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一、专业代码及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120301 

专业名称：农林经济管理（Agricultural and Forest Economic Management）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服务农垦经济发展为导向，培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思想德道修

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具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学科基本理论素养和相关的农业科学基础知识，掌握农林经济管理的

基本方法和技能，具备调查研究和分析解决农林经济管理问题的综合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

创业能力，能够在各级政府机构、农业企业、农村基层组织从事政策研究、经营管理、社会

服务等工作的，重实践、能创新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三、毕业要求 

（一）知识要求 

（1）掌握数学、外语、信息技术、数据分析、文献检索、社会调查、应用文写作、专

业论文撰写等工具性知识； 

（2）掌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与专业技术，了解中国“三农”问题

与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熟悉农林经济管理的分析工具与研究范式； 

（3）掌握经济学、管理学等基础理论知识，经济法等经济管理类法律知识，了解文学

与创作、文化与历史、农业科学等基础自然科学等相关知识。 

（二）能力要求 

（4）熟练应用文献与调查研究、基础统计方法与数据分析工具，剖析与解决农业政策、

农业经济、农村管理等农林经济管理问题； 

（5）了解农林经济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农林企业经营管理的发展动态，能够将农林经济

管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设计农林经济管理问题的研究思路、调查方案、研究方

法与解决方案； 

（6）具备必要的写作与表达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与外语应用能力，具有良好的沟通

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7）具有利用创造性思维方法开展科学研究和就业创业实践的创新能力。 

（三）素质要求 

（8）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念、良好的道德修养与政治

素质； 

（9）具有较高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与职业素养，能够进行自主终身学习； 

（10）掌握体育与健康基本知识，具备良好生活习惯、强健体魄与健康心理素质，具有

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与专业素养。 



四、毕业学分要求 

该专业毕业生至少修满159学分，其中必修129学分，选修30学分。 

五、学制与学位 

标准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管理学学士 

六、专业核心知识领域或课程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农业经济学、农业技术经济学、农业政策

学、农产品营销学、农村社会学、农业企业管理学等。 

七、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表 

（一）通识教育（65.5 学分） 

修读要求：通识基础必修需修满 53.5 学分（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修读 19.5 学分，自然

科学修读 11 学分，大学英语修读 10 学分，信息技术修读 5.5 学分，军体修读 5 学分，创新

创业修读 2.5 学分）；通识选修课需修满 12 学分（其中核心课程最低选修 10 学分，任选课

最低选修 2 学分）。 

其他说明： 

1.《大学英语》，采用分类分级教学，学生需修满《大学英语》10 学分，其中甲类 A 级

学生基础课程必修 6 学分，拓展课程必选 4 学分；甲类 B 级学生基础课程必修 10 学分；甲

类 C 级学生基础课程必修 10 学分；乙类学生基础课程必修 10 学分。甲类 A 级采用混合式

教学模式，甲类 B 级和 C 级采用网络辅助教学模式，乙类采用课堂面授为主的教学模式。 

2.军体类，共计 5 学分，包括①《体育与健康》（4 学分），由理论选项、体能选项、技

能选项，可在 1-6 学期内修满 1 个理论选项学分、1 个体能选项学分及 2 个不同技能选项学

分。②军事与国防教育（1 学分），《军事与国防教育》包含《军事训练》（2 周）和《军事与

国防教育》（32 学时）课程教学。 
  



课程 

类别 

课程代
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周） 

学时分配（周） 

开课 

学期 课内
理论 

课内 
实践 

其 
他 

通
识 
基
础
必
修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TB180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24  24 1 

TB18001 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

程 
3 48 24  24 2 

TB18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4  8 3 

TB18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0  8 4 

TB18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4 64 48  16 5 

TB18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 2 2 周   2 周 4 暑

假 
TB22006 形势与政策教育 2 32 32   2-5 

TB21007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5 8 8   1 

自 
然 
科 
学 

TB17105 高等数学 C 5.5 88 88   1 

TB17109 线性代数 2.5 40 40   2 

TB1711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 3 48 48   2 

英 
语 

《大学英语》10 学分，160 学时 

信 
息 
技 
术 

TB08001 大学计算机基础 1.5 24  8 16 1 

TB08002 程序设计基础 Visual Basic 2.5 40  24 16 2 

TB20101 信息检索与利用 1.5 24 6 10 8 4 

军 
体 

TB03000 军事与国防教育 1 32 16  16 1 

TB03001 体育知识 1 32   32 1-6 

TB03002 体能 1 32  32  1-6 

TB03003 体育技能（一） 1 32  32  1-6 

TB03004 体育技能（二） 1 32  32  1-6 

创
新
创
业 

TBC1601 创新创业基础 1.5 24 24   2-5 

TBC2302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1 24 10 8 6 1,3,5,7 

通
识 
选
修 

核 
心 
课 

模块一 文学与创作 至少选修一门课 最低选修 
3 学分 

模块二 文化与历史 至少选修一门课 

模块三 创新创业教育 
最低选修 4 学分，由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模块、实践模块组成 

模块四 第二课堂成绩单 

最低选修 3 学分，由思想成长、工作履

历、暑期“三下乡”、寒暑假社会实践立

项项目、志愿公益、文体活动、技能特

长等组成 

任 
选 
课 

模块二 自然科学 最低选修 2 学分 



（二）专业教育（必修75.5学分）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周） 

学时分配（周） 

开课 

学期 
课内

理论 

课内 

实践 

其 

他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16001 管理学 3 48 48   1 

ZB16002 微观经济学 3 48 48   1 

ZB16009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导论 1 16 16   1 

ZB16014 会计学 3 48 48   2 

KB16001 会计学实验 1 1 周  1 周  2 

ZB16022 宏观经济学 3 48 48   2 

ZB16067 文献阅读与研究方法 2 32 16 8 8 3 

ZB12016  农学概论 C 2 32 32   3 

ZB16017 统计学 3 48 48   3 

KB16019 统计学实验 1 1 周  1 周  3 

ZB16016 计量经济学 3 48 48   4 

KB16005 计量经济学实验 1 1 周  1 周  4 

ZB16049 经济法 2 32 32   4 

专

业 

课 

ZB16068 农业系统工程 2 32 32   3 

ZB16053 农业经济学 3 48 48   3 

ZB16054 土地经济学 2.5 40 32 8  3 

ZB16193 农业经济史 2 32 32   3 

ZB16057 农村社会学 2.5 40 32 8  4 

ZB16062 农业企业管理学 2 32 32   4 

ZB16069 农产品营销学 2 32 32   5 

ZB16070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2 32 32   5 

ZB16194 外国农业经济 2 32 32   5 

ZB16071 农业技术经济学 3 48 48   6 

ZB16072 农业政策学 2 32 32   6 

ZB16073 生态经济学 2.5 40 32 8  6 

ZB16280  农产品国际贸易 2 32 32   7 

ZB16281 农村金融学 2 32 32   7 

集

中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以下为实习、课程设计（论文）、社会实践、毕业设计（论文）等环节 

KB16002 社会调研 1 1 周  1 周  2 

KB16003 行业调研 1 1 周  1 周  4 

KB16020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 2 6 周  6 周  6 

KB16021 企业经营决策模拟实训 2 2 周  2 周  6 

KB16022 毕业实习 2 8 周  8 周  7-8 

KB16023 毕业论文 8 14 周  14 周  7-8 



（三）个性教育（最低选修 18 学分） 

修读要求：专业选修模块修读学分不得低于 18 学分，其中，基础模块修读不得低于 10

学分；涉农企业管理模块或农村基层管理模块任选其一，不得低于 6 学分；另外 2 学分可根

据学生自己需求选择学校所有专业个性教育课程。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周） 

学时分配（周） 
开课 

学期 课内 
理论 

课内 
实践 

其 
他 

个

性

课

程 

专

业

选

修

模

块 

基
础
模
块 

GX16292 农村公共管理 2 32 32   3 

GX16150 产业经济学 2 32 32   3 

GX16291  土地管理学 2 32 32   4 

GX16019 新制度经济学 2 32 32   5 

GX16082 农业保险学 2 32 32   6 

GX16081 农产品物流管理 2 32 32   6 

GX16293  新疆特色农业发展与实践 2 32 24  8 7 

涉
农
企
业
管
理
模
块 

GX16064 人力资源管理 2 32 32   3 

GX16074 运营管理 2 32 32   3 

GX16071 项目管理 2 32 32   4 

GX16066 财务管理 2 32 32   4 

GX16122 组织行为学 2 32 32   4 

GX16070 企业战略管理 2 32 32   5 

GX16072 经济应用文写作 2 32 32   6 

GX16073 公共关系学 2 32 32   7 

农
村
基
层
管
理
模
块 

GX16075 农村区域规划 2 32 32   3 

GX16076 农村电子商务 2 32 32   3 

GX16077 农业推广学 2 32 32   4 

GX16079 食品安全与质量管理 2 32 32   5 

GX16069 国民经济核算 2 32 32   5 

GX16078 农村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 2 32 32   6 

GX16068 管理沟通 2 32 32   7 



八、各教学环节最低学分、学时分配表 

各课程类别学分数及学分比例 

课程类别 学分数 学分比例 

通识教育 

必修 53.5 33.6% 

核心选修 10 6.3% 

任意选修 2 1.3% 

小计 65.5 41.2% 

专业教育 

必修 75.5 47.5% 

小计 75.5 47.5% 

个性教育 

专业选修课程 16 10.1% 

其他个性课程 2 1.3% 

小计 18 11.3% 

合计 159 100% 

各教学环节学分数、学时数分配表 

总学分 159 

（1） 

必修学分 129 

选修学分 30 

（2） 

课内教学学分 117 

实验教学学分 17 

集中实践教学学分 18 

创新创业选修学分 4 

第二课堂成绩单学分 3 

总学时 3080 

（1） 

必修课学时 2488 

选修课学时 592 

（2） 

课内教学学时 1952 

实践教学学时 1128 

实践总学分 42 实践总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26.4% 

备注：“集中实践教学环节”中的学分折算为实践教学学时，按每学分 32 学时折算；通识教育核心模块

三创新创业选修（4 学分）、模块四第二课堂成绩单（3 学分）折算为实践教学学时，每学分折算 32 学时，

共计 224 学时。   

实践总学分：是实验教学学分、集中实践教学学分、创新创业选修学分、第二课堂成绩单学分之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