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三个学院简介

2017 年初夏，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了文法学院、工商学院、公共
政策与管理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法学院由社会工作教育中心和文物
与博物馆硕士教育中心、法律硕士教育中心组成。 

社会工作硕士教育中心成立于 2010 年，主要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培养具有世界眼光、
本土特质，胸怀“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公正”专业价值观的优秀社会工作管理与实务人才，在全
国有着重要影响力。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教育中心成立于 2011 年，对内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历史所等，对外依托
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恭王府博物馆等，成为全国平台最高、师资最雄厚的优秀文博
专硕人才培养基地。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成立于2004年，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国际法研究所，多年来形成了“正
直精邃”的办学理念、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规范科学的教学体系，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高
度认可。

文法学院院长：赵一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是在整合工商管理硕士教育
中心和金融硕士教育中心资源基础上成立的学院。学院的优势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雄厚的科研师资队伍，
众多的企业和政府调研基地，丰富的国外世界一流的合作单位，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以及优质的
校友资源。

我们的定位是做高端智囊型工商学院。我们以培养具有世界眼光、本土经验、人文素养、社会责任
的高端应用型人才为使命，通过整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学术资源和优质的校友资源，实行校内、校外
导师共同培养的“双导师”制，在提高学生理论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逐渐呈现出品牌突出、
多学科交叉、师资雄厚、高品质课程、实战性强的五大优势。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工商学院积极整合国外优质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较多的海外交换学习机会。
为响应国家双创号召，工商学院先后组织了中国创业百人论坛、中国创业大赛等大型活动，为学生创新
创业提供智力支持并提供融资平台。

工商学院院长：张菀洺（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务副院长：赵卫星；副院长：何辉（副教授）。
工商学院是个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大家庭，我们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坚持“顶天立地”的办学原则，

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超越。我们欢迎对工商教育有理想有激情的师生队伍加入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是在
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MPA 教育中心、税务硕士教育中心三个机构整合基础上组建的一所全新学院，
目前拥有国民经济学、政治学理论、公共政策、公共行政、社会政策、社会治理、人力资源管理七个二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公共管理硕士和税务硕士两个专业
学位授权点，招生专业横跨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三大学科门类。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多个高端智库平台，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和公共管理系、
MPA 教育中心、税务硕士教育中心三个实体教学机构的丰富教育培养经验，以及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
社会组织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等多个跨学科学术平台的研究力量和师资团队。

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成立于 2000 年，拥有在岗博士生导师 30 名。目前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与培养
方向为：国民经济发展与政策、能源经济与政策比较、公共政策分析、社会保障、资源配置理论与资本市场、
信息系统与经济管理、环境经济学、卫生经济学、药物经济学与政策、区域经济、宏观经济运行与管理、
宏观经济与财政理论、政治制度、参政党与人民政协功能研究、政党协商与中国参政党建设、协商民主等。

MPA 教育中心成立于 2004 年，2012 年在国务院学位办组织的全国 MPA 教育评估中荣膺第一名，以
培养具有公共精神的高效领导者为使命，面向党政部门每年招收 150 名公共管理专业硕士。

税务硕士教育中心成立于 2010 年，多学科交叉与交融 , 有优质的师资阵容和丰富的高品质课程，面
向税务系统每年招收 45 名税务专业硕士，在税务理论与实践领域享有较高的声望。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 蔡礼强（教授 , 主持工作）；副院长：李为人 ( 副教授 )、刘克龙。
目前学院全体师生正致力于培养复合型的高端学术性人才和具有高技能的专业应用性人才，把学院

打造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流学科和一流学院。

何干强教授简介

何干强 ，男，1946 年 3 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南京财经大
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
员，兼任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
会主义研究中心、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方向为《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

1964 年 9 月自无锡市一中高中毕业，作为知青自愿赴苏北
弶港、大中农场（曾列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18、16 团）参加生
产建设，担任过班长、生产队（连队）食堂事务长、场（团）
政工科理论教员等。在苏北农学院函授大学农学专业就读过一
年。曾同一批新老知青在盐碱地上当年开荒、当年供应连队蔬
菜，荣获盐城地区农垦局先进知青二等奖。在劳动、工作之余，
通读《毛泽东选集》，并从未间断自学马列原著。从 1966 年开始，
逐卷研读《资本论》；虽常遇难题，但享受到原汁原味的甘甜。

1979 年 9 月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福建师范大学政治经济
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1982 年 1 月分配到南京师范大学工作，
1993 年 6 月评为经济学教授，曾任研究生部主任、党委宣传部
部长、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曾赴西藏大学援藏教学一学期，是在雪域高原讲授“《资本论》选读”
的首位教师。1990 年 10 月作为当时国家教委选派的高级访问学者，赴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
院进修半年；并访问列宁格勒大学，同有关专家进行学术交流。

1999 年 9 月被引进到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持创建政治经济学硕士点。先后获得“江苏省
先进工作者”、“江苏省高校教学名师”、“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并评
为二级教授。

长期坚持教学、社会经济调研和科研相结合。在教学方面，坚持教书育人，主持的教学成果获
省级研究生优秀课程奖、本科精品课程奖、精品教材奖等多个奖项。在科研方面，坚持唯物史观指
导思想，主持或参加国家、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0 余项；出版个人专著 3 部、集体专著多部；
主编普通高校国家级规划教材 1 部；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和中央级内刊等报刊发表论文、调研报告和译文 240 多篇。个人获省部级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
三等奖 4 项，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21 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1 项，并获集体奖项若干。
科研特色主要体现在：

一是《资本论》研究。专著《〈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与理论逻辑》评为“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并获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专著《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及其应用》（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获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论文《论唯物史观的经济分
析范式》（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5 期）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主张用劳动二重性的观点和过渡性经济形态的原理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基础，是以国有经济为支柱的生
产资料公有制；改革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不是抛弃计划经济；中国经济需要扩大对外开放，但是必须
以维护国民经济独立自主和国家经济安全为前提。

三是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批判。针对经济学“西化”倾向，发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强大
生命力》《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老教条与新教条》等一系列论文，坚持有破有立地批判反马克思主义
思潮。

四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主张理论创新应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脉相承，
用唯物史观科学反映和提炼经济实践的鲜活经验。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第一至三版）
评为普通高校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国家重点图书。

（任朝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04期封1-4.indd   2 2017-8-1   15:4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