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含全球欧洲专项） 

2025 年博士生招生简章 

上海外国语大学自 1980年始创新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培养“语言+专业”复

合型人才。2016 年 7 月，上外将“建设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

一流外国语大学”确立为学校发展战略，紧紧围绕国家对“会外语”“通国别”

“精领域”区域国别人才需求，构建自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课程体系、教学

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初步形成解决区域国别研究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

“上外方案”，因理念创新、实践创新、话语创新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Shanghai Academy of Global Governance & 

Area Studies）是在教育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支持下、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和

运营的协同研究平台。研究院以“立足本土，放眼全球”为建设理念，充分汇聚

国内、国际优质学术资源，以推进学术管理机制、生产机制和支撑机制建设为抓

手，不断加强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课程

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建设，着力打造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高端智库、

高端人才培养储备基地、国际舆情监测高端平台和高端大数据中心，积极构筑“资

政、咨商、启民、育人”功能融为一体的国内、国际学术共同体。2024年，获

批国家级区域国别研究平台。同年 8月，获批全国首批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 

第一部分 “全球欧洲”区域国别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博士生招生 

一、项目简况 

“全球欧洲”区域国别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博士生（以下简称“专项”）

是为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解决欧洲研究领域高层次领军人才短缺难题而设立的博士人才培养专项。以

超常规方式培养欧洲研究的“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人才。 

本专项致力于在全球视野下对制度性欧洲开展整体和系统研究，围绕欧洲内

部问题、欧洲与外部关系、中欧互动互鉴三大方向开展“全球欧洲”研究，发



挥校内外优势资源，突出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双能并进，实行跨语言、跨专业、

跨院系、跨学科、跨学校协同培养，探索区域国别学学研融合育人模式。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去向 

本专项将通过国内外联合培养，提供更均衡科学的欧洲知识体系。采取导师

组联合指导方式，以问题为导向，以科研为支撑，培养一批具备深厚家国情怀、

强烈责任担当、扎实专业素养、一流外语能力、宽阔国际视野、创新精神与实践

能力兼具、欧洲研究能力国内领先的高层次人才。 

专项博士生在读期间需完成 6个“1”目标：1本译著、1项专题课题、1

年海外研修及田野调查、1篇以上高质量海外田野调查或决策咨询报告、1次三

个月以上实务部门或智库实习、组织 1次研讨会。 

本专项将充分发挥上外国际合作网络优势，为专项博士的海外田野调查、研

修及联合培养提供可靠保障。 

毕业后除可向外交、外事、外经贸等相关涉外部门提供服务国家战略的欧洲

研究高层次人才外，专项博士生还可在国际问题类智库、咨询公司、具有海外利

益的企业及高校区域国别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就业。 

三、报考条件 

（一）有志于从事与欧洲相关的应用型基础研究的研究生，学科背景不限； 

（二）报名时根据本简章发布的选题方向（详见第一部分第四点）撰写并提

交博士期间研究计划（含选题名称、研究背景、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研

究不足、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选题所要研究的内容、思路及研究方法、

选题的研究计划和预期成果，字数不少于 6000字，参考文献单列）。 

（三）除英语外，至少掌握一门研究对象国语言。 

（四）需满足上海外国语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其他报考条件（详见《上海

外国语大学 2025 年攻读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四、本年度重点选题方向 

本项目施行有组织科研，每年设立重点选题方向。请考生依据所报考的研究

方向（01 欧洲内部问题研究/02 欧洲与外部关系研究/03 中欧互动互鉴研究），

结合以下年度重点选题，自拟研究主题，并撰写博士期间研究计划（不少于 6000

字）。 

（一）欧洲一体化与现代化 

（二）欧洲文明的演化 

（三）欧洲战略自主与安全 

 

五、导师组成员 

（排名不分先后） 

姜  锋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研究员 

王  健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职博导） 

李开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兼职博导） 

丁  纯 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职博导） 

郑春荣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职博导） 

陈壮鹰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教授 

程亚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王广大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教授 

丁  俊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马丽蓉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研究所所长，教授 

金  慧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毕洪业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中欧东亚学院，教授 

陈淑梅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 

杨  成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第二部分  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士招生 

一、学科简况 

区域国别学是有关外部世界的全领域知识探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知识保障。区域国别人才是中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后

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急需的通专兼备、以专为先的特殊战略人才，具有稀缺性、

紧缺性和尖端性等特征。 

本学科以“多语种+”和“多学科+”叠合为依托，创新科教协同育人模式，

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突出“政治定力、语言能力、学术能力、话语能力”四位一

体的培养路径，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时代使命担当的新一代全球治理与区

域国别研究人才。设有 4个二级学科（方向）： 

（一）区域国别学理论方法 

以国内外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史研究为基础，以理论/实证/应用研究相互促进、

区域国别研究和数据科学双向赋能为核心，致力构建“时间-空间-人间”三位一

体的中国原创区域国别研究规范理论和实证方法并予以应用，助力区域国别学自

主知识体系构建。  

（二）区域国别比较研究 

聚焦以欧洲研究、中东-阿拉伯研究、欧亚研究为支撑的“全球欧洲”研究，

在欧洲内部进程、对外联系及中欧互动的框架内把在地知识和比较方法相结合，

解决学科与理论之争，并更好地洞察案例。 

（三）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以促进文明互鉴为前提和方法，对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欧洲、美洲

等古今陆海文明进行跨文明、跨区域、全球性的比较研究，为加强中国的国际话

语能力及议程设置权提供扎实基础。 

（四）全球与区域治理 

以地区主义、地区化为中心超越民族建构、国家建构议题，将全球治理的关

键领域和议题转化为地区建构问题，重点关注欧洲等特定区域治理与地区秩序，

借助跨学科方法，依托动态分析、数据模型等手段进行研究。 

 



第三部分 其他事项 

一、相关说明 

考生只能在“全球欧洲”区域国别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与区域国别学一级

学科博士研究生二者中择其一报名。 

报考条件、学制、学费、申请报名方式、纪律监督及其他注意事项参见《上

海外国语大学 2025 年攻读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https://yz.shisu.edu.cn/）及“申

请－考核”实施细则。 

二、联系方式  

负责部门：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招生与综合办公室  

松江校区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 1550 号行政楼 236 室，邮编：201620 

电话：021-67701997（松江） 

邮箱：shisuyzb@vip.126.com 

官网：https://yz.shisu.edu.cn/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松江校区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 1550 号上海外国语大学小别墅 23 号楼 

联系人：毛老师 

电话：021-67701560 

邮箱：2023207@shisu.edu.cn 

官网：http://www.saggas.shis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