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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研究生招生简章汇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08年招收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简章 查看招生目录查看参考书目一、学院概

况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于1978年6月，是四川省哲学社会科

学学术研究机构和社会科学综合研究中心。四川省社会科学

院肩负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

社会的职责，在四川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为四

川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

和智力支持。现有13 个研究所、5个研究中心、1个研究生学

院、1个文献信息中心、1个杂志社、1个报社，1个教育培训

中心、代管《 四川年鉴》编辑部。公开发行期刊5份，藏书65

万册，中外期刊2000余种。建有“四川社会科学”网站。全

院在职425人(另有离退休人员201人 )，其中副研究员(副编审)

以上的高级专家150名，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14名，四川

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24人，省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1人,硕士生

导师53人，兼任博士生导师7人，研究实力、学科建设、研究

生教育等均名列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前茅。四川省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部于1982年11月经四川省委宣传部批准建立，1984年

开始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同时获得四个专业的硕士学位授

予权。我院研究生部于2007年3月经四川省编委批准改名为研

究生学院。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院目前已有13个硕士学位

授权点，招生规模也从1984年首次招生的4人扩展到2007年



的100人，到2007年为止，已招收22届共计773名硕士生，在校

生规模从1986年的28人扩展到2007年的293人，招生专业

从1986年的2个扩大到现在的13个。目前，我院硕士生的招生

规模在西南地区科研单位中名列前茅（社科类第一），在全

国地方社科院中位居第二，仅次于上海社科院，成为西部地

区培养社会科学高级人才的重要基地。 1、专业优势，享誉

学界。我院科研工作的宗旨是“突出特色、加强服务、创新

理论”，努力向“社会上有影响、学术上有成就、人才上有

名气、经济上有实力”的目标奋进。现已形成了一批国际国

内有影响、四川乃至西部有特色和优势的优长学科和重点学

科，民商法学与经济法学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理

论研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实践与创新研

究、区域经济研究、农村经济研究、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华

传统文化研究、四川地方史研究、巴蜀文化研究、康藏研究

、中国哲学研究、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等。 2、梯队建设，师

资雄厚。我院现有硕士生导师50多名（其中院外导师6名 ），

可以做到1个导师带2至3个学生；有教师120名（其中院外教

师10名）。这些外聘的导师教师，或是高等院校有丰富教学

经验和高深学术造诣的资深教授，或是党政机关、社会团体

、新闻媒体、企业集团的有丰富实践能力的专家学者。我院

特别注意师资队伍建设，争取在今后三年内建设一支数量足

、质量高、结构合理、群体优化、实力雄厚的导师教师队伍

。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按照重在培养、加大引进、改革体

制、强化聘任的方针，加快师资队伍建设。 3、人才辈出，

硕果累累。从1984年研究生部首次招生到2007年为止，我院

共毕业硕士生22届共计480人。这些毕业生不仅业务水平高、



科研能力强，而且适应社会的能力也很强，在各自的岗位上

迅速做出了成绩。他们中间，既有副省部级干部，又有地市

州的主要负责人；既有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硕博士生导师

，又有党政机关的业务骨干；既有新闻出版部门的高级记者

，又有知名的律师；既有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又有三资企业

的高级管理人才。即使是在在读其间，我院研究生就在公开

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上千篇，单独或与他人合著出版学术专

著20余部。他们的科研成果多次在国际性、国内学术会上宣

读，获省部级社科成果奖。 4、开门办学，服务社会。1996年

、1998年，我院先后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联合举办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专业在职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员400余人

；2002年，我院又引进澳门科技大学课程、教材，举办了高

级工商管理课程班，这些学员多为我省党政部门及企事业单

位的骨干；2004年～2007年，我院承担了四川省委组织部干

部“社会化选学”培训的任务。通过开门办学，我院为社会

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报名须

知 （一）报名日期及报名程序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采取

网上报名和现场照相相结合的方式，网报时间以国家教育部

统一公布的时间为准。 考生可于9月10日至30日登陆所报考学

校网页或到报名点查阅招生专业目录，选择报考志愿，选好

志愿后，应抄录第一志愿招生单位学科专业、研究方向和四

门考试科目等信息的代码及名称。 10月10日至10月31日每天8

：00－23：00，考生登陆教育部网页

（http://www.chinayz.com.cn）进行网上报名，选择现场报名

点、招生学校，提交本人相关信息。 11月10日至11月14日考

生（应届本科毕业生于11月1日至10日）持毕业证和身份证（



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身份证）到省级招办指定报考点

确认报名信息，并进行现场照相、交纳报名考试费。 （二）

报名地点 参加全国统考的考生在网报时选择所在省（区、市

）高校招生办公室指定的报名点，网报后按规定时间到所选

报名点进行数码照相，缴费，签名确认。 （三）报名注意事

项 1．《硕士生招生考试报名情况登记卡》填写要求 《登记

卡》是由考生网上报名后、现场照相时报名点打印取得（一

式两份），便于考生校对。如打印出的信息有误，工作人员

可根据实际情况指导考生在《登记卡》和计算机上改正。除

打印出的信息外，考生还需在《登记卡》上用钢笔如实填写

以下栏目的信息： （1）同等学力考生应在“毕业学校”栏

目填写毕业学校名称。 （2）考生应在“考试科目”栏目中

考试科目代码后面填写相应的考试科目汉字名称。 （3）考

生应认真填写本人收取准考证及录取通知书的详细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等，以便于报名点、招生单位与考生

联系。 （4）填写完毕后，考生应对上述各栏目内容认真校

对，在确认填涂信息正确无误后，应签名确认对《登记卡》

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2．现役军人报考地方院校研

究生，由本人提出申报，所在基层单位审核同意，经军级以

上政治机关批准，到报名点办理报名手续。 3．异地报名的

考生在报名考试期间（从报名到考试日期）因事外出，可持

所在单位有关部门的介绍信就近报名并在指定地点参加考试

。 （四）资格审查 2008年入学考试报名工作采用网上报名和

现场报名相结合，为简化报名程序，方便考生报名，考生资

格审查将由招生单位在复试阶段进行，对于不符合报名条件

或在报考时弄虚作假，提供虚假信息的考生，一经发现，无



论进入招生工作的哪一环节，招生单位均有权取消其复试和

录取的资格。 三、考试须知 (一)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 (

二)初试日期：2008年春节前，具体时间以国家教育部统一公

布的时间为准。不在该规定日期举行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国

家一律不予承认。 (三)初试科目：政治理论、外国语、基础

课和专业基础课。初试科目中，101政治、201英语、304数学

四、313历史学专业基础均为国家统一命题，其余科目均为我

院自行命题。 (四)全国统考的初试方式均为笔试。 (五)初试

地点：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考生到本人所在的省(区、市)招

生办公室指定的考场参加考试。 四、体格检查 硕士生体检工

作由招生单位在复试阶段组织进行，体检标准参照普通高校

招生体检标准执行。 五、复试 （一）复试是入学考试的重要

环节，是对初试达到参加复试基本要求的考生，在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的熟练程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口头表

达能力和实践技能以及在初试中暴露出来的知识缺陷等方面

进行的进一步的考查。 （二）我院以国家教育部确定的复试

分数线为标准，对上线考生进行专业课笔试、面试、实践技

能的考核，以及英语听力及口语的测试。 （三）对同等学力

考生，需全面、严格复试，并采用笔试形式加试2门专业课。

（四）复试科目及参考书详见我院招生简章“参考书目”栏

。 （五）复试时间、地点、科目及方式由我院自定（一般在

四月下旬，具体复试时间将在我院网站上通知）。 六、录取 

（一）我院在经过复试和政审后，根据“德、智、体全面衡

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确定录取名

单。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硕士生，与国家计划硕士录取标准

相同。 （二）招收自筹或委托培养硕士生均实行合同制。考



生被录取前，招生单位、用人单位或拟录取为自筹或委托培

养硕士生的考生之间，必须分别签定自筹培养或委托培养合

同。 （三）应届本科毕业生被录取后，在新学期报到时必须

交验毕业证和学位证书，若本科未取得毕业者，根据教育部

有关规定，我院可取消其入学资格。 七、培养和就业 （一）

学习年限 我院培养的硕士生均为脱产硕士生，学习年限一般

为3年。 （二）毕业生就业 委托培养硕士生原则上回委托培

养单位。 自筹硕士生按自筹经费培养合同就业。 以上规定如

与国家教育部下达的二○○八年招生文件有不一致之处，以

国家教育部文件为准。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08年招收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 目录说明 1．根据教育部、国家发计

委、人事部的有关规定：科研机构招收的研究生列入国家“

委培及自筹计划”。2008年我院计划招收硕士研究生约96名(

含免试生名额)。具体招生规模数，以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计划

为准。本简章刊登的各学科、专业招生名额将根据合格考生

情况再进行调整。 2．凡符合国家规定，年龄不超过40岁，身

体健康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和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毕业后两

年(2006年7月前毕业)以上的人员、应届本科毕业生均可报考

。 3．我院各专业均接收应届本科毕业推荐免试硕士生，被

接收的推荐免试生应在接收时来我院参加复试。接收推免生

的工作每年九月上旬开始，十月下旬结束。推免生必须在国

家规定的报名期限内到报名点办理报名手续。我院各专业推

免生的推荐名额最多不超过3人。诚挚欢迎全国各高校中获得

推荐免试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填报我院。 4．初试科目仍

为四门，即统考政治、统考英语、基础课、专业基础课。101

政治、201英语、304教学（四）、313历史学专业基础均为国



家统一命题；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由我院自行命题。各专业

推荐的参考书，仅供参考。 5．报名日期和程序：考生可于9

月10日登陆我院网站（http://www.sass.cn）或中国研究生招生

网（http://www.chinayz.com.cn），查阅我院招生专业目录，

选择报考志愿，选好志愿后，应正确抄录第一志愿招生单位

、专业名称、研究方向和四门考试科目的代码及名称。 在教

育部规定的时间内，登陆中国研究生招生网

（http://www.chinayz.com.cn）进行网上报名，请务必准确填

写个人信息和考试信息，尤其是考试科目名称及代码、通讯

地址等。网上报名后，再到省级招办指定的报名点进行现场

确认，提交本人相关信息。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单位代

码:89101 联系部门：研究生学院招生办 邮政编码:610071 电 话

：(028)87012090、87019462 联系人：邹继宁 我院主页

：http://www.sass.cn 研招办E-mail信箱：89101@sina.com 地 址

：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155号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

向招生人数考试科目备注 010102中国哲学 01道家、道教哲学

02佛教哲学 03儒家哲学 0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6 ①101政

治理论②201英语③601哲学原理④801中国哲学史 020202区域

经济学 01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02发展经济 03经济全球化研究

7 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③304数学四④802西方经济学（微

观与宏观经济学） 020205产业经济学 01工业经济 02企业管理

03资本运营 04现代企业组织与经营管理 8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③304数学四④802西方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经济学)

030105民商法学 01公司法律制度 02物权法律制度 03合同法律

制度 04比较商事法律制度 8 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③602法

学综合(法理、刑法、民诉)④803民商法学 030107经济法学 01



证券法律制度 02反垄断法律制度 13 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③602法学综合(法理、刑法、民诉)④803民商法学 030202中外

政治制度 01政治制度研究 02政府管理研究 03国际政治研究 7 

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③603政治学原理④804政治思想史

030203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01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02中共党史、党建研

究 03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 04当代社会主义思潮与流派

研究 5 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③603政治学原理④804政治思

想史 030301社会学 01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02城乡社区发展 03社

会发展研究 8 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③604社会学原理④805

社会学研究方法 030302人口学 01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研究 02 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 03人口社会问题研究 6 ①101政

治理论②201英语③604社会学原理④805社会学研究方法

050101文艺学 01现代批评学 02现当代文艺思潮 03钱钟书诗学

研究 04文艺美学 05小说批评与影视文化研究 6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③605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④806文学理论 050301新

闻学 01当代媒体报道研究 02新闻传播理论研究 03网络传播研

究 04媒介经营管理 05文化产业研究 15 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

语③606新闻传播理论④807新闻业务 060105专门史 01中国文

化史 02中国经济史 03康藏历史与文化 04文化学与文化产业 4 

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③313历史学专业基础 120301农业经

济管理 01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 02农村社区发展 3 ①101政治理

论②201英语③304数学四④808农业经济管理 四川省社会科学

院各专业参考书目 010102中国哲学： 哲学原理 《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四版。 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



学史》，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编，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1年8月版。 复试科目：西方哲学史 同等学力加试科

目：①中国文化概论 ②中国哲学史料学 复试参考书：1．《

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中国文化导论》，李宗桂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刘文英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4月版。 020202区域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微观与客观经

济学） 《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微观部分、宏观部分）

，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复试科目：

发展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①政治经济学 ②区域经济学 

复试参考书：1．《发展经济学》，谭崇台主编山西经济出版

社2005年版。 2．《政治经济学教程》，（含资本主义部分和

社会主义部分）任一通行版本。 3．《区域经济学》，郝寿

义、安虎森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020205产业经

济学： 西方经济学（微观与客观经济学） 1．《西方经济学

》（第二版）(微观部分、宏观部分），高鸿业主编，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复试科目：产业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

试科目：①企业管理 ②国民经济管理学 复试参考书：1．产

业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参考相关内容任一通行版本。 2．《国

民经济管理学概论》，刘瑞著，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版。

030105民商法学： 法学综合（法理、刑法、民诉） 1．《法

理学》，沈宗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2版。 2．

《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第2版 3．《民事诉讼法学》，常怡主

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民商法学 1．《民

法》，王利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中



国商事法》(新编本)，王保树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 复试科目：公司法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①物权法 ②合同法

复试参考书：1．《新公司法论》，周友苏著，法律出版

社2006年3月版。 2．《物权法研究》，王利民著，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合同法》，崔建远主编，法律出

版社2003年版。 030107经济法学： 法学综合（法理、刑法、

民诉） 1．《法理学》，沈宗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6月第2版。 2．《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北京大学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第2版。 3．《民事诉讼

法学》，常怡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民

商法学 1．《民法》，王利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2．《中国商事法》（新编本），王保树主编，人民

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复试科目：证券法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公司法 ②合同法 复试参考书：1．《新证券法论》，周

友苏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4月版。 2．《新公司法论》，

周友苏著，四川法律出版社2006年3月版。 3．《合同法》，

崔建远主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030202中外政治制度： 

政治学原理 1．《政治学》，孙关宏、胡雨春主编，复旦大

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2．《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任一通

行版本。 政治思想史 1．《中国政治思想史》，曹德本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西方政治思想史》，徐大

同主编，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毛泽东思想史》（

四卷本），毕剑横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复试科

目：中国政治制度史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①当代西方政治思

潮 ②行政管理学 复试参考书：1．《中国政治制度史》，韦

庆远、柏桦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 2．《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徐大同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版。 3.《行政管理学》，夏书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三版。 030203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政治

学原理 1．《政治学》，孙关宏、胡雨春主编，复旦大学出

版社2002年5月版。 2．《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任一通行版

本。 政治思想史 1．《中国政治思想史》，曹德本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西方政治思想史》，徐大同主

编，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毛泽东思想史》（四卷

本），毕剑横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复试科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①毛泽东思想 ②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复试参考书：1．《毛泽

东思想概论》（任一通行版本） 2．《邓小平理论与“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育部教育司版本） 030301社会学

： 社会学原理 《社会学概论新修》，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社会学研究方法 《社会学研究方法》

，风笑天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复试科目：社

会学史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①西方社会学思想 ②社会学研究

方法 复试参考书：参考相关内容任一通行版本。 030302人口

学： 社会学原理 《社会学概论新修》，郑杭, 生主编，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社会学研究方法 《社会学研究方

法》，风笑天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复试科目

：人口学原理（参考相关内容任一通行版本） 同等学力加试

科目：①人口与劳动统计 ②劳动力资源分析 复试参考书：1

．《劳动与社会保障统计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

社2005年版。 2．《人口与劳动资源》，王胜泉主编，劳动人

事出版社1986年版，或任一通行版本。 050101文艺学： 中国



文学史与批评史 1．《中国文学史》，（任一通行版本）。 2

．《中国文学批评史》，（任一通行版本）。 文学理论 1．

《文学理论》，中国人民大学主编，其它版本的《文学概论

》也可参考。 2．《西方文论选》（上、下册）、《现代西

方文论选》，伍蠡甫主编。 复试科目：文学史 同等学力加试

科目：①文学理论 ②文学评论 复试参考书：参考相关内容任

一通行版本。 050301新闻学： 新闻传播理论 1．李良荣：《

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何梓华主编、

成美副主编：《新闻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版。 4．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新

闻业务 1．陈焕仁：《当代媒体新闻报道》，四川人民出版

社2007年版。 2．刘明华、徐泓、张征：《新闻写作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丁法章：《新闻评论学》

（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李良荣：《当代

世界新闻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复试科目

：新闻传播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①文史基础知识 ②中外

新闻史 复试参考书：参考相关内容任一通行版本。 060105专

门史： 初试科目全部统考，由国家统一命题。 复试科目：中

国文化史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①西方史学概论 ②历史文献选

读 复试参考书：1．《中华文化史》，冯天瑜等著，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0年版（或任一通行版本）。 2．《西方史学史

》，张广智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或任一通行版本)。

3．《中国历史文选》，周予同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版（或任一通行版本）。 120301农业经济管理： 《农业经济

管理》，咸春龙主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复试



科目：农业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①政治经济学 ②管理

学 复试参考书：1、《农业经济学》，李秉农等主编，中国

农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政治经济学》，蒋学模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管理学原理》，（第二

版）杨文士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