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专业代码 030220 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一、学科专业简介

本学科专业是政治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专业，是国内设立最早（2004 年开始招生）

的博士研究生学科专业之一，强调实证与规范并举、实践与理论结合的研究特色。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坚实的理论基础、系统与广博的专业知识、

独立的科研和公共管理及社会工作能力，从事政治社会学理论研究、教学和社会管理工作的

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研究方向简介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简 介

1 政治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对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规范性研究。

2 社会变迁与政治发展
探讨社会变迁与政治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

规律。

3 当代政治社会问题研究 对我国当代政治社会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四、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最长不超过 8 年。实行中期考核分流制度，中期考核一般安排在

第 3 学期末或第 4 学期初（具体考核时间、考核方法及考核内容由导师或专业指导组确定）。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本专业实行学分制，总学分 18 学分：（1）学位公共课程共计 5 学分，其中外语 3 学分，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2 学分；（2）学位专业课程、指定选修课程和任意选修课程共计 11

学分；（3）实践环节 2 学分。修满学分，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者，方可毕业。

1、同等学力、跨学科或跨专业录取的博士研究生，应补修本专业硕士主干课程，并要

求通过考核，取得及格成绩，但不计学分。

2、选修课程

由博士研究生导师根据需要为博士研究生开设或由博士研究生在学校所开设的课程中

选定，该类课程应列入《博士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

六、调查研究

实践环节主要内容是参加本学科的学术活动，参加次数 8 次以上，其中 2 次必须是校外



学术活动，每次都要有 2000 字以上的学习报告（由导师和导师组规定具体要求），另外本人

至少主讲 2 次学术报告，并填写《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考核表》。实践活动结

束后，由导师和导师组进行考核，确定合格或不合格。表格以院系为单位在规定时间上交到

研究生处，不合格者，不能参加答辩。

七、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1、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应至少完成 3 篇课程论文、3 篇学年论文。其中应至少

有 3 篇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所发表论文研究生必须是第一作者，作者单位必须是华

中师范大学。

2、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在第 4 学期进行综合测试，通过论文开题报告，并制定学位论文

工作计划。

3、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及学术水平的要求为：

（1）选题应当是本专业发展的前沿问题；

（2）论文应有翔实的资料基础，包括广泛阅读文献资料和获得必要的实证研究资料；

（3）论文应有新的视角和方法；

（4）论文必须有创新。

八、培养方式与方法

实行导师全面负责与专业指导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制度。在培养方式上坚持四个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学习相结合；读书、讨论与辅导、讲授相结合；课堂学习与参与科研相

结合；学校学习与社会实践及社会调查相结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进行理

论创新的能力。强调博士研究生以自学为主、培养能力为本的指导原则。

九、其它

1、凡以同等学力或跨学科专业录取的博士研究生，均须补修本学科硕士生课程至少３

门，并且考试须与硕士生同堂同卷，不计学分。

2、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必须认真阅读“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必读书目”中所规定的书籍（参

见附件表 3），并做好读书笔记；导师必须定期检查博士研究生的阅读笔记。

3、凡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项目均必须进行考核。考核方式、成绩评定标准以及有关

要求，按《华中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4、每位博士研究生须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在导师的指导下，结合本人实际，在入学

后 6 周内，在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根据个人培养计划每学期都要完成“在

线选课”。个人培养计划经导师和专业指导组组长审定后，报学院和研究生处审核备案。

5、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和个人培养计划完成与否，是审定本专业博士研究生能

否毕业和被授予学位的基本依据。



政治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简况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0004 第一外国语 68 3 1 公外系
学

位

公

共

课

0008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34 2 2 理论课部

103203020001
政治学（一级学科）前沿问题

研究
34 2 2 徐 勇等

103203022001 政治社会学名著选读 34 2 1 项继权等

学

位

课

学

位

专

业

课 103203022002 政治社会学专题研究 34 2 3 吴理财等

指

定

选

修

课

所
有
研
究
方
向

103203022003 当代政治社会问题研究 34 2 3 陈伟东等

实践环节 00016 学术活动 2 3、4、5

政治学（一级学科）研究方法

政治学理论专题研究补修课

农村社会学专题研究

来源：http://gs.ccnu.edu.cn/shownews.asp?id=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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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学参考书目政治社会学参考书目政治社会学参考书目政治社会学参考书目
（吴理财推荐）

（一） 基本理论

1. [德]韦伯：《支配社会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2. [美]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

3. [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华夏出版社 1987年

4. [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第 4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6年

5.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

6. 王沪宁：《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

7. [英]吉登斯：《现代性之后果》，译林出版社 2000年

（二） 权力和文化

8.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9. [美]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东方出版社 2008

年

10. [美]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 1988年

11. [美]米尔斯：《权力精英》，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2. [美]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

13. [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

14. [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三） 民族－国家和政治制度

15. [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

16. [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 1998 年

17. [美]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 1989年

18.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

19.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

20.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 1999年

21.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 2008年

（四） 民主政治及发展

22.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商务印书馆 2004年

23.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

24. [美]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 1993年

25. [美]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年

26. [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9年

27.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 1988年

28. [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年

29. [美]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

（五） 集体行动与公共领域

30. [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31. [美]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译文出版社 2007年

32.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 1999年

（六） 中国政治社会及发展

33.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7年

34. [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6年

35.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 1999年

36.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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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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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

38.徐勇着：《非均衡的中国政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