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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OO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设立。本专业师资力

量雄厚，现有教授5名，副教授、副研究员12名，博士4名。

近几年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19项

，独立或合作出版专著、编著30多部，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

文近300篇，获得省部级科研奖9项。 本硕士点致力于中国近

现代哲学、中国传统文化、藏传佛教哲学、中西方哲学比较

研究。 培养目标：本专业科研工作者、高校教师以及党政部

门工作者、企事业单位管理者。 二、逻辑学 逻辑学硕士点建

于2003年，是我校特色专业之一。因明学是古印度十大学科

之一，其地位在佛家眼里仅次于内明。因明学传入藏区虽晚

于内地，但译文之丰富，论疏之详细，令人叹为观止。历代

藏族学者对因明学的注疏和释论，竟达二百三十多部，可见

其根之深，其叶之茂。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现除在藏传佛

教部分寺院中通过辩论、著述等方法传承之外，在高校几乎

成为“绝学”。 本硕士点现设有藏传因明研究和普通逻辑与

藏传因明比较研究两个方向。本硕士点师资力量雄厚，已形

成学术梯队，并承担若干国家社科、省部级项目。 本专业毕

业后，可在高校或研究机关从事藏学、哲学、佛学等研究与

教学工作，亦可在政府部门从事公务员工作。三、伦理学 本

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为指导，致力于伦理学原理、应

用伦理学、西方伦理思想、民族伦理学的研究。努力将理论

研究、史学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突出对当代中国道德建



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各少数民族伦理思

想的研究；强调学以致用，立足实践、服务现实、面向未来

。 本学科由一批学术造诣深、治学严谨的专家、学者组成。

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10人，博士3人。近几年，先后承担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8项，出版学术著作、

教材近40部，发表论文200多篇，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近10

项。 培养目标：党政机关、高等学校、大中型企业从事党务

、行政管理和理论宣传工作人才；高等学校教师；科研机构

研究人员。四、宗教学 宗教学硕士点于1987年由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审核批准设立，系四川省重点建设学科。本点是西南

民族大学最早的硕士点，办学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教

学经验丰富、社会影响广泛。 本硕士点依据宗教学的学科要

求，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夯实基础、拓展口径、培养能

力、提高层次、注重应用、有利就业为培养目标，设有藏传

佛教、基督教及西南民族宗教三个研究方向。 培养目标：党

政有关部门的工作者、高等学校教师、科研机构研究人员、

旅游文化等行业的管理者五、政治经济学 我校《政治经济学

》硕士点于200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本硕士点

师资力量雄厚，职称及学历层次高，教学经验丰富，科研成

果丰硕。本硕士点面向全国，培养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的高级专业人才。设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企业经济

学、西方经济学研究等研究方向。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企业经济学、企业理论与实践、西方经

济学前沿等课程。六、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硕士点2005年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师资力量雄厚，有教授6名、

副教授10名、讲师8名。近年来，已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



省部级项目近20项。 本硕士点培养掌握现代区域经济与城市

经济理论，熟练运用经济发展理论，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相关问题，并能适应高等教育、科研、政府等相关部门工

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设有城市经济学、区域发展、旅游经

济学等研究方向。七、金融学 我校《金融学（含保险学）》

硕士点于200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本硕士点师

资力量雄厚，职称及学历层次高，教学经验丰富，科研成果

丰硕。本硕士点面向全国，培养掌握现代金融理论、与国际

接轨、熟悉金融市场与企业融资运作，掌握金融创新工具的

高级应用型人才。设有金融发展、金融市场、公司金融与公

司治理、国际金融学等研究方向。八、法学理论 法学理论硕

士点，依托于四川省民族地区法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基地----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是国家民委重点学科。 法学理论硕士点

下设社会主义法制理论、民族法学和法哲学三个研究方向，

尤以民族法学独具特色。现有在读硕士研究生60余名。 法学

理论硕士点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授3名、副教授5名,讲师7名

，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民委、四川省等重点科研

项目10多项，独立完成或参编了《法理学》、《中国民族法

学》等专著或教材2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获省部级科研

奖10余项。 法学理论硕士点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

的品德优良、身心健康、专业知识扎实、实际运用技能熟练

的高级法学人才。九、诉讼法学 诉讼法学硕士点于2000年经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设立。该点依托于西南民族大学

法学院，与成都市仲裁委员会、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有

业务实习关系。该点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和西部开发对诉讼人

才的需求，着重培养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商事调



解与仲裁三个研究方向的硕士生。本硕士点导师均由中青年

正副教授组成，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梯队合理，现有在读研

究生90余人。 诉讼法学硕士点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理论基础

扎实、实践能力强、社会急需的高级诉讼法学人才。十、民

俗学 本专业以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依

托学校的文献资料和博物馆收藏的民族民俗文物，倡导理论

学习与社会实践并重。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授5人

，副教授4人，讲师3人。科研成果丰厚，近5年来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省部级项目11项，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6项；出版论

著15部（本），发表论文80余篇。 培养目标：相关专业科研

工作者，高校师资、旅游开发高级专门人才和文博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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