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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0302）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育人、文明、发展”使

命，立足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我系政治学相关学科的特色和优势，致力于培养以国家发展与民族

复兴为己任、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综合素质协调发展、具有深厚政治学相关理论素养的卓越人才。

二、培养目标

1.人才的基本定位

致力于培养能够系统掌握学科相关专业基础知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身心健康，熟悉国内外政治学

研究最新成果，具备较高的研究水平，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引领未来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卓越高

层次人才。

2.对毕业生综合素质的要求

通过学习培养，使学生具备专业研究所需的理论素养，掌握所选专业方向的基础和前沿，掌握社会科学

研究方法和政治学研究方法，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以及较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水平。

3.人才的培养特色

实行导师负责与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学生毕业后能够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从事本专业或相关方向

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同时也能够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相关部门从事研究、宣传或其他管理工作。

三、二级学科（专业）

1. 政治学理论（030201）

2. 国际关系（030207）

四、毕业与学位要求

毕业与学位授予
要求（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点（观测点）及其内涵阐述

崇信

1.1 不断提高个人修养，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关心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1.2 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和高度社会责任感。

1.3 积极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遵纪守法，明礼诚信，知荣明耻，坚守高

尚情操。

强基

1.4 遵守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尊重他人学术成果，严谨治学，追求知识创造。

2.1 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扎实的专业基础，具备成长为卓越人才的潜质。

2.2 系统掌握政治学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系统把握本学科领域“主流、经典、前沿”

的专业重要文献。

2.3 善于从历史、发展与比较的角度，明晰中国与世界政治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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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1.学习年限

（1）普通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4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6 年。

（2）硕博连读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6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7 年。

（3）本科直博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5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7 年。

2.培养方式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指导和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鼓励、支持和推动跨学科、跨专业

的培养方式，在需要和可能的前提下，也可采取和国内外同行学者或学术单位联合培养的方式。

博士研究生在第一学期结束前，需要在导师和导师组的指导下，按照所在学科的培养方案，结合个人情

况，制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

六、课程体系及学分要求

1.学分要求

（1）普通博士研究生修读总学分_15_。各类别学分要求如下：

学位公共课（必修）5 学分，学位基础课_3_学分，学位专业课（必修）_3_学分，学位专业课（选修）

2.4 具有从事实务工作所需要的学术写作技能、调查分析、公文处理与写作、信息表达

和人际沟通等能力。

修身

3.1 能够接纳自己的不足并积极地完善自我，能够理性认识和对待学习生活中遇到的挫

折，能够在逆境中仍然保持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具有较强的抗压能力。

3.2 培养良好运动习惯，发展运动技能；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具备审美的能力和素养，

拥有高雅的审美志趣。

广识

4.1 能够熟练地运用一门以上的外语直接从事学术研究和交流，具备跨文化交流和沟通

的能力。

4.2 掌握世界政治发展历程和现状，洞察不同政治体制的设计理念和运作模式，尊重世

界各国的不同发展道路。

4.3 善于从比较角度认识道路、中国话语、中国智慧的特征与优越性，并在与国际比较

中坚定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中国道路、中国话语、中国智慧，培育家国情怀。

睿思

5.1 具有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能够运用相关专业知识，对各种政治社会问题

进行综合分析与研判，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和政策方案。

5.2 能够感知、观察和辨析国家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和现象，并形成有理有据

的个人见解。

5.3 拓展理解复杂政治现象的能力，能够自觉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

应时

6.1 顺应现代信息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不断革新自我知识和

能力结构，增强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6.2 掌握多元知识结构，了解交叉学科的发展前沿，增强跨界发展的能力。



3 / 16

_2_学分，跨一级学科课 _2_学分。

（2）硕博连读研究生修读总学分：_25_。各类别学分要求如下：

学位公共课（必修）6 学分，学位公共课（选修）_2_学分，学位基础课_6_学分，学位专业课（必修）

_5_学分，学位专业课（选修）_4_学分，跨一级学科课程_2_学分。

（3）本科直博研究生修读总学分_24_；各类别学分要求如下：

学位公共课（必修）5 学分，学位公共课（选修）_2_学分，学位基础课_6_学分，学位专业课（必修）

_5_学分，学位专业课（选修）_4_学分，跨一级学科课程_2_学分。

（4）补修课程要求：跨学科入学的研究生，应当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本学科硕士研究生或本科专业的有

关课程，所得学分记为非学位课程学分，不计入培养方案总学分。

（5）港澳台博士生可免修学位公共必修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代之以修读《中国概况》。

（6）国际留学博士生可免修学位公共必修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第一外国语》，代之以修

读《中国概况》或《中国文明导论》和汉语课程等有关课程。以外语为专业教学语言的学科、专业的留学生

毕业时，中文能力应当至少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三级水平。

2.课程体系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中英文名称

学

分

开课

学期
普博

硕博

连读

本科

直博

学 位

公 共

课

TYKC032110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Chinese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World
2 秋 必选 必选

TYKC061110100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秋 必选

TYKC0611101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
1 秋

文科

必选

TYKC0611101003 自然辩证法

The Outline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1 秋

理工

必选

外国语

English
2 春/秋 必选 必选 必选

研究伦理与学术规范类课程

Discipline and Ethics in Academic Research
1 必选 必选 必选

通识选修类课程 2 必选 必选

学分要求：普博生≥5学分； 硕博生≥8学分；本博生≥7学分；

学位

基础

课

POLS0421102004

政治学理论前沿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ory
3 1/秋 必选 必选 必选

POLS0411102050
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与方法

Fields and Methods of Political Research 3 1/秋 必选 必选

学分要求： 普博生≥ 3 学分；硕博生/本博生≥6学分；

学位

专业

课（必

修）

POLS0421102007
中国社会政治专题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Political Sociology of China 3 1/春

政治

学理

论专

业必

选

政治

学理

论专

业必

选

政治学理

论专业必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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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S4121102013 欧盟内部的政党政治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 3

国际

关系

专业

必选

国际

关系

专业

必选

国际关系

专业必选

POLS4111102085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

Political Methodology 3 1/秋 必选 必选

学分要求：普博生≥ 3 学分；硕博生/本博生≥5 学分；

学位

专业

课（选

修）

POLS4121102010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2 1/秋

POLS0411102086

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2 1/秋

POLS4111102046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International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2 2/秋

POLS4111102017 国际能源政治
International Energy Politics 2 2/秋

POLS0411102084
中西古典思想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on Ancient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

2 1/秋

POLS0411102082 学术写作通识
How To Write An Academic Paper 2 2/秋

POLS0421101001
阿伦特政治思想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Thoughts of Hannah
Arendt

2 1/春

POLS4111102078
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y
2 1/春

POLS0411102049
政治思想：文本与阐释

Political Thoughts: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2 1/春

POLS4121102008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研究

Russia and the West Studies 2 1/春

POLS4121102011
俄罗斯经济研究

Russian Economic Research 2 1/春

学分要求： 普博生≥ 2 学分；硕博生/本博生≥4学分

跨一

级学

科课

程

跨一级学科选修课 1 必选 必选 必选

学分要求：普博生/硕博生/本博生≥2学分

非学

位课

程

修读培养方案要求以外的课程，如补修本专业本科课程等，不计入培养方案总学分。

总学分

普通博士研究生 ≥15 学分

硕博连读研究生 ≥25 学分

本科直博研究生 ≥24 学分

七、培养环节考核

博士研究生培养环节包括年度报告、资格考试、开题报告、科研训练及学术活动、中期考核、论文报告

及论文预答辩，各环节考核时间安排详见下表（硕博连读一般为二年级申请，如果三年级申请硕转博学生，

相应考核环节将顺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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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以上是各培养环节考核大致时间安排，各院系（学部）可根据本单位情况进行调整。

②硕博连读学生学制为 5年的院系（学部），资格考试、开题报告与中期考核时间请作调整。

1.年度报告

（1）考核要求

① 考核对象

所有博士生均需提交年度报告，包括延期毕业博士和留学生博士。

② 考核内容

博士研究生年度报告考核属于综合性考核，主要考察博士研究生本学年的学习与科研进展情况，考察博

士生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相关学科的有关知识，同时还审查其阶段性科研成果及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

③ 考核方式

考核以答辩方式进行，首次答辩未通过者可在两周内申请第二次答辩。第二次答辩以提交报告形式进行。

两次考核均未通过者当年度不再接受考核申请。博士研究生只有每学年通过年度报告后，方可进入下一年度

的学习和其他教学活动。

④ 考核时间

考核在每学年的第一学期初进行，具体答辩时间和地点由院系统筹后提前告知学生。

⑤ 年度报告考核小组

成立专门的年度报告考核小组，小组设一位组长，组长由学术委员会主任担任，一位秘书，博士生指导

教师为成员。年度报告考核小组由 3位及以上专家组成，可以请外单位的专家参加。

⑥ 考核成绩

年度报告考核小组根据下列评价标准，对博士生的答辩情况及提交的年度报告表进行打分，满分 100 分，

60 分及以上为合格（若不参加答辩则直接为 0分）。

评价指标 评价要素 分值 打分

完整性 年度报告是否完整展示该生一年来的学习科研情况。 20

文献阅读
年度报告中体现的文献阅读量，对博士论文课题的研究历史与发展状况的了

解程度。
20

科研进展 年度报告中体现的在博士论文和科研成果发表方面的进展程度。 20

学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普

博

生

年度

报告

资格

考试

开题报告

学术活动

中期考核

年度报告

论文

报告
年度报告 预答辩 答辩

硕

博

生

硕士 硕士 硕士 硕士 年度报告 资格考试

开题报告

学术活动

中期考核

年度报告

论文

报告

年度

考核

预答

辩
答辩

直

博

生

年度

报告
年度报告

资格

考试

开题报告

学术活动

中期考核

年度报告

论文报告 年度报告
预答

辩
答辩

科研训练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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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年度报告中体现的参与各类学术活动的活跃程度。 20

未来计划 年度报告中是否体现对未来学习和科研活动有合理计划。 20

合计（满分 100, 60 及以上合格）

（2）考核结果及分流说明

博士研究生年度报告考核中，第一次考核未通过者，可申请参加第二次考核。年度报告通过的博士生，

可以进入下一学年的学习和教学活动。年度报告重新递交仍未通过者，中止博士生学业，普博生按肄业处理；

直博生、硕博连读生可申请转为同专业硕士生培养，且须至少学习 1 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达到学位授予

条件者，可获得硕士学位，颁发硕士毕业证书。

对考核结果质疑者在考试结果公布一周内可向所在院系提出申诉。

2.资格考试

（1）准入条件

博士研究生在完成课程学习，修满本专业规定的学分后，可申请参加资格考试。硕博连读和本科直博研

究生申请考试前须修完博士阶段课程。

（2）考核要求

1 考试对象

所有博士生均需参加资格考试。

2 考试内容

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属于综合性考试，不仅考核博士生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相关学科的有关知识，同时

还审查其阶段科研成果及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资格考试内容包含两方面，具体考试内容由各考核小

组负责。

考试科目 考核内容 成绩占比

基础理论（笔试科目 1）
主要考核博士生对基础理论、专业知识、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等

的掌握和了解情况，可以指定主要的参考资料。笔试采用闭卷方式。
60%

综合考核（面试科目 1）

主要考核博士生对所在学科和从事研究领域的国内外最新动态与进

展、前沿课题、主要研究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了解情况；了解博士生

所具备的科研素质、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可结合学位论文开题进行。

40%

3 考试时间

资格考试在博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末进行。参加考试的博士生应在第三学期开学后两个月内向政

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提出申请，逾期不受理。具体考试时间由院系商定后提前告知学生。因特殊情况未能按时

参加者，需经院系批准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4 资格考试委员会及考核小组

成立专门的资格考试委员会，委员会设一位主任，一位秘书。在资格考试委员会的指导下，以二级学科

为基本单位，组成考核小组，考核小组成员不少于 3 名，其中，具有博士生指导资格的专家不少于 2 名，副

高职称的专家需有博士学位，指导教师为考核小组成员，考核组成员必须有一位是教研室外专家。

5 考试成绩

资格考试委员会根据博士生的考试成绩做出评价并写出评语，由主任签署意见，最终确定其是否通过考

试。考试结果于考试结束后两周内公布。最终考试结果报研究生院培养处备案。

（3）考核结果及分流说明

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中，第一次不通过者可以申请重考一次。重考一般在 6 个月内进行。

资格考试通过者成为博士学位候选人，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资格考试重考仍未通过者，中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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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普博生按肄业处理；直博生、硕博连读生可申请转为同专业硕士生培养，且须至少学习 1 年，通过硕

士论文答辩，达到学位授予条件者，可获得硕士学位，颁发硕士毕业证书。

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在五年内有效，休学不能延长候选人资格有效期限。超过有效期限者按博士肄业处

理。

对考试结果质疑者在考试结果公布一周内可向所在院系提出申诉。

3.开题报告

（1）准入条件

博士生需修满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学分，资格考试通过后，方可申请参加开题答辩。

（2）考核要求

1 考核内容

开题内容主要包括文献综述、选题背景及其意义、研究内容、工作特色及难点、预期成果及创新点等。

2 开题报告考核小组

由院系统一组织，并成立开题报告考核小组，具体时间由导师和院系决定，在二级学科范围内公开进行。

每位博士生开题报告考核小组成员不少于 3 名，其中，具有博士生指导资格的专家不少于 2 名，副高职称的

专家需有博士学位。属于不同学科交叉培养的博士生，开题报告应当聘请所涉及的相关学科专家参加，可以

请外单位的专家参加。

3 考核方式

考核采取答辩的方式进行。在开题论证过程中，开题报告考核小组成员对选题背景及其意义、研究内容

等进行点评,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或完善意见，并做出是否通过的结论。

4 时间安排

普博生、硕博连读生一般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直博生一般在第三学年第一学期

完成。

（3）考核结果及分流说明

开题报告通过的博士生方可进入后续培养环节。开题报告未通过者，可申请在 3 个月后进行第二次开题，

第二次仍未通过者，普博生按肄业处理；直博生、硕博连读生可申请转为同专业硕士生培养，且须至少学习

1 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达到学位授予条件者，可获得硕士学位，颁发硕士毕业证书。开题结束后，博士

生将开题报告表提交院系备案。研究过程中，如论文课题出现重大变动的，应重新组织开题。

自开题报告通过至申请论文预答辩应不少于 1年。

4.科研训练与学术活动

（1）考核要求

1 考核对象及内容

所有博士生都需进行科研训练与学术活动考核。导师或导师组是博士生科研训练的主要指导者。博士生

在导师或导师组的指导下，通过独立开展科研或参加导师的科研课题、学术活动等方式，提高科学研究、学

术创新、学术鉴别、学术交流等能力，最终达到独立进行科研工作的目的。

2 考核方式

所有博士生填写一份参加学术活动的清单，学术活动包括各类学术会议、学术讲座和学科竞赛等，次数

不少于 20 次，并交给导师或导师组打分，满分 100 分，低于 60 分不通过，等于或高于 60 分通过。

3 考核时间

普博生、硕博连读生一般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完成科研训练与学术活动考核，直博生一般在第三学年第

一学期完成。

（2）考核结果及分流说明

科研训练与学术活动考核结果分为通过、不通过。只有通过此项考核的博士研究生方能进入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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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后续环节。未通过者，可申请在 3 个月后进行第二次考核。

5.中期考核

（1）准入条件

博士生需修满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学分，资格考试和开题报告通过后，方可申请进行中期考核。

（2）考核要求

1 考核时间

普博生、硕博连读生一般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完成中期考核，直博生一般在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完成。

2 考核要求与细则

中期考核主要包括课程修读、年度报告、资格考试、开题报告、学术活动等完成情况。以上各环节考核

皆为通过者，中期考核通过，否则为不通过。

（3）考核结果及分流说明

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申请论文预答辩。中期考核未通过者，普博生按肄业处理；直博生、硕博连读生

可申请转为同专业硕士生培养，且须至少学习 1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达到学位授予条件者，可获得硕士

学位，颁发硕士毕业证书。

6. 研究生论文报告

（1）准入条件

博士生通过中期考核后，方可申请进行研究生论文报告。

（2）考核要求

①考核时间

普博士、硕博连读生一般在第二学年第二学期结束前完成，直博生一般在第三学年第二学期结束前完成，

具体时间由个人申请决定。

②考核要求与细则

博士生必须在中期考核通过后，到预答辩前完成 2 次论文公开报告。论文公开报告会由研究生至少提前

2 周提出，自行邀请专业内导师和研究生参与，由系层面提供场地和经费等支持。

（3考核结果及分流说明

研究生论文报告完成者，方可进入毕业论文预答辩或答辩程序。未完成者，普博生按肄业处理；直博生、

硕博连读生可申请转为同专业硕士生培养，且须至少学习 1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达到学位授予条件者，

可获得硕士学位，颁发硕士毕业证书。

7.论文预答辩

（1）准入条件

中期考核通过的博士生方可进行论文预答辩。

（2）考核要求

1 考核对象

凡中期考核通过，拟在我校申请博士学位者均须进行论文预答辩（含港澳台博士研究生、留学博士研究

生）。

2 考核内容

预答辩小组对论文的创新性、学术水平、工作量、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的立论依据、研究成果、关键性

结论等做出评价，并给出修改意见。

评价指标 修改意见 评分（完善\修改\重大修改）

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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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的立论依据

文献研究或分析的学术水平

研究方法

研究成果

关键性结论

结论

3 预答辩小组

预答辩由至少 3 名或 5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副高职称的专家需有博士学位）组成预答辩小组。

其中，设组长 1名，博士生导师为预答辩小组成员；另聘请预答辩秘书 1 名，具体负责预答辩工作，预答辩

秘书需要为我校在职教师。

4 时间安排

博士生须在学位论文评阅盲审前三个月通过预答辩。

（3）考核结果及分流说明

论文预答辩结论为三类：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预答辩合格者，以及基本合格但修改后经导师同意

者，可进入评阅盲审等后续环节。预答辩不合格者，必须根据预答辩小组意见，全面修改论文，经导师审阅

同意后，重新进行预答辩。两次预答辩的间隔时间不少于 3个月。

除上述情况外，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需要再次进行预答辩：

① 盲审出现异议且复议未通过者；

② 答辩未通过者；

③ 学位分委会审议未通过者；

④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未通过者。

八、创新成果考核

政治学科研究生培养注重科研创新多元成果形式，包括论文发表、学术竞赛获奖、决策咨询报告肯定性

的批示或采纳、参与撰写专著或教材及译著四个类型。

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应以华东师范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及通讯作者单位至少取得 2个科研创新成果。科

研创新成果包括论文发表、学术竞赛获奖、决策咨询报告肯定性的批示或采纳、参与撰写专著、教材及译著

四个类型，每个类型不设最低成果数量要求，每个类型的计算方式如下：

1.学术论文

以下条目可计算为 2 个科研成果：

（1）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在 SSCI、A&HCI 收录期刊或文科一级学

科权威期刊（以我校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公布的目录为准）发表 1篇研究性论文。

以下条目可计算为 1 个科研成果：

（1）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在 CSSCI（含扩展版和集刊）发表 1篇研

究性论文。

（2）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在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 2 篇研究性论文。

（3）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在“三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

济日报）理论版和求是杂志发表不少于 3000 字的研究性论文。

（4）本人为第一作者在本学科认定的重要期刊（见附录一）上发表 2 篇研究性论文。

（5）本人为第一作者在普通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性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

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

（6）港澳台博士生和国际留学博士生本人为第一作者在普通公开刊物上公开发表 1 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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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术竞赛

在“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取得省部级及以上获奖成绩，要求成果单位为华东师范大学，且

本人排序在前三位。

3.决策咨询报告

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受省部级及以上部门采纳或省部级主要领导肯

定性批示的单篇决策咨询报告（或学校科研部门认定的等同于单篇的综合性报告）。

4. 著作、教材

本人在正式出版的著作、教材中实际撰写字数超过 20000 字且有明确署名。

九、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是学位申请者从事科研工作成果、具有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的主要表现，论文集中表明

了作者在科学研究、从事专门技术工作中获得的新的发明、理论或见解，是学位申请者申请学位的重要依据。

1.学位论文的选题。学位论文是学位申请者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其选题应属于所在

学科、专业范围。

2.研究和写作时间。学位论文的研究和写作要有充足的科研工作量；研究和写作时间，博士学位论文一

般不得少于两年。

3.博士学位论文应达到的水平。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对所研究的课题在材料、角度、观点、方法、理论等

方面有创新性成果，并对学术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有较重要的意义，表明作者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

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创新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开发工作的能

力。

4.学位论文必须观点明确，立论正确，推理严密，数据可靠，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内容充实，用词准

确，文字通畅。

5.学位论文应遵守学术道德，符合学术规范，严禁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严禁篡改、伪造数据、资料。

如引用他人（含本人已经发表的）论点或数据、资料和研究成果，必须注明出处；引用合作者的观点或研究

成果，也要加以说明。严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对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坚持“零容忍”，学位论文存在作假

行为的，按《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处理。

6.学位论文应是一篇系统完整、结构合理、科研工作量充足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只能有一个主题（不

能是几块不相关工作的拼凑）。论文的章节之间必须有合理、有机的内在逻辑联系。不得以两篇或两篇以上

没有有机联系的、无法体现一个共同主题的、独立的（小）论文来构成一篇完整学位论文；也不得以两篇或

两篇以上的没有有机联系的、无法体现一个共同主题的、独立的（小）论文以改换为章节名称的形式来构成

一篇完整的学位论文。

7.学位论文的用字规定

（1）论文一般应采用国家正式公布实施的规范的中文简化汉字，论文中不应出现中外文夹杂的现象，

对于需要注明外文的外国人姓名或外文专有名词可以加括号标明；暂无确定的中文译名或无法直接翻译的专

有名词、外文缩写可以用外文。

（2）和我校签订有联合培养协议的中外联合培养研究生或授予双方学位的双学位研究生，除协议有规

定可以使用外文进行学位论文撰写和答辩之外，原则上应用中文汉语撰写和答辩。

（3）外国来华留学生撰写学位论文的用字原则上应用中文汉字撰写和答辩。全英文项目留学生的学位

论文，可以用英文撰写和答辩。留学生用外文撰写论文，必须有中文摘要。

（4）论文中采用的术语、译名、缩略语、符号、代号在全文中必须统一，并符合规范化的要求。

（5）学位论文要有一定数量的参考文献。所引用文献必须有外文文献（不含中文译本）。学位论文应

有一定数量的注释。

8.学位论文的字数。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 10 万字。以外文撰写的学位论文，按其翻译为中文的篇

幅，应与上述相应的字数规定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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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学位论文应按规定的基本格式进行写作，具体要求按《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基本格式要

求》执行。

10.学位论文要有开题报告审核环节。院系应对学位论文选题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审核论证。开题报

告由院系统一组织，并成立开题报告考核小组，具体时间由导师和院系决定，在二级学科范围内公开进行。

院系、导师和导师小组应对研究生的论文研究和写作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开题报告及其审核，按研究生院

有关规定执行。

11.博士学位论文在进入答辩程序前必须进行预答辩，预答辩的要求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预答辩由院

系统一组织，预答辩小组成员由导师和院系商定。预答辩考核小组成员对选题背景及其意义、研究内容等进

行点评,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或完善意见，并做出是否通过的结论。

12.学位论文的评阅、盲审、文字重合率检测以及答辩的要求。所有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均需

参加论文查重和盲审，参照我校《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与盲审办法》、《博士、硕士

研究生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办法》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重合率检测结果处理办法》执行。导师作为

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应严格审查学位论文送审 与答辩资格，对于不符合送审条件的学位论文及时中止。

学位点责任教授在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阅、盲审结果的处理中应发挥把关作用。学位论文均实行公开答辩， 答

辩人员、时间、地点、程序安排及答辩委员会组成等信息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严

格审核学位论文评阅人资格，对于不符合评审资格或进入负面清单的专家进行及时更换。

13.学位论文的内容应向社会公开，原则上不能以涉密内容为研究对象。如论文确实涉及涉密内容，按

我校《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涉密认定管理办法》执行。

十、必修课程教材

课程名称 选用教材（含教材、教学参考书）

政治学理论前沿
教材：

自编讲义

政治学研究的领域

与方法

教材：

罗伯特·古丁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下册），三联书店，2006.

中国社会政治专题

研究

教材：

自编讲义

代表性教学参考书：

1.[美]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2.
2. [美]詹姆斯·弗农，《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商务印书馆

2017年版

3.景跃进等：《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4.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

欧盟内部的政党政

治

参考资料：

1. Herman Lelieveldt and Sebastiaan Princen,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rd edition, 2023.
2. Claudia Hefftler, Christine Neuhold, Olivier Rozenberg and Julie Smith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National Parliament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3. Edoardo Bressanelli and Nicola Chelotti (ed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 the
Contested Union: Power and Influence Post-Lisbon, Routledge, 2020.
4. Simon Hix and Christopher Lord,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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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ger Morgan and Clare Tame (eds.) , Parliaments and Partie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Europ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6. John Gaffney (ed.),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Routledge, 1996.
7. Tjitske Akkerman, Sarah L. de Lange and Matthijs Rooduijn,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Routledge, 2016. 8. Nathalie Brack, Opposing
Europe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Rebels and Radicals in the Chamber,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9. Duncan McDonnell and Annika Werner, International Populism:
The Radical Right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政治学研究方法

教材：

Pollock， Philip H.III.，《A Stat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Analysis（3rded）》， CQ Press，
2015.
代表性教学参考书：

1.约翰·W·克雷斯威尔, 《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2. 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第二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3. 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格致出版

社，2014.
4. 周璐主编， 《社会研究方法实用教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5. 杨菊华，《社会统计分析与数据处理技术——STATA 软件的应用》，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8.
6. 马慧慧，《STATA 统计分析与应用（第 3版）》，中国工信出版社，2016.

十一、基本文献阅读书目

1.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恩列斯论政治与政治制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3. 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 资中筠主编. 冷眼向洋（上下卷）. 三联书店，2000.

5. 冯绍雷，潘世伟，范军等著. 国际关系新论.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6. 冯绍雷著. 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 苏联兴亡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8.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M].上海：三联书店，1987.

9. 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10. 王邦佐，李惠康主编.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11. 王邦佐等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2. 萧超然等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13. 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4. 徐育苗主编.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10 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5. 王长江等著.执政党研究丛书（3 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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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齐卫平.党的建设在科学化轨道上行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7. 中联部编.各国共产党总览[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18.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 70 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19. 张全景主编.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20. 林勋健主编.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21. 周敏凯主编.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2.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3.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上海：三联书店，2001.

24.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

25. 钱穆.中国思想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26. 景跃进，张小劲，余逊达.理解中国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7. 张荫麟.中国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8. 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9.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30.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31. 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32. 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33. 田锡全.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34. [英]洛克.政府论（上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35. [英]密尔.代议制政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6. [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7.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38.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9.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著.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0. [美]亨廷顿等著.民主的危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41. [美]詹姆士·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42. [美]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3. [美]奥斯本等著.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44. [美]阿尔蒙德等著.公民文化[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5. [美]威廉·F·斯通.政治心理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46. [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47. [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8. [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9. [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50. [美]萧邦齐.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1999.

51.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52.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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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54. [美]费正清主编，金光耀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55. [美]亨利·基辛格著. 大外交. 海南出版社，1998.

56.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57.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新华出版社，1999.

 专业期刊：

1. 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

2. 政治学（人大复印资料），中国人民大学主办

3. 中共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办

4. 中国行政管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主办

5. 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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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政治学科认定的重要期刊 (每年修订)

期刊 主办单位

日本研究集林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党建研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党建研究所

上海党史与党建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复旦公共政策评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东南亚纵横 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二十一世纪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长白学刊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拉丁美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拉丁美洲学会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中共中央党校

福建党史月刊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

百年潮 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学会

新闻战线 人民日报社

中国记者 新华通讯社

对外传播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

青年记者 大众报业集团、山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山东省新闻学会

网络传播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理论界 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中华文化论坛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科学家 桂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医学与哲学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科学文化评论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伦理学术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东方丛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国家文科基地）

政治思想史 天津师范大学

战略决策研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边界与海洋研究 武汉大学

东南亚纵横
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广西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

拉丁美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俄罗斯学刊 黑龙江大学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云南财经大学

日本研究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国际研究参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南亚东南亚研究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

东北亚学刊 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

日本问题研究 河北大学

西伯利亚研究 西伯利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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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资料译丛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当代韩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法国研究 武汉大学

澳大利亚研究
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学会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太平洋岛国研究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

外国问题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英国研究 南京大学历史系

国别和区域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