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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研究院 2017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简称上海研究院，Shanghai Academy) 是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创建的研究机构。上海研究院坐落于上海市延长路

149号上海大学北大楼，于 2015年 6月 5 日正式成立。 

上海研究院的宗旨是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借

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科学研究和政策咨询方面的优势，立足上海，着眼全国，努力建设成为

“四个高端”：高端思想库（智库）、高端人才培养基地、高端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和高端国

情调研基地。 

上海研究院将发挥自身优势与相关研究机构广泛合作、错位发展，重点围绕国家战略和

上海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前沿所承担的重要任务开展工作，努力实现“四个高端”定位目标，

提升上海在战略研究、咨政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方面的研究和创新能力，

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深化院市合作，为国家的改革发展和上

海的创新进步服务。 

上海研究院研究生培养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院所为依托，研究生导师均为中国社科

院相关院所研究人员，授予上海大学相关学科博士学位证书。 

 

0603J2 全球学 

全球学旨在以综合性、多学科与跨文化的视角，探索和理解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及其影

响，研究诸如环境恶化、粮食安全、流行疾病、毒品走私、人口迁徙、身份认同、和平与冲

突、全球贸易与经济联系，乃至人类精神归属等全球性或跨国性问题。通过经济、社会、历

史、环境、文化、生物、政治及其他视角来分析全球现象，“全球学”试图推动世界上不同

文化与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培育全球意识，消除人类因地理、文化、语言与政治的差异而产

生的隔阂。 

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是国际全球学高校联盟的创始成员。与来自美国、英国、德国、

丹麦、荷兰、奥地利、波兰、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家 40 余所高校的全球学教学与研

究机构建立有密切的学术联系，同时还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奥法利全球与国际事务

研究中心、土耳其海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阿根廷国家科技委员会、乌拉圭拉美社会经济研

究中心等有着直接的学术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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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将与上海研究院(Shanghai Academy) 合作进行全球学

博士研究生招生。上海研究院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创建的研究机构，

坐落于上海市延长路 149 号上海大学北大楼，于 2015 年 6 月 5 日正式成立。 

上海研究院的宗旨是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借

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科学研究和政策咨询方面的优势，立足上海，着眼全国，努力建设成为

“四个高端”：高端思想库（智库）、高端人才培养基地、高端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和高端国

情调研基地。上海研究院研究生培养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院所为依托，研究生导师均为中

国社科院相关院所研究人员，授予上海大学相关学科博士学位证书。 

欢迎来自世界史、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外语等领域的优秀硕士生报考。本研究领域将

授予“历史学”学位。 

    备  注：本专业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培养 

 

一、研究方向： 

    全球化与全球学理论 

 

二、指导教师：王伟光教授、文学国教授、郭长刚教授、Nestor Da Costa（内斯托尔·达·科

斯塔） 教授 

 

三、招生人数：见 2017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汇总表 

 

四、考试科目: 

              1．英语/西班牙语 

         2．全球学 

          3．全球化与区域社会发展 

 

五、参考书目： 

          1．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2．苏国勋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3．孙国强：《全球学》，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4．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 

     5．蔡拓：《全球问题与新兴政治》，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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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叶江：《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大国战略转型》，时事出版社 2010年版 

     7．刘义：《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政治》，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8．申小翠：《全球主义批评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

年版 

     9．张凡：《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年版 

     10．刘文龙等：《西半球的裂变：近代拉美与美国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上海辞书

出版社 2005年版 

 

六、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王伟光 教授，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团主席。哲学博

士、博士生导师、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共产党第十

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

位获得者”荣誉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的

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与实践研究等方面。出版学术专著 30余部，主要有：

《社会矛盾论》、《利益论》、《科学发展观基本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基本问题》、

《王伟光自选集》、《王伟光论文辑》、《党校工作规律研究》、《王伟光讲习录》、《中国道路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编的著作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科学发展观概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与实

践》、《社会主义通史》（八卷本）。在国家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 400余篇。 

联系方式：021-56331211，电子邮箱：wenxg@cass.org.cn 

注：本年度不招收定向生 

 

文学国 教授，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专业领域为经济法学，尤专长于反垄断法，同时涉猎政府规制、民法、公司法、企业经营法

学等。讲授的课程有：经济法、政府规制的理论与实践、企业经营法学、公司法、公司治理

等。公开发表著作多部，论文多篇，近五年主要有： 

1.《私募股权基金法律制度析论》，专著，30 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3

月。 

2.《反垄断法执行制度研究》，合著，35.6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10月。 

mailto:wenxg@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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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规制：理论、政策与案例》，主编，65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4.《地方政府如何规制民间借贷——来自鄂尔多斯的调研报告》，调研报告，《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9千字，2012年第六期。 

5.《深入推进依法治国保证公正司法》，4000 字，论文，《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

年总第 30期。 

6.《努力营造创新型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2400字，论文，《中国教育报》，2010年 3

月 17日。 

7.《开放市场是发展民营经济根本之道》，1500字，评论文章，《法制周末》，2012年 5

月 3日。 

8.《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2014-2015）》，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11月。 

9.《乾道私募译丛》，主编，翻译丛书，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 年。 

10.《中国危机管理报告》（2011 年卷、2012 年卷、2013 年卷），主编，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1年、2012年、2013年。 

联系方式：021-56331211，电子邮箱：wenxg@cass.org.cn 

注：本年度不招收定向生 

 

郭长刚 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西方社会文化史。

承担有国家社科基金“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话语权问题：以政教关系为中心”等课题多项；

主要著作有《全球化、价值观与多元主义：全球化时代宗教、信仰与文化变迁研究》、《传统

与务实的典范：古罗马的智慧》等，主编有《全球学评论》。曾往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

学院修习基督教神学；作为美国国务院富布莱特项目访问学者往美国国务院、美国宗教学会、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宗教学系等地访学。现为上海大学教授，研究生院院长；国际全球学

大会学术顾问、国际全球学合作团队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理事、中国宗教

学会理事；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宗教学会理事。 

   联系方式：66133310（O），E-mail: gchgang@staff.shu.edu.cn 

    

Nestor Da Costa（内斯托尔·达·科斯塔） 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宗

教社会学。现为乌拉圭拉丁美洲人文经济研究中心（CLAEH）学术部主任，美国国务院富布

莱特访问学者，南拉丁美洲宗教社会学会理事、美国宗教学会（AAR）会员，国际宗教社会

mailto:wenxg@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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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ISSR）成员。科斯塔教授已在拉美、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出版有多部著作。 

   联系方式：66133310（O），E-mail: historyshda@163.com  

注：本年度不招收定向生  

 

020200 应用经济学 

 

本学科旨在培养身心健康学风严谨，具有强烈事业心和科学献身精神，在本学科上掌握

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能力、创新能力和应用

能力，符合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 

本学科点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金融学、产业经济学等。欢迎有志从事上述领域研究的同

志报考相关研究方向。 

备  注：本专业在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培养。 

 

一、研究方向： 

   01 金融学， 

   02 产业经济学 

 

二、指导教师： 

01 方向：李扬教授(本年度不招生)、王国刚教授(本年度不招生) 

02 方向：李平教授、夏杰长教授 

 

三、招生人数：见上海大学 2017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汇总表 

 

四、考试科目： 

    1．英语  

  2．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3．金融学 或 产业经济学（根据报考导师任选一门） 

 

五、参考书目： 

 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平新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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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视角宏观经济学》，【美】J·萨克斯等著，费方域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宏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美】R·巴罗著，沈志彦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   

金融学 

 《期货、期权和其他衍生品》（第 6版），【加】John C. Hull 英文原版，华夏出版社，2009

年 

《当代西方货币金融学》，李健，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国际金融学》，陈信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 

产业经济学 

《现代产业组织》，【美】丹尼斯·卡尔顿，杰弗里·佩罗夫，胡汉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9年 

《产业政策与结构优化》，杨治，新华出版社，1999年 

《产业组织学》,史东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格致出版社，2010年 

 

六、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李 扬 教授，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

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11 年被评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财

政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海洋研究会副理

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货币、银行、金融市场、财税。已出版专著、译著 23 部,发表论文

400 余篇，主编大型金融工具书 6 部。主持国际合作、国家及部委以上研究项目 40 余项。

曾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和论文奖。 

联系方式：010-85196338（秘书），电子邮箱：huzhihaocass@163.com（秘书） 

注：本年度不招生 

 

王国刚 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任中国社

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副会

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中国外汇投资协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兼常务理事、

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常务理事、中

国城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等职；曾任“江苏兴达证券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兴

达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中国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近年主要从事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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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运行和资本市场等相关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已发表《中国企业组织制度的改革》、

《资本账户开放与中国金融改革》、《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热点》、《资金过剩背景下的中国金

融运行分析》、《货币政策与价格波动》和《资本市场导论》等著作 40多部，论文 900多篇；

主持过近百项科研课题，其中包括省部级重大、重点课题 30 多项，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

奖和 30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教学奖。 

联系方式：010-59868200，电子邮箱：wgg3806@sina.com 

注：本年度不招生 

 

李 平 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技术经济学学科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中国社

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战略规划、投资决策、项目

评估和企业战略研究及管理咨询等方面。先后参与多项国家重大经济问题研究和宏观经济预

测，其中包括国家重大软科学课题“我国未来各阶段经济发展特征与支柱产业选择

(1996-2050)”研究、 能源部重大课题“中国能源发展战略(2000-2050)”研究等； 参加了

“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京沪高速铁路工程”等三大国家跨世纪重大工程的可行性

研究和项目论证，完成了多项有关论证报告，任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审查委员会专家，起草南

水北调综合审查报告，国家京沪高速铁路评估专家组专家；承担了多项部门和地区的战略规

划，为多个企业进行了企业管理咨询、发展战略咨询和投资项目论证，主要包括：南宁市

1998-2020年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湖北省跨世纪发展战略、江西吉安市经济发展战略、青海

格尔木市经济发展战略、北京北辰集团跨世纪发展战略、中建一局一公司企业战略咨询等。 

联系电话:010-85195701/5705，电子邮箱:liping@cass.org.cn 

注：本年度不招收定向生 

 

夏杰长 教授，经济学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副院长、兼任综合经济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

要研究领域为服务经济、旅游管理与宏观经济。主持了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

多部论著获得省部级奖励。多次参与国务院相关文件前期调研与起草工作。 

联系方式：010-59868129，电子邮箱:xiajiechang@126.com 

注：本年度不招收定向生 

mailto:wgg3806@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