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专业   外交学专业 

    国际政治专业（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 

   2024 级培养方案 

一、 专业简介 

国际政治专业成立于 1964 年，是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指示精

神，在全国第一批设立的国际政治专业之一。 

外交学专业成立于 1996 年，是我国高校中为数不多的外交学专业之一。 

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成立于 2002 年，并于 2003 年开始招

收本科生。 

本院以上三个专业/专业方向的区分将通过学生对相关课程的自主选择加以

体现，详情参考专业课程部分的指导意见。 

二、培养目标 

国际关系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造就国际问题的

专门研究人才、从事外事工作的高端人才，以及具有全球视野、跨文化背景、能

适应社会不同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学院尤其注重养成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与批判精神，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帮助学生获得丰富的校园和社会实践经验，

以适应未来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 

 

三、培养要求： 

国际关系学院坚持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从 2012 年起，学院的本科课程全

面打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原有的知识基础和未来的职业取向，在老师

指导下，通过自由选择自己的课程组合，形成自己的专业方向，实现国际政治、

外交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专业（方向）的分流。 

通过专业学习的国关学子，将具有扎实的政治学理论基础、系统深入的专业



知识、突出的外语能力、深厚的人文素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交流与沟通

能力，成为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四、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要

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法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7 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2-48 学分 

 

1-1 大学英语：2-8 学分 

1-2 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19-19 学分 

1-3 思想政治理论选择性必修课-1 门 

1-4 劳动教育课：2 门 

1-5 信息课程：3 学分 

1-6 军事理论：2-2 学分 

1-7 体育课：4-4 学分 

1-8 通识教育课：12 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49 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27 学分 

2-2 专业核心课：15 学分 

2-3 毕业论文（设计）：5 学分； 

2-4 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实习实践 2 周，2 学分 

3、选修课程：40-46 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21 学分 

3-2 自主选修课：19 学分 

3-3 大学英语分级学分差：0-6 学分 

总学分---137 （大学英语分级产生的学分差额，可由任意课程类别学分补齐） 



五、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 学分要求：42-48 学分 

1．1 公共必修课：30-36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 践 总

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

要求选课 

-- 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 19 -- --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求选课 

  -- 思想政治理论选择性必修课 1门 -- -- 国关专业必修课

《中国政治概论》

为思政选择性必修 

 

 

02432452 

 

 

 

04031861 

劳动教育课： 

 

社会调查与劳动研究实践课 

 

 

 

新时代劳动理论课 

32 

学时 

 

 

 

 

 

  由理论与实践两门

课程构成： 

实践部分于暑期思

政实践同年秋季学

期选课。 

 

理论课前 6 学期线

上慕课完成 

04834470 计算概论 C 3 3  大一秋季学期 

需同时选该课程上机

课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大一春季 

—— 体育系列课程◎ / * 1*4 2  全年 

注：1、大学英语根据按大学英语教研室分级考试要求进行 2-8 学分选课，因分级产生的学

分差，可用任意课程学分补齐。 

2、劳动教育课对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没有修读要求。 

1．2 通识教育课：12 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系列 

（通识核心课+通选课） 

各系列学分 

（通识核心课+通选课） 

总学分 

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 ≥2 1.不少于 12学分 

2.至少修读 1 门“通识核心

课” 

 

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2 

Ⅲ. 艺术与人文 ≥2 

Ⅳ.数学、自然与技术 ≥2 



 
（1）具体课程列表详见《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 1门课程。 

 

2. 专业必修课程 学分要求：49 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27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430010 国际政治概论 专业必修 3 51 一秋 

02430150 中国政治概论 专业必修 3 51 一秋 

02430091 国际关系史（上） 专业必修 3 51 
一秋 

02430092 国际关系史（下） 专业必修 3 51 
一春 

02430041 政治学原理 专业必修 3 51 一春 

02430050 外交学 专业必修 3 51 二秋 

024301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专业必修 3 51 二秋/春 

02430931 国际组织与国际法 专业必修 3 51 二春 

02430020 国际政治经济学 
专业必修 3 51 三秋/春 

 

2. 2 专业核心课：15 学分（以下 7 门课程中任选 5 门，其中经济学原理为国

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必修）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432400 国家安全学导论 专业必修 3 51 一秋 

02430211 中国对外关系史 专业必修 3 51 
一春 

02432050 经济学原理 专业必修 3 51 一春 

02430032 世界社会主义概论 专业必修 3 51 二秋 

02431641 比较政治学 专业必修 3 51 二春 

02431840 社会科学方法论 
专业必修 3 51 二春 

02430411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专业必修 3 51 三秋 

 

2．3 毕业论文：5 学分 



2．4 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毕业实习实践 2 学分 

实习时间：利用大学四年的寒暑假或课余时间，参加学校、学院或老师组织的实习实

践活动（不包括学院组织的暑期思政实践），或自行联系实习地点及单位实习两周，实习结

束后需提交实习证明及实习报告。 

实习报告要求： 

1、6000字以上，内容为对国内外各行业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的调查、思考，能与

专业相联系者尤佳。 

2、提交时间：大四春季学期“五.一”前后统一提交班主任。 

3、大四春季学期选课--02430174《毕业实习实践》。班主任根据实习报告审核录入成绩。 

 

3. 选修课程 学分要求：40-46 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21 学分（至少修读一门国关英文课） 

各专业选课指导意见：国际政治专业建议优先选修备注 A 的课程； 外交学

专业建议优先选修备注 B 的课程；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建议优先选择备注 C

的课程） 

课号 课程名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431240 西方外交思想概论（B） 专业限选 3 51 二秋 

02432280 世界难民问题与难民政策 专业限选 3 51 二秋 

02430570 台湾概论 专业限选 3 51 二秋 

02431761 国际政治思想史 专业限选 3 51 二春 

02432161 社会科学定量方法 专业限选 3 51 二春 

02433350 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 专业限选 3 51 二春 

02432451 碳中和与全球气候治理 专业限选 3 51 二春 

02432460 社会科学数据思维与分析方法 专业限选 3 51 二春 

02432390 小国与国际关系概论 专业限选 3 51 三秋 

02432410 国家安全与技术变迁 专业限选 3 51 三秋 

02432330 全球治理的政治经济分析（C） 专业限选 3 51 三秋 

02430891 国际战略分析 专业限选 3 51 三秋 

02433030 国际经济学 (C) 专业限选 3 51 三秋 

02432040 国际关系心理学 专业限选 3 51 三秋 



02432428 政治博弈论 专业限选 3 51 三秋 

02433180 民族国家概论(A) 专业限选 3 51 三秋 

02433050 国际贸易政治学(C) 专业限选 3 51 三秋 

02432150 美国政治与公共政策 专业限选 3 51 三春 

02430421 西方政治思想史(A) 专业限选 3 51 三春 

02430500 世界宗教与国际社会(A)  专业限选 3 51 三春 

02433240 对外政策分析(B)  专业限选 3 51 三春 

02431270 冲突学概论 专业限选 3 51 三春 

02433311 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专题 专业限选 3 51 三春 

02430380 世界政治中的民族问题(A) 专业限选 3 51 三春 

02431100 中美关系史（B） 专业限选 3 51 三春 

02431291 媒体与国际关系 专业限选 3 51 四秋 

02430620 两岸关系与一国两制 专业限选 3 51 四秋 

02432210 民主的历史与现实 专业限选 3 51 四秋 

02432440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 专业限选 3 51 四秋 

02431600 中美经贸关系 专业限选 3 51 四春 

02431781 美国与东亚关系 专业限选 3 51 四春 

02431120 中日关系史(B) 专业限选 3 51 四春 

 

国关英文课模块（至少选一门） 

课号 课程名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432380 国际发展政策 专业限选 3 51 二秋 

02433230 非传统安全概论 专业限选 3 51 二秋 

02432110 国际安全研究 专业限选 3 51 二春 

02432360 中国与非洲：全球性相遇 专业限选 3 51 三秋 

02432430 中国的国际安全 专业限选 3 51 三秋 

02432090 本土视野下的中国外交与国际

事务 

专业限选 3 51 三秋/春 

02432140 中国政治与公共政策 专业限选 3 51 三春 



02432429 中国与国际法 专业限选 3 51 三春 

 

3．2 自主选修课：19 学分 

课号 课程名 课程性质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2430220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专业限选 3 51 二秋 

02431420 俄罗斯政治与外交 专业限选 3 51 二秋 

02430290 东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 专业限选 3 51 二秋 

02430280 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 专业限选 3 51 二秋 

02431920 欧洲联盟概论 专业限选 3 51 二春 

02430250 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专业限选 3 51 二春 

02430300 东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 专业限选 3 51 二春 

02430920 中亚各国政治与外交 专业限选 3 51 三秋 

02431171 东亚政治经济 专业限选 3 51 三春 

02430331 非洲导论 专业限选 3 51 三春 

02430320 中东政治经济与外交 专业限选 3 51 四秋 

02431400 拉丁美洲政治与外交 专业限选 3 51 四秋 

跨学科课程≥1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0137940 高等数学 D 专业任选 4 4 秋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专业任选 4 4 秋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专业任选 2 2 秋 

02133660 亚洲史 专业任选 2 2 春 

02133641 欧洲史 专业任选 3 3 秋 

02130601 美国史 专业任选 2 2 春 

02133651 拉丁美洲史 专业任选 2 2 春 

02139190 非洲史 专业任选 2 2 秋 

02930010 法理学 专业任选 4 4 春 

02930480 国际公法 专业任选 4 4 秋 

03033190 社科文献资源与检索利用 专业任选 2 2 春 



03130050 中国社会思想史 专业任选 2 2 春 

03130880 西方社会思想史 专业任选 3 3 春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专业任选 4 4 秋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专业任选 4 4 春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上） 专业任选 2 2 秋/春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下） 专业任选 2 2 秋/春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专业任选 4 4 春 

03131260 数据分析技术 专业任选 2 2 春 

01833750 世界新闻史 专业任选 2 2 春 

01833690 新闻传播导论 专业任选 2 2 秋 

01830300 网络传播 专业任选 2 2 秋 

03231700 政党学概论 专业任选 3 3 春 

03231080 政治经济导论 专业任选 3 3 春 

03233060 监察与监督专题 专业任选 3 3 秋 

03232690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专业任选 3 3 春 

02330001 哲学导论（不含讨论） 专业任选 2 2 秋 

02332976 理想国 专业任选 3 3 秋 

（自主选修课的 19 学分中，要求跨学科课程不少于 10 学分。跨学科课程也可用

辅修专业的学分替代，最多可替代自主选修的全部 19 学分。外院系转入同学原

专业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可优先抵免跨学科课程 10 学分，至多可替代自主

选修的全部 19 学分）。 

3.3 大学英语分级学分差：0-6 学分(任意类别课程学分均可) 

六、其他 

1．选课要求 

务必注意不要以任何课类差别的理由选择不同院系的相同或相近名称的课

程，否则学校有权选择性承认。 

2．获得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的要求 



经批准的特殊情况（校际院际外出交流或其他）除外，学生必须在三年级结

束时完成届时所开设的所有必修课共（72~78）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30~36

学分）+专业基础课 27 学分+专业核心课程 15 学分。 

备注：获得所在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是接收研究生院系免试研究生的条 

3．原则上，国关学院新开专业限选课均可计入专业培养方案 3-1 和 3-2 选修

课部分，具体关注国关学院官网每学期选课通知备注说明。 

4．此手册各课程标注的开课学期供参考，具体以每学期选课安排为准。原则

上必修课每学年仅开一次。 

5．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1)留学生毕业总学分 137 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0 学分 

 

1-1 公共必修课：28 学分 

全校必修 10 学分 

与中国有关课程 18 学分 

1-2 通识教育课：12 学分 

通识核心课+通选课≥12学分 

其中 1、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 2 学分 

2、 通识核心课≥2 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49 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27 学分 

2-2 专业核心课：15 学分 

2-3 毕业论文（设计）：5 学分； 

2-4 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实习实践 2 周，2 学分 

3、选修课程：48 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21 学分 

3-2 自主选修课：19 学分 



 3-3 任意类别课程的学分：8 学分 

总学分---137 （不足学分可由任意类别课程补足） 

备注：留学生学分完成要求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必修课程、选修课程。除公共

基础课中公共必修课部分外，其他与普本学生要求一致，公共必修课部分具体要

求如下： 

1．1 公共必修课：28 学分 

全校必修课 1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

学时 

选课学期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 3    3  大二任一学期 

04834470 计算概论 C 3 3  大一秋季学期 

选计算概论 C 后，

需另选该课程上机

课 04831435《计算

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 * 1*4 2  全年 

与中国有关课程 18 学分 

其中“与中国有关课程”必修模块 4 学分 

02431093 专业汉语（一）* 1 3 0 一秋 

02431094 专业汉语（二）* 1 3 0 一春 

02432421 专业文献选读（一）* 1 3 0 二秋 

02432422 专业文献选读（二）* 1 3 0 二春 

其他 14 学分从教务部与中国有关课程课库中适用于留学生的课程中选课。 

 (2)港澳台学生毕业总学分 137 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2-48 学分 

 

1-1 公共必修课：30-36 学分 

全校必修 9-15 学分 



与中国有关课程 21 学分 

1-2 通识教育课：12 学分 

通识核心课+通选课≥12学分 

其中 1、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 2 学分 

2、 通识核心课≥2 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49 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27 学分 

2-2 专业核心课：15 学分 

2-3 毕业论文（设计）：5 学分； 

2-4 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实习实践 2 周，2 学分 

3、选修课程：40-46 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21 学分 

3-2 自主选修课：19 学分 

3-3 任意类别课程学分：0-6 学分 

总学分---137 （英语分级产生的学分差额，可由任意类别课程学分补充） 

 

备注：港澳台学生学分完成要求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必修课程、选修课程。除

公共基础课中公共必修课部分外，其他与普本学生要求一致，公共必修课部分具

体要求如下： 

1．1 公共必修课：30-36 学分 

全校必修 9-1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

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

室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 C 3 3  大一秋季学期 

选计算概论 C 后，

需另选该课程上机

课 04831435《计算



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 * 1*4 2  全年 

备注：大学英语根据按大学英语教研室分级考试要求进行 2-8学分选课，因分级产生的学分

差，可用任意课程学分补齐。 

与中国有关课程 21 学分（从教务部与中国有关课程课库中适用于港澳台学生

的课程中选课）。 

七、专业课程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