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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本学科在复旦历史悠久，1914 年校董事长王宠惠博士

开讲群学，1915-18 年校长李登辉主讲社会学。1925 年社

会学建系时，科研教学涵盖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心

理、人口研究、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等领域。孙本文、雷

洁琼、言心哲等名家曾在本系任教。1928 年，孙本文等成

立东南社会学会，创办《社会学刊》会刊并任主编。1930

年，孙本文等改组东南社会学会，在沪成立中国社会学社，

以该刊为会刊并任主编。1980 年代重建后，传承先辈事业，

秉持“崇尚学术，求索真知；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办学

传统，取得了大量创新成果，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据

2015-21 年 QS 排名，本学科居世界 50-100 名，现居 70-80、

亚洲前 10；为教育部 A 类学科、上海市一流学科。

有专任教师 52 人；其中，文科资深教授 1 位，国家

级人才 9 位；专职思政教师、兼职辅导员各 4 位。外聘耶

鲁等名校 11 位学者任讲座教授。多位教师任国务院学科评

议组成员、国家级学会副会长或专委理事长。

设有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工

作、老年学二级学科博士点。21 年招收博士生 17 人，其中

卓博生 3 人、硕博连读生、留学生各 1 人；硕士生 29 人。

授予博士学位 11 人、硕士学位 19 人。21 届研究生就业率

100%，去向有党政机关、高校及其他企事业单位；4 位硕士



深造。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本学科来自 985、211 高校生源占 65%左右。多位博士

生为毕业自海外名校硕士生。

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 100%。从抽检情况看，所培养学

生专业基础扎实，科研能力较强。在校期间在《社会学评

论》、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等期刊发文 10 余篇，

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1

位同学获校研究生学术之星称号，1 个研究生参与的项目获

挑战杯上海市一等奖。

本学科以培养具有国家意识、人文情怀、科学精神、

专业素养、全球视野的社会学专业高级人才为目标；使之

具有较强的科学创新意识、批判性思维和科研能力；具备

运用社会学理论方法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成为能促

进人类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引领性人才。

对照上述目标，反思学论文抽检，本学科研究生培养

尚有一些要解决的问题：（一）回应社会现实重大问题不够。

学生运用理论洞察现实的能力显得不足，论文存在理论与

经验脱节的现象。（二）与世界名校同学科学生相比，跨文

化比较视野不够。作为大国一流专业所培养的人才，肩负

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使命，这离不开跨文化比较研究。（三）



提出原创性理论的抱负还显不够，研究多关注细节问题。

（四）博士生与世界学术共同体交流有限，没能现出像世

界名校学子那样的参与意识和话语权。

未来将围绕以下几方面持续改进：

（一）进一步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引导学生关注中国

和世界不同区域社会重大问题。加强学生调查实践，更了

解社会现实。加强马工程教材建设，及时融入中国经验和

研究成果。

（二）加强跨文化研究课程建设，形成具比较研究视

野、知识结构和教学能力的师资团队。

（三）以研促教，使学生充分参与导师的项目；让学

生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方式选择研究议题，形成原创理

论成果。

（四）鼓励研究生参加国际交流、国际会议，增强其

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话语意识和话语权；使学生具有与

中国大国地位相称的人才竞争力。

（五）完善与卓博直博计划、申请-考核招生、论文质

量、奖学金等相关的制度建设，提供学习保障；提升对海

内外优秀生源吸引力。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在理想信念、科学道德与伦理规范教育方面，先后组



织研究生参加了校新生入学教育、相辉学术文化节暨科学

道德和学风建设宣传月、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传月

系列宣讲教育报告会，以及院研究生新生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教育宣讲会等。

在党建引领和文化建设方面，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

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分党

委在重大议题决策中的前置作用，建立健全了基层支部在

学生培养中的作用。

在人才培养方面，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招生工作细则，

修订了培养方案，制定了卓博生年度考核细则，明确了博

士生分流退出机制，落实导师“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

规定，明确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会责任，

确保学位授予质量。

在师资培训方面，组织教师参加了校“相辉导师学校”

第二期研究生导师培训班、导师沙龙主题报告会以及院教

师发展沙龙。组织资深教授、教学名师为开展讲座 6 次。

结合教育部违反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专

题组织教师学习《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多

次。

在科研训练方面，除要求研究生参与导师科研项目之

外，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学校、学院各项科研活动。数十

位研究生在上海社区研究、长三角综合社会变迁调查中承



担了大量调研工作。

在国际交流方面，举办了海外社会科学前沿系列精品

讲座。完成全英文硕士项目招生、加拿大女王大学和圣路

易斯华盛顿大学交流生接收工作。完成了与波士顿大学合

作协议续签。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学师生交流，

与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洽谈了学

术交流项目。

在研究生日常管理与服务效能方面，研工队伍 12 人着

力深化思想政治工作，助力研究生成长成才。研工组获校

2021 年度学生思政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