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大学2008年博士研究生专业简介
 

  

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介绍 

经济学院 020101 政治经济学   

公共管理学院 

030420 ★民族政治与公共行政 

民族政治与公共行政，是民族学与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相交叉的学科。本专业立足于政治学、

公共行政学，研究民族政治学理论、民族政治生活、国内民族问题的政治解决方式、民族自治

地方政府管理等，培养民族政治学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级专

门人才，授予法学博士学位。本专业注重基础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出版了《民族政治

学(第二版)》(教育部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民族政治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公共事业管理概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等一系列有影响的著

作和教材，主持着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云南省政府项目等多个科研项目。 

030424 ★民族社会学 

民族社会学是社会学与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相结合的交叉学科，以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结

构与变迁，以及社会变迁中的族群关系、社区发展和社会文化问题为研究内容，致力于发现并扩展社

会学对多民族共生社会，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趋势下的民族关系、社会变迁和

社会福利发展的认识，以丰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提供更深入细致的本土

经验。本专业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社区发展和多民族地区社会福利发展。重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及现

代化过程中的少数民族社区发展，以及多民族社会的福利与社会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120401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专业是探求和研究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规律的重要

学科。它属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云南大学行政管理博士学位教育，主要研究公共行政

基本理论与地方政府治理、公共政策、行政法制与依法行政的公共行政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主要培养能独立进行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同时，培养能有效开展行政管理实践的政府高

级公务员。毕业授予管理学博士学位。 

120503 档案学 

    档案学专业属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是云南大学2006年新增设的博士研究生专

业，下设"民族历史档案整理与研究"、"档案文献开发与利用"和"档案保护"三个研究方向，

2007年首次面向全国招生。其博士生导师华林和陈子丹均为知名教授，在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整

理与研究和档案文献开发与利用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并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

果。本专业以汉族档案文献和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为研究对象，主要培养汉族档案文献和民族历

史档案收集、鉴定、整理、保管、保护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高级管理与研究人才。 

发展研究院 

020101 政治经济学 

本专业强调理论研究与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注重培养既具有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又具有

分析、操作等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人才，能适应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工作需要和理论研究的需要，能

胜任高校、科研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的工作。该博士点所设研究方向各具特色，并具有雄厚

的师资力量和丰富的研究经验。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本专业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探讨人口发展与资源可持续及环境保护的一门经济学

科。本专业以现代经济理论为指导，紧密围绕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国策和国情的实际，借鉴国内外相关

学科的研究成果，培养具有扎实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专业理论基础和宏观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创

新思维，具备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关系问题所必需的技能，具有测定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情况，并能

从生态、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教育等方面来进行综合评价，从而培养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领域的高素质研究者，政府和产业部门的管理者和高层次专门人才。 



人文学院 

030405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直

接体现，对理解人类艺术的发展演变、丰富与发展中国文化艺术，都有着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该

方向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艺术发掘整理，注重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历史演变与规律，注意艺

术史理论与田野考察相结合，推进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史的研究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 

该方向是一个民俗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它集中探索深厚的民俗文化中富含

艺术气息的生活习俗与节日庆典等多种事象，探讨民族民间形成的艺术品与艺术方式，进而从民俗事

象的整体把握上升到一种系统的理论思考，对促进民俗文化与民间艺术的繁荣、推动文化旅游区的建

设与开发等，都有着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艺术人类学是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新兴学科，它的研究领域涵盖了各个艺术门类。该方向立足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对艺术的起源、发生、发展、功能等理论问题，予以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

多方面考察，对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对于深入理解中国

少数民族艺术的特质，把握其发生与发展的规律，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050101 文艺学 

文艺学是云南省第一批中国语言文学博士授权点，是中国语言文学中集基础性、方法论和研究性为一

体的基础学科。本学位点下设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论、艺术哲学与诗学、民族审美文化四个研究方

向。本学科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和良好的基础，张文勋先生等老一辈学者是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第一批

建设者，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就积极参与文艺理论建设，使云南大学成为文艺学教学和研究较为

活跃的高校。1986年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授权，是全国较早的同类硕士点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

教委组织的硕士点评估中，获得最高分（A＋）。经过长期的建设，云南大学在文艺基础理论、中国古

代美学和文艺理论、民族审美文化、古典文献研究等方面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具有灵活开放的理

论视野。现有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实力雄厚的导师队伍，取得一大批科研成果，培养了200余名硕士研究

生。学校图书馆、中文系资料室能够保证培养博士生的图书资料需求。本专业近5年获得5项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以及多项省级重大和一般项目。能为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培养和输送高级专门人

才。 

   本学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应具备有关文艺理论、美学理论、民族审美文化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成为

在文艺学具体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哲学素养、较强的理论分析能力、独立研究和工作能

力、有较强的适应性和较广适应面的高级人才。 

060102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本方向专业学术带头人系在国内外文博考古界知名的考古学家，美术考古是考古学新兴学科分支，与

国际考古学接轨，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主要培养文博考古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主要在我国文博考古

机构就业或高等院校任教。 

060103 历史地理学 

中国历史地理是云南大学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学术传统的学科。本专业依托教育部普通高校文科基础

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历史学基地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进行培养，以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历史时期西南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为主要方向，重点研究西南地区，在这些领

域学术力量雄厚，出版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在全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060105 专门史 

专门史专业以中国民族史、中国经济史为主要研究方向，有悠久的教学和研究历史，出版过一大批高

质量的学术成果，是国内外中国民族史、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镇，1981年即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为

全国首批博士、硕士授权单位。目前，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是云南大学历史学中最具实力和特色的

研究生培养专业之一。本专业毕业生有的已在相关专业成为全国著名的学术带头人。 

060106 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为历史学科的重要基础学科之一。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期设有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开

展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本学科研究以断代史为主，并辅之以历代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思想

文化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有唐宋史等。本专业本着“宽口径，厚基础”的原则，着重培养研究生的

素质与应用能力，毕业生可广泛适应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要求。 

060107 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为历史学科的重要基础学科之一。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期设有中国近现代史教研

室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本学科以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民俗等为主

要研究内容。毕业生可广泛适应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要求。 

060108 世界史 

云南大学世界史学科历史悠久，学术积累深厚。本学科拥有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世界史专业完整的

人才培养结构，以“亚非研究中心”、“西南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所”、“欧洲研究中心”等人

才培养机构和科研机构为依托，以一批从欧美、中东、非洲、东南亚、南亚学成归国，在国内外享有

声誉的学者为师资队伍中坚，形成了具有特色和优势的学科。在东南亚史、南亚史、中东史、非洲史

和国际关系史等方向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本学科立足中国对外开放与交往扩大的需要，培养掌握坚

实宽广的世界史专门知识与系统理论，具备较广博相关学科理论与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从

事创造性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的世界史与国际问题高级人才。 

060120 ★社会史 
本专业利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理论方法研究人口资源、家庭与社会性别、城乡发展、灾变疫病，以及人

本、制度、文化的社会演变过程。培养具有多学科知识结构与研究能力、社会服务意识，能从事高等

教育、科学研究、民政社保、政策与传媒及NGOs等工作的高级人才。 

060121 ★中国边疆学 
中国边疆学主要研究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的中国边疆历史

进程研究和以应用为主的中国边疆现状研究两个部分。本学科考查中国边疆历史发展的轨迹，总结历

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发展的规律，探索中国边疆发展的现状和未来。 

030401 民族学 

民族学专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建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有中国少数

民族婚姻家庭、中国民族生活方式研究、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旅游人类

学、语言人类学等研究方向。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承担了大批国家级、省部级社科研究课

题，近年来已出版《文化人类学导读》、《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中国各民族家庭实录》等著作100



民族研究院 

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 

030404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是民族学一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专业，云南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科点的特色是中国南

方民族历史文化和中国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研究，近年来在民族关系、民族源流研究方面也有新的进

展，取得众多成果。 

030421 ★民族法学 

民族法学是法学与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相融合的交叉学科，致力于深化对现代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和民族地区社会控制模式的认识；抢救、发掘、整理少数民族的传统法律文化，繁

荣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奠定理论基础；丰富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民族地

方诉讼文化、司法制度的规律和特点，探索民族地方司法制度与一般司法制度的协调、融合的方法与

路径。 

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120203 旅游管理 
云南大学旅游管理博士点以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为基础，依托于云南大学近20多年旅游研究的丰

富成果和深厚积累，以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致力于旅游景区管理、旅游经济管理、旅游企

业经营管理的研究，培养旅游管理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 

国际关系研究院 

030207 国际关系 

云南大学有着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人才培养之悠久历史与学术积累，有一批从亚非国家留学归国的优

秀学者，在国内亚非研究领域处于领先位置，数十年来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国际关系研究

院建有"西南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所”、"能源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非洲研

究中心"、"伊朗研究中心"、"印度研究中心"等机构，编辑有"云南大学亚非研究丛书"、"云南大学-复旦

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与国内外十几所大学有学术交流关系，近年主持完成了大量的国家和省部级

科研项目，并有多项成果获国家教学与科研成果奖。本专业培养具备广博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基础与

学术素质，能创造性地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的高级人才。博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国际关

系学科领域之系统高深理论知识，同时还应具备较广博的中外历史文化、世界政治与经济、世界民族

与宗教的理论知识。通过严格规范的学科训练，养成严谨而求实、自主而创新之学风，及从事高水平

的理论探索、教学科研及实际工作的才情与能力，并在本学科领域取得创造性成果。博士学位获得者

还应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达到能熟练听说读写的水平。 

030423 ★世界民族与民族问题 

世界民族与民族问题专业是在当今世界民族问题日益突出和复杂，民族问题日益具有世界性和全球性

色彩的背景下，为了加强我国的国际问题学术研究，为国家培养高层次的国际问题专业人才，而设立

的一个新专业。本专业是一门在综合运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民族学、世界历史学、世界文化学

与宗教学诸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兴专业，具有学术视野开放、综合色彩突出、运用领域

广泛的特点。云南大学的世界民族研究始于上世纪30年代，现已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富于特色的

重点领域与优势方向，目前拥有一支在中东民族问题、东南亚南亚民族问题、亚非民族文化等领域学

术造诣高、成果显著、特色鲜明、经验丰富、在学术界享有一定声誉的师资队伍。 
060108 世界史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030203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培养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务员、学者、企业家等高级人

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贡献。指导教师都承担了国家和省级课题，有丰富的教学科研

经验和成果，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导师组采取个人指导与集体培养相结合，充分发挥博士生个性特长，

力求高质量高水平。 

030402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培养掌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公务员、学者、企业家等高级

人才，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贡献。指导教师都承担了国家和省级课题，有丰富的

教学科研经验和成果，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导师组采取个人指导与集体培养相结合，充分发挥博士生个

性特长，力求高质量高水平。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的党政干部、高校教师、企事业政治工作者等高

级人才，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教师都承担了国家和省级课题，有丰富的教学科研经验和

成果，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导师组采取个人指导与集体培养相结合，充分发挥博士生个性特长，力求高

质量高水平。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专业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研究方向特色鲜明，师资力量雄厚，研究成果丰硕，

在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及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应用广泛。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科

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能够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070104 应用数学 

应用数学是数学科学中有明显应用背景和应用前景的部分，通过建立和研究数学模型，解决现代科学

技术及信息、管理、经济、金融、社会和人文科学中提出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它自身蕴涵着基础

性研究和应用基础性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云南大学应用数学是云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

科之一，有一支学历、年龄和职称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已形成微分方程、组合优化、泛函分析及

应用、数值代数、群与图、非线性分析等有特色的稳定研究方向。近五年来，教学、科研成果显著，

有一批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学术论著，目前承担着多项国家和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本专业培养

具有坚实宽广的数学理论知识并能系统的了解应用数学的发展现状和深入的掌握有关研究方向的学术

前沿，具有创造性研究问题的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英语），具备能阅读专业书籍与文献，能用

外文撰写科学论文，并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能胜任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企业及其它单位的教学、科研和技术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植物学   

071002 动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071007 遗传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71012 生态学   

071020 ★跨境生态安全   

071022 ★生物灾害环境   

信息学院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是云南省级重点学科,通过"211工程"建设、省级重点学科建设和云南省高新技术创

新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建立了良好的教学、实验和科研基础条件，在通信网络理论与无线通信技

术、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智能信息处理及系统、可重构计算与信号的高速处理、自适应信号处理等

方向的研究上形成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在无线扩频通信、移动通信、生物医学信号处理、语音信号

处理、软/硬件协同设计与嵌入式系统应用、分布式计算与网络协议工程和计算机监测与控制系统等方

向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承担了国家"863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国防军工项目，以及各类云南省资助的重点项目，获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070303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专业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拥有“教育部自然资源药物化学重点实验室”及“云南省生物制药

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是云南大学“211”建设的国家级重点学科之一。本专业主要研究方向涉及有机合成

反应研究、植物化学成份研究、生物有机化学、有机合成方法学、天然产物全合成、金属有机化学及

超分子化学等领域，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学科拥有先进的从事有

机化学研究的电子资源及仪器设备，如核磁共振仪（300兆、500兆）、电喷雾高分辨质谱仪、X射线

单晶衍射仪、时间分辨红外光谱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液相色谱-质谱-质谱联用仪、制备型高效

液相色谱及红外光谱仪等一批大型仪器。 



  

物理科学技术学院 

070201 理论物理 

物理学是云南大学传统的优势一级基础学科，理论物理博士点于2000年建成，现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

以及云南省特聘教授等组成的博士生导师7人，主持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子

项目等科研项目，研究经费充足，多次获云南省自然科学奖,发表论文200多篇，被国际国内同行引用

300多篇次，研究成果丰富，与国内外一流科研院所有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竞

争优势。 

071102 系统分析与集成 

本专业具有良好的教学和科研条件。主要研究领域为物理学与数学的交叉前沿、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

以及在物理、生物、经济、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应用。涉及非线性系统、复杂系统、分形结构、混

沌、符号动力学；信息理论；信息系统开发与集成的理论与技术支撑环境，信息管理与综合技术，信

息系统分析、应用、更新与维护等方面的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 

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 070601 气象学 
气象学是研究地球大气中发生的各种现象及其变化规律，进而利用这些规律为人类服务的科学。云南

大学气象学专业目前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1.全球气候变化与热带季风；2.山地气候与山地灾害；3.大

气臭氧与气候环境变化。 

软件学院 071102 系统分析与集成 

信息系统分析与集成方向介绍： 

信息系统分析与集成方向主要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系统工程的方法研究信息系统，软件开发。重点

研究信息系统开发环境、开发技术与开发工具以及软件再工程、软件体系结构和企业应用集成等方面

的理论、技术方法和应用手段。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有省级突出贡献专家、学术技术带头人和技术

创新人才，多次承当省、部级重大科研与开发项目，获国家级省部级重大奖10余项。 

系统模型与安全方向介绍： 

系统模型是研究系统功能、性能、行为的重要工具。本方向以计算机软件系统为研究对象，讨论软件

系统以及软件过程相关的元模型、模型描述语言、模型体系结构、建模方法、模型改进、系统演化、

系统安全性、软件过程自动化及其支撑环境。其研究成果对于研究深入理解、验证、评价系统的行

为、改善系统的性能和演化系统的功能与结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方向做出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主持的课题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云南省信息专项等省

部级以上重大项目12项，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5部，获省部级科学技术奖2项，完成

和在研科研经费达960万元。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化产业研究院 030403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以培养民族经济方面的高级人才为目的，属于国家级重点学科，可招收博士后

进站人员。设有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方向。本专业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承

担了大批国家级、省部级社科研究课题。近年来已出版《经济人类学》、《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

《民族文化资本化》等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 

文化产业研究院 030425 ★民族文化产业 

民族文化产业是民族学学科研究新的生长点。民族文化产业学科培养的人才不仅具有民族学以及经济

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而且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

文化创意、文化产业管理等方面具有良好的素质。这些人才对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

济、文化的发展将发挥重大的作用。本专业导师承担了大量国家级、省部级社科研究课题。师资力量

雄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