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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院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一、学院简介 

国际关系学院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学与科研实力雄厚的学院之一，现有政治学系、国际政治学系、外交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系 3 个教学单位，设有

国际能源与环境研究中心、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国际移民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心、软实力与国家战略研究中心、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大数据国际

关系研究中心 6 个研究机构，已经形成了结构合理、布局整齐的教学和科研体系。学院拥有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设有政治学理论、

中外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全球治理、中共党史（党建）、科社与共运等八个硕士、博士研究生专业，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

深造机会。学院还设有政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学院现有教职工 45 人，拥有一支科研能力强、教学水平高、综合素质好的师资队伍。38 名专职教师中，包括教授 9 人，副教授 15 人，90%以上的

教师拥有博士学位。不少教师曾在海外留学或从事研究工作一年以上。其中，全球治理专业的师资在校内外范围内遴选，聘请外交部、中联部、国际组

织驻华机构、各国使馆专家授课。 

学院以国际化、复合型为办学特色，依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法学等领域的优势学科平台，致力于培养对国际和国内政

治、世界经济、跨文化交流皆有造诣的高端人才。 

学院现有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方向）、国际政治（公共外交方向）和政治学与行政学（政治经济管理通才实验班）等两个本科专业、三个专业方向，

毕业生就业形势良好，主要去向为出国深造、大型国企、外资企业、新闻媒体、党政机关。 

 

二、培养特色 

国际关系学院拥有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下有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政治、国际

关系、外交学、 全球治理、中共党史（含党的建设与党的学说）等八个二级学科。国际关系学院 2021 年招收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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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外交学五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国际化复合型高端人才的总体要求，坚持“精专业、厚基础”的原则，要求学生具备坚实的专业理

论功底，能够分析解读国内外各类相关问题，成为具备独立科研能力、政策规划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应用型高端人才。各专业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如下： 

政治学理论：系统了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以及国内外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发展和前沿问题，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国语，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和理论服务

于各级政府部门、教育和科研机构、新闻文化单位、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从事政策规划与分析、对策咨询、理论研究和行政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层

次复合型专门人才。 

中外政治制度：具备坚实的政治学理论基础和广博的各国政治制度、法律和经贸知识，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国语，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和理论服务于

各级政府部门、教育和科研机构、外事部门、大众媒体和高等院校，从事公共管理、政策规划、对策咨询、理论研究等方面事务的高层次复合型专门人

才。 

全球治理：培养具备扎实的国际关系知识基础和外语水平、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够熟练应用两门以上国际工作语言、具

有从事国际治理与合作的协调、组织和领导能力、能够从事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及我国政府和事业部门的国际合作工作的复合

型国际化专门实用人才，服务于我国参与国际治理的各种需要。报考全球治理专业的考生在考试前必须通过英语六级（或者满足下述三个条件之一：通

过英语专业四级，托福 100 分以上，雅思 6.5 分以上），复试时核查证明。在研究生毕业前，第二外语须达到中级以上水平，并有不少于 3 个月的在国

际组织、政府外事部门、海外机构、世界 500强外企实习或出国交流学习的经历。 

国际关系：在国际政治经济合作、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国际新闻与国际传播、跨文化交流、国际公共关系等研究方向上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熟练

掌握至少一门外国语，通晓国际规则和制度，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和理论为各级政府部门、各类企业、新闻媒体、涉外机构提供决策咨询、对策分析和战

略研究的高层次复合型专门人才。 

外交学：具备坚实的外交理论基础与广博的外交实务知识，在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经济外交与经济安全、公共外交与软实力建设等研究方向上有

扎实的理论基础，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国语，通晓外交规则和制度，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和理论从事外交、外事、外贸、外宣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工作的

高层次复合型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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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生目录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012国际关系学院 

030201  政治学理论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6（含推免生 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92 政治学 

④892 中外政治综合 

中外政治综合科目所含内容： 

比较政治制度、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中国

政治，各占三分之一 030202  中外政治制度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6（含推免生 2） 

0302Z1 全球治理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9（含推免生 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97 国际政治学 

④897 国际关系综合 

 

国际关系综合科目所含内容： 

政治学、外交学、国际关系史，各占三分之

一。 

 

 

030207  国际关系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9（含推免生 2） 

030208  外交学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5（含推免生 2） 

 

注:招生专业目录中所列各专业招生人数均为拟招生人数（括号内为拟接收推免生人数），此数据仅供参考。具体专业拟招生人数将根据教育部正式

下达的招生计划、社会需求、学科发展、生源状况、实际接收推免生人数（接收推免生工作结束后，我校将公布各专业实际接收推免生人数）等情况可

能有所调整，请考生知悉。下列备注中书目仅供参考，命题教师将根据考生通常应该掌握的知识点酌情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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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出版社、出版年份 作者 

792政治学 政治学基础（第四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王浦劬 等 

892 中外政治综合 

当代西方政治制度导论（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唐晓、王为、王春英 

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杨光斌 

797国际政治学 国际政治学概论（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陈岳 

897 国际关系综合 

政治学基础（第四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王浦劬 等 

外交学（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金正昆 

国际关系史（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刘德斌 

 

    五、复试大纲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