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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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

教师 
   

1 国际政治经

济学理论研

究 

该研究方向主要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以

及最新动态进行研究，包括相互依存理论、霸权稳定

理论、国家主义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国

际机制与国际制度、全球治理与国际谈判 

 

王正

毅 

董昭

华 

 

2 国际机制和

国际制度研

究 

该研究方向主要围绕着国际体系中促使国家之间

在经济问题中进行政治合作的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进

行研究，包括贸易领域、货币领域、投资领域、能源

领域、气候领域、环境领域、发展领域等。 

 

王正

毅 

王勇 

查道

炯 

朱文

莉 

庞珣 

3 地区合作的

政治机制研

究 

该研究方向主要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区域

化及地区一体化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亚洲、欧洲和美

洲的区域化进行比较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运用I

PE的不同视角解释区域一体化的动因，不同区域一体

化的特点及其比较，巨型FTA及其对中国及全球多边

贸易体制的影响；区域安全与经济合作的相互影响；

以及中、美、日、韩、东盟等的区域化战略分析。 

 

丁斗 

陈绍

锋 

4 中国对外经 该研究方向主要对中国的崛起对国际体系以及地 查道



                                                     

济关系研究 区合作的影响进行研究，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中

国经济崛起的国内政治基础、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合

作的影响（诸如地区领导权、东亚地区合作制度）、

中国崛起对国际体系以及美国霸权的影响，以及中国

的对外援助、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政策 

 

炯 

丁斗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本表可不填政治标准）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

的专业知识，具有从事本学科教学与研究能力的高级人才，以及在跨国机构、

国际组织和对外关系部门从事实际工作能力的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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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其中必修学分： 13    
选修学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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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院内博士生专业课中选修一门课程替代，选  
若硕士生阶段已在本院修过《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该课程不能被替代，学生在博士生阶段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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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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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潘维（教授） 

钱雪梅（副教授） 
节大磊（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 
 

2 02419623 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 必修 3 2 潘维（教授） 
陈绍锋（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 
 

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必修 2 1 研究生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大陆学生） 
4 02401800 中国政治与外交 

（替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 

必修 2 1 国关学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全院留学生

、港澳台生） 

5  第一外国语 必修 2 1或2 研究生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留学生一外

是汉语 
6  第二外国语 选修 2 1 研究生院 全校选修课 
7 02409620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

究 
必修 3 1 王正毅（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8 02409630 比较政治经济研究 选修 3 1 朱文莉（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9 02419622 能源的政治经济学 选修 3 1 査道炯（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0 02409625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研究 选修 3 1 丁斗（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1 02409627 区域一体化的政治经济

学 
选修 3 1（23-24

学年调整到

春季学期） 

陈绍锋（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 正常的学期课程按17周计算“承担学时”数。 



                                                     

12 02410102 发展与转型的政治经济

研究 
选修 3 2 王正毅（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3 02410222 国家竞争力研究  选修 3 2 朱文莉（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4 02419661 美国政治经济研究 选修 3 2 朱文莉（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5 02409626 全球性议题研究 选修 3 2 查道炯（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6 02409628 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研

究 
选修 3 1 王勇（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7 02410070 国际货币体系研究 选修 3 2 丁斗（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8 02409636 国际关系实证分析 选修 3 2 庞珣（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9 02409629 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 选修 3 2 董昭华（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Program of Ph. D Student Courses 

       Discipline(一级学科)： Political Science                  Specialty(二级学科):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0. 

 

Serial No. The Title of Courses The Type of 
courses* 

Credit Semester
** 

Teacher and his/her 
Title 

Specialty 
Suitable for 

1  Studies on Theories of Politics R 3 A、S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2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R 3 A、S Pan Wei(Professor)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3  Marxism in China and the 
Present Time 

R 2 A  Mainland 
Students only 

4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the 

Chinese 

R 3 A  Non-mainlan
d Students 

only 
5  The  First  Foreign  Language R 4 A、S    
6  The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S 3 A   
7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 3 A Wang Zhengyi 

/professor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8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S 3 A Zhu Wenli 
/professor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9  Political Economy of Energy S 3 A Zha Daojiong 
/professor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10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S 3 A Ding Dou 
/professor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11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S 3 A Chen Shaofeng/ 
associate professor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12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S 3 S Wang Zhengyi 
/professor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13  Studies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S 3 S Zhu Wenli 
/professor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14  Studies on American Economy 
and Politics 
 

S 3 S Zhu Wenli 
/professor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15  Global Issues S 3 S Zha Daojiong 
/professor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16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 3 S Ding Dou 
/professor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17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 3 S Wang Yong 
/professor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18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S 3 S Dong Zhaohua/ 
associate professor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19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 3 S PANG 
Xun/Professor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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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学分：3  
课程名称：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英文名称：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教学方式：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考试方式： 论文 
内容提要： 

该课程主要讨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以及最新动态，包括相互依存

理论、霸权稳定理论、国家主义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国际机制与

国际制度、全球治理与国际谈判 

 
 
 
 
 
 
 
 
 
 
 
教材：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John Ravenhill(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Jeffry A. Frieden, David A.Lake & Kenneth A. Schultz, 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and Institutions，W.W. Norton and Company, 2010 
 
参考书：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相关各期)；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相关各期)；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earbook(各年)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1   周学时/总学时：54    学分：3  
课程名称：比较政治经济研究 
英文名称：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教学方式：讲授和讨论相结合         考试方式：课堂发言、期末论文 
内容提要： 
 

课程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和讨论具有国际意义的政治经济现象。理

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并重，揭示各国经济制度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从当前

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入手，分析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相关决策提供

参考和帮助。 

 
 
 
教材： 

Peter Hall, 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Cambridge: Policy Press Ltd., 1986.  

弗兰克·道宾，《打造产业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参考书： 

Amartya Kumar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约翰·齐斯曼，《政府、市场与增长：金融体系与产业变迁的政治》，吉林出版

集团，2009年。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程极明，《大国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版。 

麦卡锡、普尔与罗森塔尔，《政治泡沫》，华夏出版社，2014年。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2   周学时/总学时：54    学分：3  
课程名称： 能源的政治经济学 
英文名称：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ergy  
教学方式： 讲授和讨论相结合        考试方式： 期中、期末论文 
内容提要： 

在国际问题和中外关系这两大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议题中，能源、矿产、粮

食等大宗商品经常性地受到广泛性关注，但同时又特别容易变成“显学”话题。这是

因为每一个话题都涉及相当复杂的实体和利益链条，呈现在普罗大众面前的信息，

在空间和时间跨度上难有交集，不具有教科书意义上的条理性或者系统性。从“是
什么”开始，此类话题的描述和叙说就受到脆片化的利益驱使。随后的“为什么”、“
怎么办”就更纷呈复杂。 

与此同时，知识建构和实务操作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本课程设置的基础性

逻辑是为学生朝着知识和实务两个大的方向，练习自主建构（定题、思辨、表述、

沟通）一个小课题的平台。换而言之，本课程的基本目的不是教员能源问题所涉及

的而让学生们消化，而是敦促学生找到一些自己认为值得关注的话题，并将之拿到

课堂，与其他学生一起讨论各自在不同阶段的学习心得。在这个过程中，教员与学

生都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心得。 
需要说明的是，“能源”和更广泛的“资源”领域话题是引入这种练习过程的切入

点，而不是课程内容的全部。认真参与的学生有望在跟踪全球事务、思考相关话题

的国内外关联的技能方面得到充实和提高。 
在此基础上， 课程为学生完成学业后参与跨国和国际事务做准备。 

教材：   
格奥尔基编著，《能源安全 
全球和区域性问题、理论展望及关键能源基础设施》，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5年。  
(美) 罗伯特·格雷斯著， 冷鹏华等译，《世界石油工业综述》，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2年。 
朱彤, 《国家能源转型 德、美实践与中国选择》，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傅成玉主编，《当代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 年。  
焦立人主编，《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 
参考书： 
郑兴扬, 张彤， 《国际石油贸易实用攻略》， 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年。 



                                                     

戴维 
G.维克托等，《天然气地缘政治：从1970到2040》，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年。 
王威，《国际航运发展之‘鹿特丹规则’中海运履约方法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

社，2013年。 
鲁刚，《全球能源治理 
理论、趋势与中国路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刘建平，《通向更高的文明 水电资源开发多维透视》，人民出版社，2008年。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1    周学时/总学时：54    学分：3  
课程名称：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研究 
英文名称：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教学方式： 讲授与讨论结合        考试方式：读书报告、课堂发言、期末论文 
内容提要： 

中国的经济成就取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而本课程的目的就是帮助修课学生

理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它包括中国对外贸易、中国

引进外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汇率和国际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经贸关

系等诸多问题。本课程旨在培养修课学生理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逻辑能力和分析框

架，并有助于他们判断和预测中国对外开放的未来进程。 

主要教学内容：1、中国对外贸易与比较优势理论；2、中国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

增长的关系；3、中国引进外资；4、中国引进外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5、中美贸易投

资关系；6、中日贸易投资关系；7、中国-欧盟贸易投资关系；8、中国的自由贸易区

问题；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0、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国际化；11、中国经济的国际

影响力。 

教学要求：课程采用讲授和讨论结合的方式。考试方式：读书报告+课堂发言（40%）

、期末论文（60%）。 

教材： 
1.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John Saee，Routledge studies 

in the growth economies of Asia，2011. 

2.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by Arvind Subramania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参考书： 
1. 莫迪凯·克赖宁:《国际经济学：政策视角》（第10版），丁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2.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National Champions,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Big 
Business Revolution, by Pete Nolan, Palgrave Press, 2001. 

3. The evolving role of China in the global economy，edited by Yin-Wong Cheung and 
Jakob de Haan，Cambridge: MIT Press, 2013. 

3. China, compet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Tseng, Wanda，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3.  

4.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 Lardy,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6.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Huang 
Yasheng,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7. 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OECD、中国商务部等组织的网站。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1     周学时/总学时：54    学分：3  
课程名称：区域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 
英文名称：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教学方式：讲授+讨论         考试方式： 读书报告、课堂发言、期末论文 
内容提要： 

该课程主要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地区一体化，特别是对亚洲、欧洲

和北美的区域化，进行比较研究。课程主要集中在如何运用IPE的不同视角解释

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行动逻辑，促进或阻碍地区合作的政治机制的形成与功能的

比较，不同一体化组织的特点及其比较。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地区主义的理

论（动因）、历史与演进；新旧地区主义的区别；区域化与国际政治、地区政

治制度建设和国内政治经济的互动；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巨型FTA及其对中

国及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区域安全与经济合作的相互影响；亚欧美三大

洲区域一体化的特点、联系和区别；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东盟等的区域

化战略等。 
教材： 

Edward D.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王正毅、[美]迈尔斯•卡勒、[日]高木诚一郎 

主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7年。 
参考书： 
Edward D. Mansfield, Helen V. Milner and Jon C. Pevehouse, "Democracy, Veto 



                                                     

Players and the Depth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World Economy, 2008, pp. 
67-96. 
Walter Mattli,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eter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Helen V. Milner, “Industries, Governments, and the Creation of Regional Trade 
blocs,”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77-106. 
Satoshi Amako, Shunji Matsuoka, and Kenji Horiuchi, eds.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Tokyo, JPN: UNUP, 2013. 

Avery Goldstein and Edward D. Mansfield （eds.）, The Nexus of Economics,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2   周学时/总学时：54    学分：3  
课程名称：发展与转型的政治经济研究 
英文名称：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教学方式：课堂讨论                    考试方式： 论文考察 
内容提要： 

本课程从利益与制度、国内和国际的关联性角度，对中国的发展和转型的

成功经验进行总结。课程主要包括五讲： 
第一讲：发展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制度创新与全球化。主要

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进行回顾和分析，以期建立一个新的政

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第二讲：政治结构、利益调整与制度创新。主要对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

以来所进行的制度创新进行总结和分析。 
第三讲：所有权结构、经济增长与国际市场。主要对中国如何通过激励机

制的创新以及长夜政策的制定推动经济增长。 
第四讲：城市化、国际化与收入分配。主要对中国国内出现的收入分配差

距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第五讲：新时代的中国：引领地区合作与经济全球化。主要对中国如何融

入、参与以及引领地区合作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观念和手段进行探讨和分析。 
 

教材：   

David Zweig,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 Domestic Interests and Global 

Linkag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 

 
参考书： 
罗伯特·基欧汉 海伦米尔纳，《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姜鹏 
董素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约翰·思文 
罗思高：《发展转型之路：中国与东欧的不同历程》，田士超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8年。 
巴里 ·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林重庚 迈克尔 



                                                     

斯宾塞，《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与转型》，中信出版社2011年。 
罗纳德 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2年 
林尚立著：《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

。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2   周学时/总学时：54    学分：3  
课程名称：国家竞争力研究 
英文名称：Study on Competitiveness 
教学方式：讲授和讨论相结合         考试方式：课堂发言、期末论文 
内容提要： 

课程使用竞争力理论模型，分析和讨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产业竞争力如何

塑造其国家竞争力。从各国经济的宏观与微观表现入手，讨论其背后的政府与

政策作用，为理解和评判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及未来走向提供参考和帮助。 
 

教材：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书： 
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 
分析产业和竞争者的技巧》，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约翰·齐斯曼，《政府、市场与增长：金融体系与产业变迁的政治》，吉林出版

集团，2009年。 
弗兰克·道宾，《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8年。 

凯瑟琳·西伦，《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

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Scott Galloway, The Four: the hidden DNA of Amazon, Apple, Facebook and Google, 
Penguin, 2017. 
米什莱恩·梅纳德，《底特律的没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格雷戈里·祖克曼，《页岩革命》，人大出版社，2014年版。 



                                                     

Ruchir Sharma,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forces of change in the post-crisis world, 
W.W. Norton & Company, 2016.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2   周学时/总学时：54    学分：3  
课程名称：美国政治经济研究 
英文名称：Study on US Politics and Economy 
教学方式：讲授和讨论相结合         考试方式：课堂发言、期末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程以美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与问题为研究对象，采用比较政治经济分析方

法，讨论美国政治与世界政治、美国经济与社会力量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美

国对外政策（包括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形成等具体领域的课题。 
 
教材： 

Seymour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W. W. Norton, 

1996.  

Charles W. Kegley & Eugene R. Wittkop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New York, 1982. 

参考书： 

查尔斯·比尔德与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商务印书馆，2010年

版。 

斯坦利·恩格尔曼与罗伯特·高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第三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资中筠，《20世纪的美国》，三联书店，2007年版。 

John B. Judis, The Populist Explosion,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2016. 



                                                     

弗朗西斯·福山，《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罗伯特·赖克，《超级资本主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 

约翰·齐斯曼，《政府、市场与增长：金融体系与产业变迁的政治》，吉林

出版集团，2009年。 

麦卡锡、普尔与罗森塔尔，《政治泡沫》，华夏出版社，2014年。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2   周学时/总学时：54    学分：3  
课程名称： 全球性议题研究 
英文名称： Global Issues 
教学方式： 讲授和讨论相结合        考试方式： 期中、期末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程引导学生以议题为导向熟悉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长期性的国际事务

，特别是其中的中外关联。通过学习几大可预见性地反复发生的话题，特别是

为应对这些议题而设立的国际机制的应对努力过程，培养学生跟踪全球事务、

思考相关话题的国内外关联的知识基础和分析能力。 
这些全球性议题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那些恒久性议题, 

包括贫困、人口、粮食、能源、环境、技术、维和等。而是那些因当下国际政

治情势变化而更不确定的议题，例如，海洋、极地事务、互联网治理等。 
课程将要求学生从历史、行业发展、技术路径演变等视角，弥补传统国际

关系研究集中在国家为分析单位的不足，丰富学生对国际事务的复杂性认识。 
在此基础上， 课程为学生完成学业后参与跨国和国际事务做准备。 

教材：   
约翰.塞兹， 《全球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马西姆·利维巴茨， 《繁衍:世界人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施锦芳，《国际社会的贫困理论与减贫战略研究》，财经问题研究 ,2010年. 
余莹， 
《西方粮食战略与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 
参考书： 
郑兴扬, 张彤， 《国际石油贸易实用攻略》， 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年。 
戴维 
G.维克托等，《天然气地缘政治：从1970到2040》，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年
。 
王红漫， 《全球健康国际卫生攻略》，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0年。 
张群卉，《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 
李明欢， 《国际移民政策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 
荆长岭，《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刑事警务合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
4年。 
杜农一，《新中国军事外交与国际维和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15年。 



                                                     

陈小洪等，《中国互联网安全产业发展研究: 
战略和基本问题讨论》，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  
高之国、贾宇， 《海洋法前沿问题研究》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4年。 
季国兴，《中国的海洋安全和海域管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2   周学时/总学时：54    学分：3  
课程名称： 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研究 
英文名称：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教学方式：讲授与讨论结合         考试方式： 读书报告、课堂发言、期末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程旨在帮助修课学生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领域——国

际贸易政治的基本历史、基本理论以及相关基本问题，培养分析国际贸易政治

问题的基本能力，教学重点包括介绍、讨论国别、地区贸易政策与全球贸易体

制形成、发展的动力、过程、规律与运作规则，重点讨论国家、市场、社会（

利益集团）不同维度角色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关联互动中的作用，及其在制订

对外经贸政策过程的影响。 
主要教学内容：第一讲 导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第二讲 

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贸易政治的理论与方法；第三讲 
地区贸易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 第四讲美国贸易政治研究；第五讲 
多边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第六讲 
公民社会运动与全球贸易政治研究；第七讲 中国贸易政治研究。 
教学要求：课程采用讲授和讨论结合的方式。考试方式包括读书报告(2篇)+课
堂发言（3次）（50%）、期末论文（50%）。 
教材： 
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年。 
I．M．戴斯勒（Destler）：《美国贸易政治》，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年。 
参考书：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海闻等译,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C·弗雷德·伯格斯坦：《美国与世界经济：未来十年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经

济科学出版社, 2005年。 
王 勇：《中美经贸关系》，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 
Charan Devereaux, Robert Z. Lawrence and Michael D. Watkins. Case Studies in US 



                                                     

Trade Negotiation: Making the Rules, Vol. 1,Peterson Institute Press,  Sept. 2006. 
Charan Devereaux, Robert Z. Lawrence and Michael D. Watkins. ,Case Studies in US 
Trade Negotiation: Resolving Disputes, Vol. 2, Peterson Institute, Sept. 2006.  
罗伯特 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5年。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杂志论文。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2    周学时/总学时：54    学分：3  
课程名称： 国际货币体系研究 
英文名称：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tudies 
教学方式： 讲授与讨论结合        考试方式：读书报告、课堂发言、期末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程旨在培养修课学生理解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变、主要特征、美元

化、以及它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刻影响，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理

解国际货币问题。 
主要教学内容：1、全球经济失衡；2、美元本位制；3、复兴的布雷顿森林

体系；4、美元化；5、货币国际化与政治问题；6、国际金融组织的政治经济学

问题；7、货币制度的政治经济学问题；8、汇率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问题；9、货

币危机的政治经济学问题；10、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教学要求：课程采用讲授和讨论结合的方式。考试方式：读书报告+课堂发

言（30%）、期末论文（70%）。 
教材： 
1. 
《资本全球化：一部国际货币体系史》（第2版），巴里·艾肯格林著，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4年版 
2. 
《货币政治：汇率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杰弗里·费里登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年版 
参考书： 
1、《货币银行学》，易纲、吴有昌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货币地理学》，（美）本杰明·科恩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美）保罗·沃尔克，

（日）行天丰雄著，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 
4、《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金德尔伯格(C.P.Kindlebeger)著, 
宋承先、洪文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5、《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国际金融秩序：亚洲·利率·美元》Michael 
Dooley等著，徐涛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版 
6、《全球失衡与布雷顿森林的教训》，巴里·艾肯格林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
013年版 
7、《金色的羁绊：黄金本位与大萧条》，巴里·艾肯格林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 
8、《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杰克·布尔曼等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
年版  



                                                     

9、《美元本位下的汇率 东亚高储蓄两难》 (美) 
罗纳德·I.麦金农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 
10、《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徐瑾著，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 
11、《The Ascent of Money：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Niall Ferguson, 
The Penguin Press HC. ISBN 978-1-59420-192-9, 2008 
12. 国际货币基金、中国人民银行等组织的网站。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Standard_Book_Numb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pecial:BookSources/978-1-59420-192-9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2    周学时/总学时：54    学分：3  
课程名称：国际关系实证分析 
英文名称：Empir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教学方式：讲授与讨论结合        考试方式：课堂参与、期末浮现报告 
内容提要： 

    本课程是为国际关系学专业博士生及硕士生开设的以研究导向型，以专业期

刊论文为研究案例，通过对其精细阅读、翔实解析、实用复盘来学习和练习以专

业视野、思维和程序来进行研究选题、研究设计和研究开展。本课程选择的论文

在议题涵盖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在研究类型上注重多样性和实用

性、在方法涉猎上包含思辨和逻辑与定性和定量。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在实际研

究中寻找和提炼研究问题并紧紧围绕研究问题进行理论思考、研究设计和方法选

择。 

 

本课程的课堂教学主要由教师讲授和领导讨论，学生在课前完成阅读相应论

文并带着感受和疑问参与到课堂讨论中来。教师的讲授主要在于帮助学生对研究

的系统性和难点进行理解，而不是对论文进行介绍。学生需和教师一起积极对每

周的阅读论文进行“研究复盘”，即将自己带入论文作者的角色来复现研究的设

计和展开。本课程采取广义的“复现”而并非局限于对定量研究的数据和模型进

行“重跑”，而是试图复盘研究从选题到完成的整个思维过程和重要行为过程，

因此“复现”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研究。本课程不要求学生具有定量分析和编程的

基础，但将在课堂上根据阅读论文的理解需求讲授相应的定量分析方法以便读懂

论文、并提供课外 R语言编程的培训服务以便复现相应的研究。 

教材： 
今井耕介（Kosuke Imai）《量化社会科学导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 

参考书（阅读材料）： 

1. Simmons, B., 、 Goemans, H. (2021). “Built on Borders: Tensions with the 
Institution Liberalism (Thought It) Left Behi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5(2), 387- 410. doi:10.1017/S0020818320000600  

2. Tanja A. Boerzel and Michael Zuern (2021), “Contestations of the Liberal 
Inter- national Order: From Liberal Multilateralism to Postnational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5, pp. 282-305  

3. David Lake. Escape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Authority and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1):226-54, 2007  
4. Janice Bially Mattern and Ay ̧se Zarakol，”Hierarchie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 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ume 70 , Issue 3 , Summer 2016 , pp. 
623-654  

5.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rom Concept to Measure,” in Liesbet Hooghe, 
Gary Marks, Tobias Lenz, Jeanine Bezuijen, Besir Ceka, and Svet 
Derderyan ed.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Governance, Volume III, Published to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2017  

6. Brandon J Kinne,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Security Net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ume 72 , Issue 
4 , Fall 2018 , pp. 799-837DOI: 
https://doi.org/10.1017/S0020818318000218  

7. Joshua D. Kertzer, Marcus Holmes, Brad L. LeVeck, Carly Wayne, “Hawkish 
Biases and Group Decision Mak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6, 
No.3, 2022, pp. 513-548  

8.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2019):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1): 42–79.  

9. Garrett, Geoffrey Smith, James McCall, The Politics of WTO Dispute 
Settle-ment, UCL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2002  

10. Hyeonho Hahm, Thomas Ko ̈nig, Moritz Osnabru ̈gge and Elena Frech, 
“Who Settles Disputes? Treaty Design and Trade Attitudes Toward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ume 73 , Issue 4 , Fall 2019 , pp. 881-900  

11. “国际金融的‘赫希曼效应’”，《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  
12. Bentley B. Allan, “Producing the Climate: States, Scientists, and the Consti- 

tu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Objec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ume 
71, Issue 1, Winter 2017, pp. 131- 162  

13. James R. Hollyer, Xun Pang, B. Peter Rosendorff, and James Raymond 
Vree- land, “D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romote Transparency,” 
Working Paper, 2022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2    周学时/总学时：54    学分：3  
课程名称：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 
英文名称：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教学方式：讲授与讨论结合        考试方式：读书报告、课堂发言、期末论文 
内容提要： 

课程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最新进展的全球化进程

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了解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最新的研究议题，并

在此基础上探讨博士论文选题的可能路径。课程研讨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第

一个层面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动力；第二个层面是国

家层面，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单一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第三个层面是区域

与全球层面，探讨全球化、地区及全球经济秩序以及各国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

关系。 
教材： 
1.  

[美]杰弗里·弗里登著，杨宇光等译：《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James H. Mittelman,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 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2000. 
参考书： 
1. 
[美]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姜鹏、董素华译：《全球化与国内政治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美]海伦·米尔纳著，曲博译：《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Helen V. Milner, Andrew Moravcsik eds., Power, Interdependence, and Nonstat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2009. 
4.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
998年版。 
5. 
[英]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著，高祖贵译：《世界经济霸权：1500-1900》，商务印



                                                     

书馆2003年版 
6.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

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2年版。 
7.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肖宏宇、耿协峰译：《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

非国家权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2%A8%C0%BC%C4%E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7%EB%B8%D6&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1%F5%D1%F4&order=sort_xtime_desc


五、前沿讲座课（含讨论班）的基本要求 

讲座课或讨论班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由相关教师组织，邀请国际学术界和国内学术界顶级专家就国际政治经济

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和成果进行讲座和交流，博士生在阅读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积

极参与讨论。 
 

讲课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讲课次数不少于总学时的三分之二，要求博士生在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的基

础上，完成一篇不少于8000字的学术论文。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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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 

 

[美]本杰明J. 

科恩，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

0年 

2 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and 

Institutions 

Jeffry A. Frieden, David A.Lake 
& Kenneth A. Schultz, W.W. 
Norton and Company, 2010 

3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John Ravenhill(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各期)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美国政治学会) 

5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各期） 

British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英国政治学会) 

6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earbook(各年)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国际问题研究联合

会)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七、综合考试的基本要求 

学科综合考试的要求：（时间、方式、内容、评分标准及考试委员会组成等 

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对博士生进行学科综合考试，由本专业3-5

名教师组成考试委员会，对博士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相关学科知识、学

科前沿知识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进行考核。考试方式包括口试和笔试，笔试部

分要求学生完成2篇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在此基础上由考试委员会对其进行口

试，考试委员会根据笔试（占百分之七十）和口试（百分之三十）的综合成绩

，决定是否继续培养。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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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博士生在学期间，在指导小组相关教师的指导下，在相关学术核心刊

物上公开发表2篇学术论文。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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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博士研究生严格按照北京大学对博士学位论文的相关要求，在选题方

面，或在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有所拓展和突破，或在应用研究方面有所创新

；在论文内容上，要求观点明确，资料丰富、论证合理、逻辑性强、学术规范

、行文流畅；在篇幅上，要求至少在10万字以上。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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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础知识方面，要求学生掌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并熟悉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同时对国际学术界关于国际政治

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有比较深入的把握；在能力方面，要求考生具备最

为基本的独立完成科学研究的能力；在外语方面，要求考生至少掌握一门外语

并能熟练应用。 

 
 
 
 
入学考试科目设置与录取方式： 

入学考试科目设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外语 

录取方式：对国家教育部指标内的名额，采用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笔试部分占录取总成绩的70%，面试由至少五位专家组成委员会，其成绩

占录取总成绩的30%；对国际学生和港澳台学生，由至少五位以上专家组成遴

选委员会，依据对申请材料的评估和面试成绩进行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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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