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关系学院

2022级攻读硕士学位培养方案(留学生)

一、适用学科专业

  外交学（留学生） （学科门类：法学 一级学科：政治学 ）

二、学科专业研究方向

  外交学理论 中国外交与中外关系 地区与国别政治与外交 公共外
交与国际传播 外交与外事管理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2年

四、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见附表）

  课程总学分设置不少于34学分。公共课不少于6学分,方法课不少于
5学分,学科基础课不少于6学分,专业课不少于11学分,选修课不少于6

学分。

五、论文撰写

  硕士生在校期间应完成的论文包括：课程论文和学位论文。硕士生
必须按规定时间完成有关的论文写作。硕士生修满学分并考核合格后，

进入学位论文写作阶段。学位论文在导师指导下，由硕士生本人按计划

进度独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应满足培养目标的要求，保证质量。 要

加强学风建设，严格自律，恪守学术道德和规范，不剽窃、不冒用他人

的研究成果。 学位论文形式：学术论文。

附：课程设置和学生课程学习的学分要求

当代中国政治 3 学分 2 学期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讲述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涉及到的政府、中央与地方关系等。))

汉语写作 3 学分 1 学期

(Chinese writing)
 (本课程主要讲授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方法、技巧与汉语语法
知识，引导学生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树立批判性思维的意识，旨在进



一步提升留学生研究生的汉语写作水平与分析论证的能力，为今后的学

位论文写作打好基础。)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 2 学分 2 学期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本课程是为研究生设计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目的是通过用理
论和实例对政治科学研究方法作系统全面地介绍，兼顾定性研究和定量

研究方法。)

政治学博弈论 3 学分 1 学期

(Game Theory for Political Science)
 (该课程把现代博弈论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构完全信息静态博
弈与动态博弈模型、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当代政

治理论与现实问题。)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2 学分 2 学期

(Research Metho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批判性探讨理论与方法、方法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在对国际关系理
论发展的轨迹进行梳理的基础之上，着重对国际关系中的正规模型、定

量分析以及案例三个主要方面进行剖析。在此过程中，本课还将对国际

关系理论中的认知、心理方法和理性选择等方法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索。)

历史政治学 3 学分 2 学期

(Historico-Politics)
 (历史的政治和政治的历史，一直是中国文明智慧的来源。就现代政
治科学系科的西方经验来说，“历史政治学”（Historico-Politics）

曾在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社会科学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立足于历史政

治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开拓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新方向，是本

课程的宗旨。)

学术规范和论文写作 1 学分 2 学期

(Academic Norm and Paper Writing)
 (通过系统的学位论文写作方法的讲解与训练，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
教学目的。)

现当代国际关系史 3 学分 2 学期

(History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用历史研究的方法，讲授国际关系的演进和当代发展)
现代外交学专题研究 3 学分 2 学期

(Selected Topics in Modern Diplomacy)
 (讲授现代外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外交实践案例。)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3 学分 1 学期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讲授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前沿问题)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3 学分 1 学期

(Studies on Modern China’s Foreign Affairs)



 (通过阅读和研讨的方式，深入探讨中国的力量与战略、国家主权安
全、领土争端与地区安全这些核心议题，以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外交面临

的问题与挑战。)

外交经典文献选读 2 学分 1 学期

(Selected Readings for Foreign Literature)
 (研读国外国际政治思想方面的理论著作，讲述国外各种政治思想的
历史和发展。)

外交学专业文献导读 2 学分 1 学期

(Literature of the Diplomacy)
 (深度介绍外交学专业经典文献及专著，引导学生充分阅读，通过交
流与讲授加深学生对于文献的理解。)

外交决策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研究外交决策的制定过程以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国际组织与国际政治 2 学分 1 学期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讲授各类国际组织的发展演变以及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
国际冲突管理 2 学分 1 学期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
 (从历史和理论视角考察冲突、战争问题。具体来说，本课程首先从
历史上考察国际冲突形态的演变；接着将重点从理论上探究国家间之间

冲突的起源；最后评述目前国际社会存在国际冲突管理的机制。仅限在

职班学生选课。)

公共外交专题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Public Diplomacy Studies)
 (结合前沿问题与中国视野，在文献阅读与现实思考基础上，探讨公
共外交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术与道。)

全球公共问题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Studies on Global Public Issue)
 (关注当前国际关系的最新发展变化，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凸现对国际
关系转变所带来的影响，阐述对此的理解并提出对策。)

中国对外关系史专题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oreign Affairs)
 (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予以研究，并考察其当代意义。)
世界体系与发展问题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World System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以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世界政治经济体
系中亚非拉国家发展问题的研究型课程。)

亚太地区国际关系 2 学分 1 学期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以中国为核心考察亚太地区同时存在的两大特点：冷战时期同盟体
系的高度发展和冷战后的继续存在以及冷战后地区一体化的迅速发展。

在考察主要大国在战后不同阶段在亚太地区的相互关系的同时，分析梳

理中国与主要地区大国和地区型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历史变迁。)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Studies o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Diplomacy)
 (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

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结晶，包含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和总体安全观等基本内

容，是研究和观察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基本框架和逻辑起点。课程将

围绕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涵、实践及国际影响展开，侧重将习近平外交

思想研究放置于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产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研究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主要内容、实践路径。)

中国外交思想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History of Diplomacy Thoughts)
 (讲授外交思想的历史演进和当代表现形式。)
国家安全专题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Study on National Security)
 (本课程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围绕国土
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

全、海外利益安全等重点领域进行专题授课与讨论。课程旨在使同学们

深入理解国家安全的内涵与重要意义，把握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与难

点。)

亚太安全与国际关系 2 学分 1 学期

(Asia Pacific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分许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研究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从而构建可持
续的安全观，共建亚太安全之路。)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3 学分 1 学期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ization)

 (中国概况类课程)
 (China Overview Study Course)

习近平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Studies on Xi Jinping Major Discourses on
Education)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建设
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

教育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就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

述，为新时代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进行了顶层设计、战略部

署，提供了行动指南。课程通过对习近平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的系统梳理、

结合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难点与焦点，进行文本的深入解读与专

题研讨，促进和加深学生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背

景、理论源泉、基本原则、核心要旨、发展诉求、战略举措的学理认知



与系统把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Studies on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本课程是全校研究生选修课，主要是帮助学生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

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增强解决中国问题

的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论 2 学分 1 学期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本课程通过八个章节引导学生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

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中国共产党100年 2 学分 1 学期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100 years)

 (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100年这门课程，增强认识把握历史规律和历史
趋势的能力，明其所趋，继往开来、坚定前行。)

社会主义500年 2 学分 1 学期

(500 Years of Socialism)
 (本课程以八个专题系统介绍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美国霸权与中拉关系 2 学分 1 学期

(China’s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U.S. Hegemony
in Latin America)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美国霸权在该地区的衰落以及中国大战略
下的对拉丁美洲的经济策略，尤其是与阿根廷、巴西、智利、古巴、厄

瓜多尔、墨西哥、委内瑞拉之间的经贸关系。)

文化理论与跨文化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Cultural Theory and Intercultural Study)
 (研究各种文化理论基本观点和流派，分析现当代跨文化的现象和实
质。)

当代中日关系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Study on the Relation of China and Japan)
 (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日关系，介绍中日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
方面的关系。)

国际非政府组织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International NGOs Studies)
 (总结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历史沿革，分析国际非政府组织同主权国家
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互动关系。)

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Study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Geopolitics)



 (本课程依托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从能源地缘战略角度解析国家间的
利益诉求和竞争合作关系。)

国际移民：理论与专题 2 学分 2 学期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ies and Issues)
 (本课程主要关注现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跨国移民问题。课程将以理论
与区域国别相结合的方式探讨移民的现状及影响、移民社会、难民问题、

非法移民问题、华人华侨问题等，为学生进一步研究国际移民的相关问

题奠定基础。)

中欧关系专题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Study on China-EU Relations)
 (旨在培养研究生对欧盟机制的理解，加深对中欧关系双边、地区及
全球意义的认识，探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国政治：理论与实证 2 学分 1 学期

(Chinese politics: Theor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课程的主题包括政治转型、政治参与、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精英
政治和研究方法等多方面的内容。)

一带一路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Study on Belt & Road Initiative)
 (本课程通过“一带一路”专题研究，推动各专业研究生立足全球化
新时代，以大历史观、多学科视角，深入分析中国大战略。 该课鼓励

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等各专业同学相互学习借鉴，超越传统世

界观、方法论，以中国视角看世界，以世界眼光看中国。)

国别区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2 学分 2 学期

(Methodology of the Area Studies)
 (国别区域研究重要性日趋凸显，其学科地位日趋提升。这门课强化
学生的理论和方法意识，助力“中国特色的国别区域研究”学科建设。)

国际谈判理论 2 学分 1 学期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Theory)
 (引导学生掌握国际谈判经典理论，熟悉谈判策略与经典案例，在深
度研讨中领悟外交技能与谈判艺术。)

南亚区域合作与冲突 2 学分 1 学期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South Asia)
 (立足区域主义理论，审视南亚区域合作源起、进展与挑战；对区域
恐怖主义、克什米尔冲突与中印边界问题深度研讨。)

移民与华人华侨研究专题 2 学分 2 学期

(Migration and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移民和人口的流动塑造了当今多元的国际社会。本课程将带领学生
就如何看待和理解世界移民现象，以及移民对国家和国家间关系产生的

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

能源与国家安全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Ener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能源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硬通货，是国家之间力量等级体系
的决定因素，全球能源的不均衡分布必然导致能源消费大国的全球争

夺。全球性石油资源争夺主要集中在中东、里海、远东、拉美及非洲等

地区，以中东石油竞争为主要舞台，逐步形成以美国为主导，俄罗斯、

中国、欧洲等多种力量交合的复杂竞争态势。世界能源格局一直处于变



动和演进之中，在重大技术变革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大背景下，新能

源的崛起让大国能源政治与外交不断展现出新的图景。本课程依托国际

关系研究方法，从能源地缘战略角度解析国家间的利益竞合关系及其对

国家安全的影响。)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Study on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开设此课目的不仅是进行跨学科、多学科交流，更重要在于超越学
科界限的融合创新。此课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学的概念，以超越科学乃

分科之学的局限，超越西方一神论普世价值及其衍生的线性进化学问。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交织时代背

景下，探讨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数字文明、生态文明的转换，习近平总

书记在“七一”讲话里倡导＂两个结合＂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提

供时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海洋安全与海洋治理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Marine Security and Marine Governance)
 (本课程旨在引导学生用全球性眼光审视不同国家（葡萄牙、西班牙、
荷兰、英国、中国、美国、日本等）的海洋安全政策与海洋治理实践，

分析海洋对大国崛起的影响，探讨全球海洋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本

课程要求学生勤于阅读，重在培养学生对海洋领土争端、大国海洋战略、

全球海洋治理等国际关系问题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

东南亚文化与社会 2 学分 1 学期

(Culture and Society of Southeast Asia)
 (通过对东南亚地区文化与社会的讲解和讨论，学生们将会对东南亚
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现状得到一定的了解，初步掌握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

分析区域与国别问题的研究方法，学会运用更全面和更多元的视角分析

国际现象。)

中东问题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Studies on the Middle East)
 (当前，包括中东在内的国别区域研究热升温，这其中有关中东发展
和国家治理问题日趋成为前沿性问题。本人长期从事中东问题研究，并

在中东发展问题上有一定研究成果，2021年还申请到国家社科后期项目

《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发展困境》。本人希望通过讲授这门课程，帮助学

生扩宽和加深有关中东发展问题认知。)

国际政治学概论 0 学分 0 学期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史 0 学分 0 学期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