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开大学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目录 

 

单位名称（单位代码）                                             页码 

法学院（112） ......................................................................................................... 1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115） .................................................................................. 4 

商学院（140） ......................................................................................................... 9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031） ........................................................................ 18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032） ............................................................................ 21 

软件学院（038） ................................................................................................... 27 

化学学院（051） ................................................................................................... 31 

药学院（065） ....................................................................................................... 42 

生命科学学院（060） ............................................................................................ 45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160） ............................................................................ 48 



 1

法学院（112） 

专业学位类别：法律硕士 (专业代码 035100   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一、培养目标 

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主要面向法律职业部门在职人员，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

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建设需要的实践型、复合型、高层次的法务人才。 

二、主要研究方向 

1.司法法务 

2.政务法务 

3.商事法务 

三、培养方式及学分要求 

1.采取非全日制的半脱产学习方式。 

2.加强专题性教学建设，严格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转发的学位办【2009】10 号文件所制定的在职法

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培养计划执行。结合司法实践疑难事案，采取师生互动式讨论教学为主，重视

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着重法律原理的思维训练。 

3.采用学分制，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总学分 51 学分，公共必修课 24 学分。 

4.设立导师组，采取集体培养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指导方式。导师和学生双向选择。导师组由具有指

导硕士研究生资格的正、副教授构成。 

5.加强与法律实际部门的联系和交流。 

6.必修课的考核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考核办法可以灵活多样，重在考察研究生运用所学专业理论

和知识，发现、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和方法，减少对机械性记忆的考核。 

四、学习年限 

一般为 3年，最长不超过 5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转发的学位办【2009】10 号文件，本着在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安排

应侧重于专题性的深化，体现高层次、实践性的特点，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制定了在职法律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课程培养计划。共设置了司法法务、政务法务和商事法务三个方向。（详见在职法律硕士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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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课程设置表） 

（一）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各法务方向统一使用的公共必修课程共 24 学分。 

方向必修课：司法法务方向必修课 18 学分,政务法务方向必修课 9学分, 商事法务方向必修课 11 学

分。 

（二）选修课 

    司法法务方向 9学分, 政务法务方向 18 学分，商事法务方向 16 学分。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授课

学期 
授课方式 

开课

单位

代码 

必

修

课 

900512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32 2 2 讲授 120 

11251001 法律外语 36 2 1 讲授 112 

11251003 法理学专题  54 3 1 讲授 112 

11251004 中国法制史专题  36 2 1 讲授 112 

11251005 宪法学专题 36 2 1 讲授 112 

11251006 国际法专题 54 3 1 讲授 112 

11251007 民法学专题  72 4 1 讲授 112 

11251008 刑法学专题  72 4 1 讲授 112 

11251009 行政法专题  36 2 2 讲授 112 

11251010 民事诉讼法专题  54 3 2 讲授 112 

11251011 刑事诉讼法专题  54 3 2 讲授 112 

11251012 司法原理专题 54 3 3 讲授 112 

11251013 行政诉讼法专题  54 3 3 讲授 112 

11251014 经济法专题 54 3 3 讲授 112 

11251015 立法学专题 54 3 4 讲授 112 

11251016 商法学专题 54 3 2 讲授 112 

11251017 国际商法专题 36 2 2 讲授 112 

 

选 

 

修 

 

课 

 

11252018 法律方法专题  36 2 2 讲授 112 

11252019 物权法专题 54 3 4 讲授 112 

11252020 婚姻家庭法专题 36 2 4 讲授 112 

11252021 人权法专题 36 2 4 讲授 112 

11252022 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处罚法专题 54 3 3 讲授 112 

11252023 国家赔偿法专题 36 2 3 讲授 112 

11252024 财税法专题 54 3 3 讲授 112 

11252025 环境与资源法专题 54 3 4 讲授 112 

11252026 竞争法专题 36 2 4 讲授 112 

11252027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专题 54 3 4 讲授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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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2028 合同法专题 54 3 3 讲授 112 

11252029 公司法与证券法专题 54 3 4 讲授 112 

11252030 国际经济法专题 36 2 4 讲授 112 

11252031 知识产权法专题 54 3 4 讲授 112 

11252032 海商法专题 36 2 4 讲授 112 

 

六、实践教学 

    专业实践是重要的教学环节，加强与法律实际部门的联系和交流，通过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

研究、模拟训练等方法，培养学生研究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七、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内容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其论文形式有学术论文、

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报告。论文写作规范应达到以下要求： 

1.选题有现实意义，题目设计合理。 

2.梳理和归纳该课题在实践中的现状，说明这个课题目前在的争议焦点或未解决的难题。 

3.分层次剖析问题，论证结构合乎逻辑。 

4.论证理由充分，资料充实，注释规范。论文能够反映出作者已经充分阅读过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献资

料。 

5.有研究方法意识，能够采取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6.在谨慎踏实的基础上有大胆创新的观点。 

7.语言精练，符合汉语写作规范，字数 2万字以上。 

学位论文必须由三名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必须有一位校外专家或学者；学位论文答

辩委员会由五名成员组成，其中至少有一位实际部门或校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课程考试合格且论文答辩获得通过者，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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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115） 

专业学位类别：公共管理（专业代码：125200   授予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一、培养目标 

南开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是为适应社会公共管理现代化、专业化的需要而设立的。

其培养目标是为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培养从事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等方面的高

层次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通过学习，使 MPA 研究生形成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全面了

解国内外公共管理的现状和问题，掌握公共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能够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

分析的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比较熟练地使用一门外语，从而具备专业化地从事公共管理与公共政

策分析的能力。 

二、主要研究方向 

1．政府管理 

2.公共政策 

3.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4.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 

5.教育经济管理 

6.城市管理 

7.国际事务管理 

8.社区管理 

三、培养方式及学分要求 

（1）采用学分制。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须按规定修满 39 学分，其中，核心课 21 学分，方

向必修课 8学分，选修课 6学分，品牌课 1学分，社会实践 3学分。成绩合格者即可进入学位论文写

作阶段。论文答辩通过后，按规定程序授予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2）采用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注重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提升研究生应对和解决复

杂公共事务的工作能力。在采用课堂讲授、小组研讨、情景模拟和社会调查等多种教学形式的同时，

强调案例教学，突出社会实践环节，培养研究生将公共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有效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3）培养过程采用导师组的形式，吸收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公共管理人员参加培养工作。 

四、学习年限 

一般年限为 3 年，在学时间最短 2 年半，最长不超过 4 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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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授课

学期 
授课方式 

开课

单位

代码 

核心课

（11551010至

11551013选修

其中的 1 门，

其它课程必

修） 

90051203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 32 2 2 讲授 120 

90051102 外国语 32 2 2 讲授 100 

11551003 政治学 48 3 1 讲授 115 

11551004 公共管理学 48 3 1 讲授 115 

11551005 公共经济学 48 3 1 讲授 115 

11551006 公共政策分析 48 3 1 讲授 115 

11551007 社会研究方法 48 3 1 讲授 115 

11551008 社会实践 54 3 3 讲授 115 

11551010 宪法与行政法 32 2 2 讲授 115 

11551011 公文写作 32 2 1 讲授 115 

11551012 电子政务 32 2 1 讲授 115 

11551013 非营利组织管理  32 2 1 讲授 115 

品牌课 11551009 周恩来政府管理思想与实践 16 1 1 讲授 115 

 

方向必修 

课 

（1）政府管理方向 

11551106 中国政府与政治 32 2 2 讲授 115 

11551108 社会转型与政府发展专题 32 2 2 讲授 115 

11551103 政府组织行为与组织管理 32 2 2 讲授 115 

11551105 政府领导方法 32 2 2 讲授 115 

（2）公共政策方向 

11551121 政策学理论专题 32 2 2 讲授 115 

11551202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32 2 2 讲授 115 

11551203 公共政策的政策和组织分析 32 2 2 讲授 115 

11551204 公共项目评估 32 2 2 讲授 115 

（3）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方向 

11551301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32 2 2 讲授 115 

11551302 现代组织理论 32 2 2 讲授 115 

11551303 组织中的领导 32 2 2 讲授 115 

11551123 现代政府理论专题 32 2 2 讲授 115 

（4）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方向 

11551124 当代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专题 32 2 2 讲授 115 

11551402 比较社会保障体制 32 2 3 讲授 115 

11551403 当代社会福利理论 32 2 3 讲授 115 

11551404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32 2 3 讲授 115 

（5）教育经济管理方向 

11551504 教育心理 32 2 3 讲授 115 

11551506 教育行政与管理专题 32 2 3 讲授 115 

11551507 教育政策与评价 32 2 3 讲授 115 

11551508 教育经济学 32 2 3 讲授 115 

（6）城市管理方向 

11551602 城市规划与发展 32 2 3 讲授 115 

11551605 都市治理专题 32 2 3 讲授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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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1606 城市政治学 32 2 3 讲授 115 

11551607 城市经济学专题 32 2 3 讲授 115 

（7）国际事务管理方向 

11551701 国际形势分析 32 2 3 讲授 115 

11551702 国际事务管理专题 32 2 3 讲授 115 

11551703 国际谈判 32 2 3 讲授 115 

11551704 大国关系与对外交流 32 2 3 讲授 115 

（8）社区管理方向 

11551801 社区管理理论与实践专题 32 2 3 讲授 115 

11551802 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 32 2 3 讲授 115 

11551803 社区工作方法与技巧 32 2 3 讲授 115 

11551804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区发展经验 32 2 3 讲授 115 

选修课 

（1）公共管理类 

11552101 现代政府理论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02 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03 民族政策与民族地区政府管理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04 公共财政与预算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05 中国行政管理思想史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06 公共行政道德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07 比较公共行政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08 应急管理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09 信息技术及应用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10 公共组织绩效评估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11 市政管理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12 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政治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13 政府公共关系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14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管理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15 现代民主理论与政府管理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16 城市经济与地方财政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17 项目管理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19 乡村规划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20 政府管理前沿问题专题研究 32 2 1 讲授 115 

11552121 冲突管理 32 2 1 讲授 115 

11552301 中国古代行政思想 32 2 1 讲授 115 

11552302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 32 2 1 讲授 115 

11552303 心理管理理论与实践 32 2 1 讲授 115 

11552304 公共部门薪酬管理 32 2 1 讲授 115 

11552305 中外公务员制度 32 2 1 讲授 115 

11552501 中外教育管理比较 32 2 1 讲授 115 

11552502 德育论 32 2 1 讲授 115 

11552503 教育管理案例分析 32 2 1 讲授 115 

11552504 当代教育管理前沿问题 32 2 1 讲授 115 

11552505 教育法规 32 2 1 讲授 115 

11552506 教育技术学 32 2 1 讲授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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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2507 教育管理思想史 32 2 1 讲授 115 

（2）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类 

11552201 经济、产业与就业政策 32 2 1 讲授 115 

11552202 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 32 2 1 讲授 115 

11552203 环境与资源政策 32 2 1 讲授 115 

11552204 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 32 2 1 讲授 115 

11552205 民族政策 32 2 1 讲授 115 

11552206 公共教育政策 32 2 1 讲授 115 

11552207 城市发展与规划 32 2 1 讲授 115 

11552208 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 32 2 1 讲授 115 

11552209 公共卫生政策 32 2 1 讲授 115 

11552210 土地使用规划 32 2 1 讲授 115 

11552211 人口和家庭政策 32 2 1 讲授 115 

11552212 公共事务的协商与争端解决 32 2 1 讲授 115 

11552213 决策统计分析 32 2 1 讲授 115 

11552401 养老保险制度 32 2 1 讲授 115 

11552402 失业保险制度 32 2 1 讲授 115 

11552403 医疗保险制度 32 2 1 讲授 115 

11552404 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 32 2 1 讲授 115 

11552405 老人问题及服务体系 32 2 1 讲授 115 

11552406 儿童问题及儿童服务 32 2 1 讲授 115 

11552407 住房政策 32 2 1 讲授 115 

11552408 高级社会统计 32 2 1 讲授 115 

11552409 贫困问题及社会救助 32 2 1 讲授 115 

11552410 社区建设及社区服务 32 2 1 讲授 115 

11552411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32 2 1 讲授 115 

11552412 国家公务员犯罪心理分析 32 2 1 讲授 115 

11552413 社会福利行政研究与案例分析 32 2 1 讲授 115 

11552414 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案例研究 32 2 1 讲授 115 

11552415 社会管理理论与实践 32 2 1 讲授 115 

六、实践教学 

所有 MPA 研究生必须参加社会实践，进行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的社会调查与实习，根据学生个人的

不同情况，在职人员可以在工作单位进行实践研究，也可以在学校指定的或个人联系的单位进行社会调查

和实习。 

七、学位论文要求 

1、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的选题必须紧密结合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实际。论文形式可以是专题研究成

果，也可以是高水平的调研报告或个案研究报告。论文应体现 MPA 研究生运用公共管理及相关学科的理

论、知识和方法分析与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从开题到提交答辩申请至少半年时间。 

2、论文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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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学位申请人的论文由 MPA 中心分配给同行专家进行审阅。评审过程采取双盲操作。外审结果有

四类，“同意答辩”、“稍作修改之后答辩”、 “修改之后再议”和“不同意答辩”。凡是外审结果出现一个

“不同意答辩”或两个“修改之后再议”的，则取消答辩资格，经修改半年之后再申请答辩，再进行外审。 

3、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由不少于 5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3 位是研究生导

师，有 1 位是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答辩

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应事先得到本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认可。 

论文答辩决议： 

论文答辩委员会就是否建议授予硕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 2/3 以上

同意，方为通过。 

论文答辩未通过，本次申请无效。 

论文答辩未通过，但论文答辩委员会做出决议，建议申请人修改论文后再重新答辩者，可在半年后至

一年内重新申请答辩一次，逾期未申请或答辩仍未通过者，本次申请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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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140） 

专业学位类别：会计硕士（专业代码：125300   授予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较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会计专门人才。基本要求

为： 

（一）具有良好职业道德、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 

（二）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能够熟练运用现代会计、财务、审计及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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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熟练掌握和运用一门外国语。 

二、主要研究方向 

1．企业会计与财务方向 

2．审计与管理咨询方向 

3. 证券分析与价值评估方向 

4. 法务会计方向 

三、培养方式及学分要求 

在职不脱产学习；学分要求：总 40 学分，必修 26 学分。 

四、学习年限 

一般年限为 2.5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授课

学期 
授课方式 

开课

单位

代码 

必 

 

修 

 

90051201 马克思主义理论 32 2 2 讲授 120 

90051101 第一外国语 48 3 2 讲授 100 

14051001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60 3 1 讲授 140 

14051003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60 3 1 讲授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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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14051005 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60 3 2 讲授 140 

14051007 审计理论与实务 60 3 2 讲授 140 

14051010 管理经济学 60 3 1 讲授 140 

14051021 专业实习 1 160 4 1  140 

14051023 专业实习 2 80 2 2  140 

选 

 

修 

 

课 

14052001 管理信息系统 40 2 1 讲授 140 

14052003 商法概论 40 2 2 讲授 140 

14052005 中国税制 40 2 1 讲授 140 

14052007 内部控制 40 2 1 讲授 140 

14052009 财务报表分析 40 2 1 讲授 140 

14052011 政府与非盈利组织会计 40 2 2 讲授 140 

14052013 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 40 2 1 讲授 140 

14052015 会计职业道德 40 2 1 讲授 140 

14052017 国际商务与国际结算 40 2 2 讲授 140 

14052021 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 40 2 2 讲授 140 

14052023 数量分析方法 40 2 1 讲授 140 

14052025 企业税收筹划 40 2 2 讲授 140 

14052027 会计师事务所管理 40 2 2 讲授 140 

14052029 战略管理 40 2 2 讲授 140 

14052031 企业并购 40 2 1 讲授 140 

14052033 投资学 40 2 1 讲授 140 

14052035 风险管理 40 2 2 讲授 140 

14052037 会计准则专题 40 2 1 讲授 140 

14052039 财会审实务专题 40 2 1 讲授 140 

14052041 团队建设与创新 40 1 1  140 

14052042 论文写作专题 20 1 2 讲授 140 

14052043 会计前沿专题 1 20 1 2 讲授 140 

14052044 会计前沿专题 2 20 1 2 讲授 140 

14052045 会计前沿专题 3 20 1 2 讲授 140 

六、实践教学 

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实习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生应提交

实践计划，撰写实践总结报告，通过后获得相应的学分，以此作为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 

具有三年以上财务、会计、审计相关专业工作经验的学员，可以通过提交专业实务工作总结等方式，

获得相应实践课学分。 

七、学位论文要求 

1、基本要求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要体现专业学位特点，突出学以致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体现创新和实用价

值。 

鼓励学生选择专题研究、调研报告、案例分析等形式撰写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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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文评阅 

论文评阅人：须聘请至少 3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作为论文评阅人，其中至少有 1 位是我校

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评阅人。 

论文在送交评阅时，评阅人的姓名不得告知申请人，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 

3、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由不少于 5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3 位是研究生导

师，有 1 位是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答辩

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应事先得到本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认可。 

论文答辩决议： 

论文答辩委员会就是否建议授予硕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 2/3 以上

同意，方为通过。 

论文答辩未通过，本次申请无效。 

论文答辩未通过，但论文答辩委员会做出决议，建议申请人修改论文后再重新答辩者，可在半年后至

一年内重新申请答辩一次，逾期未申请或答辩仍未通过者，本次申请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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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项目管理 

（专业代码：085239   授予项目管理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一、培养目标 

南开大学的项目管理工程硕士专门培养从事一般项目的决策、计划、实施、评估等项目全生命期各项

管理工作的复合型和应用型高级管理人才。南开大学的项目管理工程硕士培养目标要求，他所培养出来的

学生必须具备本领域坚实的现代项目管理理论基础和宽广的项目管理知识，了解项目管理在国内外的发展

趋势；并能够独立从事项目的策划与评估、项目融资、项目组织、项目采购、项目计划、项目实施与控制、

项目风险管理、项目人力资源与沟通管理等工作。同时南开大学的项目管理工程硕士要具有较好的外语水

平，能顺利阅读相关文献并能进行一定的口头和书面沟通。 

二、主要研究方向： 

一般项目管理方向、工程项目管理方向、投资项目管理方向、研发项目管理方向、IT 项目管理方向、

大型活动项目管理方向等。 

三、培养方式及学分要求 

培养方式为在职不脱产学习。南开大学的项目管理工程硕士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学分总数要求不

少于 32 学分，其中必修学分 24 学分。 

四、学习年限 

一般为 2.5年，最长不超过 5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授课

学期 
授课方式 

开课

单位

代码 

必

修

课 

 

90051201 马克思主义理论 32 2 2 讲授 120 

90051101 第一外国语 48 3 2 讲授 100 

90051204 自然辩证法 16 1 2 讲授 120 

14051308 工程数学（运筹学、统计学） 40 2 1 讲授 140 

14051306 管理学 40 2 1 讲授 140 

14051307 工程经济学 40 2 1 讲授 140 

14051301 项目管理学 40 2 2 讲授 140 



 13

14051302 项目评估学 40 2 2 讲授 140 

14051303 项目设计与计划 40 2 2 讲授 140 

14051304 项目法律法规与国际惯例 40 2 2 讲授 140 

14051305 项目管理仿真与软件应用 40 2 2 讲授 140 

14051310 信息检索 20  1 3     讲授 140 

14051311 知识产权 20 1 3 讲授 140 

选

修

课 

 

14052311 项目成本管理 40 2 3 讲授 140 

14052312 项目时间管理 40 2 3 讲授 140 

14052313 项目质量管理 40 2 3 讲授 140 

14052314 项目采购管理 40 2 3 讲授 140 

14052315 项目集成管理 20 1 3 讲授 140 

14052316 项目风险管理 20 1 3 讲授 140 

14052317 项目融资原理与方法 40 2 3 讲授 140 

14052318 投资项目管理理论与实务 40 2 3 讲授 140 

14052319 工程项目管理理论与实务 40 2 3 讲授 140 

14052320 科研项目管理理论与实务 40 2 3 讲授 140 

14052321 IT 项目管理理论与实务 40 2 3 讲授 140 

14052322 项目组织与沟通管理 40 2 3 讲授 140 

14052323 大型活动项目管理 40 2 3 讲授 140 

14052324 
现代项目管理实务与前沿系列

讲座 

40 2  123     讲授 140 

14052325 企业战略管理 40 2 3 讲授 140 

六、实践教学 

首先是实务案例教学方法，这是由学生根据所学知识去完成课程设计，然后使用学生课程设计结果作

为案例，组织师生进行案例研究和教学。 

其次是项目管理现场实践教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在前期课堂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积极寻

求合作单位的支持，带领学员走进项目管理现场，亲身体验项目管理的各个方面，从而使学员对理论知识

的掌握更加深入，同时又能够更好地把握将理论知识运用到项目管理实践环节的要点。从而，最大限度地

提升学员解决项目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七、学位论文要求 

1、基本要求 

南开大学项目管理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必须来源于生产实际的项目管理方面的应用性研究，并

且论文选题要具有明确的项目管理的学术和应用价值，即论文必须解决企业中的一个完整项目管理相关问

题。这种应用性研究的论文可以涉及项目策划、融资、组织方案的设计，项目计划与控制的模式或方法的

研究，以及项目纠纷处理方案等，也可以是项目管理模式、技术、方法、环境的研究等。 

2、论文评阅 

论文评阅人：须聘请至少 3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作为论文评阅人，其中至少有 1 位是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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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评阅人。 

论文在送交评阅时，评阅人的姓名不得告知申请人，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 

3、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由不少于 5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3 位是研究生导

师，有 1 位是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答辩

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应事先得到本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认可。 

论文答辩决议： 

论文答辩委员会就是否建议授予硕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 2/3 以上

同意，方为通过。 

论文答辩未通过，本次申请无效。 

论文答辩未通过，但论文答辩委员会做出决议，建议申请人修改论文后再重新答辩者，可在半年后至

一年内重新申请答辩一次，逾期未申请或答辩仍未通过者，本次申请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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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专业代码：125102  授予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具有较强开拓创新能力和领导能力，掌握系统的现代管理知识和国际经济

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具有国际经营战略头脑和总揽全局的决策能力，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工商界领袖和

高级职业经理人。 

二、主要研究方向 

1．人力资源管理 

2．创新与创业管理 

3. 国际经营管理 

4. 项目管理 

5. 财务金融 

6. 营销管理 

7. 运营管理 

8. 公司治理 

9. 组织与战略管理 

三、培养方式及学分要求 

（一）南开大学 EMBA的培养包括如下环节：  

1．课程学习 

2．撰写学位论文 

3．答辩 

国外考察设置为选修课程，学员在学期间将安排前往海外知名大学学习考察，聆听知名教授举办的讲

座，参观企业，市场调研，与一些企业界的高级人士进行交流，结束后提交考察报告，计入 2学分。学员

赴海外考察的差旅费用由学员自行担负。 

（二）教学方式 

学员采取在职学习方式，每月集中授课四天。 

（三）师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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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 EMBA 的国际化、高层次和实践性强的特点，任课教师除了配备一定国外知名教授外，配备本

校教授占 50%以上，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 50%以上，具有企业实际经验的达到 80%以上。 

（四）学分要求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2002]64 号文件和[2007]82 号的精神，南开大学 EMBA 学员需修满 36 学分，其中

必修课与核心课 20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2学分，学位论文 4学分，全部课程结束到论文答辩的时间间隔

一般不少于 3个月方可申请学位。 

四、学习年限 

学习期限一般为 2年，因故不能按期完成学业者，可申请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5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授课

学期 
授课方式 

开课

单位

代码 

必 

 

修 

 

课 

14051601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32 2  讲授 120 

14051602 第一外国语 32 2  讲授 100 

14051603 管理经济学    32 2  讲授 140 

14051604 营销管理 32 2  讲授 140 

14051605 组织行为学 32 2  讲授 140 

14051606 公司财务管理 32 2  讲授 140 

14051607 现代公司治理 32 2  讲授 140 

14051608 战略管理   32 2  讲授 140 

14051609 人力资源管理 32 2  讲授 140 

14051610 领导学 32 2  讲授 140 

 学位论文  4   140 

 

选 

 

 

 

 

 

 

修 

 

 

14052601 管理学 32 2  讲授 140 

14052602 财务报表分析 32 2  讲授 140 

14052603 组织变革与管理 32 2  讲授 140 

14052604 经营决策模拟 32 2  讲授 140 

14052605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32 2  讲授 140 

14052606 现代项目管理与评估 32 2  讲授 140 

14052607 企业文化 32 2  讲授 140 

14052608 生产运营管理 32 2  讲授 140 

14052609 公司法/商法 32 2  讲授 140 

14052610 绩效评估研究 32 2  讲授 140 

14052611 公司企业家精神 32 2  讲授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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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14052612 风险投资管理 32 2  讲授 140 

14052613 税收制度与税务筹划 32 2  讲授 140 

14052614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32 2  讲授 140 

14052615 战略联盟与合作伙伴管理 32 2  讲授 140 

14052616 信息资源管理 32 2  讲授 140 

14052617 服务管理 32 2  讲授 140 

14052618 收购与兼并 32 2  讲授 140 

14052619 国际商务   32 2  讲授 140 

14052620 数量分析与管理决策 32 2  讲授 140 

14052621 创新管理 32 2  讲授 140 

14052622 国外考察学习 32 2  讲授 140 

14052623 管理专题讲座 4 0.5  讲授 140 

六、实践教学 

1. 根据 EMBA 的特点，注重互动式教学，除一般课堂讲授外，还要采用案例分析、课堂模拟、课堂讨

论等学习方式。 

2. 每个教学班安排 1-2 次移动课堂，保证在校上课的课时不少于 60%。 

七、学位论文要求 

   1．EMBA 学员要在毕业前一年开始准备学位论文，应以管理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作为选题报告，以提高

学员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可以是结合管理实践的综合研究报告，提倡问题导向

型研究和案例研究。 

2．学员在完成学位论文时，应通过收集数据资料和实地调查研究来掌握所研究问题的实际情况，避

免空泛和缺乏事实依据的论断。 

3．学员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开题—预答辩—答辩等环节，论文必须按照学校有关规定采用中文

书写。 

4．学员完成论文后，按照学校学位管理的相关规定和程序进行答辩、申请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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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031） 

专业：电子与通信工程 

（专业代码：085208  授予电子与通信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一、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通信与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物理电子与光电子学、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等学科，从事光纤通信、计算机与数据通信、卫星通信、移动通信、多媒体通信、

信号与信息处理、通信网设计与管理、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电子元器件、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等领域，从

事管理、研究、设计运营、维修和开发的高级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 

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工程硕士要求掌握本领域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以及管理知识，较为

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承担工

程技术或工程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二、主要研究方向 

1.   物理电子学 

2.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3.   电路与系统 

4.   通信与信息系统 

5.   信号与信息处理 

6.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三、培养方式及学分要求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采取在职不脱产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一般安排在业余时间。学生在校

学习时间的总和不少于半年。 

实行学分制。本领域要求必修课学分必须修满 17 学分，总学分不少于 32 学分。 

四、学习年限 

一般年限为 2.5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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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授课

学期 
授课方式 

开课

单位

代码 

必 

 

修 

 

课 

90051201 马克思主义理论 32 2 2 讲授 120 

90051101 第一外国语 48 3 2 讲授 100 

90051204 自然辩证法 16 1 2 讲授 120 

03151001 知识产权 16 1 3 讲授 031 

03151003 信息检索 16 1 3 讲授 031 

03151102 专业数学基础 48 3 1 讲授 031 

03151105 微电子技术 48 3 2 讲授 031 

03151106 通信系统 48 3 2 讲授 031 

       

选 

 

修 

 

课 

03151103 计算机网络基础 48 3 1 讲授 031 

03152001 现代嵌入式系统 48 3 1 讲授 031 

03152002 数字信号处理 48 3 2 讲授 031 

03152003 光电子技术 48 3 2 讲授 031 

03152004 硬件描述语言 48 3 2 讲授 031 

       

       

       

 

六、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环节，学生可结合工作实际进行实践，或参与导师的科研项

目组，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在学期间，必须保证累计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教学。 

七、学位论文要求 

1. 论文工作的基本要求 

论文工作的目的是要使硕士生在工程领域内受到较全面的训练，培养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

术工作的能力，为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硕士学位论文应反映对所研究课题有新的见解，并

标明作者具有独立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2. 论文选题与指导 

学位论文应结合研究生所在单位实际工作的需要选题，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与应用价值，直接解决所

在单位的实际问题。少数学生也可以选择计算机技术当前的前沿研究课题。学生在选题前，应对学科的国

内外发展动态、趋势、新成就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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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应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要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实际工作中的

关键问题。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要有足够的工作量，取得的成果要有一定的先进性。要能表

现出作者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论文工作一般应包括：选题，调研(含文献查阅)，开题，系统设计，系统实现，系统运行，论文撰写

与答辩。 

3. 其他 

须聘请至少 3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作为论文评阅人，其中至少有 1 位是我校和学位申请人

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评阅人。 

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不少于 5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 3 位是研究生导师，有 1

位是我校和学位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答辩不合

格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重新补充修改论文资料，重新答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工程硕士研究生，

符合授予学位条件者，经学校学位评定机构审核批准授予工程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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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032） 

专业：控制工程（专业代码：085210  授予控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一、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设备制造及生产,工程施工,经济社会系统运行中的控制系统设备、控制装置的

设计、研发、管理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控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要求掌握现代控制领域的基础理论、方法和技术。具有从事实际

控制系统、设备或装置的开发设计能力、工艺设计和实施能力及使用维护等能力。更重要的

应具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能解决工程实际中出现实际问题，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顺利阅读

本工程领域的科技资料及文献。 

二、主要研究方向 

1、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2、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3、系统工程 

4、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三、培养方式及学分要求 

1、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采取在职不脱产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一般安排在业

余时间。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的总和不少于半年。 

2、实行学分制。本领域要求必修课学分必须修满 17 学分，总学分不少于 32 学分。 

四、学习年限 

一般为 2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授课

学期 
授课方式 

开课

单位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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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修 

 

课 

90051201 马克思主义理论 32 2 2 讲授 120 

90051101 第一外国语 48 3 2 讲授 100 

90051204 自然辩证法 16 1 2 讲授 120 

03251001 知识产权 16 1 1、2 讲授 032 

03251003 信息检索 16 1 1、2 讲授 032 

03251102 专业数学基础 48 3 1、2 讲授 032 

03251103 计算机网络基础 48 3 1、2 讲授 032 

03251108 现代控制理论基础 48 3 1、2 讲授 032 

选 

 

修 

 

课 

03252001 现代嵌入式系统 48 3 1、2 讲授 032 

03252002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48 3 1、2 讲授 032 

03252011 建模与辨识 48 3 1、2 讲授 032 

03252015 智能预测控制 48 3 1、2 讲授 032 

03252016 现代电子电力技术 48 3 1、2 讲授 032 

03252017 电机拖动技术 48 3 1、2 讲授 032 

03252018 最优估计理论 48 3 1、2 讲授 032 

03252019 运筹学与最优化 48 3 1、2 讲授 032 

03252020 自适应控制 48 3 1、2 讲授 032 

03252021 控制系统软件设计与应用 48 3 1、2 讲授 032 

六、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环节，在职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原则上在本单

位结合本职工作完成控制工程专业实践。研究生进行控制工程专业实践时，由企业中经过学

校聘任的资深技术人员或业务主管负责指导，也可以由学校教师负责指导；学校相关管理部

门对此负责监督和管理。 

七、学位论文要求 

1、论文工作的基本要求 

论文工作的目的是要使硕士生在工程领域内受到较全面的训练，培养从事科学研究或独

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为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硕士学位论文应反映对

所研究课题有新的见解，并标明作者具有独立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2、论文选题与指导 

学位论文应结合研究生所在单位实际工作的需要选题，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与应用价

值，直接解决所在单位的实际问题。少数学生也可以选择计算机技术当前的前沿研究课题。

学生在选题前，应对学科的国内外发展动态、趋势、新成就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学位论文应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要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

实际工作中的关键问题。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要有足够的工作量，取得的成果

要有一定的先进性。要能表现出作者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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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工作一般应包括：选题，调研(含文献查阅)，开题，系统设计，系统实现，系统运

行，论文撰写与答辩。 

3、其他 

须聘请至少 3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作为论文评阅人，其中至少有 1 位是我校

和学位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评阅人。 

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不少于 5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 3 位是研究

生导师，有 1 位是我校和学位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答辩

委员会成员。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重新补充修改论文资料，重新答辩。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工程硕士研究生，符合授予学位条件者，经学校学位评定机构审核批准

授予工程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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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计算机技术 

（专业代码：085211  授予计算机技术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一、培养目标 

计算机技术包括计算机软、硬件系统设计开发技术和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开发利用技术两

个方面。 

计算机软、硬件系统设计开发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理论基础，计算机系统设计，分布

式计算机系统技术，新型计算机体系结构，计算机语言及其处理系统，操作系统技术，数据

处理技术，算法设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专家系统技术，图象处理与图形学，计算机网络

与通讯技术，嵌入式计算机技术，专用计算机技术，计算机安全技术，移动计算机技术，计

算机外部设备技术等。 

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开发利用技术包括：应用系统设计技术，办公室自动化，智能大楼，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项目管理，计算机控制，决策支持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的设计、实

现、应用开发，计算机辅助设计，各领域计算机应用技术，各领域计算机应用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面向市场的计算机应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等。 

计算机技术领域工程硕士要求掌握现代计算机技术领域的基础理论、方法和技术。具有

从事实际控制系统、设备或装置的开发设计能力、工艺设计和实施能力及使用维护等能力。

更重要的应具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及项目组织能力，能解决工程实际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掌

握一门外语，能够顺利阅读本工程领域的科技资料及文献。 

二、主要研究方向 

1、计算机系统结构 

2、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3、计算机应用技术 

三、培养方式及学分要求 

1、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采取在职不脱产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一般安排在业

余时间。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的总和不少于半年。 

2、实行学分制。本领域要求必修课学分必须修满 17学分，总学分不少于 32 学分。 

四、学习年限 

一般为 2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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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授课

学期 
授课方式 

开课

单位

代码 

必 

 

修 

 

课 

90051201 马克思主义理论 32 2 2 讲授 120 

90051101 第一外国语 48 3 2 讲授 100 

90051204 自然辩证法 16 1 2 讲授 120 

03251001 知识产权 16 1 1、2 讲授 032 

03251003 信息检索 16 1 1、2 讲授 032 

03251102 专业数学基础 48 3 1、2 讲授 032 

03251103 计算机网络基础 48 3 1、2 讲授 032 

03251104 计算机算法设计与分析 48 3 1、2 讲授 032 

选 

 

修 

 

课 

03252001 现代嵌入式系统 48 3 1、2 讲授 032 

03252005 软件测试 48 3 1、2 讲授 032 

03252006 高级数据库技术 48 3 1、2 讲授 032 

03252007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48 3 1、2 讲授 032 

03252009 跨平台软件设计 48 3 1、2 讲授 032 

03252010 软件工程 48 3 1、2 讲授 032 

六、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环节，在职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原则上在本单

位结合本职工作完成计算机技术专业实践。研究生进行计算机技术专业实践时，由企业中经

过学校聘任的资深技术人员或业务主管负责指导，也可以由学校教师负责指导；学校相关管

理部门对此负责监督和管理。 

七、学位论文要求 

1、论文工作的基本要求 

论文工作的目的是要使硕士生在工程领域内受到较全面的训练，培养从事科学研究或独

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为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硕士学位论文应反映对

所研究课题有新的见解，并标明作者具有独立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2、论文选题与指导 

学位论文应结合研究生所在单位实际工作的需要选题，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与应用价

值，直接解决所在单位的实际问题。少数学生也可以选择计算机技术当前的前沿研究课题。

学生在选题前，应对学科的国内外发展动态、趋势、新成就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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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应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要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

实际工作中的关键问题。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要有足够的工作量，取得的成果

要有一定的先进性。要能表现出作者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论文工作一般应包括：选题，调研(含文献查阅)，开题，系统设计，系统实现，系统运

行，论文撰写与答辩。 

3、其他 

须聘请至少 3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作为论文评阅人，其中至少有 1 位是我校

和学位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评阅人。 

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不少于 5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 3 位是研究

生导师，有 1 位是我校和学位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答辩

委员会成员。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重新补充修改论文资料，重新答辩。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工程硕士研究生，符合授予学位条件者，经学校学位评定机构审核批准

授予工程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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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院（038） 

专业：软件工程（专业代码：085212 授予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软件产业作为信息产业的核心是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基础，已经涉足工业、农业、商业、

金融、科教文卫、国防和百姓生活等各个领域。采用先进的工程化方法进行软件开发和生产

是实现软件产业化的关键技术手段。因此，为积极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增强其国际竞争

力，加速我国信息化建设，国家急需培养大批软件工程领域的实用型、复合型软件工程技术

人才和软件工程管理人才。 

为保证南开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入学、培养和学位授

予等环节的规范化，确保培养质量，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软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培养及

学位授予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学位办[2002]9号）、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

员会提出的《关于制定软件工程硕士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及教育部发布的《软件工程领域

工程硕士培养方案》，特制定本方案。 

一、 培养目标 

软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的培养目标是面向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需要、面向企事

业单位对软件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培养高层次实用型、复合型软件工程技术和软件工程管

理人才。 

作为一名合格的软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获得者，应当符合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和发展需

要，以及国家和企业对软件工程技术人才需求，能够成为企业所需要的高层次的软件工程技

术和管理人才，其基本能力应当达到（具有国际水准的）高级程序员、系统分析和设计师、

或项目管理人员的水平。 

二、主要研究方向 

1．软件工程        5．司法信息化 

2．IT 项目管理       6．服务科学与工程 

3．金融信息化       7．教育信息化 

4．电子政务        8．管理软件与应用 

三、培养方式及学分要求 

1、培养方式 

本领域（专业）采用系统的课程学习和专设的工程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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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学分制；软件工程实践要求学生直接参与软件工程项目实践，完成必要的技术方案设计、

软件开发、项目管理等工作，并在所取得的工程实践成果基础上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学位

论文可以是研究论文或技术报告，以及相关的工作成果。学位论文须通过评审。 

学校聘请具有丰富实践和教学指导经验的企业资深技术或管理人员参与课程教学，并对

学生的软件工程实践进行联合指导。 

2、学分要求 

软件工程非全日制专业学位总的学分要求为 40学分。其中课程学习总学分为 32 学分，

必修课程 17学分。毕业论文 8学分。 

四、学习年限 

一般为 2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授课

学期 
授课方式 

开课单

位代码 

必 

 

修 

 

课 

03851001 自然辩证法 48 3 1、2 讲授 038 

03851002 信息检索 36 2 1、2 讲授 038 

03851003 知识产权 48 3 1、2 讲授 038 

03851004 软件工程 48 3 1、2 讲授 038 

03851005 专业英语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01 系统分析与设计 48 3 1、2 讲授 038 

 

 

选 

 

修 

 

课 

03852002 软件开发方法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03 金融信息系统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04 数据库系统与应用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05 IT 项目管理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06 高级电子政务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07 IT 服务科学与工程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08 JAVA 技术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09 软件设计模式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10 嵌入式软件设计与实践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11 财务分析工具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12 高级投资分析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13 金融投资学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14 组织行为学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15 财务管理 48 3 1、2 讲授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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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52016 信息安全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17 软件开发技术与工具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18 领导艺术与团队建设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19 管理信息系统与应用 48 3 1、2 讲授 038 

03852020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48 3 1、2 讲授 038 

六、实践教学 

软件工程专业实践是软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培养的重要环节。对于在职专业硕士学位研

究生来说，参加软件工程专业实践是完成学位论文和申请学位前的必要环节。 

在职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原则上在本单位结合本职工作完成软件工程专业实践。研究生

进行软件工程专业实践时，由企业中经过学校聘任的资深技术人员或业务主管负责指导，也

可以由学校教师负责指导；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对此负责监督和管理。 

七、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应直接来源于企事业单位，具有明确的应用背景和实用价值，并必须

与软件工程专业实践密切相关。论文形式可以是工程项目技术报告、关键技术的研究论文等。 

项目具体方案应强调实现的先进性、合理性、技术难度、工作量和实际效果，并能体现

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写作过程中还应体现

规范化程度和文字质量。 

具体要求如下： 

 选题定位于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和应用价值； 

 有对国内外文献资料的较深层次的分析与综述； 

 论文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实际工作量符合要求； 

 工程设计类论文要求设计方案合理，设计结构正确，设计依据详实、可靠，设计

方法体现一定的先进性，附表完整；技术研究性论文要求采用先进技术方法和现

代技术手段，应用新思想、新方法； 

 工程设计类论文要求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基础理论、专业知识、科学方法和技术

手段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知识水平；技术研究性论文要求理论推导、分析

的严密性和完整性，体现作者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

水平； 

 论文有新颖性、先进性、实用性，能体现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技术研究

性论文还要求创新性成果或独立见解； 

 论文有一定的系统性，概念清晰、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理通顺，图文与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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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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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院（051） 

专业：材料工程  

（专业代码：085204 授予材料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一、培养目标 

  材料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性学位，侧重于工程应

用，主要是为企业、设计研究单位和事业单位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

理人才。人才培养具体目标是：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学风严谨，具有勇于追求真理和献身于国家经济

建设事业的敬业精神，具有注重实践、勇于创新的开拓进取精神； 

2．具有坚实的材料工程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本领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动

态，掌握必要的实验、计算方法和技术，具有解决工程问题或从事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

新设备的研究和开发能力； 

3．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较顺利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写、译能力和基

本的听、说能力，能适应本专业学习、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需要； 

4．具有健康的体魄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二、主要研究方向 

1. 能源材料 

2. 催化材料 

3. 纳米材料 

4. 有机-无机复合材料 

5. 环境材料 

6. 低碳材料 

7. 有机材料 

8. 高分子材料 

9. 农药设计与合成 

10.材料分析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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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无机固体功能材料 

12.化学电源 

三、培养方式及学分要求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采取在职不脱产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一般安排在业余时

间。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的总和不少于半年。如录取人数少于 20 人，则不单独开班，采用随

读的学习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课程学习以课堂讲授为主，提倡研讨式教学。鼓励学生自学，使用讨论班（Seminar）、

文献阅读和读书报告等教学方式，特别注重培养研究生的自学能力，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采取理论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导师指导与集体培养相结

合的方法。 

鼓励工程硕士研究生到企业实习，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工程硕士研

究生在学期间，保证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教学。社会生源研究生原则上可在相关用人企业完成

实践教学与论文工作。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技术背景。 

课程学习和实践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30学分，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22 学分。 

四、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具体设置及学分见附表。同时允许选修化学学院其他专业学术型硕士的课程。 

学位课程（必修课）有：政治理论课、第一外国语、工程数学基础、自然辩证法、信息

检索、知识产权、专业必修课等。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授课

学期 
授课方式 

开课

单位

代码 

必

修

课 

 

90051201 马克思主义理论 32 2 2 讲授 120 

90051101 第一外国语 48 3 2 讲授 100 

90051204 自然辩证法 16 1 2 讲授 120 

05151001 信息检索 18 1 3 讲授 051 

05151002 知识产权 18 1 3 讲授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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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31001 专业英语（专业硕士） 36 2 1 讲授 051 

05131002 工程数学基础 36 2 2 讲授 051 

05131007 现代材料制备技术 36 2 1 讲授 051 

05131008 材料结构分析 36 2 1 讲授 051 

05131004 实践教学 36 2 2 实践与讨论 051 

05131009 材料科学前沿讲座 36 2 1 学术报告 051 

05131006 学年论文（专业硕士） 36 2 3 讨论与综述 051 

选

修

课 

05132004 现代管理学 36 2 1 讲授 051 

05132005 材料结构分析实验 70 2 2 讲授 051 

05132006 新型功能材料 36 2 1 讲授 051 

六、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可在自己的

工作中进行实践研究，就企业在本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案例分析、研究探讨，以培养学

生研究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七、学位论文要求 

1.论文选题与指导： 

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技术背景，可以是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论文的内容可以是：化工新产品开发、产品质量控制与

检验、工程设计与实施、技术改造与推广、工程软件或应用软件开发、工程管理等。论文应

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

问题的能力，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具有先进性、实用性。 

2.论文评审： 

学位论文应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要理论联系实际并能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

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关键问题。论文评审应综合评价论文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

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包括论文工作的创新点、技术难度和工作量，或其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

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进展以及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 

论文评阅人：须聘请至少 3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作为论文评阅人，其中至少

有 1位是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评阅人。 

论文在送交评阅时，评阅人的姓名不得告知申请人，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 

3．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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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由不少于 5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3

位是研究生导师，有 1位是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

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应事先得到本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认可。 

论文答辩决议： 

论文答辩委员会就是否建议授予硕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

成员 2/3 以上同意，方为通过。 

论文答辩未通过，本次申请无效。 

论文答辩未通过，但论文答辩委员会做出决议，建议申请人修改论文后再重新答辩者，

可在半年后至一年内重新申请答辩一次，逾期未申请或答辩仍未通过者，本次申请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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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学工程 

 （专业代码：085216  授予化学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一、培养目标 

化学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性学位，侧重于工程应用，

主要是为企业、设计研究单位和事业单位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

才。具体目标为：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学风严谨，具有勇于追求真理和献身于国家经济

建设事业的敬业精神，具有注重实践、勇于创新的开拓进取精神； 

2．具有坚实的化学工程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本领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动

态，掌握必要的实验、计算方法和技术，具有解决工程问题或从事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

新设备的研究和开发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

用型专门人才。 

3．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较顺利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写、译能力和基

本的听、说能力，能适应本专业学习、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需要； 

4．具有健康的体魄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二、主要研究方向： 

1．现代分离分析技术与应用 

2．计算机与信息处理技术在化工领域的应用 

3．功能分子的设计与应用 

4．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制与开发 

5．农药设计与合成 

6．无机化工 

7．有机化工 

三、培养方式及学分要求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采取在职不脱产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一般安排在业余时

间。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的总和不少于半年。如录取人数少于 20 人，则不单独开班，采用随

读的学习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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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以课堂讲授为主，提倡研讨式教学。鼓励学生自学，使用讨论班（Seminar）、

文献阅读和读书报告等教学方式，特别注重培养研究生的自学能力，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采取理论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导师指导与集体培养相结

合的方法。 

鼓励工程硕士研究生到企业实习，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工程硕士研

究生在学期间，保证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教学。社会生源研究生原则上可在相关用人企业完成

实践教学与论文工作。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技术背景。 

课程学习和实践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30学分，必修课不少于 24 学分。 

四、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具体设置及学分见附表。同时允许选修化学学院其他专业学术型硕士的课程。 

学位课程（必修课）有：政治理论课、第一外国语、工程数学基础、自然辨证法、信息

检索、知识产权、专业必修课等。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授课

学期 
授课方式 

开课

单位

代码 

 

必

修

课 

 

90051201 马克思主义理论 32 2 2 讲授 120 

90051101 第一外国语 48 3 2 讲授 100 

90051204 自然辩证法 16 1 2 讲授 120 

05151001 信息检索 18 1 3 讲授 051 

05151002 知识产权 18 1 3 讲授 051 

05131001 专业英语（专业硕士） 36 2 1 讲授 051 

05131002 工程数学基础 36 2 2 讲授 051 

05131003 化工原理基础  72 4 2 讲授 051 

05121017 有机化合物结构分析 36 2 2 讲授 051 

05131004 实践教学 36 2 2 实践与讨论 051 

05131005 化工科学前沿讲座 36 2 1 学术报告 051 

05131006 学年论文（专业硕士） 36 2 3 讨论与综述 051 

选

修

课 

05132001 农药残留与监测 36 2 2 讲授 051 

05132002 富集纯化与分离科学  36 2 1 讲授 051 

05132003 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 36 2 2 讲座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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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32004 现代管理学 36 2 1 讲座 051 

六、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可在自己的

工作中进行实践研究，就企业在本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案例分析、研究探讨，以培养学

生研究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七、学位论文要求 

1.论文选题与指导 

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技术背景，可以是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论文的内容可以是：化工新产品开发、产品质量控制与

检验、工程设计与实施、技术改造与推广、工程软件或应用软件开发、工程管理等。论文应

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

问题的能力，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具有先进性、实用性。 

2.论文评审 

学位论文应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要理论联系实际并能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

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关键问题。论文评审应综合评价论文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

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包括论文工作的创新点、技术难度和工作量，或其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

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进展以及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 

论文评阅人：须聘请至少 3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作为论文评阅人，其中至少

有 1位是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评阅人。 

论文在送交评阅时，评阅人的姓名不得告知申请人，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 

3．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由不少于 5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3

位是研究生导师，有 1位是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

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应事先得到本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认可。 

论文答辩决议：论文答辩委员会就是否建议授予硕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不记名投

票方式，经全体成员 2/3 以上同意，方为通过。 

论文答辩未通过，本次申请无效。 

论文答辩未通过，但论文答辩委员会做出决议，建议申请人修改论文后再重新答辩者，

可在半年后至一年内重新申请答辩一次，逾期未申请或答辩仍未通过者，本次申请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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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040） 

专业：环境工程（专业代码：085229 授予环境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环境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掌握解决环境工程领域实际问题的先进技

术与方法，具有创新意识，能独立进行环境工程技术研发、工程设计、运行和管理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所培养的工程硕士研究生应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 同时，应掌握一门外语技能，能够顺利阅

读本领域的国内外科技资料和文献，掌握和了解本领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 

二、主要研究方向 

1、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控制工程 

2、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3、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与资源化 

4、环境信息技术 

三、培养方式及学分要求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上课方式是在职不脱产，利用周末或晚上的时间上课，学生在校学习时间

的总和不少于半年；授课教师必须是副教授以上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正式教师。 

在职工程硕士必修课需修满 26分，选修课需修 6分，共计 32 学分。选修课由学院指定。 

四、学习年限 

一般为 3 年，最长不超过 5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授课

学期 
授课方式 

开课

单位

代码 

必 

 

修 

90051201 马克思主义理论 32 2 2 讲授 120 

90051101 第一外国语 48 3 2 讲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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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90051204 自然辩证法 16 1 2 讲授 120 

04051001 专业英语 16 1 3 讲授 040 

04051003 信息检索 16 1 3 讲授 040 

04051004 知识产权 16 1 3 讲授 040 

04051005 数理统计 32 2 3 讲授 040 

04051006 环境化学 32 2 3 讲授 040 

04051007 水污染控制工程 48 3 5 讲授 040 

04051008 空气污然控制理论与技术 32 2 1 讲授 040 

04051009 固体废弃物处理及资源化 32 2 1 讲授 040 

04051010 现代环境监测 32 2 1 讲授 040 

04051011 环境微生物 32 2 1 讲授 040 

04051012 环境规划与管理 32 2 4 讲授 040 

选 

 

修 

 

课 

04052001 清洁生产 32 2 4 讲授 040 

04052002 环境信息技术 32 2  讲授 040 

04052003 水资源工程 32 2 4 讲授 040 

04052004 室内环境污染控制与治理 32 2  讲授 040 

04052005 膜技术 32 2  讲授 040 

04052006 环境法学 32 2  讲授 040 

04052007 环境经济学 32 2 4 讲授 040 

六、实践教学 

    在授课过程中,教师根据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举出一些实际案例,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同时对在职学生

提出的工作中的问题给出合理的分析、解答。 

七、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工作是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是使工程硕士研究生通过工程设计

中的关键技术问题的研究，获得较全面的基本训练，培养能综合运用科学技术理论、方法和手段，独立解

决工程实际问题和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也是衡量研究生是否达到工程硕士学位学术水平的

重要依据之一。为确保学位论文质量，特制定本规定。 

1、学位论文的选题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本部门的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

值，原则上应与研究生所在单位的生产实践相结合。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工程技术项目（或重大项目的子项

目）设计或研究课题，或是技术攻关、技术改造专题,或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与开

发。 

学位论文选题工作由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并提交《工程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报告及论文工作计

划》。选题报告内容包括：课题来源，文献综述，主要研究内容，试验或论证手段，工作进度以及国内外

主要参考文献等。具体要求参照《南开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工作的若干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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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选题工作完成后，要举行论文选题报告。选题报告必须以报告会形式公开进行，由各工程领域

领导小组与合作办学单位组成评审小组统一组织和实施。评审小组成员不少于 5人（含双方导师），一般

都应具高级技术职称。 

2、学位论文的要求 

工程硕士的学位论文可以按以下三种形式（任选一种）提交： 

• 结合工程课题的论文； 

• 工程设计及其分析研究； 

• 应用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 

学位论文必须由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者本人结合工作实际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内容必须有一定的先

进性和完整性，能反映研究生的知识面和一定的科研工作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对企业某工程

（或生产）情况的现状剖析，国内外动态阐述、对设计或改造方案的论证（包括基本理论、实验分析和设

计计算）、对工艺设备的工程计算和计算分析、所研究成果对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预测，并附有关工程图纸、

计算程序、参考文献、设计规范依据等附件。自选题报告通过后，从事学位论文实际工作时间至少一年。

工程硕士一般应实行双导师制，由我校本工程领域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和本人所在工矿企

业、工程建设部门或其它主管部门推荐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或工程管理人员）联合指导。 

3、学位论文的评阅和答辩 

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阅着重审核作者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审

核其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新思想、新方法；审核其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计的先进性；审核其创造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工程硕士生必须完成《南开大学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规定的所有环节，取得规定的学分，

考试成绩合格，学位论文经评阅无异议者，经本工程领域所属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方可申请学位

论文答辩。 

工程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中均须有来自工矿企业或工程建设部门具有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人和答辩委员必须有一人来自校外，答辩委员会主任也必须为校外专家，指导教师

和兼职导师一般不宜担任答辩委员。学位论文答辩必须在本校进行。 

4、学位授予 

工程硕士生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后，在申请学位授予时还应提交在学期间能反映自己独立从事本职业务

和技术工作能力的如下材料之一：  

• 主编（著）或参编（著）5万字以上的著作； 

• 获厅（局）级以上科研、设计或其它工程技术奖励； 

• 获厅（局）级以上研究成果正式鉴定（须为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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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式刊物上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工程硕士生为第二作者）发表一篇论文； 

• 工程硕士生本人申请的发明专利。 

经过本工程领域所属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并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者，方可授予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发给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制作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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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院（065） 

专业：制药工程（专业代码：085235   授予制药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一、培养目标 

制药工程领域主要是为大、中型制药企业及研究部门培养既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

又具有科学研究、工程设计、项目开发和管理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二、主要研究方向 

1．应用药物化学 

2．天然产物与中药学 

3. 生物技术制药 

三、培养方式及学分要求 

在职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采取进校不离岗的方式，但要求在校学习的时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需修总学分 32 学分，其中必修课 22 学分。 

四、学习年限 

一般为 2.5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授课

学期 
授课方式 

开课

单位

代码 

必 

 

修 

 

课 

90051201 马克思主义理论 32 2 2 讲授 120 

90051101 第一外国语 48 3 2 讲授 100 

90051204 自然辩证法 16 1 2 讲授 120 

06551010 创新药物研究与开发 36 2 1 讲授 065 

06551005 现代药物分析与制剂技术 36 2 1 讲授 065 

06551034 分子生物技术与生物分离 36 2 2 讲授 065 

06551011 微生物发酵与细胞培养工程 36 2 2 讲授 065 

06551016 复方药物与系统生物学 36 2 2 讲授 065 

06551021 制药工程与工艺 36 2 2 讲授 065 

06551017 现代分离技术 36 2 2 讲授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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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51031 信息检索 18 1 3 讲授 065 

06551032 知识产权 18 1 3 讲授 065 

选 

 

修 

 

课 

06552003 
糖化学与糖生物学在药物开

发中的应用 
36 2 1 讲授 065 

06552022 生物信息学 36 2 1 讲授 065 

06552004 现代中药研究与开发 36 2 1 讲授 065 

06552026 绿色化学与药物合成 36 2 1 讲授 065 

06552020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36 2 1 讲授 065 

06552002 高等药物设计与合成 36 2 1 讲授 065 

06552010 肿瘤药理学 36 2 2 讲授 065 

06552018 现代中药分析技术 36 2 2 讲授 065 

06552016 科技论文写作 36 2 2 讲授 065 

       

六、实践教学 

课程设置充分反映制药工程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要求，突出交叉性、实用性，注重分析能力

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因此特别突出实践教学的环节。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

标，以岗位技能要求指导实践教学，学生可选择院内相关实验室或校外药企实习，认真完成实习指导教师

安排的任务，完成教学实习。通过强化实践环节，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出名副其实的应用

型人才。 

七、学位论文要求 

1、基本要求 

工程硕士学位论文(设计)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者有明确的工程背景和应用价值，可以是工程

设计项目或技术改造项目，可以是技术攻关研究专题，可以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与

开发，也可以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工程技术项目规划或研究。论文选题应有一定的技术复杂性、先进性和工

作量，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技术手段、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解决工程实际的能力。 

  工程硕士学位论文(设计)开题报告一般在第三学期完成，最迟至第四学期。学位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需经所在工程领域的领导小组和双导师审核通过。 

工程硕士学位论文(设计)应在双导师指导下，由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者本人独立完成，应有一定的

理论深度和先进性，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新见解，能表现出作者具备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

识、技能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 3万字，中、英文论文摘要应经导师审定签字。

学位论文(设计)基本完成后，一般由所在工程领域的领导小组安排有关教师并会同双导师对学位论文的学

术性、真实性和撰写的规范性进行预审。预审未通过者，不能进入论文的评阅和答辩。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撰写格式参照《南开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格式的统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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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文评阅 

论文评阅人：须聘请至少 3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作为论文评阅人，其中至少有 1 位是我校

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评阅人。 

论文在送交评阅时，评阅人的姓名不得告知申请人，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 

3、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由不少于 5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3 位是研究生导

师，有 1 位是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答辩

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应事先得到本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认可。 

论文答辩决议： 

论文答辩委员会就是否建议授予硕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 2/3 以上

同意，方为通过。 

论文答辩未通过，本次申请无效。 

论文答辩未通过，但论文答辩委员会做出决议，建议申请人修改论文后再重新答辩者，可在半年后至

一年内重新申请答辩一次，逾期未申请或答辩仍未通过者，本次申请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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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060） 

专业：生物工程（专业代码：085238   授予生物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一、培养目标 

掌握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能够解决实验室和生产实际中遇到的问题。具有创新意识，

能独立承担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的工作，成为生物医药、生物信息、食品、农业、轻工、生态等行业的高

级工程技术人才。 

二、主要研究方向 

1、生物发酵与过程工程 

2、细胞与遗传工程 

3、蛋白质与酶工程 

4、环境与生态工程 

5、食品安全工程 

6、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 

7、植物组织培养与基因工程技术 

8、组学与生物信息学 

三、培养方式及学分要求 

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在培养过程中注意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可采用研讨式的教学

方式。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32 学分，其中学位必修课程不少于 20 学分，选修课程不少于

12 学分。 

四、学习年限 

一般为 2.5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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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授

课

学

期 

授课方式 

开课

单位

代码 

必 

 

修 

 

课 

90051201 马克思主义理论 32 2 2 讲授 120 

90051101 第一外国语 48 3 2 讲授 100 

90051204 自然辩证法 16  1 3 讲授 120 

06051002 信息检索 18  1 3 讲授 060 

06051003 知识产权 18 1 3 讲授 060 

06051004 现代生物学技术 108 4 2 实验讲授 060 

06051005 分子微生物学 72 4 1 讲授 060 

06051006 分子细胞生物学 72 4 1 讲授 060 

 

选 

 

修 

 

课 

06052001 生物科学与技术前沿进展 36 2 1、2 讲授 060 

06052002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及应用 72 4 1 讲授与实践 060 

06052003 植物基因工程技术及应用 72 4 1 讲授与实践 060 

06052004 细胞工程及应用 72 4 1 讲授与实践 060 

06052005 遗传工程及应用 72 4 1 讲授与实践 060 

06052006 环境生物学 36 2 1 讲授 060 

06052007 生态工程概论 36 2 1 讲授 060 

06052008 计算生物学 36 2 1 讲授 060 

06052009 生物与神经信息学 36 2 1 讲授 060 

06052010 微生物学前沿进展 36 2 1 讲授 060 

06052011 生物统计 36 2 2 讲授 060 

06052012 基因操作原理 II 36 2 2 讲授 060 

06052013 微生物发酵工程及应用 72 4 1 讲授与实践 060 

06052014 生物工程下游分离与纯化 36 2 1 讲授 060 

06052015 杀虫微生物学 36 2 2 讲授 060 

06052016 能源生物技术及应用 72 4 2 讲授与实践 060 

06052017 食品微生物学 36 2 1 讲授 060 

06052018 食品安全与检测技术 36 2 1 讲授 060 

06052020 结构生物学导论（I） 36 2 2 讲授 060 

06052021 真核基因表达与调控 36 2 1 讲授 060 

06052022 分子微生物学技术 72 4 2 实验 060 

六、实践教学 

    借助生物工程基地，加强实践教学，充分发挥生物工程专业的优势。同时开设“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及

应用”、“细胞工程及应用”、“教学实习”等多门实践课程，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 

七、学位论文要求 

1、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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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论文可在双导师指导

下，由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者本人独立完成，且由企业出具证明。论文的研究工作应有完整的开题报告，

并通过中期检查表。学位论文基本完成后，由导师组对学位论文的学术性，应用性，真实性和规范性进行

预审。预审未通过者，不能进入答辩。 

论文应包括以下部分： 

独创性声明及版权使用说明 

中英文摘要 

选题的背景、依据与意义 

论文主体部分：研究内容、实验或计算方法、设计方案、分析计算、实验研究结果或计算结果、理论分

析等 

结论 

参考文献 

必要的附录 

2、论文评阅 

论文评阅人：须聘请至少 3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作为论文评阅人，其中至少有 1 位是我校

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评阅人。 

论文在送交评阅时，评阅人的姓名不得告知申请人，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 

3、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由不少于 5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3 位是研究生导

师，有 1 位是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答辩

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应事先得到本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认可。 

论文答辩决议： 

论文答辩委员会就是否建议授予硕士学位做出决议。决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 2/3 以上

同意，方为通过。 

论文答辩未通过，本次申请无效。 

论文答辩未通过，但论文答辩委员会做出决议，建议申请人修改论文后再重新答辩者，可在半年后至

一年内重新申请答辩一次，逾期未申请或答辩仍未通过者，本次申请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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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160） 

专业：物流工程（专业代码：085240   授予物流工程专业学位） 

一、培养目标 

物流工程硕士培养以下几方面的物流工程技术和管理高级人才：  

1．服务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从事与现代物流发展相关的政策规划及管理等工作； 

2．服务于物流企业，从事物流企业物流系统的规划设计、物流项目管理、运输战略规划、库存战略规

划、国际物流管理等工作； 

3．服务于生产企业或其他企业，从事采购与供应的物流战略规划、企业物流的经营及管理、供应链的

规划、组织和控制、采购、仓储等工作。 

4．高等院校从事物流工程管理、研究和教学工作。 

二、主要研究方向 

1．供应链管理 

2．物流系统优化 

3．物流信息管理 

4．物流产业分析与规划 

5．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三、培养方式及学分要求 

物流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采取进校不离岗的在职方式进行培养。上课方式以业余时间集中授课为

主。学位论文由学校导师与工矿企业或工程部门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联合指导，共同培养。选题直

接来源于本单位课题或生产实际。论文形式可以是结合工程课题的论文，也可以是工程设计及其分析研究

论文。 

物流工程硕士学习实行学分制。课程学习在一年半内完成，学员修满 32 学分，然后进入论文研究阶

段。学员完成论文并通过答辩，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后，获得南开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证书。 

四、学习年限 

一般为 2.5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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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授课

学期 
授课方式 

开课

单位

代码 

必 

 

修 

 

课 

90051201 马克思主义理论 32 2 2 讲授 120 

90051101 第一外国语 48 3 2 讲授 100 

90051204 自然辩证法 16 1 2 讲授 120 

16051001 管理学 32 2 1 讲授 160 

16051032 应用统计学 32 2 1 讲授 160 

16051015 高级运筹学 32 2 1 讲授+上机 160 

16051012 工程经济学 32 2 1 讲授 160 

16051033 物流系统规划理论与方法 32 2 1 讲授+上机 160 

16051037 物流系统建模与仿真 32 2 3 讲授+上机 160 

16051036 物流服务运作管理 32 2 3 讲授+上机 160 

16051008 物流信息系统 32 2 3 讲授+上机 160 

16051016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32 2 2 讲授 160 

16051017 项目经济评价 32 2 1 讲授 160 

16051002 知识产权 16 1 3 讲授 160 

16051003 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 16 1 3 讲授 160 

16051038 物流产业分析 32 2 1 讲授 160 

选 

修 

课 

16052001 物流绩效管理 32 2 1 讲授 160 

16052003 仓储管理与设计 32 2 2 讲授 160 

16052031 交通运输管理学 32 2 1 讲授 160 

16052035 物流工程前沿讲座 16 1 2 讲授 160 

六、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采取开放式研讨、案例分析、现场研究和模拟训练等多种方式，开设“物流工程前沿讲座”

的实践教学课程，共计 16 学时；依托物流实验室开设“运筹学”、“物流系统建模与仿真”、“物流系统规

划理论与方法”和“物流信息系统”四门课程的情景模拟教学，共计 64 学时。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在学院的安排下可参加一定的教学科研工作和社会实践活动；可根据需

要并在培养经费许可的条件下，适当参加有关的学术会议；可于学位论文选题确定之后外出调研和搜集资

料。 

七、学位论文要求 

1、基本要求 

结合所在部门的实际进行研究工作，并撰写论文。论文选题可以在以下五项中任选一项开展研究： 

（1） 一份完整的工程技术项目，或某工程项目的子项目。 

（2） 某项规划、设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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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流新流程、新方法的设计和开发； 

（4） 物流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开发； 

（5） 新经营管理理论支持的物流领域的经营管理成果。 

论文工作一般应包括选题、调研、开题、系统设计、系统实现、论文撰写和答辩等环节。 

2、论文评阅 

论文评阅人：须聘请至少 3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作为论文评阅人，其中至少有 1 位是我校

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评阅人。 

论文在送交评阅时，评阅人的姓名不得告知申请人，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 

3、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由不少于 5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3 位是研究生导

师，有 1 位是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答辩

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应事先得到本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认可。 

论文答辩决议：论文答辩委员会就是否建议授予硕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

体成员 2/3 以上同意，方为通过。 

论文答辩未通过，本次申请无效。 

论文答辩未通过，但论文答辩委员会做出决议，建议申请人修改论文后再重新答辩者，可在半年后至

一年内重新申请答辩一次，逾期未申请或答辩仍未通过者，本次申请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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