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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岗位奖学金 

实施细则（2022 版） 

 

根据《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资助体系改革实施办法》、《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岗位奖学金管理办法》和《北京大学 2022-2023学年博士研究生岗位奖学金实施

方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制定本细则，内容如下： 

一、取消原分项设置的学业奖学金、专项学业奖学金、助教津贴、社科助研

配套资金和部分助研津贴等，统筹使用国拨经费、科研项目劳务费、各类校级资

金、捐赠等各类资源，设置校长奖学金、学生兼职辅导员岗位奖学金、助教岗位

奖学金、助研岗位奖学金等岗位奖学金。 

 

二、资助对象为 2017 级（及以后）国家招生计划内、学术学位、不享受工

资待遇（档案转入我校）、非延期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港澳台、国防生、少数民族计划、联合培养等符合资助条件的博士研究生均

纳入上述资助体系。 

博士研究生获得岗位奖学金的年限不超过基本学习年限。处于延期阶段的博

士研究生，学校不再提供岗位奖学金，履行了岗位职责的博士研究生由院系或导

师提供岗位津贴。 

 

三、博士研究生须经申请并履行岗位职责才能获得岗位奖学金。博士研究生

获得岗位奖学金的基本条件：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 

3. 学习成绩优良，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并取得良好进展或成果，能够履行助

教、助研、学生兼职辅导员等岗位职责； 

4. 诚实守信，品行端正； 

5. 无有损学校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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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长奖学金的评定由北京大学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助教岗位奖学金、助

研岗位奖学金和学生兼职辅导员岗位奖学金，由学院根据实际岗位需要进行评定。 

评定对象：符合本细则第二、三条要求的博士生 

类别 标准 名额 备注 

校长奖学金 7万/人/学年 4（已评定） 获评学年应至少担任 1 个

岗位数的助教 

学生兼职辅导员

岗位奖学金 

5.5万/岗/学年 4 由学院学工部组织评定。 

助教岗位奖学金 

（一等） 

5.6万/岗/学年 13 每学期初由学院组织评

定。将根据学生上一学期

及当前学期担任助教岗位

数、所占学期数、教师评价

等因素综合评定。 

其中连续两学期担任助教

岗位数总和为 0.5 的学

生，至多获得助教岗位奖

学金（三等）。 

助教岗位奖学金 

（二等） 

5.2万/岗/学年 43 

助教岗位奖学金 

（三等） 

4.7万/岗/学年 14 

助教岗位奖学金 

（四等） 

3万/岗/学年  适用对象：连续两学期未

履行过助教职责的学生。 

助研岗位奖学金 5.2万/岗/学年 1（已评定） 由学院统筹安排。 

以上发放标准及名额将受当年学校预算、助教担任情况等因素影响上下浮动，

具体以实际发放为准。 

助教津贴已包含在各类奖学金中，不再另行发放。 

 

五、申请方法 

申请者须分别在 2022 年 9 月 23 日（秋季学期）及 2023 年 3 月 10 日（春

季学期）前向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提交纸质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岗

位奖学金申请表》1份（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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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岗位奖学金（含已评定的奖学金）申请者均需提交该申请表，未按时提

交者当前学期只能参评助教岗位奖学金（四等）。 

 

六、公示和异议处理 

评定结果将在学院网站公示 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学院将评定结果报

送研究生奖助办公室。对评定结果有异议的学生，可在公示期内向岗位奖学金评

审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岗位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在接受申诉后五个工作日内给予

答复。如果申诉人对岗位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的答复仍有异议，可向学校研究生奖

助办公室提出申诉。 

 

七、岗位管理与评估 

对于不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或者不能履行岗位职责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或课程

主讲教师、用人部门负责人可以提出调整或停发该博士岗位奖学金的建议。经学

院岗位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核后，认定岗位考核不合格者，下一学期只能参评助

教岗位奖学金（四等）。 

 

八、其他未尽事宜，按北京大学相关规定执行。 

 

 

国际关系学院 

2022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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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学术创新成果 

综合评价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和《北

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为加强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保障和提

高培养质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讨论通过，形成以下规定。 

一、呈现形式 

学术创新成果的呈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学术论文、著作、研究报告、专利、

软件著作权等。 

二、评价方式 

1. 可提交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专业学术论文（一篇或一篇以上）。学生

应是第一署名（如系导师和学生合作发表的论文，学生可以是第二署名）。论文

必须在学生提交答辩申请之前已经刊出，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用稿证明”。 

2. 如没有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可提交其他形式的学术创新成果。

导师须对该成果做出评价，并提交纸质结论。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学生提交的

成果及导师所做评价进行审核，讨论通过后，学生才可提交答辩申请。 

3. 学生提交的上述成果必须符合《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的要求。 

三、以上规定从 2019级博士研究生开始实施。 

 

 

国际关系学院 

2019年 10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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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专业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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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学期 潘维（教授）钱雪梅（教授）节大

磊（副教授）每学年轮流开课（17

周） 

全院各专业 

2 02419623 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 必修 3 第 2学期 潘维（教授）陈绍锋（副教授）（17

周） 

全院各专业 

3 02409617 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选修 3 第 1学期 唐士其（教授）17周 全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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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社与共运专业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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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学期 潘维（教授）钱雪梅（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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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学期 潘维（教授）陈绍峰（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 

3 02400024 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基本问题

研究 

必修 3 第 1学期 关贵海(副教授)、张光明

（教授）、孔凡君（教授）、

郭洁(副教授)、项佐涛(副教

授)、黄宗良（教授）、戴惟

静（助理教授）等，各 9课

时 

本专业必修、本院其他专业选修

（硕博合上） 

4 02419647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研究 选修 3 第 1学期 项佐涛(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5 0241125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选修 3 第 1学期 关贵海(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6 02413542 社会主义思想史重要著作选读 必修 3 第 1学期 项佐涛(副教授) 本专业必修、本院其他专业选修

（硕博合上） 

7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必修 2 第 1学期 研究生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大陆学生） 

8 02401800 中国政治与外交 

（替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必修 2 第 1学期 国关学院 全院留学生、港澳台生 

9  第一外国语 必修 2 第 1或第 2学

期 

研究生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留学生一外是

汉语 

10 02412050 俄罗斯东欧社会政治演变 选修 3 第 2学期 关贵海、戴惟静，各 27课时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1 02414560 社会党和民主社会主义研究 选修 3 第 2学期 项佐涛(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2 02419624 中苏关系及其影响研究 选修 3 第 2学期 孔凡君（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3 02419627 转型国家政治经济比较研究 选修 3 第 2学期 郭洁(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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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2400013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前沿问题研究 选修 3 第 3学期 关贵海(副教授)、张光明

（教授）、孔凡君（教授）、

郭洁(副教授)、项佐涛(副教

授)、黄宗良（教授）、戴惟

静（助理教授）等，各 9课

时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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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专业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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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学期 潘维（教授）钱雪梅（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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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学期 潘维（教授）陈绍峰（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 

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必修 2 第 1学期 研究生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大陆学

生） 

4 02401800 中国政治与外交（替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与当代） 

必修 2 第 1学期  全校公共必修课（全院留学

生、港澳台生） 

5 02409612 国际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必修 3 第 1学期 李义虎教授等 本院各专业 

6  第一外国语 必修 2 第 1或 2学期 研究生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留学生一

外是汉语 

7  第二外国语 选修 2 第 1或 2学期 研究生院  

8 02400032 国际政治与地区研究（一） 选修 3 第 1学期 韩华副教授等 本院各专业 

9 
02400091 

国际政治与地区研究（二） 选修 3 第 2学期 刘莲莲助理教授（12学时）、张

海滨教授（9）、唐士其教授（9）、

祁昊天助理教授（9）、王勇教授

（6）、陈绍峰副教授（6） 

本院各专业 

10 02409631 中国国际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选修 3 第 2学期 翟崑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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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专业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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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1 02419625 政治学理论研究 必修 3 2 潘维（教授）钱雪梅（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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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维（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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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01042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必修 3 1 王逸舟(教授)10、张小明(教

授)7、于铁军(教授)13、王缉思

（教授）3、袁明（教授）3、王

栋(教授，主持)15  

是本专业的必修课，其他专业同学也可选

择该课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 

8 02409611 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 选修 3 2 于铁军(教授,主持)31 

梅然(副教授)20 

也可被选择为本专业的必修课，其他专业

的同学也可选择为必修或选修课 

9 02409618 国际政治经济学 选修 3 1 王正毅教授等 本专业 

10 02405772 地区与问题研究 选修 3 2 王缉思(教授)3、袁明(教授)3、

张海滨(教授)3、查道炯(教授)3、

连玉如 (教授 )7、罗艳华 (教

授)4.5、张小明（教授）4.5、于

铁军(教授)3、王栋(教授)7、范

士明(教授)4.5、归泳涛(副教授，

主持)8.5 

也可被选择为本专业的必修课，其他专业

的同学也可选择为必修或选修课 

11 02409634 理解世界政治 选修 3 2 王缉思(可能由祁昊天老师讲授) 本专业硕博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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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专业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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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必修 2 第 1学期 研究生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大陆学生） 

2 02401800 中国政治与外交（替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与当代） 

必修 2 第 1学期 国关学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全院留学生、港澳台生） 

3 02419625 政治学理论研究 必修 3 第 2学期 潘维（教授）、 

钱雪梅（副教授）、节

大磊（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 

 

4 02419623 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 必修 3 第 2学期 潘维（教授） 

陈绍峰（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 

 

5  第一外国语 必修 2  第 1或 2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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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学期 研究生院 全校公共选修课 

7 02401860 中国外交思想研究 选修 3 第 2学期 叶自成 外交学所有方向 

8 02419662 中国对外关系史专题研究 选修 3 第 2学期 赫佳妮助理教授 外交学选修（硕博合上） 

9 02400072 美国外交研究 选修 3 第 2学期 贾庆国 外交学所有方向 

10 02411641 中国对外政策分析  必修 3 第 1学期 张清敏 外交学所有方向（硕博合上） 

11 02419644 外交学理论与实践 选修 3 第 2学期 陈长伟 外交学所有方向 

12 02409624 中国外交人物研究 选修 3 第 1学期 李扬帆 外交学所有方向 

13 02419642 社会科学定量方法 选修 3 第 1学期 罗杭（助理教授） 外交学所有方向（硕博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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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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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维（教授） 

钱雪梅（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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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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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与当代） 
必修 2 1 国关学院 全校公共必修课（全院留学生、港澳台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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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选修课 

7 02409620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必修 3 1 王正毅（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8 02409630 比较政治经济研究 选修 3 1 朱文莉（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9 02419622 能源的政治经济学 选修 3 1 査道炯（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0 02409625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研究 选修 3 1 丁斗（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1 02409627 区域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 选修 3 1 陈绍锋（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2 02410102 发展与转型的政治经济研究 选修 3 2 王正毅（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3 02410222 国家竞争力研究  选修 3 2 朱文莉（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4 02419661 美国政治经济研究 选修 3 2 朱文莉（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5 02409626 全球性议题研究 选修 3 2 查道炯（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6 02409628 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研究 选修 3 2 王勇（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7 02410070 国际货币体系研究 选修 3 2 丁斗（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8 02409629 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 选修 3 2 董昭华（副教授） 本院各专业（硕博合上） 

 


	1. 年度审核按专业、导师组或研究方向为单位组织，不能由导师自行审核。审核委员会由3-5名博士生导师组成，须经学院主管研究生教学负责人审核批准。
	2. 年度审核原则上采用博士生现场汇报的形式，一般在春季学期末或秋季学期初完成。
	3. 重点审核博士生课程学习情况、培养环节完成情况，了解学生研究进展及遇到的困难问题等，发现问题及时给予支持和帮助。
	4. 由审核委员会给出审核结果并写出评语，并交给研究生教务办公室存档。
	七、综合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