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关系学院

2022级攻读硕士学位培养方案(留学生）

一、适用学科专业

  中国政治（留学生）（学科门类：法学 一级学科：政治学 ）

二、学科专业研究方向

  政治学理论 中外政治制度 中国政治 比较政治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2年

四、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见附表）

  课程总学分设置不少于35学分。公共课不少于6学分,方法课不少于6学分,学科基础
课不少于6学分,专业课不少于11学分,选修课不少于6学分。

选修课备注：

  在本院所开设的选修课或在全校所开设的研究生课程范围内任选。

五、论文撰写

  



(本课程主要讲授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方法、技巧与汉语语法知识，引导学
生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树立批判性思维的意识，旨在进一步提升留学生研究生的
汉语写作水平与分析论证的能力，为今后的学位论文写作打好基础。)

社会调查与数据分析 2 学分 1 学期

(Social Investig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用定量和定性的社会调查方法，对大量案例和量化数据进行分析。)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 2 学分 1 学期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本课程是为研究生设计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目的是通过用理论和实例对政治科
学研究方法作系统全面地介绍，兼顾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3 学分 2 学期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是政治学基础理论课程。)
政治学博弈论 3 学分 1 学期

(Game Theory for Political Science)
 (该课程把现代博弈论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模
型、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当代政治理论与现实问题。)

历史政治学 3 学分 2 学期

(Historico-Politics)
 (历史的政治和政治的历史，一直是中国文明智慧的来源。就现代政治科学系科的西方
经验来说，“历史政治学”（Historico-Politics）曾在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社会科学

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立足于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开拓中国政治学

发展的新方向，是本课程的宗旨。)

学术规范和论文写作 1 学分 2 学期

(Academic Norm and Paper Writing)
 (通过系统的学位论文写作方法的讲解与训练，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教学目的。)
现代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3 学分 2 学期

(Modern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本课程讲授规范的、经验分析的与批判的现代政治理论研究范例与方法。)
政治分析 3 学分 1 学期

(Political Analysis)
 (识别并确认政治现象中的因果关系，实施有效的研究设计来回答相应的理论问题，本
课程是为研究生设计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课程。)

西方政治学说史研究 3 学分 1 学期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是研究西方政治学说发展历史的政治学基础课程。)
西方政府理论研究 3 学分 1 学期

(Theories on Western Governments)
 (研究政府建立的理论基础即政府起源问题，政府与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政
府权力结构问题。)

政治学经典原著选读 3 学分 1 学期



(Classical Readings of Political Science)
 (基于对经典的政治学原著的研读，了解并掌握政治学理论发展历史和前沿问题。)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3 学分 2 学期

(Government & 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China)
 (在掌握政治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下，对当代中国政治中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3 学分 1 学期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政治学基础课程。)

西方近代政治哲学 2 学分 1 学期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本课程主要是带领学生阅读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政治哲学的代表著作，课程每次将集
中研读某一位西方近代思想家。)

西方政治制度史专题研究 3 学分 1 学期

(Monographic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Systems)

 (本课程围绕“古希腊罗马城邦国家”、“中世纪封建国家和城市共和国”、“近代国
家”、“现代宪政制度的成长”等几个专题，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历史脉络展开讨论，以

建构比较政治研究的历史视野和知识基础。)

法治问题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The Studies of Rule of Law)
 (法治问题是政治学基本问题之一，介绍法治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对中国依法治国道
路的启示意义。)

民主政治与民粹主义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Democracy and Populism)
 (以民主政治为分析框架讨论大众政治的思想渊源——民粹主义。两个讨论视角为，一,
民粹主义究竟是什么？由于政治光谱的不稳定性，民粹主义的面目十分模糊。二,民主政

治与民粹主义有何关系? 现代民粹主义的存在必须依托于民主政治，但二者的关系却甚

为奇异。)

比较政治经济学 2 学分 1 学期

(Study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系统介绍与分析现代比较政治经济理论的最新研究文献与基本分析范式，培养学生从
比较的视角分析当代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能力)

比较政治学研究 3 学分 2 学期

(Comparative Politics)
 (用比较的方法系统地对政治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
比较地方政府 2 学分 1 学期

(Comparison of Local Government)
 (按国别研究各国地方政府和地方制度，对地方政府制度综合比较。)
政党学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Studies on Political Party)
 (讲述政治文明的基本理论、政治文明与政党制度的关系，分析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
执政党建设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Construction of the Ruling Party)



 (课程核心思想：主要研究执政党建设的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基本状况，当
前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等问题。)

基层治理 2 学分 2 学期

(Grassroots Governance)
 (以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为考察背景，以个案为对象，对基层社区的经济、政治与文
化，特别是对其当前的治理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与局限做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

台湾问题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Study on Taiwan Issue)
 (对台湾问题的由来、解决方法以及发展前景进行研究。)
发展政治学 3 学分 2 学期

(Development Politics)
 (政治学专业基础课。通过文献阅读、课堂讨论与论文撰写，熟悉比较政治学理论的主
要流派、理论观点与分析方法，了解与认识当代发展中国家社会政治变迁的历史与现状。)

分配正义理论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Research on 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本课程将系统介绍和深入讨论当代分配正义理论的不同原则。自罗尔斯的《正义论》
出版之后，分配正义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课题之一。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从不同的理

论进路发展出不同的分配正义原则。本课程将结合各派理论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分专题

介绍和分析。)

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 2 学分 2 学期

(Public Finance and Policy)
 (介绍和探讨了公共财政和公共政策的基本问题。包括市场与产权、集体利益、社会公
正、政治与再分配、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政策、税收与收费、政府规模等。)

中国政治经济分析 2 学分 2 学期

(Analysis of Chinese politics and economy)
 (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培养学生认
识中国当代政治经济问题的能力。)

中国政治学经典名著导读 2 学分 1 学期

(Introduction to Classics and Masterworks in Chinese Politics)
 (以中国政治学领域中的经典名著为主要学习对象，基本包括古典政治学传统中以儒家
为主体的经史著作与现代以来政治学方面的代表性名著，如《尚书》、《论语》、《史

记》、《读通鉴论》、《政治讲义》、《新民说》、《读经示要》等。)

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3 学分 2 学期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s)
 (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变化的政治学基础课程。)
中国政治制度史前沿 3 学分 2 学期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s)
 (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变化的政治学基础课程。)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3学分 1学期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ization)
中国概况类课程

（China Overview Study Course)

习近平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Studies on Xi Jinping Major Discourses on Education)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教育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就我国

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进行

了顶层设计、战略部署，提供了行动指南。课程通过对习近平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的系统

梳理、结合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难点与焦点，进行文本的深入解读与专题研讨，

促进和加深学生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背景、理论源泉、基本原则、

核心要旨、发展诉求、战略举措的学理认知与系统把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Studies on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本课程是全校研究生选修课，主要是帮助学生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增强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论 2 学分 1 学期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本课程通过八个章节引导学生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中国共产党100年 2 学分 1 学期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100 years)

 (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100年这门课程，增强认识把握历史规律和历史趋势的能力，明
其所趋，继往开来、坚定前行。)

社会主义500年 2 学分 1 学期

(500 Years of Socialism)
 (本课程以八个专题系统介绍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和文化自信。)

美国国会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U.S. Congressional Study)
 (本课程将基于比较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说相关理论，详细梳理美国国会政治的制度安
排、现实政治生态以及理论框架，引导学生进一步理解美国国会政治乃至美国政治的整

体图景与内在机理，培养学生充分理解并剖析美国对外决策特别是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国

内政治因素，同步提升学生在美国政治、比较政治以及公共决策等学科意义上的知识积

累与学术能力。)

环境政治学 2 学分 1 学期

(Environmental Politics)
 (学习与环境相关的政治理论、学说、价值和观念，介绍公共政策（国际、主权国家和
地方政府层面）的制定和执行是怎样影响环境治理，从实践的层面讲解环境政策是怎样

制定和执行。)

欧洲防务与安全 2 学分 2 学期

(European Defense and Security)
 (考察20世纪以来欧洲安全观念、安全形势和格局以及主要国家防务与安全政策的演
变，分析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外交与安全问题，了解当代欧洲的安全状况。)

当代美国政治中的争议议题 2 学分 1 学期

(Vital Issues in the Contemporary U.S. Politics)



 (本课程将梳理当前美国在政治、社会、外交等诸多领域的争议议题，提出分析当前美
国面对主要挑战的理论视角与政策框架，引导学生进一步理解美国政治乃至经济、社会、

外交现状与困境的整体图景与内在根源，培养学生充分理解并剖析美国对外决策特别是

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同步提升学生在美国政治、比较政治以

及公共决策等学科意义上的知识积累与学术能力。)

中国传统政治智慧 2 学分 2 学期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Wisdom)
 (萃取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粹，纵览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关于政治的理论与思想范式。)
“为人父母”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2 学分 2 学期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arenthood)
 (让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共同讨论为人父母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性
（institutionalized ）结构力量。从国家、政府、政党、阶级、族群、社区、家庭、

代际、性别、文化、市场与商业的多元视角来理解为人父母这一个人生命历程与体验。学

习与“为人父母”相关的政治理论、学说、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展示公共政策（家

庭、教育、儿童、医疗）的制定和执行是怎样影响为人父母的实践的。)

比较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重点研究中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尤其是中央与高度自治地方的权力关系，譬
如，加拿大联邦政府与魁北克省政府、英国中央政府与苏格兰、西班牙政府与加泰罗尼

亚政府、中国政府与港澳特别行政区政府等等。通过比较研究，汲取国外处理中央地方

关系的经验，为处理好中央与港澳的关系提供理论和制度资源。)

西方政治思想史 0 学分 1 学期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政治学原理 0 学分 1 学期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