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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4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

2013-09-25 11:05:00   来源：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现设有11个研究所（中心）、9个处室及文献信息中心、网络中心、学习与探索杂志社、研究生学院和

职工大学，在省内12个市地设有分院和4个省情调研基地。全院现有职工332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95人，包括正高级职称35

人、副高级职称56人；博士和在读博士总计47人、硕士研究生近180人。拥有国家级、省级各类专家54人次，包括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15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3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人、省级优秀专家8人、龙江文化建设终身

荣誉奖4人、“六个一批”人才10人，为社科院研究生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师资力量。 

  黑龙江社科院11个研究所（中心），为历史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文学

研究所、俄罗斯研究所、东北亚研究所、应用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犹太研究中心，这些研究机构是该院研究生教育的

重要依托。该院拥有东北史、社会学、世界经济、俄国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农业经济管理、政治学理论、东

北地方文化史、产业经济、东北亚区域经济、中俄关系史、渤海国史、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文化、县域经济、黑龙江流域文明、旅

游经济、行政学和城市社会学等18个省（级）领军人才梯队和世界史、政治学2个省（级）硕士一级重点学科。该院办有《学习

与探索》、《黑龙江社会科学》、《西伯利亚研究》、《黑龙江年鉴》、《中国—东北亚国家年鉴》5种公开发行的刊物和《要

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报）等内部发行刊物。其中《学习与探索》为国家重点社科期刊，《黑龙江社会科学》为省

级期刊。 

  黑龙江社科院是全国5家拥有全日制统招硕士研究生教育资格的地方社科院之一，是以培养人文和社会科学硕士学位研究生

的科研院所。30多年来，黑龙江社科院共招收670多名研究生，已毕业550多人。先后有80多人留院工作，80多人考取了博士研究

生。他们有的成为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在所研究的学科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有的在各自的工作岗位脱颖而出，成就显著，在省

内外具有相当影响。毕业研究生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担任处级领导职务的有近100人，在省属高校、部委高校担任教

授、副教授的有100多人，多数成为重点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在北京各大学、国家部委、科研机构工作也有50多人。该院始

终贯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方针，与时俱进，培养具备深厚专业基础和宽广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能够研究和

解决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勇于开拓进取的哲学社会科学高级专门人才。 

  黑龙江社科院硕士研究生学制2.5年。2014年招收计划60名。 

  报考须知 

  一、报考条件 

  符合国家规定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其中年龄不超过40周岁（1973年8月31日以后出生），学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或往届本科毕业生； 

  2．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毕业学历后，经两年或两年以上（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9月1日）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

同等学力； 

  3．已获硕士、博士学位人员。 

  二、报名、考试时间及地点 



  1．报名时间：2013年10月10—31日（以国家报名时间为准） 

  2．考试时间：2014年1月4—5日 （以国家考试时间为准） 

  3．现场确认时间：2013年11月10—14日（以国家确认时间为准） 

  4．哈尔滨市区域内的考生报名、现场确认、考试地点：哈尔滨商业大学 

  哈市以外地区的考生到所在地报名点报名、现场确认。 

  三、学习方式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在职兼读 

  四、学费标准及助学金、学业奖学金 

  一志愿考生每年学费6000元，调剂考生每年学费7000元。助学金、学业奖学金标准按照省有关文件执行。 

  五、报考说明 

  1．政治、外语、数学三由国家教育部统一命题，各专业基础课由我院组织命题。 

  2．未尽事宜请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 

  欢迎有志考生报考我院。 

  欢迎访问我院主面页：www.hlass.com 

  欢迎访问我学院主面页：www.hskyedu.cn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E-mail：hljskyjsb@163.com 

  单位代码：87802 邮政编码：150018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501号 

  招生部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 

  负责人： 高桂梅 电话：0451-86497501 手机：13313687863 

  联系人： 吴丽华 电话：0451-86497520 手机：15945661026 

  E-mail:hsk.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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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 

  指导 

  教师 



  考试科目 

  0202 

  应用经济学 

  020205 

  产业经济学 

  3 

  王 刚 

  程 遥 

  赵 勤 

  101思想政治理论 

  201英语一 202俄语 203日语 选一 

  303数学三 

  805政治经济学 

  020202 

  区域经济学 

  3 

  刘小宁 

  李小丽 

  101思想政治理论 

  201英语一 202俄语 203日语 选一 

  303数学三 

  804西方经济学 

  0302 

  政治学 

  030201 

  政治学理论 

  10 

  朱 宇 

  许淑萍 

  高洪贵 



  彭金冶 

  冯向辉 

  101思想政治理论 

  201英语一 202俄语 203日语 选一 

  719中外政治思想史 

  802政治学原理 

  030203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5 

  陈 静 

  高云涌 

  陈晓辉 

  101思想政治理论 

  201英语一 202俄语 203日语 选一 

  718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803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0303 

  社会学 

  030301 

  社会学 

  10 

  王爱丽 

  鲁 锐 

  王欣剑 

  石 方 

  黄 红 

  郑 莉 

  101思想政治理论 

  201英语一 202俄语 203日语 选一 

  714社会调查方法 



  807社会学原理 

  030304 

  民俗学 

  5 

  丛 坤 

  喻权中 

  王为华 

  101思想政治理论 

  201英语一 202俄语 203日语 选一 

  715民俗学理论与方法 

  808文化人类学 

  0603 

  世界史 

  060300 

  世界史 

  5 

  刘 爽 

  马友君 

  黄秋迪 

  101思想政治理论 

  201英语一 202俄语 203日语 选一 

  735世界史学基础 

  020105 

  世界经济 

  5 

  曲 伟 

  笪志刚 

  安兆祯 

  101思想政治理论 

  201英语一 202俄语 203日语 选一 

  303数学三 



  801世界经济 

  030501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9 

  刘伟民 

  张新颖 

  安会茹 

  孙浩进 

  101思想政治理论 

  201英语一 202俄语 203日语 选一 

  71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809马克思主义哲学 

  0602L3 

  专门史 

  5 

  郭素美 

  高晓燕 

  梁玉多 

  李随安 

  刘涧南 

  101思想政治理论 

  201英语一 202俄语 203日语 选一 

  736中国史学基础 

  入学考试参考范围 

  020105世界经济：谷源洋、林水源主编，《世界经济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李静杰、海运总主编，《叶利钦时

代的俄罗斯·经济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马友君著，《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复试参

考：赵立枝著，《俄罗斯西伯利亚经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殷剑平著，《俄罗斯远东经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3年；冯昭奎著，《日本经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020205产业经济学：马洪主编，《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史忠良主编，《产业经济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宋承先、许强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部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复试参

考：宋涛主编，《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020202区域经济学：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复试参考：叶久文、叶裕民主

编，《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030201政治学理论：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杨光斌主编，《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1年；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复试参考：张国庆主编，《公共行政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030203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放等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复试参考：陈静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导

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吴树青顾问，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主编，《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复试参考：陈先达、杨

耕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卫兴华、林岗主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030301社会学：郑杭生主编、李瑛、林克雷副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郑杭

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修订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年；袁方主编、王汉生著，《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6年；[美]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第11版，华夏出版社，2009年。复试参考：于海著，《西方社

会思想史》（第十章至第十九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030304民俗学：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周大鸣主编，《文化人类学概论》，中山大学出

版社，2009年。复试参考：陶立璠主编，《民俗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7年；乌丙安主编，《民俗学原理》，辽宁

教育出版社，2001年；孟慧英主编，《西方民俗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060300世界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六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张建华著，《俄国史》，人民出

版社，2004年；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复试参考：曹维安著，《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02年；梁赞诺夫斯基著，《俄罗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8年。 

  0602L3专门史：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全2册第5版，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李侃等，《中国近代史》，中华书

局，1999年；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复试参考：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六卷

本），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编，《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6-1990年；魏国忠等，

《渤海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导师简介 

  产业经济学专业导师简介 

  王 刚，男，1963年生，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省级领军人才梯队（产业经济学）带头人。主要从事

经济领域研究。主要代表作：著作《西方经济思想库（第一卷）微观宏观篇》；论文《试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及途

径 》、《论中国宏观调控的体制基础》、《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研究》、《强化政府对扩大内需的主导作用》；研究

报告《2007年—2008年黑龙江省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区域经济学专业导师简介 

  刘小宁，男，1959年生，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省级领军人才梯队（区域经济学）带头人。黑龙

江省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农林生态专家组成员、黑龙江区域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黑龙江大学经济学专业特聘教授。

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研究。主要代表作：专著《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

村建设》、《广义经济管理研究》；论文《黑龙江县域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机制研究》、《优化黑龙江区域经济布局的对策思

考》、《黑龙江打造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的模式与途径》、《东北地区粮食基地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等。 

  政治学理论专业导师简介 

  朱 宇，男，1959年生，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党委副书记。省级领军人才梯队（政治学理论）带头人。主要从事政

治学、行政学，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基层治理等研究。主要代表作：著作《中国乡域治理结构：回顾与前瞻》、《黑龙

江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研究》、《黑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以城乡协调发展为视野》；论文《让数字说话—黑龙



江省巴彦县行政区划调整实据》、《萨斯为害与我国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乡制的历史变

迁》。获黑龙江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导师简介 

  陈 静，女，1962年生，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省级领军人才梯队（科学社会主义）带头人，省宣传文

化系统“六个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科社学会理事、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理事、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主

要从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党风廉政建设等研究。主要代表作：专著《邓小平现代化理论及其开放性研究》、《党的先进性

教育活动及其成效检验研究》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国家级期刊发表论文

多篇。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项。 

  社会学专业导师简介 

  王爱丽，女，1962生，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省级领军人才梯队（社会学）带头人。主要从事发展社会

学、家庭社会学等研究。省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宣传文化系统“六个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担任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活方式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CZSS-CSS大项目多项，在《社会学研究》等国家级期刊和出版社发表成果多篇。主要代表作：著作《北方生态明珠城》、

《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论文《分离冲击制导—当代中国婚姻变革的社会学思考》、《个体户生活方式对其婚变的影

响》等。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 

  民俗学专业导师简介 

  丛 坤，男，1956年生，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省文学学会副理事长、省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政协黑龙

江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黑龙江省委文化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东北地域文化与民俗研究。主持编纂《黑土文

化》、《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等著作多部；论文 《中国北方民族婚姻伦理初探》、

《黑龙江三小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研究》、《黑龙江流域文明学科建构探析》、《东北地域文化与节庆习俗》。2010年由其

策划了上海世博会黑龙江馆主题：“冰雪，让我们与众不同”，该馆被新浪网评为“最聪明的展馆”。 

  世界史专业导师简介 

  刘 爽，男，1955年生，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副院长，东北亚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省级领军人才梯队（世界

史）带头人。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宣传文化系统“六个一批”有突出贡献专家。主要从事俄国史、苏联史、东北亚国

际关系史、史学理论、历史哲学、当代中俄经济技术合作、民族史、犹太人历史文化、哈尔滨地方史等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2项，省级课题多项。主要代表作：专著《现代社会与历史认识系统结构》、《哈尔滨犹太侨民史》、《苏联解体的史学阐

释》、《哈尔滨俄侨史》（合作）；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国家级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获黑

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导师简介 

  刘伟民，男，1956年生，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黑龙江省哲学

学会副会长、黑龙江省边疆文化学会会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研究。主要代表作：著作《哲学与当代社会》、

《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20世纪东北边疆文化》、《面向新世纪的黑龙江精神与文化》、《黑龙江人》等；论文《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双重维度》、《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面临的若干问题》、《论弗洛姆的社会哲学》。 

  世界经济专业导师简介 

  笪志刚，男，1962年生，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东北亚研究所所长。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员、日本

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东北亚区域经济研究。主要代表作：著作编译《情怀—日本客座研究见闻录》、《泪

洒富士山》、《走向东瀛》、《黑龙江人看日本》、《美丽的桥》、《血色残阳映黑土》等；论文《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蒙古现

代投资与展望》、《东北亚区域合作新变化与我省的选择》、《日本安倍内阁内政外交的重大课题分析》。 

  专门史专业导师简介 

  郭素美，女，1950年生，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省级领军人才梯队（专门史）带头人。主要从事东北地方史特别是渤海国史

研究。主要代表作：专著《渤海国的历史与文化》；译著《大地的呼声》；论文《关于渤日交聘中的“高丽国”问题》、《渤海

妇女小议》、《关于“东北亚一词的最促进会出现”》、《论渤海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渤海国历史的归属》、《论渤海妇

女的风俗礼仪》、《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朝鲜的渤海国史研究》、《渤海民族来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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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评论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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