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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政策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 

 

一、 专业特色 

1. 专业特色。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政策专业学

位依托学院雄厚的社会政策研究能力和多维度社会政策

研究方向，致力于建成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的世界一

流社会政策教育与科研体系，培养学生的社会政策理论能

力以及参与和引领社会政策实践的专业能力，培养符合中

国社会政策实践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高级专业

人才。 

二、 师资队伍 

2. 人员规模。社会与人口学院从事社会政策学科研究和教学

的师资力量雄厚，社会政策硕士专业学位专任教师 57名，

其中，从事社会政策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的院系在编

的教师为 39 名；实质性参与教学、实习督导、毕业论文

指导等工作的外聘行业教师 18名。 

3. 人员结构。在专任教师中，45 岁以下的教师 25 名，占比

44%；超过 70%的老师获得外单位硕士以上学位，超过 90%

拥有社会政策相关硕士及以上文凭；在社会政策相关实务

型机构从事督导、提供专业服务、参与机构行政管理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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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工作教师占比为 32%。 

4. 骨干教师。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骨干教师为 12 名，社会

政策下设社会治理、社会建设、老龄政策与社会发展、公

共卫生与人口健康四个学科方向，每个专业方向均有正高

职称、副高职称的骨干教师。目前社会政策硕士专业学位

的骨干教师均有完整指导相近学科多届硕士研究生以及

博士研究生的经历。就发表来看，近五年来，每位骨干教

师均有历年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的经历；均在全

国性以及省部级社会政策相关学术团体、行业协会担任理

事及以上职务，如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老年学和老年

医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口学会副

秘书长、北京市人口学会副会长、全国社会工作硕士专业

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秘书长等。 

三、 人才培养 

5. 课程与教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政策学科课程和教学的

整体发展将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下属的学科

为依托。社会与人口学院下属各学科常年开设社会治理、

社会建设、老年政策、公共卫生、人口健康、城镇化、贫

困问题人口政策等社会政策最为核心重要的课程，已经形

成系统而有重点、成熟而前沿社会政策教学体系，社会政

策教学实力雄厚、教学经验丰富。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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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中，社会学一级学科被评为 A+类。2017 年，正式进入

国家“双一流”学科名单。同时，在专业硕士学位教育上，

我院亦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成熟的体系设计。中国人民大

学是原国家教委于 1987 年首批设立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

四所著名高校之一，是在国内第一所设立社会工作研究生

专业的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于 2004 年正式招收硕士生，

并于 2010年开始招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迄今已有 10 年

的培养经验，可为社会政策硕士专业学位的建设和发展提

供丰富有益经验。同时，原社会工作系已更名为社会工作

与社会政策系。我院从 2017 年开始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

士大学合作连续开办了三届“社会政策前沿暑期讲习班”，

这是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社会政策暑期讲习班，共

培养学生 200余人。我院还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在本校开设

“社会政策名师讲堂”。这两项活动的讲义都在陆续出版

中，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此外，2019年 1 月“中国人

民大学社会政策研究院”成立，为挂靠社会与人口学院的

独立科研机构和跨学科、跨学院的科研平台。同时，社会

政策硕士专业学位课程教学大纲对社会政策专业实习的

时长、学期安排、实习内容等有明确具体的设计，需完成

不少于 800小时的有督导的专业实习。 

6. 培养质量。从我院毕业生的追踪调查情况来看，我院社会

政策相关学科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就业率、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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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的满意度等都呈优良向上态势。毕业生对就业整

体现状表示满意，收入水平、工作环境、职业成长空间均

能达到预期。绝大多数的学生们对在校期间的培养满意度

较高，包括专业教育、科学研究、学生工作等培养均有效

提升了他们的综合素质，有助于职业发展。同时，专业人

才培养质量有切实的保障，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受到

用人单位广泛欢迎。我校社会政策相关学科毕业生具有良

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扎实的专业基础，宽阔的国际视野，

而且对中国社会建设需求有着深刻了解，具有良好的社会

适应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欢

迎。我院社会政策学科多名教授获得过国家级、省部级教

学类成果奖。 

四、培养环境和条件 

7. 科研水平。近五年来，老师人均主持过社会政策相关项目

5.37项，年人均科研经费为 8.5万。我院教师获得省部级

及以上科研获奖数 24 项。 2016年以来，相关教师成果共

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 8 件，省部级领导批示 3件，被农

业部等有关部门采纳 13 件，总共 24 件，涉及警务改革、

疫情防控、垃圾分类、城市交通、流动人口、托育服务、

空巢老人、社区建设等社会政策相关的多方面内容。   

8. 实践教学。社会政策硕士专业学位每学期聘请民政部、国

家卫建委、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相关专业人员、基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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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者等到校内授课。并在教学、实习和论文指导等培

养环节都实行“双导师制”，新生入学即分配校内外双导

师，定期开展一对一和多对一的思想和专业指导，协同培

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认同度。同时，通过聘任行业

教师，拓展实习合作单位，设置专职实习督导岗位，配备

专职实习教师，形成外争的实习教学规范和实习手册。同

时签约合作，在实习机构设立有专业训练经历、具备专业

素质的督导老师。 

9. 支撑条件。我院具备成熟、完善的培养社会政策硕士的设

备条件。我院目前已经与国内近 70 家水平较高、能够提

供有效督导的社会政策相关专业实地基地，通过与一批引

领专业发展且颇具行业影响力的专业实习基地和行业导

师的深度合作，建立起“教学、实践、研究”三位一体的

协同育人机制，实现专业硕士人才培养的产、学、研的有

效结合，在确保学生专业实习要求的同时，引导学生立足

中国国情回应社会政策需求，提升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增强了学生对专业的认同感和

社会责任感。同时，学校有丰富的社会政策类藏书和电子

期刊、数据资源支持社会政策教学和研究。学院亦建立了

国内外通用及自建社会政策相关教学案例库，为社会政策

的教学提供扎实的案例数据支持。社会政策硕士专业学位

将设立完备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建立专门的教学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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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职行政教辅人员和完善的教学管理的制度文件系统。

同时，建章立制，鼓励社会政策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扎根

中国大地，了解中国实际，从事社会政策实践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