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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概况 

青海民族学院创建于 1949年 12月，座落在古城——西宁市，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一所民

族高等院校，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批准的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之一。学院占地

600亩，建筑面积近 22.3万平方米，图书馆藏书 83万余册，各类学生 8572人，校内景色

秀丽，环境优雅，是学习深造的理想场所。 

    学院现有 20个教学、研究系部，23个本科专业，34个专科及高职专业，8个硕士学位

点，7个省级重点学科，涉及文学、理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医学等七大学

科。全院教职工 996人，其中专任教师 479人，高级职称 193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

家 13人，博士生导师 1人。学院已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 4万多名各民族党政干部、专业技

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目前面向全国 26个省（区）招生。 

    青海民族学院不仅是培养优秀人才的摇篮，而且是研究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宗教、

人口等问题的重要基地，特别在藏学、中国民族史（青海地方民族史）、民族学、行政管理

学、民商法学、物理化学、数学、汉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较深，建树独到，并取得了许多

研究成果。学院现设有青海省法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所、藏学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1999 年

以来共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168项，其中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61项。1999——2003年共

发表学术论文 1035篇；共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 63项。目前在研科研项目 63项，其中国

家级 10项、省部级 22项。学院主办的《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教育科学版、

藏文版）和《青海民族研究》已成为以研究民族问题为主要特色的学术成果交流的重要地，

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学院坚持开放办学，注重同国内外的联系与合作，以其独特的文化氛

围和学科优势，先后吸引了美、英、日、澳大利亚、南非、哥伦比亚等 20多个国家的外国

留学生来院学习，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已成为青海省对外开放、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青海民族学院将以建设综合性、开放性民族大学为奋斗目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以服务青海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扩大办学

规模，增强办学实力，加强科学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优化育人环境为广大学生的成长成才

提供良好的条件。 

招生简章 

培养目标 

在本门学科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

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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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及人数 

2005 年我院有 8 个学科专业面向全国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暂定为 100

人（最终以教育部批准的计划为准），专业目录中公布的招生人数包括计划内非定向培养、

定向培养、委托培养、自筹经费计划人数，所有专业均脱产学习。 

学习年限 

三年 

报考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二、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以上毕业生，（大专毕业后 2年的），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

学力（已获得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证书或成人专升本本科毕业证书 ）； 

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人员身份报

考。 

三、已获博士、硕士学位的人员可再次报考硕士生，但只准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硕士

生。 

四、年龄一般不超过 40周岁，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五、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教育部、卫生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指导意见》。 

报名时间 

 2004年 10月 8日—31日为网上报名时间，11月 10日至 14日为现场报名时间。（如

有变动，以教育部文件为准）。考生应在规定的报名期间内报名，逾期不予办理。 

报名地点 

  我省现场报名点设在青海民族学院（教务处研究生科），其它省市考生在当地省级招生

办设置的报名点报名。考生在报考期间（指从报名到考试日期），因事外出，可持原单位人

事部门的介绍信，就地报名并在指定的地点参加考试。 

报名办法 

    2005年全国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将全面实行网上报名。10月 8日——31日每天 8：

00——23：00，考生登陆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www.chinayz.com.cn），按网站的

提示和要求如实填写本人报名信息，期间考生可修改本人信息。11月 10日——14日，考生

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应届本科毕业生持本人身份证和学生证，其他人员持本人身份证或现役

军人、文职干部证件和学历证书）到省级招办指定的报考点确认报名信息，并进行缴费、照

相。考生报考时须注意以下事项： 

一、报考志愿可填写同一个学科专业研究方向相近的两个招生单位；应试外语语种按专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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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上的规定填写。 

二、必须填写所报考的系、专业、应试科目的代码及名称，保持一致。如出现相关内容不一

致，则由我校指定参加应试科目。 

考试 

一、初试日期：2004年 1月下旬（具体日期以教育部文件为准）。 

二、初试科目见《招生专业目录》。 

三、全国统考的政治理论、外语由国家统一命题，其他科目由我院自行组织命题。 

四、初试四门课均为笔试，每门科目的考试时间为 3小时，国家统考科目满分为 100分，专

业科目考试满分为 150分。 

五、初试成绩待阅卷结束后由学校通知考生。参加复试的分数线由国家教育部划定后统一公

布。 

六、全体复试考生须测试外语口语，同等学力考生在复试时加试（笔试）2门报考专业的本

科主干课程。各专业的加试科目在初试合格后另行通知。 

录取 

按照国家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有关政策规定，根据考生入学考试（初试和复试）的成绩，

并结合平时学习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确定录取名单。招收定

向或委托培养研究生，在录取之前须由招生单位、用人单位及拟录取的研究生三方签定定向

或委托培养的合同或协议书。 

其它 

考生报名时不再出具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考生与所在单位因报考研究生产生

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上述问题使招生单位无法调取考生档案，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

无法被录取的后果，招生单位不承担责任。 

招生目录 

单位代码：10748       地址：西宁市城东区八一中路 3号     邮编：810007 

联系部门：青海民族学院教务处研究生科   电话：0971-8805132   联系人：哈立新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招生人数考试科目及编号 备注 

01藏族古典文学 旦正 4 ⑴101 政治⑵208 梵文或
201 英语或 203 日语⑶316
藏族古典文学⑷411综合课 

  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文学 
藏语言文学

50107 02汉藏翻译 桑杰 4 ⑴101 政治⑵208 梵文或
201 英语或 203 日语⑶315
汉藏翻译⑷411综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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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语言学 东主才让 4 ⑴101 政治⑵208 梵文或
201 英语或 203 日语⑶320
语言学⑷411综合课 

 
  

  

  

  

 

01青海民族史 

 

芈一之 

 

5 
⑴101 政治⑵201 英语或
203 日语⑶319 青海民族史
入门⑷420 中国通史 

 
  

专门史 60105  
02文化史 

 

先巴 

 

5 
⑴101 政治⑵201 英语或
203日语⑶321中国古代史 

⑷417中国文化概论 

 
  

01民族学通论 

02文化人类学 
马成俊 民族学 30401 

  

  03 青藏高原少数民
族社会制度 

何峰 

10 ⑴101 政治⑵201 英语或
203日语⑶311民族学通论 

⑷412文化人类学理与方法 

 
  

物理化学 

70304 
01计算机化学 

02结构化学 

03化学物理 

 
吴启勋 

 

 

10 
(1)101 政治(2)201 英语或
203 日语(3)313 分析化学
(4)413 物理化学(含结构化
学) 

 
  

民商法学 

30105 
 

 

 

王作全 

 

20 
(1)101 政治(2)201 英语或
203日语(3)414专业基础课 

(4)314基础课 

 
  

01
济

青藏高原民族经

可持续发展方向 

郭华 

 

中国少数民

族经济 30403 

02 西部民族经济文
化及其现代化方向 

马维胜 

15 
 

 

(1)101 政治(2)201 英语或

203日语(3)312基础课(民族
学通论、政治经济学、经济

数学)(4)415 专业基础课(西
方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中

国少数民族经济) 

  
(2)201 英
语或 203
日语 
 

01 民族地区人力资
源开发与管理 

 

张和平 
行政管理学

120401 
  02 当代中国的民族

政策与民族关系 
陶秉元 

15 (1)101 政治(2)201 英语或
203日语(3)318基础课(管理
学、政治学、民族理论与民

族政策)(4)416 专业基础课
(行政管理学、人力资源开发
与管理、政策分析) 

  
  
  

01佛学 
 
 

李建本 
 
 

⑴101 政治⑵208 梵文或
201 英语或 203 日语⑶310
佛学⑷411综合课 

  
 
  

宗教学 10107 
  

 
02藏传因明学 

 

祁顺来 

 

8 

⑴101 政治⑵208 梵文或
201 英语或 203 日语⑶317
藏传因明学⑷411综合课 

 

初试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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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 参考书名 出版社 作者 

《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 青海民族出版社 仁青多杰 藏族古典文

学 《智者入门》 民族出版社 萨班贡嘎·坚参

《汉藏翻译教程》 民族出版社 周季文 汉藏翻译 

《藏文翻译理论》 甘肃民族出版社 才项太 山夫旦
《语言概论》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马学良 

藏 

语 

言 

文 

学 

  
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概论》 青海民族出版社 东主才让 

青海民族史 《青海民族史入门》 青海人民出版社 芈一之 

中国通史 《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重庆人民出版社 芈一之 

  《青海通史》 青海人民出版社 崔永红 

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朱绍候 

专 

门 

史 

  

  中国文化概

论 

《中国文化概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岱年 

民族学通论 《民族学通论》 中央民族大学 林耀华 民族学 

文化人类学

理论与方法 

《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广东教育出版社 黄淑娉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武汉大学主编 

《物理化学》（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天津大学主编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质结构》《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潘道皑等（华东

师大等） 

 《民法学》 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王利明 

  2、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魏振瀛 

《商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王作全 

《国际私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1年版 

张仲伯 

民商法学 专业基础课： 

民商法总论 

国际私法 

民事诉讼法

学 

  

《民事诉讼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99年版 

常怡 

《宪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0年版 

蒋碧昆 

《法理学教程》 法律出版社，2000年
版 

乔克裕 

民商法学 

  

  

基础课： 

宪法 

法理 

中化民共和

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条文 

    

《管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7月 

芮明杰 行政管理

学 

基础课： 

管理学 

政治学 

民族理论与

民族政策 

《新政治学概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 5月 

孙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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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理论概论》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许荣生 

《行政管理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二版 

张国庆 

《人力资源管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7月 

黄维德等 

  

  

  

  

  

  

专业基础课： 

  

  

行政管理学 

人力资源开

发与管理 

政策分析 

《政策科学---公共管理与政
策分析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 9月 

  

《民族学通论》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林耀华 

《政治经济学》（第十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蒋学模 

基础课： 

民族学通论 

政治经济学 

经济数学 经济应用数学（一）《微积分》中国人民大学 赵树塬 

《西方经济学》（上下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年 12月 

高鸿业 

《区域经济学》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5月 

张金锁  康凯 

中国少数

民族经济 

  

  

  

  

  

专业基础课： 

西方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中国少数民

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8年 10月 

李竹青 

《教派源流》 青海民族出版社 西饶嘉措 

《菩提入行论释》 青海民族出版社 贾曹杰 

宗教学 佛学 

藏传因明学 

《藏传因明学概论》 青海民族出版社 祁顺来 

复试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名 出版社 作者 

专业课 

民商法 

1、《民法学》 

2、《商法学》 

目前 目前 

法律综合（同等学历） 

1、法理学； 

2、国际私法 

  

目前 

  

  

目前 

  

  

目前 

  

 
考试科目 参考书名 出版社 作者 

物理化学综合 《物理化学》（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天津大学主编

物 理

化学 

  《结构化学业》（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周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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