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学理论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深厚的政治学学科素养，具有宽广的国际化视野和敏锐的社会政治意识，掌握先进的

分析工具和手段，在政治学理论若干领域具有独立研究能力，能够在各级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或大型智库，从事理论研究、教育教学、政策咨询、战略分析和管理工作的拔尖创新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熟悉并熟练查阅与本学科相关的中外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领域的

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外文资料撰写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并

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或知名外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成果。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较好地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项目。 

  4. 能够独立讲授本专业本科、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国家理论 

  2. 政治管理和公共政策 

  3. 西方政治思想 

  4. 中国政治思想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1 学分，其中，中文课 4 学分，基础课 7 学分，必修课 4 学分，

选修课 6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1学分，其中，必修课 15学分，选修课 6学分。 

  （1）中文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7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在博士研究生学科综合考试之前（第 4 学期），提交一篇不少于 20000 字的文献综述，须涵盖

专业主文献及与研究选题直接相关的学术文献不少于 50篇（部），由学院组织专家就文献综述质量

进行评定。 

  2.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学院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本学科学术年会、研讨会、研究生学术沙龙、博士论坛等学术活动。

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20 次以上本校及本院组织的学术报告；至少在二级学科范围内作 2 次公开

学术报告，博士生本人提交论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做发言可作为公开学术报告计算。如为

校内学术报告，报告对象应包括本人导师或导师指导小组代表。学术报告记载表经导师签字自行留

存，于申请答辩前提交学院审核。 

八、毕业条件与学位授予 

1. 本学科各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政治学理论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适用年级： 2023 

学科专业名称：政治学理论 学科专业代码：030201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1 学分  

中文课 4 学分  

学位基础课  7 学分  

专业必修课  4 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 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中文课 
W1641501 高级商务汉语（1） 是 是 2 32 秋 

W1641502 高级商务汉语（2） 是 是 2 32 春 

学位基础课 

08346001 政治学前沿问题 是 是 3 48 秋  

08356001 比较政治学前沿问题 是 是 2 32 秋  

08366001 国际政治与外交学前沿 是 是 2 32 秋  

专业必修课 
08346002 政治学研究方法与设计 是 否 2 32 秋  

08346003 政治学原著选读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8346005 国家理论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46006 政治学科研训练 否 否 2 32 春  

08366002 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8366003 区域国别专题 否 否 2 32 秋  

L0835601 中国政治专题 否 否 2 32 秋  

专业阅读书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3．  

2．[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美]罗伯特•E•戈定．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上、下册）．人民出版社，2016．  

4．[英]黑格．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美]罗伯特•古丁等．政治科学新手册（上下册）．三联书店，2006．  

6．[美]彼得•埃文斯等．找回国家．三联书店，2009．  

7．[美]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美]乔尔•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江苏人民出版

社，2012．  

9．[意]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  

10．[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1．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3．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第三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14．[美]戴维•韦默，[加]艾丹•维宁．政策分析：理论与实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5．[美]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