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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研究生招生简章汇总二00八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Ⅰ、

学院概况西安财经学院是中央与陕西省共建，以经济和管理

类学科为主，经、管、文、法、理、工相互支撑、协调发展

的财经类普通高等学校。学院位于古都西安南郊高校聚集区

，与驰名中外的盛唐人文名胜大雁塔和壮丽典雅的陕西历史

博物馆毗邻，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雅，历史积淀丰厚。学

院占地面积1600余亩，校舍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藏书147万

册，中外期刊3000多种，教学仪器设备总值8400余万元。学

院设有经济、管理、会计、统计、信息、文法、政治与行政

、国际教育8个二级学院和研究生、公共外语、体育3个教学

部，另外，学院有效利用国内外教育资源，举办了1所高等职

业暨继续教育学院（华美商学院）和1个独立学院(行知学院)

。拥有统计学、企业管理学、财政学、产业经济学、经济法

学5个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权。现开设经济学、金融学、统计

学等24个本科专业，涉及一级学科13个，拥有统计学、管理

科学与工程、财政学、经济法学4个省部级重点学科和统计学

、金融学、法学3个省级名牌专业。目前全日制本科在校

生14377人。学院拥有一支结构较为合理的教师队伍。现有专

职教师961人，其中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362人，有近

百名外籍专家和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人文社会科学家、统计

学家受聘担任学院兼职教授。学院拥有西安统计研究院、现

代企业管理研究中心、陕西省国防科技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陕西省统计研究中心、陕西省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中

心等5个省（部）级科研基地和西部区域经济研究所、经济研

究所、文化资源与文化战略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拥有中央

与陕西省共同资助建设的统计实验室、企业策划与设计实验

室等18个基础实验室以及法学实验中心、数学建模实验室等

多个教学实验基地。“十五”以来，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

上发表论文450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260多部，承担完成国

家（含重大和重点项目）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300余项，有30

余项成果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及全国优秀成果奖。学院主办

的学术期刊《西安财经学院学报》、《统计与信息论坛》，

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多次被评为全国优秀期刊。学院广泛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35所高等院

校建立了校际友好合作关系，与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联合培

养商务管理硕士项目进展顺利，与英国布莱德福大学、哥拉

莫根大学、美国库克大学、拓马斯大学等国外院校签订了联

合培养协议。学院在5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为我国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万名专门人才，积淀了较为丰富的优质

教育资源，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为建成特色鲜明的教学

研究型财经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Ⅱ、招生简章西安财经

学院是中央与陕西省共建，以经济和管理类学科为主，经、

管、文、法、理、工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财经类普通高等

学校。我院现有统计学、企业管理（含市场营销、人力资源

管理、财务管理）、财政学（含税收学）、产业经济学、经

济法学5个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2008年各专业拟面向全国招

收硕士研究生200人，实际招收人数以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达的招生计划为准。一、招生录取条件



符合国家规定的硕士生报考条件者可以报考。报考考生的学

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①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

生；②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人员；③获得国家

承认的大专毕业学历后，经两年或两年以上（从大专毕业到

录取为硕士生当年9月1日），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

力，且符合我院根据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

人员；④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

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招考；⑤已获硕士、博士学位

人员，可以再次报考硕士生，但只能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

费的硕士生。同等学力考生在统考初试合格后，除参加复试

外，还须加试两门笔试课程。二、报名和资格审查请所有符

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在国家规定的报名时间内进行报名。1、网

上报名时间：2007年10月中旬左右，具体时间请考生关注中

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的通知。2、现

场报名地点：以各省（市）招办指定的报名点为准。我院在

审查考生网上报考信息后，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发放准考

证。在复试时对考生学历证书等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资格进

行再次审查，对弄虚作假，不符合教育部规定者，不予复试

。三、入学考试初试科目为四门。政治理论、英语、数学(

三)或（四）采用国家统一命题试卷，考生按国家统一命题大

纲要求进行复习；专业基础课试卷由我院自行命题。初试时

间全国统一确定，初试地点由报名点确定。四、复试和录取

复试环节主要包括体检、英语听力测试、专业课笔试、口试

和同等学力人员加试等。复试结束后，我院将根据初试和复

试成绩，对考生的德、智、体进行全面衡量，按国家规定择

优录取。复试时间和地点由我院确定。复试方案另行公布。



五、学制三年六、联系办法在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考试、

查询考试成绩、复试和录取等各工作环节，在我院研究生部

网页上张贴通知和注意事项。欢迎广大考生上西安财经学院

网站浏览或电话垂询！单位代码：11560西安财经学院网址

：http://www.xaufe.edu.cn/研究生部E-Mail

：yjszsb@mail.xaufe.edu.cn联系电话：029-82348529 029

－82348586联系人：霍老师 王老师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

小寨东路64号西安财经学院研究生部邮政编码：710061Ⅳ、

招生目录西安财经学院200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 院系、专

业代码、 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生 人数① 考试科目 备注 001统

计学院 020208 统计学 01统计基本理论与方法 02经济统计 03统

计模型与应用 04社会统计 05市场调查与统计分析 06工商管理

统计 07金融与保险统计 50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 ③303数

学（三） ④801统计学 复试笔试课程： 901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同等学力加试：? 910多元统计分析 911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002管理学院 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理论 02企

业战略管理 03 市场营销 04人力资源管理 05信息管理与电子商

务 06财务管理 07企业文化与伦理 75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

③303数学（三） ④802微观经济学与管理学（微观经济学

占60%、管理学占40%） 复试笔试课程： 902企业管理 同等学

力加试： 912 管理经济学 913组织行为学 003经济学院 020203

财政学（含税收学） 01财政理论与政策 02政府预算与预算管

理 03国有资产管理和评估 04税收理论与政策 05区域经济与财

税政策 06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07公共投融资理论与实务 20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 ③304数学（四） ④803财政学（含

财政学、税收学各占50%） 复试笔试课程： 903 经济学（宏



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914 政府预算 915 

税制改革 003经济学院 020205产业经济学 01产业经济理论 02

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 03产业政策与产业经济管理 04流通经济

理论 05环境与资源经济 40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 ③304数

学（四） ④804微观、宏观经济学与统计学原理（微观、宏观

经济学占60%、统计学原理占40%） 复试笔试课程： 904 产业

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916 区域经济学 917发展经济学 004文

法学院 030107经济法学 01 知识产权法 02 农村经济法制 03 国

际经济法 15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 ③601法学综合（含法

理学、民法学各占50%） ④805经济法（含经济法学、商法学

各占50%） 复试笔试课程： 905 知识产权法 同等学力加试：

918 民事诉讼法 919 国际经济法 ①拟招生人数含非定向、定向

、自筹经费、委培计划，各学科具体招生人数以国家审批计

划为准。说明：1、各学科初试考试共4门，代号分别为①、

②、③、④。第1门课政治理论（代码101），第2门课英语（

代码201），第3门课数学（法学综合除外，分为数学三或四

，代码分别为303、304），前三门课均为全国统考科目，采

用国家统一命题试卷。第4门专业基础课（代码为801---805）

和法学综合（代码为601），由我院自行命题。2、各学科复

试笔试考试1门课（代码为901---905）。3、各学科同等学力

加试考试2门课。Ⅴ、参考书目西安财经学院2008年硕士研究

生入学考试参考书目020208 统计学初试考试科目：801 统计学

初试参考书目：[1] 王振龙. 统计学[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

社，2003.[2] 袁卫. 统计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复试考试科目：90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复试参考书目：[1] 盛

骤.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M]（第三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同等学历加试科目：910 多元统计分析；911 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加试参考书目：[1] 于秀林. 多元

统计分析[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2] 高鸿业. 西方

经济学（宏观、微观）[M]（第三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4.120202 企业管理初试考试科目：802 微观经济

学与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占60%、管理学占40%）初试参考书

目：[1] 曼昆. 经济学原理[M]（第三版）. 梁小民译. 北京：机

械工业出版社，2003.[2] 斯蒂芬罗宾斯. 管理学[M]（第七版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复试考试科目：902 企

业管理复试参考书目：[1] 徐盛华，陈子慧. 现代企业管理

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同等学历加试科目：912

管理经济学；913 组织行为学加试参考书目：[1] 克雷格彼得

森. 管理经济学[M]（第四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2] 斯蒂芬罗宾斯. 组织行为学[M]（第十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020203 财政学初试考试科目：803

财政学（含财政学、税收学各占50%）初试参考书目：[1] 陈

共. 财政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 邓晓兰

，李社宁. 公共财政学[M].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3] 铁卫，刘明. 税收学[M].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

社，2007.复试考试科目：903 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

济学）复试参考书目：[1] 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宏观、微观

）[M]（第三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同等学

历加试科目：914 政府预算；915 税制改革加试参考书目：[1] 

包丽萍. 政府预算[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2] 

曾国祥. 中国税收理论前沿[M]. 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3.020205 产业经济学初试考试科目：804 微观、宏观经



济学与统计学原理（微观、宏观经济学占60%、统计学原理

占40%）初试参考书目：[1] 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宏观、微观

）[M]（第三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 李洁

明. 统计学原理[M]（第三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2005.复

试考试科目：904 产业经济学复试参考书目：[1] 杨公朴. 产业

经济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 干春晖. 产业经

济学[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同等学历加试科目

：916 区域经济学；917 发展经济学加试参考书目：[1] 高洪

深. 区域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 毕

世杰. 发展经济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030107 经

济法学初试考试科目：601法学综合（含法理学、民法学各

占50%）；805经济法（含经济法学、商法学各占50%）初试

参考书目：[1] 张文显. 法理学[M]（第二版）. 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 张玉敏. 民法学[M]. 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 潘静成，刘文华. 经济法

学[M]（第二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 范

健. 商法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最新版）.复试考试科目：905 知识产权法复试参考书目

：[1] 刘春田. 知识产权法[M]（第二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5.同等学历加试科目：918 民事诉讼法；919 国

际经济法加试参考书目：[1] 常怡. 民事诉讼法[M]. 北京：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2] 姚梅镇. 国际经济法[M]（修

订版）.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Ⅲ、硕士点简介统计学

“统计学”学科是西安财经学院的优势学科。1995年被评为

国家统计局重点学科，2001年被确定为陕西省省级重点学科

。本学科的学科梯队有教授15名（博士生导师1名，陕西省普



通高等学校教学名师1名），副教授35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

者4人，学科带头人6人。该学科学术队伍知识和年龄结构合

理，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已形成了相对

稳定、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统计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与应

用研究的整体水平基本达到全国相同领域的先进水平，在统

计哲学思想、抽样调查理论与技术、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动态

监测与评价等方面出于全国同学科领域研究的领先水平。近

五年来，该学科梯队出版学术专著4部，发表学术论文834篇

，所发表的论文中有7篇被SCI、EI、ISTP收录。该学科团队

获省部级奖11项，其他科研奖55项，目前承担各级各类科研

项目117项，其中国家级课题5项，主持省部级课题38项。本

学科拥有与国家统计局共建的全国独一无二的“西安统计研

究院”和与陕西省科技厅联合组建的“陕西统计研究中心”

，聚集了1名院士和14名国内统计学博士生导师，为本学科培

养研究生构筑了良好的基地，为进行国际合作等高水平的科

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条件和保障，成为国内外统计专家

的工作站和统计国际交流的窗口。本硕士点分设以下七个研

究方向：01统计基本理论与方法02经济统计03统计模型与应

用04社会统计05市场调查与统计分析06工商管理统计07金融

与保险统计拟招生人数：50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学科是西

安财经学院重点学科之一，也是学院的优势学科。现有教

授21人（博士生导师2名），副教授48人，讲师49人，其中具

有博士学位者11人。该学科梯队侧重对人力资源管理、市场

营销、公司治理、企业战略、企业文化、财务管理等领域的

研究。近五年来，该学科发表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585篇，

其中23篇被SCI、EI、ISTP收录。有11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



近5年承担科研项目46项，其中国家与国务院各部门项目5项

，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金5项。出版学术专著10部，出

版教材22部，获得教学优秀成果奖6项。本学科拥有陕西省高

校人文社科基地现代企业管理研究中心、中国企业管理案例

本土化实验基地、ERP实验室、企业策划与设计试验室、人

员测评与工作分析实验室，这些实验教学科研平台的建设为

本学科进行深层次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本硕

士点分设以下七个研究方向：01企业理论02企业战略管理03 

市场营销04人力资源管理05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06财务管

理07企业文化与伦理。拟招生人数：75财政学“财政学”学

科是陕西省省级重点学科，在陕西省学科布局中属特色学科

。现有教授9人，副教授16人，讲师15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

者4人，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和系统的研究生培养和管理制度

。该学科梯队人员结构合理，创新能力强，思想活跃，团结

协作完成了大量的科研项目。近五年来，本学科梯队成员发

表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4４8篇，获省部级奖4项，获其他科研

奖3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6部。目前，承担科研项目2４项，

其中国家及国务院各部门项目５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项，

大量的横向课题为本学科进行深层次理论研究提供了充足的

经费和实践环境。本学科拥有两个校外教学实践重点基地和

一个校内财税信息化模拟实验室。本学科学科梯队研究重点

以资源与环境问题研究为突破口，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环境

治理问题、循环经济问题，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中的环境问题

，提出了可供选择的环境治理的财税政策，体现了创新性的

政策建议。在陕北资源开发中相关财税政策问题上，从多个

层面分析了财税政策与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特别是对区域



经济发展不平衡情况下政府间关系的现状及趋势分析，达到

了较高的学术水平。本硕士点设以下七个研究方向：01财政

理论与政策02政府预算与预算管理03国有资产管理和评估04

税收理论与政策05区域经济与财税政策06社会保障理论与政

策07公共投融资理论与实务拟招生人数：20产业经济学“产

业经济学”学科是西安财经学院重点学科之一，也是学院的

优势学科。本学科有教授17名（博士生导师1名），副教授28

名，讲师35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5人。该学科梯队年龄、

知识结构合理，思维活跃，具备较强的研究能力。近五年来

，本学科研究人员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89篇，

获省部级奖6项，出版学术专著、统编教材等16部，已承担和

正在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42项，其中国家及国务院各部

门项目7项，获省部级科研奖励12项。本学科与教育部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共办的“区

域经济研究所”，自有的“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具有务实

的学术研究风气，扎实的理论功底及丰富的教学经验；所承

担的各类研究课题为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的决策提供了可资

参考和借鉴的研究成果；配置的硬件设施和丰富的图书资料

，为培养研究生创造了良好的研究条件和实践环境。本硕士

点设以下五个研究方向：01 产业经济理论02 技术创新与产业

发展03 产业政策与产业经济管理04 流通经济理论05 环境与资

源经济拟招生人数：40名经济法学“经济法学”学科是陕西

省省级重点学科。该学科目前已形成一支知识、学历、年龄

与学缘结构合理的教学、科研究梯队。现有教授4人，副教

授15人。该学科梯队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良好的团队合作

精神。“经济法学”学科梯队在经济法学科领域已有纵深研



究，近年来在知识产权法、农村经济法制等方向的研究取得

了较多的科研成果和较大的社会反响。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

学术论文96篇，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课题10项，《经济法概

论》获陕西省优秀教材一等奖，《知识产权法》为陕西省精

品课程。近五年来，经济法学学科群已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

发表学术论文 348 篇，其中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3 项，获其

他科研奖 15 项，获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

奖3 项。目前承担各类科研项目 18 项。该学科点具有理论联

系实际的学术研究风气，求真务实团结协作的学术研究氛围

和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料，为培养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

件。本硕士点设以下三个研究方向：01 知识产权法02 农村经

济法制03 国际经济法拟招生人数：15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