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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继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的百年传统，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正式成立于 2012 年。清华大学的
社会科学历史璀璨，影响深远。自清华大学成
立之初，现有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就己设立，大师
云集，人才辈出，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创立与发展，
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做出卓越贡献。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秉承“古今贯通、中西融会、
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学术传统，倡导运用现
代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探讨政治、经济和社会现
象，引领和推动形成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新
理论、新方法，为应对重大社会挑战提供新思路。

Part.01学院介绍

学院立足扎实的基础和通识教育，倡导多元化、
国际化的培养模式，旨在培养优秀社科人才。学
院设有社会学系、国际关系学系、政治学系、心
理学系、经济学研究所五个系所，经济学、社
会学、国际政治、心理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五
个本科专业及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方向，并下
设多个跨学科研究机构和计算社会科学、实验
社会科学两个教学科研平台。

依托学科交叉的优势，学院在多个前沿领域和重
大社会发展问题上形成了多元发展、各具优势、
相互支撑的学术团队，进行社科领域全球化体
系研究， 打造高层次全球化研究项目，与全球社
科领域知名学术专家、实务专家合作，产生了
广泛的国际影响。



社会科学学院拥有众多蜚声国内外的社会科学大家，聚焦社会科学的世界前沿，直面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转型、社会变迁、大众心理和国家复兴等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以“大历史”、“大文科”、

“大数据”等理念为抓手，为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做出新贡献。

Part.02

Part.03

培养特色

师资力量

绝大多数教师在世界知名高校获得博士学位。其中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及国家各类人才计划入选
者共 18 人，并延聘一批国内外资深教授和著名学者担任兼职教学工作。

宽口径通识培养

打通经济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心理学、政治

学与行政学五大专业的本科培养方案，促进通专

融合 ；给学生更大自主选择专业的空间，激发学

生寻找真正的学术兴趣，着力开辟新的学术增长点。

A

导师制培养

学院为每名同学配备高水平导师，就学业、选课、

发展进行个性化指导 ；精细化培养人才，提供充

分的科学训练、社会实践平台及心理疏导 ；学生

导师与专业咨询小组、班主任、辅导员密切配合，

构建全方位的育人体系。

C

国际化教学

采用世界一流教材与教学方法，部分课程实行英

语授课 ；与全球近百所知名院校建立合作，鼓励

本科期间的海外交换、交流 ；学院有来自近 20

个国家的外籍教师，每年有来自近 40 个国家的

150 余名留学生，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碰撞新思想。

B

辅修学位

学生可在五大专业（政治学与行政学、经济学、

社会学、国际政治、心理学）中自主选择辅修专业，

获得相应辅修学位证书，成就适应个人发展、知

识生产、市场就业、国家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D

学院现有

在编
教职工

副教授 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85人 32人 5人

专职
教师

助理
教授

青年
长江学者82人 9人 7人

教授 /
研究员

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41人 2人



Part.04专业优势

本科生培养采用清华大学的新培养模式，本科一、二年级不分专业，开展通识教育，三年级起进入
专业培养阶段。作为中国唯一一所同时涵盖四个一级学科——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的
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研与教学体系。

心理学

政治学与

行政学

社会学 社会学系的重点学科发展包括城市社会学、转型社会学、医学社会学、科技
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五个方向，另外社会网研究和大数据分析也已逐渐成为
新的学科增长点。设有多个研究中心，包括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医学社会学
研究中心、人类学与民族学家研究中心、城镇化与城乡统筹中心等。

国际政治

（国际事务与

全球治理）

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的国际关系专业复合型人才。该专业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能够熟练掌握外语和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获得、遴
选和吸收国际关系的学术信息和前沿知识的能力，为进一步深造和从事各种
实际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经济学 旨在为国家培育经济实践和研究领域的领军人才。为了培养扎实的学术理论
功底，经济学本科生培养方案不仅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经济学课程，
还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等高等数学课程，以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
社会科学课程。

主要发展方向为积极心理学、社会与文化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在积极心理学
领域取得了引领性的成果，在认知科学和工程心理学方面也成绩斐然。2008
年以来，心理学系承办三次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把中国幸福研究推向联合
国舞台 ；与启迪科技园共建 HLab，加强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成
立“清华大学－伯克利心理学研究中心”，与伯克利加州大学开展密切合作。

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适应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人
才。该专业培养学生熟练掌握政治学与行政学理论体系和国家治理方法技能，
具备在党政机关、科研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行政管理、咨政服务、公
共政策分析等工作的能力。



Part.05学术交流

社会学系

国际关系

学系

政治学系

心理学系

经济学

研究所

开设费孝通学术系列讲座、人文清华讲坛、中国社会治理高端论坛等，与校内外
专家学者进行广泛交流 ；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广泛开展田野调查 ；创办《清华社
会学评论》期刊，为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经济学、心理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
和研究领域提供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

参与创立世界和平论坛，此论坛是唯一由中国非官方机构组织举办的国际安全高
级论坛 ；发起创立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学共同
体 ；举办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培训班 ；创办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SCI 来源期刊 ) 和《国际政治科学》（CSSCI 来源期刊）；建设大数据与
国际关系实验室，大国关系定量数据库等。

开展“政治科学前沿理论与方法”研讨会和“大数据与首都基层治理”高端论坛；
首创举办“大数据社会科学讲习班”，成为推动大数据和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中坚
力量；代管多个院级研究机构，包括数据治理研究中心、地方和基层治理研究中心、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心等，与校内外学者和专家进行合作研究。

依托幸福科技实验室、脑与智能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开展研究 ；开展独具特色的积
极团体心理辅导；开设抗击疫情心理援助热线，获得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成立“清
华大学－伯克利心理学研究中心”，加强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合作 ；推动清华大学
在心理学领域的国际合作，开展跨学科前沿性研究。

举办“陈岱孙理论经济学家讲堂”、“未来经济学家讲堂”两个常设研讨会；举办 “量
化历史讲习班”，在经济学界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主办“中
国经济”、“网络经济与大数据”等国际会议，以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前沿论坛”等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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