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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专业）主要研究方向 

序号 

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特色与意义 指导教师 

   

1 比较政治学 重点比较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以求

深入理解其不同结果，特别是理解中国政治经济

体制和社会生活的演变。 

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比较历史、比较理论文献、和

比较分析实地调查资料。 

本方向旨在培养高层次的研究和教学人才。 

潘维教授 

钱雪梅副教授 

归泳涛副教授 

汪卫华副教授 

2 

 

比较政治思想 重点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及东西方政治思想

比较，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当代西方政治思想

各流派及其相互关系。 

   该方向注重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史及文化史

的相互关联、以及政治思想的发展逻辑、同时关

注中西政治思想的异同，目标是培养高级教学与

科研人才。 

许振洲教授 

唐士其教授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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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目标与学习年限 

 

培养目标：（本表可不填政治标准） 

   经过四年的学习与培养，本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基本素质： 

比较牢固地掌握比较政治学的各种基本理论，熟悉中外主要政治制度变迁的历史；掌握社

会调查的方法；熟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世界某一具体地区、国家的政治历史、制度、实践

有深入的专门知识；熟练运用一门外国语，并获得第二外语的阅读能力；能在本专业做出有

创新性质的研究成果。 

 

 

学习年限：四年 

 

应修学分：25 学分 

必修：    10 学分 

选修：    15 学分 

 

在导师的指导下，选修课可在本专业和其他专业的博士生课程中任选。 

 

若硕士生阶段已在本院修过《政治学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可在院内博士生

专业课中选修两门课程替代，选定课程后，请向研究生教务办提交由导师签字的选课申请。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三、课程设置（包括讨论班等） 

                                           
1 正常的学期课程按 17 周计算“承担学时”数。 

序号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课程类型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职称）及承担学时
1
 适用专业（本专业

及其它专业） 

1 02419625 政治学理论研究 必修 3 第 2学期 潘维（教授）钱雪梅（副教授）节大磊（副

教授）每学年轮流开课（17周） 

全院各专业 

2 02419623 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 必修 3 第 2学期 潘维 （教授）陈绍锋（副教授）（17周） 全院各专业 

3 02409617 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选修 3 第 1学期 唐士其（教授）17周  

4 02405322 比较政治学理论问题 选修 3 第 2学期 潘维（教授）17周  

5 02405282 中国政治专题研究 选修 3 第 2学期 许振洲（教授）17周  

6 02400043 比较政治学前沿问题 选修 3 第 3学期 唐士其（教授）17周  

7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必修 2 第 1学期 研究生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

（中国学生） 

8 02401800 中国政治与外交（替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必修 2 第 1学期 国关学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

（全院留学生、港

澳台生） 

9  第一外国语 必修 2 第 1或 2学期 研究生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

（中国学生）；留学

生一外是汉语 

10 02419649 政治发展 选修 3 第 3学期 雷少华（助理教授）汪卫华（副教授）每学

年轮流开课（17周） 

硕博合上 

11 02419648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选修 2 第 2学期 许振洲（教授）17周 硕博合上 

12 02419630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研究 选修 3 第 1学期 许振洲（教授）17周 硕博合上 

13 02409632 比较历史分析 选修 3 第 2学期 汪卫华（副教授）17周 硕博合上 



Program of Ph.D Student Courses 

Discipline(一级学科)：Political Science              Specialty(二级学科): Comparative Politics: China and the World  

 

N0. Serial 

No. 

The Title of Courses The Type of 

courses* 

Credit Semester Teacher and his/her Title Specialty Suitable for 

1  Studies on Theories of Politics N 3 S Pan Wei (Professor) 

Qian Xuemei (Associate Professor) 

Jie Dalei (Associate Professor)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2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N 3 S Pan Wei (Professor) 

Chen Shaofeng (Associate Professor)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3  Studies o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C 3 A  Tang Shiqi (Professor)  

4  Issues in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C 3 A Pan Wei (Professor)  

5  Studies on Chinese Politics  C 3 S Xu Zhenzhou (Professor)  

6  Advanced Studies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C 3 A Xu Zhenzhou / Tang Shiqi (Professor)  

7  Marxism in China and the Present Time C 2 A   

8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the Chinese C 2 A   

9  The First Foreign Language C 2 A or S   

10  Political Development C 2 A Lei Shaohua (Assistant Professor) 

Wang Weihua (Associate Professor) 

 

11  Studies o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C 3 S Xu Zhengzhou (Professor)  

12  Studies o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C 3 A Xu Zhengzhou (Professor)  

13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C 3 A Wang Weihua (Associate Professor)  

*.N—necessary;C—choosen.  **.S—Spring semester; A—Autumn semester 



课程内容提要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编号：开课学期：第 1、2 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3/48 学分：3 

课程名称：政治学理论研究 

教学方式：讲授、讨论                  考试方式：撰写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程的目的是要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各主要政治思想流派、各国

主要的政治制度设计，以及政治思维的一般特性，为本院各专业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研究提供扎

实的理论基础。 

 

 

教材：  

1.John S. Dryzek, Bonnie Honig & Anne Phillips (eds,),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American Political Quarterly 

参考书： 

1.Gunnell, J. G. Political Theory: Trad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Mass.: Winthrop. 1979. 

2.Sabine, G. H.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Henry Holt 1937. 

3.Storing, H. Essays 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li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2. 

4.Lasswell, H. D.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Cleveland, Ohio:World,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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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提要 

课程编号：开课学期：一下    周学时/总学时：3/48   学分： 3 

课程名称：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 

英文名称：Methodology in Social Sciences  

教学方式：讲授和讨论各半，上半学期以讲授为主，下半学期以讨论和改善学生提交的研究

计划为主。                      

考试方式：依照学生最后提交的研究计划评定分数。 

内容提要： 

 这门课程结合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问题，并通过回顾本院以往的硕士和博士

论文，讲授基本的社科方法论知识。本科程的主要目的是传播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日渐

成熟的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法，帮助学生克服硕士论文写作中遇到的常见问题，以期提高学

生硕士论文的质量。 

 

 

教材：  

Stephen 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ology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Gary King/Robert Keohane/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参考书：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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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提要 

课程编号：开课学期：第 1 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3/48 学分：3 

课程名称：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英文名称：Studies o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教学方式：讲授、讨论             考试方式：撰写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程主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各主要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当代西方

主要政治思想及其相互关系，并且着重与中国政治思想的比较，使学生对西方政治思想形成

全面系统的了解。 

 

教材：  

1.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 

2.Leo Strauss,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参考书： 

1.柏拉图：《理想国》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3.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the First Decade Titus Livius 

4.霍布斯：《利维坦》 

5.洛克：《政府论》 

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7.卢梭：《社会契约论》 

8.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 

9.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 

10 罗尔斯：《正义论》 

11.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 

12.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13.沃尔泽：《正义诸领域》 

14.阿伦特：《人的条件》 

15.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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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内容提要 

课程编号：开课学期：第 2 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3/48  学分：3 

课程名称：比较政治学理论问题 

教学方式：讲授、讨论                  考试方式：撰写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程的目的是要使学生熟悉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主要争论。这些争论的领域包括：

比较的方法；革命与抗议运动；城市化与社会运动；种族、民族、国家；民主化与法治化；

公民社会；政党政治及选举政治；制度理论；政府管理与善治；农村与农民 

 

 

教材：  

1.Bernard Brown, Comparative Politics: Notes and Readings 

2.萨托利，《民主新论》 

3.Comparative Politics (美国出版的季刊) 

参考书：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2.埃兹昂尼·哈利维：《官僚政治与民主》 

3.斯蒂格里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 

4.萨伊德：《文化与帝国主义》 

5.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 

6.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 

7.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 

8.潘维，《农民与市场》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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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提要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编号：开课学期：第 2 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3/48 学分：3 

课程名称：中国政治专题研究 

教学方式：讲授、讨论                  考试方式：撰写论文 

内容提要：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精神为指导方针，以中央《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其他重要文件为标尺，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政

治的制度设计、发展过程、实践特点等专题做深层次的探讨，使同学们更好地把握这一段政

治的历史；认识政治现象背后的动力机制；明确中西方政治的异同；理解历史对现实政治的

影响。 

 

教材：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 

金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04）》，中共党史出版社。 

 

参考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49-1976 年的中国》，人民出版社。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

人民出版社。 

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何方：《党史笔记》，香港：利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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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提要 

课程编号：开课学期：第 3 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3/48  学分：3 

课程名称：比较政治学前沿问题 

教学方式：讲授、讨论                  考试方式：撰写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程以讲授和学生讨论的方式为主，由本专业各位老师就其本人研究中的重点问题

以及比较政治学及比较政治思想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对学生们进行重点讲授，以帮助学生了解

该学科的最新进展以及老师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启示学生的思考与讨论，以进一步深化学

生的专业知识、以及培养学生研究和解决政治学理论问题的能力。 

 

教材：  

 由各位任课老师具体指定和准备，并在开课前将相关材料发放给选课的同学。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提要 

课程编号：开课学期：第 3 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3/48  学分：3 

课程名称：政治发展 

教学方式：讲授、讨论                  考试方式：撰写论文 

内容提要： 

     “政治发展”是比较政治学重要组成部分，本门课是比较政治专业硕士/博士讨论课，

学生需要在学习完比较政治概论的基础上才能继续学习本课程。通过对比较政治相关理论进

一步深入学习后，在对拉丁美洲、原苏联东欧地区，非洲、东南亚等区域国家的政治发展的

经典著作进行研究和讨论，进一步深化对国家建构、政体变迁、现代化等比较政治重要论题

学习和理解。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但进一步掌握比较政治主要流派和理论，同时强

化区域研究的基础和方法。 

 

教材：  

 由各位任课老师具体指定和准备，并在开课前将相关材料发放给选课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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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提要 

课程编号：开课学期：第 3 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3/48  学分：3 

课程名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教学方式：讲授、讨论                  考试方式：撰写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开设的面向研究生的课程，中文讲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是

解决人类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借鉴先哲智慧与经验，有助于思想的开拓与深入。本课程将

以先秦思想四大家─儒、道、墨、法经典为对象，以一以贯之、体用不二、道术合一为原则，

依经解经为方法，经世致用为目标，让学生能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同情的理解，另一

方面能以古人的智慧启发我们的智慧。本课程以教师讲授和学生讨论进行，对儒道墨法四家

思想进行研究讨论。课程计划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课程要求学生每周阅读老师指定的阅读

材料，完成一篇学期论文。 

教材：  

 由各位任课老师具体指定和准备，并在开课前将相关材料发放给选课的同学。 

 

 

课程内容提要 

课程编号：开课学期：第 3 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3/48  学分：3 

课程名称：比较历史分析 

教学方式：讲授、讨论                  考试方式：撰写论文 

内容提要： 

    比较历史分析是当代政治科学与历史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在量化统计研究

方法和数理建模大行其道的今天，比较历史分析仍旧在提炼概念、发展理论、检验研究假设

方面有其重大的创新价值。尤其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制度主义研究范式在社会科

学各领域的“复兴”，以处理宏观社会变迁、中观制度演进见长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得到政

治学、社会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与细致讨论，更加体系化、精致化。比较历史分析不仅包括

了个案间（cross-cases）横向比较研究，也涵盖了个案内（within-case）纵向历史比较，较之

于量化分析更有助于澄清因果机制链条，使理论解释更加深入。本课程将以教师讲授和课堂

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在学员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基础上，深入理解比较历史分析

研究方法的一般操作流程、理论建构优势以及潜在困难。在完成经典文献阅读和分析讨论的

基础上，教师与学员一起完善研究设计，并在学期结束时提交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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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研究论文。 

 

    课程内容和基本进度安排是：前六周以教师讲授为主，辅以文献讨论，每周主题依次为 

一、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传统 

二、个案间横向比较与个案内历史比较 

三、历史与社会背景描述 

四、比较历史分析中的时间问题 

五、路径依赖 

六、过程追踪 

    第七、八次课以讨论形式确定每位学员的课程论文选题及初步研究设计，并布置后续课

程需要完成的原著阅读安排。 

    第九至十一次课重点讨论比较政治中的比较历史分析（3 部原著研讨，每周 1 部）。 

    第十二至十四次课重点讨论国别研究中的比较历史分析（3 部原著研讨，每周 1 部）。 

    （研究进展汇报和课程论文讨论，2 周完成） 

最后两次课每位学员提交论文成稿并做课堂报告听取教师与同学评议，并在此基础上修改完

成论文定稿作为课程成绩评定依据。 

教材：  

 由各位任课老师具体指定和准备，并在开课前将相关材料发放给选课的同学。 

 

 

四、前沿讲座课（含讨论班）的基本要求 

讲座课或讨论班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前沿讲座课（比较政治学前沿问题）由从校外聘请来的著名专家和指导小组

各位导师共同讲授，每一届本专业所有的博士研究生都必须参加。 

讲课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讲座课大致分为十五讲，考核方式是学生撰写学术论文，其基本要求是：论

点明确，论证清楚，资料丰富，文笔流畅，写作规范，字数不少于 5000 字。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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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需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和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

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科学革命的结构》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四书五经》（全注全译）第一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尚书）。 

《老子详解》，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年版。 

《民主新论》 

《西方文化中的数学》 

《法律进化论》 

《欧洲：中世纪生活》 

《政治学》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利维坦》 

《论法的精神》 

《论共和国 论法律》 

《法治与民主迷信》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 

《自杀论》 

《共同体与社会》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李光耀 40 年政论选》 

《经济增长理论》 

《美国政治传统》 

《比较现代化》 

《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 

《论美国的民主》 

《联邦党人文集》 

《民主的危机》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二、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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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 

《论国家的作用》 

《质疑自由市场经济》 

《自由主义的终结》 

《“发展经济学”的贫困》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共产党宣言》 

《国家与革命》 

《怎么办？》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 

《中国近代流民》 

《农民经济组织》 

《中国近代名人思想录——变革者言》《中国近代名人思想录——不屈者言》 

《中国近代名人思想录——建业者言》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 

《自由秩序原理》上下册 

《来自上层的革命》 

《农民与市场》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社会的构成》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䘚社会意譆形态研稶》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社会民主与未杅》 

《资本主义论丛》 

《经济史丩的结构与变迁》 

《论民主》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笖》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比较财攟分析》 

《大众传播学诸论》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 

《民主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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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 

《经济与社会》上下卷 

《社会分工论》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 

《美国精神》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官僚政治与民主》 

《民主的历程》 

《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 

《政治学说史》上下册 

《英语国家史略》上下册 

《异端的权利》 

《法西斯新论》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垊的理论与依据》 

《欧洲政治思想》 

《一致与冲突》 

《民主过程中的财政》 

《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 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 

《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 

《民主的再思考》  

《独裁下的嬗变与印机——俄罗斯帝国二百乴剖析》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文明与野蛮》 

《西方法律思想史》 

《古兰经的故事》 

《理想国》 

《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 

《超限战——对全球化时代战争与战法的想定》 

《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 

《农业国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上中下卷 

《比较宪法》 

《东亚法治的历史与理念》 

《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丹义”评述》 

《尼采文集权力意志卷》 

《重建民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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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 

《英国行政管理》 

《圣经》（新旧约）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权力论》 

《保守主义》 

《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 

《文化与帝国主义》 

《通往奴役之路》 

《文明经受着考验》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椧洲经验的局限》 

《宪政与民主》 

《思想自由史》 

《宽容》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论宗教宽容》 

《实用主义》 

《政府论》下篇 

《新宪政论》 

《宪法的政治理论》 

《社会改造原理》 

《旧制度与大革命》 

《君主论》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帝国的政治体制》 

《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 

《日本为什么“成功”》 

《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 

《使民主运转起来》 

《惶惑的旅程——西班牙的现代化历程》 

The Self-Restraining State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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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The Spartan Tradition in European Thought 

六、学习安排和综合考试的基本要求 

学科综合考试的要求：（时间、方式、内容、标准及考试形式等） 

  学生的学科综合考试安排在第四学期期末之前进行，考试方法为口试、笔试相结合。 

综合考试由考试委员会主持。每一名博士生的综合考试专设一个考试委员会，由本学及相

关学科的五名教授、副教授组成。考试委员会主席由教授担任。导师可以参加考试委员会，

但不能担任主席。考试委员会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审核同意，并经研究生院批准后，方

可进行考试。考试委员会聘专人作学科综合考试的记录。详细记录材料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主席审阅后由教务保存，博士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时一并报送研究生院。 

综合考试主要考查学生是否掌握其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相关研究方向的学术

发展动向 以及必要的相关学科知识。同时考察学生是否具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按照考生对考试内容涉及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给出评语，并按优、

良、不合格三级评定成绩。考试成绩达到优或良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考试成绩不合格者，

可补考一次，对补考仍不合格者，予以退学。 

七、科研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列出可证明其科研能力与水平的检验标志） 

广泛研读与本研究方向有关的主要经典著作及专业学术期刊发表的相关文章，学习导师指

定的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本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前沿问题。 

能够独立提出和确定具有较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熟悉并掌握本学科的研

究方法，能够自主选择自己的突破方向与研究路线。 

能够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研究问题，得出结论，并将结果整理成规范的学术论文。能够完

成导师布置的其他研究任务。 

至少能熟练掌握和使用一门外国语，能够熟练地检索、阅读本专业的中、外文资料。能够

很好地分析、评价和利用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中、外文资料。 

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富于学术勇气和学术敏感性，敢于向有重要意义的难题挑战。 

学术兴趣广泛，善于学习、吸收并综合各方面的知识。 

熟悉和掌握学术规范，遵守学术道德，尊重他人学术成果。 

具有较强的表达能力，能够将自己独立的发现与创造性总结出来，形成让同行专家乃至更

广泛的范围理解的研究成果。在四年中应在本专业的期刊上发表两篇以上的学术论文。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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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包括学术水平、创造性成果及工作量等方面的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对所研究的课题在材料、角度、观点、方法和理论等方面有创新的成果，有

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学位论文必须能够表明作者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学科知识，具有独

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学位论文必须由博士研究生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实际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年。 

学生应在广泛阅读文献资料、调查研究、把握主攻方向的最新成果和研究动态的基础上，提

出学位论文题目，向不少于 5 名同行专家作选题报告，听取评审意见。选题报告应在预定答辩

日期的两年前进行。 

在学生完成初稿、正式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的 3—5 个月内，举行预答辩。由申请学位论文

答辩的博士生向本专业的导师、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及有关老师，全面报告学位论文写作情况

及取得的成果，听取与会教师的意见；博士生指导小组（或专家组，一般不少于 5 人）对送审

论文的创造性、学术水平和是否可以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提出审核意见，对未达到水平的论文不

应同意举行学位论文答辩。 

学生在预答辩通过后方可申请正式答辩。答辩委员会由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 5—9 名

专家组成，其中包括 2—3 名校外专家。答辩委员会对博士生的论文水平、答辩情况进行审核

以后，就是否同意通过论文和授予博士学位做出决议，需经全体成员的 2/3 同意方得通过。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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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对新生能力、水平的基本要求及入学考试科目设置 

对新生能力、水平的基本要求： 

 

硕士研究生毕业，成绩优秀，具有坚实、系统的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或大学

本科毕业，修完本学科硕士研究生的主要课程，具有与本学科优秀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 

了解本学科的历史和现状，掌握其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熟悉本学科中重要派别的主

要主张，了解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和研究动态。 

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较优，并有能力在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

文。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广泛的学术兴趣，善于学习和吸收各个学科的不同知识。有较强

的创新意识，学术见解有一定的新颖性。 

    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比较熟练地检索、分析和利用中、外文资料的能力。 

入学考试科目设置与录取方式： 

考试科目： 

比较政治学方向：①英语、俄语、日语任选一门②比较政治学③比较政治思想 

欧洲政治研究方向：①英语、法语任选一门②比较政治学③比较政治思想 

比较政治思想研究方向：①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任选一门②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思想 

 

录取方式：闭卷考试，差额复试，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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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说明：无 

 

本学科（二级学科）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院（系、所、中心）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位评定分委会验收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审核意见： 

 

 

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