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外交学院

学校主管部门： 外交部

专业名称：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专业代码： 030204T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法学 政治学类

学位授予门类： 法学

修业年限： 四年

申请时间： 2020-07-16

专业负责人： 曲博

联系电话： 68323911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外交学院 学校代码 10040

学校主管部门 外交部 学校网址 www.cfau.edu.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北京北京北京市西城区
展览路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教育部直属院校 þ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o地方院校

þ公办 o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þ经济学 þ法学 o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o理学 o工学 o农学 o医学 o管理学 o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曾用名 国际关系学院

建校时间 1955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55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审核评估 通过时间 2014年11月

专任教师总数 220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128

现有本科专业数 10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368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349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95.4%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150字以内）

外交学院于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倡议下创建，直属外交部，是外交部与教
育部共建高校，致力于培养从事外交外事工作和涉外经济、法律事务的复
合型人才，被誉为“中国外交官摇篮”。学院现有5个本科教学单位和3个
教学科研单位，设有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17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2017年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2014年增设西班牙语本科专业；2019年增设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本科专业
。无停招和撤并本科专业情况

申报类型 新增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 030204T 专业名称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学位授予门类 法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政治学类 专业类代码 0302

门类 法学 门类代码 03

所在院系名称 国际关系研究所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外交学 开设年份 1996年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开设年份 2019年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际组织、新闻媒体、国际化企业等

人才需求情况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越来越广泛和
深入，我们不是国际事务的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
”。中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变得空前紧密，中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
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依靠、对中国的影响也不断加深。
在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基础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我国外交工作内涵和
外延不断扩展，形势和任务不断变化，对外交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需要培养“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
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三部
委在《双一流建设指导意见》中指出要“加强国际组织等相关急需学科专
业人才的培养”。因此，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深入推进，国家急需本学科的专业人才。
通过对相关用人单位调研，了解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国际
组织、新闻媒体、跨国企业等都需要具有国际视野、专业能力强、外语水
平高的对外工作人才。我们对外交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世界自然基金
会、世界经济论坛北京办公室等不同类型的用人单位做了调研。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深入推进，对外交外事干部队伍提出了更高要
求。中国现有外交官人数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中国面临的外交任务并不匹
配，在未来一段时间，将进一步扩大外交队伍。因为中国对国际事务参与
深度的加强，一些群团组织也开始承担更多的对外任务。比如，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主席张海迪当选为国际组织——康复国际的主席后，推动一系列
改革，提出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扩大组织影响。残联国际部也感到参与
国际组织的挑战和压力，认为需要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走访的世界自然
基金会和世界经济论坛北京办公室也对培养专业精湛、精通国际事务、外
语水平高的高素质人才表示支持。
根据公开招聘信息，本专业就业前景乐观。2019年，中央党群机关和行政
机构都直接招聘本专业相关毕业生。中宣部、中联部、中央党史研究室、
全国工商联、全国友协、外交学会等都需要本专业毕业生2-14人；外交部
需求47人，其他部委也有2-5人的需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国际化
企业对本专业毕业生需求也持续增加，残联国际部、世界经济论坛北京办
公室等对本专业的岗位需求为2人。根据第三方调查，国际政治、外交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等涉外专业的就业面比较广、薪酬比较高、学生满
意度比较高。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可上传合作办学

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20

预计升学人数 8

预计就业人数 12

外交部 4

中联部 2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1

世界自然基金会 1

外交学会 1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 1

联合国系统国际组织 2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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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专业代码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030204T  

 

二、学制  四年 

 

三、授予学位   法学学士 

 

四、专业定位及特色 

本专业定位服务于中国参与国际事务“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

专业人才”的需求，培养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创新复合型拔尖人才。本专业为

党政部门、国际组织、新闻机构、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等机构培养

涉外工作的专门人才，根据学院“爱祖国、知世界、通专业、精外语、高素质、

复合型”的人才培养目标，专业特色包括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

模式；复合素质和应用能力相结合的知识结构；课堂学习与志愿服务、社会实践

相结合的训练模式。 

 

五、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才兼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本

专业毕业生应当热爱祖国、爱岗敬业，具备政治和法治思维、管理能力和素质、

创新创业意识、团队合作精神，掌握政治学类专业理论和知识，具有理论思考、

调查研究、政策分析、组织协调和创新创业等方面的能力。为满足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人才需要，本专业毕业生应当是政治素质过

硬、掌握习近平外交思想、专业知识扎实、实践能力突出、能够从事外交外事工

作的创新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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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业要求 

（一）政治思想素质要求 

对党、国家、人民绝对忠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现代法治观念，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个人修养和道德情

操，有强烈事业心，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二）专业素质要求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掌握政治学类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

识，初步具备独立开展研究的能力；通晓国家和政府管理有关法律、制度、方针

和政策；知晓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对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知识有所掌握，对国际

关系、国际法、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有较好掌握；掌握 1

门外语。 

（三）专业应用技能 

具备发现问题的能力，能够运用所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分析现实问题，

并探索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调研能力、沟通能力、表达

能力和谈判能力等。 

（四）语言能力 

掌握英语并能熟练运用。 

（五）身体素质 

按照国家体育教育的要求，培养良好的锻炼习惯，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 

（六）人文素养 

了解古今中外优秀的人文艺术成果，汲取人类文明菁华，具备成为跨文化交

流国际化人才的条件。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能力： 

1、五种基本功：政治基本功、专业基本功、语言基本功、交流基本功和信

息技术基本功；  

2、五种能力：调研能力、办案能力、礼宾能力、谈判能力和创新能力。 

 

七、主干学科：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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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课程 

本专业开设的专业课有：政治学原理、国际政治学概论、国际关系理论、近

现代国际关系史、战后国际关系史、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当代中国外

交、国际安全概论、国际公法、外交学概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经济与

外交、欧洲政治经济与外交、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等。 

 

九、教学思路 

为实现培养目标，尝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通识教育与专业应用教育相结

合，将课堂教学与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相结合，探索参与式、问题解决式的教学

方法。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引导学生认识世界、认识中国、认识自

我，确保学生拥有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渊博的知识、实践创新能力及胸怀

天下的情怀。 

 

十、学分构成 

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须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 155学分，具体如下表所示。 

课 程 类 别 学分 小计学分 

理论必修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16 

108 
专业核心课程 14 

公共外语必修课程 48 

公共必修课程 30 

理论选修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 16 16 

通识选修课程 

跨专业选修课程 6 

14 艺术选修课程 2 

文化素质选修课程 6 

实践教学课程 

专业实践/实训/创新创业课程 8 

17 

军训 2 

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实践活动 1 

毕业实习 2 

毕业论文 4 

总学分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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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实践教学 

学生参加由学院和系里统一安排的实践教学活动，包括专业实践课程、社会

实践、社会调查、军训、实践活动、毕业实习和实验教学。实践教学体系参见附

件。 

 

十二、考核 

学生成绩考核按照《外交学院本科学生管理规定》、《外交学院本科课程考核

细则》和《外交学院实践教学大纲》等有关规定执行。 

 

十三、就业方向 

党政机关、国际组织、事业单位、新闻媒体、跨国企业、非盈利组织等单位

的涉外工作岗位。 

 

十四、“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课程设置（必修课程）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总 

学 

时 

学 

 

分 

备          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7 17 17 17 17 17 17 13 

11901001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2        34 2 

专业基础课程 16学

分。 

学生必修。 

专 

业 

必 

修 

课 

11804001 外交学概论 2        34 2 

11901035 国际政治概论（英语授课） 2        34 2 

11901030 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0）  2       34 2 

11901036 政治学导论  2       34 2 

11803035 中国政府与政治  2       34 2 

11901037 比较政治学（英语授课）   2      34 2 

11901038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2     34 2 

11901039 国际关系理论（英语授课）  2       34 2 

专业核心课程 14学

分。 

学生必修。 

12201129 国际公法   2      34 2 

11804046 当代中国外交   2      34 2 

11901040 国际安全概论    2     34 2 

11804047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2     34 2 

11804048 欧洲政治经济与外交     2    34 2 

11901041 国际政治经济学（英语授课）      2   34 2 

11901006 外交外事调研      2   34 2 

专业实践课 8学分。

学生必修。 

专 

业 

实 

践 

课 

11901028 大众传媒与国际关系     2    34 2 

11901042 模拟国际谈判       2  34 2 

11901043 国际公共政策分析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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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课程设置（专业选修课）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总 

学 

时 

学 

 

分 

备          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7 17 17 17 17 17 17 13 

11803043 行政管理学概论   2      34 2 

专业选修课不低

于 16学分 

专 

业 

选 

修 

课 

11803019 中国政治思想史     2    34 2 

11804021 西方政治思想史      2   34 2 

11803007 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  2       34 2 

11803005 台湾地区研究       2  34 2 

11803044 国际公务员制度   1      17 1 

11803015 联合国研究      2   34 2 

12301111 经济学原理     2    34 2 

11804011 战后中日关系      2   34 2 

11803045 宗教与国际政治     2    34 2 

11804029 非政府组织研究      2   34 2 

11901022 冷战后国际关系       2  34 2 

11804041 冷战史专题研究    2     34 2 

11901026 
国际关系案例研究（英语授

课）  

 
   2    34 2 

11901019 世界战争史      2   34 2 

11901024 当代国际思潮      2   34 2 

11901044 国际关系原著选读   2      34 2 

11901045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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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课程设置（专业选修课）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总 

学 

时 

学 

 

分 

备          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7 17 17 17 17 17 17 13 

11804006 中美关系（英语授课）     2    34 2 

专业选修课不低于

16学分 

专 

业 

选 

修 

课 

11901020 大国兴衰研究      2   34 2 

11804056 
媒体与对外政策（英语授

课） 
    2    34 2 

11802009 地缘政治与经济    2     34 2 

11804033 外交学经典文献选读    2     34 2 

11804057 国际谈判    2     34 2 

11803018 国际危机管理    2     34 2 

11901012 经济外交    2     34 2 

11804058 外交战略研究      2   34 2 

11804059 环境与能源外交      2   34 2 

11804060 中国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      2   34 2 

11804040 海外利益保护案例研究     2    34 2 

11804062 
当代中国外交专题研究（英

语授课） 
    2    34 2 

11901005 中东地区研究    2     34 2 

11803004 当代非洲政治与经济    2     34 2 

11901027 俄罗斯外交与中俄关系      2   34 2 

12501018 策略性交流（英语授课）    2     34 2 

11804013 当代中国领事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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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课程设置（专业选修课）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总 

学 

时 

学 

 

分 

备          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7 17 17 17 17 17 17 13 

11901015 美欧关系研究（英语授课）      2   34 2 

专业选修课不低

于 16学分 

专 

业 

选 

修 

课 

11901018 美国外交史     2    34 2 

11901023 当代美国外交       2  34 2 

11804064 
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英语

授课） 

     2   
34 2 

11901007 东欧地区研究    2     34 2 

11901025 北约研究（英语授课）      2   34 2 

11901017 日本外交史     2    34 2 

11901013 苏俄研究      2   34 2 

11901009 俄罗斯与独联体研究       2  34 2 

11804010 亚太地区政治与经济      2   34 2 

11901034 东南亚政治导论      2   34 2 

11804067 冲突管理      2   34 2 

11804068 个人形象塑造      2   34 2 

11804035 公共外交  2       34 2 

11804065 网络外交      2   34 2 

12501006 交流学   2      34 2 

12501001 交流心理学   2      34 2 

11804066 媒体应对   2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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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课程设置（专业选修课）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总 

学 

时 

学 

 

分 

备          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7 17 17 17 17 17 17 13 

12501012 应用舆论学    2     34 2 
  

12501005 跨文化交流     2    34 2 

跨专业选修

课 

英语系、国际法系、国际经

济学院以及基础部未注明

为素质课和艺术课的选修

课程。 

         6 
跨专业选修课不

低于 6学分 

跨 

专 

业 

选 

修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课程设置（公共外语必修课）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总 

学 

时 

学 

 

分 

备    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7 17 17 17 17 17 17 13 

12001001 英语精读（一） 6        102 6 

英语必修课 48 学分。学生

必修。 

英 

语 

必 

修 

课 

12001002 英语精读（二）  6       102 6 

12001003 英语精读（三）   4      68 4 

12001004 英语精读（四）    4     68 4 

12001009 英语听力（一） 2        34 2 

12001010 英语听力（二）  2       34 2 

12001011 英语听力（三）   2      34 2 

12001012 英语听力（四）    2     34 2 

12001013 英语口语（一） 2        34 2 

12001014 英语口语（二）  2       34 2 

12001015 英语口语（三）   2      34 2 

12001016 英语口语（四）    2     34 2 

12001164 英语政论（一）     2    34 2 

12001165 英语政论（二）      2   34 2 

12001025 外教英语课（一）     2    34 2 

12001026 外教英语课（二）      2   34 2 

12001027 外教英语课（三）       2  34 2 

12001028 外教英语课（四）        2 26 2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课程设置（公共必修课）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总 

学 

时 

学 

 

分 

备    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7 17 17 17 17 17 17 13 

1160102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34 2 

公共必修课 30分。学生必修。 

1、“形势与政策”课 2学分。二

年级第一学期集中上课 10 周；

其余不占课堂课时，但必须参加

三次形势报告和专题讲座，课程

负责老师记录考勤。二年级第二

学期期末，提交一篇论文。 

2、“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课 2学分。其中 1学分为校内外

实践成绩，另 1学分为实践报告

成绩，大三第一学期十·一后提

交一篇实践调研报告。 

公 

共 

必 

修 

课 

11601043 心理素质教育 1        17 1 

11601042 职业发展规划 1        17 1 

1160104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1 3 

1160104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8 4 

11601051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2    34 2 

116010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51 3 

11691052 形势与政策   2      34 2 

11601046 国防教育 2        34 2 

11606001 体育（一） 1        34 1 

11606002 体育（二）  1       34 1 

11606003 体育（三）   1      34 1 

11606004 体育（四）    1     34 1 

11605001 大学语文  2       34 2 

11307001 信息技术应用基础 2        34 2 

11307011 数据库程序设计  2       34 2 

13000002 社会实践          

1 
实践教学共 17 学分，包含：专

业实践课程 8学分；社会实践、

社会调查和实践活动学生可任

选其一，记 1 学分；军训记 2

学分；毕业实习记 2学分；毕业

论文记 4学分。 

实 

践 

教 

学 

13000003 社会调查          

13000004 实践活动          

13000006 军训          2 

13000001 毕业实习          2 

1000000000 毕业论文          4 

 



 

 

附件: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实 

践 

教 

学 

体 

系 

 

 

实践活动 

军训 

毕业实习 

社会实践 

社会调查 

专业实验教学 

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媒体、

国际组织等涉外部门 

 外交外事调研 

 模拟国际谈判 

 大众传媒与国际关系 

 国际公共政策分析 

 

实践课程 

模拟联合国 

模拟外交谈判 

模拟联合国人权理事委员会 

模拟新闻发言人大赛 

模拟外交战略选择辩论会 

模拟国际危机处理 

外交外事礼仪大赛 

国际模拟法庭 

国际会议的翻译、服务工作 

青年志愿者系列服务活动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 专业核心课程表

 

5.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34 2 卢静、聂文娟 1

外交学概论 34 2 高飞、熊炜 1

国际政治概论（英语授课） 34 2 王思丹 1

战后国际关系史 34 2 王帆、王秋怡 2

政治学导论 34 2 刘莹 2

中国政府与政治 34 2 王春英 2

国际关系理论（英语授课） 34 2 高尚涛、凌胜利 2

比较政治学（英语授课） 34 2 查雯 3

国际公法 34 2 严文君 3

当代中国外交 34 2 夏丽萍 3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34 2 贺刚、曲博 4

国际安全概论 34 2 高望来、贾子方 4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34 2 李海东 4

欧洲政治经济与外交 34 2 赵怀普 5

国际政治经济学（英语授课） 34 2 曲博 6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王
帆 男 1963-07 战后国际关系史 教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国际关系 专职

周永
生 男 1963-04 经济外交 教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经济外交 专职

赵怀
普 男 1963-11 欧洲政治与对外关系 教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欧洲政治 专职

李海
东 男 1970-11 美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教授 南京大学 美国外交 博士 美国外交 专职

卢
静 女 1971-11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教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全球治理 专职

高尚
涛 男 1970-06 国际关系理论 教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国际关系 专职

谭继
军 男 1964-04 战后国际关系史 教授 中国社科

院 历史 博士 国际关系
史 专职

曲
博 男 1977-09 国际政治经济学 副教授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 博士 国际关系 专职

高望
来 女 1982-04 国际安全概论 副教授

北京大学
/早稻田大

学
国际关系 博士 国际关系 专职

姚
遥 男 1983-09 大国兴衰研究 副教授 清华大学 国际传播 博士 国际传播 专职

聂文
娟 女 1980-11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副教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国际关系 专职

刘
莹 女 1976-06 政治学原理 副教授 北京外国

语大学
俄罗斯政
治与文化 博士 俄罗斯政

治 专职

凌胜
利 男 1986-03 国际关系理论 副教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国际关系 专职

查
雯 女 1980-11 比较政治学 副教授 新加坡国

立大学 国际关系 博士 比较政治 专职



贺
刚 男 1987-04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讲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国际关系 专职

贾子
方 男 1984-09 国际安全概论 讲师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 博士 国际安全 专职

王思
丹 男 1986-01 国际关系概论 讲师 英国埃克

塞特大学 政治学 博士 政治学 专职

王秋
怡 女 1986-10 战后国际关系史 讲师 中国人民

大学 世界史 博士 国际关系
史 专职

王梓
元 男 1986-01 国际关系理论 讲师 伦敦经济

政治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国际关系 专职

高飞 男 1971-03 外交学概论 教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中国外交 专职

夏莉
萍 女 1972-10 当代中国外交 教授 外交学院 外交学 博士 中国外交 专职

欧亚 女 1979-11 媒体应对 副教授 中国人民
大学 传媒经济 博士 大众传媒 专职

王春
英 女 1966-04 中国政府与政治 教授 外交学院 外交学 博士 中国政治 专职

梁晓
君 女 1971-07 当代中国外交 副教授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 博士 中国外交 专职

徐小
红 女 197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 副教授

美国密苏
里大学哥
伦比亚分

校

政治学 博士 国际关系 专职

熊炜 男 1971-09 外交学概论 教授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 博士 外交学 专职

杨晖 男 1974-08 中国政治思想史 副教授 中山大学 政治学 博士 中国政治
思想 专职

牛仲
君 男 1976-08 国际组织概论 副教授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 博士 西方政治

思想 专职

施展 男 1977-02 西方政治思想史 教授 北京大学 世界历史 博士 国际组织 专职

雷建
锋 男 1975-04 联合国研究 副教授 中国人民

大学 国际政治 博士 国际组织 专职

侯自
强 男 1983-11 国际组织概论 讲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中国外交 专职

李潜
虞 男 1977-07 当代中国外交 副教授 北京大学 外交学 博士 中国外交 专职

朱丹
丹 女 1979-05 国际新闻媒体（英语

授课） 副教授 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

国际关系
史 博士 大众传媒 专职

樊超 男 1983-04 中国外交史 副教授 北京大学 外交学 博士 外交学 专职

张建 男 1988-03 外交学概论 讲师 外交学院 外交学 博士 外交学 专职

陈涛 女 1978-02 战后中日关系 副教授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
思想

博士 国际政治 专职

陈雪
飞 女 1979-02 跨文化交流 副教授 香港中文

大学 性别研究 博士 国际关系 专职

周加
李 女 1976-10 交流学 讲师 外交学院 外交学 博士 交流学 专职

任远
喆 男 1983-02 外交学概论 副教授 外交学院 外交学 博士 外交学 专职

陈实 男 1987-10 战后中日关系 讲师 英国杜伦
大学 政治学 博士 国际关系 专职

黄振
宇 男 1973-04 外交外事调研 讲师 北京师范

大学

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

理
博士 外交学 专职

毕珍
珍 女 1988-12 全球治理概论 讲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全球治理 专职

滕白
莹 女 1981-05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

度 讲师 北京大学 中外政治
制度 博士 中外政治

制度 专职

苏浩 男 1958-08 外交学概论 教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国际关系 专职

赵罗
希 男 1988-02 国际政治概论 讲师 中国人民

大学 外交学 博士 外交学 专职

严文
君 男 1983-09 国际法 讲师 中国政法

大学 国际法学 博士 国际法 专职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专任教师总数 46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13 比例 28.26%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32 比例 69.57%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46 比例 100.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46 比例 100.00%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10 比例 21.74%

36-55岁教师数 31 比例 67.39%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0:46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5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20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王帆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校长

拟承
担课程 战后国际关系史 现在所在单

位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2年6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大国战略、美国外交、中美关系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当代国际关系）（2009）；北京市精品课：国际关
系史、国际关系理论；北京市教学名师（2009）
主编《国际关系理论》（2013）、《国际安全概论》（2010）等教材，为
多所高校采用。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近年来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15篇。
出版专著：《新开局—复杂系统思维与中国外交战略规划》（2014年）、
《大国外交》（2016）、《美国的东亚政策》（2016）、《CHINA’S
DIPLOMACY》（2018）
承担中央外办重点科研课题2项，外交部重点调研课题多项，外交部年度调
研课题多项，并获优秀评级1项。
《美国的亚太联盟》获北京市第10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24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战后国际关系史，8学时/学年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姓名 赵怀普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欧洲政治经济与外交 现在所在单

位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97年6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美欧关系、欧盟研究、中欧关系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 《美欧关系研究》2010年获评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2. 2014年获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3. 建设“一带一路”国家外交外事人才培养基地：“国际关系概论”课程
（2014-2016/北京市教委）
4. 人才培养共建项目—欧盟对非洲政策研究与人才培养（2017-2019/北京
市教委）
5. 外交学院特色课程项目：欧盟研究（2019）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尤其欧盟政治与外交、美欧关系、中欧关系研究，承
担多项省部级课题，发表专著多部、学术论文80余篇。获奖情况如下：
1.《当代美欧关系史》2012年获北京市第12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
一等奖
2. 《战后英美关系（1945-1990）》1994年获重庆市第4届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著作三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15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2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欧盟研究、美欧关系研究（英文授
课），72学时/学年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姓名 卢静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现在所在单

位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6年7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全球治理、国际安全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作为第二负责人编著教材《国际安全概论》，参编教材包括《国际关系理
论：思想、范式与命题》《非传统安全概论》《外交学概论》《国际形势
与中国外交（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等。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出版专著《对外开放：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全球治理：困境与改革》
，出版编著4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论文《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
困境与改革》获第十四届北京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二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2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36学时/学年
；全球治理概论，36学时/学年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姓名 曲博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所长

拟承
担课程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与论文
写作

现在所在单
位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7年7月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专业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第二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范式与命题》；参与编写《国际安全
概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马工程教材）等；录制《外交政策辩论
与国际关系理论》公开课；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研究基金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等研究，代表作包括
《危机下的抉择：国内政治与汇率制度选择》、《国际关系理论》等。获
霍英东基金会青年教师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2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国际关系理论，36学时/学年；近
现代国际关系史，18学时/学年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7.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700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30（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国家财政拨款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35229.4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
6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根据国家办好新文科的要求，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规划。在学生培养周期内，形成比较完整的课程体系
，将学生专业知识和一般能力培养统筹起来。加强专业基础课建设，鼓励
英文授课、双语授课，增加学生课程阅读与写作任务。从教学实践出发
，组织编写教材或讲义，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进课堂、进教
材。
实行导师制。专业教师担任学生的学业导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引
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学生的课业学习、论文写作，对学
生的毕业选择等提供意见。
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在现有专任教师外，拟聘请外交官或其他一线实践者
担任驻校研究员，加入授课团队，形成一支学术研究与一线实践并重的师
资力量。
实验室建设。按照教育部建设文科实验室的要求，拟建设模拟国际谈判实
验室，并形成教学案例库。
学生实习基地建设与指导。实践教学是学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合理设计学
生实习安排，开拓学生实习的国际途径，鼓励和支持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
。
经费保障。本专业为学院“国际关系与安全战略”一流学科团队建设实验
班。一流学科建设经费中设专款用于人才培养，支持学生参会、参与科研
或者其他社会实践活动。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设置“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本科专业条件具备，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具有可行性，同意

设置该专业。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随着

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都

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

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培养政治立场坚定、思想素质好、专业本领强、工作作风过硬的复合型

人才符合国家发展需要。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培养目标清晰，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

要求，人才培养体现出了外交学院特色，政治素质、专业知识和外语能力要求高。 

外交学院是外交部唯一直属高校，有深厚的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积淀。我院国际关系专业、外

交学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特色国际关系与外交学”入选国家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

现有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5个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本专业师资力量较强，已具备较好的教学

条件，有足够的经费保障。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

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专家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