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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管理学类 专业代码：1203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根据我国新发展格局对人才的新要求，遵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服务乡

村振兴，培养具有当代中国经济学、管理学基本原理和相关农业科学基础知识，熟悉农业、农村与农

民问题，掌握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调查研究和分析解决农业经济管理问题的综合能

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创新精神与创新创业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在各级政府涉农部门、

涉农企事业单位及相关教学研究机构等从事管理与研究工作的应用复合型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强烈的爱国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培养目标2:掌握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系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基础和方法；

培养目标3:具备较为宽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农林业科学相关基础知识；

培养目标4:熟悉国家农林经济管理制度、政策法规、农林产业背景和发展趋势；

培养目标5:具备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相关信息获取、计算机运用、阅读外文资料的能力。

二、毕业要求

(一)知识要求

1.基础性知识:接受管理学理论、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系统训练，熟练掌握管理学、经济学、

财务管理、会计学、农业统计、农学、林学等基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2.专业性知识：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及发展动态，系统掌握农业经济学、农业企业管理学、农

村社会学、农业政策学、农产品国际贸易等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专业知识。

3.通识性知识:具备一定的哲学、法学、文学、历史、管理、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了解人类文明

发展和世界优秀思想文化，掌握科学常识和现代科技发展新趋势。

(二)能力要求

4.获取知识的能力: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学会利用现代科技与信息等高效的渠道和途径获取新

知识，具备自我学习知识、自我消化知识、自我更新知识的能力。

5.应用知识的能力:具备洞察问题、提炼问题、综合应用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研究与解

决问题的能力。

6.创新思维的能力:养成独立思考、创新思维的习惯，具备进取意识和探索精神，拥有良好的创

新能力、创业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

7.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培养跨文化交流的兴趣，养成尊重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及风俗等的良

好素养，在读、说、听、写、译等方面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8.自我发展的能力:培养自我规划、自我管理、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不断学习，

适应社会和个人高层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三)素质要求

9.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拥护党的领导和我国基本

政治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积极向上的人生理想、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价值观念

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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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专业素质:具有宽阔的视野，系统掌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基础知识，具备发现农业农村发展中

所存在问题的敏锐性和判断力，掌握创新创业技能，并能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分

析、解决实际问题。

11.文化素质:具有较高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具有时代精神和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

积极乐观的生活，充满责任感的工作。

12.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素质，具备稳定、向上、坚强、恒久的情感力、意志力和人

格魄力。

三、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1.思想政治理论课平台

包括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等6门课程，共计17学分。

2.通识教育课平台

必修课包括外语类课程、数学课程、体育课程、计算机类课程、文化素质类课程、国防教育与军

事理论和国家安全教育等11门课程，共计45学分。选修课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法论、艺

术素养、生理与心理健康等5大类，至少选修9学分。

3.学科基础课平台

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市场营销学、经济法、财务管理、农业统计学、

农业概论、林业概论、农村调查研究方法等11门课程，共计28学分。

4.专业教育课平台

专业核心课包括农业经济学、农业企业管理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农业政策学、农村社会学和

农产品国际贸易学等6门课程，共计16学分。专业实验课包括ERP实验、农业技术经济学实验、地理信

息技术应用实验和遥感技术应用实验等4门课程，共计8学分。专业方向课包括农产品电子商务、农村

发展经济学、乡村振兴专题、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专题、乡村治理专题等20门课程，限选9学分。

5.实践教学平台

创新创业类课程包括创新创业基础与实践2学分，大学生就业指导1学分，学科专业竞赛1学分。

素质拓展类课程包括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1学分，第二课堂3学分，学年论文1学分，劳动教育理论与

实践2学分，美育教育理论与实践2学分。毕业环节包括毕业(专业)实习2学分，毕业论文(设计)4学分。

共计19学分。

本专业总学分为151学分，其中，必修课133学分，选修课18学分。学生在校期间取得教学计划

规定的学分方可毕业。

四、修业年限

本专业标准学制为4年，学校实行弹性学制，学生可在3-6年内完成学业。

五、授予学位

管理学学士。

六、教学计划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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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教学计划进度表

课程名称及类别
学

分

总

学

时

学时类型 各学期周学时配置

课程归属学院
课堂 实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平台 17 255 221 34 3 3 3 3 3

1.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

修

课

3 51 34 17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1 51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1 51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51 34 17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51 51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6.形势与政策 2 8/学期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通识教育课平台 54 986 731 255 11 13 8 8 4 4 4

(一)通识教育基础课

必

修

课

45 833 578 255 11 13 8 8 2

1.大学英语 14 238 170 68 4 4 3 3 外语学院

2.微积分(上) 4 68 68 4 信息工程与人工智能学院

3.微积分(下) 4 68 68 4 信息工程与人工智能学院

4.线性代数 4 68 68 4 信息工程与人工智能学院

5.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 68 68 4 信息工程与人工智能学院

6.体育 4 136 136 1 1 1 1 体育教学部

7.大学语文 2 34 34 2 商务传媒学院

8.计算机程序设计 4 68 34 34 4 信息工程与人工智能学院

9.形式逻辑 2 34 34 2 法学院

10.国防教育与军事理论 2 34 17 17 党委学生工作部

11.国家安全教育 1 17 17 党委学生工作部

(二)通识教育拓展课

选

修

课

≥9 153 153 2 4 4

1.人文社会科学类

(1)四史学习教育 2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2)经济数学 2 2 信息工程与人工智能学院

(3)英语专题 2 2 外语学院

(4)国学精粹 2 2 商务传媒学院

2.自然科学类

(1)全球气候变化 2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3.方法论类

(1)文献检索与写作方法 2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4.艺术素养类

5.生理与心理健康类

三、学科基础课平台 28 476 476 6 7 8 5 2

1.微观经济学

必

修

课

3 51 51 3 经济学院

2.宏观经济学 3 51 51 3 经济学院

3.管理学 4 68 68 4 工商管理学院

4.会计学 2 34 34 2 会计学院

5.市场营销学 2 34 34 2 工商管理学院

6.林业概论 2 34 34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7.经济法 3 51 51 3 法学院

8.农业统计学 3 51 51 3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9.农业概论 2 34 34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10.财务管理 2 34 34 2 会计学院

11.农村调查研究方法 2 34 34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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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及类别
学

分

总

学

时

学时类型 各学期周学时配置

课程归属学院
课堂 实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四、专业教育课平台 33 561 425 136 3 3 9 14 4

(一)专业核心课

必

修

课

16 272 272 3 3 5 5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1.农业经济学 3 51 51 3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2.农业企业管理学 3 51 51 3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3.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2 34 34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4.农业政策学 3 51 51 3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5.农村社会学 3 51 51 3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6.农产品国际贸易 2 34 34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二)专业实验课

必

修

课

8 136 136 4 4

1.ERP实验 2 34 34 2 创新创业学院

2.农业技术经济学实验 2 34 34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3.地理信息技术应用实验 2 34 34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4.遥感技术应用实验 2 34 34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三)专业方向课

选

修

课

9 153 153 5 4

1.农产品电子商务 2 34 34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2.农村发展经济学 2 34 34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3.乡村振兴专题一 1 17 17 1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4.乡村振兴专题二 1 17 17 1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5.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专题 1 17 17 1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6.乡村治理专题 1 17 17 1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7.土地经济专题 1 17 17 1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8.农业自然资源保护与管理专题 1 17 17 1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9.村镇规划 2 34 34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10.农业项目投资评估 2 34 34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11.农村公共管理 2 34 34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12.农产品运销学 2 34 34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13.食品经济学 2 34 34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14.农村金融学 2 34 34 2 金融学院

15.管理心理学 2 34 34 2 工商管理学院

16.产业经济学 2 34 34 2 经济学院

17.区域经济学 2 34 34 2 经济学院

18.广告案例与策划 2 34 34 2 商务传媒学院

19.商务谈判 2 34 34 2 工商管理学院

20.保险学 2 34 34 2 金融学院

五、实践教学平台 19 323 76 247 2 1 2 6

(一)创新创业

必

修

课

4 68 34 34 2 1 1

1.创新创业基础与实践 2 34 17 17 2 创新创业学院

2.大学生就业指导 1 17 17 1 创新创业学院

3.学科专业竞赛 1 17 17 1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二)素质拓展 9 153 42 111 1

1.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 17 17 党委学生工作部

2.第二课堂 3 51 51 校团委

3.学年论文 1 17 17 1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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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及类别
学

分

总

学

时

学时类型 各学期周学时配置

课程归属学院
课堂 实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4.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

必

修

课

2 34 8 26 劳育中心

5.美育教育理论与实践 2 34 17 17 美育中心

(三)毕业环节 6 102 102 6

1.毕业(专业)实习 2 34 34 2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2.毕业论文(设计) 4 68 68 4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必修课合计 133 2295 1623 672 20 23 22 21 16 10 2

选修课合计 18 306 306 2 9 8

总计 151 2601 1929 672 20 23 22 21 18 19 10 6

七、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1 培养目标2 培养目标3 培养目标4 培养目标5

基础性知识 ● ● ● ●

专业性知识 ● ●

通识性知识 ● ●

获取知识的能力 ● ● ● ● ●

应用知识的能力 ● ● ● ● ●

创新思维的能力 ● ● ● ●

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 ● ●

自我发展的能力 ● ● ● ●

思想政治道德素质 ● ● ●

专业素质 ● ● ●

文化素质 ● ● ● ● ●

身心素质 ● ● ●

八 、专业所设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矩阵表

专业课程名称
基础性

知识

专业性

知识

通识性

知识

获取

知识的

能力

应用

知识的

能力

创新

思维的

能力

跨文化

交流的

能力

自我

发展的

能力

思想政

治道德

素质

职业

素养

文化

素养

身心

素养

微观经济学 H L M L

宏观经济学 H L M L

管理学 H M M L

会计学 M M L L

市场营销学 H M M L

林业概论 H H M L M

经济法 H M M

农业统计学 H H M M L M

农业概论 H H L M M

财务管理 H M L

农村调查研究方法 H H M H H H

农业经济学 M H L L L M H

农业企业管理学 M H M M L H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M H M L M H

农业政策学 M H L L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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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名称
基础性

知识

专业性

知识

通识性

知识

获取

知识的

能力

应用

知识的

能力

创新

思维的

能力

跨文化

交流的

能力

自我

发展的

能力

思想政

治道德

素质

职业

素养

文化

素养

身心

素养

农村社会学 M H M M L H M L

农产品国际贸易 M H L L H

ERP实验 M H M L L M

农业技术经济学实验 M H H M H

地理信息技术应用实验 L M M H M L M H

遥感技术应用实验 L M M H M L M H

农产品电子商务 L H H M M H

农村发展经济学 L H L L H

乡村振兴专题一 H L M M L H

乡村振兴专题二 H L M M L H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专题 H L M L L H

乡村治理专题 H L M L L H

土地经济专题 H L M M L H

农业自然资源保护与管理专题 M M L M

村镇规划 L M H M M

农业项目投资评估 L H H M H

农村公共管理 L M H L M

农产品运销学 H M M H

食品经济学 M M L M

农村金融学 H M M H

管理心理学 M L M L H

产业经济学 M L M L L

区域经济学 M L M L L

广告案例与策划 M M L

商务谈判 H M L

保险学 M L L

创新创业基础与实践 H M H H H L L

大学生就业指导 M M H M M

学科专业竞赛 H H M M H M H H L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L L H

第二课堂 H M H M

学年论文 M H L H H M M H

国防教育与军事理论 H H

毕业(专业)实习 H H H M H H H

毕业论文(设计) H H H M H H H

注：支撑强度细分为： H-强 ，M-中，L-弱，在相应表格中标注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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