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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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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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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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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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民、初

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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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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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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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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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受到重视。要深入

认识非洲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必须关注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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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及变化提供全面视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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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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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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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年限：2 年 

应修学分： 

  

学生类别 总学分 必修学分 选修学分 

大陆学生 35 20 15 

港澳台生、留学生 34 1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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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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1000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必修 2 1或 2 研究生院 大陆学生必修 

61410006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必修 1 1或 2 研究生院 大陆学生必修，多选一即可 

61410007 自然辩证法概论 必修 1 1或 2 研究生院 

02419675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必修 1 2 国关学院 

2 61410008 中国概况(China) 必修 2 1 研究生院 港澳台生、留学生必修 

3 02419623 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

(Studies on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必修 3 2 陈绍锋（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 

4 02419625 政治学理论研究(Studies 

on Political Theories) 

必修 3 2 钱雪梅（教授） 

节大磊（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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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19607 国际政治学理论 必修 3 第一 吕晓宇助理教授 本院各专业 

                                           
1 正常的学期课程按 17 周计算“承担学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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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2410480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必修 3 第二 贾庆国教授 本院各专业 

8 02410280 比较政治理论 必修 3 第二 汪卫华副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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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2419572 日本问题研究 选修 3 第二 归泳涛副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11 02411680 民族与民族主义 选修 3 第一 王联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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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02414411 联合国与国际组织 选修 3 第一 张海滨教授或赖华

夏助理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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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02413022 东北亚问题研究 选修 3 第二 于铁军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16 02419540 拉美地区研究 选修 3 第一 郭洁副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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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02411460 东南亚地区研究 选修 3 第一 韦民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19 02419614 中亚地区研究 选修 3 第一 吴强副教授 适用国政专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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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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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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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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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02415972 全球化与东亚 选修 3 第二 韦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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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区域国别学视角下的东南

亚前沿跨学科研究 

选修 3 第二 翟崑教授 具体开课时间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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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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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