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精品课程介绍（申请认定） 

课程名称：工程经济学                       课程代码：2100100   选课人数： 30       

开课学院：管理与经济学院                   授课教师： 夏恩君    

育人要点 成效简介 

教师风范 

夏恩君，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创新管理、区

域经济发展、金融投资与决策分析等。主讲研究生课程：《工程经济学》、《管理

经济学》和《创新管理专题》等。多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

科基金、国家统计局、中国科协及北京市社科基金等近三十项课题，发表学术论

文 2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 7部。 

价值塑造 

本课程教学设计及教学实践主要考虑一下几个方面： 

（1）理论性和系统性。课程设计旨在培养学生比较完整、系统地掌握工程经济

学的理论方法。 

（2）技能型和可操作性。运用 Excel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大量的典型案例教学实

践训练，培养学生熟练运用统计分析工具的实际动手能力。 

（3）融合国内外工程经济学发展的最新进展，补充和更新教学内容，扩大学生

的视野，培养学生面对国际市场的海外项目投资决策分析能力。 

知识教育 

本课程教学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特别是科教融合、产学融合的原则，

关注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主要授课内容： 

（1）现金流量构成与资金等值计算。 

（2）项目投资决策评价方法：净现值法（NPV）、内部投资收益率（IRR）、投资

回收期（T）、收益成本比（B/C）及价值工程方法（VE）、实物期权等。 

（3）不同性质的投资方案评价和资本约束条件下的多项目投资优化。 

（4）基准折现率的确定、投资决策决策中的通货膨胀和税收问题等。 

（5）项目投资中的不确定性分析。 

（6）海外项目的投资决策分析。 

（7）价值工程原理和实物期权方法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8）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 

实践能力

（创新性、

批判性、 

颠覆性 

思维培养） 

主要是通过案例教学和邀请企业的专家讲座两个方面来增强课程的实践性，切实

培养学生的实际投资决策分析能力。 

案例：《铁路道口改建项目》 

交通拥挤和行车安全在美国东北部各州的大多数主要城市中都极为重视。

新泽西州的一个中心城市正在考虑建设立交桥以代替某处铁路平交道。交通工程

师们估计每天约有 2000 辆车因为列车通过平交道口而平均延迟 2 分钟。其中载

重卡车占 40%，其滞留机会成本约为每车每小时 20 美元。其余车辆主要为小汽

车，滞留机会成本约为每车每小时 4美元。同时据估计，新建立交桥每年将为该

市节省因交通事故而产生的费用支出约 4000美元。 

经交通工程师预算，这一立交桥项目需花费 1000 000美元，预计有效使用

寿命 40 年，预计残值 100 000 美元。该项目的年度维护费用将比目前的平交道

高 5000 美元。同时，这一拟建立交桥将为铁路系统节省交通事故诉讼和平交道

岗亭维护费用每年约 30000美元，但这并不能为列车通过此岔道口的时间带来任

何节约。 

正如本章所讨论的，该项目是一个公共项目，因此有一些特殊问题需要考

虑，并且这一完整全面的工程经济学分析相较于私人投资项目更为复杂。例如，



在私人项目中，费用由项目公司承担，其效益也由该公司享有。通常，对公司而

言属于外部效果的任何费用和效益，除非会对该公司产生间接的影响，都会在经

济评价中被忽略。但在公共项目的经济分析中情况正相反。如在铁路道口改建案

例中，多方面的目标或目的都需要予以考虑。该项目的真正所有者是纳税人，各

类不同的效益常常很难用货币量化，而且有可能存在特定的政治和法律问题都需

要考虑。 

在本案例中，该市议会正在评估铁路道口改建提案的价值，议员们正在商

议以下几个问题： 

若该拟建立交桥的产权归市政府所有，而政府资金的机会成本为每年 8%，则该

项目是否可行？ 

若铁道部门资金的机会成本为每年 15%，则应要求其为项目提供多少投资比

较合理？ 

 

这个案例分析主要是训练学生就该项目投资做出一个科学可行的决策方案。

重要的是训练两个方面的能力：一个是运用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项目进行经济效

益评价，这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个是创新能力，即创造性地结合

实际形况，考虑到项目存在溢出效益问题，突破仅项目投资方出资的思维，提出

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投资方和溢出效益的受益方共同出资来进行这个铁路道口

改建项目的建设。 

要求学生通过定量分析，找到强有力的论据，清晰有效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客观评估项目的经济效益和溢出效益，提出书面报告书。 

该课程是分小组（3-5人）各自完成项目投资决策分析报告，然后进行交流

讨论，任课教师点评，同学们（角色转换——投资方和溢出效益的受益方）给每

个小组的报告打分给出成绩。 

 

课程考核 

三个方面考核：（1）现时（2学时）案例分析；（2）平时完成作业情况；（3）出

勤情况。 

考核成绩：百分制，其中最后的案例考试成绩占 70%；平时作业完成情况和出勤

占 30%。 

学院意见 

 

 

 

 

 

 

学院领导：                     年   月   日 

 

  



识别下放二维码可参与课程的互动评价： 

 

对研究生课程建设任何意见建议，请联系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mayc@bi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