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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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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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融会、古今贯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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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学院立足多学科汇聚优势开展跨学科和通识教育，倡导多元化、国际化、精准化培
养模式，旨在培养复合型社科人才。学院设有政治学系、国际关系学系、社会学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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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01学院介绍



Part.02培养特色

Part.03人才师资

“社会科学实验班”本科生培养
办学理念 ：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
培养理念 ：大类培养、通专融合、精准指导
培养目标 ：学术大师、治国栋梁、兴业英才

文理交叉促进宽口径培养

打通经济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心理
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五个专业培养方案；
实施专业任选，给学生更大自主选择空
间，促进文理交叉，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
开展计算社会科学交叉项目，培养多样
化人才。

A

导师制培养

学院为每名同学配备成长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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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导师与专业咨
询小组、班主任、辅导员密切配合，构
建全方位的学生引导体系。

C

国际化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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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支持学生海外交换、
交流 ；学院有来自近 40 个国家的 300
余名留学生，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碰撞新
思想。

B

辅修学位全覆盖

学生可在五个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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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
特征、国家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D

学院现有
在编教师 79人

教授 43人

助理
教授 1人

副教授 35人

社科学院师资力量 社科学院各类人才情况

占教师
总数的
百分比
为

32.9%
获国家级人才
计划（含高层
次和青年人才
计划）支持

文科
资深教授 2人

26人

俄罗斯
外籍院士 1人



Part.04专业优势

本科生培养采用大类培养模式，本科一年级不分专业，开展通识教育，二、三年级起
进入通专融合培养阶段，三年级根据专业志趣任选主修专业。作为国内唯一一所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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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类培养、通专融合、精准指导” 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

社会学  社会学系始终强调“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关注社会现象的结构
基础与制度根源，本科阶段旨在培养理论素养扎实、方法训练有效、
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可以熟练利用“社会学的想像力”来观察和分
析社会运转微妙之处的专业人才。社会学系的重点研究方向包括城市
社会学、转型社会学、医学社会学、科技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
网研究和大数据分析也已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

国际政治

（国际事务

与全球治

理方向）

为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的专业复
合型人才，为我国在国际组织和外交场合锻炼后备力量，为跨国企业
和国企等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培养具有全球适应力的青年才俊。该专
业要求学生掌握国际关系学的基础专业知识和基本研究方法，锻炼学
生通览全球历史的广阔视野，透过纷繁复杂国际现象洞察规律的思考
能力，运用国际关系知识和数据进行政策研究与分析国际现实问题的
能力。本专业的 QS 排名多年来为大陆榜首。本专业鼓励学生去国外
名校出国交换，为进一步深造和从事各种实际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心理学  智能的本质是人类向外科学探索的最后疆域，幸福感是人类向内精神
追寻的终极目标。清华心理学传承始建于 1926 年心理学系的厚重积淀，
融会现代的脑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聚焦“认知与智能”和“社会与
健康”，从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人才和致力提升国人幸福感的实
践人才。全体教师具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将在审辩性阅读和创造
性写作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在科学实验和社会实践中磨练学生学术
和应用能力，期翼学生创建心理学的“清华学派”。

政治学与

行政学

本专业所依托的政治学系，创建于 1926 年，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一批
政治学系。本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坚持“古今贯通、中西融会、文理渗透、
综合创新”的理念，在学生培养上秉持“中国情怀、全球视野、科学方法”
的培养原则，全力支持学生“为民初心，良政情怀，善治能力，实干精神”
的成长愿景。

在这个激荡变革的时代，通过系统学习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理论、方法
和分析工具，可以掌握理解复杂社会政治现象的分析能力、获得应对
不确定性叠加的行政能力，形成战略思考力和政治洞察力，为出色地
把握人生坐标和时代脉搏筑牢知识基础。

经济学  经济学专业是清华大学重点建设的国家一流学科，主要专业方向包括
政治经济学、经济史、中国转型经济，以及新兴的数字经济学、平台
经济学等前沿领域 ；师资力量雄厚，三分之一的教师获得了国家级的
人才奖励。本专业致力于培养经济实践和研究领域的领军人才 ：具备
丰富深厚的经济学知识，深刻理解我国及世界经济的运行特征，并有
能力进行经济理论创新，参与相关的经济决策制定，富有国家情怀与
社会责任感，拥有全球视野和领导力的杰出人才。



Part.05学术交流

国际关系
学系

参与举办世界和平论坛，历年邀请各国前领袖等政要与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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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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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国内外顶级学者进行广泛交流 ；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广泛开展田野调
查，鼓励学生走遍祖国大地、现场观察社会生活的不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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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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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系 依托脑与智能实验室、幸福科技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开展心理学、脑科
学与计算科学的交叉研究，探索人工智能的认知科学与脑科学基础，开
发基于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元宇宙等科技手段提升国民心理健康与幸
福的应用产品 ；注重国际化人才培养，创办国内首个国际应用心理学专
业硕士项目，与多所国际名校密切合作，举办“积极心理学大会”等国
际学术会议，多方位推动学生积极参加国际交流与交换。

政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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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年
学生
毕业去向

国内读研
55%  

出国深造
21%  

工作
24%    

国内读研
52%  

出国深造
26%  

工作
20%    

其他
2%

国内读研
52%  

出国深造
13%  

工作
33%    

其他
2%

78人

2020届

78人

2021届

89人

2022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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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06特色项目

清华学堂经济学班

清华大学成立首期清华学堂经济学班（清华大学经济学拔尖人才培养基地），由著名经
济学家、教育家、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钱颖一领衔、依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雄厚师资力量和科研实力，注重“通专融合”与扎实的经济
学基础和数理能力的培养，致力于为国家输送高质量的经济学学术人才。

计算社会科学交叉项目

依托社会科学学院、教育部文科实验室、计算机系等师资力量，培养兼具社科知识和数
字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制定全新培养方案，新增 “计算社会科学课组”，学习计算机基础、
数据科学、人工智能、以及数字经济、数据治理、数字社会等相关课程。面向数字和智
能产业建立实习基地，开展专业实习实践教学。

培养计算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性人才，从事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社会等重点行业
的研发、管理和决策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