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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政为侨，华闻天下！ 

学院简况与办学特色◢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与侨务工作的

大局，进一步突出华侨大学“会通中外、并育

德才”的校训精神与办学特色而成立的。学院

以“知政为侨、华闻天下”为整体办学理念，

综合运用我校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

院、新侨学院等科研力量为办学服务。 

学院是国务院侨办侨务理论研究福建基地，

福建省首批高校特色新型智库，2017 年入选福

建省“双一流”高原学科建设。 

学院设有国际政治系、政治学系（筹）、世

界史教学部、泰国研究所（入选教育部国别研

究基地）、侨务公共外交研究所（校重点研究

基地）、心理文化学研究所（校属）、国际安

全研究中心、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菲律宾研

究中心、越南研究中心、马来西亚研究中心、

华侨华人文献中心、侨乡研究中心、国际移民

研究中心、新侨研究中心、华侨华人社会文化

研究中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中心、侨情与侨

务理论研究中心、四端文物馆等教学与科研机

构。 

  

 

 

 

 

 

 

 
图为学院承办的第七届中泰战略研讨会在泰国曼谷

开幕（2018） 

 

 

 

 

 

 

 

 

 

 

图为学院承办的中美青年学者对话会开幕式现场

（2018） 

  自成立以来，学院先后承担国家级及省部

级研究课题数十项，已经出版各类学术论著数

十部，在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百余篇，学院每年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

发布《华侨华人蓝皮书》、《泰国蓝皮书》，

并与丹麦奥尔堡大学合作主办学术期刊——

《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 

在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学院与印度尼西亚

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泰国国家研究院、丹

麦奥尔堡大学、波兰雅盖隆大学、马来西亚拉

曼大学等国外知名高校或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

关系，开展合作研究、师生交流。 

 

 

 

 

 

 

 

 

 

图为学院主办的金砖国家智库国际研讨会（2017） 



学院目前拥有政治学与世界史 2 个一级学科

点，有教职员工近 50 人，其中教授 11 人，副

教授 11 人，讲师 12 人，绝大部分教师拥有博

士学位与海外留学经历。近年来学院（研究院）

还外聘二十多位校外优秀专家学者担任客座教

授、兼职教授、兼职研究员。 

学院有 3个办学特色：◢ 

▊家国情怀——站位高：根据“侨校+名校”

发展战略，我院从立院之初就把为国家外交战

略与侨务工作大局服务作为办学目标，把家国

情怀作为我们的办学使命。为此，学校聘请原

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先生为学院名誉院长，原国

务院侨办副主任何亚非先生为国际关系研究院

院长。 

 

 

 

 

 

 

 

 

图为李肇星受聘华侨大学名誉教授、华侨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名誉院长 

 

 

 

 

 

 

 

 

 

图为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何亚非主讲华园国关名家讲

坛 

▊精细化培养——小而精：为了达到上述

高起点的培养目标，我院始终把“小规模精细

化培养”，作为办学特色与教学要求。我院凭

借拥有全校最高生师比的优势，通过实施本科

生导师制，构建起师生之间的全方位联系。此

外，我院还拥有 3 个非常有特色的高端教学科

研平台：可以开展实践性教学的“模拟联合国

实验室”、华侨华人文物博物馆——四端文物

馆、华侨华人资料中心。 

 

 

 

 

图为模拟联合国实验室 

 

 

图为四端文物馆 

 

 

 

 

 

 

 

 

 

 

 

 

图为华侨华人资料中心 

 

▊高素质复合型——目标高：无论是研究

生教育，还是本科生培养，我们都强调综合素

质的培养与知识技能的复合，旨在培养具有全

球视野与战略眼光 ，能较熟练运用外语与国际

交往规则，研究和处理涉外、涉侨相关事务的

高素质复合型专门人才。 

 



 

学院学生工作特色与品牌活动：◢ 

 

学院团学工作努力建构以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为核心的“小家·大国”校园文化育人体系，开展“关”与

你、我、他三个系列的第二课堂活动。主要包括：国际文化学生论坛、国关·读书会、优秀学生访学计划、

一个国关人的成长分享会、华侨大学外交外事礼仪大赛、承志模拟联合国大会等。此外，学院还积极推行

“国关·专属学长制”、“本科新生导师制”。学院的学生活动鼓励创新思维、跨文化学习、多元表达，

校园文化蔚然成风。 

 

 

 

 

 

 

 

 

 

 

 

图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四端文物馆讲解队讲解服务             图为学院“国关·读书会” 

 

 

 

 

 

 

 

 

 

 

 图为国关优秀学生访学计划：外交学院师生交流活动             图为学院成立外事礼仪服务队 

 

 

 

 

 

 

 

 

 

 

 

 

图为“关”与你国际文化学生论坛：世界名校学生交流    图为“关”与你国际文化学生论坛：我院学生                  

                                                                与印尼访华大学生合影 

 

 



学院积极开拓社会资源，联系国家机关、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探索合作育人的方法渠道。目前，学院

与厦门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厦门卫视《两岸直航》、厦门市天下集美文广传媒有限公司、厦门市

鼓浪屿管理委员会等多个单位共建学生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和社会实践的机会。 

 

 

 

 

 

 

 

 

 

 

 

林宏宇院长与厦门市外侨办李啸萍主任我院学生参观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厦门会晤主会场 

共同为学生实习实践基地揭牌 

 

 

 

 

 

 

 

 

 

 

 

 

我院学生到厦门市领事馆区参观交流我院学生前往厦门港务集团（仓储物流园）参观学习 

 

 



本科专业介绍与报考须知◢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四年制，法学学士学位）： 

2019 年拟面向海内外招收“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含国际公务员实验班）”专业本科生 35 人，

境外生 15 人。  

学生入学后结合专业兴趣与英语能力进行分班教学，配备相应的师资与课程。其中一个班为“国际公

务员实验班”（25 人左右），强化学生的英语能力，部分专业课程采取全英文授课；另一个班为“国

际事务与国际关系”（25 人左右），专业课程以中文授课为主。 

 

 

 

 

 

 

 

 

 

 

 

 

 

图为我院学生开展专业实践课图为“关”与你国际文化学生论坛 

 

1、培养目标 

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道德情操与家国情怀，熟悉国家外交战略与侨情，具有全球视野与战略眼光，

较好掌握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基本理论知识，外事管理、侨务政策与管理等相关实践知识，了解国际

组织基本运行规则，较熟练掌握 1-2 门外语与现代信息技术，具有良好的国际沟通协调能力和创新创

业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2、主要课程 

政治学原理、国际政治概论、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法概论、外交学概论、国际政治

经济学、国际组织学、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外事管理与国际公务员制度、外交政策分析、国际危机

管理、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府与政治、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外交史、公共外交概论、华侨华人与

侨务概论、区域与国别研究导论、谈判与涉外礼仪、当代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欧美政治经济与外交、

第二外语等。 

3、就业去向 

★国家机关（外事、侨务部门）、企事业单位与社会团体的外事部门 

★国际组织 

★新闻媒体 

★继续深造研究生、出国留学 

4、考生要求 

★有丰富的人文知识背景 



★对国际关系有浓厚兴趣 

★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 



 

 

名师寄语◢ 

 

‚我真诚欢迎具有家国情怀的有志青年到华大国关实现你们的 

青春梦想！未来中国的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你的 

加入与贡献！‛ 

——林宏宇 
林宏宇，教授、博导，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百人工

程学者，金砖国家（BRICS）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曾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访问学

者，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现担任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主要研

究大国博弈与国际安全、美国内政外交与中美关系、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大国关系与国家安全等。出版有《金砖

国家概览》、《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研究》、《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中国崛起与全球治理》、《中国国家安全

概览 2012》、《国际问题研究理论与实践》、《跨世纪的中美关系》、《金砖国家及其超越》（译著）等著作，并

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求知，不仅为安身立命，更令人愉悦。 

与知识对话，其乐无穷。‛ 

——庄国土 

 

庄国土，福建晋江人，历史学博士，华侨大学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华侨研究。学科专长：亚太

国际关系、华侨华人。学术兼职：教育部人文社科委员会委员兼国际问题研究学部召集人、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

员会委员、中国东南亚学会会长、中国华侨华人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

副会长、中国海交史学会副会长。2005年以来，主持国家、省部级社科项目 6项，国际合作项目 5项。2013年 《菲

律宾华人通史》，获教育部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福建社科一等奖，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2010

年 《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获福建省社科一等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提名奖。 

 

‚大学是人生重要的关节点，是成长成才的地方， 

选择国际关系学院，体验学院特色文化氛围， 

与具有国际视野的教师团队对话，与来自海内外的同学交流， 

与学生精英团队共赴模拟联合国的比赛，体验多元文化的交流、 

互动、互鉴和精彩，在文明的对话交融中拓展世界视野！ 

长知识、开眼界、铸品格。‛ 

——王丽霞 

王丽霞，先后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任华侨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校党委委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城市公共管理、侨务政策、教育行政管理等研究。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曾主持完成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和数十项省、市社科基金项目。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

展，承担数十项横向项目；近十项委托调研项目获共青团中央、省统战部、省社会福利协会等奖励。主持省教育教

学研究项目，获省、校教学成果奖多项。 

 



 

 

 

‚汝等只管耕耘，莫问收获――《薄伽梵歌》‛ 

 

——尚会鹏 

 

尚会鹏，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华侨大学心理文化学研究所所长。专业：心理文化学、国际关系理论、

印度社会与文化、比较文明社会研究。主要著作：《中国人婚姻、婚俗与性爱》、《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

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人与印度人：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印度文化

史》。 

 

 

 

‚ 探究国际问题，经常仰望星空，吾辈之责； 

见证中国崛起，自信走向世界，大有可为‛ 

——王秋彬 

 

 王秋彬，福建泉州人，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侨务公共外交研究所所长。2017 年 7 月从吉林

大学公共外交学院调入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周边外交、公共外交、东亚国际关系。曾

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做访问学者，还曾赴美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菲律宾等国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或讲学。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 项，韩国国际交流财团项目 1 项，参与国家级、省部

级项目多项。曾在《现代国际关系》、《史学集刊》、《当代世界》、《成均中国观察》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

文 20 余篇。参编《国际关系史》教材。 

 

‚厦门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之一! 

我热烈地期待您如愿进入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一起学习‘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知识，开启走向外部世界 

的新航程!‛ 

——陈文寿 

陈文寿，北京大学博士。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理事、中

国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台湾大学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授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及东

北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主要学术领域是东北亚区域史、华侨华人研究、台湾研究。已出版学术论著数十部篇，

包括《韩裔散民研究序说》《从战争到和平》《华侨华人新论》《FAPA·台湾·美国》等。 

 

 

 

 

 



 

 

 

‚‘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人格’敬录国学宗师陈寅恪之语与诸君共勉。‛ 

 

 ——许金顶 

 

许金顶，福建厦门人，历史学博士，兼任华侨大学四端文物馆馆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史、华侨华人研

究。曾参与多个国家级科研项目研究，主持多个省部级科研项目。在《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史学集刊》、《华

侨华人历史研究》、《海交史研究》、《华侨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编著厦门侨乡历史文化资料汇

编丛书：海沧卷一《新阳理石文化资料选编》、《集美历代碑刻拓片荟萃》（与李玉清合作）、《杏林史话》及《浔

江史话》（与吴吉堂合作）乡土文献。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降伏自己是一生的功课，愿与大家共勉。‛ 

 ——王冠玺 

 

 

王冠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民法、宪法、国际关系、

两岸关系、心理文化学。学术经历：台湾中研院法律研究所访问学人（2013.11-2014.2），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UB）

摩尔（Maurer）法学院（2012.5 -2012.10），荷兰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法学院访问教授（2012. 6-2012.8），台

湾大学法律学院访问教授（2009.9-2009.10），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Harvard - Yenching）访问学者（2007.8-2008.7）。 

在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多次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省部级课题；在两岸三第主流媒体

发表重要评论数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