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授权点名称： 社会学 

学位授权点代码： 0303 

学位授予层次： 博士      ☑    硕士      ☑ 

学位授予类型： 学术学位  ☑    专业学位  □ 

 



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2024年，社会学学位点在“博英行动计划 2.0”的指导

下，进一步扎实推进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及质量

保障等各项工作，稳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取得了显著

成效。 

（一）学科概况与师资队伍 

截至 2024年，本学位点共有博导 35人，其中新增正高

级职称 1名，从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师资占比与北京大学基

本相当，整体师资水平居于国内前列。导师在教学、科研

领域成果显著，如：范丽珠教授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刘欣教授、胡安宁教授等多位教师成果获教育部高等

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另有多位老师

获批国家社科一般项目、国家自科青年基金、教育部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基金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青年导师杜

世超获评上海市晨光学者，为学生提供了更优质的学术资

源和指导。1 门课程获批复旦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标杆课程，

2 门课程获批复旦大学课程思政标杆课程，教师主编的 4 本

教材获第二届复旦大学教材建设奖，1 位教师担任第一批新

时代教育部马工程教材首席专家。 

（二）学位点培养规模 

2024 年，本学位点招生规模保持稳定，报录比良好，

优秀生源比例持续提升。具体来看，学位点招收学术型硕



士 28 人、博士生 24 人，其中普博生 20 人，直博生 1 人。

另有思政骨干专项博士生 2 人、对口支援专项计划博士生 1

人。 

（三）学位授予情况 

2024 年，社会学学位点修订完善了位授予标准，本年

度新修订学位授予标准，完善相关细则，前置必修环节时

间，强化各级质量把控。全年总计通过学位授予 42 人，其

中博士生 12人、学术型硕士生 30人，无抽检问题论文，学

位论文质量得到了有效保障。 

（四）研究生就业与发展 

2024届本学位点的研究生就业率保持稳定在 95%左右，

其中选调及党政储备人才 6 人，重点单位、重点行业 21 人，

毕业生主要去向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各

省选调生/公务员以及大型国企、知名企业等，用人单位反

馈良好。3 名毕业生荣获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称号、9 名毕业

生获校优秀毕业生称号，充分体现了本学位点良好的育人

成效。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2024 年，本学位点在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方面采取了

一系列举措，同时也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思路与措

施。 

（一）生源质量 



加大招生宣传力度，通过推免选拔、组织招生宣讲等

方式，吸引优秀生源报考。学术型硕士招生中，社会学等

二级学科的 985/211 优秀生源占比近 100%；博士生招生方

面，普博生 985/211/海外生源占比为 70%左右。 

（二）培养质量 

1.课程体系改革：积极推进 AI 大课建设，本年度有 4

门课程获批复旦大学首批 AI 大课立项，已有 2 门课程于秋

季学期顺利完成第一轮教学工作。AI 大课推进为研究生课

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重要抓手。 

2.科研能力培养：鼓励研究生参与国内外高水平学术

会议和科研项目，全年共支持博士生、硕士生近 30 人次参

加中国社会学会、中国人口学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等主办的学术年会。 

3.国际化发展：进一步拓展海外合作办学项目，新增

与东芬兰大学签订博士双学位项目，续签与隆德大学硕士

双学位项目。支持研究生赴世界一流高校深造，4 位博士生

获 CSC资助或文科博士计划资助赴耶鲁大学、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等公派留学，39 名硕士生参加出国出境交流访学，

其中 27 人赴耶鲁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墨尔本大学、香港

理工大学等参加学期制交流学习，4 人受到奖学金资助赴香

港中文大学参加暑期访学，另有 8人赴延世大学、白俄罗斯

大学等参加短期交流与访问。 



（三）学位论文抽检情况 

进一步完善学院《博士生资格考试实施细则》《研究生

培养必修环节实施细则》，对博士生资格考试从严把关，同

时严控各必修环节质量。在各学位授予批次中，本学位点

研究生顺利通过学位授予，且无抽检问题论文。 

（四）改进思路与措施 

1.逐步取消学术型硕士，将本学位点学术型研究生培

养重点导向博士研究生层次，加大长学制培养比例，致力

于培养在本学科领域和相关交叉学科领域内具有较高学术

创新能力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2.加强高层次创新拔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全面推进

一流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围绕学科专业基本素养、科研

能力、实践能力等重要能力的培养，重塑研究生课程体系，

建设系列标杆课程。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一）思想道德与科研规范教育 

进一步推进研究生专业课程思政建设，1 门研究生课程

获批复旦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标杆课程。同时，推动全体

研究生导师积极将理想信念、科学道德、伦理规范等融入

课程教学，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学术道德观。 

（二）人才培养改革 

积极推进本研融通改革，将本硕博各阶段作为完整有



机整体通盘考虑，按照学校“一以贯之、各种侧重、持续

进阶“原则，从招生选拔、课程学习、学术研究、实习实

践、就业指导等环节进行全链条顶层设计，以本研融通课

程体系建设为主要抓手，完善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 

（三）“AI+”课程体系建设 

社会学本科专业成功申请并获批“社会学+AI”双学士

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并启动了第一轮招生选拔。《人

工智能、数据挖掘与算法：社会研究方法的新范式》《大数

据与社会计算》等 4 门本研融通课程入选复旦大学首批 AI

大课建设立项。“AI+”学位项目与课程建设的启动，是本

学位点培养新时代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改革举措，可

积极响应数智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最新需求。 

（四）国际合作交流 

积极拓展海外合作办学项目，推动联合培养计划。本

年度，新增与东芬兰大学签订的博士双学位项目，续签与

隆德大学的硕士双学位项目，为研究生赴世界一流大学深

造，扩宽国际视野，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多名研究生赴境

外交流学习，通过学校及学院交换项目（如耶鲁大学等）、

短期访学、参加学术会议等多种形式进行国际交流学习，

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展现了研究生的学术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