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扎实的政治学理论素养和系统的外交学专业知识，掌握先进的科研方法和分析手段，

具有宽广的国际化视野，能够在高等院校、党政机关、外交外事部门、跨国公司和大型国企，以及

科研机构从事科学研究、教育培训、政策咨询和战略规划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应

该能够紧密跟踪当代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理论前沿，有能力验证、拓展或突破外交学前沿理论。 

二、专业要求 

  1. 具备扎实的政治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外交学专业知识，能够熟练使用先进的科研方法和分析

手段，就本专业领域的特定主题展开专门研究。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

握本领域知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

术论文。 

  3. 能够熟悉并查阅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领域的

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专业课程，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三、研究方向 

  1. 外交学理论 

  2. 中国外交政策 

  3. 公共外交研究 

  4. 经济外交研究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1 学分，其中，中文课 4 学分，基础课 7 学分，必修课 4 学分，

选修课 6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1学分，其中，必修课 15学分，选修课 6学分。 

  （1）中文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7学分 

  （3）专业必修课          4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少于 6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在博士研究生学科综合考试之前（第 4 学期），提交一篇不少于 20000 字的文献综述，须涵盖

专业主文献及与研究选题直接相关的学术文献不少于 50篇（部），由学院组织专家就文献综述质量

进行评定。 

  2. 学术报告（不计学分） 

  学院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本学科学术年会、研讨会、研究生学术沙龙、博士论坛等学术活动。

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20 次以上本校及本院组织的学术报告；至少在二级学科范围内作 2 次公开

学术报告，博士生本人提交论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做发言可作为公开学术报告计算。如为

校内学术报告，报告对象应包括本人导师或导师指导小组代表。学术报告记载表经导师签字自行留

存，于申请答辩前提交学院审核。 

八、毕业条件与学位授予 

  1. 本学科各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外交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适用年级： 2023  

学科专业名称：外交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208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1 学分  

中文课  4 学分  

学位基础课  7 学分  

专业必修课  4 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6 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中文课 
W1641501 高级商务汉语（1） 是 是 2 32 秋 

W1641502 高级商务汉语（2） 是 是 2 32 春 

学位基础课 

08346001 政治学前沿问题 是 是 3 48 秋  

08356001 比较政治学前沿问题 是 是 2 32 秋  

08366001 国际政治与外交学前沿 是 是 2 32 秋  

专业必修课 
08366004 国际政治原著选读 是 否 2 32 春  

08366008 国际问题研究方法与设计 是 否 2 32 春  

专业选修课 

08346005 国家理论专题研究 否 否 2 32 春  

08366002 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专题 否 否 2 32 春  

08366003 区域国别专题 否 否 2 32 秋  

08366007 国际战略与中国对外关系专题 否 否 2 32 春  

L0835601 中国政治专题 否 否 2 3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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