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统计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统计学专业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 2003年，新设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数理

金融方向）开始招生，2003 年起与南京大学联合培养国民经济学（经济统计方向）硕士生，2008

年开设经济统计学专业，2014年经济学下设经济统计方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17年获批统计

学学术硕士授予权、应用统计学专业硕士授予权。2019 年经济统计学专业获批江苏省一流本科专

业，2020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经济统计学专业所在的统计学科为江苏省“十二五”、

“十三五”重点建设学科，2021年统计学“十三五”重点建设学科验收结果为优秀；2021年获批

统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23年统计学新增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四期项目。  

经济统计学以经济大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现代统计方法分析经济大数据背后的经济现象和

复杂经济系统的规律，为经济管理决策服务，是统计分析原理和统计分析技术在社会经济领域中

的应用。本专业依托统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以扎实经济管理知识为基础，统计理论与

统计应用、统计学的宏观视角与统计分析的微观领域、统计方法与数据挖掘技术、课堂理论学习

与实验实践教学相结合，形成“经济管理理论+统计学理论+数据分析工具+数字经济实务”四位一

体的专业培养体系。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经济统计学专业以数字中国背景下对经济监测的人才需求为导向，培养德才兼备、站在时代

前列，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具备审计基本素养、敏锐经济直觉、扎实统计理论基础和较强数据

采集、处理和分析能力，能将统计方法应用于实际经济研究领域、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高

级专门人才。毕业后既能胜任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数据采集与分析、经济信息分析与预测等

相关工作，也可继续攻读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 

本专业毕业生毕业 5年左右能够达到的培养目标： 

1．具有持续坚韧的知识迁移能力，能够对已有的知识进行新的分解与组合，在知识的积累中

实现认知的发展，对知识的迁移、应用和创新； 

2．具有沉稳果敢的职业判断能力，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修养，尊重国家法律法规，具备家国

情怀、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胸怀天下的信念，恪守统计职业道德，养成客观、公正、无私的职业判

断能力； 

3．具有敏锐准确的数据分析能力，具备一定的敏感性和捕捉力，能够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用

信息，分析处理有隐蔽性、突发性和异质性的大数据，及时传递真实可靠的统计分析结论； 

4．具有合作高效的管理决策能力，能够从国家、地区和企业发展的全局视角进行长远地谋划， 

有效沟通、团队合作，在决策过程以保持灵活性、高效性和前瞻性。 

（二）毕业要求 

1．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文化、道德、身体和心理素质，具有社会责任感； 

2．了解经济统计学的理论前沿和中国统计实践的改革与发展，对经济统计学理论方法在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中的应用有一定认识； 

3．具备正确的统计思想，掌握收集数据的方法，并能够根据数据的特点选用恰当的统计方法

进行分析；  

4．具有扎实的统计学理论基础和良好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能够运用经济与管理理论和有关统

计方法处理和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包括市场调查、经济分析、经济预测和政策咨询等； 

5．能够熟练操作现代统计分析软件，使用计算机从事数据分析工作； 

6．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人际沟通和跨文化交流能力以及计算机

和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7．掌握中外文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较强

的知识获取、知识迁移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三、学制与学位 

学校采用弹性学制，基本学制为 4年，修读年限为 3-6年。 

学生修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取得规定学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和《南京审计大学本科学士学位授予条例》授予条件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模块及学分构成 

本专业毕业要求总学分为 160 学分。培养方案主要包括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必修课、通识教

育选修课）、学科专业教育（学科基础课、专业主干课、专业选修课、专业实验）、实践教学环节

（劳动与社会实践、就业创业、毕业环节）三大板块 9 个模块课程。核心课程包括：数理基础知

识课程，如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等；经济基础知识课程，如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等；统计基础知识课程，如统计学、概率论、

数理统计、统计学概论、应用随机过程等；统计方法类课程，如应用多元统计分析、应用时间序

列分析、贝叶斯统计、非参数统计、统计预测与决策等；应用类课程，如数学模型与数学实验、

抽样技术、市场调研、经济社会统计等；实践实验类课程，如数据采集技术、Python程序设计、

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技术、数据库技术与应用、统计机器学习等；经济学科跨专业综合实验和专

业综合实验统计软件与数据分析等。具体学分分布如下： 

（一）通识教育板块（58学分） 

1.通识教育必修课（42学分）                                                                                                                                                                                                                                                                                                                                                                                                                                                                                                                                                                                                                                                                                                                                                                              

思想政治理论课 17学分、英语类课程 9学分、计算机基础与人工智能 4学分、军事理论与军

事技能 4学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学分、体育类课程 4学分、艺术类课程 2 学分。 

2.通识教育选修课（16学分） 

（二）学科专业教育板块（89学分） 

1.学科基础课（25学分） 

2.专业主干课（48学分） 

3.专业选修课（12学分） 

4.专业实验（4学分） 

（三）实践教学环节（14学分） 

1.劳动与社会实践（4学分） 

2.就业创业（4学分） 



3.毕业环节（6学分） 

课程模块与学分一览表 

课程板块 课程模块 学分 理论教学 
实践（验）

教学 
修学要求 

通识教育（58） 
通识教育必修课 42 30 12 必修 

通识教育选修课 16 10 6 选修 

学科专业教育（89） 

学科基础课 25 24 1 必修 

专业主干课 48 41 7 必修 

专业选修课 12 9 3 选修 

专业实验 4  4 必修 

实践教学环节（14） 

劳动与社会实践 4 1 3 必修 

就业创业 4 0.5 3.5 必修 

毕业环节 6  6 必修 

学分合计 161 117.5 43.5  

五、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矩阵 

下面的矩阵图展现的是本专业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对毕业要求的支撑情况，H 为

高度相关、M为中度相关。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情况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毕业要求 1  M  H 

毕业要求 2  H M M 

毕业要求 3  H M  

毕业要求 4 H  H  

毕业要求 5  M H  

毕业要求 6 H M H H 

毕业要求 7 H  M M 

 

课程设置对毕业要求的支撑情况 

课程 毕业要

求 1 

毕业要

求 2 

毕业要

求 3 

毕业要

求 4 

毕业要

求 5 

毕业要

求 6 

毕业要

求 7 

形势与政策 H H    M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H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M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H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H M      



义思想概论 

英语类课程      H  

计算机基础与人工智能     H  M 

审计学通论 H M    M  

数据库技术     H  M 

Python 程序设计     H   

大数据与可视化技术    H M   

体育类课程 H       

艺术类课程 H     M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H       

军事理论 H       

军事技能 H       

劳动课 H       

历史与哲学类 H M      

经济与社会类 H M    M  

文化与艺术类 M H      

自然与科技类    H    

政治经济学    H    

微观经济学  M  H    

宏观经济学  M  H    

财政学    H    

金融学    H    

统计学  H H     

计量经济学    H M   

会计学    H    

数学分析上    H M   

数学分析下    H M   

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一    H M   

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二    H M   

概率论   M H    

数理统计   M H    

应用随机过程    H M   

国民经济核算  H H     

数据采集技术     H  M 

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H H M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H H M   

抽样技术   H H M   



数理思维与大数据模块专业选

修课 

     H  

统计方法模块专业选修课    H H   

数字经济模块专业选修课  H  H    

学科跨专业综合实验  M   H H H 

专业综合实验（统计软件与数据

分析） 

 M   H H M 

暑期社会实践 H     H M 

学年论文（含文献综述）  H    M H 

就业指导课 H     M  

职业生涯规划 H     M  

创业基础课 M     H  

创新创业实践-学科竞赛     M H  

创新创业实践-大学生创新创业

项目 

     H M 

创新创业类任选课      M M 

毕业实习 M   H    

 

 

六、指导性教学计划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