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与专业 

中国人民大学已形成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研究生教育为

重点、继续教育为辅助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办学格局，形成

了“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工科”的学科发展体系。学校设

有学士学位专业 82 个，硕士学位学科点 191 个，博士学位

学科点 133 个。学校拥有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 37 个，

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 21 个，博士后流动站 19 个。学校

拥有 8 个国家重点一级学科，8 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在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均居全国第一；拥有 5 个北京市重点一级学

科，1 个北京市重点交叉学科，4 个北京市重点二级学科。 

在教育部学位评估中心 2017 年公布的全国一级学科评

估结果中，获评 A 类学科总数为 14 个，其中理论经济学、应

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统计学、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获评 A+，政治学、哲学获评 A，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中国史、中国语言文学获评 A-，A+学

科数量位列全国高校第四。 

本科专业 82 

国家重点一级学科 8 

国家重点二级学科学 8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2 

北京市重点一级学科 5 

北京市重点二级学科 4 

北京市重点交叉学科 1 

硕士学位授权点 191 

博士学位授权点 133 

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 37 

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 21 

博士后流动站 19 



本科专业：82个 

序号 专业名称 序号 专业名称 

1 哲学 42 历史学 

2 宗教学 43 世界史 

3 伦理学 44 考古学 

4 经济学 45 数学与应用数学 

5 经济统计学 46 物理学 

6 国民经济管理 47 化学 

7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48 应用心理学 

8 能源经济 49 统计学 

9 劳动经济学 50 应用统计学 

10 财政学 51 材料物理 

11 税收学 5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 金融学 53 软件工程 

13 金融工程 54 信息安全 

14 保险学 55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5 信用管理 56 环境工程 

16 国际经济与贸易 57 环境科学 

17 贸易经济 58 管理科学 

18 法学 59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9 政治学与行政学 60 工程管理 

20 国际政治 61 工商管理 

21 外交学 62 市场营销 

22 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 63 会计学 

23 社会学 64 财务管理 

24 社会工作 65 人力资源管理 

25 科学社会主义 66 劳动关系 

26 中国共产党历史 67 农林经济管理 

27 思想政治教育 68 农村区域发展 

28 马克思主义理论 69 公共事业管理 

29 汉语言文学 70 行政管理 

30 汉语言 71 劳动与社会保障 

31 英语 72 土地资源管理 

32 俄语 73 城市管理 

33 德语 74 档案学 

34 法语 75 信息资源管理 

35 西班牙语 76 音乐表演 

36 日语 77 动画 

37 新闻学 78 美术学 

38 广播电视学 79 绘画 

39 广告学 80 视觉传达设计 

40 传播学 81 环境设计 

41 编辑出版学 82 国学 

 

 

 



中国人民大学学科评估情况 
轮次 A+（前 2%）学科 个数 

2017 年第四轮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

论、新闻传播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 
9 

2012年第三轮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

论、新闻传播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哲学、

政治学 

11 

2009年第二轮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

论、新闻传播学、哲学、政治学 
8 

2004年第一轮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 5 

（注：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第四轮学科评估导言，学科得分前 2%（或前 2

名）为 A+，2%～5%为 A（不含 2%，下同），5%～10%为 A-，10%～20%为 B+，20%～30%为 B，

30%～40%为 B-，40%～50%为 C+，50%～60%为 C，60%～70%为 C-。） 

 

第四轮一级学科评估中获评 A+的学科：9 个 
序号 一级学科名称 序号 一级学科名称 

1 理论经济学 6 新闻传播学 

2 应用经济学 7 统计学 

3 法学 8 工商管理 

4 社会学 9 公共管理 

5 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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