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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硕士研究生专项 

招生说明 

 

一、背景 

当前，我们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交汇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

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

动者、引领者”，并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作为全球人口第一，经济总量第二和联合国会费第

二贡献国，中国在联合国的会费比例已经占 12%，但中

国籍雇员仅占联合国雇员总数 1.2%，且职级普遍较低，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障碍因素，急需

多措并举、加大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复合型人才培养力

度，切实提升我国和广大新兴国家在国际组织的话语权

和影响力，加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创新、提升全球治理

的公正、共享和包容水平。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北京理工大学立足

理工类大学历史和特色，培养具有科学、技术、工程背

景的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人才，设立国际组织创新学院，

并在航空、航天、通讯、数字经济、能源、气候变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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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同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一大批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 

国际组织创新学院以提升全球治理能力为使命，旨

在以构建公正、共享、包容的全球治理为愿景，通过创

新全球治理教育、赋能全球治理人才、完善全球治理机

制，建设和谐繁荣的世界。 

二、专业 

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能力提升需要跨学科跨专业的

人才，在推动国家建立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专业方向的

同时，北京理工大学锐意创新，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工

商管理和法学三个学科开展跨学科人才培养。 

三、培养 

学生入学后由国际组织创新学院和管理与经济学

院、法学院进行联合培养。管理与经济学院和法学院等

学科所在学院负责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法学三

个传统学科的教育教学，国际组织创新学院负责学生的

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特色课程、实习实践和学生推送。 

通过三个学院的联合培养，让学生具备全球和地区

视野，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具备多样化专业能力，

掌握并合理利用国际规则，了解尊重国际文化多样性，

熟练使用国际通用工作语言，到国际组织或者在政府、

产业开展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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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 

（一）因材施教 

充分考虑学生的不同年龄和职业成长阶段、不同的

从业和学术背景，对未来成长发展的不同规划，在联合

导师指导下，在国家和学校政策允许的政策范围内进行

探索，形成个性化培养方案，培养适应国际组织和全球

治理的多样化人才。 

（二）注重实践 

围绕全球治理焦点、热点问题，以学校、学院同国

际组织、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和产业界联合设立的智库、

实验室/研究基地、国际论坛为平台，开展密切联系国际

组织和全球治理实际业务实践的教学科研活动，构建沉

浸式教学环境，在实践中培养提升学生的全球胜任力。 

（三）联合导师 

为学生同时安排学术导师和实务导师，通过理论型

学术导师的学术训练，配合在国际组织担任过高级别职

务或者在政府、产业界长期从事与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

相关业务的专业导师的实践指导，让毕业生兼具理论素

养和实务技能。 

（四）择优推送 

学校通过与国际组织合作，综合利用国家留学相关

奖学金、学校国际合作渠道为学生参与国际组织和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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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实习、实践、就业提供推送支持。 

五、就业 

毕业生就业方向包括，但不限于： 

1. 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机制（例如

联合国总部和办事处、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联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 

2. 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发展前景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例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世界经济论坛、国际科学

理事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国际商事争

端预防与解决组织、亚太经合组织）； 

3. 国内外政府机关、使领馆、驻外机构中处理国际

组织和全球治理业务的部门； 

4. 跨国公司的战略规划、公共关系和合规等部门； 

5. 高校、智库和研究机构的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研

究教学咨询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