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ι…： 03归政治学叫级学科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山川川J川

擦擦 01 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

一、课程概述

本课程为政治学一级学科学术型研究生（包括各二级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核心基础

课，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政治学基础理论前沿议题进

行梳理、辨析和鉴别的研讨课程。

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政治学基础理论和相关前沿议题为研讨内容，以训练和培养

学生的政治学理论思维、辨析和创新能力为教学宗旨。

二、先修课程

本科或研究生期间修习完成中外政治思想史、中外政治制度史、政治学研究方法、国际政治

概论等课程。具备专业外语文献的阅读能力。

三、课程目标

( 1 ）使学生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确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

(2）使学生把握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脉络、思想逻辑、价值主张和基本特点，熟悉政治学

基础理论经典著作和前沿议题。

(3）使学生能够科学分析和辨识政治学主要理论流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合理吸收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学理论要素，正确批判、鉴别和扬弃西方政治学理论。

(4）使学生能够从政治现象中提炼理论观点，以政治实践验证政治学理论，运用政治学理

论分析政治现象，基于政治实践创新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四、适用对象

政治学学术型硕士、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法学、公共管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硕士、

博士研究生。

五、授课方式

采用师生互动型教学，实现课堂教学、经典研读与专题讨论结合。同时，可采用案例分析、

情景模拟等方法。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展开自主思考、研究创新、课堂交流和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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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内容

各培养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从以下内容中选择教学内容。

（一）导论

·重点：我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前沿议题。

（二）政治研究的逻辑起点

·重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内涵及其发展；其他主要政治观分析。

（三）政治权力理论

·重点：政治权力属性和功能；权力结构研究。

（四）政治权利理论

’重点：政治权利内涵和功能；政治权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五）国家理论

回重点：国家的本质和职能；国家权力配置原理。

（六）政府理论：

国重点：政府结构形式和基本类型；政府职能及其发展。

（七）民主理论

E 重点：民主的本质和形式；民主模式及其特征。

（八）政党理论

回重点：政党的本质属性、组织原则和权力结构；政党制度的原则和形态。

（九）治理理论

m 重点：治理学说基本流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

（十）政治制度

疆重点：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关系；政治制度变迁理论。

（十一）政治文化

回重点：中外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比较；政治心理的基础和基本内容；政治理论与意识形态。

（十二）政治发展

翻重点：政治发展的内涵；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发展道路与模式。

七、考核要求

要求学生深入研读经典原著，撰写读书报告、文献综述和讨论提纲等，结合其讨论发言情

况，记为平时成绩。

要求学生在深入研读和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专题研究论文，其成绩记为结业成绩。

以上各环节考核分占比为：考勤记录占 10% ，平时成绩占 50% ；期末成绩占 40% 。

八、编写成员名单

王浦铀（北京大学）、燕继荣（北京大学）、李天龙（北京大学）、梁贞情（北京大学）、何瑾（北

京大学）、梁宇（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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蘸穰露露 02 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一、课程概述

本课程为政治学一级学科学术型研究生（包括各二级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核心基础

课。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相关前沿议题为主要内容，注重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从学理上深入探究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结构、制度原理和发展逻辑。课

程旨在帮助学生系统、深入、科学地把握中国政治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

二、先修课程

本科或研究生期间修习完成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中外政治制度、中共党史、政治学研究方

法等课程。具备专业外语文献的阅读能力。

三、课程目标

(1 ）使学生系统了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历史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深入把握其本质

特征和制度原理。

(2）使学生深刻把握中国政府与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度特点、政治优势和价值目标，准

确了解相关研究前沿议题。

(3）使学生具备深入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重大议题的科学思维、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

四、适用对象

政治学学术型硕士、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法学、公共管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硕士、

博士研究生。

五、授课方式

采用师生互动型教学，有机结合教师课堂讲授与学生研讨。鼓励学生理论结合实际，积极

参与教学过程，展开自主思考、研究创新、课堂交流和论文写作。

六、课程内容

各培养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从以下内容中选择教学内容。

（…）导论

’重点：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前沿议题；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基本逻辑。

（二）新中国政治的社会基础

·重点：当代中国社会成员结构格局的发展变化；新时代社会成员结构变迁对政治发展的基

础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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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中国的国家性质

·重点：新中国的国体规定；新中国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区别；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回重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党的全面领导的根

本原则、体制机制、政治功能和实施方式；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全面建设与党的全面领导的关系。

（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回重点：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法理；我国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特点

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行政、司法、监察和军事制度。

（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重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原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

和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关系的历史由来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主要形式和运作特点。

（七）地方政府与政治

回重点：当代中国国家结构形式和制度原理；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原则；民族区域自治、

基层自治等基本政治制度原则和优势；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职责配置、行政区划和机构设置原

理；新时代地方和区域治理原则、基本特征、府际关系及其新课题；“一国两制”的制度原理和实

践发展。

（八）政府运行过程

，重点：政府运行过程各环节间的区别与联系；中国政府运行过程的特殊性；单位体制在中国

政府和政治运行中的功能。

（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z 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独特优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

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实现政府职能全面转变的方向、原则和路径；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战略与路径；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智慧与国外国家治理经验对于我国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借鉴性。

七、考核要求

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共同构成。平时成绩包括出勤考核、课堂讨论发言、专题论文

等成绩。要求学生在深入研读和调研的基础上，撰写研究论文，其成绩记为期末结业成绩。平

时成绩与期末成绩加总，计为最终成绩，其中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的比例为 5 : 50 

八、编写成员名单

朱光磊（南开大学）、张志红（南开大学）、郭道久（南开大学）、吴晓林（南开大学）、赵聚军

（南开大学）、周望（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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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擦擦 03 国际政治理论研究

一、课程概述

本课程为政治学一级学科学术型研究生（包括各二级学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核心基础

课，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国际政治现象、理论和方法

进行梳理、评析和研讨的研究课程。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国际政治学理论相关前沿问

题作为研讨内容，以训练和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辨析和创新能力为宗旨。

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可以在此基础上设置专题研究

课程。

二、先修课程

本科或研究生期间应修习政治学基础理论专题研究、中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研究方法

等课程。具备专业外语文献阅读能力。

三、课程目标

(1 ）使学生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确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价值

取向。

(2）使学生了解中外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学术谱系，熟悉国际政治理论和方法经典

著作，把握国际政治基本理论逻辑和前沿议题。

(3）使学生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重大问题，具

备承担专业工作的理论能力。

四、适用对象

政治学一级学科（包括政治学各二级学科）学术型硕士、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法学、公

共管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硕士、博士研究生。

五、授课方式

课堂教学与研讨相结合，着重于经典著作研析。采用师生互动型教学，教师为学生提供研

读书目并组织和引导学生展开研讨。同时，可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方式。

六、课程内容

各培养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从以下内容中选择教学内容。

（一）导论

圄重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前沿课题；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谱系。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际政治思想

88 



0302 政治学一级学科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

，重点：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思想；政治经济辩证作用思想；民族平等与民族独立思想；战争

与和平思想。

（三）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评析

，重点：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

（四）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分析

国重点：古典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

（五）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析

国重点：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葛兰西主义。

（六）其他国际政治理论研讨

回重点：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学派；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七）中国传统国际政治思想

·重点：先秦国际政治思想；秦以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国际关系内容；中国传统战略

文化。

（八）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国际政治思想

E 重点：三个世界划分；和平与发展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新型国际关系。

（九）当代中国学者的国际政治理论

·重点：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进化理论。

（十）国际安全理论研析

a 重点：霸权与均势；军备与武力使用；恐怖主义与反恐；群体冲突及其管理。

（十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析

跚重点：国际贸易与国际政治；国际货币金融与国际政治；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政治。

（十二）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研析

国重点：神经科学与国际政治；威慑的心理学；情感与国际政治；文化心理与国际政治。

七、考核要求

要求学生研读经典著作，撰写读书报告、文献综述、讨论提纲等，并结合其讨论发言情况记

为平时成绩。要求学生在深入研读和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专题学术论文，记为期末考试成绩。

以上环节考核分数占比为：考勤记录占 10% ，平时成绩占 50% ；期末成绩占 40% 。

八、编写成员名单

陈岳（中国人民大学）、田野（中国人民大学）、刘玉安（山东大学）、王学玉（山东大学）、刘昌

明（山东大学）、李宏（山东大学）、金瓶霞（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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