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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专业（专升本）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20202 

一、基本情况 

1.层次、学制：专升本、2.5年   

2.学习形式：函授 

3.修读年限：2.5年-5年 

4.所属学科门类：管理学 

5.学位授予门类：管理学 

二、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 

1.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

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市场营销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2.基本要求 

毕业生要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良好的思想品德；在

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

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备较快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岗位需

要的实际工作能力；具有创业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健全的体魄。 

三、人才培养规格要求和知识、能力、素质结构 

1.人才培养规格要求： 

经过两年半的培养教育，毕业生达到本专业本科学历水平。 

2.人才具备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素质 

（1）学会管理科学和经济科学的基础理论和相关的财会基本知识； 

（2）掌握现代经营管理知识和基本技能； 

（3）适应各类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工作要求，培养市场营销、经营管理

等方面的实际工作能力； 

（4）了解国家有关市场营销及其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法规； 

（5） 熟悉文献检索、科技写作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知识的基本

方法； 

3.动手能力的培养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实践教学。要求学员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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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作，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认真撰写出具有较高水平的毕业论文。 

四、师资力量及培养过程 

1.师资力量 

安徽农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团队现有专任教师 33人，其中教授 3人，副教

授 6人，具有博士学位 10人,硕士生导师 15人。 

2.培养过程 

课程教学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教学依托安徽继续

教育网络园区安徽继续教育在线平台开展，课程依据需要组织线下教学。因为特

殊情况线下无法面授时，可以依托因特网进行线上直播教学。 

五、主干课程 

（一）《农业经济学》 

课程目标：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历

史经验，分析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研究合理配置

农业资源、稳定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途径与方法，探索和完善中

国式的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与措施。 

课程学分：4 

课程主要内容：现代农业的微观组织、现代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农业市场化、

农业的国际化、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自然资源、农业劳动力资源、农业中的资

金、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农产品市场供求、农产品市场与农产品物流、农产品价

格、农产品消费与市场安全、农业宏观调控、农业产业结构与结构调整、农业产

业化与专业化规模化及集约经营、农业生产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 

（二）《数据库系统原理》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数据库系统特有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设计原理，

同时也要求对数据库管理系统工具的熟悉与使用。训练学生如何设计与实现基于

数据库的应用系统研发。 

课程学分：4 

课程主要内容：从不同阶段对数据管理的需求与当时软硬件发展状况来讲解

数据库技术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核心技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

数据库技术管理数据的特点、数据模型、数据库系统的体系结构、标准数据库语

言 SQL、关系理论、数据库运行控制、数据库设计等相关知识，学会基于数据库

技术的应用系统设计技术、数据库运行维护等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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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贸易》 

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包括国际

贸易理论的发展、贸易条件和贸易规则、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提高学

生运用所学知识，理解和分析当前国际经济特别是国际贸易领域的最新动态和发

展变化趋势，进一步拓展和运用国际贸易知识的能力；树立全球视野和国际化的

观念，培养开拓进取的品格。 

课程学分：4 

课程主要内容：国际贸易概述、国际货物贸易合同的标的物、国际贸易商品

价格及核算、国际货物运输、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国际货款结算、国际贸易货物

的检验、国际货物贸易合同争议的预防和处理、国际货物贸易合同的商订与履行。 

（四）《农产品营销》 

课程目标：学生熟悉农产品营销职业岗位，摸清农产品行销规律，掌握行业

走势，培养职业志趣，积累职场经验，领会求职要领，使学生具备农产品市场调

研、市场分析、市场选择、市场开发和客户服务、经纪代理等职业能力。 

课程学分：4 

课程主要内容：农产品营销基本概念、农产品市场与营销环境、农产品营销

的产品策略、农产品营销的价格策略、农产品营销的渠道策略、农产品营销的促

销策略、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农产品标准与分级、农产品期货市场、谷物营销、

畜牧产品营销、园艺产品营销、农产品国际市场营销。 

（五）《市场营销学》 

课程目标：系统地介绍和讲解营销学原理，使学生比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市

场营销的基本原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能够胜任市场营销的工作。 

课程学分：4 

课程主要内容：市场营销基本概念、企业战略与营销管理、市场营销环境、

分析消费者市场、分析组织市场、市场营销调研与预测、目标市场营销战略、市

场地位与竞争战略、产品策略、品牌策略、定价策略、分销策略、促销策略、营

销计划组织与控制、国际市场营销、服务市场营销、市场营销的新领域与新概念

（绿色营销、整合营销、关系营销、体验营销、社会责任营销）。 

（六）《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课程目标：该门课程将农学与旅游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生态学紧密结合，

培养学生了解农业、旅游产业的发展背景、过程、现状、特点以及未来的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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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掌握休闲农业的规划与设计、模式与经营，用农学、生态经济学、规划、旅

游等知识，彰显出农耕文化底蕴、弘扬生态文明理念、传播现代科技文化、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 

课程学分：4 

课程主要内容：课程涵盖了休闲农业概述、休闲农业理论基础、休闲农业技

术支撑、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休闲农业运营管理五大方面的内容。通过该课程学

习，学生能够熟悉休闲农业的相关概念、休闲农业经营实体、乡村旅游消费业态；

了解运营休闲农业企业的关键技术，高度重视农耕文明和生态文明资源开发，不

断丰富具有乡村特色的旅游吸引物；掌握休闲农业园区建设的方法与特点、休闲

农业园区规划设计的理念与原则、方法与要素以及休闲农业景观设计的方法；了

解乡村旅游接待的礼仪与技术规范。掌握休闲农业的规划与设计、模式与经营，

能够运用休闲农业的生态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和社会学机制来运营休闲农业企业

和乡村旅游；用农学、生态经济学、规划、旅游等知识，彰显出农耕文化底蕴、

弘扬生态文明理念、传播现代科技文化、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六、毕业与证书授予 

1.毕业要求 

学生按照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修满最低毕业学分，德、智、体、美、劳考

核合格，即可获得安徽农业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2.学位授予   

依据我校《安徽农业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

则（修订）》（校学位字〔2022〕2 号）第四条：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应届毕业学

生具备下列条件者，可以提出授予学士学位申请： 

（1）在校学习期间遵守法律、法规、校纪校规，无违法违规行为。 

（2）完成教学计划规定课程及教学环节各项要求，成绩合格，具有从事科

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的初步能力。 

（3）毕业论文（设计）答辩成绩达到“中等”及以上。 

（4）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达到合格及以上标准。 

七、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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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一览表 

办学形式：函授        科类：管理类 层次：专升本    学制：2.5 年 

 

模
块 

序
号 

课程名称 
考核方式 

学分 
总学

时数 

自学

学时 

面授（网

络）学时 

面授

学期 考试 考查 

公
共
课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5 80 40 40 1 

2 思想道德与法治 √  3 48 24 24 1 

3 高等数学 √  4 64 24 40 2 

4 大学英语 √  4 64 24 40 1 

5 计算机应用基础 √  4 64 24 40 1 

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3 48 24 24 2 

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3 48 24 24 2 

8 形势与政策  √ 1 16 16 0 2 

基
础
课 

9 宏微观经济学概论 √  4 64 32 32 1 

10 经济法概论 √  4 64 32 32 3 

11 管理学原理 √  4 64 32 32 3 

12 会计学原理 √  4 64 32 32 3 

专
业
课 

13 农业经济学 √  4 64 32 32 3 

14 数据库系统原理 √  4 64 32 32 3 

15 农产品营销 √  4 64 32 32 4 

16 市场营销学 √  4 64 32 32 4 

17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  4 64 32 32 4 

18 国际贸易 √  4 64 32 32 4 

实
践
课 

19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或交流 

 

√ 6 108 28 80 5 

选
修
课 

1 农业政策与法规  √ 2 32 16 16 2 

2 农业经济管理概论  √ 2 32 16 16 2 

3 乡镇公务文书写作  √ 2 32 16 16 3 

选
择
性
必
修
课 

（
选1

门
） 

1 中国共产党党史  √ 2 32 16 16 1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2 32 16 16 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读  √ 2 32 16 16 2 

4 《民法典》解读  √ 2 32 16 16 2 

课时合计 87 1404 660 7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