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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

会计硕士（MPAcc）攻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全日制）

（专业代码：1253）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MasterofProfessionalAccounting，简称 MPAcc）是为满足社会经济

发展对会计职业人才提出的更高层次要求，而将传统的会计研究生教育与面向实务工作的培

养有机结合的一种高层次实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式。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企业跨国经

营、资本跨境流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将进一步优化我国会计

专业学位教育体系和结构，加强高素质、应用型、国际化会计专门人才的培养，形成应用型

高级会计人才的梯次结构，扩大我国会计人才竞争优势和会计行业国际影响力。

一、培养目标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旨在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创新意识和法治观念，精通一门外国语

言，系统掌握现代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经济及金融法学等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具备扎实司法调查鉴定技术和商事法律逻辑思维的高素质、复合性、应用型、国际化的会计

专门人才。基本要求如下：

（一）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终身学习意识、探索创新精神和法治观念；

（二）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能够熟练运用现代会计、财务、审计、经济法及商法等相

关领域的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三）具有从事高层次会计管理工作所必备的国际视野、战略意识、领导潜质、沟通能

力和合作精神；

（四）熟练掌握和运用数据处理技术，支持企业正确决策；

（五）熟练掌握和运用一门外国语言。

二、培养方向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设两个研究方向：

（一）司法会计与舞弊调查。该方向主要研究现代财务舞弊的特征和趋势，财务舞弊的

调查、识别和防范，以及法律诉讼领域中的会计运用；

（二）会计与商事法。该方向旨在研究企业会计、审计、内控等规则设计、应用与商事

组织、商事交易法律制度之间的兼容互补性，以检视并改进会计工作、企业管理和市场交易

的效率与合规性。

三、培养对象与学习年限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全日制学习，学制两年。

因特殊原因，经导师与会计硕士中心同意，研究生院批准，学习年限可延长 1至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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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

课程采用学分制，总学分不低于 48学分，包括必修课、选修课、实践课和讲座学分。

（一）公共必修课（7 学分）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

2.外国语（3学分）

3.管理经济学（2学分）

（二）专业必修课（14 学分）

1.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3学分）

2.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3学分）

3.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3学分）

4.审计理论与实务（3学分）

5.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2学分）

（三）特色必修课（6 学分）

1.商法原理（3学分）

2.司法会计学（3学分）

（四）选修课（必须修满 12 学分）

1.会计法专题（2学分）

2.企业税务筹划（2学分）

3.财务报表分析（2学分）

4.舞弊调查与证券犯罪（2学分）

5.公司战略案例分析（2学分）

6.战略管理（2学分）

7.公司法（2学分）

8.证券法（2学分）

9.大数据与财务决策（2学分）

10.并购与 IPO（2学分）

11.中国开发区与经济社会发展（2学分）

12.会计专业英语（2学分）

13.供应链系统与协同管理（2学分）

14.国际会计审计准则（2学分）

15.管理哲学与案例前沿（2学分）

16.会计应用研究方法（2学分）

17.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2学分）

（五）实践课（必须修满 7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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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加本行业的社会实践活动（5学分）

在学习期间应完成不短于半年的实习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学生应提交实践计划，撰写实践总结报告，通过后可获得相应学分。

具有三年以上财务、会计、审计、法律相关专业工作经验的学生，可以通过提交专业实

务工作总结等方式，获得相应学分。

2．案例研究与开发（2学分）

参与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包括独立或协助指导老师通过实地调研形成教学案例、参与

企业管理咨询活动并形成管理咨询报告、参加学生案例大赛、发表案例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

等。由指导老师考核评定后，学生取得相应学分。

（六）讲座学分（2 学分）

学生在校期间应至少参加 10场校内讲座，撰写并提交讲座学习纪要与心得。由指导老

师考核评定后，学生取得相应学分。

五、培养方式及方法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MPAcc）研究生的培养，采用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写作

相结合的方式，符合以下要求：

（一）课程设计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注重会计与法律复合型方向。

（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重视案例教学、沙盘演练、参观研讨、参与企业咨询等多

样化的实践教学方法，强调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实行双导师制，聘请企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司法系统以及政

府部门实务专家共同承担指导工作。

（四）开辟第二课堂，聘请实务部门、政策制定部门和监管部门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开设

讲座或承担部分课程讲授。

（五）综合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包括考试、作业、案例分析、课堂讨论、撰写专题报

告以及社会服务等。

（六）重视和加强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的培养。

六、中期考核

根据《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参加中期考核。考核在第三学期初进行。

中期考核由会计硕士中心负责。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体现专业学位特点，突出学以致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综合运用会计、审

计、财务、法律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与方法，体现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创

新性和实用价值。

学位论文应采用案例分析、调研（调查）报告、专题研究、组织（管理）诊断等。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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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选题与实习实践、案例开发内容相关。学位论文的篇幅一般不少于 2万字。

第二学期末，应由研究生本人提出论文选题，与指导老师商量基本确定后，着手收集、

积累资料，拟定论文写作提纲，并完成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在第三学期，安排一定时

间到业务部门进行专业实习或调查研究，为写论文进一步收集资料，并在学期末积极完成论

文初稿。第四学期用于论文修改与定稿，并安排论文预答辩和正式答辩工作。

在规定年限之内修满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所有学分、完成专业实习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

校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授予会计硕士专业学位（MPAcc）。

八、附则

学校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有其他要求的，参照相关规定执行。

本培养方案由会计硕士教育中心拟订，经校教学委员会审定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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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计划总表（全日制）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数

学

分

各学期学分数 考核

方式

学分

要求
备注

一 二 三 四

公共

必修

课

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6 2 2 考试 7
学

分
2 外国语 54 3 3 考试

3 管理经济学 54 3 2 考试

专业

必修

课

4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54 3 3 考试

14
学

分

5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54 3 3 考试

6 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54 3 3 考试

7 审计理论与实务 54 3 3 考试

8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 36 2 2 考试

特色

必修

课

9 商法原理 54 3 3 考查 6
学

分10 司法会计学 54 3 3 考查

选

修

课

11 会计法专题 36 2 2 考查

不

低

于
12
学

分

12 企业税务筹划 36 2 2 考查

13 舞弊调查与证券犯罪 36 2 2 考查

14 公司法 36 2 2 考查

15 公司战略案例分析 36 2 2 考查

16 供应链系统与协同管理 36 2 2 考查

17 战略管理 36 2 2 考查

18 大数据与财务决策 36 2 2 考查

19 财务报表分析 36 2 2 考查

20 证券法 36 2 2 考查

21 管理哲学与案例前沿 36 2 2 考查

22 会计应用研究方法 36 2 2 考查

23 会计专业英语 36 2 2 考查

24 并购与 IPO 36 2 2 考查

25 国际会计审计准则 36 2 2 考查

26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36 2 2 考查

27 中国开发区与经济社会发展 36 2 2 考查

实践

教学

社会实践 5 √ 不低

于 9
学分

须于中

期考核

前完成

科学研究 2 √ √ √

参加讲座 2 √ √ √

学位

论文

开题报告与调查 √

撰写与答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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