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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专业）主要研究方向 

 

序

号 

号 

研究方 

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特色与意义 指导

教师 

   

1 国家安全思

想与理论 

 

对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古今中外国家安全思想与理

论的演进进行系统梳理和比较研究；对既有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

对国家安全实践进行理论分析、概括和诠释，努力构建有中国特

色的中国国家安全理论。 

本专业

所有教

师 

2 国家安全战

略 

对作为国内政治和国际安全连接点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概念、

构成、决策体制和过程、战略实施和战略评估等内容进行系统研

究；在理论、历史和现实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对世界上主要国家

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比较研究；侧重传统领域的安全和战略研究，

尤其关注与中国相关的国家安全与战略问题。 

同上 

3 国家安全治

理 

主要运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国家安全体制、战略管理和一些

重要领域的安全治理问题；侧重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问题，

如网络、环境、海洋等领域；研究国家安全治理的路径、技术与

方法问题等。 

同上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本表可不填政治标准） 

1．政治上忠诚可靠，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素质，有较强的科学意识和从事科学研究的精神，

学风严谨。 

2．掌握坚实宽广的国家安全学的基础理论和历史，同时具备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掌握一

定的相关学科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鼓励具备一定的第二外语能力。 

3．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科学研究的基本素养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具备独立从事开拓性学

术研究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并能独立开展涉外工作和外事调研。 

4. 具备宏观、全局和全球战略思维以及良好的政策分析、研判、规划和协调能力。 

5. 身心健康。 

 

 

 

 

 

 

 

 

 

 

 

 



                                                     

三、学习年限及应修学分要求 

基本学习年限：四年 

 

 

学分要求： 

总学分：22 

其中必修学分：13     选修学分：9 

 

在导师的指导下，选修课可在本专业和其他专业的博士生课程中任选。 

 

若硕士生阶段已在本院修过《政治学理论研究》，可在院内博士生专业课中选修一门课程替

代，选定课程后，请向研究生教务办提交由导师签字的选课申请。 

若硕士生阶段已在本院修过《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该课程不能被替代，学生在博士生阶

段仍然需要选修此课程。 

 

 



四、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简介 

序

号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课程 

类型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职称） 

适用专业 

（本专业及其它专业） 

1 02419625 政治学理论研究 必修 3 2 钱雪梅（教授）、 

节大磊（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 

 

2 02419623 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 必修 3 2 陈绍锋（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 

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必修 2 1 研究生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大陆

学生） 

4 02401800 中国政治与外交 必修 2 1 国关学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留学

生、港澳台生） 

5 61400001 第一外国语 必修 2 1或 2 研究生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留学

生一外是汉语 

6  第二外国语 选修 2 1 研究生院 全校公共选修课 



                                                     

7 02409637 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 必修 3 1 于铁军（教授，

课程负责人，15

课时）、祁昊天

（助理教授，12

课时）、 

节大磊（副教授，

12 课时）、 

徐沁仪（助理教

授，12课时） 

 

本院各专业 

8 02409611 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 选修 3 2 于铁军（教授，

课程负责人，15

课时）、梅然（副

教授，18课时）、

祁昊天（助理教

授，6课时） 

节大磊（副教授、

6课时） 

徐沁仪（助理教

授，6课时） 

 

本院各专业 



                                                     

9  国家安全治理 选修 3 2 于铁军（教授）

祁昊天（助理教

授） 

节大磊（副教授） 

徐沁仪（助理教

授） 

 

本院各专业 

10  国家安全研究方法 选修 3 1或 2 于铁军（教授）

祁昊天（助理教

授） 

节大磊（副教授） 

徐沁仪（助理教

授） 

 

本院各专业 

11        

12        

13        

14        

15        

16        



Program of Ph. D Student Courses 

       Discipline(一级学科)：                                  Specialty(二级学科) 
N0. 

 

Serial No. The Title of Courses The Type of 

courses* 

Credit Semester*

* 

Teacher and his/her 

Title 

Specialty 

Suitable for 

1  Political Theory R 3 S Prof. Pan Wei, Prof. 

Qian Xuemei and 

Associate Prof. Jie 

Dalei 

All Majors  

2  Methodology in Social Sciences R 3 S Prof. Pan Wei and 

Associate Prof. Chen 

Shaofeng 

All Majors 

3  Chinese Marx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Times 

R 2 A Graduate School All Majors 

4  Chines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R 2 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5  The First Foreign Languages R 2 A Graduate School   

6  The Second Foreign Languages S 2 S or A Graduate School  



                                                     

7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ecurity 

R 3 A Prof. YU Tiejun, 

Assistant Prof. Qi 

Haotian, Associate 

Prof. Jie Dalei, 

Assistant Prof. Xu 

Qinyi 

National 

Security (NS) 

Major 

8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Studies 

S 3 S Prof. YU Tiejun, 

Associate Prof. Mei 

Ran, Assistant Prof. 

Qi Haotian, 

Associate Prof. Jie 

Dalei, Assistant 

Prof. Xu Qinyi 

All Majors 

9  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S 3 S Prof. YU Tiejun, 

Assistant Prof. Qi 

Haotian, Associate 

Prof. Jie Dalei, 

Assistant Prof. Xu 

Qinyi 

All Majors 



                                                     

10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National 

Security  

S 3 A or S Prof. YU Tiejun, 

Assistant Prof. Qi 

Haotian, Associate 

Prof. Jie Dalei, 

Assistant Prof. Xu 

Qinyi 

All Majors 

11        

12        

13        

14        

            *.R—Required Courses; S—Selective Courses.  **.S—Spring semester; A—Autumn semester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    学分：  

课程名称：政治学理论研究 

英文名称： Political Theory 

教学方式：讲授、讨论                   考试方式：撰写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程的目的是要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各主要政治思想流派、各

国主要的政治制度设计，以及政治思维的一般特性，为本院各专业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研究提

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教材：   

1.John S. Dryzek, Bonnie Honig & Anne Phillips (eds,),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American Political Quarterly 

 

 

参考书： 

1.Gunnell, J. G. Political Theory: Trad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Mass.: 

Winthrop. 1979. 

2.Sabine, G. H.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Henry Holt 1937. 

3.Storing, H. Essays 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li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2. 

4.Lasswell, H. D.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Cleveland, Ohio:World, 1961.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    学分：  

课程名称：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 

英文名称：Methodology in Social Sciences  

教学方式：讲授和讨论各半，上半学期以讲授为主，下半学期以讨论和改善学生提交的研

究计划为主。                    

考试方式：依照学生最后提交的研究计划评定分数。  

内容提要： 

这门课程结合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问题，并通过回顾本院以往的硕士和博士论

文，讲授基本的社科方法论知识。本科程的主要目的是传播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日渐成

熟的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法，帮助学生克服硕士论文写作中遇到的常见问题，以期提高学生

硕士论文的质量。 

 

  

 

 

 

 

 

 

 

 

 

 

 

 

教材：   

Stephen 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ology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Gary King/Robert Keohane/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参考书：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    学分：  

课程名称：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 

英文名称：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ecurity 

教学方式：讲授、讨论               考试方式： 撰写论文 

内容提要： 

对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古今中外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的演进进行系统

梳理和比较研究；对既有国家安全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对国家安全实践进行理

论分析、概括和诠释，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国家安全理论。 

教材：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2018年。 

2、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北京：人

民出版社，2022年。 

参考书： 

1、 【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2、 【俄】A. X. 沙瓦耶夫：《国家安全新论》（魏世举等译），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

年。 

3、 【日】武田康裕、神谷万丈主编：《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刘华译），北京：世界知识

出版社，2012年。 

4、 Richard Shultz, et al., eds., Security Stud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Brassey’s, 1997. 

5、 Colin Gray, National Security Dilemma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ashington,D.C.: 

Potomac Books, Inc.,2009. 

6、 【英】阿兰·科林斯主编：《当代安全研究》（高望来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年。 

7、 【美】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 

8、 Robert Art and Kenneth Waltz, eds., The Use of Force: Military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ixth Edition,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    学分：  

课程名称：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 

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Studies  

教学方式：讲授、讨论              考试方式：撰写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程为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之选修课程。本课程之教学目标有三：其一是深入理

解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领域中现有之各种主要理论；其二是根据经验事实，包括军事史、当

前的国际安全现状及各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对这些理论进行相应的验证；其三是探讨国际安

全与战略研究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之启示。本课程为研讨课，要求同学在大量阅读既有文献

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讨论。同学在选修本课程之前，应该对国际安全与战略的基本概念和理

论有一定了解。 

  

教材：   

1、李际均：《论战略》，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 

2、李彬：《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年。 

参考书： 

1、【法】安德烈·博福尔：《战略入门》（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

出版社，1989年。 

2、【美】阿诺德·沃尔弗斯：《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于铁军译），北京：世界知

识出版社，2006年。 

3、【美】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严瑞池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 

4、【美】巴里·波森：《军事学说的来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英国和德国》（梅然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5、【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杭州：浙

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 

6、【美】丹尼斯·德鲁、唐纳德·斯诺：《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王辉青等译），北京：军

事科学出版社，1991 年。 

7、【美】哈维·萨波尔斯基等：《美国安全政策溯源》（任海燕等译），北京：国防工业出版

社，2016年。 

8、【英】大卫·乔丹等：《现代战争：陆战、海战、空天战》（赵国梅等译），北京：国防大

学出版社，2016年。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    学分：  

课程名称：国家安全治理 

英文名称：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教学方式：讲授、讨论                   考试方式： 撰写论文 

内容提要： 

 

本课程为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之选修课程。本课程之教学目标有二：其一是在宏观

层次上了解国家安全治理的概念和意义，并在比较视角下理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的基本逻辑

和制度框架以及推进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意义；其二是就

一些重点议题领域的国家安全治理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探讨，希望学生能够掌握在宏观和微观

层次上理解和分析国家安全治理的能力。 

 

 

教材：   

李开盛：《人、国家与安全治理：国际关系中的非传统安全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12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百年变局与国家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2021年。 

 

 

参考书： 

  

孟晓旭：《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北京：时事出版社，2017年。 

石发勇等：《风险社会治理与国家安全：以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为背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22年。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号：         开课学期：   周学时/总学时：    学分：  

课程名称：国家安全研究方法 

英文名称：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National Security  

教学方式：讲授、讨论、模拟推演            考试方式：撰写论文 

内容提要： 

 

本门课将通过介绍和实践多元研究方法，提高学生理解国家安全的立体性、开展

国家安全研究的系统性，并更好地将学生个人研究议题与国家安全相关实践进行

结合。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对问题导向的要求，本门课将结合具体问题、议

题、区域等维度，以理技结合、定量定性结合、研讨和实践相结合等方式，提高

研究生阶段学理探索的深度，延展学术研究应用的广度，加强学生对国家安全研

究的认知与实践能力。 

 

 

 

 

 

教材：   

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北京：学

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 

2、胡晓峰：《战争工程论：走向信息时代的战争方法学》，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年。 

参考书： 

1、【美】罗杰·迈尔森：《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于寅、费剑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5年。 

2、【德】卡特琳·奥斯普格、托马斯·欣茨：《因素调查实验》（陈霜叶、荣佳妮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2021年。 

3、【美】杰弗里·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费剑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4、【丹】德里克·比奇、拉斯穆斯·布伦·佩德森：《过程追踪法：基本原理与指导方针》

（汪卫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5、【美】詹姆斯·莫罗：《政治学博弈论》（吴澄秋、周亦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注：每门课程都须填写此表。本表不够可加页  



                                                     

五、前沿讲座课（含讨论班）的基本要求 

讲座课或讨论班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由相关教师组织，邀请国际学术界、国内学术界顶级专家和国家安全领域内

的国内外战略家就国家安全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讲座和交流，博士生在阅读相关

资料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讨论。 

 
讲课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讲课次数不少于总学时的三分之二，要求博士生在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的基础

上，完成一篇不少于 10000字的学术论文。 

六、需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和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

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1 International Security 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2 Security Studies 英国劳特里奇出版社 

3 Survival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 

4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5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6 《国际安全研究》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7 《国家安全研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8 《国家安全论坛》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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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综合考试的基本要求 

学科综合考试的要求：（时间、方式、内容、评分标准及考试委员会组成等） 

1. 国家安全学专业博士生中期考试是博士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主要是考察博士生是否

具有进一步从事博士生学习尤其是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能力。 

2. 考试安排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进行，某位同学的考试也可因正常理由(比如出国和休学)

而推后。 

3. 考试科目通常为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中外国家安全史，以及某具体领域的国家安全。

成绩评定分为四档：优秀、良好、合格、不及格。不及格有一次补考机会，补考不及格

者退学。 

 

 

 

 

 

 

八、科研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列出可证明其科研能力与水平的检验标志） 

1. 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 

2. 具备独立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3. 具有一定创新能力。 

4. 具有较好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 

5. 具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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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包括学术水平、创造性成果及工作量等方面的要求） 

1. 博士论文应该在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2. 博士论文的选题应具有较重要的学术意义或现实意义。 

3. 博士论文应该为国家安全学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4. 博士论文必须观点明确，清楚地提出问题与解答问题。 

5. 博士论文使用的材料丰富、可靠。 

6. 博士论文的写作符合学术规范。 

7. 博士论文的预答辩应在博士生正式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3—5 月前进行；由博士生向本专

业的导师、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及有关专家，全面报告学位论文进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果，

听取与会专家的意见；博士生指导小组（或专家组，一般不少于 5人）对送审论文的创

造性、学术水平和是否可以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提出审核意见，对未达到水平的论文不应

同意举行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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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对新生能力、水平的基本要求及入学考试科目设置 

对新生能力、水平的基本要求： 

 

1. 硕士研究生毕业（或同等学力），掌握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 

2. 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广泛的学术兴趣。 

3. 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 

4. 具有较好的外语能力，能够熟练地使用外文资料。 

5. 较好的中文表达能力。 

 

 

 

 

 

入学考试科目设置与录取方式： 

考试科目： 

1. 外语 

2. 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 

3. 国际关系史 

录取方式： 

笔试+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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