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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设置经济管理类统计专业的课程体系, 是当

前高校统计教育中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本文拟

就此谈一些看法。

一、课程体系设置的基本原则

(一)要在明确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设置课程体

系

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经济管理类统计专业的课程

体系,必须首先明确本专业的培养目标。

高校经济管理类统计专业本科培养目标模式的一

种简明提法是: 培养/ 宽口径、厚基础、重应用、高素

质0 ,德才兼备、一专多能的经济管理类统计人才。所

谓/ 宽口径0, 是指所培养的学生有广泛的适应性, 既是

统计人才又是经济管理人才, 其知识结构能够适应现

代市场经济发展对/ 复合型0人才的要求, 不仅能胜任

基层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日常统计业务, 而且能从事市

场调查、经济预测、信息分析和其他经济管理工作。所

谓/ 厚基础0, 是指所培养的学生有较扎实的经济理论

基础、计算机基础、统计学基础和数学基础。只有基础

厚,后劲才能大, 才有可能应付外部复杂多变的环境,

并及时根据不同岗位的需要, 学习和掌握新知识, 有效

地处理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所谓/ 重应用0, 是指所

培养的学生主要是应用型经济统计人才。对于这一类

人才而言, 毕业之后大部分是在实际部门从事经济统

计和其他经济管理工作。因此, 要着重培养学生应用

经济理论和统计方法处理问题的能力, 包括调查研究、

分析、预测及参与政策咨询和决策的能力等等。所谓

/ 高素质0, 是指所培养的学生有较高的综合素质, 包括

品德素质、心理素质和较强的获取知识、更新知识和进

行知识创新的能力。

课程体系设置是为实现专业的培养目标服务的。

跨世纪的经济管理类统计专业课程体系, 必须密切结

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需要, 紧紧

围绕上述培养目标去安排和设计。

(二)专业主干课程的设置应当/ 少而精0, 同时具

有/ 广泛的适用性0

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中, 专业主干课程的确定具有

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可以使学生掌握必备的专业

基础知识,保证统计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标准, 而且有

利于加强统计教学的宏观管理与评估。我国目前开设

经济管理类统计专业的高等院校有 100 多所, 各校的

具体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总学时的限制, 统计专业主

干课程不可能开很多。因此, 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将若干门/ 少而精0的专业主干课程作为最基本

的要求列入经济管理类统计专业的课程内容。实际执

行中,应允许各校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安排,可以增加一

两门,也可以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以充分

体现各校的办学特色与办学自主权。这样提出的指导

性方案才会具有/ 广泛的适用性0 , 并在教学实践中真

正得到贯彻和执行。

(三)课程的安排要循序渐进, 统筹兼顾, 防止低水

平重复

适应未来需要的经济管理类统计人才必须掌握多

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而大学阶段的学习时间又是有限

的,因此, 课程的安排必须做到循序渐进、统筹兼顾, 同

时还要尽可能防止各门课程之间的低水平重复。

二、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

根据以上原则, 我们提出以下经济管理类统计专

业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

总学分(含课堂教学和其他教学环节)按 160 学分

安排。

(一)普通公共课和文化素质教育课 (共 76 学分,

约占总学分的 4715% )

普通公共课是目前教育部规定一般大学生必须普

遍学习的课程。具体又可分为三类:

1、政治理论与德育课程( 16 学分, 约占总学分的

10% )

包括马克思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

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法律基础和思想道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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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等课程。

2、应用基础和基本技能课( 36 学分, 约占总学分的

221 5% )

包括外语、大学语文、高等数学(微积分 )、线性代

数、概率论、计算机应用基础Ñ 、Ò 等课程。

3、体育和军事理论( 6 学分,约占总学分的 31 7% )

4、素质教育课程( 18学分, 约占总学分的 111 3% )

这是适应大学生素质教育而提出的跨学科课程,

一般采用限制选修课的形式。

普通公共课和文化素质教育课安排在大学 1、2 年

级。

(二)经济学核心课 (共 23 学分, 约占总学分的

141 4% )

经济学核心课是经教育部经济学科教学指导委员

会研究通过的授经济学学位的学生最低限度必修的课

程,一共有 8 门, 它们是: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

际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计量经济学和

统计学。经济管理类统计专业的毕业生既然要授经济

学学位,原则上也应普遍学习这 8 门经济学核心课程,

这是强化经济管理类统计学专业学生经济理论基础的

基本要求。统计学专业的统计学课程要求高于一般经

济类的学生,应另开, 此处学分中未包括。

经济学核心课安排在大学 2、3 年级。

(三)统计学专业课 (共 41 学分, 约占总学分的

251 6% )

统计学专业课是反映统计学专业特点的课程, 是

本文讨论的重点。建议该方面的课程可由以下三部分

构成:

1、理论方法类专业主干课( 8 学分 ,约占总学分的

5% )

根据经济统计类专业的特点, 将传统的统计学原

理、数理统计学、多元统计分析、5应用回归分析6、5时

间序列分析6等课程删繁就简, 取其精华, 归并为两门

主干课程: ( 1) 5统计学基础6 (包括原来5统计学原理6

和5数理统计学6的主要内容) ; ( 2) 5现代统计分析方

法6 (包括在经济管理方面得到较多应用并且已经比较

成熟的各类现代统计方法)。同时,有条件的学校可逐

步取消原来单独开设的5计算机在统计中的应用6课

程,改为在开设统计理论方法课时结合讲解有关常用

统计软件。例如, 讲授5统计学基础6结合 EXCEL 软

件,讲授5计量经济学6结合 T SP 软件, 讲授5现代统计

分析方法6结合 SPSS 或 SAS。这样可以让学生一边学

习理论方法,一边上机操作, 更好地掌握利用计算机进

行分析的能力。

2、经济统计类主干课( 8 学分, 约占总学分的 5% )

过去,我国经济统计类课程分得过细,相当一部分

是统计学原理加简单的部门统计指标解释, 缺少理论

内涵, 内容也相当重复。近年来, 情况已有较大的改

变。各校普遍压缩了原有的部门统计课程, 并在对原

有的课程进行精选、归并、充实和提高的基础上, 开设

了5国民经济统计学6 (有些学校的称之为5国民经济核

算原理6 )和5企业经济统计学6两门主干课程。我们认

为,这一做法是正确的, 在新的课程体系方案中, 仍可

继续延续下去。但在教学内容上应进行必要的修订和

补充。

国民经济统计学应减少原有关于 MPS 体系的论

述,补充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 1993 年 SNA 的有

关原理的论述, 同时适当增加有关宏观经济统计分析

的理论与方法的介绍。

现有的5企业经济统计学6教材是为了取代原有的

各部门统计教材而编写的, 在统计教育改革中曾发挥

了很好的作用。但是, 其内容和体系已不适应新形势

发展对微观经济统计的要求。建议改名为5企业经营

统计学6 ,更多地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而不是部门统计的

角度来阐述统计方法在企业经营中的应用问题。

3、专业选修课( 25学分, 约占总学分的 151 6% )

专业限制选修课的开设可根据各校的具体情况确

定,不应要求完全一致。方法类统计选修课主要有: 抽

样调查、贝叶斯统计、统计决策和预测、运筹学、探索性

数据分析、空间统计学、统计计算、统计专业英语等。

应用类统计选修课主要有: 保险精算、证券投资分析、

人口统计专题、社会与科技统计专题、环境与资源统计

专题、部门经济统计专题、市场调查和民意测验等。有

条件的学校还可考虑开设统计科研和调查专题课程,

结合实际案例开展教学。

(三)其他相关专业的选修课(共 6 学分, 约占总学

分的 31 7% )

其他相关专业选修课是与统计学应用背景有关的

其他专业的课程。如市场营销、公司理财、房地产管

理、企业管理、管理信息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

由于总学时的限制,这类课程不宜过多, 应控制在 3 门

以下。一般采用任意选修课的形式, 由学生根据自己

的兴趣和今后拟研究方向去选修。这部分课程安排在

大学 4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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