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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同学们报名参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国际发展与治理直博生兼修硕士学位项目 

一、 项目定位 

国际发展与治理直博生兼修硕士学位项目（MMIDG），面向清华理工科院系

直博生，全英文授课，致力于培养符合国家进步与国际发展需求，熟知中国国情，

具有国家信心与全球视野，能够胜任未来全球治理工作的高级专业型人才。 

项目特色： 

 跨院系，强强联合 

选修本项目的学生必须完成跨界学习，在完成本学科课业任务的同时选修公管学院

开设的政治、政策分析、国际发展类课程。旨在实现学科互补，培养高质量、综合

能力强的人才。 

 重实践，政策分析 

以课程教学为核心，注重田野调查与社会实践、创新研究与政策分析。鼓励学生采

取政策分析实践报告（PAE）形式完成毕业论文，PAE 项目的实地调查时间一般不

少于三周，项目实施时间为半年至 1 年，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跨文化，增进交流 

学生可以和来自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留学生和政府官员同堂修课，真正进行跨

文化交流，了解同一事件不同国家与文化视角的有关立场和看法，感悟真实世界中

的国际文化冲突与和谐。 

 拓视野，国际发展 

开阔全球视野，提高参与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的综合素养与实践能力。 

 设环境，英文授课 

项目绝大多数专业课程采用全英文授课，全面提升项目学生的国际交流与思维能

力，提升该项目学生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力。 

二、 培养对象 

 清华理工科院系通过博资考后的高年级直博生 

 英语沟通流利，最好雅思 7.0以上，托福 92分以上或同等水平以上。 

 对国际政治、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及跨文化交流有一定兴趣 

 

三、 过程管理与质量控制 

研究生需在录取进入项目学习后在项目主任的指导下制定全学程个人培养计划，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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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教学管理部门备案。学生每学期在项目主任或导师的指导下按照个人培养计划选课学习。

个人培养计划后续可根据实际学习进展情况适当调整，并报导师签字、教学管理部门备案。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由任课教师负责课程学习的质量控制；由教学部门负责必修环节

（选题报告、社会实践、学术活动等）的质量控制；由指导教师负责论文工作（选课、选题

报告、论文撰写）的质量控制。论文开题由学生导师所在的有关研究所组织，论文答辩由学

院教学办统一组织。 

 

四、 学分基本要求与课程设置 

攻读硕士学位兼修项目期间，需获得的学位要求总学分不少于 32 学分（考试学分不少

于 28学分），其中必修环节学分 4学分，公共必修学分不少于 5学分，基础核心课要求学分

不少于 12学分，方向选修课不少于 6学分，前沿及其他选修课不少于 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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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综述与选题报告（69990021）                 

 社会实践                                       

(直博生暑期 6周社会实践可以替代，也鼓励专门在有关国际组织实习 6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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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                          

直博生所修的此类博士课程可以替代 

 

 第一外国语（英语或其他外国语）            

 直博生所修的此类博士课程可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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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政策分析（Public Policy Analysis）（70590013） 

  公共组织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 of Public   Organizations）

（70590643） 

  比较政治与政府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80590173) 

  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80590753) 

  论文设计与研究方法（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治理与发展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80590623) 

 可持续发展概论（Introduc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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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发展方向： 

 人口健康与发展 （Population, Health and Development  (80590783)   

 公共卫生（International/Introductory to Public Health）(80590843)   

 科技创新与创业(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80590793)   

 城市化与社会发展（Urbaniz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80590803)   

 世界各国发展模式（Comparative Development ）（70590613） 

 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方法（ Integrated Approache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actice）

(80590713) 

 中国经济发展与政策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in China(70590603) 

 

2、国际治理方向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80590203) 

 领导科学与艺术 (Science and Art of Leadership) (80590213)  

 全球化与治理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80590693)  

 环境、气候变化与治理（Environment, Climate and Governance）(80590823) 

 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 (China’s Foreign Strategy and Policy) (80590323) 

 中国政治与政府（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China） (80590683) 

 中国宪法与行政法（Chinese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80590773) 

 

学院 MIDG、SDG、IMPA、大数据治理等各国际项目开设的其他全英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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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政策前沿（Frontier of Public Policy）(90590023) 

 公共管理前沿（Frontier of Public Management）（70590403） 

 发展理论与实践 (Development Theory & Practice) (80590833) 

 发展实践专题讲座 I(Guest Lecture Series I) 

 

学院其他前沿类课，如 

 公管管理前沿 I  （80590931） 

 公共管理前沿 II （80590982） 

 公共政策前沿 I  （80591191） 

 公共政策前沿 II （70590692） 

 中国与国际发展前沿问题（90590302） 

 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前沿  

 

导师推荐的 MPA其他相关专业方向课程及校内其他学院相关硕士课程 

学校研究生素养课 

学校跨文化交流证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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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上述英文课程，个别学生如果因正当理由不能选修，经我院导师签字同意，可以申请用我

院院内或校内其他同类中文课程替代，但总门数不超过 2门。 

2, 每学期具体的开课安排以教务系统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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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学位论文要求 

硕士研究生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及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要坚持

科学真理、维护科学诚信。 

硕士研究生在进入项目第一学期末确定指导教师，并在导师的指导下，应于进入项目第

三学期初完成选题报告。选题报告的具体时间和安排由导师决定，由导师所在研究所负责组

织。论文实际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 

文献综述与选题报告要求查阅一定数量的文献资料，写出不少于 5000 字的书面报告，

内容包括文献综述和选题报告两部分。选题报告由至少有 3 位硕士生导师组成的考核小组进

行评审。考核成绩包括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两部分。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可以撰写学术论文，但更鼓励采取“政策分析实践报告”（PAE）形

式。如选择后者，参照《公管学院政策分析实践报告（PAE）实施细则》执行。政策分析实

践报告（PAE）的选题项目应来自公共管理部门的真实需求，在明确调研及数据资料的收集

与处理方法和研究需要的理论或主要分析方法和工具基础上，完成 3000 字左右的研究计划

即可申请开题报告的评审。政策分析实践报告（PAE）项目的实地调查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周，

项目实施时间为半年至 1 年，其中，从开题到答辩的时间不少于 6 个月。报告正文字数 2

万字以上。在答辩前，应由需求方对政策分析实践报告（PAE）给予书面评价，供答辩委员

会参考。答辩委员会构成中，鼓励有一名来自需求方的专家。 

七、项目报名与联系方式 

1. 项目招生的最新信息，请查阅公管学院网站招生信息 

http://www.sppm.tsinghua.edu.cn/  

2. 公管学院教学办地址：伍舜德楼 102 。 

通讯地址：北京海淀区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教学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84 

联系人：杨老师 

咨询电话：010-62794350 

http://baike.baidu.com/view/1841035.htm
http://www.sppm.tsinghu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