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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030503、030505） 

 

一、学科（领域）简介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二级学科，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成果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二级学科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专门研究人们的的

思想、品德与政治素质形成、发展及改变的基本规律，探讨品德教育、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教

育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的学科。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良好的政治素养，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工作的专门人才。 

（一）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爱并立志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工作。 

（二）熟悉马克思主义主要的经典著作，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科学体系；能及时

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和前沿问题；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理论功底，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当代现实问题。 

（三）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对于本学科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做出创新性研究，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能力，了解本学

科的最新动态。 

（四）较为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基本具备听说读写能力，能阅读本专业领域的外文资料。 

（五）身心健康，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培养模式与培养年限 

（一）培养年限 

本学科为学术型，培养年限一般为 3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 

（二）提前毕业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以 3 年为基准，原则上不提前毕业。如遇特殊情况，须完成学校培养方案规

定的课程学分要求及培养环节要求，完成毕业论文，具备提前毕业的学术论文发表条件，可在每年

10 月填写《华中农业大学博（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申请表》，经导师和所在学院主管研究生负责

人同意，报研究生院审批后，方能提前毕业。 

（三）延迟毕业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以 3 年为基准，一般不延长学习年限。如确实需要延长学习年限的硕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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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需在每年 4 月、10 月填写《华中农业大学博（硕）士研究生延期毕业申请表》，经导师和所在

学院主管研究生负责人同意，报研究生院审批后，方可延期毕业。本专业硕士研究生申请延长学习

年限，不能超过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在学习年限延长期间不享受助学金和优秀奖学金。 

四、培养方式 

采取导师负责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课程学习与社会实践、科学研究相结合、统一要求

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培养方式。采用课堂集中讲授、课后独立研修、定期小组学术讨论会、读书报

告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培养素质全面、适应能力强的高层次人才。导师对研究生培养过程负有主要责

任，全面关心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道德品质的发展及业务学习和身心健康。 

五、学科研究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关键环节、重大事件、发展进程，总结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基本特点、基本经验，提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趋势，把

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进展。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主要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背景、基本内容、历史地位及逻辑关

联，揭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指导作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经验，丰富和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新课题、新任务；探

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互动关系，推进二者互动共进。 

 3.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和中国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探寻马克思主义对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价值，并用生态文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4.中国政治与伦理 

 主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形成、发展进程，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与传统政治的

互动及其伦理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政治发展道路的特色、价值及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聚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经验和发展趋势。 

（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1.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理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基本规律、主要内容

及方法，探讨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特点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 

2.心理健康教育 

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心理健康素质形成的基本规律及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基本原则和方

法；探讨心理健康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及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特点、原则与

方法。 

3.农村文化及农民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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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中国特色农村文化建设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和方法，探讨农民

思想政治素质形成的内在特点、影响因素及其对农民行为和农村文化的作用。 

六、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一）学分要求 

1.公共学位课（6 学分） 

①思想政治理论课程（3 学分）（2 门课程） 

②第一外国语（3 学分） 

2.学科学位课（12 学分） 

①学科基础课（4～6 学分） 

②专业方向课（4～6 学分） 

3.选修课（12～16 学分） 

4.补修课（不计学分） 

同等学力、跨学科专业录取的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 2 门课程，并要求通过考核，

成绩合格，但不计学分。 

（二）成绩考核 

研究生学习成绩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课程必须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考试

方法可采用笔试或口试或两者兼而有之，笔试必须有正规试卷或课程论文，口试要有详细记录。考

试成绩应按标准评定，成绩等级分布要合理。 

选修课程可以考试或考查，考查成绩记为合格或不合格。考查方法可采用笔试、口试，或撰写

读书报告、研究报告等形式。 

（三）课程设置（见附录） 

七、必须环节 

（一）入学教育 

研究生在入学后必须参加入学教育，进一步了解校情、院情，了解学校研究生培养基本情况和

各项规章制度，熟悉实验室环境与工作流程。学校、学院、学科、实验室、导师对研究生加强学风

与实验室安全教育，其中，实验室安全教育必须通过国资设备管理处组织实验室安全考核。 

（二）个人培养计划制定 

研究生入学后，在导师（组）指导下，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研究生培养要求、研究生个人特点

等，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学术活动、实践活动、论文选题等内容。培养计划由硕士

研究生指导小组审查通过后报学院备案。 

（三）实践活动 

本专业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以多种形式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累计时间不低于 2 周（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学生必须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或助教实践）；完成社会实践报告，经实践部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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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共同评估是否合格。 

（四）学术活动 

 1.学术交流：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参加 18 次学术交流活动（含校内外学术

讲座、学术会议、学术讨论会等），并撰写每次参加学术活动的体会，其中，本人作学术报告不少

于 2 次。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情况应由导师（或导师指定专人）审核签字。 

 2.读书报告：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应参与不少于 12 次的校内外读书报告交流会，进行

个人读书报告交流或参与聆听学习讨论。 

研究生学术活动相关情况应记入《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表》。

学业结束前，由导师对其学术活动情况进行考评，成绩按不及格、及格、良好、优秀四个等级进行

评定，成绩不及格者不得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五）思想政治工作 

在研究生培养期间导师负有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责任。导师要从思想、学风等方

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学院应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条件建设，深化研究生思想

政治工作内涵，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与实效性。 

八、学位论文工作 

学位论文课题的研究是培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独立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环节，是

研究生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综合体现。研究生在读期间开展科学研究的工作量不少于 1 年。在职

研究生除在本单位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之外，还应结合学位论文课题开展科学研究。 

（一）选题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要求结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重点研究领域，鼓励面向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新时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选择应用型课题。研

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应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应与导师协商并经导师同意后确定。 

（二）开题报告与论证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于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进行。研究生根据要求查阅相关文献，设计研

究思路，按照《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开题报告写作规范》的要求完成开题报告的撰写，

于开题答辩前两周递交给开题报告答辩委员会。所有研究生必须亲自参加开题报告答辩。开题报告

答辩活动由学院统一安排，答辩委员会的专家组由导师指导小组成员组成。答辩过程中，专家组对

研究生的开题报告进行充分的论证，提出质疑，形成明确的选题评议意见与建议。研究生根据专家

意见完善开题报告，并于开题报告答辩结束后两周内向学院递交完善后的开题报告书。 

（三）中期检查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于研究生入学后第五个学期进行。学生根据《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有关要求》的规定撰写中期检查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报告会由学院统一

安排，专家组由导师指导小组成员组成。专家组根据研究生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检查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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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课题的研究进展情况，包括已完成的研究内容及结果、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问

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性，形成明确的检查鉴定结果和指导性意见与建议。研究生根据专家组的

意见和建议对研究工作进行调整和完善。 

（四）学位论文撰写 

研究生根据《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写作规范》撰写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原则上要求用中文撰写。如下情况下，学位论文可以用英文撰写： 

1.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是境外兼职导师； 

2.研究生参加国际联合培养项目； 

3.研究生参加国际合作项目。 

学位论文用英文撰写时，必需有不少于 1500 字的详细中文摘要。详细中文摘要的内容与学位论

文的英文摘要可以不完全对应。 

（五）论文评阅与答辩 

学位论文完成后，聘请同行专家采用盲评方式评阅论文，写出评阅意见。通过评阅并通过学术

不端行为检测，方可组织答辩。 

学院根据《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实施工作细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办法》

《华中农业大学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暂行办法》《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答辩管理暂行办

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形成本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开展学位论文答辩。所有研究生必

须亲自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一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一次。 

九、毕业与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所有培养环节并合格、取得相应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

辩，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答辩委员会的意见及院（系、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意见及有关规定

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前至少要在 CSSCI 刊源期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为等效期刊）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1 篇，才能申请学位；申请提前毕业

至少要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2 篇（不包括等效期刊）。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前至少要在 CSSCI 或 CSCD 刊源期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为

等效期刊）或北图核心期刊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1 篇，才能申请学位；申请提前毕业至

少要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2 篇（不包括等效期刊）。 

未达到学位授予条件而达到毕业条件者，准予毕业。 

十、主要的学习参考书目及网站 

（一）学习参考书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列宁选集》（1-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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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东选集》（1-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4.《邓小平文选》（1-4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5.《江泽民文选》（1-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 

7.《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教育部社政司，高等教育版社 2002 年版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梅荣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9.《简明马克思主义史》，庄福龄，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10.《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郭德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年版 

11.《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郑永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1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陶德麟，何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1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何一成，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14.《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英)特里·伊格尔顿，新星出版社 2011 年版 

15.《保卫马克思》，（法）阿尔都塞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16.《走进马克思》，孙伯鍨、张一兵，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17.《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名著提要》（上中下卷），陈学明、张志孚，重庆出版社 1997 年版 

18.《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卢卡奇，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 

19.《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俞可平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20.《变革社会中的社会秩序》，塞缪尔·亨廷顿，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 

21.《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罗国杰，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22.《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邱伟光、张耀灿，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23.《政治观教育通论》，王玄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24.《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袁桂林，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25.《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袁贵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2006 年版 

26.《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27.《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二）期刊 

1.《中国社会科学》 

2.《新华文摘》 

3.《马克思主义研究》 

4.《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5.《哲学研究》 

6.《政治学研究》 

7.《中共党史研究》 

8.《科学社会主义》 

9.《求是》 

10.《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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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12.《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13.《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15.《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16.《道德与文明》 

17.《青年研究》 

18.《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19.《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国外社会科学》 

21.《自然辩证法研究》 

22.《理论视野》 

23.《教学与研究》 

24.《高校理论战线》 

（三）相关网站 

1.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http:// myy.cass.cn/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网 http:// myy.cass.cn/ 

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http://myy.cass.cn/）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 http:// marxism.org.cn / 

5.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http:// socialism-center.cass.cn/ 

6.求是理论网 http://www.qstheory.cn/ 

7.中国共产党新华资料网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 

8.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 www.cssn.cn / 

9.中国政治学网 http://www. chinaps.cass.cn / 

10.中国农村研究网 http:// www.ccrs.org.cn / 

11.中国政府网 http:// www. www.gov.cn / 

12.环球视野 http:// www. globalview.cn / 

13.全国高等学校精品课程建设网 http:// www. jpkcnet.com / 

14.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 

15.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网 http://cnzgw.org/ 

16..理论网 http://www.cntheory.com/ 

17.光明网 http://www.gmw.cn/ 

18.中青在线 http://www.cyol.net/ 

19.中共中央党校 http://www.ccps.gov.cn/index.jsp） 

20.中央编译局 http://www.cctb.net/） 

21.中国共产党新闻 http://zg.people.com.cn/ ） 

22.人民出版社网/理论时空 http://www.ccpph.com.cn/ ） 

http://cnzgw.org/
http://cnzgw.org/
http://myy.cass.cn/
http://cnzgw.org/
http://www.qstheory.cn/
http://cnzgw.org/
http://cnzgw.org/
http://cnzgw.org/
http://cnzgw.org/
http://www.people.com.cn/
http://cnzgw.org/
http://www.cntheory.com/
http://www.gmw.cn/
http://www.cyol.net/
http://www.ccps.gov.cn/index.jsp
http://www.cctb.net/
http://zg.people.com.cn/GB/33836/index.html
http://ww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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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课程设置与学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课内/实验 
学分 

开课 

时间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公共 

学位课 

31421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42100003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秋季 

3122100001 硕士第一外国语 48 3 春季 外国语学院 

学科 

基础课 

3142100004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32 2 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4210000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32 2 秋季 

3142100006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 32 2 秋季 

学科 

专业课 

314210000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专题 32 2 春/秋季 

3142100008 中国近现代农村发展史 32 2 春季 

3142100009 思想政治教育史 32 2 春季 

选修课 

3142100010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专题 32 2 秋季 

3142100011 政治学专题 32 2 春季 

3142100012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专题 32 2 秋季 

3142100013 农村政治与社会管理专题 32 2 秋季 

3142100014 公共管理专题 32 2 秋季 

3142100015 德育研究前沿问题专题 32 2 秋季 

3142100016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 32 2 春季 

3142100017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 32 2 春/秋季 

3142100018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32 2 春/秋季 

3142100019 当代西方道德教育思潮 32 2 春季 

3142100020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 32 2 春季 

3142100025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研究 32 2 春/秋季 

3142100021 应用伦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32 2 春/秋季 

3142100022 现代西方哲学专题 32 2 春/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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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100023 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研究 32 2 春/秋季 

3142100024 中国近现代农村政策研究 32 2 春季 

3142100026 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 32 2 秋季 

3142100027 中国哲学专题 32 2 春/秋季 

3142100028 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 32 2 春季 

3142100029 西方哲学史 32 2 春季 

3142100030 西方政治哲学 32 2 春季 

3112100103 社会统计与 SPSS 应用 32 2 春季 
文法学院 

3112100101 社会研究方法 32 2 秋季 

补修课  导师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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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120401） 

 

一、学科简介  

行政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一个二级学科，是一门综合运用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

学科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国家行政组织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具有科际整合特点的学科。学科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比较公共行政

等。该学科既重视行政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亦重视行政管理理论的实践运用和创新；既重视行政

管理中的普遍规律，亦重视我国转轨期行政管理中的诸多特殊性；既重视行政管理学科发展的历史

进程；亦重视信息化和国际化背景下行政管理的新发展。该学科具有综合性强、实践性强、时代性

强等特点，是一门快速发展中的学科。在世界各国政府再造运动的国际背景下，该学科具有极大的

发展潜力。本学科的研究生毕业后可在各级党政机关、公共管理部门、部分企事业单位和高等学校

从事管理、教学与科研等工作。 

二、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品学兼优的高级专门人才。具

体要求是：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

良好的政治素质。 

2.掌握行政管理学基础理论及其在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土地行政管理等领域的新进展。了解

中国的决策环境、行政规则和行政程序，了解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对公共管理事业

的新要求。具有熟练运用现代化分析手段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事业管理的能力。有较强的判断、

决策、应变等实际工作能力和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 

3.较为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4.身心健康。 

三、培养模式与培养年限 

硕士研究生：学术型一般为 3 年，可提前至 2 年毕业，最长不超过 5 年； 

本-硕连读模式：培养年限一般为 6-7 年，最长不超过 8 年； 

四、培养方式 

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导师指导小组制；导师教书育人，关心研究生全面成长。在研究生培养

期间导师负有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责任。 

硕士研究生培养以课程学习与课题研究并重，注重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在人才培养质量提高

的同时激励成果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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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方向 

1.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 

2.公共政策与管理 

3.土地行政管理 

4.教育行政管理 

六、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一）课程设置 

国家全面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按两个系列设置，分别是学术型和应

用型（专业型），突出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学习，突出经典著作与文献学习，突出科研规范训练。

其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如下： 

类别 
组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实验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 

位 

课 

A 

31421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6  2 

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42100003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8  1 

秋季 

3122100001 第一外国语 48  3 春季 外国语学院 

B 

3152100201 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 48  2 秋季 

公共管理学院 

3152100202 公共政策分析 48  2 秋季 

3152100203 行政管理前沿专题 48  2 秋季 

C 
3152100204 公共财政管理 32  2 春季 

3152100205 社会调查研究专题 32  2 秋季 

选 

修 

课 

D 

3152100002 土地利用政策 32  2 春季 

3152100007 国土规划与城乡统筹 32  2 秋季 

3152100008 城镇经济、政策与规划 32  2 秋季 

3152100113 大学组织与管理 32  2 秋季 

3152100206 公共危机管理 32  2 秋季 

3152100207 中西方政治体制比较 32  2 春季 

3152100208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32  2 春季 

3152100209 行政管理经典著作选读 32  2 秋季 

3152100210 公共伦理学 32  2 春季 

3152100211 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 32  2 春季 

3152100008 城镇经济、政策与规划 32  2 秋季 

3142100011 政治学专题 32  2 春季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42100012 中国政治制度专题 32  2 秋季 

3142100014 公共管理专题 32  2 秋季 

E 
3152100117 管理学原理 32  0 秋季 

公共管理学院 
3152100212 政治学原理 32  0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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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A 公共基础课  B 专业基础课  C 专业课  D 专业选修课  E 公共选修课 

2、B 类课程任选三门，C 类课程任选三门 

3、补修课只记录成绩，不计入研究生期间的最低学分  

（二）成绩考核 

研究生学习成绩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课程必须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考试

方法可采用笔试或口试或两者兼而有之，笔试必须有正规试卷或课程论文，口试要有详细记录。考

试成绩应按标准评定，成绩等级分布要合理。 

选修课程可以考试或考查，考查成绩记为合格或不合格。考查方法可采用笔试、口试，或撰写

读书报告、研究报告等形式。 

七、必修环节 

（一）入学教育 

研究生在入学后必须参加入学教育，进一步了解校情、院情，了解学校研究生培养基本情况和

各项规章制度，熟悉实验室环境与工作流程。学校、学院、学科、实验室、导师对研究生加强学风

与实验室安全教育，其中，实验室安全教育必须通过国资设备管理处组织实验室安全考核。 

（二）个人培养计划制定 

研究生入学后，在导师（组）指导下，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研究生培养要求、研究生个人特点

等，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学术活动、实践活动、论文选题等内容。 

（三）实践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以多种形式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累计时间不低于 2 周；完成社会实践

报告，经实践部门与导师评估合格。 

（四）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需参加校内外学术活动并撰写每次参加学术活动的体会。由导师（或导师指定

专人）签字审核。 

硕士研究生须至少参加 6 次学术活动。 

（五）资格考试 

硕士研究生是否需要进行资格考试，由所在学院分学位委员会自主决定； 

考试时期：一般在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前半年至一年； 

考试方式：笔试+面试； 

考试内容：学科发展历史与前沿进展、学科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学科研究方法、研究能力与

潜力等； 

（六）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应贯穿于研究生培养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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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负有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责任，要从思想、道德品质等方面教书育人，严格

要求。 

学院应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条件建设，深化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内涵、提升研

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与实效性。 

八、科学研究与论文写作 

（一）选题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应结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科研项目，鼓励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选择应用型课题。确定学位论文工作的内容和工作量时应全面考虑硕士研究生的知识结

构、工作能力和培养年限等方面的特点。 

（二）开题报告与论证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与论证工作一般应于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二学期-第四学期完成。具体时间由

学院、学科、导师确定。 

开题报告：包括，摘要；立论依据（研究问题的由来，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选题的

目的与意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论文主要研究内容；研究对象（试验材料）、研究方法（试验

方法）、技术路线、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工作基础与已有进展；计划研究进度；预期目标及本研

究创新之处；主要参考文献；经费预算；导师意见；选题评议；学院审核等部分。 

开题论证：学院、学科或导师集中组织开题论证；导师指导小组成员为论证专家组重要成员；

专家组对选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研究思路与研究模型、可行性等重点论证，形成明确的选题

评议意见与建议；研究生根据专家意见完善开题报告。 

对开题与论证工作的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开题报告写作规范》。 

（三）中期检查 

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至少在开题论证后一学期开始进行。中期检查的主要

内容为：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进行；已完成的研究内容及结果；

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性。对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

查的具体要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有关要求》。 

（四）论文撰写 

论文是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与研究结果、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掌握情况的全面总结，是反映学

术水平的重要依据，是申请和授予学位的基本依据。学位论文撰写的具体要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

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写作规范》。 

学位（毕业）论文原则上要求用中文撰写。下列情况可以用英文撰写： 

（1）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是境外兼职导师； 

（2）研究生参加国际联合培养项目； 

（3）研究生参加国际合作项目； 

（4）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学位（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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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留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学位（毕业）论文用英文撰写时，必需有不少于 1500 字的详细中文摘要。详细中文摘要的内容

与学位论文的英文摘要可以不完全对应。 

（五）论文评阅与答辩 

学位论文完成后，聘请校外三位同行专家评阅论文，论文评阅方式为全盲评。通过评阅并通过

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方可组织答辩。答辩时需出示相关的科研原始记录与图片等。 

硕士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一年内补充修改论文资料，重新答辩一次。 

没有达到学位授予条件而达到毕业要求者可申请毕业答辩。 

申请论文答辩的成果条件、论文评阅、答辩委员会组成、答辩要求等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

大学学位授予实施工作细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办法》、《华中农业大学学位

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暂行办法》、《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答辩管理暂行办法》。 

九、毕业与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必须环节并合格、取得相应成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意见及有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本专业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至少发表一篇 CSSCI 或 CSCD 刊源论文（《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为等效期刊），才能申请学位。 

未达到学位授予条件而达到毕业条件者，准予毕业。 

十、主要的学习参考书目及网站 

（一）主要参考书目 

1. 泰罗：科学管理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2.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下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3. 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第五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4. 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第八版），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5. 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  

6. 斯蒂尔曼：公共行政学：观点和案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7. 郭济：中国公共行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8. 彭和平等编译：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年版  

9. 陈振明：公共政策学——政策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10. 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1. 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12. 王惠岩：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13. 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14. 保罗•C•纳特，罗伯特•W•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领导手册，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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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戴维•奥斯本，彼得•普拉斯特里克：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02 年版  

16. C•V•布朗，P•M•杰克逊：公共部门经济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 2000 年版  

17. 罗纳德•克林格勒，约翰•纳尔班迪：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战略（第四版），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18. 帕特里夏•基利，史蒂文•梅德林等：公共部门标杆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19.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美国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年版  

20. 苏珊•韦尔奇，约翰•科默：公共管理中的量化方法：技术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21. 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0 年版 

22. 威廉•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3.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24.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81 年版 

25.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26. 陆红生：土地管理学总论，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年版 

27. 王万茂，韩桐魁主编：土地利用规划学，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年版 

28.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29. 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30. 张安录：湖北省征地补偿费分配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31. 蔡银莺：农地生态与农地价值关系——湖北省不同类型地区的实证研究，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32. 钱忠好：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创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33. 蒋省三等：中国土地政策改革：政策演进与地方实施，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版 

34. 韩俊：中国农村土地问题调查，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 年版 

35. 刘黎明：土地资源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36. K. Eric, B. Beurden, Judith. Land use modeling in planning practice[M]. Springer, 2011 

37. R. J. Johnston, S. K. Swallow. Economics and contemporary land use policy: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at the rural-urban fringe[M]. Washington, D.C: Routledge,2006 

38. O. Dilly, K. Helming. Impact Assessment of Land Use Changes[M]. Humboldt University,2008 

39. S. V. Lall. Urban Land Markets: Improving Land Management for Successful Urbanization[M]. 

Springer, 2009  

40. T. G. McGee. China's Urban Space: Development Under Market Socialism[M]. Routledge, 2007 

 

（二）重要期刊 

1.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2. 中国行政管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主办 

3. 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办 

http://bbs.freekaoyan.com/forum-33-1.html
http://www.freekaoyan.com/politics
http://www.freekaoyan.com/politic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8%92%8B%E7%9C%81%E4%B8%89&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9%9F%A9%E4%BF%8A&search-alias=books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hl=zh-CN&tbo=p&tbm=bks&q=inauthor:%22Somik+V.+Lall%22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hl=zh-CN&tbo=p&tbm=bks&q=inauthor:%22T.+G.+McGe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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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农村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主办 

5. 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农经学会主办 

6. 中国软科学，中国软科学研究会主办 

7. 管理世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 

8.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9. 中国土地科学，中国土地学会主办 

10. 自然资源学报，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主办  

11. 中国房地产研究，上海市社科院主办 

12. 生态学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13. 农业工程学报，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主办 

14. 公共管理学报，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15. Land Economics，美国 

16.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美国 

17. Econometrics，英国 

18.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 

19. Land Use Policy，英国 

20. Housing Studies，英国 

21.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美国 

22.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美国 

23. Natural Resources Forum，英国 

（三）主要网站 

1. http://www.cpasonline.org.cn/gb/（中国行政管理研究网） 

2. http://www.drcnet.com.cn（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3. http://www.cnki.net（中国知网） 

4. http://lib.hzau.edu.cn（华农图书馆） 

5. http://fennerschool.anu.edu.au/（澳洲国立大学芬纳环境与人文学院） 

6. http://www.lincolninst.edu/aboutlincoln/peoples-republic-china-chinese.asp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美国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中国土地政策项目） 

7. http://www.chinagss.org/（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8. http://www.mlr.gov.cn/（国土资源部） 

9. http://www.clr.cn/（中国国土资源网） 

10. http://plc.pku.edu.cn/（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 

11. http://www.landlist.cn/（中国土地挂牌网） 

12. http://www.nsfc.gov.cn（国家自科基金网） 

13. http://www.npopss-cn.gov.cn（国家社科基金网） 

14. http://www.sinoss.net/（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网） 

15.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land-use-policy/ 

16. http://uwpress.wisc.edu/ 

http://www.cpasonline.org.cn/gb/
http://fennerschool.anu.edu.au/
http://www.lincolninst.edu/aboutlincoln/peoples-republic-china-chinese.asp
http://www.chinagss.org/
http://www.mlr.gov.cn/
http://www.clr.cn/
http://plc.pku.edu.cn/
http://www.landlist.cn/
http://www.nsfc.gov.cn/
http://www.npopss-cn.gov.cn/
http://www.sino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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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http://ideas.repec.org/s/eee/jhouse.html 

18. http://www.cgl.org.cn/prd/ 

19. http://www.arp.sagepub.com 

20. http://www.irspm.net/ 

21. http://www.planning.org/ja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