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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5_86_9C_E4_c75_568135.htm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是为适应公共管理现代化、科学化和

专业化的要求而设立的，其培养目标是为政府部门及非政府

公共机构培养德才兼备、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

层次、复合型、应用型公共管理专门人才。基本要求包括：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邓小平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政治素

质和高尚的职业道德； 2、掌握公共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和

专门知识，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能够综合掌握政治、经济、

法律、现代科技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与分析方法； 3、具备从

事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的能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需要； 4、比较熟练地掌握和

运用一门外语； 5、身心健康。 二、培养对象 公共管理硕士

专业学位培养对象主要为获得学士学位后、有四年以上实际

工作经历的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 三、培

养方向 我校现设有以下四个培养方向： 1、行政管理 2、社会

工作、社会管理及社会保障 3、土地资源管理 4、公共政策 四

、学习方式和学习年限 学习方式为非全日制，学习年限为二

年半至四年。 五、培养方式和学习年限 1、实行学分制，总

学分不少于42学分，核心课程不少于20学分。学生必须修满

规定的学分，成绩合格者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写作；论文答辩

通过后按规定的程序授予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2、教学



方式以课程教学为主，采用启发式、研讨式等多种教学方法

，重视和加强案例教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既要把握公共

管理学科前沿，又要密切结合公共管理实践。把课堂讲授、

研讨、案例分析，模拟训练和社会调查多形式有机结合，强

化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增强与政府部门和

其他公共机构的联系、交流与合作，吸收有丰富实践经验的

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机构人员参加各个培养环节的工作。 3

、实行导师负责制。培养过程采用导师组形式，发挥集体指

导的作用。 4、认真组织集中的实践活动，有明确的考核要

求和成绩评定办法。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的

培养。 六、课程设置 课程按一级学科设置，课程结构分为核

心课程、方向必修课和选修课。 核心课程为公共必修课；方

向必修课根据培养方向不同按统一要求设置；选修课则是在

我校自身特色和培养方向的要求的基础上，力求满足不同培

养对象的要求和多样性。 1、核心课程（必修，共20学分）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 2学分 考试 外国语 4学分 考试 公共

管理 3学分 考试 公共政策分析 3学分 考试 公共经济学 3学分 

考试 定量分析方法 3学分 考试 信息技术及应用 2学分 考试 2

、方向必修课（每个培养方向共6学分） （1）行政管理方向 

领导科学 2学分 管理心理学 2学分 比较政府与政治 2学分 （2

）社会工作、社会管理及社会保障方向 社会保障改革与管理

2学分 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2学分 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 2学分 

（3）土地资源管理方向 土地资源管理 2学分 土地利用控制 2

学分 土地资源经济 2学分 （4）公共政策方向 农业政策 2学分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2学分 环境政策与管理 2学分 3、公共选

修课 行政法 3学分 宏观与微观经济学 3学分 项目管理与评估 2



学分 公共事务调查 2学分 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管理 2学分 谈

判学 2学分 电子政务 2学分 市场学 2学分 土地政策学 2学分 房

地产经营与管理 2学分 社会问题分析与社会控制 2学分 4、专

业社会实践（2学分） 七、论文工作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的学生必须撰写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应紧密结合政府部门及

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实际。论文形式可以是专题研究成果

，也可以是高水平的调研报告或案例分析报告。论文应体现

学生运用公共管理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去分析解决

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技巧。论文工作量不少于半年。 

八、学位授予 通过课程考试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

辩的研究生，由中国农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学位证书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

印制。 更多在职硕士联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在职硕士联

考网（收藏本站） 百考试题在职硕士联考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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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