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科学学院 

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专业方向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是一门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区的交叉学科领域，注重培养具有全球胜任

力的复合型人才。本专业方向超越传统的学科限制，将理工背景、社科素养和全球视野结合起来，

着重培养具有社会科学思维、专业素质、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的复合型全球治理人才。 

培养目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a. 进入与全球治理事务相关的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等机构承担重任。 

b. 熟练掌握外语、跨学科知识和先进技术手段，具有全球胜任力的创新型人才。 

c. 面向国家关于加强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和国际组织人才的需求，能够在国际事务和全球

治理相关领域发挥引领性作用。 

 

二、培养成效 

 

本专业学生需掌握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具有全球视野、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具备跨

学科的基础知识、跨文化沟通和交流能力，以及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和态度，为国际组织、全球治

理、国际事务等领域从事国际公共政策研究和国际公共管理奠定扎实基础。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通识教育。具有广博的通识教育知识基础能力，包括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掌握基本的科学

基础、数理基础和人文社科基础知识。 

专业素质。接受严格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掌握包括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调查统计

和大数据等 新研究方法所需的软件和模型，具有解决复杂全球性问题的专业能力。 

全球视野。具有全球公民责任感，培养开放包容的全球态度和价值观，了解全球历史、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知识，了解本专业的前沿知识，有不少于三个月的国际交换学习和两个以上国

家或国际组织的实践经历。 

创新能力。具有批判思维和创造力、跨文化沟通和创新能力，以及熟练的社交和情绪管理能

力，能够适应和胜任快速变化的全球环境。 
  



 

图一：专业培养目标与培养成效的关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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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制与学位授予 

本科学制四年，按照打基础、强专业、拓视野、重创新的思路，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全球治理素

质和能力。本科 长学习年限为所在专业学制加两年。 

第一学年：通识教育。重点学习外语、高等数学、人文社会科学通识课程。 

第二学年：专业素质。重点学习全球治理专业课程，全球事务各专题领域课程和分析性课程。 

第三学年：全球视野。重点选修跨国、跨区域和跨文化类课程，参与全球事务实习实践。 

第四学年：创新能力。重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参与社会实践、专业实践和暑期课程等实践和学术

活动。 

完成课程和培养环节要求后，全球治理专业方向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四、基本学分、总投入时间 

本科培养总学分为 147 学分，学生时间投入总和为 5814 小时，实习实践 11 周。其中，全校统

一设置课程（校级通识教育课程）41 学分，学生时间投入 1206 小时，夏季学期 3 周；院系设置

课程 106 学分，学生时间投入 4608 小时，夏季学期 8 周。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投入时间 

1．校级通识教育41学分 学生投入时间1206小时+3周夏季学期实践 

(1) 思想政治理论课    必修15学分 

1061018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学分 

10680011 形势与政策 1学分 

1061019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学分 

106102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学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学分 

106800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学分 

(2) 体育  4学分 

第 1-4 学期的体育(1)-(4)为必修，每学期 1 学分；第 5-8 学期的体育专项不设学分，其中第 5-6 学

期为限选，第 7-8 学期为任选。学生大三结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需完成第 1-4 学期的体育必修课程

并取得学分。 

本科毕业必须通过学校体育部组织的游泳测试。体育课的选课、退课、游泳测试及境外交换学生

的体育课程认定等请详见学生手册《清华大学本科体育课程的有关规定及要求》。 

(3) 外语（一外英语学生必修8学分，一外其他语种学生必修6学分） 

学生 课组 课程 课程面向 学分要求 

一外

英语

学生 

英语综合能力课组 

英语综合训练（C1） 
入学分级考试 1 级 

必修 

4 学分 

英语综合训练（C2） 

英语阅读写作（B） 
入学分级考试 2 级 

英语听说交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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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阅读写作（A） 
入学分级考试 3 级、4 级 

英语听说交流（A） 

第二外语课组 

详见选课手册 
限选 

4 学分 
外国语言文化课组 

外语专项提高课组 

一外小语种学生 详见选课手册 6 学分 

公外课程免修、替代等详细规定见教学门户-清华大学本科生公共外语课程设置及修读管理办法。 

（4）写作与沟通课必修2学分  

（5）通识选修课限选8学分 

通识选修课包括人文、艺术、科学三大课组，要求学生每个课组至少选修 2 学分，与写作沟通课共

10 学分。 

(6) 军事理论与技能训练4学分 3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12090052 军事理论 2学分 

12090062 军事技能 2学分 

 

2．专业教育   91 学分  学生投入时间 4608 小时+8 周夏季学期实践 

（1）基础课程22学分，学生投入时间1056小时 

明确本专业的先修课程要求，包括数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等基础课，以及部分大类平台

课程。 

（1.1） 数学课程 10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生学习投入（周时数） 

10421263 微积分C（1） 3学分 9 

10421273 微积分C（2） 3学分 9 

10421284 线性代数（社科类） 4学分 12 

1042129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社科类） 4学分 12 

（1.2） 大类平台课程≥12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生学习投入（周时数） 

10700083 民主的历程 3学分 9 

10700043 社会学的想象力：结构、权力与转型 3学分 9 

10700053 经济学思维 3学分 9 

10700073 心智、个体与文化（英） 3学分 9 

10700093 认识现代国家 3学分 9 

30700113 中国社会 3学分 9 

30700653 经济学原理 3学分 9 

10700103 理解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与当代争论 3学分 9 

10700123 人的毕生发展 3学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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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1643 认知科学简介 3学分 9 

新开课 经济心理学 3学分 9 

新开课 心理学的视角 3学分 9 

新开课 政治学的逻辑 3学分 9 

新开课 国际关系的视野 3学分 9 

30641973 英文经典阅读 3学分 9 

40641613 理解莎士比亚 3学分 9 

00642203 语言与社会 3学分 9 

00642213 日本近代文学专题讲读（系列1 夏目漱

石） 
3学分 9 

00641782 德国浪漫派的道家阐释 2学分 6 

合计：学生学习投入（周时数）合计不少于 66*16=1056 

 

（2）专业主修课程44学分 学生投入时间3552小时 

（2．1）专业认定核心课程        ≥20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生学习投入（周时数） 

40700563 近代国际关系史 3学分 9 

40700053 国际关系学概论 3学分 9 

30700362 国际关系学理论基础   2学分 9 

40700473 外交学 3学分  9 

30700773 全球经济与国际政治 3学分 9 

40700233 中国对外政策 3学分 9 

40700063 当代国际关系史 3学分 9 

本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可作为社科学院其它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 

合计：学生学习投入（周时数）合计 60*16=960 

（2.2）社科选修课程（全球治理方向部分）≥24学分 

以下课程均可作为社科学院社会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全球治理等各专业/方向的社科选修课

程。 

社科学院其它专业的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及社科选修课程均可作为本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具体课程，请

参阅社科学院其它专业培养方案）。 

大类平台课程中的社科类课程也可作为本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 

① 科研与论文类（建议选1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生学习投入（周时数） 

40700273   政治学概论 3 9 

30700533 比较政治学基础 3 9 

40700213 国际组织 3 9 

40700672 国际关系英文文献选读 2 6 

00701572 经济外交调研与写作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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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00383 社会科学统计学入门 3 9 

40700483 国际关系论文写作 3 9 

30700452 国际关系定量分析基础 2 6 

 国际关系论文工作坊   3 9 

②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与政策（建议选3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生学习投入（周时数） 

40700223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3 学分 9 

40700333 科学技术与国际安全 3 学分 9 

40700193 国家安全概论 3 学分 9 

40700573 国际政治经济学基础 3 学分 9 

40701012 经济外交法 2 学分 6 

30700622 公众舆论、政治与对外政策 2 学分 6 

30700682 现代化与全球化思想研究 2 学分 6 

40701003 经济外交事务、礼仪与谈判 3 学分 9 

30700853     中国政治思想史 3 学分 9 

00701322           西方古代政治思想 2 学分 6 

 冲突管理与解决 3 学分 9 

③地区与国别（建议选2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生学习投入（周时数） 

40700203 日本研究 3 学分 9 

30700242 地区研究 2 学分 6 

40700612 中国政府与政治 2 学分 6 

30700612 西亚非洲研究 2 学分 6 

40700802 原苏联东欧地区研究 2 学分 6 

00701032           美国的民主 2 学分 6 

40701123  当代中美关系 3 学分 9 

40701143  以色列政治与社会 3 学分 9 

00700982          拉丁美洲政治 2 学分 6 

00701413           欧洲联盟与中欧关系 3 学分 9 

 东亚地区国际关系 3 学分 9 

合计：学生学习投入（周时数）合计 72*16=1152 

 

培养成效与主修课程的实现矩阵。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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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国际关系学

理论基础   

  C   

外交学     C 

全球经济与

国际政治 

  C   

中国对外政

策 

    C 

当代国际关

系史 

C     

* 课程与培养成效的关系有三类：C-Covered,课程内容涉及该能力的培养；E-Emphasized，课

程内容强调了该项能力的培养；AE-Assessed & Evaluated，课程要参与对该项能力的评价。 

各类标记可自行定义，不作统一要求。 

 

（3）夏季学期实习实践训练10学分   8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生学习投入（周数） 

30700592 社会实践 2学分 2 

40700504 暑期外语训练 4学分 2 

40700394 专业实习 4学分 4 

 

社会实践根据学校安排，可以自由组队参加。 

暑期外语训练可通过参加外语培训、网上英文课程、国内外高校英文暑期课程来进行。 
专业实习由国际政治专业的老师安排或学生自行联系，利用暑期进行，实习后需完成一份实习报告。 

 

（4）综合论文训练要求  15学分 学生每周投入时间45小时，总投入时间720小时 

（5）学生自主发展课程  15学分 学生总投入时间720小时 

学生自主发展课程是学生探索自己兴趣，主动选择的课程，也是学校为学生多样化发展营造的

良好氛围。自主发展课程不限范围，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任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