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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专业）主要研究方向 

序号 

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特色与意义 指导教师 

   

1 中国外交研究 主要研究中国外交史，中国外交思想，现当代中国主要

的对外政策和中国外交战略等 

 

 

 

 

 

叶自成教授 

李扬帆副教授 

2 外交学理论与

实践研究 

研究外交学的一般行为和规律，主要研究外交学的基本

理论、基本方法、外交制度，外交手段，外交实务等。 

 

 

 

 

 

贾庆国教授 

张清敏教授 

3 外交史研究 主要研究各主要国家的外交史、外交思想、各主要国家

的对外政策等 

 

 

 

 

 

牛军教授 

陈长伟副教授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本表可不填政治标准） 

1 能较好地掌握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素质，有较

强的科学意识和从事科学研究的精神； 

2 掌握外交学专业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同时具备国际政

治、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国际法等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具有独立从事外交学专

业开拓性研究的水平和创新能力，能很好地独立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 

3 具有较好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能力，具有把握学科前沿发展趋势的

能力； 

4 身体健康。 

 

 

三、学习年限及应修学分要求 

基本学习年限：4年 

 

 

学分要求：总学分：27  

其中必修学分：16 

选修学分：11 

 

在导师的指导下，选修课可在本专业和其他专业的博士生课程中任选。 

 

若硕士生阶段已在本院修过《政治学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可在院内博士生专业课中选修两门

课程替代，选定课程后，请向研究生教务办提交由导师签字的选课申请。 

 



四、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简介 

序号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课程类型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职称） 适用专业 

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必修 2 第 1学期 研究生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全院中国学生） 

2 02401800 中国政治与外交（替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必修 2 第 1学期 国关学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全院留学生、港澳台生） 

3 02419625 政治学理论研究 必修 3 第 2学期 潘维（教授）、 

钱雪梅（副教授）、

节大磊（讲师） 

本院各专业 

 

4 02419623 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 必修 3 第 2学期 潘维（教授） 

陈绍峰（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 

 

5  第一外国语 必修 2  第 1或 2学期 研究生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中国学生）；留学生一外是

汉语  

6  第二外国语 选修 2 第 1学期 研究生院 校必修课（中国学生） 

7 02401860 中国外交思想研究 必修 3 第 2学期 叶自成 外交学所有方向 

8 02405852 外交史研究 选修 3 第 1学期 牛军 外交学所有方向 

9 02400082 中国外交专题研究 选修 3 第 1学期 张清敏、李杨帆 外交学所有方向 

10 02419644 外交学理论与实践 选修 3 第 1学期 贾庆国、陈长伟 外交学所有方向 

11 02409624 中国外交人物研究 选修 3 第 1学期 李扬帆 外交学所有方向 

11  本院所有博士生都必须在导

师指导下选修一门与论文相

关的本专业之外的课程 

必修 3 第 2学期 其他专业老师 外交学所有方向（选定课程后，请向研究生教

务办提交由导师签字的选课申请。） 



                                                     

Programme of Ph. D. Student Courses 

   Discipline(一级学科)：Political Sciences                Speciality (二级学科) Diplomacy Studies 

N0

. 

 

Serial No. The Title of Courses The Type of 

courses* 

0Credit Semestre** Teacher and his/her Title Speciality Suitable for 

1  Marxist Theories Study R 2 A  Mainland Students only 

2  China Politics and Diplomacy 

Studis 

R 2 A 

 

 SIS Non-mainland Students 

only 

3  Theory of Political Science R 3 A Pan Wei, Qian Xumei,Jie 

Dalei 

 

4  Social Sciences Methodology R 3 A Pan Wei &  

Jia Qingguo 

 

5  Foreign Language I R   2 A   

6  Foreign Language II S   2 A/S   

7  Chinese Diplomatic Thoughts  R  3 S Ye Zicheng  

8  Diplomatic History  S  3 S Niu Jun  

9  Special Topic on PRC Foreign 

Relations  

S  3 S Zhang Qingmin 

 LI YangFan 

 

10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iplomacy  S  3 S Jia QingGuo Chen 

Changwei 

 

11  Studies on Chinese Diplomats S  3 S Li Yangfan  

11  Other Chosen SIS course R  3 S   

            *.R—Required Courses; S—Selective Courses.  **.S—Spring semester; A—Autumn semester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开课学期：1    周学时/总学时：3    学分：3 

课程名称：中国外交思想研究 

英文名称：Research of Chinese diplomacy thought 

教学方式：讨论          考试方式： 开卷笔试 

内容提要： 

此课为外交学专业博士生限选课，主要向博士生介绍中国春秋战国以来老子，孔子，孟子，

韩非子，商鞅等的主要思想，并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比较和对照，使博士生

对中国外交思想的主要特点，方法和内容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能用中国外交思想的基本方法

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外交实践的具体问题。 

教材：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叶自成，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参考书： 

⑴《春秋左传》鲁开泰译注，武汉出版社 1998年 2月版 

⑵《老子今注今译》,陈鼓应，商务印书馆 2011版 

⑶《白话管子》, 赵守正译注，岳麓书社 1993年版 

⑷《孟子》，李双译注：中国书店，1992年 9月版 

⑸《论语新解》钱穆译注，九洲出版社 2011年版 

⑹ 《商君书注译》，高亨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 

⑺《白话韩非子》，王煦华，叶青评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3年版 

⑻《战国策》夏侯忠良编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⑼庞雨：《世界政治大趋势 ---联合国学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 5月 

⑽《白话吴越春秋》《白话越绝书》，刘建国译，岳麓书社，1998年 8月版 

⑾房立中主编:《纵横家全书》,学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6页. 

⑿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12 

⒀叶自成：《关于老子无政府状态的高级形态》，《国际政治研究》，2002。1 

⒁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研究的几点想法》，《国际政治研究》2001。4 

（15）叶自成：华夏主义—中国本土的人文思想，《学术前沿》2013年 2月 

（16）叶自成：《从华夏体系历史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西方特色》，《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年 2期；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开课学期：2        周学时/总学时：3   学分：3 

课程名称：外交史研究 

英文名称：The Diplomatic History Study 

教学方式：讨论               考试方式： 开卷笔试 

内容提要： 

本课程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主要是介绍和分析现代世界外交史上重大的外交事件、

重要的外交思想和外交人物的活动。 

 

教材：王绳武主编：《国际关系史》 

参考书： 

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寻求权利与和平的斗争》，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劳拉.希尔斯曼等：《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00。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 6，7，8，9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应对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时事出版社，2001。 

冯玉军：《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时事出版社，2002。 

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 8，9，11，12章，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柴宇球：《谋略论》，蓝天出版社，1996。 

M．贝科威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 19979年。 

Jonathan Wilkenfeld et al.,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 Beverly Hills: Sage, 1985) 

Eugene Meehan, The Concept of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1974) 

Robert Mandel, Perception, Decision Making, and Conflict, (Washington, D.C.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79) 

Roger Hilsman, The Politics of Policy Making in Defense and Foerign Affairs: Conceptual Models 

and Bureacratic Politics 2nd, (N.J.: Englewood Cliffs, )。 

Michael Clarke and B. White, Understanding Foreign Policy: The Foreign Policy Systems 

Approach,( Alclershot Edward Clgan. Publishing 1989) 

Loyd Jensen,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1982) 

James Rosenau, National Leadership and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 

1963) 

Michael Brecher , Decision In Crisis, Israel, 1967 and 1973,(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Loyd Jensen,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 N. J., Prentice-Hall, 1982) 

Jonathan Wilkenfeld et al.,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 ( BeverleyHills: Sage,1980).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01).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开课学期：春季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3  

课程名称：中国外交专题研究 

英文名称：Special Topic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Study 

教学方式：讲授和讨论         考试方式： 开卷 

内容提要：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讲授对外政策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第二是教授

学生将这些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前者通过讲授、阅读对外政策分析不同

流派的理论使学生掌握这些理论及其应用；后者则主要是介绍国内外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

前沿，教授学生选择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的适当和专门课题，使用不同的对外政策分析的理

论视角，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对当代中国对外政策进行研究，进而提高学生分析和研究中

国对外政策的能力和水平。 

教材：   

Valerie Huds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Theor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7)； 

Charles Hermann et al.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Johnston, Alastair Iai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参考书：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s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1); 

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 1971); 

Morton H. Halper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 

Institution, 1974); 

Irving Janis, 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Foreign Politics Fiascoes, (Boston: Houghton 

Miffin, 1982); 

David Shambaugh，Beautiful Imperialism,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1）; 

Lu Ning, The Dynamics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7); 

David M. Lampton.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2001); 

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中国外交人物研究 

Studies on the perso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开课学期：秋 

周学时：3       学分：3 

先修课程：无 

教学方式： 讲授和课堂讨论等综合方式 

考试：论文 

教学内容 

本课程旨在研究中国外交人物的生平和他们的思想。人是政治决策和执行的主体，从人物的

心路历程和人格养成中发现人物的思想发展脉络，并结合时代背景的研究，从而进一步理解

中国对外关系的诸多影响因素、呈现中国对外关系更为丰富的层面。本课程主要关注如下问

题：中国人在看待外部世界的同时如何反观自身？面对西方汉学的话语霸权，中国人如何在

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分析中夯实自己的主体性？从“中体西用”到革命再到“中国特色”到

底是一种必然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中国人的世界观经历了何种变迁？诸多的问题，需

要我们作严肃的思考，而对涉外人物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接近这些问题的真实答案。本课程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人物研究而重新梳理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厘清关键问题，在对

人物的分析中，通过走近他们的心理从而走近我们自身。 
教材： 

李扬帆：《晚清三十人》，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年版 

李扬帆：《国恨：民国外交二十人》，东方出版社 2010 年版 

参考书： 

李扬帆：《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012 年再版 

李扬帆：《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 1500-1911》，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年版 

（清）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北平故宫博物馆 1929 年版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杨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傅启学：《中国外交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布赖恩·克洛泽：《蒋介石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 年版 

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中国友谊出版社 2004 年版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1》，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2》，华文出版社 2010 年版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刘仲敬：《民国纪事本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菲利普·肖特：《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 年版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 

杨奎松：《革命》第 2 卷，《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版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 年版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课程内容简介 

“外交学理论与实践” ,2015-2016学年第二学期 

课程编号：02400072  学    分： 3 

上课时间：  上课地点：  

上课方式： 讲授讨论 

目标、方法与要求 

本课将介绍外交学的基础理论方法，涉及外交学基本概念的辨析、外交学的法律基础、外交

战略与对外政策分析、外交的主要实践（外交谈判、外事文书写作、外交礼仪、外交特权与

豁免）等内容。 

 

目的是通过基本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引导并与研究生共同探索外交学领域中若干学术专题的

主要问题以及研究前沿，锻炼学生搜集和利用研究资料的能力，通过参与学术争鸣，锻炼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良好的表达能力。 

 

教师结合自己的研究概述外交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此基础上，师生一起研究若干指

定的课题，共同阅读相关的论文、专著。要求学生围绕指定的专题，轮流担任主题报告、评

论，全体参与课堂讨论。所有的报告、评论和讨论发言稿均要以作业形式上交。要求学生尽

可能详尽地掌握每个专题的“主要事实、主要人物、主要观点”，并加以批判性的分析和总

结。 

 

课程要求： 

1) 所有学生必须于课前阅读指定的参考资料，并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2) 学生分组轮流做学术报告，指定做报告的同学必须撰写专题报告提纲，并在上课前一周

的星期五晚上 12 点之前将报告的提纲发给教师和所有同学；上课之后根据讨论的意见修该

报告，在期末之前提交； 

3) 每次课指定 1-2名同学对课堂报告进行评论，其他同学必须对阅读材料、课堂报告和报

告评论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 

4) 教学大纲所指定的阅读材料仅为理解该专题的基本文献，鼓励学生尽可能广泛的涉猎与

专题相关之其他文献。 

 

成绩评定 

 

本课是研讨课，不安排随堂考试，最终成绩由三部分综合评定： 

1) 平时成绩 20%（出勤率以及对课堂讨论的贡献）； 

2) 期中成绩 30%（根据制定内容撰写研究报告）； 



                                                     

3) 期末论文 50%(选题必须与授课内容有关，不少于 5000字)。 

 

Barston, R. P. Modern Diplomacy. 3d ed. Harlow, UK: Pearson Longman, 2006. 

Berridge, G. R.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Cohen, Raymond. Negotiating Across Cultur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Rev. ed.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7. 

Feltham, R. G. Diplomatic Handbook. 8th ed. Leiden, Th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2004. 

Hamilton, Keith, and Richard Langhorne. The Practice of Diplomacy: Its Evolution, Theory,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Starkey, Brigid, Mark A. Boyer, and Jonathan Wilkenfeld. Negotiating a Complex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2d ed.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社会科学方法论 

课程编号：开课学期：一下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 3 

课程名称：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 

英文名称：Methodology in Social Sciences  

教学方式：讲授和讨论各半，上半学期以讲授为主，下半学期以讨论和改善学生提交的研究

计划为主。                      

考试方式：依照学生最后提交的研究计划评定分数。 

内容提要： 

 这门课程结合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问题，并通过回顾本院以往的硕士和博士论

文，讲授基本的社科方法论知识。本科程的主要目的是传播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日渐成

熟的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法，帮助学生克服硕士论文写作中遇到的常见问题，以期提高学生

硕士论文的质量。 

教材：  

Stephen 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ology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Gary King/Robert Keohane/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参考书：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提要 

课程编号：开课学期：第 1、2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3 

课程名称：政治学理论研究 

教学方式：讲授、讨论                      考试方式：撰写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程的目的是要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各主要政治思想流

派、各国主要的政治制度设计，以及政治思维的一般特性，为本院各专业学生的专业学习和

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教材：  

John S. Dryzek, Bonnie Honig & Anne Phillips (eds,),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American Political Quarterly  

参考书： 

1.Gunnell, J. G. Political Theory: Trad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Mass.: Winthrop. 1979. 

2.Sabine, G. H.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Henry Holt 1937. 

3.Storing, H. Essays 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li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2. 

4.Lasswell, H. D.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Cleveland, Ohio:World, 1961.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五、需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和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

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国际政治学概论》 

《世界政治》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 

《西方外交思想史》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现代外交学概论》 

《国际关系分析》 

《 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 

《国际政治理论》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国际政治学理论》 

《当代国际政治析论》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 

《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 

《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 

《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 

《新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 

 

专业期刊： 

《国际政治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现代国际关系》 

《国际问题研究》 

《美国研究》 

《亚太研究》 

《东欧中亚研究》 

《战略与管理》 

宋新宁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布鲁斯。拉西特，华夏出版社 

约瑟夫·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陈乐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倪世雄等：复旦大学出版社 

金正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多伊奇:世界知识出版社 

摩根索:公安大学出版 

沃尔兹:公安大学出版社 

吉尔平:经济科学出版社 

温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多尔蒂，世界知识版社 

鲍德温：浙江人民出版社 

梁守德: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逸舟: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逸舟: 上海人民出版社 

资中筠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郭树勇：长征出版社 

俞正梁：复旦大学出版社 

鲁毅：时事出版社 

阎学通：人民出版社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六、综合考试的基本要求 

学科综合考试的要求：（时间、方式、内容、标准及考试形式等） 

要求学生在第一学年基本完成应修学分，成绩合格；第二学年应进行学科综合考试的学

习和准备。外交学专业的博士学科综合考试采取笔试方式，学生应写两篇论文，内容可以为

外交学专业前沿问题的研究，也可是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但不得以学位开题报告或文献

综述代替。完成学科综合考试的时间大体在第二学年，一般应在第四学期。学生的综合考试

应达到博士生相应的水平，应对所研究的问题有较好的把握，写作应符合学术规范，观点要

明确，应提出较新的观点。学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并由博士生指导小组对综合考试的论

文进行评定，成绩合格才能通过考试。 

对水平未达到博士生综合考试要求的，应重新进行考试。 

 

 

七、科研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列出可证明其科研能力与水平的检验标志） 

1学生应对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基本著作、基本方法、基本问题有较好的了解； 

2应具有独立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3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能对本专业涉及的问题提出较新的观点； 

4 在第二学年和第四学年间，应在相关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至少两篇论文，并达到较高的

水平； 

5 具有较好的口头表达能力，能流利地发表讲演； 

6 具有较好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能较好地阅读外文报刊和著作，能较好地与外国学者

进行交流。 

 

 

 

 

 

 

 



                                                     

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包括学术水平、创造性成果及工作量等方面的要求） 

 

1 学位论文的选题报告，在广泛调查研究，阅读文献资，把握专业方向的最新成果和国

内外研究动态的基础上，提出学位论文题目；开题报告应有明确的题目，基本结构，基本写

作方法；应向不少于 5名同行专家作选题报告，听取意见。开题报告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或第

五学期完成。学生应同时提交关于所选题目的国内外文献篇目作为开题报告的附件。 

2博士学位论文应为外交学研究中具有创造性的成果，并在理论上、实践上对促进本门

学科学术发展或解决有关实践问题方面具有较大意义；学位论文必须观点明确，要有主线，

要有假设和明确的命题，要有明确清楚的学术概念，要有自己的新观点新材料，写作应符合

学术规范，表明作者对本门学科已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

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 预答辩：在博士生正式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3—5 月前应举行预答辩；由申请学位论文

答辩的博士生向本专业的导师，博士生报导小组成员及有关教师，全面报告学位论文进展情

况及取得的成果，听取与会教师的意见；博士生指导小组（或专家组，一般不少于 5人）对

送审论文的创造性、学术水平和是否可以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提出审核意见，对未达到水平的

论文不应同意举行学位论文答辩；在进行预答辩前博士生应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 2篇论

文（第一或第二作者），或完成一项重要成果（主要成员，排名在前 3名），未达到要求者一

般不予举行学位论文答辩； 

4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九、对新生能力、水平的基本要求及入学考试科目设置 

对新生能力、水平的基本要求： 

新生应具有外交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或相关的经济、法律、历史专业硕士生的水平，

最好能有相关的学术论文；具有基本的专业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 

有较好的外语水平，能用外语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 

有较好的写作和口头能力； 

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素质，有较强的科学意识和从事科学研究的精神； 

有良好的健康素质。 

入学考试科目设置与录取方式： 

入学考试科目为：1英俄日语任选一门；2外交学理论与实践（含国际政治国际关系）；3中

国外交 

录取方式：在入学考试成绩基础上，对合格者进行面试；复试者应向提交准备研究题目的研

究计划；导师对考生进行综合评估确定录取名单。 

 



                                                     

其它说明：无 

本学科（二级学科） 

 

 

负责人（签名）： 

 

2011 年  月  日 

 

所在院（系、所、中心）意见： 

 

 

负责人（签名）： 

 

2011 年   月  日 

学位评定分委会验收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审核意见： 

 

 

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