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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交流，与法国 KEDGE 商学院、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等国外一流大学交往密切，并办有以“美国乔治·华盛顿

大学金融硕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项目管理硕士”

等项目为代表的各类国际合作项目。

2012 年 9 月 4 日，中国人民大学正式设立苏州校区并组

建管委会，全面负责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中法学院、

丝路学院等教学科研机构以及社会服务机构的管理。中国

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任苏州校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

大学副校长杜鹏任苏州校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丝路学院

院长，黎玖高任苏州校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际学院院

长、中法学院院长，方蔚玮任苏州校区党委书记。

苏州校区设有法国与法语国家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

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南方基地、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院、金融科技交叉学科平台、

网络空间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苏州）等科研机构。

苏州校区是中国人民大学整体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新的增长点，是人民大学国际化的窗口，是面向国际、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正式成立于 2007

年 9 月，2009 年 9 月 6 日举行首届全日制学生开学典礼。

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是中国人民大学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与苏州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的高层次、国际化教学研究

机构，致力于建设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在华东地区的教学科

研基地、国际合作平台、高端培训中心、创新研发园区。

国际学院 （苏州研究院）主要招收金融（风险管理方向）、

汉语国际教育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学院广泛开展国际合

索中外合作办学和培养高端人才的实验基地，是优势学科

国际化拓展与提升的重要平台。当前，苏州校区正努力践

行着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服务、为中国人民大学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

大学作出贡献的历史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l l e g e （ S u z h o u  R e s e a r c 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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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国际学院以培养最具国际化视野的人文社会科学高级人才为办学目标，主要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

究生。硕士研究生教育分延伸办学和自主办学两种，目前延伸办学设有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自主办学

设有金融硕士（风险管理方向）专业；博士研究生教育设有金融（风险管理方向）专业。

从 2009 年 9 月第一批全日制研究生入学至今，国际学院已为国家和区域建设发展培养了近四千名

优秀人才。

国际学院毕业生就业率长期保持较高水平，金融硕士（风险管理方向）专业 2019-2021 年就业率均

为 100%；其中，金融硕士（风险管理方向）专业的就业率达 100% 。同时，国际学院毕业生的就

业结构比较合理，职业分布和区域分布较为均衡。其中，每届均有一定数量毕业生选择在长三角地

区及周边地区就业，为推动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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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院专业设置情况

国际学院毕业生就业率

博士
研究生教育

硕士
研究生教育

金融博士
（风险管理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硕士

延伸办学

金融硕士
（风险管理方向）

自主办学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00% 100% 100% 

2021 届
金融风险管理专业
硕士毕业生就业单位类别分布图

商业银行

6%

基金其他顶级
金融机构

证券国企

19%

9%

9%

17%
机关事业单位

41%

International College（Suzhou Research Institute）



近三十年来，金融风险管理在全球范围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特别是金融危机后，风险管理在全球金融行业，乃

至非金融行业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全球对风险管理人

才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国际学院把握时代命脉，利用金融风

险管理工作室过去十多年来的专业资源积累和学科建设准

备，在国内率先系统地开展金融风险管理学科建设工作。

国际学院具备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等相对

完整的风险管理人才培养体系，拥有由陈忠阳、林峰、相广

平等风险管理学术界顶级大师组成的教学团队，同时邀请在

国内外金融风险管理领域有卓越成就和影响力的业界专家

（包括海内外高校的学者）组建了金融风险管理学科建设指

导委员会，下设全球顾问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这些顶级的

业界专家每学期到国际学院授课，与学院师生交流，极大地

促进了国际学院风险管理学科建设。

在学生培养方面，针对在苏办学特色以及金融风险管理学科

特点，国际学院进行了重大改革和创新。

对于硕士生培养，学院创造性地提出自主性研究型培养模式，

采用“双轨”运行机制与“三基 6+2”模式下的课程教学，

依据“3+1+1+1”结构组建高效的课程运作团队，建立学生

兴趣小组，从而将学生自主学习研究和专家授课指导有机结

合起来，使学生在牢固掌握“三基”知识的基础上，实现“五

大技能”提升，成为优秀的金融风险管理人才。学院针对研

究生培养周期较短、风险管理学科内容强度大的情况，设立

录取后至入学前的远程学习课程，丰富和延长了培养周期。

此外，学院还为学生设立了充足的奖学金，加强实习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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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指导，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品格培养与学风建设引导，

为学生创造出良好的学习、生活与发展环境。

对于博士生培养，学院提出了“严进严出”的高标准培养

要求，注重生源质量管理和全流程培养管理，提出了博士

生培养十大改进方向：突出特色定位、确保生源质量、严

格培养管理、联合三方导师、开展国际合作、力推项目研究、

力求研究成果、实施驻校制度、保障经费支持、打造一流

品牌。

学习竞赛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载

体，具有常规教学不可企及的创新教育功能，对优化人才

培养过程和提高教育质量有着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为

切实落实金融（风险管理方向）专业硕士的全方位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进一步提高其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国际学院特

举办数据挖掘与风险建模、金融风险事件案例分析、金融

应用文写作及 PPT 设计、金融英语技能等系列学习竞赛活

动，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全国研究生数模竞赛和金融量化

大赛等，以激励学生们相互讨论和深入研究，营造良性竞

争氛围，并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现风采与能力的机会及相互

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国际学院定期召开中国金融风险经理论坛、GAB-GEC 年

会、金融风险管理高级研讨会暨金融风险高管 CRO 专业

交流会、独墅湖人大金融论坛暨湖畔论坛等学术会议，把

握风险管理界最核心、最前沿的研究，建设一流的风险管

理学科。

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金融大数据实验室前身为国际学院

金融风险实验室，该实验室于 2014 年 12 月成立，是国际

学院金融风险管理学科从事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技术开

发、社会服务的基地。2018 年底，学院就存储和计算资源

共享方面对实验室进行提升改造。实验室聘任王鹤菲教授

为实验室主任，并邀请隆武华、林建武、梁循、陈忠阳、

相广平 5 位学术界、实业界的专家学者作为实验室第一届

学术委员会委员，推动实验室产学研协同发展。新的实验

室充分利用了云存储、云桌面等主流技术，为学生提供了

更为开放、自由、可管理的学习和科研平台。目前，实验

室面积 300 余平米，已组装配备两屏终端电脑 40 余台，6

块拼接屏幕显示器，软模组圆形屏等硬件设备，为每台机

器采购并安装了水木中量财经数据库及量化交易软件等软

件设备。在该空间内，学生利用自己的终端设备即可享受

到学校分配的存储资源、计算资源等进行学习与研究。

International College（Suzhou Research Institute）

作为学校前沿创新学科发展的“试验田”，学校 2020 年决定由国际学院与财政金融学院、数学学院等联合建设金融科技交

叉学科平台，进一步夯实中国人民大学在金融学科的引领作用。平台已将大数据应用、机器学习等金融科技前沿内容引入研

究生培养，开设了《大数据挖掘与金融机器学习》《金融科技前沿与风险管理》等金融科技核心课程，进一步加大金融科技

相关领域的课程建设，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平台还举办“金融科技前沿与风险管理案例大赛”，激发研究生学习研究金融科

技的积极性。平台将通过校企合作探索创新培养模式，产教融合推动共建实践基地，举办金融科技学科发展论坛，校地合作

助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式，密切关注长三角地区金融科技产业发展，进一步聚焦金融科技等金融创新发展的前沿交叉性领域，

努力打造国内一流水平的金融科技交叉学科平台。

大数据实验室

金融科技交叉学科平台

全国一流的金融风险管理学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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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院组建了全球顾问委员会（GAB），邀请国内外 24 位金融业顶级专家作为委员，为学科的稳定发展进行专业指导。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Apostolik,Richard

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
（GARP）主席、CEO

邓晓力

招商证券副总裁

Goulding,Richard F.

渣打银行集团首席风险官

郭向军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胡本立

国际数据管理协会原副主席
国际数据管理协会
中国分会原主席

黄康林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首席风险官

黄志凌

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曾担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
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中国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李伏安

渤海银行董事长

李祥林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
中国金融研究院（CAFR）
副院长

毛正行（Madge Meyer）

曾于 IBM、美林证券、

道富集团任高管层执行董事

牛佳耕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首席风险官

彭一凡

波士顿咨询风险建模部
董事总经理

沈雁

曾担任高盛亚太区风险总监

汪建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部
审计委员会主席
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曾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首席风险官

王勇（首届 GEC 主席）
天风证券首席风险官

魏国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风险官

夏智华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长

叶素兰

平安集团副总裁

叶远刚

美国三叶科技 CEO

詹伟坚

曾担任中国银行总行信贷
风险总监

张燕玲

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副主席
曾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

赵继臣

平安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

周荣亚

曾担任美国道富金融集团
执行副总裁和首席风险官

朱小黄（首届 GAB 主席）

原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兼首席风险官

原中信集团监事长
中信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部分就业单位

国际学院高度重视生源质量，为选拔全国最优秀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来学院继续深造，学院已连续举办 8 届金融硕士（风险管

理方向）夏令营，累计选拔推免生 241 人，其中“985 高校”占比 80%，“211 非 985 高校”占比 20%。

“高水平、有特色、国际性”的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为学生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6 届金融风险管理专业硕士均已

顺利毕业，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认可，就业率达 100%。就业单位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总行，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证券、申万宏源证券、国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招商证券等

一流券商，平安集团、中信信托、汇添资本、嘉实资本、易方达基金等顶级金融机构，中国移动、中国建筑、中关村发展集

团等大型国有企业，以及中纪委、外交部、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保监会等中央和国家机关。

International College（Suzhou Research Institute）



立足“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一流思想库和智库

苏州校区设有长江经济带发展高等研究院、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

中心南方基地、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

院，立足“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一流的思想库和智库。苏州校

区在长三角这一“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办学，参与区域经济转

型的历史进程，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战略举措，意义重大、任务艰巨。

长江经济带发展高等研究院依托中国人民大学的师资和学科优势，

以“长江经济带”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深入分析“长江经济

带”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提供研究咨询意见，为“长

江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托。

11 -  12     四大板块

作为全国首批由教育部批准的对外汉语教学硕士点，国际学院整合中国人民大

学相关教育资源，按照高质量、人大特色的要求对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进行培

养。为把握汉语国际教育的实际需求，学院每年选派数十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硕士研究生到世界各地多所孔子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和教学志愿者，结束后再根

据双方反馈的意见调整教学方案，形成良性循环，极大地提升了国际学院学

生的培养质量。

为进一步推动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提升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性，同时推动苏

州国际化的进程，苏州校区与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共同成立国际汉语教育中

心。国际学院以国际汉语教育中心为依托，一方面调整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

培养方向，集中培养商贸汉语教学人才；另一方面，应苏州地方政府的要求，

在苏州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大力发展留学生汉语教学，打造一个深具影响力的

汉语推广和文化交流平台，为推动中国人民大学和苏州地区的国际化建设贡献

力量。

人大特色的汉语国际教育

International College（Suzhou Research Institute）

中国人民大学网络空间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网研院”）

于 2021 年 3 月正式成立，4 月在苏州挂牌。

人大网研院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为指

导，聚焦网信领域重大、亟需的根本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聚合学

校高瓴人工智能学院、信息学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学科交叉创新

研究力量，致力于构建网信战略研究基本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努力打

造网信领域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的高端平台，进一步提升学校网信领域

科学研究和咨政能力，助力学校“双一流”建设。

人大网研院院长为文继荣教授，副院长为石文昌教授，行政副院长为刘

在波副研究员，核心成员有梁彬、许伟、窦志成、徐君、赵鑫、张斌、

赵国俊、钱明辉、胡百精、李彪、李三希等教授。

人大网研院以苏州为基地和样本，开展网络空间发展的战略思想和关键

问题研究，围绕网络空间领域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国家事业全局产生

重大影响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基础性、交叉性重大问题，从经

济、文化、技术、安全等方面着手，提出网络空间发展与战略研究的理

论框架、方法体系、具体措施，并结合苏州的实践进行探索和落地。

中国人民大学网络空间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苏州）

中国人民大学在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教学与科研有着悠久的传统、一流的水平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自 2013 年起，中国人民

大学联合多家兄弟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建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为提升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的国际化水平和社

会服务能力，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设立“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南方基地”。南方基地将以实现食品安全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立足长三角，面向南方各省，加强社会调研与理论研究，努力为根本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

作出理论贡献。

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研究领域包括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可持续发展管理学科的核心问题，

并从低碳研究的角度在低碳统计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低碳竞争力指标体系，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服务、为经济

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和科学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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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14     四大板块

国际学院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是一个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高端研究所，

与国际音乐考古学会、国际传统音乐学会音乐考古中心、国际音乐图像

学会、东亚音乐考古学会等国际组织以及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和国内各级

博物馆（院）密切协作，进行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

国际学院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是国内影响最大的音乐考古研究所之一，

参与了多项重大科研项目。研究所与南京博物院合作，主持江苏省盱眙

大云山汉墓出土乐器的研究和复制，主持无锡鸿山战国墓出土乐器的复

制和研究，参与中国民族音乐博物馆的筹划和建设，主持杭州师范大学、

郑州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国内外多家机构的古乐器复制项目；主办了国

际音乐考古学会第八届研讨会、东亚音乐考古学会第二届和第四届研讨

会；服务于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艺术教育，为中法学院本科生和国际

学院硕士研究生开设相关专业课程和艺术通识课程。

由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子初教授主持编撰的国家重大项目《中国

音乐文物大系》已出版 30 册，是国内外考古领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

富的丛书，获得国内图书领域最高荣誉“中国国家图书奖”。

艺术与人文

中国人民大学法国和法语国家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获学

校批准进入孵化期。在中法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研究院取得阶段性成果。2020年12月16日，

研究院获批苏州工业园区优质创新平台，并获得奖补资金 50 万元。

截至目前，已以研究院名义立项翻译项目 1 项，出版项目 3 项，其中翻译项目《戴高乐将

军口中的世界》共计约 80 万字，预计于 2021 年底至 2022 年初完稿；面向法国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的外文教材出版项目《中国经济概览》已基本完成编撰，预计于

2022 年出版；此外，研究院还计划就法国大学史以及中华文化的在法传播展开研究，正

在推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中法学院法国合作院校的出版社联合出版相关中法文专著及

译著。与此同时，研究院还组织了一系列研究活动，于 2021 年 6 月 8 日举行“头，权力，

社会：跨学科视阈下的领导形象研究”学术研讨会，成功吸引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

大学、上海大学、法国蒙彼利埃保罗 - 瓦莱里大学、KEDGE 商学院、新索邦大学、兰斯

大学的 20 余位中外学者和研究团队与会。

未来，研究院将在中法学院学历教育的基础之上，逐步拓展涉及法国和法语国家海外投资、

地方政府与法国和法语国家商贸合作等的智库和咨询业务，一方面积极推进现有项目，实

现研究院平稳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寻求来自两国政府、大型企业的委托项目和研究课题，

迈出扩展专业领域、丰富科研资源的脚步。

International College（Suzhou Research Institute）

法国和法语国家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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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院开展的各类学生活动，丰富了学生业余文化生活，增强了学生的归属感，

为校园文化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局面。其中，“五四”青春歌会、“姑苏弦歌”新

年晚会、“梦想舞台”校园歌手大赛、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已成为品牌活动，

受到广泛关注。

学生活动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l l e g e （ S u z h o u  R e s e a r c h 
Institute）

15 -  16     学生活动



国际学院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近年来，分别与农业部、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江苏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苏州市政府、华夏银行、交通银行等单位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举办了世界政

治经济学学会论坛、世界音乐考古大会、亚太知识产权论坛、中欧知识产权论坛、中国宏观经

济论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年会、独墅湖人大金融论坛暨湖畔论坛等

高端学术会议；与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印度等国家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了广泛的合作

与交流；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山东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华北电力大学、

四川外国语大学等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合作与交流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l l e g e （ S u z h o u  R e s e a r c 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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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图 1    法国驻华大使罗梁（Laurent Bili）一行来访苏州校区

图 2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深化合作交流会在北京顺利举行

图 3   哥斯达黎加大学校长亨宁·詹森·彭宁顿一行来访苏州校区

图 4    津巴布韦大学副校长、前津巴布韦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马希礼（Pedzisai Mashiri）访问苏州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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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交流与战略合作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l l e g e （ S u z h o u  R e s e a r c 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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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时任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一行考察苏州校区

图 2   全国政协常委陈锡文一行来访苏州校区

图 3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欧阳淞来访苏州校区 作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

图 4   四川外国语大学校长李克勇一行来苏州校区参观调研

图 5   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方军一行考察苏州校区

图 6   刘伟校长、杜鹏副校长一行会见了时任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许昆林，时任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亚平

图 7   时任苏州市委常委、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吴庆文到苏州校区考察调研

图 8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闫国华一行来苏州校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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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峰会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l l e g e （ S u z h o u  R e s e a r c 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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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 2015

图 2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 5 届论坛

图 3   中国破产法论坛

图 4   中欧知识产权论坛

图 5    人大独墅湖浦江金融论坛暨湖畔论坛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l l e g e （ S u z h o u  R e s e a r c 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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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校园

B e a u t i f u l  

c a m p u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