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学位授予标准

一级学科代码：1201

一级学科名称：管理科学与工程

第一部分 学科定位与发展目标

扎根巴渝大地，以服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以锚定学科发展前

沿为指引，明确工程管理、资源与环境管理、运营与供应链管理、城

乡融合治理学科方向。四大方向作为管科学科建设的主阵地，为学科

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路径。

做大管科，做强建管。聚焦四大学科方向，把握学科发展新动态、

新趋势、新规律，对标对表一流学科建设，加强学科队伍建设，构建

完善的团队运行机制；以学科交叉融合为着力点，做强优势领域，做

好特色领域，做新传统领域，力争学科建设实现新突破。

第二部分 博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1.应掌握的基础理论

应掌握的基础理论包括管理思想与哲学、经济学、运筹学、计量

与统计学、系统科学与复杂性理论、信息科学、认知与行为科学、组

织理论等。

2.应掌握的方法技术

基本方法以定性定量结合描述管理问题为核心，开发新方法与新

技术，创新方法技术的应用领域，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具体包

括：系统分析方法、信息管理与智能管理方法、人机协作方法、基于

行为与实验的研究方法，以及其他适用的研究方法。

3.应掌握的研究范式

管理科学研究范式以归纳与演绎的思维方式为基础，进行严格的

逻辑推理和科学的计量测算，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理论研究与

实证研究、模型驱动与数据驱动相结合的方式解决管理研究问题。具

体过程是：对实际管理问题的本体和情景作必要的假设，并从假设出

发以现有理论和方法技术为基础，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分析论证，

提出新的知识或形成新的理论，解决新的问题或发现新的现象，追求

多种形式的创新。

二、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

崇尚科学精神，对学术研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浓厚的兴趣，勇

于结合理论学术前沿与现实重大问题开拓新领域，善于阅读大量文献



和开展实际调查研究，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学科

交叉的逻辑思维能力，团队协作意识强。

治学严谨，学风良好，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

入的专门知识，能很好地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和技术，深入研究管理理

论和有效解决现实管理问题，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促进社会进步

发展的使命感。

掌握本学科相关的知识产权、研究伦理等方面的知识，如对研究

数据的使用能够遵从安全性、隐私性的法规条例，了解并遵从数据实

验、用户实验的研究伦理和规范等。

2.学术道德

恪守学术道德规范，遵纪守法，尊重事实和他人的研究成果，坚

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杜绝篡改、假造、选择性

使用实验和观测数据等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反对急功近利、投机取

巧、粗制滥造的浮躁作风和行为。具有学术共享精神，如对研究数据

及代码能够在法律、管理条例等规范前提下予以开源共享，促进学科

健康发展。

三、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

具有全面、系统地把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相关研究前沿动态的

能力。善于借鉴、吸纳和融合其他学科相关理论与方法，形成跨科学、

跨领域的知识基础。掌握调查研究、知识搜索、逻辑整理和内容分类

的技能，了解本学科学术研究的热点、难题和前沿动态，对已有的研



究成果能够做出客观评价，从中探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针对性、关联

性和独立性。

2.学术鉴别能力

（1）管理研究问题的简洁性甄别。从管理问题的内涵与表现特征

的概括性描述和方法技术论证推理过程的有效性，选择合适的途径和

标准辨识问题表现和论证的简洁性。

（2）管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甄别。从数据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以

及研究方法选择的科学性和研究逻辑的严密性等，判定所研究管理问

题结论的真伪性和应用的针对性。

（3）管理研究成果的重要性甄别。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现实和

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路线和己有研究成果等多方面，

判断所从事的研究对社会贡献的价值、创新性和前瞻性，以此来衡量

成果的重要性。

3.科学研究能力

（1）具备提出有价值研究问题的能力。在对大量管理现实问题、

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和管理科学前沿发展态势辨析的基础上，凝练出

新的科学问题，并能够通过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

（2）具备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运用国际前沿的新技术、新方法，

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3）具备有效组织协调能力。善于调动其他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培养和谐高效的团队协作氛围。



（4）具备持续创新的能力。善于发现新问题、探索新理论、研究

新方法，做到归纳、总结提升和融会贯通。

4.学术创新能力

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或问题）进行科学的创新性探索，取得突

破性创新或者重要的新发现；提出新模型、新算法、新机制、新模式；

发明新技术；发现新规律；或者改善、补充已有的理论与方法；并能

够形成创造性的研究成果。

5.学术交流能力

能够运用不同语言（含一门外国语）诠释和讲授学术贡献以及论

证自己的学术观点；能够主题清晰、结构合理、语言精练地撰写论文，

并与他人进行问题探讨和观点交流；能够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熟练地

进行交流，表达学术思想和展示学术成果，有效回应他人反馈；能够

积极参与学术交流相关的服务工作。

6.其他能力

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能力、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管理实践的能

力以及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等。

四、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文献综述与选题报告要求

博士生文献阅读量不少于 300 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三分之一、

近五年文献不少于三分之一。学位论文选题应紧跟学科前沿发展动态，

瞄准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前沿理论与现实问题，充分阐述现实依据、

理论依据和研究意义。研究生应根据研究兴趣和学科发展前沿选取研



究主题，明确研究内容、范围和研究的焦点，并用重要性、创造性、

可行性和合适性的标准对选题价值进行判断。应充分综述选题领域的

既有研究成果，阐明已有发展态势、所需要的新知识以及解决问题的

瓶颈或制约因素。开题报告采用集中答辩的方式，由学院统一组织开

展。一般应在入学第 3 学期（直博生为第 5 学期）结束前完成。开题

报告通过到预答辩为学位论文工作时间，博士生至少需 2 年。

2.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应立论科学、结构合理、推理严谨、诠释透彻、文字简

练、数据可靠。对于涉及作者创新性工作和研究特点的内容应重点论

述，做到论据详实丰富、分析全面深入。文中引用的文献资料必须注

明来源，使用的计量单位和图表等，应符合国家标准。

学位论文一般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前置部分、主体部分、参考文

献、附录和致谢。前置部分包括：封面、中文题名页、英文题名页、

独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书、摘要和关键词、目录、插图和附表清单、

注释表（如有）。主体部分包括：引言（绪论）、正文和结论。学位

论文主体部分字数一般不少于 5 万字。

摘要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要陈述，是一篇具有独立性

和完整性的短文。它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论文的全文，

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一般应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和意义、研究

思想和方法、研究过程、研究结果、最终结论和创新点等。摘要一般

使用第三人称，避免主观性的评价意见，避免与引言混淆，避免对背

景、目的、意义、概念和一般性理论叙述过多。



引言、正文和结论，一般包括选题的背景、研究意义、文献及相

关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体系构建；研究方案设计、重要的计算、数

据、图表、曲线及相关分析等；实验方法和实验结果；理论证明推导

过程；研究成果和结论以及进一步分析讨论。

对于合作完成的项目，论文内容应侧重本人的研究工作。论文中

有关与指导教师或他人共同研究、实验的部分以及引用他人研究成果

的部分，都要明确说明。以严谨、负责的态度对待论文的引证、署名

和发表，在论文中直接或间接引用他人成果，须严格注明引文出处、

标注注释，并列入参考文献。

3.成果创新性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作为综合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要依

据，是一篇对现有知识做出原创性或创造性贡献的学术作品。这种贡

献可以是专业领域新的知识、发展新的理论、提出新的思想和新的研

究方法，也可以是这些方面新应用取得的创造性成果。



第三部分 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应掌握的基础知识包括经济学、运筹学、统计学、管理学、系统

科学等；应掌握的专业知识包括优化与决策理论、信息技术、管理心

理与行为等；应掌握的工具性知识包括系统分析与建模、优化与仿真、

数据分析方法等。能够运用上述基本知识独立地进行科研工作，解决

国家重大需求和社会经济活动中涌现的实际管理问题，并进一步加深

对该学科方向的理解。

具备文献调研、资料查询、方法技术综合应用、研究报告撰写技

能，以及数据分析、学术交流等能力。

二、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

崇尚科学精神，对学术研究具有洞察力和兴趣，具有较好的学术

悟性和语言表达能力，善于结合理论学术前沿利用新技术解决管理实

际问题，具备一定的学习和实践能力、学科交叉的逻辑思维能力，有

从事研究必备的学术热情和创新精神。

治学严谨，学风良好，掌握本学科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

知识，能较好地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研究管理理论和解决现实

管理问题，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技能。

了解本学科相关的知识产权、研究伦理等方面的知识，如了解使

用研究数据需遵从的安全性、隐私性等相关法规条例，了解数据实验、



用户实验的研究伦理和规范等。

2.学术道德

恪守学术道德规范，遵纪守法，尊重事实和他人的研究成果，坚

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杜绝篡改、假造、选择性

使用实验和观测数据等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反对急功近利、投机取

巧、粗制滥造的浮躁作风和行为。具有学术共享精神，如对研究数据

及代码能够在法律、管理条例等规范前提下予以开源共享，促进学科

健康发展。

三、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的能力

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获取研究所需知识，了解特定研究领域

的学术前沿知识、洞察该研究方向热点和难点问题，掌握信息与知识

检索、逻辑整理和内容分类的技能，能够准确、客观地对特定研究领

域进行文献综述。

2.科学研究能力

能够从前人研究成果或管理生产实践中发现有价值的科学问题，

并针对科学问题提出研究思路、设计技术路线，在研究过程中能够理

性思辨，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利用基础理论、方法与数据进行科学

严谨的分析、推理与实验，通过清晰的语言表达和逻辑严谨的归纳总

结，论证科学问题的解决过程。

3.实践能力

在导师指导下参与科研课题，具备需求调研、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掌握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方法和步骤，能独立提出

研究问题、合理可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撰写研究报告，具备良

好的协作精神和一定的组织能力。

4.学术交流能力

具备良好的学术表达和交流能力，善于表达学术思想、阐述研究

思路和技术手段，能够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完整分享和交流学术成果，

具备与国内外学术同行交流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的能力。

5.其他能力

熟练运用外语进行资料搜索和文献阅读，具备较强的外语阅读、

写作和听说能力。

四、学位论文要求

1.规范性要求

硕士生文献阅读量不少于 100 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三分之一、

近五年文献不少于三分之一。论文的选题应来源于管理实践，研究问

题具体，须在选题范围内以本学科的相关理论、建模、数据分析作为

论证观点的支撑。学位论文应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叙述准确、文字

简练、图表规范。对于涉及作者创新性研究工作的结论应重点论述，

做到数据或案例丰富。文中引用的文献资料须注明来源，使用的计量

单位和图表规范，应符合国家标准。

论文一般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前置部分、主体部分、参考文献、

附录和致谢。前置部分包括：封面、中文题名页、英文题名页、独创

性声明和使用授权书、摘要和关键词、目录、插图和附表清单、注释



表（如有）。主体部分包括：引言（绪论）、正文和结论。论文主体

部分字数一般不少于 3 万字。

摘要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要陈述，是一篇具有独立性

和完整性的短文。它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论文的全文，

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一般应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和意义、研究

思想和方法、研究过程、研究结果、最终结论和创新点等。摘要一般

使用第三人称，避免主观性的评价意见，避免与引言混淆，避免对背

景、目的、意义、概念和一般性理论叙述过多。引言、正文和结论，

一般包括选题的背景、研究意义；相关研究综述、研究方案设计、数

据获取、实验方法和实验结果；理论证明推导、重要的计算、数据、

图表、曲线及相关结论分析等。

论文中有关与指导教师或他人共同研究、实验的部分以及引用他

人研究成果的部分都要明确说明。以严谨、负责的态度对待论文的引

证、署名和发表，在论文中直接或间接引用他人成果，须严格注明引

文出处、标注注释，并列入参考文献。开题报告通过到预答辩为学位

论文工作时间，硕士生至少需 1 年。

2.质量要求

（1）论文选题要有一定的针对性，应具有实际管理应用和学术理

论上的意义，培养单位应组织对论文选题进行审定。

（2）论文概念清晰、数据来源依据可靠、分析严谨，计算结果正

确无误，对研究结论给出准确的管理学诠释。

（3）论文能体现作者跟踪学科前沿，系统地运用管理学的基础理



论、专业知识和工程技术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

（4）通过科学论证而获得的新知识、结论或所提供的分析角度、

研究方法，对本学科某方面的发展有所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