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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8年开始论证、准备,1999年5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7

次会议批准设立,至今已经六载。从2001年MPA首届招生,2002

年春季入学,也已接近完成一个教育周期,2004年就要有3500名

学员毕业。回顾过去,总结现在,展望未来,特别要指出如下三

点: 首先,在我国MPA诞生与发展的历程中,党和政府(包括各级

政府和人事部门)如此高度重视,培养单位(包括首批24所试办

院校以及二批23所试办院校和有关院校)如此积极投入,社会各

界(包括考生所在单位和新闻媒体等)如此普遍关注,MPA考生

和学员如此踊跃热情,作为一个专业学位来说,都是罕见的。这

充分说明了MPA的社会意义和价值。 其次,MPA这个当年只

有极少数人知道的外来名词,如今已成星火燎原之势,转化为中

国教育的现实。目前,全国有47所MPA试办高校,共覆盖24个省

、市、自治区。MPA在校学员遍布3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

从科员到厅、局长的各级公务员。中国MPA从无到有,成长壮

大,是一个创新和挑战自我的过程。所谓创新,是理论联系实

际,融汇多方面的知识和教学经验,锻造一个新的专业学位,其

知识结构、教学方法、人才培养模式等都是以前不曾有的。

所谓挑战自我,是学校自身向传统教育模式的挑战.教师自身向

原有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方式的挑战.是MPA学员应考和学习过

程中向自我的挑战。 再次,MPA专业学位根据各高校学科优势

与特点,设置多种专业方向,延伸到政府的各个部门、公共管理

的各个领域,涉及公共管理的方方面面。MPA教育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历史意义,已经和正在日益显现出来。特别是经历与非

典的斗争之后,党和政府空前重视公共卫生管理和社会公共管

理、公共服务。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

程中,寻求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将成为中

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阶段。可以说,中国MPA正是应运而

生。作为亲历MPA专业学位发展历程的教育工作者,我要由衷

地说:我国教育、人事主管部门在我国设立MPA专业学位,这是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中国MPA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着

重指出以下十点:来源：www.examda.com 一、创造了一个崭

新的学位,填补了我国专业学位教育的一个空白。 MPA专业学

位自1924年由美国锡拉丘兹大学首创,已有80年的发展历史,在

国际上与MBA(工商管理)、JM(法律硕士)并列为文科高层次

职业研究生教育的三大支柱。我国继1990年批准MBA专业学

位教育,1995批准JM专业学位教育,到1999年批准MPA专业学位

教育,成为我国11个专业学位之一(现在有12个)。这完善了我

国专业学位教育体系,MPA学位本身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积

极成果,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二、坚持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管理专门人才。

MPA专业学位是移植而来,它不同于其他专业学位(如MBA),以

培养政府公务员为主。而我国的政治制度、公务员制度、价

值观念,与MPA发源地西方不同。所以,我国MPA教育借鉴美

国和西方MPA教育的经验,但不能办成美国或西方的MPA.要

吸收我国自古以来政府治理和官吏培养、选拔等传统文化的

精华,又必须古为今用。中国MPA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要求MPA学



员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高尚的职业道德。

在MPA培养方案及其课程设置等方面,体现出正确的政治导向

、科学的文化知识、精湛的业务技能的有机结合。所以,中

国MPA是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和广大学员认同的MPA,是在改

革开放的中国大地上盛开的一朵教育奇芭。 三、开拓了我国

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新领域,公务员队伍能力建设的新途径。

来源：www.examda.com MPA专业学位培养目标是政府部门及

非政府公共机构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强调职业背景,学

以致用,能力建设,是最适合在职公共管理人员和公务员攻读、

深造的学位之一。自MPA专业学位教育启动三年来,全国共有

近3万人报考,改变了过去存在的为获学位而盲目报考其他专

业,造成所学非所用,教育和人力资源浪费的现象。同时,政府

把MPA纳入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渠道。当代政府管理是一

种专业化的工作,需要专业化的人才才能胜任。国家人事部副

部长尹蔚民指出:“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试办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教育,是在职公务员系统地学习现代行政管理理论,并结合

实践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加强能力建设的重要措施”。人事

部2001-2005年国家公务员培训纲要明确指出:“积极开展公共

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PA)教育,培养一批高素质、复合型的行

政管理人才”。 四、促进了高校知识整合,学科与资源的重组

。 MPA是一种崭新的学位和教育模式,客观上要求整合知识,

实现学科与教育资源的重组。在首批24所MPA试办院校中,据

不完全统计,为适应MPA教育需要,有9所院校在原来的基础上

组建新的学院,如北京大学的“政府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的“公共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武汉大学的“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山大学的“政治与

公共事务学院”等。有些院校如华东师范大学,组建了MPA教

育指导委员会.有些院校如西安交通大学,组建了整合全校资源

的MPA教育中心。其他院校也在依托原有的管理学院、经济

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文法学院的基础上,调整与完善专业

与师资结构。在第二批23所MPA新增院校中,四川大学、郑州

大学、云南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内蒙古大学等也都组建了

公共管理学院。上述47所MPA试办院校都按照MPA教学要求,

投资建设了多媒体教室、案例讨论室,有的院校正在建设公共

管理大楼,MPA已催生出丰硕的物质之果。 五、加强了校际之

间、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推动了知识的创新与融合。 中国

的MPA教育分布在综合院校、地方院校,以及文、理、工、农

、医等具有不同专长和特色的院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院

校的MPA教育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政治学、行政学知识

和院系为主.另一类以管理学,包括工商管理、科技知识和院系

为主。二者各有特色。举办MPA教育,使过去较少甚至从无来

往的院校及教师们之间增加了交流的机会,每年仅全国性的工

作会议和研讨会就有两次,还有次数不等的小型研讨、相互任

课支教等。有些教师说,文、理、工、农、医等院校如此频繁

的联系,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它打破了传统的壁垒,架起了一座

学术交流的立交桥,形成了又一个文化圈。这对于相互学习和

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是非常有益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