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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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历史与

理论基本问题研

究 

 

 

 

研究社会主义演变中的各种思潮、

流派、运动及其相互关系，特别是科学

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和

政治实践。重在探讨其中的内在逻辑和

线索，以便深入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和

发展规律性。 

 

张光明教授等 

（博导） 

 

2、 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两制关系研

究 

 

本方向主要从“主义”、“制度”、“国

家”三个层面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的关系，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的特点，

对于深入理解和认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的兴起和曲折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

意义。 

 

孔凡君教授 

（博导） 

3、 

  社会党和民主社

会主义 

主要研究西欧社会党的诞生、分化、

发展的历史，研究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

种意识形态，其形成、演变的过程，重

点是二战以后社会党国际的理论和实

践。其特色在于把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同

资本主义研究相结合，把理论与历史相

结合，着重分析民主社会主义改良、驯

化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也研究这个党

对资本主义整合的过程。 

 

张世鹏教授 

（博导） 



4、 俄罗斯和东欧国

家社会政治研究 

 

1、主要研究内容：(1)俄罗斯、东

欧及前苏联各国社会政治转型的理论与

实践；(2)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理论与实

践；(3)俄罗斯与中国、美国、欧洲等世

界主要力量中心的关系；(4)俄罗斯、东

欧及独联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

实践； 

2、研究特色：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历史与现实相统一、内政与外交相

联系。 

3、研究意义：（1）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提供经验和教训分析结

论；（2）为中国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外

交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论证和分析。 

 

 

 

孔凡君教授 

（博导） 

关贵海副教授 

 

5、 

当代西方社会结

构与政党政治研

究 

 

主要研究战后美、英、法、德、意、

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

党政治。了解战后西方各发达国家社会

结构与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可以加深

对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趋

势的研究。 

 

 

 

 

张世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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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学生熟悉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比较牢固地

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发展的基本线索，

拓宽研究领域，学习并掌握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外语水平较高，能达到比

较自如的听、说、读、书四会水平，基本目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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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胜任高校、科研机关、党政机关及外

事部门的教学、研究和管理等工作。 
 
 
 

 
 
 
 
学习年限：两年 
 

 
 
 
 
应修学分   共： 35  学分 
  其中   必修： 26   学分 
         选修：  9   学分 
     



三、课程设置（包括专题研讨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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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专业 

（本专业及其它专业） 

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必修 4 第 1学期 张光明（教授） 本专业 

2  社会主义学 必修 3 第 1学期 张光明（教授）等 本专业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必修 3 第 2学期 关贵海（副教授） 本专业 

4  俄罗斯东欧社会政治演变 必修 3 第 2学期 孔凡君、关贵海（教

授） 

本专业 

5  社会党和民主社会主义 必修 3 第 2学期 张世鹏 (教授) 本专业 

6  第一外国语 必修 4  研究生院   

7  中苏关系及其影响 选修 3 第 2学期 孔凡君（教授） 本专业及国际关系、国际

政治、中共党史专业 

8  国际共运专题研究  必修 3 第 1学期 孔凡君（教授） 本专业及中共党史专业 

9  西方社会结构与政党政治研究 选修 3 第 3学期 张世鹏（教授） 本专业及国际关系、国际

政治、中共党史专业 

10  当代西方思潮研究 选修 3 第 2学期 唐士其（教授） 本专业及国际关系、国际

政治、中共党史专业 

11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选修 3 第 1学期 张世鹏（教授） 本专业及国际关系、国际

政治、中共党史专业 



12  社会主义思想史重要著作选读 必修 3 第 2学期 张光明（教授） 本专业及国际关系、国际

政治、中共党史专业 

13  战后苏东关系研究 选修 3 第 1学期 郭洁（讲师） 同上 

14  第二外国语 选修 3    

15  比较政治与文化 选修 3    

Programme of Graduate Student Courses 

Discipline(一级学科)：Political Science             Speciality(二级学科):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N0. 

 

Serial No. The Title of Courses The Type 

of courses* 

Credit Semestre

** 

Teacher and his/her 

Title 

Speciality Suitable for 

1 02410010 Selected Reading in Marxist 

Classical Works 

N 4 A-1 Zhang Guangming, 

Prof. 

This Major  

2 02410020 Studies of Socialism N 3 A-1 Zhang Guangming, 

Prof. 

This Major  

3 02410030 Studies on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 3 S-1 Guan Guihai, A.Prof. This Major  



4 02410020 Studies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Evolution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N 3 S-1 Kong Fanjun & 

Guan Guihai  

This Major  

5 02410050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and 

Democratic Socialism 

N 3 S-1 Zhang Shipeng, prof. This Major  

 6 02410061 The First Foreign Language N 4    

8 02410070 Studies o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 Soviet Union and 

Their Influences  

C 3 S-1 Kong Fanjun, Prof.  This Major and the 

Maj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9 02410080 Topical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N 3 S-1 Kong Fanjun, Prof. This Major and the 

Major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0 02410090 Studies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Party Politics in Western 

Countries 

C 3 A-2 Zhang Shipeng, Prof. This Major and the 

Maj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1 02410100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inkings 

C 3 S-1 Tang Shiqi Prof. This Major and the 

Maj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2 02410110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 3 A-1 Zhang Shipeng, prof. This Major and the 

Maj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3  Selected Reading of Important 

works in Socialist History 

C  3 S-1 Zhang Guangming, 

Prof. 

This Major and the 

Maj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4  Studies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 Eastern 

Europe  

C 3 A-1 Guo Jie, Lecturer  This Major and the 

Maj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5  The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C 3    

16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ultures  

C     

        

        

           *.N—necessary; C—chosen.  **.S—spring semester; A—autumn semester 



课程内容提要 

课程编号： 02410010   开课学期：第 1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4/72   学分：4  

课程名称：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英文名称： Selected Reading in Marxist Classical Works  

教学方式： 讲授和讨论                     考试方式：期中考查和期末论文 

内容提要：     

通过讲授、阅读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著作进行研

究。主要范围如下：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 

2、马克思、恩格斯晚期的若干主要著作 

3、列宁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若干著作 

4、结合对这些著作的研读，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

探讨 

 

      

教材：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 卷 

2、 《列宁选集》第 1-4 卷 

3、 《资本论》 

 

 

参考书：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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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10020   开课学期：第 1 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3 
课程名称： 社会主义学 

英文名称： Studies of Socialism 
教学方式： 授课与自学讨论相结合         考试方式：闭卷与写文章相结合 

内容提要：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

心问题，分析研究一百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东方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流派，特别是前两个流派的历

史发展、理论观点，从而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达到深入的了解。 
 

教材：  

1、高放等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3 版 

2、黄宗良等主编：《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3、黄宗良、林勋健主编：《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参考书： 

1、刘佩弦主编：《科学社会主义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2、[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 1981 年中文版 
3、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年版 

4、张光明著：《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年版 

5、[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版 

6、《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版 

7、[德]托马斯·迈尔著：《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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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10030   开课学期：第 2 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3 
课程名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英文名称： Studies on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与阅读、讨论相结合            考试方式：作业考查 

内容提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及其背景 

社会主义本质论 

初级阶段论与发展战略 

稳定论与政治体制改革 

全球化与对外开放 

外交思想与对外关系 

一国两制构想与祖国统一 
 

教材：  

1、《邓小平理论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2、《邓小平理论专题讲座》，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参考书： 

1、《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版 

3、薛汉伟著：《时代发展与中国特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4、马启民著：《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5、江泽民：《在中共 16大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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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10040  开课学期：第 2 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3  
课程名称： 俄罗斯东欧社会政治演变 

英文名称： Studies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Evolution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教学方式：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考试方式： 期中书评与期末论文 

内容提要： 

考察俄罗斯东欧百年来的社会政治变迁，特别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产生、

确立、变化、剧变以至今日俄罗斯的历史过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教材：  

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参考书： 

1、周尚文等著：《新编苏联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2、[英]夏皮罗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 1991 年中文

版 

3、[苏]罗·麦德维杰夫著：《赫鲁晓夫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中

文版 

4、[俄]瓦列里·博尔金著：《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

昆仑出版社 1998 年中文版 

5、[美]科恩著：《苏联经验重探》，东方出版社 1987 年中文版 

6、吴仁彰著：《苏联东欧剧变与马克思主义》，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 

7、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 

8、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模式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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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10050  开课学期:第 3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 3/54  学分：3  

课程名称： 社会党和民主社会主义 

英文名称：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and Democratic Socialism 

教学方式： 讲课与讨论                   考试方式：学生撰写学术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引导学生从 19世纪中期以来欧洲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诞生、发展与分

化、转型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考察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政策的发

展变化。重点研究民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互动关系，对当代社会民主党与民

主社会主义作出准确的评价，从而更好地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 

     
 

 

 

 

教材：  
   《社会党与民主社会主义研究》（撰写中） 
 

 

参考书： 

1、 殷叙彝等著：《第二国际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版 

2、 [德]托马斯·迈尔著：《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中文版 

3、 [英]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 1-5 卷），商务印书馆 1988-1997

年中文版 

4、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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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3 

课程名称： 中苏关系及其影响研究 

英文名称： Studies on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教学方式： 讲授、讨论                    考试方式： 撰写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程对苏联与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历史上的复杂关系演变进行专

门研究，以便深入总结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党和国家之间关系中的经验教训。 

 

教材：  

   《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4 年版 

 

  

参考书： 

1. 《苏联对外关系手册》，安全部编内部读物。 

2.  [波兰]格·W﹒科勒德克著：《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

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0 年中文版 

3. 《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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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10080  开课学期：第 2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 3/54  学分：3  

课程名称： 国际共运专题研究 

英文名称： Topical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教学方式： 讲授、讨论               考试方式： 撰写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系统考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和一个半多世纪的曲折发展及其原

因，重点分析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理论、路线、方针

和政策，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教材：  

     黄宗良、孔寒冰主编：《世界社会主义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参考书： 

1、 高放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2、 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

央编译出版社 1997年版 

3、 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年版 

4、 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年版 

5、 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 

[西]费·克劳丁著：《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福

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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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10090  开课学期：第 3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 3/54 学分：3  

课程名称：西方社会结构与政党政治研究 

英文名称：Studies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Party Politics in Western Countries 

教学方式：讲授和自学                考试方式：开卷 

内容提要： 

1、西方政党的产生、发展和类型 
2、西方政党的组织 
3、意识形态与西方政党群体 
4、西方政党制度 
5、西方政党与选举 
6、西方政党与政府 
7、战后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对政党政治的影响 
 

教材：  
林勋健主编：《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年版 
 
 

参考书： 

1. Maurice Duverger ,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s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1954) 
2. 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3．S.M. Lipset and S. Rokkan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4. Giovanni Sartori ,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5. Leon Epstein, 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1967;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0) 
6. P. Merkl (ed.),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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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3  

课程名称：当代西方思潮研究 

英文名称：Studies o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inkings 

教学方式：课堂讲授与讨论             考试方式：笔试（69%）和论文（40%） 

内容提要： 

    本课程主要是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对二十世纪西方政治思潮

进行介绍与研究，突出各主要思想流派的思想内容、理论背景、历史渊源及其相

互关系，使学生对当前影响西方政治生活和社会运动的理论从根源上有一个清晰

完整的理解，并且形成对这些思想理论进行分析与判断、借鉴与批判的能力。同

时，也注重培养学生形成严谨的逻辑思考能力、以及对原著的阅读与理解能力，

并且使其专业外语的水平有一定提高。 
 

教材：  

Stephen Eric Bronner (ed.),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Theory--A Reader 

David Held (ed.), Political Theory Today 

 

参考书： 

Anthony de Crespigny,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ers 

Robert E. Goodin and Philip Pettit (e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Anthology 

Larry Arnhart, Political Questions: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Plato to Rawls 

Andrew Heywood, Political Ideologies: An Introduction 

Michael H. Lessnoff, Political Philosoph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hn Dunn, Western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face of the future 

唐士其著：《西方政治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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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10110  开课学期：第 1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3  

课程名称：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英文名称：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教学方式： 讲课与讨论                    考试方式：撰写学术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引导学生研究 20世纪 70年代后期新科技产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最新变

化、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与美国霸权、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模式

与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脉搏，更好地思考中国的现

代化发展战略。 

 

 

      

教材：  

 

   《20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研究》（暂定），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3年版 

 

 

参考书：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中文版 

2、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 

3、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版 

4、 [英]霍布斯鲍姆著：《极端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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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期：第 2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3  

课程名称： 社会主义思想史重要著作选读 

英文名称：  Selected Reading of Important works in Socialist History 

教学方式： 讲课与讨论                    考试方式：撰写学术论文 

内容提要：     
 

    以讲述、阅读和讨论的方式，指导学生对各个不同流派代表人物的一系列重要

著作进行研究，了解他们的理论与政治见解的主要特点及其异同，从而对世界社

会主义演进史上的派别争论及其实质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此课程与第一学期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程相配套，目的在于使学生在对第一手资料的研

究和比较中逐步培养起自己的辨别、比较和独立研究的能力。 

      

教材：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 1965 

考茨基：《帝国主义》（三联书店 1964）、《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 1958）  

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三联书店 1961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论俄国革命》，《卢森堡文选》

上、下卷，人民出版社版 

奥托·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三联书店 1978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三联书店 1966）、《被背叛了的革命》（三联书店 1963） 

吉拉斯：《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3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我的根本意见》，《陈独秀著作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参考书：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有关著作。 

L.Kolakowsky,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1-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1981 

 

 



 



课程内容提要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第 1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3  

课程名称： 战后苏东关系研究 

英文名称： Studies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 Eastern Europe  

教学方式： 讲课与讨论                    考试方式：撰写读书笔记和学术论文 

内容提要：     

    通过讲述战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引导学生了解影响苏

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历史演进中的一些基本史实，启发学生理解地缘政治在处理国

际关系方面的地位和调节作用，总结苏联与东欧国家间关系的特点及存在的问

题，考察导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及其深刻原因，思考中国走向现代

化发展道路的缘起和选择。 
      

教材： 

1. George Schöpflin,ed.,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New York: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1986) 

2. Odd Arne Westad（et al.）eds.,The Soviet Union in Eastern Europe,1945~89(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4) 

 

参考书： 

1.  Charles Gati, The Bolc That Failed：Soviet—East European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 

2.  Thomas W. Simons, Eastern Europe in the Postwar World (Basingstoke, 
Hampshire:Macmillan,1993) 

3.   Sarah M.Terry, ed., Soviet Policy in East Europ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4.   黄宗良：《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东方出版社 2006 年 
6.   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中国劳动出版社 1991 年 
7.   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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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学生毕业时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具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和独立科

研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至少一种外国语的专业文献，达到在国内正式专业刊物上

发表学术论文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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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至少用一年的时间写作学位论文，以尽可能收集和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

成果为前提，使自己的论述建立在资料较为丰富的基础上，文字规范，逻辑自洽，

论据可靠，论点具有说服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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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和理论方面有一定的知识，具备在本专业进一步深造的

条件。 

 

 

 

 

 

 

 

 

入学考试科目设置与录取方式： 

考试科目一：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 

考试科目二：世界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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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