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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学科.课题组选取全国具有

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科研院所作为样本,以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为区间,主

要通过发放信息调查表等方式搜集数据,呈现我国政治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

研究认为,为适应新时代政治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我国政治学学科要进一步健全人

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规范学科设置,平衡学科布局,优化师资结构,强化支撑

资源,调整研究结构,提高成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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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学科.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在中央理论

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抓

紧补课.”[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在这个过程中,包

括政治学在内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积极的广泛的影响.

新时代,我国政治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任务,为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

力和广阔空间,同时也要求政治学学科肩负起述学立论、资政育人的使命与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

整体发展战略,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２]这为在新时代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政

治学学科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顺应新时代新要求,不断夯

实学科基础、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兼顾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呈现欣欣向荣的繁

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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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呈现并研判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情况,课题组选取全国具有政治学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院所作为样本,以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为区间,通过发放信息调查表等方式搜

集数据,通过比较分析研判未来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

一、 人 才 培 养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育才是我国哲学社会科

学整体发展战略的中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大政治学培养单位为我国革命、建设、

改革事业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治国理政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学各培养单位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核心任务,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

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人才,努力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培养规模

“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我国政治学人才培养规

模也呈现上升趋势.

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小幅增长,学位授予比例维持较高水平.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样本单位各年度平

均招生人数保持在４７~５０人,学位授予人数保持在４８~５１人(该数据包括往届生),呈现小幅增长趋

势.各样本单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差异较小,绝大多数样本单位年均招生人数维持在３０~５０人,约

２５％的单位招生规模高于均值.从样本单位的情况看,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各单位年度学位授予比例保持

在９４．９％~９６．７％,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人数与招生人数的比例基本稳定且保持较高水平.

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基本稳定,学位授予比例下降明显.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样本单位博士研究

生年度平均招生人数保持在１６—１８人,招生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在此时间段内,各样本单位的博

士研究生学位授予人数呈现下降趋势,从年平均１２人逐渐下降到１０人.随着学位授予程序日益严

格,样本单位博士研究生的学位授予人数与招生人数的比例下降趋势明显,目前已下降近１６．７％.

(二)培养模式

一般而言,样本单位的人才培养内容大多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基本能力培养”和“毕业论

文写作”三个主要方面,并在“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培养”“学分构成”“课程设

置”“阅读书目”“社会实践或实习”“资格考试”“学位论文”等方面分别做出更加细致的要求.

各样本单位都重视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并把人才培养的政治方向

放在第一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重点在于课程讲授,而实习实践学分占比不高.样本单位在硕士研究生培养

过程中着重关注“课程学分”“阅读书目”和“学位论文”３项指标.各单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年限平均

约为２．３年,学分总数平均为３６分,约１２门课,必修学分总数平均约为２２分,约７门课.各培养

单位一般要求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阅读５０~１００本学术著作.大多数单位对硕士学位论文要求比

较严格,字数要求在３万字左右.此外,诸多单位还规定:学位论文在答辩前须进行学术规范审查,

重复引用字数必须低于总字数的１０％,方可进入评阅、答辩程序.部分单位在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上的探索别具特色.例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要求学生完成下乡入村社会调研任务;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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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大学等单位建议硕士研究生辅修第二外语.

博士研究生培养重点在于科研能力,学位论文评审日趋严格.与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相比,各

样本单位为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定了更高的培养标准和更加严格的培养程序.各样本单位普遍认

为,博士研究生需要在扎实掌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索学科前沿并形成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同时,

博士研究生需协助导师或独立承担学术科研任务.因此,各样本单位尤其注意在“阅读书目”“资格

考试”“学术交流”“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等方面对博士研究生培养提出具体要求.总体看来,各

样本单位博士研究生学分总数平均约为１９分,约６门课,其中必修学分均值为１３分,约４门课.

绝大多数单位要求博士研究生毕业前应具备发表期刊论文的能力,并阅读一定数量的专业书籍.

超过一半的样本单位要求博士研究生进行社会调研或社会实践.大多数样本单位把通过博士研究

生综合考试作为学位论文开题的基本条件,制定、实施博士研究生淘汰分流制度.学位论文是考察

研究生学习、科研能力的核心要素.各样本单位对论文选题报告、进展情况中期检查、全面审查(预

答辩)、评阅与答辩等做了细致严格的规定,以保障论文质量.此外,各样本单位积极创新博士研究

生培养环节.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将“国际学术交流”作为政治学博士研究生培

养方案中的必要环节,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则要求博士研究生学习研究对象国家

或地区的语言.

从学位论文的抽检结果来看,近年来政治学毕业生的论文质量处于合格水平.从省级、校级优

秀学位论文的数量来看,近年来政治学毕业生的论文优秀率相对较低.样本单位的优秀学位论文

共计１５３篇,优秀率平均为１０％左右.

(三)培养成效

硕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以实务型岗位为主,选择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不高.总体来看,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年,各样本单位的硕士研究生就业率接近１００％,其中直接就业的比例均值为８０％,继续升学

深造的比例均值为１０％左右(境内升学比例约８％,境外升学比例约２％),还有部分毕业生选择自

主创业或其他就业形式.据统计,样本单位直接就业的毕业生中,入职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

的人数最多,约占直接就业人数的６０％,入职民营企业的人数占比约为１３％.

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以教研型岗位为主,选择党政管理工作的人数占比同样较高.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年,各样本单位博士研究生就业签约比例均值约为７７％,在境内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比例均值

约为２３６％、在境外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比例均值约为０．２６％,还有部分博士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

或其他就业形式.直接签约就业的博士毕业生主要去向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单位,约占博士研究生

就业签约总人数的６２％.同时,就业签约的博士研究生中约２８％的人选择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等.

二、 学 科 基 础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国有３０余个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培养

体系,２０余家单位获批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① 依托百余所政治学教学科研单位,我国政治学学科

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良好教育背景、较强科研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师资队伍,并且构建了支撑人才培

① 数据来源: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https://zlxxpt．chinadegrees．cn/index/enterIndex．html;全国博士后管委

会办公室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WebSite/program/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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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软硬件体系.

(一)学科设置

根据我国学位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政治学包括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７个二级

学科.同时,学位授予单位可遵循相关程序与要求,在一级学科学位授权权限内自主设置交叉学科

与目录外的二级学科.就学科设置来看,有８２．８％的样本单位设置了４个以上二级学科,各样本单

位平均设置二级学科５个左右.其中,北京大学设置二级学科数量最多,为１１个.

目前,全国政治学学科点已形成了目录内二级学科、自设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均衡发展、协调

互补的格局.

从目录内二级学科的设置来看,近半数样本单位设置的数目在４个以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武汉大学等样本单位设置了目录内所有的二级学科.

从自设二级学科的情况来看,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样本单位平均设置了１．２个新兴学科方向.①

当前,各样本单位的自设二级学科呈现一些共同特征:设置“中国政治”“公共政策”学科的单位最多,设

置“地方政府学”“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单位次之,还有单位设置“政治哲学”“社会管理”“政府经济

学”等学科.同时,各样本单位自设的二级学科也显示出相应的研究专长和区位特色.例如,上海外

国语大学发挥域外语言与文化研究优势,设置了“中东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公共管理”等学

科;云南大学发挥边疆治理、民族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专长,设置了“民族政治与公共行政”等学科.

从交叉学科的设置来看,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样本单位平均设置０．５个交叉学科.② 其中,设置

最多的交叉学科是“全球治理”“区域或国别研究”,所涉单位包括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其次是“中

国学”,所涉单位包括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再次是“法政治学”,所涉单位包括吉林大

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其中,中国政法大学依托政治学、法学等学科设置的交叉学科最多(共４个),

包括“国家监察学”“政治社会学”“法治文化”和“全球学”.

另外,约有３０％的单位没有自设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调研显示,这些政治学培养单位大都倾

向于集中资源发展目录内二级学科.

(二)师资力量

以样本单位为例,在师资规模上,各单位的专职教师数均值约为４６人,其中,复旦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师资规模较大.

从博士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的数量及总人数占比的情况看,博士研究生导师约占

３６％,硕士研究生导师约占７５％.绝大多数高校政治学学科师资队伍中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占比超

过６０％.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占比相对较高.

从职称看,正高级职称的师资占比约为４１．４％.其中,苏州大学、山东大学的政治学学科师资

队伍中正高级职称占比最高,均超过５６％.

从教育背景看,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约占总人数的８５．５％,有境外学习、科研经历的教师约占总

①

②

数据来源: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http://www．moe．gov．cn/s７８/A２２/A２２_gggs/
s８４７６/２０１９０７/t２０１９０７２４_３９２０５３．html．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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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的５０．８％.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具有境外学习、科研经历的教师占比最

高,分别达到９７．４４％、９０．５９％和８７．８８％.

(三)支撑条件

２０１７年９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外交学院(自设)等

６个单位的政治学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行列.２０１９年４月以来,全国设置政治学与行政学

一流本科专业共２２个,其中国家级１２个、省级１０个;国际政治一流本科专业共８个,其中国家级５
个、省级３个;外交学一流本科专业２个,其中国家级１个、省级１个.

在教学研究平台建设方面,当前,样本单位平均拥有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团队２．８个,省部级以

上科研基地、实验室约３．８个,省部级以上国际合作教学研究平台约２．４个,核心学术期刊约０．６种.

在研究基地方面,教育部在高校建立了百余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其中,支持政治学学科

发展的基地包括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

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暨南大学华人华侨研究院等.

在学术期刊创办方面,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我国政治学界涌现一批影响较广的中、外文学术期刊.

在中文期刊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主办的«政治学研究»、北京大学主办的«国际政治研究»、吉

林大学主办的«东北亚论坛»、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外交学院主办的«外交评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现代国际关系»等期刊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在外文期刊方

面,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国际政治杂志»(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是国际政治

类SSCI期刊,复旦大学主办的«中国政治学评论»季刊(ChinesePoliticalScienceReview)被SSCI
扩展版收录.

三、 科 学 研 究

(一)研究热点

　　本文运用期刊属性、层次、影响力等指标,选择核心期刊为文本来源,按文章引用率排序、以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为时间区间,筛选出５００篇论文,采取文献计量分析法和 CiteSpace软件,系统呈现

我国政治学学术研究整体状况.

１ 政治学研究(狭义)的热点与特点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政治学研究的中心议题即“国家治理”的热点地位十分显著.２０１３年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和２０１９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先后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述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和路径.在此背景下,“国家治

理”成为近年来政治学学者关注的中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建设”“社会治理”“协商民主”

“依法治国”等研究热点,都是从“国家治理”议题中延伸展开的.此外,政治学者还关注“政策信任”

“绩效评估”“服务型政府”等为代表的政府与公共政策研究;“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社会治理”等

治理议题;近现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等议题;“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等基础理论;“历史政治学”

“田野政治学”等交叉学科领域及“环境治理”“监察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等问题.在研究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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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上,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国内政治学研究仍然多以规范研究、定性研究为主流工具.相比之下,基
于问卷法、实验法的实证研究、定量研究成果较少.

２ 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特点

相比于政治学研究中议题的布局情况,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国际问题研究的议题集中,且相互交叉、
高度关联,独立的研究单元较少.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国际问题研究者主要关注“中国外交政策”和“中
美关系”两大热点.前者主要研究和阐述“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

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等议题,后者主要分析讨论“特朗普(政府)”“俄罗斯”“东盟”
和“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等议题.另外,“全球治理”“核恐怖主义”“核峰会”等是国际问题研

究的热门领域;“建构主义”“中印关系”“中欧关系”和“地缘政治”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话题.

３ 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共党史党建研究的热点与特点

“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比较集中.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习近平总

书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共党史党建研究的主频

词.具体而言,该领域学者重点研究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实践,如“全面从严治党”“市场经济”“协商民主”和“国家治理”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
“邓小平”“李大钊”等人物研究,也备受学者青睐.此外,政治学学者还关注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事

件,如“共产国际”“十月革命”“红军长征”“五四精神”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等.

(二)重要科研项目

在政治学及其相关学科范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包括“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马列科社”
“党史党建”四个类别.据统计,样本单位在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度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９８０项

(见表１),其中“政治学”３１７项,“国际问题研究”２５１项,“马列科社”３０３项,“党史党建”１０９项.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样本单位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量保持平稳发展态势,平均每年１４０项,样本

单位年均承担约４．７项.

表１　样本单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统计(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①

类别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合计

“政治学” ４６ ４１ ３７ ４０ ５８ ４８ ４７ ３１７
“国际问题研究” ３６ ３２ ３１ ３３ ４２ ３３ ４４ ２５１
“马列科社” ４６ ４３ ３８ ５０ ４０ ４６ ４０ ３０３
“党史党建” ９ １３ １３ １６ ２５ １９ １４ １０９
合计 １３７ １２９ １１９ １３９ １６５ １４６ １４５ ９８０

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题的词频分析结果表明,“政治学”方向在年度区间内的研究热点为“政
府”“治理”“机制”“地方政府”等;“国际问题研究”方向的研究热点为“国际战略”“中美关系”“安全”
“国际战略”等;“马列科社”方向的研究热点为“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意识形态”等;“党史党建”方向的研究热点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经验”等.从统计

学角度看,词频分析结果与近年来核心期刊论文主题的分析结果一致.

(三)重要科研奖励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样本单位平均每年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代表性科研奖励１．７９项.

① 数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http://fz．people．com．cn/skygb/sk/．



王浦劬等:新时代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与展望 ３３　　　

从获奖项目的内容来看,各样本单位结合研究专长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例如,复旦大学政治

学学科致力于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工作,注重回应国家重大理论议题和实践需求.近年来,“现

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等７项学术成果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

科学),“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态分析”等４０项学术成果获

得上海市市级奖励.

一些样本单位结合区域优势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例如,厦门大学毗邻侨乡和我国台湾地

区,专攻华人华侨研究和台湾地区研究;云南大学重点关注中国内陆民族区域治理、族际和谐关系

构建等学科领域,致力于为民族地区有效治理提供智力支持.这些大学的政治学学科点的研究都

获得多项重要奖励.

(四)社会服务

样本单位开展社会服务的主要形式是与相关主体联合进行科研攻关.调研显示,与各样本单

位开展合作的组织主体主要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部门、各级国家机构及其部门、人民团体、各类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样本单位平均获得研究资助１３项.其中,北京大学、中

山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政治学学科点,获得了３０项以上的研究资助.

样本单位开展社会服务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提供资政报告.各样本单位的政策建议受到中央

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注.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样本单位撰写的调查报告共获得国家级领导批示

８５次,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２５６次.其中,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等单位的表现较为突出.样本单位提交的调查报告获得中

央和国家机关采纳４１２次,其中,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的调查报

告被采纳的次数相对较多.样本单位提交的调查报告获得地方政府机关采纳５６３次,其分布与学

科点的综合科研实力、影响力辐射范围、校地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

(五)文化传承

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等学科发展得到各培养单位的普遍重视,

项目和成果逐年增长,学术活动逐渐活跃.样本单位都开展了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相关的科研项目.例如,厦门大学研究内容涉及福建华侨群体的历史记忆研究、海峡两岸中华传统

文化协同创新机制研究等;河南师范大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华夏历史文明的建设与传承等;北京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承担的相关项目,主题涉及“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贤能政治的历史

发展”“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等.

样本单位在文化传承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然而,当前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各样本单位依托

的区位优势和科研资源禀赋不尽相同,能够服务文化传承的能力并不均衡;另一方面,各样本单位

已认识到研究和弘扬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性,但是研究项目和学术成果较为短缺,中华优秀传

统政治文化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四、 比 较 分 析

我国政治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分布在１５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治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分布在

２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地域分布上看,北京(１０个博士点、９个硕士点)和上海(４个博士点、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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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硕士点)形成了政治学教学、研究的两大重镇,江苏、湖北、吉林、天津、广东等地也聚集着实力雄

厚的政治学教研单位.政治学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分布态势,西北各地区

几乎没有博士学位授权点,西南、东南地区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数量也较少.
由于历史条件、区域因素、资源禀赋和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政治学学科点之间呈现明

显的层次性和差异性.

(一)人才培养的区域比较

在学位授予要求及培养环节方面,各区域各样本单位都根据«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

本要求»,制订较为规范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各样本单位分别对学分总数、阅读书目、资格考试、社
会实习、第二外语、国际交流和学位论文等做了明确规定.整体上看,学位授予要求及培养环节的

地区差别较小,各样本单位的要求比较接近.
在招生规模和学位授予方面,二者的比值体现了学科人才培养的结构特点:就硕士研究生而

言,东、中、西部地区各区域各样本单位每年招生人数均值分别是５４人、６１人、３７人,每年学位授予

人数均值(含往届生)分别是５５人、５５人、３８人,二者相当接近,各区域样本单位的硕士研究生招生

和毕业比例相对均衡;就博士研究生而言,各区域各样本单位每年的招生人数均值分别是１９人、１９
人、１５人,学位授予人数均值分别是１４人、１３人、７人,西部地区和东、中部地区的样本单位博士研

究生招生规模差距较大,且西部地区博士研究生的毕业率低于东、中部地区.
在研究生科研成果方面,各区域各样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与其所依托的科研平台等存在一定相

关性.东、中部地区的研究生人均参与科研项目数、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出国访学进修远高于西部

地区,并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趋势.中部地区样本单位的研究生CSSCI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明

显高于东、西部地区.

(二)学科基础的区域比较

东、中部的政治学学科点较早获得授权资格,学科建设资源比较充裕.西部地区的学科点发展

时间较短,师资队伍、科研平台等相对短缺.就学科设置而言,我国东、中、西部设置的政治学二级

学科平均数分别是５．４个、５．３个和４．５个,各区域之间差距并不大.中、西部地区的政治学学科点

更能够积极发展基础学科和特色学科,取得突出成绩.
东、中、西部地区每个政治学样本单位的师资规模大体均衡(见表２).东部地区的专职教师校

均约５３人,中部地区约４７人,西部地区约５２人.具体而言,东、中部地区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职
称结构和学历结构等指标基本持平;两者差异在于,东部地区教师的国际化程度明显高于中部,在
本单位获得最高学位的人数占比明显低于中部.相比之下,西部地区政治学教师在本单位获得最

高学位的占比较高,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占比较低,而且师资队伍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具有国际学

术经历的人数低于东、中部地区.

表２　样本单位师资队伍结构的区域对比(平均值) 单位:％

硕导占比 博导占比
青年教师

(４０岁以下)占比

高级职称
(正副教授)占比

博士学历

占比

国际学术

经历占比

最高学位非本

单位人数占比

东部 ７９ ３８ ３３ ８３ ９０ ６１ ６０
中部 ７２ ３６ ３７ ７６ ９２ ４１ ４４
西部 ３９ ２５ ４６ ７７ ６２ １５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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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撑条件方面,各区域显著不均衡.在“国家重点学科”“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团队”“省部级

科研基地”“省部级以上国际合作教学、研究平台”“核心学术刊物”等相关科研载体方面,东部地区

学科点的资源优势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并且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东部地区已经建成了较为充足

的科研支撑平台,而中、西部地区则受制于相关条件,仍处于追赶阶段.

(三)科研能力的区域比较

统计显示,样本单位科研水平与其地域分布具有明显相关性.

由于学科点数量差异较大,东、中、西部地区的国家和省级课题数悬殊,但各地区各样本单位两

类重要课题的平均值却相对接近.东部地区学科点获批课题数较为稳定,中部地区学科点获批课

题数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西部地区学科点获批课题数波动较大.

在代表性科研成果方面,学术专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的数量,样本单位之间并没有明显的

地域差异.不过,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各样本单位的论文总数、CSSCI核心期刊论文总数、国外期刊论

文总数的均值,则大致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趋势.

在境外交流方面,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次数、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次数、邀请境外专家讲座报告

次数和资助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人次等指标数值,样本单位表现出高度的地域差异(见表３).东

部地区的相关数据大幅度领先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之间则在具体指标上各有短长.

表３　样本单位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情况区域对比(年均)

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次)

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
(次)

邀请境外专家讲座报告
(次)

资助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人次)

东部 ６．４ ６．７ １９．２ ２０．３
中部 ０．９ ２．１ ５ ４．６
西部 １．３ １．５ １．５ １１．５

在校地合作和横向课题方面,东部地区政治学培养单位获得的科研项目明显多于中、西部地

区,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则较小.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国家级领导批示次数、省部级领导批示

次数、国家机关采纳报告次数、地方机关采纳报告次数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态势.

在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方面,样本单位所开展的１３项科研项目中,东、中、西

部地区各单位平均为０．５项.由此可见,各地区的情况比较均衡,都处于起步阶段.

五、 问题分析与发展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学培养单位积极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在人才培

养、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也需要清醒地认识

到,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这是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着力点.

(一)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主要问题

１ 学科建设目标与人才发展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

对于学生来说,传统的培养理念、教学理念和科研理念,不能帮助其适应社会需求.例如,在个人

发展规划上,硕士研究生群体中已经出现就业创业与继续深造的鲜明分化,选择就业的人数占比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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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但是,政治学学科尚未分别设置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仍然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要方向,很

少有培养单位专门设置就业导向的课程、教材和师资.又如,在博士研究生培养中,我国政治学教学

重知识传授、轻方法论研习,教师讲授较多、学生自主探索较少,尚未形成科研项目引领博士研究生培

养的模式.此外,个别单位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环节与学位授予把关不严.对于师资队伍建设而言,部

分单位和学科点存在人才流失和人才发展断档等问题.大批老一辈学者退休,中青年政治学者人数

规模不足,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

２ 学科点布局和学术资源分布不均衡

政治学学科发展与国家、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国内政治学学科点、学

位授权点的分布,呈现明显的“自东向西”递减的态势,支撑科学研究、教师发展、学生培养等各类软

硬件学术资源的分布也呈同样态势.学科点、学位授权点等集中于发达地区、大中型城市和重点高

校,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尚无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另外,学科点、学位授权点之间

的分化程度逐步加大,一些单位的师资力量、科研项目、学术成果是其他单位的数倍.

３ 二级学科设置和学科融合有待进一步规范

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数据,近年来,全国高校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新设了４８个

目录外二级学科,设置了１９个与政治学相关的交叉学科.这些新兴学科的出现,适应了新时代我

国政治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然而,从培养方案来看,部分新设学科缺乏统一标

准,求新、求多、过于粗放.部分培养单位忽视“政治学理论”等基础学科的发展,并且没有以一级学

科的视角规划和建设学科、培养人才.此外,学科内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

史(含党的建设)等学科,与中外政治制度、国际政治等学科之间的融合尚待进一步推进.

４ 理论原创性和实践指导力有待提升

面临新时代政治发展遇到的国际国内问题,学科需要以政治实践为导向,基于党领导人民的政

治实践,构建原创性的中国政治学概念、命题和理论,强化学科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影响力.另外,相

比经济学、法学等相近学科,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学学科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对党和国家的重大

决策部署的贡献度、对经济和社会治理的影响力,虽不断增强、持续向好,但仍具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３]此外,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比例需要进一步平衡.

５ 学术本土化和国际化双重不足

一方面,近年来,中国政治学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对话、合作更加频繁,但是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学术议题和研究成果数量仍旧有限.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的政治学学科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学界对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的重视更加自觉,[４]但是,基于

中国本土的政治学研究和原创性成果还不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工作任重道远.

(二)新时代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

新时代,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于新时代党领导

人民的政治实践,继承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致力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



王浦劬等:新时代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与展望 ３７　　　

话语体系,持续产出原创性、时代性、科学性、实践性和有国际影响的重要学术成果,逐步建成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的政治学学科.
当前,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需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１ 健全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政治学学科要立足学科性质,根据人才成长规律、学生就业需求和用人单位需求等因素,树立

杰出学科人才培养优先的理念,[５]加快形成符合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人才培养模式.
具体而言,要在教学过程中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课程比重,尤其要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重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加研究方法

课程的比重,要求学生形成国际视野、具有国际学术交流经历等.
区分培养层次,更新教学内容和培养方案.对于深造导向的硕士研究生,要引导其自主学习、

自主科研;对于就业导向的硕士研究生,要重视引导其开展实习、培养择业创业能力;对于博士研究

生而言,要积极倡导其在学术研究中提升能力,以学术研究带动人才培养,培养兼具教学、科研、实
践能力的综合性高端人才.

在加强监管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程序的基础上,继续严格控制培养各个环节.例如,加强源头

管理,教育主管部门和培养单位要重视对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学位论文开题等环节的规范与监

管,建立培养单位及导师的责任机制,优化学位论文的抽检频次和抽检方法.

２ 规范学科设置,平衡学科布局

当前,平衡好目录内二级学科、目录外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比重,是政治学学科进一步发展

壮大必须面对的问题.要及时预防学科发展一味求新、求多、求快的问题,重视顶层设计,规范二级

学科设置标准和程序;培养单位要结合实际,发挥特色,注重在夯实目录内二级学科的前提下设置

新的学科方向.探索把政治学学科中的新兴应用研究领域纳入学科设置的总体规划,如计算政治

学和数字治理等.另外,要鼓励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尚未获批政治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西北、东南

等省区市有条件的高校院所探索设置政治学学位授权点,让政治学学科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和地方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３ 优化师资结构,强化支撑资源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６]当前,各培养单位的师资队伍基本能够满足学科发展需要,然
而还需要进一步优化结构.总体上看,我国政治学学科的师生比、研究生师生比仍明显低于国际一

流高校的平均指标,即各学科点专职教师的数量尚需进一步扩大.专职教师的综合能力也要随着

学生成长、学术要求和社会期待的不断变化而提升.从区域来看,中部地区学科点亟须鼓励教师开

展国际交流、提升教学科研的国际化水平;西部地区学科点要鼓励教师拓宽国际视野,尤其应该要

求中青年教师提升教学科研能力,促进学科点师资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准.相关部门要有针对性

地支持中、西部培养单位引进学科带头人、青年师资,建设科研教学团队,筹办学术会议、学术刊物,
申报科研项目、人才计划等.

４ 调整研究结构,提高成果质量

一是强化基础理论研究.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

这方面,新时代的政治学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研究.[７]同时要注重强基固本,加快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外政治思想研究、中外政治制度研

究、中外政治史研究、政治学方法研究,发挥理论创新的引擎作用,积极探索学科发展的新增长点.
二是深化实证研究.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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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８]为此,我国政治学需要针对新时代

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积极发展实证研究,从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和建设现代化的实践

中提炼和验证理论,深入研究和透彻回答新时代治理和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如何治理这样的国家等

重大时代课题,围绕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方略、方针政策,不断深化学理阐释,从哲理、学
理上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道理.

三是积极吸取国内外政治学研究有益经验.“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

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

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９]因此,新时代政治学学科发展要密切关注全球化浪潮、新一轮

科学技术革命、国际格局演变[１０]和国外政治学发展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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