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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财 经 大 学
研字〔2021〕12 号

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文献库建设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我校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创建以科研

为导向、以学科专业为平台、以学术团队为指导主体的研究生培

养模式，学校全面推进研究生文献库建设工作，特制定此办法。

第二条 文献是指本学科专业涉及到的最核心、最重要的著作、

论文等中外文献，体现“经典、主流、前沿、特色”，涵盖经典性、

通识性、延展性和前沿性的学科知识。

1.经典文献是各个领域的专家通过钻研凝结而成的能够深刻

反映人类文明并经过一定时间考验的伟大成果。

2.主流文献是学术同行认可度较高的或具有学术权威性的出

版机构出版的学术著作或发行的学术刊物中理论性较强的论文。

3.前沿文献是能反映出有关研究领域的新动态、新趋势、新

见解、新原理、新技术、新方法等的文献。

4.特色文献是反映了某一特定区域或某一特定时期的学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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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献。

第三条 文献库建设目的是构建文献研读制度，完善研究生课

程体系建设，加强研究生的中期考核和开题报告的管理。导师通

过指引研究生研读文献，既能将学术精髓贯通到研究生培养过程

中，又能提升自己的学术素养。研究生通过研读文献，可拓展学

术视野，把握学科发展脉络，构建合理知识体系、养成良好学术

规范。

第四条 研究生课程所属学院是文献库建设主体单位，所有已

经招收研究生的专业都需建立研究生专业文献库和课程文献库。

第二章 文献库建设要求

第五条 建设总体要求

1.专业文献库要求收录本学科专业 6-8 部中外经典著作，

60-80 篇中外经典学术论文。课程文献库要求收录至少 3 部中外

经典著作，30 篇中外经典学术论文。

2.经典著作须列出书目名称、作者、出版单位、出版时间，

经典著作推荐理由的文字描述，在本学科领域的地位与价值。经

典学术论文除以上信息外，还需收录全文，并按研究方向进行分

类。

3.每条经典文献推荐理由文字描述的字数，论文应不少于 500

字，专著应不少于 1000 字。

4.文献须形成电子版与纸质版，方便研究生阅读。

第六条 甄选文献要求

1.确定合理的中外文文献比例，原则上中外文文献比例为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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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经典文献、主流文献、前沿文献和特色文献的合理配

置。

第七条建设步骤

1.制定计划。学院部署文献开发工作,成立工作小组，制定工

作计划，成员由专业负责人及本专业导师或课程负责人及相关导

师组成。

2.文献搜集。学院负责人协同工作小组成员，在学习调研、

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开发本专业及核心课程文献目录。

3.编写成册。学院组织专家评审，按附件要求形成专业或课

程文献库，经学院负责人签字审核后提交研究生处。

第三章 文献库管理与使用

第八条文献库建设采用项目负责人制，负责人为校内在岗教

师，负责具体建设工作，并对建设项目的研究工作、经费使用、

成果维护和更新等工作全面负责。

第九条 各学院应高度重视文献库开发工作，充分发挥教师主

体作用，整合学术力量，建立研究生全面、完整、动态的文献阅

读制度与经典文献参考体系，强化研究生教育研讨式教学模式和

过程管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第十条 研究生处协同学校图书馆搭建文献资源库网络平台，

实现资源共享。

第十一条 各培养单位根据研究生培养方案开设“文献研读”

课程，积极推进基于文献阅读的研讨教学模式，同时将主文献阅

读列为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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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经费资助与管理

第十二条 文献库建设经费来源为中央专项经费，由财务处按

程序拨付至相关建设学院，学院制定文献库建设经费预算报研究

生处和财务处备案。

第十三条 文献库建设限于直接经费使用。直接经费包括：资

料费（含与项目研究相关的打印、复印费，图书等文献资料的购

置费），材料费，为完成项目参加的学术会议费、必需的调研差旅

费和交通费，与文献库建设相关的论文、著作出版费及成果鉴定

费等。资助经费不得用于购置设备及与研究项目无关的开支。

第十四条 文献库建设负责人所在学院要加强建设经费使用

管理，建设经费开支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做到专款

专用，并接受学校财务处和研究生处的监督。鼓励有条件的学院

给予配套经费支持。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新疆财经大学博士研

究生主文献库建设工作指引（试行）》([2020]8 号）即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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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XX学院

XX学 X士研究生经典文献

（标题采用一号方正小标宋简体）

年 月 日

（采用二号方正小标宋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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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标题采用二号黑体）

一、中文文献（宋体三号）...............................................................1

（一）著作（宋体小三）...................................................................1

1.汇率制度变革——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宋体四号）..............X

2. ..........................................................X

（二）论文（宋体小三） .......................................................X

1. ......................................................X

2. ......................................................X

二、外文文献（宋体三号） ...................................................X

（一）著作（宋体小三） ....................................................X

1. ....................................................X

2. ..............................................X

（二）论文（宋体小三） .....................................................X

1. ....................................................X

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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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文献（宋体三号加黑）

（一）著作 （宋体小三加黑）

1.张礼卿.汇率制度变革——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M].北京:中国金融

出版社,2005 （宋体四号）

本书共收集论文 24 篇，详细介绍了汇率制度变革的国际经验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

的改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汇率制度变革：理论与国际经验。二、人民币汇率制

度的改革。三、人民币实际汇率、外汇市场和资本流动。内容涵盖了：（1）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各国汇率制度的演变趋势；（2）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汇率制度理论的新进

展；（3）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4）退出“钉住汇率”制度的战略和政策框架；

（5）汇率安排、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6）外汇市场培育与汇率制度改革；

（7）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现状和改革目标；（8）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前提条件、

时机和配套政策；（9）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的决定，等等。本书是“汇率制度变革：

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国际研讨会的一项重要成果。 （推荐理由描述字数不少于 1000

字，宋体小四）

(二)论文 （宋体小三加黑）

1. 王 玉 衡 . 美 国 大 学 教 学 学 术 运 动 [J]. 清 华 大 学 教 育 研

究,2006,(2):84-90.（宋体四号）

（推荐理由描述字数不少于 500 字，宋体小四）

（收录全文，并按研究方向进行分类，尊重原文字体）

二、外文文献（宋体三号加黑）

（一）著作（宋体小三加黑）

1. Bagwell, K. and R. Staiger, 2002, The Economics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MIT Press. （宋体四号）

（推荐理由用中文描述，字数不少于 1000 字，宋体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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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宋体小三加黑）

1. advantage: the case of Jap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1), 48-67. （宋体四号）

（推荐理由用中文描述，字数不少于 500 字，宋体小四）

（收录全文，并按研究方向进行分类，尊重原文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