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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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港澳与世界事

务 

研究内容：台港澳政治经济问题；海峡两岸关系；

台湾问题的国际背景；台湾政治与政党；“一国

两制”与统一模式。 

主要特色与意义：台港澳问题是我国的内政,但

其产生有特殊的国际背景，与世界事务紧密相

连。故将其放之于国际背景下进行研究与教学很

有必要，体现了国际关系学院的特色。可帮助研

究生从世界事务与全球化的背景掌握中国国家

统一问题的来龙去脉，有助于从国际视角研究台

港澳问题，重视理论与现实结合、政策与现实的

互动。 

李义虎（博导）

张植荣（博导）

印红标（博导） 

 2 中国现代政治 研究内容：中国政治制度与思想的历史演变，中

共党史与党建，中共对外政策，当代中国民族与

边疆问题，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 

主要特色与意义：从国际关系与国际共运的广阔

视角，从内政外交结合的方面进行研究，深入总

结现代中国政治的得失，为我国当前的民主政治

建设，提供历史的或国际的参考。 

张植荣（博导）

印红标（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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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涉外性专业，培养在本专业方面掌握坚实的中国政治与国

际关系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本学科的科学研究和从事实际工作能力的复合

型专门人才。要求硕士生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良好的外语阅读与翻译能力。本专业硕士

生毕业后，在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以及中共党史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单位或高校，在台港澳相

关的政治职能部门以及政府政策研究单位具有广阔的就业前景。 

学习年限： 2 年 

 

应修学分共：31 学分 

 其中 必修：22 学分 

      选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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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学分 

其中必修：   24 学分 

    选修：   9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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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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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潘维（教授） 

陈绍峰（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 

3 02415901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专题

研究 

必修 3 1 杨朝晖（讲师） 本专业 

4 02419610 “一国两制”与统一模式 必修 2 2 李义虎（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 

5 02416021 中共党史与党建专题研究 必修 3 1 印红标（教授） 本专业 

6 02413032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专题研究 必修 3 2 杨朝晖(讲师) 本专业及其他 

7 02413202 台海两岸关系专题研究 必修 3 2 张植荣（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 

8  第一外国语 必修 4 1 研究生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中国学生）；

留学生一外是汉语 

9 6141000

8 

中国概况 必修 2 1 研究生院 全校留学生、港澳台生公共必

修课 

10 02413050 台湾政治经济专题研究 选修 3 1 李义虎（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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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02415551 中国边疆与民族专题研究 选修 2 1 张植荣（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 

12 02415562 港澳政治经济专题研究 选修 2 1 印红标（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 

13 02413181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专题研究 选修 2 2 印红标（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Programme of Master Student Courses 

       Discipline(一级学科)：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peciality(二级学科)：CCP’s History 

N0

. 

 

Serial No. The Title of Courses TheTypeofcourses* Cred

it 

Semestre*

* 

Teacherand 

his/her Title 

Speciality Suitable for 

1  

Studies on Political Theories N 3 A、S Xu Zhezhou, Tang 

Shiqi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2  

Studies on Social Science Methology N 3 A、S Pan Wei 

Chen Shaofeng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3  

Studies on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Deng Xiaoping Theory 

R 3 A Yang Zhaohui  

4  

“ One Country Two System ”  and 

Unification Model  

R 2 S Li Yihu  

5  

CCP’s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R 3 A Yin Hongbiao  

6  

Study on The Politics and Economy of 

Contemporary China 

R 3 S Yang Zhaohui  



7  

History of the Cross Taiwan Strait 

Relations 

R 3 S Zhang Zhirong  

8  English R 4 A   

9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aiwan S 3 A Li Yihu  

1

0  

Chinese Borderland and Its National 

Minorities 

S 2 A Zhang Zhirong  

1

1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Hong Kong and 

Macao 

S 2 S Yin Hongbiao  

1

2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20
th
 Century 

S 2 A Yin Hongbiao  

1

3  Studies on China 

R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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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科研能力和学位论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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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 年学习期间，应当参与教研室或导师的科学研究工作，见习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

理论与方法，并为学位论文的写作积累经验。对本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与水平的基本

要求如下： 

1.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达到合格； 

2.适当参与导师或其他学术专家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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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是综合检验科研与学习的重要手段，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认真完成。

一般在第三学期期中确定论文选题，而在第四学期集中精力完成。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如下： 

1.选题独特：是本专业前沿性课题，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2.资料全面：须包含本论文所涉及的中外文以及两岸三地的相关文献； 

3.方法独到：须选定与本论文相当的研究方法，鼓励研究方法的创新； 

4.质量要求：在相关方面有独创性或独到的见解，达到在核心刊物发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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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扎实掌握了中国政治与中共党史的基本知识； 

2.对台港澳问题与祖国统一问题有基本了解； 

3.对当代中国外交和战后国际关系有基本了解； 

4.通过大学英语 4 级以上考试或其他语种的相关考试。 

 

入学考试科目设置与录取方式： 

1.外语、政治 

2.政治学概论 

3.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录取方式：闭卷考试、差额复试、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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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