名不限，二等奖排名前三，三等奖排名前二。

③在本学科相关的省级及以上学术会议上作论文宣讲或获得会议收录论文 1篇。

④参与导师编著并正式出版的教材或专著 1部（须在教材或专著署名）。

⑤主持校级及以上研究生创新课题 1项或参与省级及以上研究生课题 1项（排名前三）。

⑥参与导师开展的企业案例研究，并入库省级及以上案例库 1篇（由导师出具证明）。

⑦在导师省级及以上课题中有重要贡献，由导师出具证明。

⑧需要院学术分委员会审议的其他重要未尽成果。

2.提前毕业条件

学生可申请提前毕业，申请条件为在完成本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要求外，须在北大中文

核心/CSSCI 扩展版及以上专业期刊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1 篇；要求学生署名为第

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单位署名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七、毕业与学位授予

在最长学习年限内，硕士研究生完成本专业学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及必修环节，学术

成果达到学校、学院、专业领域的成果要求，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学院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审议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授予农业硕士学位；完成本领域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

学习及必修环节，但未达到学位申请要求，可提交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准予毕业。

八、其他要求

1.其他按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

2.如因国家和学校有关政策调整与本培养方案有出入的，以国家和学校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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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需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和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

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

必读/
选读

备

注

1 农业志 加图 必读

2
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
盖尔·约翰逊 必读

3 经济增长与农业 舒尔茨 必读

4 改造传统农业 舒尔茨 必读

5 二元经济论 刘易斯 必读

6 产业组织理论 梯诺尔 选读

7 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 速水佑次郎、弗农·拉坦 必读

8 农业转型发展与制度创新研究 陈锡文、韩俊 必读

9
汉代农业：

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许倬云 必读

10
农业变革的契机：发展、

环境与食品
雅克、帕乔里、图比娅娜 必读

11
制度变迁和可持续发展：

30年中国农业与农村
黄季锟 必读

12 读懂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中文版） 陈锡文 必读

13 农业与工业化 张培刚 必读

14 农业家庭经营：走向分工经济 罗必良 必读

15 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 必读

16
中国的农地制度农地

流转和农地投资
黄季焜等 必读

17 农业价值链融资：工具与经验 加尔文·米勒、琳达·琼斯 必读

18 再论技术、制度与中国农业发展 林毅夫 必读

19
中国农村金融研究：

改革、转型与发展
沈明高、徐忠、沈艳 必读

20
农村金融与村庄发展——基本理

论、国际经验与实证分析
胡必亮、刘强、李晖 必读

21 中国农业科技投资经济 黄季焜 必读

22 流通渠道结构论 巴克林 必读

23 市场营销：原理与实践 菲利浦·科特勒 必读

24 战略化人力资源基础 迈克尔·阿姆斯特朗 必读

25 公司理财 斯蒂芬·罗丝 必读

26 管理会计 查尔斯·亨格瑞 必读

27
农业互联网：

产业互联网的最后一片蓝海
赵晓萌、寇尚伟 必读

28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互联网+重塑农业产业链
刘健 必读

29 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管理 陈丽华，金弘泰，侯顺利 必读

30 农产品市场营销与电子商务 于学文，杨欣，张林约 必读

31 哈佛管理经典案例全集 姜忠喆、张忠夫 选读

32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德鲁克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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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 德鲁克 选读

34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德鲁克 选读

35
看得见的手：

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
钱德勒 选读

36 竞争战略 迈克尔·波特 选读

37 竞争优势 迈克尔·波特 选读

38 国家竞争优势 迈克尔·波特 选读

39 国家竞争力 维尔特 选读

40 企业成长战略 稻盛和夫 选读

41 制度经济学(上、下) 康芒斯 选读

42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科斯 选读

43 产权的经济分析 巴泽尔 选读

44 管理思想史 雷恩 选读

45 第五项修炼 彼得·圣吉 选读

46 农业经济问题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

中国农业科学院经济研究会
必读

47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必读

48 中国农村观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必读

49 中国土地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必读

50 农业现代化研究
中国科学院农业研究委员会、中国科

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必读

51 农业技术经济
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和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必读

52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

和农业区划研究所
必读

53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教育部主管、中国农业大学主办 必读

54 河南农业大学学报 河南农业大学 必读

55 农业经济 辽宁省农业经济学会 必读

56 农场经济管理 黑龙江农场管理学会 必读

57 经济地理
中国地理学会、

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
必读

58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必读

59 资源科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必读

60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华南农业大学 必读

61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华中农业大学 必读

62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南京农业大学 必读

6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必读

64 中国软科学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 选读

65 经济科学 北京大学 选读

66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选读

67 经济评论 武汉大学 选读

68 经济学（季刊）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选读

69 经济学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选读

70 经济学家 西南财经大学 选读

71 中国经济问题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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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财经科学 西南财经大学 选读

73 财经论丛 浙江财经大学 选读

74 财经问题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 选读

75 财经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选读

76 财贸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选读

77 财政研究 中国财政学会 选读

78 产业经济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 选读

79 当代经济科学 西安交通大学 选读

80 金融研究 中国金融学会 选读

81 系统管理学报 上海交通大学 选读

82 科学学研究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选读

83 科研管理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

管理科学研究所
选读

84 管理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选读

85 管理工程学报 浙江大学 选读

86 管理评论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选读

87 南开管理评论 南开大学商学院 选读

88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选读

89 会计研究 中国会计学会 选读

90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选读

91 中国管理科学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 选读

92 管理科学学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选读

93 管理科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选读

94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Wiley Online Library 必读

95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必读

96
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Wiley Online Library 必读

97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必读

98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Wiley Online Library 必读

99 Agricultural Economics Elsevier 必读

100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Wester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必读

101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Springer Link 必读

102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Wiley Online Library 必读

103 Agribusiness Wikipedia 必读

104 Food Policy Elsevier 必读

105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选读

106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选读

107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选读

108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选读

10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Organization Science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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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学科

意见

负责人签字：

日 期：

所在学位评定分

委员会审批意见

分委员会主席签字：

日 期：

学院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字：

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