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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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政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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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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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士其 

钱雪梅 

3 中国政治与世界

政治 

重点研究现当代中国政治、外国国别政治，

在扎实的个案研究和历史社会环境比较的基础

上，深入考察研究对象国家或地区的国内政治

变迁与世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联。 

该方向注重包括中国政治在内的地区国别

研究传统与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相结

合，旨在培养高层次的中国政治和国别政治专

家及教学科研人才。 

钱雪梅 

郭  洁 

汪卫华 

雷少华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二、培养目标与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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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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院内博士生专业课中选修一门课程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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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硕士生阶段已在本院修过《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该课程不能被替代，学生在博士生阶

段仍然需要选修此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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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雪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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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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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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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期 雷少华（副教授）17周 全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6 02400043 比较政治学前沿问题 选修 3 第 3学期 本专业教师合作开设 全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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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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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及港

澳台学生）；留学生一外是

汉语 

10 02419649 政治发展 选修 3 第 1学期 汪卫华（副教授）17周 全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1 02419648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选修 2 第 2学期 唐士其（教授）17周 全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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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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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02419668 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研究 选修 3 第 3学期 钱雪梅（副教授）17周 全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Program of Ph.D Student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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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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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ei Shaohua (Associate Professor)  

6  Frontier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 3 A Joint Semin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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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 Wang Weihua (Associate Professor)  

11  Studies o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C 2 S Xu Zhengzhou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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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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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Studies on the Politics in the Islamic World C 2 A Qian Xue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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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思想 

一、西方政治思想 

1. 柏拉图：《理想国》、《法律篇》、《政治家篇》 

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雅典宪制》 

3. 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 

4. 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5.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 

6. 布丹：《共和六书》 

7. 哈林顿：《大洋国》 

8. 霍布斯：《利维坦》 

9. 洛克：《政府论》上下篇 

1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罗马盛衰原因论》 

11. 卢梭：《社会契约论》、《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爱弥尔》 

12. 潘恩：《潘恩选集》 

13.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4. 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集》 

15. 柏克：《法国革命论》 

16. 麦迪逊等：《联邦党人文集》 

17.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 

18. 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19.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 

20.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21. 密尔：《论自由》、《代议制政府》、《功利主义》 

22. 尼采：《权力意志》 

23. 韦伯：《经济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24. 罗素：《权力论》 

25. 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26.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通往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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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罗尔斯：《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 

28. 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29. 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30.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什么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史》 

31. 乔治·萨拜因、托马斯·索尔森：《政治学说史》（第四版），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5 年中文版。 

32. 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奚瑞森、亚方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中文

版。 

33. J. H. 伯恩斯主编：《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 350-1450 年》（上、下），程志敏等译，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中文版。 

34. 克里斯托弗·罗、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主编：《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晏绍祥

译，商务印书馆，2016 年中文版。 

35. 马克·戈尔迪、罗伯特·沃克勒主编：《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刘北成等译，商

务印书馆，2017 年中文版。 

36. 特伦斯·鲍尔、理查德·贝拉米主编：《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任军锋等译，商

务印书馆，2016 年中文版。 

37. 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中文版。 

38. 肯尼斯·戴森：《西欧的国家传统》，康子兴译，译林出版社，2016 年中文版。 

39.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宋继杰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中文版。 

40. 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二、中国政治思想 

41.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各版均可） 

4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贞元六书》（各版均可） 

43. 钱穆：《中国思想史》（新校本），九州出版社，2012 年。 

4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 年。（新编诸子集成） 

45.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 年。（新编诸子集成） 

46.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9 年。（新编诸子集成） 

47. 王文锦：《礼记译解》（全两册），中华书局，2001 年。 

48. 李零：《孙子译注》，中华书局，2009 年。 

49. 李零：“我们的经典”系列（论语、老子、孙子、周易四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16  

书店，2013 年。 

50. 杨鹏：《老子详解》，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年。 

51.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2009 年。 

52.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全三册），中华书局，2009 年。 

53. 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修订本），凤凰出版社，2009 年。 

54.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1 年。（或其它版本） 

55.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56.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 

57. 蒋庆：《政治儒学》（修订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年。 

58.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全四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第三

版。 

59.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60. 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中文

版。 

61. 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中文版。 

62.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年中文版。 

63.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中

文版。 

64. 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中文版。 

65.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2007 年中文

版。 

推荐政治思想领域专业刊物 
《政治思想史》 

Politic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The Ideology and Politics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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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Politics, Philosophy & Economics 

 

比较政治 

一、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 

1. 潘维：《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 Lichbach, Mark Irving, and Alan S. Zuckerman. 2009.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2nd ed.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第一版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中译本《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 

3. Landman, Todd. 2017. Issu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4th e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4. Goodin, Robert E.,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1996.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有三联书店 2006 年中译本《政治科学新

手册》） 

5. Boix, Carles, and Susan Carol Stokes. 2007.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有人民出版社 2016 年中译本《牛津比较政治学

手册》） 

6. Elster, Jon. 2015. 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Revised 

edition. ed.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有格致出版社

2014 年中译本《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  

8. Geddes, Barbara. 2003. Paradigms and Sand Castles: Theory Building and Research Desig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有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中译本《范式与沙堡》） 

9. Brady, Henry E., and David Collier. 2010.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2nd ed.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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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erring, John. 2012.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 Unified Framework. 2nd ed.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二、国家与政体 

11. 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年中文版。 

12. 芬纳（Samuel Edward Finer）：《统治史》（全三卷），马百亮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4 年中文版。 

13. Dahl, Robert A.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有商务印书馆 2003 年中译本《多头政体》） 

14.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本书有 3 个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张岱云等译较佳） 

15.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有中国人民大学 2013 年中译本《第三波》） 

16. Moore, Barrington.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有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年中译本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 

17.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中

译本《国家与社会革命》） 

18. Tilly, Charles. 1992.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Rev. pbk. e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中译本《强制、资本和欧洲国

家》） 

19. Lijphart, Arend. 2012.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2n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本书 1999 年版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中译本《民主的模式》） 

20. Linz, Juan J. 2000.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三、制度分析 

21. March, James G., and Johan P. Olsen. 1989.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有三联书店 2011 年中译本《重新发现制度：政治

的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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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vans, Peter B.,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有三联书店 2009 年中译本《找回

国家》） 

23. Peters, B. Guy. 2012.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3rd ed. New 

York: Continuum. （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中译本《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

制度主义》） 

24. Pierson, Paul. 2004.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有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中译本《时间中的政治》） 

25.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有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年中译

本《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26.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有格致出版社 2008 年中译本《制度、制度变

迁与经济绩效》） 

27. Ostrom, Elinor.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有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年中译本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28. Mahoney, James, and Kathleen Ann Thelen. 2010.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9. Tullock, Gordon. 1987. 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有商务印书馆 2010 年中译本《官僚体制的政治》） 

30. Vile, M. J. C. 1998.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2nd ed.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本书第一版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中译本《宪政与分权》） 

四、政治参与、集体行动、抗争政治 

31.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 

32.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有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中译本《集体行动的逻辑》） 

33. Hirschman, Albert O. 2004[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有格致出版社 2015

年中译本《退出、呼吁与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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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McAdam, Doug, Sidney G.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有译林出版社 2006 年中译本《斗争的动

力》） 

35. O’Donnell, Guillermo,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有新星出版社 2012 年中译本《威权统治的转型》） 

36. Scott, James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有译林出版社 2007 年中译本《弱者的武器》） 

37. Tarrow, Sidney G. 2011.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Rev. & 

updated 3rd ed.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第二版有译林

出版社 2005 年中译本《运动中的力量》） 

38. Tilly, Charles. 2004.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有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9 年中译本《社会运动》） 

39. Tilly, Charles. 2007.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有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15 年中译本《民主》） 

40. Tilly, Charles, and Sidney G. Tarrow. 2015. Contentious Politics. Second revised edition. e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第一版有译林出版社 2010 年中译本《抗争政

治》） 

五、政治文化、认同与族群政治 

41.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有新华出版社 2010 年中译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

建》） 

42.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65. The Civic Culture. Boston: Little. （有东方出版

社 2008 年和商务印书馆 2014 年中译本《公民文化》） 

43. 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中译本《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44. Putnam, Robert D.,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Nanetti.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有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5 年中译本《使民主运转起来》） 

45.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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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 Simon & Schuster. （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中译本《独自打保龄》） 

46. Putnam, Robert D. 2002. 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中

译本《流动中的民主政体》） 

47.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有译林出版社 2014 年中译本《文化的解释》） 

48. Anderson, Benedict R. O'G.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and extended ed. London; New York: Verso. （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增订版中译本《想象的共同体》） 

49. Kedourie, Elie. 1993. Nationalism. 4th, expanded ed. Oxford, UK; Cambridge, Mass., USA: 

Blackwell. （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中译本《民族主义》） 

50.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有中央编

译出版社 2002 年中译本《民族与民族主义》） 

六、政治经济 

51. 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52. Caporaso, James A., and David P. Levine. 1992. 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有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中译本《政治经济学理

论》） 

53. Hall, Peter A. 1986. 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有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中译本《驾驭经济》） 

54. Polanyi, Karl. 2001[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2nd Beacon Paperback ed. Boston, MA: Beacon Press. （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中译本《巨变》） 

55. Przeworski, Adam. 1985.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中译本《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 

56. Rueschemeyer, Dietrich, Evelyne Huber, and John D.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有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中译本《资

本主义发展与民主》） 

57. Gerschenkron, Alexander.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有商务印书馆 2009 年中译本《经济落

后的历史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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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Scott, James C.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中译本《国

家的视角》） 

59. Lindblom, Charles Edward. 1977.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中译本《政治与市场》） 

60. Weiss, Linda, and John M. Hobson. 1995.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有吉林出版集团 2009 年中译本《国家

与经济发展》） 

推荐比较政治领域专业刊物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World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中国政治 

一、中国历史概况 

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 年。（或其它版本） 

2.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 年。（或其它版本） 

3.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或其它版本） 

4.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计秋枫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年中文版。 

5. 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6. 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全两卷），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

中文版。 

7. 麦克法夸尔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全两卷），谢量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8 年中文版。 

8. 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全两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全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 

10.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中文版。 

二、政治文献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全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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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全八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9 年。 

13.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 

1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全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5.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全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6.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全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 年。 

1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另第二卷 2017 年） 

18. 朱镕基：《朱镕基讲话实录》（全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19. 朱镕基：《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人民出版社，2013 年。 

2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年。 

三、社会传统 

21.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 年。（或其他版本） 

22. 费孝通：《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各版均可） 

23. 黄宗智：《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5 年。 

24.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反思》，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25. 李丹（Daniel Little）：《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张天虹、张洪

云、张胜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中文版。 

26. 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

中文版。 

27.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5 年中文版。（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中文版） 

28.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年中文版。 

29.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江苏人民

出版社，1998 年中文版。 

30.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

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中文版。 

四、革命经验 

31. 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甘阳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年。 

32. 杨奎松：《革命（杨奎松著作集）》（全四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33. 韩丁（William Hinton）：《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译，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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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中文版。 

34. 伊莎白·柯鲁克、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龚厚军译，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中文版。 

35.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

版社，2012 年中文版。 

36. 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等译，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2 年中文版。 

37. 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2 年中文版。 

38.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

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中文版。 

39. 石约翰（John E. Schrecker）：《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王国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1 年中文版。 

40. Perry, Elizabeth J. 2012.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有香港大学出版社 2014 年中文版） 

五、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 

41.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中文版。 

42. 寇艾伦（Allen Carlson）等：《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新材料、新方法和实地调查的新途

径》，段若石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中文版。 

43. 景跃进、张小劲、余逊达主编：《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2 年中文版。 

44.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 1949-1976》（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 

45. 王绍光：《中国·政道》、《中国·治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或《国家

治理》一卷本） 

46. 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 

47.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 世纪的终结与 90 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08 年。 

48. 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2003 年。 

49. 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邱道隆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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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出版社，2013 年中文版。 

50.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年。 

51. 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赵扬等译，格致出

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中文版。 

52. 贝淡宁：《贤能政治》，吴万伟、宋冰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 年中文版。 

53. Joseph, William A. 2014. Politics in China: An Introduction.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4. Heilmann, Sebastian. 2017.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55. Perry, Elizabeth J., and Mark Selden. 2010.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3rd e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56. Gries, Peter Hays, and Stanley Rosen. 2010. Chinese Politics: State, Society and the Marke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57. Yang, Dali L. 2004.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8. Zheng, Yongnian. 2010.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Culture,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59. Zheng, Yongnian, Yiyi Lu, and Lynn T. White, eds. 2010. Politics of  Modern China. 4 vols. New 

York: Routledge. 

60. Ngo, Tak-Wing, ed. 2011.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8 vols. Los Angeles: SAGE. 

推荐中国政治领域专业刊物 

China Quarterly 

China Journal 

China Information 

China Review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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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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说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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