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0302 政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外招生)

（专业代码：0302）

一、培养方向

01 政治学理论 Political Theory

02 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03 国别区域研究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04 华侨华人国际移民 Overseas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05 外交学 Diplomacy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 培养目标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一定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能从事科学

研究工作、教学及管理工作，拥有国际视野，具备进一步深造的学术基础和科研技能的高素质研究

型人才。

(二) 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

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港澳台侨硕

士研究生，应热爱祖国和中华文化，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自觉拥护祖国统一、拥护“一国两

制”、为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做贡献的坚定爱国者。华人及来华留学硕士研究

生，应热爱中华文化，主动担当中外交流的文化使者，促进中外友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愿为

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2. 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本门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

识；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了解本学科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3. 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技巧和方法，能较熟练地阅读外文资料，具备开展学术研究、学

术交流和及时了解国际学术前沿发展动态的能力。通过系统的科研训练，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

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具有良好的合作、组织与领导能力。

三、学习年限

硕士生的学制为 3年。

硕士生的学习年限，根据情况可适当延长，最长不得超过 5年。 硕士研究生学业成绩优良，科研成

果突出，提前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可以申请提前毕业。具体按《暨南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中相关规定执行。

本学科点港澳台侨硕士研究生可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形式；华人及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



为全日制学习方式。

四、培养方式

学术学位硕士生采用课程学习、科研训练、学术交流、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学术学位硕士

生的培养工作采取以指导教师培养为主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学科交叉，鼓励海

内外合作培养。

五、学分要求及课程体系设置

本学科要求：最低总学分27。其中，公共学位课4学分，专业学位课6学分，非学位课最低17学分，最高
19学分（其中跨学科课程不超过2学分）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

开课单
位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培养方向 备注

公共
学位
课

105590maf1
基础英语

Fundamental English
2 40

外国语

学院

第二

学期
考试

030200

政治学

各方向

港澳台

侨硕士

生

105590ma23

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研究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Research

2 36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第二

学期
考试

030200

政治学

各方向

港澳台

侨硕士

生

105590ma25
汉语

Chinese Language
2 36

华文学

院

第二

学期
考试

030200

政治学

各方向

华人及

来华留

学硕士

生

105590ma31

中国概况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China

2 36
国际学

院

第二

学期
考试

030200

政治学

各方向

华人及

来华留

学硕士

生

专业
学位
课

030200mb03

政治学理论与实践

Political Theory &

Practice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一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各方向

030200mb04

国际政治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一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各方向

030200mb05
中国政治

Chinese Politic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第一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各方向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非学
位课

030200mb01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一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各方向

030207md01

学科前沿讲座

Lectures on Frontier

Discipline

1 3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二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各方向

030201mb03
比较政治学

Comparative Politic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二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1 方向

必选

030202mb05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

Public Management and

Public Policy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一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1 方向

必选

030202mb06

中外政治制度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on Chinese & Foreign

Political System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二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1 方向

必选

030207mb06

国际关系理论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一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2 方向

必选

030207mb07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二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2 方向

必选

030207mb08

全球化与国际关系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二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2 方向

必选

030206mc17 比较政治与区域国别研 2 40 国际关 第一 课程 030200 03 方向



究

Comparative Politics

&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学期 论文 政治学 必选

030207mc22

东南亚问题研究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二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3 方向

必选

0302z2mb01

区域一体化与国际经济

合作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二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3 方向

必选

030206mc15

国际移民研究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Studie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二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4 方向

必选

030208mc01

中国侨务政策与实务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a’s Policy

towards Overseas

Chinese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二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4 方向

必选

030208mc02

海外华人研究导读

Selected Readings on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一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4 方向

必选

030208mb01
外交学

Diplomacy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二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5 方向

必选

030208mb02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Diplomacy of

Contemporary China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二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5 方向

必选

030208mb03

外事与侨务研究

Foreign Affairs and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一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5 方向

必选



030201mc02
政治行为研究

Political Behavior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三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30201mc03
族群政治

Ethnic Politic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三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30206mb07

国际政治经济学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三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30207mc11

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研

究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三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30207mc13

国际经济关系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三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30207mc21

中国东盟关系文献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n

China-ASEAN Relation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三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30207mc23

东南亚华人社团与华人

社会

Chinese Associations

and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三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30207mc24

拉丁美洲研究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三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30207mc25

国别问题外文文献选读

Selected Foreign

Literature on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第三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Country-specific

Research

华人研

究院

030208mc06

美国政治与外交

US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三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30208mc10

中国传统外交研究

Traditional Chinese

Diplomacy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三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30208mc11

海外利益问题专题研究

Special Topics in

Overseas Interest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三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0302z1mc03

国际危机管理与沟通

Intern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s

2 40

国际关

系学院

/华侨

华人研

究院

第三

学期

课程

论文

030200

政治学

硕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27 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 4学分，专业学位课 6学分，

专业非学位课不低于 17 学分（其中交叉学科课程不超过 2学分）。

说明：

1. 学科前沿讲座与学术报告的具体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听不少于 15 次的学科前沿讲座，每次须完成相应的考勤登记，在此基础上

独立撰写心得报告，交指定教师评定成绩。鼓励硕士研究生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

读书（学术）报告，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课程成绩要求

课程成绩采用百分制。学位课程成绩 70 分或以上为合格，可以获得相应学分，且学位课平均成绩

不低于 75 分；非学位课程成绩 60 分为及格，可以获得相应学分。

3.同等学力或本科期间所学专业非政治学的硕士生，应在导师指导下修学 2门政治学专业本科课

程，课程成绩提交学科点秘书存档。

六、培养计划

硕士生应在入学后 3个月内，根据入学当年本学科的培养方案，在导师的指导下，结合研究方向和

自身特点，制订个人培养计划，并录入研究生教育综合管理系统中，经导师确认后，由硕士生所在

学院批准备案。个人培养计划一经制订，在培养过程中必须严格按计划执行。

七、开题报告



硕士生开题报告于第三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说明论文选题依据(创新性、文献分析、选题

的科学意义)、研究工作方案(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可行性分析)等

做出科学论证，写出书面报告，并在所属学科点进行公开报告，听取意见并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

整。

经评审通过的开题报告应及时上传至研究生教育综合管理系统，并以书面形式提交学院研究生培养

管理部门备案。开题未能通过的应在至少 3 个月后重新申请开题且导师必须回避。开题报告通过者

如因特殊情况须变更学位论文课题研究者，应重新进行开题报告。

具体要求按暨南大学有关规定执行。

八、中期考核

硕士生中期考核原则上不迟于第四学期完成。具体要求按暨南大学有关规定执行。

九、学位（毕业）论文

硕士生论文写作的时间应不少于 1年半。

（一）学位（毕业）论文的规范性要求

一篇合格的政治学硕士学位论文应该符合通行的国际学术规范和暨南大学学位（毕业）论文的要

求。

1. 一般来说，一篇完整的硕士学位论文应该包括封面、版权声明、题目、摘要、关键词、英文摘要

与关键词、目录、导论、正文、结论、参考文献和致谢等部分。

2. 题目应准确、简要地概括整个论文的核心内容，一般不宜超过 20 个字。内容摘要部分应该简要

说明本论文的目的、内容、方法和结论，要突出论文的创新之处。导论部分应该包括本论文对学术

发展、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述评；本论文所要解决的

问题；论文运用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基本思路和论文结构等。正文部分是硕士学位论文的主体，应

该有合理的结构安排，清楚地展示论证的逻辑过程。论文结论要明确、精炼，突出自己的创造性成

果。

3. 学位论文的正文一般而言应该用规范汉字撰写，不应该出现中英文夹杂的情况，对于需要注明外

文的外国人名或者专有名字可以加括号标明。外文名字的翻译应参考新华社的《译名手册》系列等

权威工具，但对于本学科约定成俗的学者名字仍然采用通行译法。

4. 除了本一级学科惯用缩略语外，文中缩略语必须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全称；全文缩略语用单独列

表形式排出，列在正文前或参考文献后。

（二）学位（毕业）论文质量要求

1. 一篇合格的政治学硕士学位论文要有一定的创新性。创新可以是事实性，也可以是观点、理论性

的。没有任何创新之处的论文不是一篇合格的硕士论文。

2. 只叙述情况，提不出问题；没有核心观点；以及没有论证过程的文章（教材章节、宣传文章、工

作总结、新闻通讯等）都不能被视为合格的硕士学位论文。

3. 论文的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可靠，或关于某项调查的技术标准符合科学方法论的要求。

（三）学位（毕业）论文预答辩与答辩要求

硕士研究生需按要求完成预答辩。预答辩至少在论文正式答辩前 2个月进行。预答辩和学位（毕

业）答辩要求和流程按暨南大学及学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在学期间科研成果要求

按照法学分委会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毕业与授予学位标准

按照法学分委会有关规定执行。

十二、必读书目



硕士生应在导师指导下，根据研究方向选读 15-20 本。

1.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

2. 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3. 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4.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5. 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82 年。

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 年。

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8. 詹姆斯·W·费斯勒、唐纳德·F·凯特尔著，陈振明、朱芳芳等译校《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

政学新论》（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中译本。

9.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0.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1.阎学通：《国际关系研究使用方法》，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2.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三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13.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中译本。

14.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中译本。

15.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中译本。

16.《南沙争端的由来与发展:南海纷争史国别研究》，中华书局，2022 年。

17.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中译

本。

18.曹云华主编《远亲与近邻:中美日印在东南亚的软实力》，人民出版社，2015 年。

19.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20.梁英明、梁志明：《东南亚近现代史》，昆仑出版社，2005 年。

21.芬斯顿著，张锡镇译《东南亚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22.尼古拉斯·塔林等著，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3.庄国土主编:《世界华侨华人简史》，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年。

24.关凯：《族群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年。

25.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年。

26.李春辉、杨生茂：《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 年。

27.李明欢：《国际移民政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年。

28.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侨》，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94 年。

29.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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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罗伊·列维奇等：《谈判实务》，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年。

十三、其他要求

1. 本细则适用 2022 级及以后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2. 来华留学生毕业时中文能力应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5级水平（HSK5 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