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保障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120404）

（公共管理学院）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较强的研究能力和

学术水平、以及较好的人文和科学素养的高层次学术型专门人才。

具体目标包括：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扎实地掌握社会保障专业的理论知识，追踪和了解社会保障学科在国内外的最新

发展，同时掌握一定的相关学科知识；熟悉和把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及相关理论工具，

并运用于现行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具备较好的探究理论问题的学术水平和研究实践

问题的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并能够用外语阅读专业文献、进行初步的论文写作

和学术交流。社会保障专业博士生毕业后主要在高等院校从事本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

作、在党政机关及其它组织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

二、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一）培养方式

实行导师负责制和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国家及学校规定条件者，

也可采取在国内外学术单位访学或研修的联合培养的方式。课程学习由导师小组统一

安排，教学内容注重前沿性，教学过程注重自主性、互动性，注重学生探究意识与创

新能力的培养。

（二）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一般为四年，最长不应超过六年。

三、主要研究方向

1. 中国社会保障政策

2. 社会保障理论

3.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一）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课程包括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学位公共课包括政

治理论、外国语等公共必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6 学分；学位基础课为学

位必修课程；学位专业课包括以学科群为单位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和指向研究方向的

专业选修课程，学位基础课与学位专业课（必修）课程的学分之和不少于 5 学分，学

位专业课（选修）课程至少选修 1 门，不少于 2 学分；跨学科或跨专业选修课程至少

选修 1 门，不少于 2 学分。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至少应取得 15 学分。

导师可根据专业培养需求和博士研究生已修读课程的情况，要求博士研究生补修

一些先修课程。

（二）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中英文名称 学分 开课时间 任课教师

学位公共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Chinese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World

3 第一学期 学校安排

外国语
Foreign Language 4 第一、二

学期
学校安排

研究伦理与学术规范
Discipline and Ethics in Academic
Research

/ /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Marxist Classics 1 /

学位基础课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 3 第一学期 孟溦等

学位专业课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专题研究
Study 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Public Sector

2 第三学期 吴志华

科研论文写作
Writing and Publishing Skills 1 第二学期 高向东

中国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Study on China’s Policy for Social
Security

2 第三学期 钟仁耀

社会保障理论研究
Study on Theory of Social Security 2 第四学期 钟仁耀

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力资源配置研究
Study o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Allo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3 第一学期 高向东

老年社会保障研究
Study on the Social Security for the
Aged

2 第二学期 高向东

人口与社会保障精品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2 第四学期
钟仁耀，高向

东等

跨学科或跨
专业课程

至少选修 1门，不少于 2学分

五、科研成果要求

博士研究生应通过参加导师的科研课题和本人独立承担研究课题等开展科研活

动。

提倡和鼓励博士研究生申请各种科研基金，加强科研训练，鼓励和支持博士研究

生在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一）本人为第一作者，

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在 SSCI、A&HCI

收录期刊发表 1 篇学术论文；（二）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

二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在文科一级学科权威期刊发表 1 篇学术论文；

（三）本人为第一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在 CSSCI 收录期刊（含扩展版）

上发表 2 篇学术论文。

六、学业考核

（一）年度报告。每学年末，博士研究生向导师及指导小组汇报一年来的学习与



科研进展，院系、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二）基本文献阅读能力考核。博士研究生应该掌握其研究领域涉及的基本文献，

第一学年结束时由院系组织考核，具体考核方案由院系自行确定。

（三）开题报告审核。博士研究生第一学年需要修满规定课程学分，需完成学位

论文开题工作。院系和研究生院在第三学期初进行考核。

（四）答辩资格审核。秋季毕业生须在每年 4月 10 日前，春季毕业生须在每年 10

月 31 日前进行论文答辩资格审核。具体审核日期以通知为准。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资

格审核主要包括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审核、科研成果的审核、学术活动参加情况的审核

等。

七、学位论文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体现前沿性与创新性，应以作者的创造性研究成果为主体，反映

作者已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以及在本学科上已掌握了坚实宽广的理论

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一般要用至少两年的时间完成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可以是理论研究或综合研究，也可以结合科研任务从事应用性研究，

但须有一定的理论及自己的见解。

为保证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院系应注意抓好学位论文选题、开题报告、课

题检查等环节；

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博士研究生在论文正式提交前三个月必须进行论文预答

辩。院系组织相关专业的教师、导师和指导小组成员听取申请人全面报告论文进展情

况及取得的成果，提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学位论文的意见和建议，预答辩不通过者不

能进入答辩程序。

八、基本文献阅读书目

[1]华迎放（译者）.贝弗利奇报告[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2]彭华民.社会福利与需要满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郑造桓.公民权利与社会保障[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4]华迎放（译者）.地球村的社会保障：全球化和社会保障面临的挑战[M].北京：中国

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5]林义.农村社会保障的国际比较及启示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6
[6]钟仁耀.社会保障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钟仁耀.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8]钟仁耀.养老保险改革国际比较研究[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9]钟仁耀，查建华.上海社会保障和谐发展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10]郑功成.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障（上，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1] [7]郭春发（译者）.人权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2]中国老年学会.持续增长的需求：老年长期照护服务[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0
[13]丁建定，魏科科.社会福利思想[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14]王志凯.比较福利经济学分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15]上海市老年学会.老年学论坛文集---青年学者专集[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
[16]郭士征.社会保障研究[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17]郭士征.社会保障基金管理[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18]李珍.社会保障理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19]邓大松，刘昌平.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0]A.C. 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第一册，第二册）[M]. 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99
[21] 高向东，大城市人口分布变动与郊区化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2] 高向南，人口生育管理方法论[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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