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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社会需求，与政府、市场调研、数据处理、统计咨询、风险管理、保险

精算等相关部门、行业密切合作，以职业岗位能力要求为导向，培养崇尚科学精

神，具有良好的统计学素养，掌握统计学思想、理论和方法，并能够熟练运用统

计软件以及市场调查、数据分析、风险评估、精算等方面专业技能解决相关实际

问题的高层次统计应用人才。

具体要求：

1. 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2. 掌握统计学基本理论和方法；

3. 系统掌握数据收集、整理、分析、预测和应用的基本技能；

4. 具备熟练应用统计软件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

5. 能够独立完成对实际问题的统计分析并撰写规范的统计分析报告；

6. 具有较高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本专业开设的主要培养方向包括：

1. 金融统计、风险管理与精算

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是统计学、金融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交叉

融合形成的。从金融数据来源、金融数据处理和金融风险管理角度，提取和归纳

复杂金融数据的规律和趋势，为分析金融数据、防范金融风险提供方法支撑。金

融统计与风险管理已渗透到现代金融各个方面，并对现代金融学和现代统计学产

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金融行业实务中得到广泛应用。

2. 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是面对信息时代大数据出现的应用统计专门理论与技术方法。大

数据涉及两个重要学科：计算机学科和统计学科。计算机学科侧重大数据的采集、

存储和管理，统计学科侧重面向应用问题的大数据分析，从大数据中挖掘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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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数据分析方法和理论。大数据分析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网络营销、电子金

融、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新媒体、政府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等重要应用领域。

学制为2年，最长不超过4年(含休学和保留学籍)。

1. 采取全日制培养方式。

2. 实行“双导师”负责制，其职责如下：

(1) 校内指导教师和校外兼职指导教师共同负责制定学生的培养计划，并对

论文选题、开题报告、论文质量全面负责。校内指导教师可通过多种方式对学生

的论文进行指导，及时了解论文进展，把握研究方向。

(2) 兼职指导教师与校内指导教师共同制定论文研究计划，定期检查论文进

展情况，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督促学生完成论文工作计划，并对论文的关键环

节进行指导，协助校内导师把好论文质量关。

(3) 为加强合作培养的实效，双方导师应经常联系，及时沟通，取长补短。

3. 培养过程主要采取“问题驱动、案例教学为主”的教学模式，将问题研究

贯穿于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使学生在学习统计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强化其综

合创新能力的培养。

1.学分要求

总学分 学位课 必修课 选修课 实践环节

40.5 14 12 7 7.5

2.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考核

方式
开课学期 应得

最低

学分

备

注考

试

考

查
1 2 3

221421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 √
14

222021003 英语 48 3 √ √



学

位

课

22142100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

读
32 2 √ √ 二

选

一221421003 《毛泽东选集》导读 16 1 √ √

221421004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6 1 √ √ 二

选

一221421005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 √

220921001 概率统计 48 3 √ √

220921002 回归分析 32 2 √ √

220921003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 32 2 √ √

必

修

课

220922004 数据采集 48 3 √ √

12

220922005 统计计算及软件实现 32 2 √ √

220922006 多元统计与案例分析 32 2 √ √

220922007 时间序列分析 32 2 √ √

220922008 非参数统计 32 2 √ √

220922009 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 8 0.5 √ √

220922010 专题讲座 8 0.5 √ √

实践

环节

220922100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24 1.5 √ √

7.5
220922012 岗位实习

6
个

月

6 √ √

选

修

课

公

共

选

修

课

221423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修
16 1 √ √

7

22141300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导

读
32 2 √ √

220213001 《资本论》导读 32 2 √ √

221523001 体育 16 1 √ √

220923013 优化理论与方法 32 2 √ √

220923014 贝叶斯统计 48 3 √ √

220923015 应用随机过程 32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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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选

修

课

220923016 统计学习 48 3 √ √

220923017 大数据导论 32 2 √ √

220923018 Python编程技术 32 2 √ √

220923019 金融统计 48 3 √ √

220923020 金融数学 48 3 √ √

220923021 精算模型 48 3 √ √

220923022 中级计量经济学 32 2 √ √

220223050 中级微观经济学 48 3 √ √

22022305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8 3 √ √

221023028 云计算与人工智能 32 2 √ √

220923023 数据可视化 16 1 √ √

220923024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32 2 √ √

220923025 数据仓库与数据模型 32 2 √ √

220923026
相关性分析与应用

案例
32 2 √ √

220923027 自然语言处理 48 3 √ √

220923028 图形图像处理 48 3 √ √

实践教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岗位实习两部分。

1.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可从思想教育活动、社会实践活动、

志愿服务活动和其他四个方向任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成绩分“通过”和“不通

过”两个等级，成绩评定为“通过”的，获1.5学分。

2. 岗位实习。岗位实习是在实习单位进行的专业实践教学，主要从事政府统

计、市场调查、统计咨询、数据分析、风险分析与评估、保险精算等方面的相关

岗位实习，分两个阶段进行，累计达6个月以上。具体要求如下:



188

第一阶段 从第2学期暑假7月至第3学期10月底结束，围绕自己感兴趣的应用

领域进行实习，并完成学位论文选题、开题等工作；

第二阶段 从第4学期2月至5月中旬结束，主要结合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以及

围绕研究生自己的就业方向进行专业岗位技能实习。

根据实习情况综合考核， 按“通过”、“不通过”评定成绩。

研究生第2学期完成论文的选题；第3学期11月初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第3

学期11月至第4学期2月，在校内完成学位论文写作；第4学期5月下旬进行毕业论

文答辩。

学位论文必须与实际问题、实际数据和实际案例紧密结合，体现学生运用统

计方法及相关领域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篇幅不少于2.5万字。

论文类型可采用与数据收集、整理、分析相关的调研报告，数据分析报告，

应用统计方法的实证研究等形式。

学位论文须由2名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评阅 (其中必须有一位校外专

家)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有1-2名实际部门或校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的专家。

1.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完成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及

各培养环节，考核合格达到规定的学分要求，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论文答

辩，符合毕业条件，准予毕业。

2. 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符合《天津商业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

细则(2022年修订) 》及《天津商业大学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代表性成果的规定》

(应用统计专业学位) 的要求，可申请学位。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

授予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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