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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将发生深刻变化，国际间的竞争日趋
激烈，高层次人才的教育正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与巨大挑战。
   研究生教育是教育结构中高层次的教育，肩负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创造性人才
的重任，是我国增强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为了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和研究生教
学的整体水平，必须加强研究生的教材建设，更新教学内容，把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放到突出
位置上，必须建立适应新的教学和科研要求的有复旦特色的研究生教学用书。“21世纪复旦大学研究
生教学用书”正是为适应这一新形势而编辑出版的。“21世纪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用书”分文科、理
科和医科三大类，主要出版硕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的教材，同时酌情出版一些使用面广
、质量较高的选修课及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教材。这些教材除可作为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教学用书外
，还可以供有关学者和人员参考。
   收入“21世纪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用书”的教材，大都是作者在编写成讲义后，经过多年教学实践
、反复修改后才定稿的。这些作者大都治学严谨，教学实践经验丰富，教学效果也比较显著。由于我
们对编辑工作尚缺乏经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以便我们在将来再版时加以更正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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