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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设置是在事前控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措施。我国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满

２０年，当前正是结合各种变化、全面反思课程设置的较佳时间点。本文以 ＭＰＡｃｃ为例，立足生源结构分析，

结合国内外课程设置现状，系统地提出差异化的课程设置思路。

关键词：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生源结构；差异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实践始于１９９１年。
到２０１１年，专业硕士学位已达３９种，专业博士学位

有５种，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有５０９个，其中专

业硕士学位点２６７９个，专业博士学位点６６个，累计

招收和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１００多万人。
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生源竞争日趋激烈，应届

本科毕业生也被纳入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对象，
标志着生源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专业学位研究生课

程设置必须做出相应变革。由于全日制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所占的比重提高很快和专业学位授予权获

取时间先后的不同，对课程设置的差异化要求日渐

突出。课程设置对师资结构和学员的职业竞争力有

重大影响，课程差异化策略成为培养质量竞争的重

要手段。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是实现培养目标的

重要保证，能够有效避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沦为

“科举 附 庸”、“高 校 创 收 手 段”、“山 寨 研 究 生”。因

此，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实践满２０年之际，有

必要对课程设置进行全面反思。本文以会计专业硕

士学位（国内叫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缩 写 为 ＭＰＡｃｃ；美 国 叫 Ｍａｓｔｅｒ　ｉ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缩写为 ＭＰＡ）为例，以生源差异为主要

特征进行分析，结合中外会计专业硕士学位课程设

置现状，系统阐述科学设置课程的思路，以帮助不同

生源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实现各自的职业理想。

一、我国 ＭＰＡｃｃ培养单位生源结构特征

我国 ＭＰＡｃｃ教育始于２００４年，首批获得学位

授予权的单位为２１家。目前，已增至１０５家，培养

各类学员１．４万人，生源差异化明显。
（一）新招生单位的生源结构

以安徽 大 学 为 代 表 的７７家 ＭＰＡｃｃ招 生 单 位

从２０１１年 招 生，学 员 中 有 应 届 生，也 有 在 职 人 员。
安徽大学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招收了１０９名学员，其

中：男３７人、女７２人；在职３２人、应届７７人。新招

生单位的生源特点，决定了差异化的培养需求。

１．以应届生为主的生源结构

安徽大学 ＭＰＡｃｃ应 届 生 占 录 取 人 数 的７０％，



体现了新招生单位以应届生源为主的结构特点。在

应届生源中，具有商科背景的学员占７３％（见图１）。
他们已经具备了良好的会计知识基础，决定了课程

设置时的实践导向。

图１　安徽大学７７名应届学员的专业结构

２．在职生源的基本结构

安徽大学 ＭＰＡｃｃ在职学员中正好有５０％本科

阶段为非会 计 类 专 业，因 此 对 复 合 型 的 要 求 较 高。

对这部分学员，安徽大学要求其在入学前、后一年内

通过４门本科阶段会计核心课程的考试，以夯实其

会计知识基础。
（二）首批招生单位的生源结构

以南京 大 学 为 代 表 的２１家 ＭＰＡｃｃ培 养 单 位

从２００４年招生，前期的学员全部是在职人员，２０１０
年起部分高校也向应届毕业生招生。图２和图３显

示了南京大学 生 源 变 化 前 后４９２名 学 员（男 生２１４
人，女生２７８人，女生比例逐年提高）的生源结构，其
中在职学员４１３人，应届学员７９人。首批招生院校

早期的生源以高层次在职人员为主，课程设置较为

稳定；但随着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扩

大，学员产生了“相对剥夺感”［１］，课程改革成为大势

所趋。

１．在职生源的结构特征

南 京 大 学 ＭＰＡｃｃ在 职 生 源 占 学 员 总 数 的

８３．９４％，其中具有一定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占在职

生源总数 的６１％（但 总 体 上 各 年 呈 下 降 趋 势）。这

说明在职学 员 已 经 具 备 良 好 的 职 业 技 能 和 实 践 能

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应用型目标难以满足该

类学员的 需 求，课 程 设 置 应 该 更 侧 重 于 提 高 他 们

的综合理 论 素 养，同 时 也 要 在 复 合 型 目 标 上 多 下

功夫。

２．应届生源的结构特征

南京大学 ＭＰＡｃｃ应届生源的７３％具有会计学

背景，难以在复合型目标上做得更好，而要在应用型

目标方 面 多 下 功 夫。在 应 届 生 源 中，校 外 生 源 占

７４％，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应区分学员的高校背景，实
施差异化的教育。

图２　南京大学在职学员的职称结构（单位：人）

图３　南京大学７９名应届学员的专业结构

二、中美 ＭＰＡｃｃ研究生课程设置现状分析

从教育理论看，专业学位教育的课程设置应与

学员的职业背景相吻合，符合复合型与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要求，以“加速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

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但从国外和国内会

计专业硕士学位的相关情况来看，经验与教训并存。
（一）德克萨斯大学课程设置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麦克库姆斯商学院的会计专

业代表了全球最好水平，因此本文以该校为例对国

外会计专业硕士课程设置现状进行总结。该校会计

专业硕士（Ｔｅｘａｓ　ＭＰＡ）分为三类，即传统会计专业

硕士（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ＰＡ，针对具有学士学位的人员，
学制１２～１８个月）、工商管理学士基础上的会计专

业硕士（ＢＢＡ＋ＭＰＡ，学制５年）和经济学学士基础

上的会计专业硕士（ＢＡ＋ＭＰＡ，学制５年），后两者

统称为“整合会计专业硕士”。该校２０１０年的调查

显示，９２％的学员对他们的学习经历感到满意、９５％
的学员愿意向别人推荐该校的会计专业硕士、９２％
的学员愿意再次选择该校的会计专业硕士。表１为

其近三年的生源结构特征，表２反映了近三年学员

专业分布情况。不难发现，有一定工作年限的在职

人员是其生源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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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传统会计专业硕士生源结构信息

项　　目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招生人数 １１３　 １０６　 ９５

平均成绩点数（ＧＰＡ，总点数４） ３．７６　 ３．７８　 ３．７８
平均入学考试成绩 ６６４　 ６７６　 ６６７

男性 ５０％ ４５％ ４７％
女性 ５０％ ５５％ ５３％

校外生源比例 ６９％ ５５％ ６０％
平均年龄 ２４　 ２５　 ２５

平均工作年限（月） １３　 １２　 １６

表２　传统会计专业硕士录取前专业分布

专　　业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会计 ４５％ ４８％ ５４％

其他商科专业 ２１％ ２２％ １４％
经济学 ２１％ １４％ １５％

其他文科 ６％ ６％ ８％
工程、科学与数学 ５％ ３％ ３％

其他 ２％ ７％ ６％

１．课程设置的目标

该校会计专业硕士的培养很注重实际应用，非

常贴近美国的商业实践，强调团队精神、领导才能、
雇主认识、个人与组织的价值和激励，以及有效的沟

通、素质和能力。

２．课程设置概况

传统会计专业硕士的课程分为三类。
（１）预科要求。正式注册之前，要求学员已获微

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和财务会计课程的学分。
（２）核心课程。包括：会计专业硕士职业教育、

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商法、财务会计准则

与分析、鉴证服务、税法、会计与控制信息技术。
（３）方向课程。共有４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选

修课程纳入学术型研究生管理。一是管理会计与控

制方向：管理审计与控制、战略控制、计算机审计（或
系统安全，或会计研究生选修课，三者选一）、一门会

计研究生选修课、两门商学研究生选修课。二是财

务报告与鉴证方向：高级财务会计准则与分析、财务

报表分析、审计选修课、一门会计研究生选修课、两

门商学研究生选修课。三是税务方向：税务研究方

法、税法一（公司）、税法二（合伙）、税务专题、两门商

学研究生选修课；四是通用会计方向：４门会计研究

生选修课、两门商学研究生选修课。
整合会计专业硕士是在学员本科专业课程的基

础上，学习会计专业硕士学位课程，避免重复研修课

程，整体上缩短本、硕学制，课程设置的灵活度较高。

３．课程差异化策略的运用

（１）差异化的前提。在实行课程差异化策略之

前，要初步消除学员专业背景差异。在预注册时要

求修习４门会计专业基础课，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
（２）差异化的表现。总体上看，课程设置非常灵

活。一是入学教育的差异化，针对不同背景的学员开

展各取所需的差异化教育。二是方向课程的差异化，
学员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不同的修学方向，扬长避短，
努力克服未来职业生涯中的素质、能力或技术瓶颈。
三是毕业论文或设计要求的差异化，在导师的指导

下，学员进行更加个性化的学习。四是实践环节的差

异化，学校协助学员自主选择实践单位、地点和方式，
帮助学员制订个性的实践方案，全面提升职业能力。

（３）差异 化 的 结 果。一 是 学 员 对 ＭＰＡ教 育 的

满意度维持在高水平。二是学员通过学习，初步形

成了职业能力，拥有了职业竞争优势。
（二）北京大学课程设置

北京 大 学 吸 引 了 我 国 最 优 秀 的 ＭＰＡｃｃ学 员，
因此本文以该校为例对国内会计专业硕士课程设置

现 状 进 行 总 结。截 至 ２０１１ 年，光 华 管 理 学 院

ＭＰＡｃｃ项目已招收７届共３５７名学员，均为在职生

源。图４反映了该校 ＭＰＡｃｃ的生源构成情况。

图４　北京大学 ＭＰＡｃｃ生源结构

１．课程设置的目标

该校会计专业硕士的培养起点较高，目标是造

就具有高素质的理财专家和开拓创新型的管理和领

导人才。

２．课程设置概况

（１）核心课程。主要包括：政治课、外国语、管理

经济学、高级审计理论与实务、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

道德、高级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高级财务管理理论

与实务、高级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２）方向选修课。主要包括：财务报表分析、内

部控制理论与实务、中国税制、数量分析方法、管理

信息系统、证券投资学、会计理论与实务发展前沿，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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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任选课。主要包括：战略管理、领导行为、财
经法律、实证金融、投资银行、营销战略、创业投资、
知识管理、广告与促销，等等。

３．课程相对稳定策略的运用

（１）相 对 稳 定 策 略 的 前 提。北 大 ＭＰＡｃｃ的 课

程长期保持相对稳定，与该校的核心师资团队具有

较强的稳定性有关。
（２）稳定性的表现。一是核心课程保持稳定，没

有提前实施差异化。二是方向课基本上仍属于传统

的会计核心 课 的 范 围，并 没 有 体 现 高 度 的 差 异 化。
三是任选课属于大财经类或商科的范畴，体现的是

复合型而非差异化的要求。
（３）稳 定 性 的 结 果。北 大 ＭＰＡｃｃ课 程 坚 持 相

对稳定，使培养的会计人才的特质趋同，能够较好地

实现高素质和创新型的培养目标，促使学员形成北

大情结，提升高校品牌的凝聚力。
（三）两校课程设置比较

１．共性

两校 在 ＭＰＡｃｃ课 程 设 置 方 面 的 共 同 点：课 程

建设都是基于学校品牌来实施，起点较高；学员素质

较高，对课程的适应能力很强；学员的职业和学科背

景差异大，对课程设置有一定的要求；学员均具备一

定的工作经历，同质性较强，对课程设置产生同质的

影响；等等。

２．差别

除了前述差异化和稳定性两种策略的差别，还

有：与德校分散化的生源相比，北大的学员主要来自

所有制结构差异较大的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因此

北大维持课程稳定性的作用机理与我国当前崇尚学

习的大环境有关，值得深入研究；与德校生源的性别

相对均衡相比，国内包括北大在内的学员，呈现女性

占多数的趋势，对课程差异化有内在的要求、但并未

很好地在课程设置中反映出来；等等。

３．启示

通过 以 上 比 较 分 析，可 以 得 出 如 下 启 示：⑴
ＭＰＡｃｃ的课程设 置 视 国 情 而 异。受 国 情 影 响 的 阶

段性 人 才 需 求 最 终 决 定 该 阶 段 的 课 程 设 置。⑵
ＭＰＡｃｃ的 课 程 设 置 与 生 源 结 构 有 关，应 与 之 相 适

应。⑶课程设置差异化策略能够稳定和凝聚生源，
是 ＭＰＡｃｃ生源 竞 争 的 重 要 策 略，培 养 单 位 应 更 为

重视。
与 ＭＰＡｃｃ课程设置类似，中美、中法等国家之

间在其他专业学位教育（如建筑学）的课程数量、学

分总量等方 面 也 具 有 共 性，而 在 层 次 结 构、类 型 结

构、学科结构和状态结构等方面则存在差异［２－３］。

三、基于生源差异的专业学位

研究生课程设置思路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应根据生源结构特

征和招生政策变化及时调整，以适应不同阶段的人

才培养需求。国内高校曾做过有益的探索、尝试［４］。
应针对生源差异，通过课程设置建立差异化的教育

和培养机制，实现高校之间培养功能的优化配置。
（一）理论素养导向的课程设置

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从设计伊始就考虑到实践

因素，例如要求专科起点的考生必须具备两年以上

的工作经验，部分高校在招生时也侧重对实践经验

的考察。而在西方国家，学生能更自由地实现工作

与读书两种角色的转换。我国的专业学位教育也提

供了类似的角色转换平台。
人们在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希望重返校园的根

本原因是对新知识的追求，以调整个人的知识水平

或技能结构来适应时代的发展。这就要求专业学位

教育的供给 方 在 课 程 设 置 时 应 加 强 理 论 素 养 的 培

育。综合类似经历的学员们的需求，基于理论素养

导向的课程设置应在以下两方面做出安排。
一是基础理论素养。首先是本专业基础理论相

关的课程要有一定的深度，能帮助学员拓展理论知

识。其次是专业交叉领域理论课程要有广度，应设

置文献导读理论课程或专题。再次是要提供人文、
社会、心理、自然、科学等基本理论课程的选修机会，
这是全面提高学员理论素养的补充渠道，有利于提

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和理论涵养。
二是研究方法培养。事实表明，实际工 作 与 理

论工作之间有一道鸿沟，那就是研究方法。专业学

位教育为弥平这道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应改变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不重视研究方法的倾向，增加以

下课程的供给：分析、逻辑和思维等基本理论研究方

法的教育；问卷、访谈、社会调查等基本实践研究方

法的训练；建立在计量分析方法基础上的实证研究

方法的系统训练；模拟、建模、结构方程等专门研究

方法的训练；案例研究等其他研究方法的训练。
高校要做好基本理论教育的供给，同时应赋予

学员选择课程的自由和便利，而非强制学员修习课

程。这样，才能够在专业学位教育的需求和供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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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实现平衡。
理论素养导向的课程设置的效果可以从专业学

位研究生 教 育 研 究 成 果 中 得 到 反 映。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我国相关的研究文献总体上逐年增长，但仍需广

泛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为更好地培养适应经济发

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服务［５］。
（二）实践能力导向的课程设置

具有本专业背景的应届生选择本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的主要原因是培养实践能力，即获取复杂环

境下的企业、事务所、金融机构、政府、教育机构和国

际间等平台的模拟的和真实的实践机会。
实践能力导向的课程设置应分阶段、系统地设

计实践课程。主要包括以下相关课程的供给：社会

礼仪；心理学（演讲学、谈判学、管理沟通，等等）；调

查学；国际交往；境外交流；竞争与对抗训练；案例教

学；参观访问；专业技能模拟训练；具有一定管理维

度（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上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的
企事业、政府和组织等单位的实际工作训练；毕业设

计；等等。
最佳的实践课程设置应根据学员的特性量身打

造，所以发挥学员的积极性也是非常重要的。目前，
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实践与毕业设计环节的一种比较

好的做法，是实行“双导师制”，指定或双向选择一名

高水平的实务界指导老师，由其指导、全面实现对学

员的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强学员的实习管理、
提高实践管理水平，是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供给

方的一个越来越重大的考验［６］。
（三）通用人才导向的课程设置

具有其他专业背景的学员选择本专业的学位研

究生教育的目标是实现通用人才培养，以借助多学

科背景的学习使自己成为掌握多种专业理论和专业

技能的复合型的人才。
通才教育本是我国传统教育的“强项”，建国后

相当长时期 我 国 的 本 科 教 育 秉 持 的 就 是 重 理 论 基

础、轻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在本专业领域造就扎实

的理论功底。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所提供的通用人才教育并

非这种“通才教育”模式，而是在学员本科阶段的其

他专业课程基础上来学习本专业的硕士学位课程的

模式，避免课程重复，拓展多专业背景知识，同时还

重视多专业背景下的技能培养和训练。
通用人才导向下的课程设置应参考学员前一阶

段所学的课程来进行，基本思路是承认其已经拥有

的相同或相近课程的学分，修习本专业新课程的学

分。具体可参照德克萨斯大学整合专业硕士学位的

课程设置思路，毋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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