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概况
“希望苏世民书院秉持宗旨、锐意创新，努力成为一个培养世界优秀人才的国际平台，为各国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使各国青年更好

相互了解、开阔眼界、交流互鉴，携手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作出积极努力。”

 ——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

“在共同学习中，我们共同成长。像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这样的教育交流项目将确保年轻一代秉承和发扬相互尊重理解的优良

传统，使得各自国家在二十一世纪取得长足发展。”

 ——奥巴马，美国第四十四任总统

书院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是清华大学专门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持续提升全球领导力而精心设计的硕士项目。2013年4月项目

正式启动，2015年10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正式成立。 

书院整合全球一流教育资源，依托清华大学综合实力，致力于培养深入了解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全球领袖，打造独特的全球对

话平台，成为促进中国和世界高等教育创新的先行者。

书院面向全球选拔学业优秀、诚实正直、视野开阔、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具备领导潜质的青年人才，到清华大学进行学习，

以此培养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优秀的综合素质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并了解中国社会、理解中国文化，有志于为促进人类文明与进

步、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聪明才智的未来领袖，为崛起中的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作出重要贡献。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现有在校学生超过50,000人，拥有20个学院，59个系。现有教师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1名，图灵奖获得者1名，中国

科学院院士5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40名。

苏世民学者项目创始理事
苏世民学者项目由黑石集团联合创始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先生发起成立。苏世民先生希望通过创立苏世民学者项目，

培养一批对不同文化有深厚了解并彼此之间建立紧密联系的未来领导者，创造更加和平与繁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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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申请资格

1. 申请者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

 应届本科毕业生须在书院入学当年8月1日前完成全部学业要求并获得学位。

2. 申请者年龄应在 18 周岁(含)至 28 周岁(含)之间。

 申请者在书院入学当年8月1日应未满29周岁

3. 申请者英语语言水平符合项目要求。

 本项目为全英文授课，申请者须有较强的英语语言水平。项目接受托福或雅思成绩。

领导力
领导力的培养贯穿整个苏世民学者项目。作为苏世民书院独特教学与实践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力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学

术交流中，而且在联合课程的教学中也充分展示。

学术
作为一个严谨的学位项目，苏世民书院的课程设置围绕全球事务、中国发展、领导力三大核心，为学生未来针对核心课题进

行深入研究提供准备。根据学生多样化背景分组的小组讨论课，以及部分课程中外教授共同授课的教学方式，极大地促进跨文化

沟通，帮助学生加深对中国和世界的了解。

师资团队由具有学术声望、具备国际影响力、业界同行公认的知名专家和教授组成。书院强调启发式和互动式教学，倡导问

题导向型的主动式学习，同时注重体验式学习，设置丰富的中国社会实践活动，将课程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深入了解高速

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学生在完成各培养环节，审核合格后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为必修课程，希望学生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对在书院的学习与生活进行不同层面的总结。论文形式分为：学术研究、

案例研究或者政策分析。书院鼓励学生选择与书院课程及社会实践相关的题目，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论文研究。

中国社会实践
这是为期一周的必修学分课程，让学生有机会了解中国的不同地区，并深入调研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主题相关的研究课

题。在指导教授的带领下，学生有针对性地考察相关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与社会发展相关的农村、基层社区、学校和养老机构

等不同的实践基地，与省、市、县、村各级领导进行座谈。在鲜活的体验和丰富的实践中，学生可以触摸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脉

搏，并在交流和思考中探究中国发展模式的亮点与特点。

业界导师
业界导师项目是苏世民学者项目体验式学习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业界导师项目，学生可以更好地体会不同的领导风格，并

理解中国以及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我们的业界导师来自政商界、学术界和非盈利机构的领军人物，并热心为我们的学生提供职业

和生活方面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