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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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安全与战略 研究对象是作为国际关系中核心问题的安全与战略问题。本

研究以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结合为基础，主要研讨安全概念

的内涵与演进、历史和现实中的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以及促进安全

的手段、途径以及战略设想等，尤其关注与中国相关的国际安全

与战略问题。 

王缉思教授、 

梅然副教授、 

于铁军副教授、 

王栋副教授 

2 美国与东亚 

 

主要研究美国在东亚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演变的历史，

将东亚作为国际体系一部分探讨美国与东亚关系；关注美国与东

亚的互动过程，既研究美国政策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冲击和影响，

也重视东亚各国对美国政策的反应。主要特色是强调文化和精神

层面对美国与东亚关系的考察，以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文化视角

的专门人才。 

袁明教授、 

王逸舟教授、 

张小明教授、 

罗艳华教授、 

范士明副教授、 

于铁军副教授、 

归泳涛副教授 

3 欧洲研究 

 

主要从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这两个政治学视角出发研究欧洲

联盟演变历史及其主要成员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的作用；涉

及欧盟的国际关系行为体问题及其两个维度。作为过程的维度，

关注二战以后欧洲一体化发展及其动力；作为状态的维度，探究

欧盟的性质、权力主体和权力分配。欧盟在 21世纪世界秩序建构

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和平发展需要欧盟作为战略伙伴；欧洲一

体化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中日关系发展、亚太地区整合等具有借鉴

意义。 

连玉如教授、 

梅然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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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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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严谨。 

2．掌握坚实宽广的国际关系学的基础理论和历史，同时具备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掌握一

定的相关学科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一定的第二外语能力。 

3．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科学研究的基本素养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具备独立从事开拓性科

学研究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并能独立开展涉外工作和外事调研。 

4．身体健康。 

 

基本学习年限：四年 

 

学分要求： 

总学分：22 

其中必修学分：16 

选修学分：6 

 

必修学分中，有一门课是由学生本人在导师指导下从本专业的选修课或其他专业的课程(包

括必修课)中选择一门作为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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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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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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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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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2 1 国关学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留学生、港澳

台生） 

5 614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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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公共选修课 

7 02401042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必修 3 1 王逸舟(教授)10、张小

明(教授)7、于铁军(副

教授)13、王缉思（教

授）3、袁明（教授）3、

王栋(副教授，主持)15  

是本专业的必修课，其他专业同

学也可选择该课作为必修课或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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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02409611 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 选修 3 2 于铁军 (副教授 ,主

持)31 

梅然(副教授)20 

也可被选择为本专业的必修课，

其他专业的同学也可选择为必

修或选修课 

9 02409618 国际政治经济学 选修 3 1 王正毅教授等 本专业 

10 02405772 地区与问题研究 选修 3 2 王缉思(教授)3、袁明

(教授)3、张海滨(教

授)3、查道炯(教授)3、

连玉如(教授)7、罗艳

华(教授)4.5、张小明

（教授）4.5、于铁军

(副教授)3、王栋(副教

授 )7、范士明 (副教

授)4.5、归泳涛(副教

授，主持)8.5 

也可被选择为本专业的必修课，

其他专业的同学也可选择为必

修或选修课 

11 02409634 理解世界政治 选修 3 2 王缉思 本专业硕博合上 

12  本院所有博士生都必须

在导师指导下选修一门

与论文相关的课程作为

必修课 

必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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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 of Ph. D Student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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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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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 Xu Zhenzhou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2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R 3 A、S Prof.Pan Wei, etc. All Majors of the 

School 

3  Marxism in China and the Present Time R 2 A   

4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the 

Chinese(for oversea students) 

R 3 A  IR 

5  The  First  Foreign  Language R 2 S   

6 

 

 The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S 2 A、S   

7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 3 A Prof.Zhang Xiaoming, 

Wang Yizhou, 

Wang Dong,etc. 

IR 

8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Studies 

S 3 S Prof.Mei Ran, 

Yu Tiejun 

IR 



                                                     

9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 3 S Prof.Wang Zhengyi 

etc. 

IR 

10  Regional Studies and Issue Areas  S 3 S Prof.Wang Jisi, 

Wang Yizhou, 

Yuan Ming, 

Lian Yuru, 

Luo Yanhua, 

Fan Shiming, etc. 

IR 

11  All PHD candidates should selected a 

course related to the doctorate thesis 

outside of his major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utor 

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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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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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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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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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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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方法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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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主要的方法论流

派、学习政治学研究的一般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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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tephen 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ology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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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   周学时/总学时： 3/54  学分：3  

课程名称：国际关系理论 

英文名称：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教学方式：  讲授与讨论                考试方式： 读书报告与学期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程为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之必修课程。本课程之教学目标有三：其一是深入理解和评估国际关系

领域中现有之各种主要理论；其二是根据经验事实，包括国际关系史、当前的国际政治现实及各国的对外政

策，对这些理论进行相应的验证；其三是探讨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相结合的问题。本课程为研讨课，要

求同学在大量阅读既有文献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讨论。同学在选修本课程之前，应该对国际关系中的既有概

念和理论有一定的了解。 

教材：   

本专业自编教材《国际关系理论读本》（IR Theory Reader ），1-4卷。 

参考书： 

1. 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的发展（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2. 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4.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论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5. 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汉斯·摩根索：《国际间政治》（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7. 爱德华·卡尔：《20 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8. 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大出版社 2007年版。 

9.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0.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1. 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13. 戈尔兹坦、基欧汉主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5 年。 

14.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5.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第五版，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16.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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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 3 

课程名称：地区与问题研究 

英文名称： Regional Studies and Issu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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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区域/国别与问题研究”是为博士生试图确定更加具体的研究领域而开设的讨论课。课程

要求学生在本科和硕士生阶段学习国际关系史并在博士生第一学期巩固国际关系理论和方

法以后，结合自己的兴趣，深化对于某一特定地区/国别（主要包括美国、欧盟与东亚）或

者问题领域（主要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安全等）的了解，寻求较为明确的问题意识，为

选择导师和论文题目作初步准备。本课程要求学生在不同的区域/国别和问题领域组合中，

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完成指定参考书阅读，参与听讲和讨论。 

 

 

教材：   

 

 

参考书：资中筠 ：《20世纪的美国》， 三联  2007年版。 

   陈乐民：《20 世纪的欧洲》， 三联  2007年版。 

   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 北大出版社 2006年版。 

   袁明：《跨世纪的挑战》， 北大出版社  2007 版。 

   （德）贝娅特·科勒—科赫 等著：《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顾俊礼等译、刘立群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 译） 世界知识  2003年版。 

   张小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3 年版。 

   连玉如： 《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王勇：《中美经贸关系》，市场出版社 2007年版。 

   朱锋：《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安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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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   周学时/总学时：3/54    学分： 3 

课程名称：国际政治经济学 

英文名称：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教学方式：                   考试方式：  

内容提要： 

本课程主要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对 20 世纪 70-80 年代国际学术界第一代学者提出的

五大理论和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第二代学者的分析范式和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总结；第二，对

影响国际体系的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发展与转型、能源和环境以及地区主义和

全球化的最新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第三，对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体系的意义进行分析。 

教材：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朱文莉：《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参考书： 

 Nikolaos Zahariadis(ed.),Contending Perspectiv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争论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影印版。 

Jeffrey Friden & David Lake(ed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国际政治经济学：审视全球权力

与财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影印版。 

王正毅：《亚洲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经济安全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7 年。 

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8年。 

王勇：《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7 年。 

查道炯：《中国石油安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5年。 

查道炯：Building a Neighborly Community: post -cold war China,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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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周学时/总学时： 56   学分： 3 

课程名称：中国政治与外交 

英文名称： China Politic and Diplomacy 

教学方式： 讲授与讨论              考试方式： 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程为外国留学博士研究生和台港澳博士研究生设置的专业必修课，内容是系统讲授中

国政治与中国外交涉及的基本理论和最基本知识，帮助留学生掌握中国政治与中国外交的基

本框架，以便为进一步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奠定基础。课程是以课堂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学生在课程学习期间必须完成两篇论文。 

教材： 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参考书： 

一、文献与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

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七、八卷，人

民出版社，1993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八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

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二、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一、二、三、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 



 

 

《江泽民文选》，第一、二、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二、外交思想专题研究 

国际战略基金会：《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 9 月版。韩景

云：《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李世华，张士清：《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孙云龙：《论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5年 5月。 

卫灵, 孙洁琬：《邓小平外交思想探究》，中央文献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 

滕藤：《邓小平理论与世纪之交的中国国际战略》，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版。 

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 12月。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三、著作 

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郭明：《中越关系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美)哈里·哈丁著，袁瑾等译：《脆弱的关系――1972 年以来的美国和中国》，香港：三联

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3 年版。 



 

 

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金正昆：《现代外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1935-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版。 

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曲星：《中国外交五十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田增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

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 年版，第 7以后各章。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大学

出版社，1995年版。 

沈志华主编：《中苏同盟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中下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徐焰：《第一次较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 

朱成虎：《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齐德学：《巨

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抗美援朝战争史》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二、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1999年版。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 年版。 

郑宇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稿》，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 

张蕴岭：《合作还是对抗：冷战后的中国、美国和日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版。 

四、论文集 

姜长滨：《从对峙走向缓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版。 

李丹慧：《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 

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倪孝铨：《美中苏三角关系》，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张蕴岭：《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赵宝煦：《跨世纪的中美关系》,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杨福昌：《跨世纪的中国外交》，“中国外交辉煌50年”研讨会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年版。 

袁明、（美）哈里·哈丁 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四、需阅读的主要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1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科院 

2 《美国研究》 中国社科院 

3 《欧洲研究》 中国社科院 

4 《当代亚太》 中国社科院 

5 《国际政治研究》 北京大学 

6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 

7 《现代国际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8 《国际政治科学》 清华大学 

9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S 

10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US 

1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US 

12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US 

13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K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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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中期考试是博士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主要是考察博士生是否具

有进一步从事博士生学习尤其是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能力。 

2. 考试大体安排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进行，某位同学的考试也可因正常理由(比如出国和

休学)而推后。 

3. 考试科目通常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史。在考试之前，由多位老师组成考试委员会，

由该委员会设计试题，通常为每个科目三道论述题，总共六道题，每题要求回答

3000-4000 字左右。考生在一天之内交出答卷。实行匿名阅卷制度，答卷上不许留有

任何个人信息，成绩评定分为四档：优秀、良好、合格、不及格。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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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 

2. 具备独立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3. 具有一定创新能力。 

4. 具有较好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 

5. 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以上的学术论文。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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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论文应该在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2. 博士论文的选题应具有较重要的学术意义或现实意义。 

3. 博士论文应该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4. 博士论文必须观点明确，清楚地提出问题与解答问题。 

5. 博士论文使用的材料丰富、可靠。 

6. 博士论文的写作符合学术规范。 

7. 博士论文的预答辩应在博士生正式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3—5 月前进行；由博士生向本专

业的导师、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及有关专家，全面报告学位论文进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果，

听取与会专家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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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以上论

文。 

8.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八、对新生学术能力的基本要求及入学考试科目设置 

 

 

1. 硕士研究生毕业（或同等学力），掌握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 

2. 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广泛的学术兴趣。 

3. 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 

4. 具有较好的外语能力，能够熟练地使用外文资料。 

5. 较好的中文表达能力。 

 

入学考试科目设置与录取方式： 

考试科目： 

1. 外语 

2. 国际关系理论 

3. 国际关系史 

录取方式： 

笔试+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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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