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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济学（theoretical economics）论述的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理

论基础。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考察对象，研究经济中各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动，以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经济

波动、国际收支等问题，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故又被称为总量分析或总量经济学。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又称个体经济学，小经

济学，研究社会中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的经济学说，亦称市场经济学或价格理论。微观经济

学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西方经济社会的市场机制运行及其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提出微观经济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 
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授予点，2005年获批设立，目前下设5个二级学科： 

1、西方经济学 

2008年开始招收第一批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现设三个研究方向：微观经济学与企业理论，宏观经济学与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新制度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 

培养目标 

为满足西部地区和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优化学科结构布局、培育特色优势学科、提高本专业核心竞争力，本专业培养熟

知经济运行规律、掌握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熟悉经济管理实践经验、具备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的高素质人才，以繁荣人文社会科学，促进

学科互动，带动相应学科专业发展，同时，不断将理论前沿研究结果和最新实践引入教学过程，逐步实现教学的国际化、规范化和应用化，

努力和国际接轨。 

培养优势 

本二级学科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在省内外高校和科研单位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成为省内重要的西方经

济学研究基地之一。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拥有博士教师7名，教授3名。在《社会科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多

篇论文被ISTP，EI，CSSCI收录，多人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专著多部。积极融入国内外学术交流主流，先后聘请了诺贝尔奖经济学家

斯蒂格利茨等多名国内外知名学者为兼职教授；参与建设东盟留学生培养基地，参与接收外国硕士留学生工作，与美国、瑞典、泰国等开展

了教师和学生交流项目。 

2、经济思想史 

2000年经济思想史开始招收第一批硕士生。本学科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理论，坚持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治学方针，

采取中外经济理论、古今经济思想纵横比较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外经济思想各自的理论体系及其产生、发展的学术史，并研究中国近代经济

发展的历程与规律，为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提供参考、借鉴和启迪。经过十多年建设，该学科已形成了中国经济思

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和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等研究方向。 

培养目标 

通过本学科的教学科研实践，在总结过去理论演变的同时，建立与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经济理论，推动理论创新，提高学术竞

争力。关注理论和方法所适用的背景和条件，建立能够对话和交流的新经济学范式，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推动经济学研究的进步。 

培养优势 

迄今为此，本学科已产生一批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先后主持各级项目22项，研究经费达85余万元，成为贵州省活跃的研

究力量。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具有教授3名，副教授6名，博士教师7名。在《经济纵横》、《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核心学术期

刊发表论文高水平学术论文90余篇。积极融入国际学术交流主流，先后聘请了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6名国际知名教授为兼职教

授；成功主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应用经济学创新”国际学术研究会，成为东盟留学生培养基地，接收外国硕士留学生12人，与瑞

典、泰国等建立了教师和学生交流。 

3、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学是一门前沿性和综合性很强的理论经济学，它研究当代正在走向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的运行绩效和机制变迁

的机制规律，同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相辅相成，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和加强世界各国和地

区的经济贸易关系提供决策依据。世界经济学基于经济学原理，借鉴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并融汇文史哲以及地理类的专

业知识，从现实经济出发揭示新的理论和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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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在坚持充分发挥经济科学传统优势的同时，依托本校理论经济一级学科和国际贸易学二级学科硕士点的优势，将学生培养成掌握

世界经济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战略眼光、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掌握较高外语技能，具备从事世界经济领域研究、高等院校教学及外

交、外经贸工作能力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4、政治经济学 

贵州大学经济学专业创建于1985年。2000年获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获得了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

硕士点。政治经济学属于其下二级学科，现设有三个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

究、中外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培养目标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满足西部地区和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本学科从整个社会角度着手，以均衡生产和公平分配为重点研究

内容，通过力求公平的分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达到社会和谐发展的最终目标，对于缓解地区差距、解决“贫困问题”、“三农问题”、“可持续发

展”等问题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培养优势 

本学科拥有一支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产生了一批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近年来，先后主

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12项、地方政府委托项目20余项，年均研究经费达150万元，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

拥有博士教师6名，教授6名，省级教学名师2名，省级优秀教学团队1个。在《经济学动态》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余

篇，多篇论文被EI、ISTP、CSSCI收录。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英文论文15篇，出版专著10余部。积极融入国际学术

交流主流，先后聘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多名国际知名教授为兼职教授。 

5.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培养优势 

本专业侧重于人口问题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它的专业优势在于人口学、经济学与环境、资源科

学的交叉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人口与粮食安全，生态脆弱区人口与环境

协调发展，区域人口容量与可持续发展，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等等。 

培养目标  

本专业按照自然、社会、经济实践和理论工作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人才的需求，本着培养研究生必
须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培养具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特长，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
专门技能，能在国家综合管理部门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等相关行业工作，应变能力强，能够总结概括工作
经验、掌握专业技术工作的规律，并自觉尽职尽责，在自己岗位上作出创新和贡献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