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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2013年 180万考研大军中，专业硕士报名人数迅速增长， 2012 年全国

报考人数为 165.5 万，报考专业硕士人数占 43.7 万人，根据不完全统计，今（2013）年度，此数

字更往上攀升 8~10%。以北京交通大学的会计专业硕士（MPACC）为例，报考人数竟然比去年增加

了 245%，预计今年度全国专业硕士招生数量也将超过 30%。目前我国拥有 40 个专业硕士学位，报

考最集中的是法律硕士和 MBA。 

   这在不少学者眼中是一件好事，因为改变了我国以理论知识为基础的研究型人才传统培养模

式，加大专业硕士的比例，培养出更多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以适应社会的实际需求。教育部也明

确表示，预计到 2015 年，最终达到专硕和学硕比例 1；1，专业硕士将于学术硕士平分秋色，实现

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历史性转型和战略性调整。 

   对于广大的考生而言，对专业硕士这个名词可能熟稔度仍然不够。什么是专业硕士？专业硕士

在高校的开展情况究竟如何？最终决定其就业前景的培养模式、师资力量如何？全日制专业学位

报考条件是什么？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相比，谁更牛？就业前景如何？来胜专业硕士培训如何帮

您全方位定向？现在，让我们一起揭开专业硕士的神秘面纱，寻找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之间的差

异。   

一、走近专硕 

    自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学术型的研究生培养主要侧重于高校教育精英和科研专家，

这些研究生毕业后可留在高校或科研机构直接就业，那时硕士的培养和就业是一致的。然而随着

1999年起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专业硕士应运而生。 

    专硕在设立初期是针对临床医学、工程师这些和实践紧密结合的职业建立的，主要面对在职

人员。从 2009 年开始，专硕开始面向应届生招生，规模变大。而专业硕士的学习者主要有两种：

一是有工作经验的在职人员，需要进一步进修，从而突破工作中的盲区，改良工作方法；一是应

届毕业生，专业硕士对于他们来说是入职前的教育，因为此种教育已不再是传统的技术训练，而

是集职业素养、研究、创新能力等为一身的专业硕士教育。尤其是对于职业技术水平要求高、有

一定门槛的职业领域来说，专业硕士的教育可以让学生既与职业前沿紧密联系起来，又得到实践

锻炼，成为职场中的领军者。作为理论和实践结合点的专硕，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层武装，无论

是从综合能力、职业技术还是从社会认可堵上，都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提升。其实专硕在国外已

经是一种常态的教育模式。国外有的国家专硕和学硕的比例达 7：3。 

学硕与专硕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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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已经开设了 40 个专业硕士学位，主要包括： 

代码 学位类别 代码 学位类别 代码 学位类别 

0251 金融 0454 应用心理 1052 口腔医学 

0252 应用统计 0551 翻译 1053 公共卫生 

0253 税务 0552 新闻与传播 1054 护理 

0254 国际商务 0553 出版 1055 药学 

0255 保险 0651 文物与博物馆 1056 中药学 

0256 资产评估 0851 建筑学 1151 军事 

0257 审计 0852 工程 1251 工商管理 

0351 法律 0853 城市规划 1252 公共管理 

0352 社会工作 0951 农业推广 1253 会计 

0353 警务 0952 兽医 1254 旅游管理 

0451 教育 0953 风景园林 1255 图书情报 

0452 体育 0954 林业 1256 工程管理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1051 临床医学 1351 艺术 

 
 
二、专业硕士 VS 学术硕士 
 
    全称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 

招生计划归属 教育部 教育部 

招生对象 应历届高等教育毕业生 

（大专毕业工作 2年以上） 

应历届高等教育毕业生 

（大专毕业工作 2年以上） 

考生来源 统考一志愿和调剂考生 统考一志愿和调剂考生 

招考时间 每年 9、10月份报名 1月份考试 每年 9、10月份报名 1月份考试 

录取原则 统考国家统一分数线 统考国家统一分数线 

教学方式 全日制教学 全日制教学 

学习年限 一般来说为 2 年 各校各专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为2~3年。 

教学范围 按学科领域教学 按学科领域教学 

授位类别 专业硕士学位证书、毕业证书 学术硕士学位证书、毕业证书 

培养侧重 业务素质与应用能力 理论基础与学术能力 

过程管理 学校统一管理 学校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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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表，其实我们可以对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之间的差异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总的来说，专业

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区别体现在： 

1、培养目标不同： 

学术性硕士培养的是能够独立从事只是技术整理、传递、研究、创新的研究型人才，以知识技术

本身为研究对象；专业硕士是对某种知识技术体系的应用，当然在应用过程中达到专家层面、前

沿领域也会存在知识、技术创新的问题，但其主要对象是职业领域的专门实践。 

2、培养方式不同： 

专业硕士的课程设置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实际需求为目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和知识与能力的

提高为核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突出案例分析与实践研究， 要求至少有为期半年的实践环节。 

3、学习年限不同： 

一般来说，专业硕士的学习年限为 2年，学术硕士的学习年限为 2-3 年。 

                       

三、专业硕士优势大揭秘 

1、双导师的设置，使得学生更能活学活用： 

跟学术硕士相比，专业硕士在导师资源的利用上会更胜一筹。现在各高校的要求是要给每位

专业硕士配置两位导师，一位是理论型的导师，一般由各高校的教授、副教授担任；另一位是社

会型的导师，由某些公司的总裁、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担任；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

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课程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这就保证了专业硕士的同学在学好

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面向社会，在更多的实战训练当中不断提升自己。 

2、课程设置更加合理，更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 

专业硕士课程设置以实际应用为导向，它的培养更注重实际操作， 要求要有为期至少半年的

实践环节。这就使得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按照社会的要求不断地提升自己，更加适应社会对于各类

人才的需求。 

3、专业硕士的备考压力较小： 

目前我国已经开设了 40 多类专业硕士，而在这其中：法律硕士、金融硕士、管理类硕士一直

都是报考的热点。就备考方面而言，初试时学术型硕士要靠数学、政治、外语和专业课；但部分

专业硕士只考外语和专业课，部分专业硕士虽然也考虑数学，但相较于经济学类的数学三而言，

难度上已经降低了很多。所以对于数学比价薄弱的同学而言，专业硕士的备考压力会相对较小。

在此同时，搭配来胜考研专业硕士全程课程与辅导系统，更让您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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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习时间更紧凑，时间成本更低： 

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专业硕士的学习年限均为 2 年，相比于学术硕士而言，时间成本更低，学

生可以在实现自我充电的同时，更早的步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 

5、科研成果的要求相较于学术型研究生容易满足： 

    与学术型研究生相比，专业硕士的科研论文的发表要求没有那么高，学习方式和考核方式也

更为灵活。专业硕士的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

应用价值。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由相关行业实践领域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的专家。 

 

四、专业硕士发展需突破现状 

   目前一些应届毕业生将专业硕士作为转换专业的途径，想借本硕士阶段不同专业背景来增加将

来就业的筹码。以最近两年的报考比例，专业硕士报考人数占全部考生的四分之一，而录取人数

占所有录取人数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随着国家不断提高专业硕士的录取比例，以及大家对这些

专业更加熟悉，专业硕士的报考热度将持续升温。虽说如此，我国对专业硕士的培养发展，仍面

临待突破的现况： 

1、学术型研究生与专业硕士培养方向需要区隔： 

   现在大部分专业型硕士要比学术型硕士早毕业一年，学制不同，培养方向不同，必须差别对待，

但目前的状况是，部分高校很难真正做到。有的校内导师同时带有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在这些

导师看来，从课程设置方面出发，除了学位课有两三门不同之外，并无太大区别，说到底目前部

分高校对于专业硕士的培养和学术硕士的培养并无太大的差别。 

2、生源对于案例敏感度有待强化： 

一方面，从近几年各高校的做法来看，一般新增的专业硕士点，大多数指标都分给了报考学

术硕士的“预备”调剂者。另一方面，从各高校专业硕士点最终招录的生源来看，以应届本科生

为多。这无疑给专业硕士的教学带来一定困难。因为专业硕士的教学工作要求对学生进行实际案

例的分析，讲授结合实际工作的相关理论。由于应届本科生在相关实战经验上还须多加提炼，故

专业硕士课程设置，仍待时间给予完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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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剖析金融专业硕士 

1、金融硕士主要考科有哪些： 

（一）思想政治理论，全国统考，(100分) 

                   来胜专业硕士培训 101 政治课程如下： 

班名 课程名称    时间 预定学时 

预热阶段 

高分名人堂 
不定期 

梯次开课 

2 

研究生招生说明会 4 

基础导学班 2 

政治知识体系讲解 随到随上 16 

基础阶段 实力养成班-马哲 4月上旬 8 

巩固阶段 巩固强化班 8月中旬 64 

冲刺阶段 
模考实战演练套题 11月下旬  (提供全程班学员) 

冲刺预测班 12月中旬 16 

突破阶段 形势政策及当代世经 11月下旬 4 

合计 116 

（二）英语一或英语二或俄语或日语，统考外国语以外的其它语种，由单位自命题（100分） 

                 来胜专业硕士培训 201(英语一)/204(英语二)课程如下： 

预热阶段 

高分名人堂 
不定期 

梯次开课 

2 

研究生招生说明会 4 

基础导学课 2 

高频语法考点解析 随到随上 8 

基础阶段 
实力养成班（词汇） 11月中旬 8 

实力养成班（长难句） 3月中旬 8 

巩固阶段 巩固强化班 7月中旬 64 

冲刺阶段 
模考实战演练套题 11月下旬（提供全程班学员） 

冲刺预测班 12月中旬 16 

突破阶段 作文高分班（含批改） 12月下旬 4 

合计 116 

（三）数学三或 396经济类联考综合，(150分) 

                      来胜专业硕士培训 303 数学三课程如下： 

预热阶段 
高分名人堂 

不定期 

梯次开课 

2 

研究生招生说明会 4 

基础阶段 数学三高分法则 3 

巩固阶段 

高等数学 11月中旬 32 

线性代数 3月中旬 24 

概率论 3月中旬 24 

突破阶段 做题训练班 7~8月 64 

冲刺阶段 
模考实战演练套题 11月下旬（提供全程班学员） 

冲刺预测班 12月中旬 8 

合计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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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胜专业硕士培训 396 经济类联考综合能力课程如下： 

 班名 课程名称 时间 预定学时 适用专业 

396 

经济类 

联考 

综合能力 

预热阶段 高分名人堂 不定期梯次 2 

金融硕士 

税务硕士 

国际商务硕士 

保险硕士 

应用统计硕士 

资产评估硕士 

巩固阶段 

数学基础 4月中旬起 48 

逻辑 9月中旬 24 

写作 9月中旬 16 

冲刺阶段 

数学基础 

12月中旬 

8 

逻辑 
16 

写作 

突破阶段 数学做题训练 8月中旬 32 

合计 146 

（四）431金融学综合，大纲统一，各校自主命题，150分 （后附 431金融专业硕士大纲） 

                  来胜专业硕士培训 431 金融学综合课程如下： 

 班名 课程名称 时间 预定学时 开设学校 

431 

金融学 

综合 

预热阶段 高分名人堂 不定期梯次 2 中国人民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对外经贸大学 

武汉大学 

中南财大 

华中科技大学 

巩固阶段 巩固强化班 9月上旬起 36 

冲刺阶段 冲刺预测班 12月中旬 8 

突破阶段 经典真题解析课 10月中旬 4 

合计 50 

2、哪些专业的学生更适合报考金融硕士： 

    金融硕士招收的专业以公司财务、风险管理与控制、金融工程、金融市场、保险精算、证券

投资、数量分析、微观金融等金融类相关专业为主，经济类相关专业为辅，若其它专业的学生也

可以报考，但复试时会加试金融相关课程，对于理工类背景的考生是转换专业和职业的最佳选择。 

3、金融硕士招生院校中，是否有公费名额： 

    目前金融专业硕士的培养方式以自筹经费为主，暂时没有公费名额，但是大部分招生院校均

设有奖学金。 

4、择校考虑的因素： 

（1）地缘因素 

   对于金融研究生，地缘因素非常重要，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实习即发展机会的多寡。一般认

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其它。同时，报考时要考虑毕业后想留在什么地方工作，想在什么地方

谋求发展，一般而言，会选择在自己意愿工作城市有就业优势的学校就读。 

（2）要了解你的目标院校和专业特点 

   每个考生的人生追求不一样，有些是职业导向型，有些是研究导向型，要根据自己的人生规划

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 

   ①立志进入顶级投行赚取高额收入的学生，一定要选择所谓的绝对名校。进入这些机构年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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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几十万没有问题，但对名牌的要求很高，复旦比较有优势，另外像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这类综

合实力排名前五的学校的佼佼者，也有机会进入顶级投行 

②咨询公司、其它金融机构及公务员，金融专业一直是就业前景很看好的专业之一，一般认为

的金融联考中的名校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就业肯定会有

优势，如果希望能在金融领域有一番作为的话，必定要首要考虑这些名校。但其它金融联考的学

校的毕业生一般都能进入金融机构就业，就业前景也相对好于其它很多专业。 

   ③研究类。些学生立志读博进一步深造，可以考虑选择研究型大学，如南京大学、南开大学、

山东大学等，就有很好的学术氛围。 

在选择院校和专业时要根据自己的定位，除结合自己的理想兴趣，要考虑本身的条件和现实状况，

要考虑自己的能力、实力和知识结构。金融联考的学校覆盖范围很广，有难考得也有相对易考的，

根据自己的平时模拟水平，比较各院校历年的专业成绩差异，然后确定学校。如在金融联考的学

校中，复旦大学的金融学专业有很好的就业前景，但每年都最难考，竞争激烈。厦门大学，南京

大学，南开大学，上财的金融专业发展前景也很好，同时也不是很难考。另外，有些大学的金融

排名不是很靠前，在全国名气也不是很大，但由于这些学校的金融是某个区域的龙头老大，就业

前景也很看好，比如山东大学在济南就业就非常好，也是不错的选择。 

5、金融学专业之院校推荐 

西南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大学、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兰州商学院、天津财经大学、广东商学院、浙

江财经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天津大学等。 

6、金融硕士的就业前景 

（1）金融学本科生的需求量日渐消退，研究生趋受重视。 

（2）综合型人才受金融领域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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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剖析管理类专业硕士 

1、管理类专业硕士有哪些？ 

管理类专业硕士可分为：会计硕士、图书情报硕士、审计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

工程管理硕士和旅游管理硕士。 

2、199管理学联考综合必备参考书有哪些？ 

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属于全国统一命题，因此不存在各高校指定用书。参考书目由教育部考

试中心提供。配合使用的参考书，目前比较流行的有：一、人大系列的考试系列用书；二是机械

工业出版社的系列。 

3、管理类专业硕士初试和复试考什么内容？ 

管理类（会计硕士、图书情报硕士、旅游管理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工程管理硕

士、审计硕士） 

初试：A.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B.204英语二或 202俄语或 203日语，统考外国语以外的其它语种，有单位自主命题 

复试：A.政治课，B.专业课 

4、199管理学联考专业考试剖析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试卷满分为 20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2）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不允许使用计算器 

（3）试卷内容与题型结构 

  数学基础 75分，有以下两种题型：问题求解 15题，每小题 3分，共 45分；条件充分性判断

10小题，每小题 3分，共 30 分；逻辑推理 3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60 分；写作 2小题，其中论

证有效性分析 30分，论说文 35分，共 65分。 

有关数学基础部分： 

A、算术：整数、比与比例、数轴与绝对值 

B、代数：整式、分式及运算、函数 

  a、函数：集合、一元二次函数及其图像、指数函数、对数函数 

  b、代数方程：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 

  c、不等式：不等式的性质、均值不等式、不等式求解 

  d、数列、等差数列、等比数列 

 C、几何 



来胜考研人 NO.4 ˙备考战略 

 21 

  a、平面图形：三角形、四边形、圆与扇形 

  b、空间几何体：长方体、圆柱体、球体 

  c、平面解析几何：平面直角坐标系、直线方程与圆的方程、两点间距离公式与点到直线的距离

公式 

  D、数据分析 

   a、计数原理 

   b、数据描述 

   c、概率 

来胜专业硕士培训 199 管理类综合课程设置如下： 

 科目 班名 课程名称      时间 预定学时 适用专业 

199 

管理类 

联考 

综合 

能力 

预热阶段 高分名人堂 不定期梯次 2 
会计硕士 

审计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 

公共管理硕士 

旅游管理硕士 

图书情报硕士 

工程管理硕士 

巩固阶段 

数学基础 4月中旬起 32 

逻辑 9月中旬 24 

写作 9月中旬 16 

冲刺阶段 

数学基础 

12月中旬 

8 

逻辑 
16 

写作 

合计 98 

5、英语二和英语一有什么区别？ 

A、英语二的语法要求被细化为 8点，基本都是高中阶段语法知识 

B、英语二在阅读理解词汇量部分，取消了英语一中“每篇阅读理解文章中超出考试大纲单词不超

过 3%”的要求 

C、英语二的翻译题部分与英语一有所不同，要求考生翻译包括 150个词的段落 

 6、专业硕士初试简单，复试是否特别难呢? 

   专业硕士采取导师组制，学术硕士采取导师制，相对而言，导师制对学生的科研能力学术水平

要求更高，培养导向是科研人才，所以说，专业硕士复试难度相对较低 

7、管理类专硕的复试中考的政治和学硕的政治有什么区别? 

   相对于学硕的政治难度相对较低 

8、会计学硕士和会计硕士有何不同 

 （1）考试试题不同 

 （2）培养方式不同 

 （3）课程设置不同 

 



来胜考研人 NO.4 ˙备考战略 

 22 

9、哪些专业的同学更适合报考会计硕士？ 

   会计硕士招收的专业以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等会计相关专业为主，经济类相关专业为辅；

其它专业的同学也可报考，但是复试时会加试会计相关课程。 

 

附录：431金融专业硕士大纲 

一、考试性质： 

    《金融学综合》是 2011 年金融硕士（MF）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科目之一。 

《金融学综合》考试要力求反映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公平、准确、规范地测

评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选拔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入学，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培

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具有较强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金

融专业人才。 

二、考试要求： 

  测试考生对于与金融学和公司财务相关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三、考试方式与分值： 

本科目满分 150 分，其中，金融学部分为 90 分，公司财务部分为 60 分，由各培养单位

自行命题，全国统一考试。 

四、考试内容： 

（一）金融学 

1、货币与货币制度（包括货币的职能与货币制度、国际货币体系） 

2、利息和利率（包括利息、利率决定理论、利率的期限结构） 

3、外汇与汇率（包括外汇、汇率与汇率制度、币值、利率与汇率） 

4、金融市场与机构（包括金融市场及其要素、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衍生工具市场、金

融机构） 

5、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和表外

业务、商业银行风险特征） 

6、现代货币的创造机制（存款货币的创造机制、中央银行职能、中央银行体制下的货币

创造过程） 

7、货币供求与均衡（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货币均衡、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8、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及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闯到机制和中介目标） 

9、国际收支与国际资本流动（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资本流动） 



来胜考研人 NO.4 ˙备考战略 

 23 

10、金融监管（金融监管理论、巴塞尔协议、金融机构监管、金融市场监管） 

（二）公司财务 

1、公司财务概述（什么是公司财务、财务管理目标） 

2、财务报表分析（会计报表、财务报表比率分析） 

3、长期财务规划（销售百分比法、外部融资与增长） 

4、折现与价值（现金流与折现、债券的估值、股票的估值） 

5、资本预算（投资决策方法、增量现金流、净现值运用、资本预算中的风险分析） 

6、风险与收益 (风险与收益的度量、均值方差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无套利定价模型） 

7、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贝塔的估计、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8、有效市场假说（有效资本市场的概念、有效资本市场的形式、有效市场与公司财务） 

9、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资本结构、MM 定理） 

10、公司价值估值（公司价值评估的主要方法、三种方法的应用与比较） 

五、431 金融学综合推荐参考书： 

1、黄达主编，人大出版，《金融学》，第二版 

2、罗斯着，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公司理财》，原书第八版 

六、几个常见问题: 

1、专业学位的录取分数线如何划定？ 

1月份“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的录取工作，先由国家教育部划定统一的复试分数线（按

地区和专业），达到复试分数线，参加招生单位组织的复试，择优录取。 

2、攻读专业学位毕业后是否有毕业证书？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为学历教育，毕业时可获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双证） 

3、专业学位是否发放派遣证? 

全日制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的一般需要转接人事关系和组织关系，可自愿选择是否办理户口迁移手

续，毕业时发放派遣证，参与派遣，但录取为定向或委托培养的全日制专业学位不转户口、人事

关系和组织关系，学习结束时不参与派遣，回原定向或委托单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