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级政治学（030200） 

一、简介 

同济大学政治学学科始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拥有政治学与行政学

（含国际政治方向）本科专业，2003 年获准设立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 2018 年 1 月经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设立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

2019 年 10 月经人社部博士后流动站办公室批准设立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

动站，学科平台建制完备，满足本硕博贯通式培养要求。 

本学科拥有一支专业结构优化、年龄梯次较为合理、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

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 45 名，聘请 20 余名国内外知名学者担任兼职教授。

本学科科研成果丰富，积极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国际交流广泛，在中国战略研

究、马克思主义国际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东亚为重心的亚太研究等领域持续发

挥全国性学术引领作用。 

本学科拥有国家级科研基地“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

地”（全国仅 10 家）、4 个教育部国别与区域备案中心（APEC 研究中心、欧

洲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以及同济大学

中国战略研究院、同济大学国家现代化研究院等新型高校智库作为科研平台。 

本学科博士点设有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战略 4个方向，

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二、培养目标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努力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具有为人民服务

和为祖国富强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自觉遵纪守法、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2.    根据同济大学的“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定位，

以及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制度立院、学术兴院、学科强院、学生为本”

的工作宗旨，政治学学科秉持“统筹两个大局”的发展思路，强调以教书

育人为核心，致力于培养符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

维、具备进行多学科交叉和跨学科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学术创新能力、通

晓国家治理和国际事务的精英人才。 

3.    在人才培养标准方面，注重“知识”、“能力”和“人格养成”三个方面

内容。在知识方面，主要包括深厚的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前

沿理论；通晓国情、党情和世情知识；政治学专业所涉重要的跨学科、交

叉学科知识等。在能力方面，主要包括独立思考的能力、逻辑思辨的能力，

独立从事政治学相关领域的分析和研究能力，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和

解决所涉国计民生重大议题的能力，与人合作共事的能力，至少熟练掌握

一种外语的应用能力，体现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并能熟练地进行国际学术

交流。在人格方面，主要包括爱国精神、身心健康、志存高远、刻苦务实、

精勤进取、团队合作等。 

三、研究方向 

政治学理论   本学科方向以政治学理论研究为基础，以国家治理和政治思

想史为特色，以政治哲学、中外政治思想、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为主要研究领

域，培养具有厚重的历史纵深、宽广的国际视野、扎实的政治学理论基础的复

合型高级人才。本学科方向基础理论较为深厚、队伍国际化色彩明显，承担多

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科研成果较为丰富。 

 比较政治  本学科方向以比较政治研究为基础，以比较政治、比较政治制

度史、比较法律制度、国家治理比较、地区治理比较为主要研究领域，着力培

养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通晓比较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复合型高级人才。本学科

方向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比较研究特色鲜明，承担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

题，科研成果较为丰富。 



国际关系  本学科方向以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研究为基础，以大国关系、全

球治理研究、区域与国别研究为特色，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马

克思主义国际理论与实践、国家安全、亚太研究、欧洲研究、全球治理、地区

治理、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等，着力培养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通晓国际关系理

论与实践的复合型高级人才。本学科方向师资队伍实力雄厚， 国际化特色鲜明，

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重大项目和部委委托课题，科研成果丰富，多次获

得省部级教学科研奖励。 

国际战略  本学科方向以政治学理论和大战略理论为基础，以中国战略研究

和大国战略比较为特色，以世界主要大国战略比较、中国和平发展所涉及的国

内外重大战略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密切结合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开展多学科、

跨学科创新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与世界关系、中国战略理论体系、中

国战略传统、大国战略比较、外交理论与实践等。本学科方向致力于实现多学

科交叉融合，培养具有广阔国际视野和深厚战略理论基础的复合型高级人才，

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成果丰硕，国内外影响广泛。 

四、学制及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4 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7 年。 

五、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学位课 4 

专业学位课 10 

非学位课 2 

必修环节 9 

总        计 25 

六、学位论文工作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原则上应用汉语撰写；

留学生可用英语或用事先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研究生院批准的其他语种撰写

学位论文，且必须在学位论文中附加详细汉语摘要。 

1.    论文选题：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由各学科组根据学校要求的时间集中组

织。在论文的研究过程中，若论文课题有重大变动，应重新召开选题报告

会。论文选题按学科组进行排序，论文选题第一次不通过者，需在6个月后

申请重新进行选题报告会。 

2.    中期综合考核：博士研究生的中期综合考核由学科集中组织。考试成绩按

学院分等级录入管理信息系统，成绩为优的比例≤40%，成绩为良的比例

≤40%，成绩为合格或不通过的比例不低于 20%。中期综合考核第一次不通

过者，可在 6 个月后申请再次考核。 

3.    预答辩：是否集中各学科自行确定。预答辩通过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盲审。 

4.    盲审：按照学校和学院相关规定执行。 

5.  答辩：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评阅、答辩组织、答辩审批、答辩过程，以及

提前答辩和延期答辩的规定请参见《同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

作规定》。 

6.    涉密论文：涉密学位论文及申请学位的保密管理工作，按《同济大学涉密

研究生与涉密学位论文管理规定》（同济研【2018】65 号）执行。 

七、成果要求 

符合学校《同济大学关于博士硕士学位申请者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法

政分委员会《博士学位申请者和发表论文要求及期刊会议目录》的要求。具体

要求：应以第一作者（包括导师第一作者、申请者可为第二作者）身份，在专

业期刊发表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论文 3 篇及以上，且申请人第一署名单位为

同济大学，其中至少2篇发表于CSSCI期刊上（不包括CSSCI扩展版期刊）。 



八、分流与退出机制 

1.        在学期间累计两门及以上课程考核不合格者，予以退学处理。 

2.        论文选题或中期综合考核两次不通过者，视为自动终止学业，予以退学处

理。 

九、备注 

1． 课程学习一般安排在入学后前2个学期，必修环节中研究生学术行为规范、

论文选题、同济高等讲堂必须在中期综合考核前完成。 

2． 学位论文选题和中期综合考核相距时间不少于 6 个月，中期综合考核和学

位论文答辩相距时间不少于 12 个月。 

十、课程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是否

必修 
分组 

备

注 

学位

课 

公共学

位课 

8000295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 
2.0 36 

春秋

季 
是   

80002680001 
学术英语写作

III 
2.0 36 

春秋

季 
否 

课程二

选一 

 

80002680002 
国际交流英语视

听说 III 
2.0 36 

春秋

季 
否  

专业学

位课 

80003250003 战略专题研究 2.0 36 
春秋

季 
否   

80003250006 政治学理论前沿 2.0 36 
春秋

季 
否   

80003250008 
国际组织与国际

合作 
2.0 36 春季 否   

80003250010 
中国政治研究专

题 
2.0 36 

春秋

季 
否   

80003250013 
多层治理研究专

题 
2.0 36 

春秋

季 
否   



80003250014 
比较政治研究专

题 
2.0 36 

春秋

季 
否   

80003250015 
中国政治思想专

题 
2.0 36 

春秋

季 
否   

80003250016 
国际关系研究专

题 
2.0 36 

春秋

季 
否   

80003250018 
国际政治经济学

专题 
2.0 36 秋季 否   

80003250019 
西方政治思想专

题 
2.0 36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80003250012 
政治学学术论文

写作 
2.0 36 

春秋

季 
否   

必修环节 

80000140001 论文选题 1.0 0 
春秋

季 
是   

80000140002 中期综合考核 3.0 0 
春秋

季 
是   

80000140003 
论文阶段成果学

术报告会 
1.0 0 

春秋

季 
是   

80002020032 
论文写作与学术

规范 
2.0 36 

春秋

季 
是   

80000140004 同济高等讲堂 2.0 36 
春秋

季 
否 

课程二

选一 

 

80000140005 专业讲座 2.0 36 
春秋

季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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