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事管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根 据 《郑州大学研宄生培养方案》，特制定药事管理学专业研宄生培养方案

一、 学科名称、代码

学科名称：药事管理学 

学科代码：1007Z 1

二、 专业简介

药事管理学学科是药学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而形成的药学类边缘学 

科，是运用现代管理学、法学、社会学、政策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研宄 

药学事业各个要素和环节；认识社会与经济、法律与伦理、历史与文化等外部环境因素，

以及内部人为因素对药学事业的影响作用；探索药学事业各种管理活动的普遍规律，研宄 

药学事业中对各种事项与活动实现科学化管理的一般规律的学科。随着社会的进步，药事管 

理学科在确保社会公众安全、有效、经济、及时地使用药品，推动整个医药行业发展和促进 

完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体制与机制方面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院药事管理学科师资力量雄厚，先后有多名教师参编了药事管理学科的国家十一五规 

划教材，指导的研宄生所撰写的药事管理学论文连续多年在中国药学会药事管理年会上获 

得大会优秀论文并进行大会交流。

三、 培养目标

1 .  必须认真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热爱 

祖国，品行端正，身心健康，具有集体主义精神以及追求真理和献身于科学教育事业的敬 

业精神和科学道德。

2 .  应在本学科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的现代研宄方法 

和技能；熟悉所从事研宄方向的发展与趋向；具有进行科研及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 

力；能应用一种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与专业有关的文献资料，并能用外文撰写论文。

四、 修业年限

学术学位硕士生的基本学制为3 年，申请学位最长年限为4 年，即自研宄生入学之日 

起到校学位委员会讨论通过其学位论文的时间为4 年。

研宄生提前达到毕业要求的，执 照 《郑州大学研宄生提前毕业暂行规定》，经考核批准，可 

以提前毕业。

五、 研究方向

1 .  医药经济管理研宄

2 .  药品质量监督与管理



3 .  医药市场营销学

4 .  药事法规与药品政策

六、课程设置

攻读硕士学位应修满课程学分和论文学分不低于5 0学分。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 

公共基础课为校级管理课程，其余类型课程为院系级管理课程。硕士生培养计划由导师根 

据专业要求确定公共必修课、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组成学位课程7 - 8门，一经确定不 

得修改，学位课程成绩不低于7 5分获得相应学分，其他课程成绩不低于6 0分获得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专

业

必

修

课

公共必修课

995100104 英 语 （硕 士 ） E nglish  (M aster) 72 4 1

9951002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Study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 f  

socialism  w ith  C hinese  

characteristics

36 2 2

99520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In troduction  to  

D ialectics  o fn a tu re
18 1 2

专业基础课

285103402 专 业 英 语 （全 英 语 ）
C om prehensive

English
36 2 1

285100201 药学文献检索

Search  fo r  

P harm aceutical 

L iterature

18 1 1

285100102 现代药学实验技术

M odern  T echnology  

fo r  Pharm aceutical 

E xperim ents

36 2 1

285201402 药事法规
L aw s  relating  to  

pharm aceu tical
36 2 2

285200703 新药研究与注册
R esearch  and  new  drug  

reg istra tion
54 3 1

285200903
生物药剂与药动学专  

论

B iopharm aceutics  and  

Pharm acokinetics
54 3 2

285201903 药剂学选论
Selected  L ecture  o f  

P harm aceutics
54 3 2

学术活动 995400201 学 术 活 动 （硕 士 ） A cadem ic  A ctiv ities 1

实践环节 995400101 实 践 环 节 （硕 士 ） Practice 1

培养过程

995400302 开 题 报 告 （硕 士 ） T hesis  proposal 2

995400402 中 期 考 核 （硕 士 ） T he  in terim  evaluation 2

995400502 预 答 辩 （硕 士 ） Pre  defense 2

995499912 硕士论文 theses  o f  m aster 12

专

业
专业选修课 285302603 药品生产与质量控制

P roduc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o f  drugs
54 3 1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选

修

课

285302402
药物合理使用与不良 

反应监测

R ational use  o f  drug  

and  adverse  reaction  

m onitoring

36 2 1

285302802 药学前沿知识讲座

T he  fron tiers  o f  

know ledge  fo r  

pharm aceu tical 

sciences

36 2 1

285302202 药学实用软件技术

P harm aceutical 

Practical Softw are  

T echnology

36 2 2

285302302 药物安全性评价 36 2 2

285302002 临床药理学专论
Topics in  clin ical 

pharm aco logy
36 2 2

285302502 药事管理学专论
Topics in  P harm acy  

A dm in istra tion
36 2 2

公共选修课

284700104 药物化学 M edicinal C hem istry 72 4

284700204 天然药物化学
N atu ra l product 

C hem istry
72 4

284700304 药剂学 P harm aceutics 72 4

284700404 药物分析
P harm aceutical

A nalysis
72 4

七、攻读学位学分要求

攻读硕士学位应修满课程学分和论文学分多5 0学分。课程总学分不低于3 2学分，其

中必修课不低于2 4学分，选修课不低于8 学分。

按照下列表格合理制定每位研宄生培养计划。选修课请在导师指导下进行。

课程类型 课程 学分要求

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
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 学分 

⑵ 英 语 （硕 士 ），4 学分
6 学分

公共基础课
学分可根据各学科专业实际情况确定

$ 1 6 学 

分专业基础课

学术活动 参加研究生学术论坛、听取学术会议报告， 1 学分 1 学分

实践环节 进行实践能力训练， 1 学分 1 学分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⑴本学科专业单列的专业选修课；

⑵跨学科的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 

⑶ 实 验 课 程 。

选修课学分由学科专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彡7 学分

补修课程
跨专业研究生应补修若干门我校本专业的本科生课程， 由导师情 

况确定补 修 门 数 ；每 门 补 修 课 通 过 考 核 后 计 1 学 分 ，总 分 < 4 学 分 。

公共选修课
⑴自然辩证法概论， 1 学 分 ；

⑵全校性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培养类的课程，不 计 学 分 。
1 学分



开 题 报 告 （9 9 5 4 0 0 3 0 2 )  2 学分

论文研究
中 期 考 核 （9 9 5 4 0 0 4 0 2 )  2 学分

1 8 学分
预 答 辩 （995 4 0 0 5 0 2 )  2 学分

学 位 论 文 （9 9 5 4 9 9 9 1 2 )  1 2 学分

八、 学位论文

导师和专家组应对学位论文选题严格把关，加强培养过程的管理，对学位论文工作的 

全过程，如开题报告、论文工作检查、论文评阅和答辩程序等环节作出严格的要求，切实 

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按照国家对硕士生的要求，硕士生课题研宄时间多1年，论文要求 

字数不少于3 万字；硕士学位论文应在理论或实际应用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应做到概念准 

确，推理严密，语意通达，数据可靠，结构完整，应有新的见解；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按 照 《郑州大学研宄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的基本要求》执行。

九、 培养方式与方法

研宄生培养方式应灵活多样，充分发挥导师指导研宄生的主导作用，建立和完善有利 

于发挥学术群体作用的培养机制。强调在培养过程中发挥研宄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更多 

地采用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方式，研宄生必须参加学术讲座、学术报告、讨论班、社会 

实践和社会调查，并获得相应的学分。加强研宄生的自学能力、动手能力、表达能力和写 

作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