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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专业）主要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特色与意义 研究生导师 

（博导注明）  

1 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 理论来源于实践，而理论反过来又对实践有指

导作用。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同样需要从实践中

创造理论，用理论去观察、解释和指导实践。

本方向着重于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同时，力求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识和研究重大国际

现象和问题。本方向的特点是理论性较强。 

王联 

2 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研

究 

 

 

本专业方向与指导教师比较广的研究兴趣相

关，给学生以较宽阔的选择空间，并培养知识

面较宽的专业人才。本方向要求就某个与现代

化或全球化相关的经济、社会、制度类的细致

题目做跨国、跨地区、以及跨历史阶段的比较，

以期得出带有规律性的新认识，并要求毕业生

在硕士论文中体现较高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素

养。 

潘维 

3 世界民族问题研究 

 

 

 

 

本方向重点研究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历史

与理论，探讨民族、民族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

作用与影响，以及难民、移民和跨界民族与民

族国家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就中国的民

族、民族关系与民族主义问题展开专题研究和

讨论。其特色是它的跨学科性。 

王联 

4 东亚地区研究 

 

 

 

 

东亚是中国的近邻，是建立中国战略依托的重

要地区，研究这一地区对于中国实施睦邻外

交，推动地区合作，以及实现外交战略总目标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主要内容涉及东北亚、

东南亚和大洋洲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研

究。主要特色是突出区域性热点问题研究和地

区性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以及中日关系等大国

关系研究。 

梁云祥、翟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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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亚太研究 亚太研究的对象主要涵括东北亚、东南亚以及

南亚等国家，研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

外交和社会文化等问题。内容包括：亚太国际

关系；中国与亚太地区主要大国的关系；区域

内与跨区域合作及发展前景；以及亚太地区的

华侨华人问题。本方向寻求将相关国际政治理

论与亚太地区典型个案研究相结合，以深化学

生对亚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李寒梅、韩华、韦

民、初晓波 

6 中东研究 中东研究主要面向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阿拉伯、

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等国，涵盖这些国家的

政治、外交、经济、能源、宗教及文化等领域。

其中尤以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伊斯兰教与政

治、中东民族与社会、中东石油与天然气、中

东军控与核问题、美欧与中东关系、中国与中

东关系等为教学和研究重点。 

王锁劳 

7 中亚研究 中亚研究重点研究中亚的地缘政治、政治变

革、资源输出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及中国的关

系。本研究方向旨在以地区研究的方式，通过

对相关问题的掌握和了解，提高学生的理论思

考及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能力。 

吴强 

8 非洲研究 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和非洲经济发展的良好

走势使非洲在国际上受到的重视越来越多。要

深入认识非洲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必须客观

深入地关注推动这些变化本身的非洲内生性

动力及其如何与国际政治体系发生互动。本研

究方向拟从非洲政治、经济发展、国际关系与

外交事务、社会文化等方面，为学生理解非洲

当前在全球中的地位及变化趋势提供全面的

视角，同时鼓励学生深入思考研究非洲问题的

特殊方法和理论。 

刘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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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国与国际关系 小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本方向主要探讨小国在国际关系中

的作用、行为模式及其原因，研究中国

与小国交往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注重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韦民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二、培养目标、学习年限及应修学分 

培养目标：（本表可不填政治标准）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在国际政治、区域政治和中国对外战略方面掌握坚实的 

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从事本学科的科学研究、高等学校教学和外事部门 

工作能力的专门人才。 

学习年限：2 年 

应修学分：共 32 学分 

其中必修：14 学分 

    选修：18 学分 

因留学生、港澳台生需要参加《中国概况》课程（2 学分）学习，所以留学生、港澳台生的

学分应为： 

应修学分：共 34 学分 

其中必修：   16 学分 

    选修：   18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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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课程设置（包括专题研讨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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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承担学时
1
 

适用专业（本专业及其它专业） 

1 02419625 政治学理论研究 必修 3 第二 潘维教授、钱雪梅

副教授、 

节大磊讲师 

本院各专业 

2 02419623 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 必修 3 第二 潘维教授、陈绍锋

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 

3 02419607 国际政治学理论 必修 3 第一 王逸舟教授 本院各专业 

4 02410480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必修 3 第二 贾庆国教授 本院各专业 

5  第一外语 必修 2 第一 研究生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中国学生）；

留学生一外是汉语 

6 61410008 中国概况 必修 2 第一 研究生院 全校留学生、港澳台生公共必

修课 

                                           
1 正常的学期课程按 17 周计算“承担学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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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2419511 国际关系专题研究 选修 3 第一 梅然副教授、连玉

如教授、张小明教

授、王栋副教授、

归泳涛副教授、王

缉思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8 02410280 比较政治理论 选修 3 第二 潘维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9 02419572 日本问题研究 选修 3 第二 梁云祥教授、归泳

涛副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10 02411680 民族与民族主义 选修 3 第一 王联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11 02419617 中东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 选修 3 第二 王锁劳副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12 02414411 联合国与国际组织 选修 3 第一 张海滨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13 02419615 环境气候与国际关系研究 选修 3 第二 张海滨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14 02412911 东北亚地区研究 选修 3 第一 梁云祥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15 02419540 拉美地区研究 选修 3 第一 郭洁副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16 02412341 亚非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

题 

选修 3 第一 刘海方副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17 02411460 东南亚地区研究 选修 3 第一 韦民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18 02419614 中亚地区研究 选修 3 第一 吴强副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19 02415941 国际冲突与危机管理 选修 3 第一 初晓波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20 02419613 非洲政治、经济与外交研究 选修 3 第二 刘海方副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21 02415962 战后中日关系研究 选修 3 第二 李寒梅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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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02415972 全球化与东亚 选修 3 第二 韦民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23 02419503 非洲民族主义研究 选修 3 第三 许亮助理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24 02415791 南亚国际关系 选修 3 第一 韩华副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25 02409631 中国国际战略的理论与实

践 

选修 3 第三 翟崑教授 硕博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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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of Master Student Courses 

       Discipline(一级学科)：                                  Speciality(二级学科) 

N0. 

 

Serial No. The Title of Courses The Type 

of 

courses* 

Credit Semestre** Teacher and 

his/her Title 

Speciality Suitable for 

1  Studies on Political Theories N 3  Pan Wei, Qian 

Xuemei, Jie Dalei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2  Studies on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N 3  Pan Wei, 

Chen Shaofeng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3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 3 A Wang Yizhou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4  Contemporary Diplomacy of China N 3 A Jia Qingguo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5  First foreign language  N 4 A  For I.P. 

6  Survey of China     For F. S. 

7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 3 S Meiran, Lian 

Yuru,  Zhang 

Xiaoming  

For I.P. 

8  Theor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 3 S Pan Wei For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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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apan Study C 3 S Liang Yunxiang 

Gui Yongtao 

For I.P. 

10  Nation and Nationalism C 3 A Wang Lian For I.P. 

11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C 3 S Wang Lian For I.P. 

12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 3 A Zhang Haibin For I.P. 

13  Environment,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 3 S Zhang Haibin For I.P. 

14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C 3 S Liang Yunxiang , 

Yu Tiejun 

For I.P. 

15  Latin America Studies C 3 A Guo Jie For I.P. 

16  Theoretical Issues in Afro-Asian 

Studies 

C 3 A Liu Haifang For I.P. 

17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 3 A Wei Min For I.P. 

18  Central Asian Studies C 3 A Wu Qiang For I.P. 

19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d  

Crisis Management 

C 3 A Chu Xiaobo For I.P. 

20  Africa in Perspectives: Politics,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 3 S  Liu Haifang For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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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tudies on Post-War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 3 S Li Hanmei For I.P. 

22  Globalization and East Asia C 3 S Wei Min For I.P. 

23  Studies on African Nationalism C 3 A Xu Liang For I.P. 

24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 Asia C 3 A Han Hua For I.P. 

25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 3 A Zhai Kun  

  *. N—necessary; C—chosen   **. S—Spring semester; A—Autumn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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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研能力与水平及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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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要求: 

1.较扎实的国际政治理论基础，熟练掌握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有独立从事科学

研究的能力。 
2.能熟练运用一门外语从事科学研究和进行学术交流。 
3.在读期间力争能发表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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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一篇规范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文有明确的研究问题，较完整合理的结构，

有充实准确的资料，有深入严密的分析，有新鲜独到的见解，有流利通畅的文字。

字数一般在 2 万字以上。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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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基础知识。 

2.外语基础较好，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较熟练的口语能力。 

3.善于观察和分析问题，有较好的写作能力。 

入学考试科目设置与录取方式： 

考试科目：外语 

公共政治 

政治学概论 

战后国际关系和新中国外交 

录取方式：差额复试、择优录取 

考试方式：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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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说明： 

无 

 

本学科（二级学科）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院（系、所、中心）意见： 

                             

负责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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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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