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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专业）主要研究方向 
序

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特色与意义 研究生导师

（博导注明） 

   

 1 比较政治理论 

 

 

 

 

 

 

本专业注意研究关于社会政治变迁的已有研究

成果以及跨国和跨时间比较的方法，强调理论的

系统性、延续性、及涉及问题的广泛性。专业研

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工业化，社会分化，社会革命、

农民与农村，军队及军政府、共产党与现代化、

全球化、民主、专制、法治、市场、计划、福利

国家、第三世界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

关系等等。 

潘维（博导） 

  

2 

政治哲学与社会

传统 

 

 

 

 

 

 

 

本专业重点研究政治哲学中若干有理论价值及

现实意义的问题，如民主、法治、宪政、自由主

义等的起源、发展及意义，引导同学们阅读有关

原著特别是经典著作，以厘清概念、熟悉历史、

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观点。 

许振洲 

（博导） 

 

 3 

比较政治与比较

文化 

 

 

 

 

 

 

 

 

 

 

 

 

本方向的主要内容对政治与文化关系的综合研

究，也包括对中外这一研究方向的研究方法、成

果及存在的问题的综合考察，使学生对政治与文

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基本的理解和认识，并且

形成一种政治观察与研究中的文化意识，具备对

各种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中的特殊性以及它们

之间的共通性进行判别的能力。 

唐士其 

（博导）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二、培养目标、学习年限及应修学分 

培养目标：（本表可不填政治标准） 
 
 

    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较高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学风严谨，品德端正，

有较强的事业心、进取精神与责任感，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全面发展

的专业型人才。要求学生了解世界各国各种类型的政治体制的历史、现状及其相关理

论，具有较强的理论素养、宽广的专业知识积累，较强的外语水平，能够胜任高校、

党政以及外事部门的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 
 

 
 
 
 
 
 
 
 
 
学习年限： 两年 

 
 
 
应修学分：共:  30 学分 
 其中   必修：16 学分 
        选修：14 学分 
    说明： 

 

一、本专业的必修课必须严格按照开课时间选课，并修完全部学分。 

二、选修课至少必须修满 14 个学分。 

三、鼓励同学们至少从全校范围内选修两门本计划之外与专业相关的

课程，但需要得到导师同意。 
 
 



三、课程设置（包括专题研讨课等） 

课 程 名 称 课程 

类型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职称） 

适用专业 

（本专业及其它专业） 

比较政治理论 必修 3 一下 潘维（教授） 本专业及国际政治专业 

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必修 3 一上 许振洲（教授） 本专业及国际政治专业 

比较政治与比较文化 必修 3 一下 唐士其（教授） 本专业 

社会科学方法论 必修 3 一下 潘维（教授） 本专业及国际政治专业 

第一外国语 必修 4  研究生院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选修 3 一上 张世鹏（教授） 本专业及科社专业 

中国政治研究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专题研究） 

选修 2 一上 印红标（副教授） 本专业及中共党史专业 

英国政治研究 选修 3 二上 唐士其（教授） 本专业 

德国政治研究 

（欧洲联盟问题研究） 

选修 3 一下 连玉如（教授） 本专业及国际关系专业 

政治哲学专题研究 选修 3  李强  

中国政治发展专题研究 选修 3  燕继荣  

中国政治制度史专题研究 选修 3  袁刚  

美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选修 3  沈明明  

比较政治经济学 选修 3  朱天飚  



西方政治制度专题研究 选修 3  杨明  

全校选修课1 选修 3    

全校选修课2 选修 3    

比较政治与文化 选修 3    



Programme of Ph.D Student Courses 

Discipline(一级学科)：                                  Speciality(二级学科) 

N0. 

 

Serial No. The Title of Courses The Type of 

courses* 

Credit Semestre** Teacher and 

his/her Title 

Speciality 

Suitable for 

1 02410010 Comparative Politics 

 

N 3 S-1 Pan Wei AP This Major and 

the Majo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 02410020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Tradition 

N 3 A-1 Xu Zhenzhou P This Major and 

the Majo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 
02410030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omparative Culture 

N 3 S-1 Tang Shiqi AP This Major 

4 02410040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 N 3 S-1 Pan Wei AP This Major and 

the Majo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 02410051 The First Foreign Language N 2 A-1   

6 02410052 The First Foreign Language N 2 S-1   



7 02410060 Contemporary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Studies 

C 3 A-1 Zhang Shipeng P This Major and 

the Major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8 02410070 Studies on Chinese Politics C 3 S-1 Ying Hongbiao 

AP 

This Major and 

the Major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9 02410080 Studies on British Politics C 3 A-2 Tang Shiqi AP This Major 

10 02410090 Studies on German Politics C 3 S-2 Lian Yuru AP This Major and 

the Majo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1 024100100 Studies on Russian Politics C 3 S-2 Huang Zongliang 

P 

This Major and 

the Major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12  The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c 3    

 

 

 



课程内容提要 

课程编号： 02410010  开课学期：一下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 3 
课程名称：比较政治理论 
英文名称：Theor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教学方式：讲授为主，讨论为辅        考试方式：闭卷考试（60％），一篇书评，

比较两篇以上的参考书（40％）。 

内容提要： 

 
这是门关于世界政治的基础理论课。通过回顾和比较自 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

80 年代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的主要文献，总结社科领域关于社会政治变迁

的已有研究成果，也解释跨国和跨时间比较的方法。理论的系统性、延续性、及

涉及问题的广泛性和是这门课的主要特点。工业化，社会分化，社会革命、农民

与农村，军队及军政府、共产党与现代化、全球化、民主、专制、法治、市场、

计划、福利国家、第三世界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等等，都被串联

在关于社会政治变迁理论的讨论中。 
      

 

 

 

教材：  
正如大多数社科类研究生课程，本课程不设“教材”。 

 

 

参考书： 
参考书目每学期上课时另发，经常有变动，此处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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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3 
课程名称：政治哲学与社会传统  
英文名称：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Tradition  
教学方式：教员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考试方式：期末论文  

内容提要： 
   由任课教员选定若干有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的政治哲学方面的问题，如民主、法治、宪

政、自由主义等的起源、发展及意义，布置同学们阅读有关原著特别是经典著作，然后组织

课堂讨论，以厘清概念、熟悉历史、使同学们形成自己的观点。课程的教学方式为教员讲授

与课堂讨论相结合，教员的职责在于选取本领域的前沿问题，指定参考书目，介绍问题的起

源及相关历史背景，结合各国特别是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提出比较研究的参考视角，组织课

堂讨论，总结归纳讨论意见并做出讲评。本课的主要目的在于督促大家认真阅读有关经典著

作，自觉运用比较的方法去分析问题，养成问难、论辩的良好习惯，形成同学们自己的观点。 

教材：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 

参考书： 
柏拉图：《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政治学》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 
洛克：《政府论》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罗马盛衰原因论》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及基础》、《社会契约论》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 
伯克：《法国革命论》 
穆勒：《论自由》、《代议制政府》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 
贡斯当：《古代人与现代人的自由》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波普：《历史主义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罗尔斯：《正义论》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 
列宁：《国家与革命》、《怎么办》 
 
以及若干有助于理解这些经典著作其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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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030     开课学期：一下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 3 
课程名称： 比较政治与比较文化 
英文名称： 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d Comparative Culture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考试方式： 闭卷（60%）和论

文（40%） 

内容提要：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向学生系统介绍中外关于政治制度、政治实践与其文化基础的研

究，包括研究方法、成果及存在的问题，使学生对政治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基本的理

解和认识，并且形成一种政治观察与研究中的文化意识，具备对各种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中

的特殊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共通性进行判别的能力。 

教材：  
    从相关研究成果中编选，内容包括（暂定） 
1.The Role of Comparison in the Light of the Theory of Culture        Greg Urban 
2.Causes and Effects                              Larry Diamond 
3.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Larry Diamond 
4.Norm and Form: The Constitutionalizing of Democracy    Sheldon S. Wolin 
5.Democracy: An Idea of Ambiguous Ancestry      Ellen Meiksins Wood 
6.Democracy, Power, and Imperialism in Fifth-Century Athens   Kurt A. Raaflaub 
7.How to Criticize Democracy in Late Fifth-and Fourth-Century Athens  Josiah Ober 
8.Two Democracies and Virtue              John R. Wallach 
9.Political Culture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Britain      William B. Gwyn 
10.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Constitutionalism     Daniel P. Franklin 
11.The Problem of an Abstract Constitution  
12.Political Culture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Japan      John O. Hadley 
13.Culture and Democratization in India        Richard Sisson 

参考书：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伯克：《法国大革命的反思》 
Political Culture and Constitutionalism 
Culture and Modernity 
Freedom and Culture in Western Society 
Comparative politics :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ulture : politics in a postmodern age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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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10040  开课学期：一下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 3 
课程名称：社会科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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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内容提要 

课程编号：02410060   开课学期：一上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 3 
课程名称：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英文名称：Contemporary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Studies 
教学方式：面授与讨论                  考试方式：笔试和论文 

内容提要： 
《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研究》课程主要引导学生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截

然对立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起源、发展、相互矛盾与斗争，以及相互依存与渗透的历史

与现状。特别注重对于 20 世纪后期新科技产业革命以来，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全球

化的背景下的若干最新变化，以及各自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教材：  
《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比较研究》（编写中）。 

 

 

参考书：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霍布斯鲍姆：《帝国的时代》、《极端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局 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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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10070   开课学期：一上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 3 
课程名称：中国政治研究 
英文名称：Studies on Chinese Politics 
教学方式：面授与讨论                考试方式： 笔试和论文 

内容提要： 
     通过教学，使研究生对学术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历史、政治制度

和政治思潮的相关专题研究成果，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引导研究生对相关专题进行学术探讨，

为进一步的学习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 
主要内容：   

1． 当代中国政治历史研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重要的政治决策、运动、

事件等相关专题。 
2．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包括国家和政党制度等相关专题。 
3．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研究，包括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意识形态领域

论争以及民间政治思潮等相关专题 
 

 

 

 

教材：  
浦兴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郑谦 等：《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 
翁有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参考书： 
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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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10070   开课学期：二上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 3 
课程名称：英国政治研究 
英文名称：Studies on British Politics 
教学方式：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考试方式： 笔试（60%）论文(40%) 

内容提要：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引导学生对英国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中一些具有特色

的内容进行分析与研究，包括英国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保守主义的政治传统，

以及英国习惯法与普遍法的演变、英国法治传统的确立与维护、英国的政党政治

等等。目的是通过教学使学生在对英国政治有一种更为全面系统的认识的同时，

获得对政治制度与其社会和思想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的更为具体深入的理解。 

 

教材：  
Colin Turpin：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constitution: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S.G. Richards：Introduction to British government 

 

参考书： 
阿格：英国政府及政治 
巴克：英国政治思想 从赫伯特·斯宾到现代 
约翰·高兰：英国政治制度 
斯克德：战后英国政治史 
Simon James ：British cabinet government  
R.M. Punnett：British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David Stephenson：British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Anthony H. Birch：The British system of government  
Ian Budge：The New British political system: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the 1980s  
Richard A. Chapman and Michael Hunt：Open government: a study of the prospects of open 
government withi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British polit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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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10090  开课学期：一下  周学时/总学时： 3/54 学分： 3 
课程名称： 德国政治研究 
英文名称： Studies on German Politics 
教学方式： 讲授与讨论结合         考试方式： 期中书评与期末论文 

内容提要： 
     德国是对国际关系起过支配作用的大国，其发展变化一直对欧洲乃至世界格局

产生巨大的冲击作用，欧洲围绕着德国而聚散。这不仅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因素决定的，也是

欧洲政治历史的经验之谈。 
所谓“新德国问题”主要是指德国 1990 年 10 月 3 日重新统一以后在变化了的国际体系中奉

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对此，本课拟分 7 个专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原则和操作两个

层次、内政和外交两个领域进行探讨。第 1 至第 3 个专题探讨“新德国问题”的决定因素：理

论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与价值基础，分别与两大特定问题相联系：民族和国家利益问题、

内政与外交关系问题。第 4 至第 7 个专题涉足“新德国问题”的四个具体外交政策领域：对法

国、美国、俄国和中国关系以及分别与这四大外交主体相联系的四个国际组织或机制：欧盟、

北约、欧安组织和亚欧合作。贯穿这些专题的一个基本假设或命题是针对“统一德国外交政

策是否会发生新的质的变化”这一问题提出的：统一德国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和形势发展需

要，已对原有外交政策进行了更新和调整；但西方一体化的根本外交政策定势与取向没有也

不可能发生变化。 

教材：  
连玉如著： 《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参考书： 
（德）莱蒙德·谢德曼主编：《德国政治概况》，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 
（德）埃里希·卡勒尔著：《德意志人》，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英）艾伦·沃森著：《德国人——他们现在是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北京 1997
年版。 
潘琪昌：《走出夹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郭恒钰、许琳菲等著：《德国在那里？——联邦德国四十年》，台湾三民书局 1991 年版。 
《德国统一纵横》，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 
丁建弘、陆世澄、刘祺宝主编：《战后德国的分裂与统一：1945-1990》，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版。 
顾俊礼、刘立群主编：《世纪之交的德国、欧盟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顾俊礼、刘立群主编：《迈入 21 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李乐曾主编：《新世纪的德国——政治、经济与外交》，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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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10100  开课学期：一下 周学时/总学时： 3/54  学分： 3 

课程名称： 俄罗斯政治研究 
英文名称： Studies on Russian Politics 
教学方式： 讲授与讨论结合         考试方式： 期中书评与期末论文 

内容提要： 
     俄罗斯政治研究系统考察俄罗斯百余年来的社会政治变迁，特别是苏联模

式社会主义的产生、确立、变化、剧变以及剧变的历史过程和经验教训，以利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教材：  
陆南泉等著： 《苏联兴亡史论》 



参考书： 
周尚文等：《新编苏联史》 
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 
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执政年代》 
博士达金：《感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 
科恩：《苏联经验重探》 
吴仁彰：《苏联东欧剧变与马克思主义》 
赵明义：《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及其改革》 
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 
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模式新探》 



四、科研能力与水平及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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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毕业时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以

及独立科研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至少一种外国语的专业文献，至少

在国内正式专业刊物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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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至少用一年的时间写作，要求学生在了解国内外相关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写作，并且达到国内同类论文的较好水平，并具

备一定的创造性。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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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方面比较扎实、全面的基础知识积累与

较好的理论功底，初步具备一定的独立科学研究能力，较为熟练地掌

握一门外国语并能够初步运用该外语的文献资料。 

 

 

 

 

 

 

 

 

 

入学考试科目设置与录取方式： 

考试科目一：比较政治学 

考试科目二：比较政治思想 

录取方式： 

闭卷考试、差额复试、择优录取 

 

 



 

其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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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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