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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学校诞生于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艰难开创

时期，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创建的，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校名。迄今为止，

学校已培养了 30余万名懂汉语、熟悉中华文化的外国留学生，包括各国政要、驻华

使节及各领域的知名人士，其中外国大使 300 位，外国副总理以上政要 80位。

学校目前学科涵盖文学、理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历史

学、艺术学、交叉学科、医学共 11个学科门类，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4

个（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区域国别学，艺术学），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 个（国际中文教育），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1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2

个，其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另有北京市一级重点学科 1个，

北京市二级重点学科 10个，中国语言文学与国别区域学 2个学科先后入选“北京高

校高精尖学科”和“北京市一流学科”。2024 年，“中国语言文学”在软科最好学

科排名中列全国第四，为全国前 3%；“区域国别学”在中山大学科学计量与科技评

价研究团队发布的学科基础竞争力统计排名中列全国第四，为全国前 3%。

学校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高层

次人才等高水平师资，汉语国际教育教师团队、区域国别研究协同创新教师团队入

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学校不断优化师资队伍建设，引育并举、分类

培养，在教学科研发展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

学校拥有 27个省部级以上研究中心(基地)，其中：重点建设的“区域国别研究

高端智库”在中东、中亚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全国领先，阿拉伯研究中心连

续两届入选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高水平建设单位；教育部语言文化国际传播交流联

合研究院以服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为宗旨，致力打造多功能融

为一体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实践创新平台；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院是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语言认知科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和世界汉学与中国

学话语能力创新引智基地是两个科技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支持的“111 计

划”引智平台，学校同时还建有语言认知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语言资源保护

研究中心是国家语委实施语言资源保护国家工程的专业机构；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

中心是北京高校中仅有的两个文科类高精尖创新中心之一，由北京市教委支持建设；

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和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是两个北京市哲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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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市汉学话语能力创新中心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汉学话语能

力建设为核心工作内容的科研基地和智库平台。

学校编辑出版核心学术刊物 7种，《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英

文期刊）收录至 SSCI，《语言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中国文化研究》《汉

学研究》《文献语言学》《国别和区域研究》6种期刊收录至 CSSCI。

学校与世界 81个国家和地区的 433 所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

2024 年 7月 5日，学校和塔吉克斯坦国际外语大学的学术合作备忘录被成功列入两

国领导人会晤成果清单，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的见证下签署。

学校每年接收 140 多个国家（地区）11000 余名留学生来校学习，100 多名外籍教师

在校任教，接待外宾 5000 余人次。每年派出近 200 名教师出国任教，700 多名学生

出国交流学习。

学校是国内高校中最早在国外设立分校的大学之一，目前设有泰国曼谷学院、

日本东京分校和沙特诺拉公主大学教学中心。2024 年 7 月 3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总统的共同见证下，北京语言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揭牌，

并于 9月正式开学。

学校是我国最早建设孔子学院的高校之一，也是累计建有孔子学院（孔子课堂）

最多的高校（25所），多次荣获“孔子学院先进中方合作院校”称号。

自 2023 年起，学校连续承办两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引发与会汉学家和专家学者的热烈反响。

2023 年 6月以来，学校积极构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区域国别学，

语言科学交叉学科、汉学与中国学研究、国际中文教育为主体的“三强三新”学科

体系，着力加强学科内涵建设。

2024 年 6月 3 日和 7 月 3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先后两次到北京语

言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考察指导工作。怀进鹏部长指出：“学校作

为以传播中国语言文化为主要使命的大学，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与教育、中国教育

与世界的关系，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龙头作

用，持续提升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切实回答好‘强国建设、教育何为’

的时代命题。学校要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助力哈萨克斯坦乃至中亚地区国际中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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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发展，为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建设发展培养更多人才，将分校建设成中国高等

教育海外办学的成功范例，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怀进鹏部长还指出：“北京语言大学要继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做大做强国际

中文教育，持续打造多学科协调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实践高地，提升知

华友华国际学生培养水平。争取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中主动超前布局、有力应对

变局、奋力开拓新局，促进教育对外交流合作提质增效，为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

响力和话语权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学校正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凝心聚力，砥

砺前行，朝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语言大学”的目标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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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生 须 知

欢迎报考北京语言大学 2025级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招收博士研究生。

（一）报考条件

1、港澳地区考生持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或“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地区考生持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台湾居民

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

2、须具有与内地（祖国大陆）硕士学位相当的学位或同等学历。

3、品德良好，身体健康。

4、有两名副教授以上或相当职称的学者的书面推荐。

（二）报考点

1、北京：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号，邮政编码：100081，电话：010-68945819，

图文传真：010-68945112。

2、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院）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 1239号，邮政编码：200092，电话：021-65982683，

图文传真：021-65988292。

3、广州：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 69号，邮政编码：510631，电话：020-38627835，

图文传真：020-38627826。

4、香港：京港学术交流中心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 83号联合出版大厦 14楼 1404室，电话：00852-2893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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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传真：00852-28345519。

5、澳门：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

地址：澳门约翰四世大马路 7-9 号一楼，电话：00853-28555533，图文传真：

00853-28355427。

（三）报名

面向港澳台地区研究生招生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所有参加面向港澳台地区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网上（现场）

确认以及缴费。

（1）网上报名

1、报名时间：2025 年 3 月 5 日至 3 月 11 日

2、考生应在规定报名时间登录“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网（网址：

http://www.gatzs.com.cn/）”浏览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

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并上传电子照片。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逾期

不再补报。

3、考生应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网报信息

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报

名时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

4、考生应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要求选择填报志愿、准确填写个

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要求、网报信息填

写错误或填报虚假信息造成后续不能现场确认、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

担。

（2）网上（现场）确认

1、网上（现场）确认时间：2025 年 3 月 24 日前，具体安排见报考点通知。

http://www.gatz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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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考生均应按报考点要求对报名信息进行网上（现场）确认，按照报考点

要求缴纳报考费，报名信息经考生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

3、具体确认方式、要求和确认时间由各报考点自行确认和公布，逾期不再补办。

报考点信息详见“（二）报考点”。

（四）考试

入学考试分初试、复试两个阶段。

1、初试

初试科目：全国统考科目 Z001综合能力（一）。

初试考试方式：机考/纸笔考试，考生结合报考点支持的考试方式和考位情况自

主选择考试方式。

打印准考证：4 月 7 日至 4 月 12 日，考生登录“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网”打印

《准考证》。

初试时间：4 月 12 日，详见《准考证》信息及各考点届时相关通知。

2、复试

复试时间拟为 2025年 5月上旬，复试名单，具体时间以及采用方式以届时北京

语言大学研究生院官网通知为准。

（五）录取

根据考生的报名资料、初试成绩、复试成绩、导师意见及体检结果综合评核后，

确定录取名单。录取通知书于 8月中旬前函寄考生本人。

（六）入学

新生于 9月中旬前报到入学。具体时间由录取学校在“入学通知书”中注明。

新生报到时，由学校进行身体复查，不符合入学条件者，取消入学资格。新生应按

时报到，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到者，须书面向学校请假，无故逾期两周不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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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取消入学资格。

（七）学习方式和学习年限

学习方式均为全日制。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4年，专业学位博士研

究生基本学制为 3年。

有关详情可与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号, 邮政编码：100083。电话： 010—82303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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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招生专业目录

*所有招生专业、各导师招生方向初试考试科目均为 Z001 综合能力（一）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音序为主） 研究领域 备注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1

文艺学

王一川 文艺美学与艺术理论

韩德民
儒学与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研

究

050102

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

崔希亮 汉语句法语义研究

冯胜利 理必训诂学

张 博 汉语词汇及词汇教学研究

刘海涛（兼） 计量语言学

高立群 语言习得与语言病理学

郭晓麟 汉语语法及语法教学研究

黄 伟 计量语言学

李先银 互动语言学

梁 宇 语言教育

孟 凯 汉语词汇语义学

聂 丹
汉语话语分析及应用研究、

语文现代化研究

施春宏 语法语义学及语法习得

王佶旻

语言测试与学习

赵琪凤

魏 晖 语言教育、语言管理

邢红兵 汉语学习及认知研究

熊仲儒 句法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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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 玥 语法研究与应用

杨玉玲 汉语语法、词汇教学研究

张世方 社会语言学与汉语方言

朱艳华 藏缅语族语言研究

050103

汉语言文字

学

曹志耘 汉语方言学

华学诚 训诂学与词汇史

吴福祥 汉语历史语法与历史语义

徐朝东 汉语语音史

赵日新 汉语方言学

王莉宁 汉语方言学与语言资源研究

黄晓东 汉语方言及其变异研究

李润生
训诂学、词汇学与汉语教学

研究

刘 利（兼） 汉语历史语法

罗卫东 古文字与古文献

帅志嵩 历史句法语义

050105

中国古代文

学

韩经太
中国诗学与魏晋唐宋诗歌艺

术

方 铭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

文献

刘宗迪 神话学与先秦文献

陈民镇 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

郭 鹏 唐宋文学与古代文论

张廷银 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

杨晓斌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刘青海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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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友 理学文化与近古文学

侯文华 先秦两汉文学 本年度停招

李瑞卿 易学与中国文学

050106

中国现当代

文学

李 玲 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性别文化

于小植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

杜运辉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

路文彬 中国当代文学

席加兵
中国近现代文学及思想史研

究

张冠夫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及作家作

品研究

赵冬梅
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海外华文

文学

050108

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

陈戎女 西方文学经典与比较文学

张 华 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诠释

周 阅
东亚文学文化关系、海外中

国学

0501Z2

语言智能与

技术

刘鹏远 自然语言处理与社会计算

刘忠宝
文化数字化、数字人文、文

化大数据挖掘

罗智勇
汉语篇章结构自动分析、语

言大模型与深度学习

邵艳秋 计算语言学

徐 娟

大数据与语言教育

李吉梅

荀恩东 语言智能与技术

于 东 自然语言处理与社会计算

张劲松

语音习得与智能技术

解焱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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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习文 语言与视觉媒体技术

0501Z5

心理语言学

江 新 语言学习与认知加工

陈 傲 儿童语言发展与认知加工

0501Z6

语言资源学

李宇明 语言资源管理与伦理研究

曹 文 语言资源跨学科研究

杨尔弘 语言资源建设及应用

0501Z7

语言认知科

学

陆灵犀 语言认知神经科学

李 乐 语言认知神经科学

魏岩军 语言习得与认知神经科学

0501Z8

世界汉学与

中国学

徐宝锋 海外汉学与中国学

张西平 海外汉学与中国学

何莫邪（Chirstoph Harbsmeier）

（兼）
海外汉学与中国学

丹麦籍，指导语种为中、

英文

高文勇（Evandro Menezes de

Carvalho）
海外汉学与中国学

北京语言大学梧桐讲席

教授，巴西籍，指导语

种为英文

斯塔夫洛斯·卡茨奥斯（KATSIOS

Stavros）（兼）
海外汉学与中国学

希腊籍，指导语种为英

文

埃琳娜·埃弗拉米多（Elena

ABRAMIDOU）（兼）
海外汉学与中国学

希腊籍，指导语种为英

文

胡燕春 美国汉学、比较诗学

王 壮

世界汉学的国际出版研究、

世界汉学数字出版资源建设

研究

0501Z9

文献语言学

华学诚 文献词汇与词汇史

魏德胜 文献词汇学

魏兆惠 语法史和语法学史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张生珍 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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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01

英语语言文

学

胡 俊 英语小说

穆 杨
当代英语文学与当代世界文

学

王秋生 英语诗歌

050211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

学

陈香兰
认知语言学（眼动、脑电、

核磁）

官 群 应用心理语言学

马秋武 音系学理论及应用

王 欣 语义学、语用学及语言哲学

许宏晨 教育语言学

吴 平 跨文化交际的语言学研究

0502Z2

翻译学

管兴忠 翻译理论与实践

王丽虹 中国文化经典外译

王 宁（兼） 翻译理论研究

许 明 跨学科翻译研究

张宝钧 翻译理论与实践

0502Z3

语言与人脑

科学

司富珍 理论语言学及生物语言学

1301 艺术学

1

艺术理论

韩经太 艺术理论

王一川 艺术理论

王亚芹 艺术美学

2

艺术传播

段 鹏 艺术传播与智能媒体研究

宋 凯
视听艺术理论与传播、智能

媒体传播研究

韩 霄 艺术国际传播

尹成君 美术批评与美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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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术学
朱天曙 书法文献与书法史

杨东谕
中国画理论与创作研究、视

觉图像研究

1407 区域国别学

1

国际传播与

文明互鉴

段 鹏 国际传播与文明互鉴研究

徐宝锋 海外中国学研究

云国强 文化战略与全球传播

艾 恺（Guy Salvatore Alitto）
海外中国历史、地方史、近

代思想史

北京语言大学梧桐讲席

教授，美国籍，指导语

种为中、英文

鲍德松（Ragnar Baldursson）（兼） 海外中国哲学
冰岛籍，指导语种为中、

英文

曹伯义（Carsten B. Thøgersen）
（兼）

国际关系
丹麦籍，指导语种为中、

英文

高伟云（Jeroen de Kloe） 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传播

北京语言大学梧桐讲席

教授，荷兰籍，指导语

种为英文

马克林（Colin Patrick

Mackerras）（兼）
海外中国传统文化

澳大利亚籍，指导语种

为英文

2

中东中亚综

合研究

罗 林 中东研究

管玉红 俄语地区社会与文化

刘宇宁 北非地区研究

陆如泉（兼） 中东中亚能源

陆映波 阿拉伯语语言学、翻译学

马方方 中亚研究

涂龙德 中东与中亚研究

王茂虎（兼） 中东问题研究

王泽壮 中东研究、伊朗研究

周 华 中东问题研究

费拉丽（Ferial FILALI）（兼） 阿拉伯社会文化
阿尔及利亚籍，指导语

种为法语、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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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专题研

究

关立丹 日本文学与文化

孙佳音 日语语言学

吴 珺 翻译学 本年度停招

杨 峻 日语教育

4

区域国别学

理论方法

罗 林 区域国别学理论方法

白云真 区域国别学理论方法

贾烈英 国际组织与治理研究

宋晓玲 区域国别学理论方法

王晓文 周边安全与战略研究

郑承军（兼） 区域国别学理论方法

0453 国际中文教育

1

课程与教学

领域

崔希亮 国际中文教育汉语本体研究

郭风岚 中文教学及教学资源研究

姜丽萍 专门用途中文教育研究

李 萍 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传播

李胜梅 汉语修辞学与国际中文教育

林 艳
汉语句法语义，汉语教学与

国际文化传播

施家炜 课程与教学研究

闻 亭 第二语言习得

杨建国 语言文化研究

张 浩 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研究

2

机构（项目）

管理与领导

力领域

沈庶英 商务汉语与在线教育研究

吴应辉
中文国际传播与管理；国际

中文教育教师、教学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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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

3

创新咨政与

智库领域

马箭飞
中文国际传播与管理、国际

中文教育理论与方法

卢德平 中文国际传播

彭恒利 语言政策、语言测试

王鸿滨 语言标准与阅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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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生 须 知

欢迎报考北京语言大学 2025级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招收硕士研究生。

（一）报考条件

1、港澳地区考生持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或“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地区考生持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台湾居民

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

2、须具有与内地（祖国大陆）学士学位相当的学位或同等学历。

3、品德良好，身体健康。

4、有两名副教授以上或相当职称的学者的书面推荐。

（二）报考点

1、北京：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号，邮政编码：100081，电话：010-68945819，

图文传真：010-68945112。

2、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院）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 1239号，邮政编码：200092，电话：021-65982683，

图文传真：021-65988292。

3、广州：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 69号，邮政编码：510631，电话：020-38627835，

图文传真：020-38627826。

4、香港：京港学术交流中心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 83号联合出版大厦 14楼 1404室，电话：00852-2893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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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传真：00852-28345519。

5、澳门：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

地址：澳门约翰四世大马路 7-9 号一楼，电话：00853-28555533，图文传真：

00853-28355427。

（三）报名

面向港澳台地区研究生招生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所有参加面向港澳台地区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网上（现场）

确认以及缴费。

（1）网上报名

1、报名时间：2025 年 3 月 5 日—11 日

2、考生应在规定报名时间登录“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网（网址：

http://www.gatzs.com.cn/）”浏览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

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并上传电子照片。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逾期

不再补报。

3、考生应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网报信息

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报

名时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

4、考生应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要求选择填报志愿、准确填写个

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要求、网报信息填

写错误或填报虚假信息造成后续不能现场确认、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

担。

（2）网上（现场）确认

1、网上（现场）确认时间：2025 年 3 月 24 日前，具体安排见报考点通知。

http://www.gatz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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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考生均应按报考点要求对报名信息进行网上（现场）确认，按照报考点

要求缴纳报考费，报名信息经考生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

3、具体确认方式、要求和确认时间由各报考点自行确认和公布，逾期不再补办。

报考点信息详见“（二）报考点”。

（四）考试

入学考试分初试、复试两个阶段。

1、初试

初试科目：全国统考科目综合能力（一）。

初试考试方式：机考/纸笔考试，考生结合报考点支持的考试方式和考位情况自

主选择考试方式。

打印准考证：4 月 7 日至 4 月 12 日，考生登录“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网”打印

《准考证》。

初试时间：4 月 12 日，详见《准考证》信息及各考点届时相关通知。

2、复试

复试时间拟为 2025年 5月上旬，复试名单，具体时间以及采用方式以届时北京

语言大学研究生院官网通知为准。

（五）录取

根据考生的报名资料、初试成绩、复试成绩及体检结果综合评核后，确定录取

名单。录取通知书于 8月中旬前函寄考生本人。

（六）入学

新生于 9月中旬前报到入学。具体时间由录取学校在“入学通知书”中注明。新

生报到时，由学校进行身体复查，不符合入学条件者，取消入学资格。新生应按时

报到，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到者，须书面向学校请假，无故逾期两周不报到者，



19

取消入学资格。

（七）学习方式和学习年限

学习方式均为全日制。金融、会计、国际商务、数字经济、国际事务、应用心

理、新闻与传播、图书情报、翻译硕士、博物馆学习年限为两年；其他专业均为三

年。

有关详情可与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号，邮政编码：100083。电话： 010—82303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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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招生专业目录

*所有专业初试考试科目均为 Z001 综合能力（一）

门类 一级学科或类别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020200 应用经济学

01 金融学

02 国际贸易学

03 区域和城市经济学

04 数字经济学

05 语言与文化经济学

金融

025100 金融

01 跨境金融

02 金融分析

国际商务

025400 国际商务

01 国际贸易

02 跨境投资

03 数字商务

数字经济

025800 数字经济

01 数字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

02 数字文化产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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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政治学

030200 政治学

01 政治学理论

02 国际政治

03 联合国与国际组织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思想政治教育

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4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国际事务

035500 国际事务

01 联合国与全球治理

02 外事管理

03 国别区域专题

04 文化战略与国际传播

教育学 教育学

0401 教育学

040101 教育学原理

01 国际中文教育理论

02 来华留学生教育理论

03 国际比较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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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1 国际中文教学论

02 国际中文课程论

03 国际中文学习论

04 国际中文教材与教学资源研究

05 国际中文教师发展研究

0401Z1 教育评价与治理

心理学

040200 心理学

01 语言心理学

02 认知神经科学

03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4 心理测量学

05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国际中文教育 045300 国际中文教育

应用心理

045400 应用心理

01 语言心理与教育

02 语言发展障碍与干预

03 心理发展与心理健康教育

04 临床心理与心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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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心理测量、人才测评与职业指导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1 文艺学

01 文艺美学

02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03 中西文论比较

04 中国现当代学术文化思潮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理论语言学

02 社会语言学

03 语言类型学

04 语言符号学

05 语法学

06 词汇语义学

07 第二语言习得与认知研究

08 语言测试

09 对外汉语教学

10 语言信息处理

11 第二语言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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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计量语言学

13 实验语音学

14 语料库语言学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01 汉语语音学

02 汉字学

03 汉语词汇学

04 汉语语法学

05 汉语方言学

06 汉语史

07 古文字学

08 训诂学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01 古代文学文献研究

02 古代语言学文献研究

03 出土文献研究

04 书法文献研究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秦两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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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魏晋南北朝文学

03 唐宋文学

04 元明清文学

05 中国文学批评史

06 国学研究

07 古代文学与海外汉学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02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03 女性文学研究

050107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01 汉藏语系语言研究

02 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

03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比较

04 民族文献语言研究

05 中国周边语言文化研究

06 语言接触研究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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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比较视野下的文学经典研究

03 东亚文学关系研究

04 海外汉学与中国学研究

05 中西文论与文化研究

06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07 世界文学研究

0501Z2 语言智能与技术

01 计算语言学

02 知识工程

03 语音工程

04 语言教育技术

0501Z3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01 中国语文现代化史

02 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

03 语言社会学

0501Z4 语言病理学

01 语言障碍与神经语言学

02 语言治疗与康复

03 自闭症谱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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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听力言语障碍

05 儿童语言习得与障碍

0501Z5 心理语言学

01 语言认知与脑科学

02 儿童语言发展

03 第二语言习得与认知

0501Z6 语言资源学

01 语言资源理论与实践

02 语言资源应用技术

03 语言资源管理与伦理

0501Z7 语言认知科学

01 语言习得与认知

02 语言认知神经科学

03 语言与社会认知

0501Z8 世界汉学与中国学

01 汉学与儒学研究

02 汉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03 汉学与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04 中国学与全球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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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Z9 文献语言学

01 文献文字学

02 文献词汇学

03 文献语法学

04 文献语音学

05 文献方言学

外国语言文学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01 英国文学

02 美国文学

03 中西文学比较研究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

01 俄罗斯社会与文化

02 俄语语言学

03 俄罗斯文学

050203 法语语言文学

01 法语语言学

02 法语国家文化

050204 德语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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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德语语言文学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01 日语语言学

02 日本文学

03 日本文化

04 日语教育

05 同声传译

050207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01 西班牙语文学

02 西班牙语国家文化研究

03 拉丁美洲研究

04 中西语言文化对比

050208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01 阿拉伯语言与文化

02 阿拉伯文学

03 中阿语言文化对比

050209 欧洲语言文学

01 意大利语语言、文学、文化

050210 亚非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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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韩国语语言、文化

02 韩中语言文化对比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2 文化遗产发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0502Z2 翻译学

01 口笔译研究、文化外译研究（英语）

02 口笔译研究（法语）

03 口笔译研究（阿拉伯语）

0502Z3 语言与人脑科学

01 理论语言学

02 生物语言学

03 心理语言学

0502Z5 国际语言服务

01 本地化管理

02 商务语言服务

03 语言服务管理

新闻传播学

050300 新闻传播学

01 智能化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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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跨文化传播

03 国际舆情与政治传播

04 国际新闻

05 数字化国际出版

翻译

0551 翻译

055101 英语笔译

01 文化传播与翻译

02 高级应用笔译

03 商务与法律翻译

055102 英语口译

01 英语高级口译

02 会议同声传译

055107 法语笔译

01 法语应用笔译

055108 法语口译

01 汉法口译

055115 阿拉伯语笔译

01 阿拉伯语应用笔译

055116 阿拉伯语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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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阿拉伯语同声传译

新闻与传播

055200 新闻与传播

01 智能化国际传播

02 文化与战略传播

03 跨文化传播与舆论

04 数字化国际出版

05 青少年读写与传播教育

历史学

中国史

060200 中国史

01 神话与上古史

02 历史地理学

03 历史文献学

04 中国专门史

05 中国社会文化史

06 中国城市史

07 中外文化交流史

博物馆

065100 博物馆

01 博物馆与中外文化交流

02 博物馆教育与文化遗产研究

03 博物馆展陈设计与文化传播



33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1 自然语言处理

02 语音信息处理

03 大数据与知识工程

04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

05 图形图像处理

06 信息系统

07 语言智能学习

管理学

会计 125300 会计

图书情报 125500 图书情报

艺术学

艺术学

130100 艺术学

01 艺术理论

02 艺术跨文化研究

音乐

135200 音乐

01 音乐国际教育

02 跨文化音乐传播

03 音乐编译

交叉学科 区域国别学

140700 区域国别学

01 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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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中东中亚研究

03 国家战略与全球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