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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12_E5_B9_

B4_E4_B8_AD_c79_644346.htm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

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

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2年学校有5个专业招收全日

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2012年考博招生简

介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

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

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

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

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等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

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

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

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著

名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

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

。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

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

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

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

、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

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现有正高

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3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



。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

，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

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

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

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

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

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

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

被推选为相关国家级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

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散杂居民族问

题研究和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两个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

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

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

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

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

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

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方向，主要侧

重民族教育的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

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学理

论体系和政策系统；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

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

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

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近几年

，本学科该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



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 10多部著作、100

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

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 “长

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

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

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

究方向承担国家及省部级课题16项，在国内权威与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56篇，出版专著24部。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三等以

上奖励数10项，其中《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学》获全国第

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民族院校在我国民族高等

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

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

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

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

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

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

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

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

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

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

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权

威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

“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



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

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

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

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

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

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

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

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

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中国民族关系及

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

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

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史上的互

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

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

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

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

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

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

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

注历史上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

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

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

及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



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

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

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

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 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

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

、《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

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

，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

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

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

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

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心

，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

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

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

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

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

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

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

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

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

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著名民族学家岑家梧

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

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

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



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

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 20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

文摘》等权威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

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 以

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

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

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制度研究和民

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市

场经济制度研究方向，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为中心，重

点开展四方面研究：一是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研究；二是民族

地区生态保护研究；三是民族地区金融发展问题研究；四是

民族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研究。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

发展研究方向，以人力资源开发为研究对象，开展对我国地

区人力资源开发现状、问题及其成因的研究，深化对我国民

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状况的认识和理解，为民族地区人力

资源开发的决策提供依据。 本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

续开展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是全国第一批 “中国少数民

族经济”硕士学位授权点，并被授予“湖北省重点学科”。

近年来先后主持完成了“我国（中南地区）少数民族移民搬

迁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研究”、“民族地区环境压力与响

应机制研究”、“民族地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

西部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等国家自科、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

级重点研究项目15项。出版了《制度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金融支持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等专著12部，在《民族

研究》等国家权威期刊和重要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自治县经



济发展的差异性与分类指导研究”等论文60多篇，共有20项

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 报考指南 一、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已获硕

士学位的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

学位）；获得学士学位后六年或六年以上（从获得学士学位

之日算起到博士生入学之日）并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

的人员，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还必须同

时具备下列条件（缺一不可）： （1）大学本科毕业并取得

学士学位后在与所报考专业相近的岗位工作满6年（截至2012

年9月）。 （2）已在全国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2篇属于所

报学科专业的学术论文。 3．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我校

规定。 4．报考国家计划内博士生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报考

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5．有至少两名所报

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

书面推荐意见。 6．现役军人报考的要求及办法，按解放军

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理。 二、报名 报名时间：我校博士生招

生一年一次，2012年博士生招生通过网络报名，网址

为http://www.gd.scuec.edu.cn/，考生按照规定格式填写报名信

息。报名时间和报名要求，届时详见我校公布“报名须知”

。 三、报名手续 （一）凡符合我校博士生报考条件的人员，

请在规定时间内登陆我校研究生部网站报名。不符合报考条

件的人员请勿报名；未通过资格审查者，报名费及材料一律

不退。 （二）已通过网报的考生向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送

交以下材料： 1．填写好的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 2．专家推荐书。 3．硕士课程成绩单（同等学力者不提供



）。 4．硕士学位证复印件（应届硕士毕业生必须在入学前

补交）或学位证明书。 5．同等学力考生还应送交在核心期

刊上发表的与报考专业有关的专业论文（复印件）2篇及本科

毕业证、学位证书复印件。 6．委托培养、定向培养的2012年

应届硕士毕业生应提供委托（定向）单位出具的同意其报考

的书面证明。 （三）资格审查（考前一天） 请考生携带以下

材料的原件，到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 1．

学位证原件； 2．身份证； 3．发表论文原件。 通过资格审查

的考生当场发给准考证。 四、考试（初试）时间及地点 考试

时间：2012年3月（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考试地点：中南民

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10号教学楼2楼） 初试（笔试）科

目及参考书目：通过我校研究生部网页查询《中南民族大

学2012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设置及参考书目》。 英语

科目使用湖北省博士招生英语联考试题，其他科目由我校命

题。 五、复试及录取 复试时间：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复试地

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部。 复试方式：专业综合面试。 对

达到初试分数线并通过复试的考生，根据教育部下达给我校

的招生规模，择优录取。 六、交费及待遇 被录取为国家计划

内的博士研究生享受公费生待遇，不交学费；被录取为非国

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每学年需交纳学费，每学年第一个学

期开学时交纳。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均同等享受由学

校拨付的培养费。 七、其他 现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应届

毕业硕士生、拟报考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考生、原为委托

培养或定向培养硕士生和正在履行合同中服务年限的在职人

员考生，须征得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的同意。考

生与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因报考问题引起的纠纷



而造成不能录取后果，我校不承担责任。 研究方向及导师 中

南民族大学2012年博士招生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一览表专

业代码、名称研究方向博士导师030401 民族学01散杂居民族

问题研究许宪隆02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孟立军030402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01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 李吉和 吴开松02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 雷振扬030404中国少数民族史01中国民

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段 超 谭必友02南方民族历史与

文化遗产田 敏030405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01民族艺术文化与艺

术遗产保护柏贵喜02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彭修

银030403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01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制度研究张

跃平 李俊杰02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李忠斌 考试

科目设置 中南民族大学2012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设置

专业代码、名称研究方向考试科目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030401 民族学01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1001英语 2001民族学

通论 3001散杂居民族问题概论 ①4001政治理论 ②4002中国民

族概况与民族政策 ③4003经典著作选读 02民族教育理论与实

践1001英语 2001民族学通论 3002教育基本理论 030402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01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 1001英语 2002中

国民族理论与政策 3003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①4001政治理论 

②4004中国民族概况 ③4005中国民族史 02民族政策与民族发

展 030404中国少数民族史01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

展史1001英语 2001民族学通论 3004中国古代史 ①4001政治理

论 ②4006中国古代史料学 ③4007南方民族历史文化02南方民

族历史与文化遗产030405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01民族艺术文化

与艺术遗产保护1001英语 2003民族艺术理论 3005民族艺术文

化与艺术遗产保护 ①4001政治理论 ②4008民族学概论 ③4009



艺术学概论 02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1001英语

2003民族艺术理论 3006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

030403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01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制度研究1001

英语 2004经济学原理 3007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①4001政治理论 

②4010区域经济学 ③4011发展经济学 说明：1．1001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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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