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学科方向简介 

 

一、学科简介 

政治学是研究各种政治关系、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目前，我国政治学学科已

经形成由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与中共党史、国际政治、比较政

治、公共事务与治理、政府与政策等学科方向构成的一级学科体系。 

南京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50年代。1985年，我校获

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 年，我校获得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2006 年“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被遴选为

江苏省重点学科。2007 年获“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14 年建立“政治学”

博士后流动站。“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本学科被遴选为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2017年

获“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本学科培养能够胜任政府管理工作、社会管理工作、外交外事工作和高等院校、党校、

军校、研究机构的教学工作、研究工作、宣传工作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二、学科方向简介 

    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硕士一级学科设 5 个学科方向。 

    1、政治学理论 

    涵盖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哲学和制度伦理、政党政治等内容，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现代化、制度正义、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等问题研究上成果丰富。我校从 2012 年起

开始招收和培育该方向的硕士生，重视学术交流，主办学术会议若干次，逐渐在学术界形成

影响。当前承担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项目，发展潜力大。该方向的主要研究特色和研究

内容包括：（1）当代中国政治稳定与发展；（2）政党政治；（3）网络空间国家主权；（4）当

代中国公共政策。 

2、中国政府与政治 

涵盖国家治理与政府创新、公共政策、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等内容，在公共权力的运

行与监督、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基层社会治理等问题研究成果丰富。学院在该方向拥有

一支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教学科研团队，承担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汇集了校内外高水平师资队伍，同时南京智库联盟城市治理与政策分析研究所

对该方向的研究与发展起到了支持作用。该方向的主要研究特色和内容包括：（1）中国政府

过程研究；（2）社会治理创新研究；（3）中国政治制度研究；（4）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3、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涵盖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理论等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列宁思想等问题

的研究水平居于国内前列。我校科社与共运方向 1985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重点研究科

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理论，特别是研究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和东方

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该研究方向的主要研究特色和内容：（1）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和

基本理论；（2）、研究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规律性；（3）研究列宁的社会主义



理论，特别是列宁关于苏俄政治发展的理论；（4）研究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特别是列宁关于党

内民主制度建设的理论。 

4、中共党史（含党的建设） 

涵盖政党活动的规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以及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提高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水平等内容。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取得系列研

究成果。我校 2003 年获得该方向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次年开始招收和培育硕士生。该方向

师资力量强，特别是拥有多名中青年骨干老师，发展潜力大。同省内外相关教研单位建立了

联系，学术交流活动频繁。该方向的主要研究特色和内容包括：（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

党文化；（2）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制度及实践；（3）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4）中国共产党党

内政治生态。 

5、国际政治 

该方向研究国际社会演变和发展的规律，侧重于研究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秩序、 

国际体系、国际组织、国际安全、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我校

从 2007 年开始招收和培育该方向的硕士生。拥有若干名资历深厚的骨干教师，近年来引进

了多名年富年力强的优秀高层次人才，形成了较强的学术队伍。省重点研究机构——江苏高

校东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该方向的发展起支持作用。该方向的主要研究特色和内容包括：

（1）区域安全与合作；（2）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3）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比较；

（4）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地缘政治；（5）亚太经济与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