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研究方法导论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02032022109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经济学研究方法导论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Methods in Economics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无要求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解释经济现象，需要经济学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很多复杂现象，

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需要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必要

的。掌握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助于同学们深入理解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本课程通过将理论研究、案例探讨、国

际比较、历史分析四者结合起来，对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全方位阐述。引导同学

们在学习过程中，培养理论思维与批判性思维，掌握开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课

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导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脉络、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

研究过程、文献资料和数据、常见的计量方法、计量的实操、论文写作等。本课

程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结合同学们的课堂讨论。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Economic theory is needed to explain economic phenome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ny complicated phenomena in China’s economy need new theories to

explain and research.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research

methods are necessary. Master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economics will help

students to deeply understand how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a characteristics. This course comprehensively expound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economics by combin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case stud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Guide students to cultivate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master the methods of conducting economic research.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course include: introd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earch of China’s economic problems, the research process,

literature and data, common measurement methods, measurement practice, and thesis

writing. This course is mainly based o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combined with the

classroom discussion of students.

教材

（Textbooks）

葛扬. 经济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4月第

1版。ISBN：9787305216640。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杜晖. 研究方法论：本科、硕士、博士生研究指南[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0年 4月第 1版。ISBN：9787121103520。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全校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 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融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部门

（School）
应用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

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何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讲师。清华大学

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经济及金融科技。

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金融研究》等 CSSCI学术期刊

上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出版了数部著作，主持了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等数项课题。此外，曾担任发改委、自然资源部等

国家部委及国家开发银行、上海证券交易所、腾讯公司等企业

的咨询专家。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无



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1. 了解规范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科学性的经济学思维方式。

2. 掌握开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技术，提升解决经济学实际问题的能力。

3. 能独立进行经济学研究的设计、论证，并撰写学术论文。

考核方式（Grading）

1. 平时成绩 30%，期末成绩 70%。

2. 平时成绩包括考勤、课堂表现。

3. 期末成绩根据期末论文质量。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填写规范化要求见附件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

堂讨论的题目、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2 2 0 0 0 0

课堂讲授：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人类需要解决问题

第二节 科学及科学研究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研究方法论

第四节 范式及科学共同体

第二周 2 1.5 0 0 0.5 0

课堂讲授：

第五节 理论及因果

第六节 经济学研究方法

第七节 本课程的内容安排及逻辑

第八节 本课程的学习方法

课堂讨论：

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哪些特点？



第三周 2 2 0 0 0 0

课堂讲授：

第二章 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脉络

第一节 前古典经济学

第二节 古典经济学

第三节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第四节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学

第五节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学

第四周 2 1.5 0 0 0.5 0

课堂讲授：

第六节 当代经济学

第七节 数学的应用

第八节 计量经济学

课堂讨论：

如何看待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第五周 2 2 0 0 0 0

课堂讲授：

第三章 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

第一节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第三节 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价值

第四节 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学研究范式

第五节 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第六周 2 1.5 0 0 0.5 0

课堂讲授：

第六节 理论思维

第七节 批判性思维

第八节 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构建

课堂讨论：

如何使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讲好中国故事？



第七周 2 2 0 0 0 0

课堂讲授：

第四章 研究过程

第一节 研究主题的确定

第二节 已有研究的梳理

第三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第四节 研究贡献的挖掘

第八周 2 1.5 0 0 0.5 0

课堂讲授：

第五节 研究设计

第六节 论证

第七节 研究结论的提炼

第八节 写作

课堂讨论：

什么样的问题是好的研究问题？

第九周 2 2 0 0 0 0

课堂讲授：

第五章 文献资料和数据

第一节 文献资料

第二节 数据库

第三节 文献资料的收集

第四节 核心期刊

第十周 2 1.5 0 0 0.5 0

课堂讲授：

第五节 文献的阅读

第六节 数据

第七节 宏观经济数据库

第八节 微观经济数据库

课堂讨论：

常用的微观经济数据库有哪些？



第十一周 2 2 0 0 0 0

课堂讲授：

第六章 常见的计量方法

第一节 计量模型的设定

第二节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第三节 面板数据模型

第四节 时间序列模型

第十二周 2 1.5 0 0 0.5 0

课堂讲授：

第五节 内生性分析

第六节 工具变量法

第七节 双重差分法

第八节 断点回归法

课堂讨论：

对于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有哪些方法缓解？

第十三周 2 2 0 0 0 0

课堂讲授：

第七章 计量的实操

第一节 收集数据

第二节 数据预处理

第三节 描述性统计

第四节 回归分析

第十四周 2 1.5 0 0 0.5 0

课堂讲授：

第五节 计量结果的输出

第六节 稳健性检验

第七节 机制分析

第八节 异质性分析

课堂讨论：

机制分析有哪些方法？



第十五周 2 2 0 0 0 0

课堂讲授：

第八章 论文写作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文献综述

第三节 理论分析

第四节 实证分析

第十六周 2 1.5 0 0 0.5 0

课堂讲授：

第五节 研究结论

第六节 参考文献

第七节 摘要

第八节 学术规范

课堂讨论：

如何撰写论文的研究贡献？

总计 32 28 0 0 4 0 无

备注（Notes）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