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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 年）》

（学位〔2020〕20 号）、《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教研〔2023〕2 号）、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2019）》、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

成果基本要求（试行）》和《西昌学院关于制定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试行）》等文件精神，结合

我院实际，特制定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要求

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掌握系

统的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和方法，具备从事公共管理与公共

政策分析的能力，能够综合运用管理、政治、教育、法律、

现代科技等方面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解决民族地区公共管

理实际问题的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公共管理

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如下：

（一）具备坚定的政治素养，熟练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坚持贯彻执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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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政治思

想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

（二）掌握公共管理的科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管理

学、政治学、教育学、法学等多学科知识体系，了解国内外

公共管理的新发展、新趋势和新成果。

（三）具备从事民族地区公共管理治理研究和运用的实

践能力，包括调研、分析、判断、决策、组织、协调、指挥、

控制、创新等能力。能综合运用管理、政治、经济、法律、

现代科技等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解决

公共管理实际问题。

（四）具备较高的人文、科学素养和身心素质，依法治

国和以德治国意识强，注重以人为本、社会公正，具有科学

性、准确性和预见性。

（五）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具

有一定的听说能力和对外交流能力。

二、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

（一）学习方式：非全日制。

（二）学业年限：学制 3 年，最长修业年限 5 年。

（三）培养主要环节包括课程学习、社会实践和学位论

文写作。课程学习在校内完成，专业实践在实践基地完成。

（四）实行双导师制。导师组由校内导师和行业导师组

成，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行业导师参与社会实践、项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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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课程与论文等环节的指导。

三、培养方向

（一）行政管理：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地区文化行政管

理。以民族文化政策与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

文化创意产业建设与管理研究为特色。

（二）城乡公共治理：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地区城乡公

共治理。以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基层治理、社会矛盾化

解研究为特色。

（三）教育政策与管理：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地区教育

政策与管理。以民族地区教育政策与法律、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学校管理研究为特色

四、学分要求

学生培养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43 学分。其中公

共基础课程 4 门共 7 学分，专业基础课程 7 门共 16 学分，

专业方向选修（研究方向 4 门 8 学分，选修不少于 8 学分），

社会实践和读书报告 4 学分。

五、实践环节

教师指导学生进行为期三个月社会实践，2 学分。实践

结束，学生须提交不少于 5000 字实践报告。根据学生个人

工作背景、时间条件和学院相关课程教学进度等因素综合考

虑安排。

六、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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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类型。学位论文坚持问题导向，选题可参考以下类

型：案例分析型、调研报告型、问题研究型、政策分析型等。

撰写要求。论文撰写须符合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观点明

确，逻辑清晰，论证充分，论据有力，措施可行，资料详实，

语言通顺。指导教师必须对论文的质量严格把关，并对学生

是否独立完成论文写作工作进行监督。学位论文撰写、评阅

与答辩要求等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执行。学位论文应符合学术

道德，严禁抄袭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学位论文总工作量应

不少于 6 个月，字数应不少于 3 万字。

论文答辩。通过开题和中期考核，完成学位论文撰写后

可以提交学位论文答辩申请，经资格审查合格后，进行预评

审。通过预评审的学位论文方可提交送外审。每篇论文的外

审评阅人不少于 2 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如申请人论文

外审未通过，6 个月后可再次申请学位论文外审。外审通过

的学位论文，经导师审核通过后，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答

辩委员会应由不少于5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

其中应包括至少 1 名相关行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相当

水平）的专家。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可行性论证、

展示与鉴定、答辩等环节应有不少于 1 名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或相当水平）行业专家参与。学生在答辩结束后根据

答辩委员们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学位论文进行认真修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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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论文修改说明，由导师审查签字，送研究生管理部门审

查。

七、学位授予

学生在规定年限之内修满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所有学分，

成绩合格，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经学校学位委员

会审核批准后，授予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学位

证书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印制。优秀 MPA 研究生提前完

成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者可申请提前答辩和提前毕业（提前

时间不超过半年）；不能按时毕业者作结业处理；如遇特殊

情况，由本人提出申请，经 MPA 教育中心审核，研究生管理

部门批准后可以延期毕业，但学习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5 年。

八、课程设置（公共管理领域）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考核

方式

开课

学期
备注

公共

基础

课程

00101M0011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New Era

2 32 考试 1

7 学分，学

位教育必

设。

60101M00110
研究生英语

Graduate English
3 48 考试 1

60301M02110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Academic Standards and Thesis Writing
1 16 考试 1

00103M00110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1 16 考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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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基础

课程

60302M02111
公共管理

Public Management
3 48 考试 2

16 学分，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分析和社

研究方法

为专业必

设；其他选

设。

60303M02111
公共政策分析

Public Policy Analysis
3 48 考试 2

60304M02111
社会研究方法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3 48 考试 2

60305M02111
案例编写与分析

Case Writing and Analysis
2 32 考试 1

60306M02111
公共经济学

Public Economics
2 32 考试 2

60307M02111
电子政务

Electronic Government
2 32 考试 2

60308M02111
舆情管理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1 16 考试 1

专业

方向

选修

课程

60309M02121
文化行政管理学

Cultural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2 32 考试 3

行政管理

方向 8 学

分

60310M02121
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与事务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Theory and
Practice

2 32 考试 3

60311M02121
彝族传统文化

Yi Ethnic Traditional Culture
2 32 考试 3

60312M02121
文化政策研究与文化活动管理

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and Cultural Event
Management

2 32 考试 3

60313M02121
城乡经济管理

Urban-R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2 32 考试 3

城乡公共

治理 8 学

分

60314M02121
公共管理理论与政府改革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and Government
Reform

2 32 考试 3

60315M02121
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

Local Government and Governance
2 32 考试 3

60316M02121
公共危机管理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2 32 考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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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17M02121
教育政策与法律

Education Policy and Law
2 32 考试 3

教育政策

与管理 8

学分

60318M02121
民族地区学校管理

School Management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2 32 考试 3

60319M02121
教育组织行为学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 32 考试 3

60320M02121
教育测量与评价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2 32 考试 3

60321M02121
农村公共事业管理

Rural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2 32 考查 4

公共选

修≥8 学

分

60322M02121
宪法与行政法

Constitu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2 32 考试 4

60323M02121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

Modern Leadership: Science and Art
2 32 考试 4

60324M02121
公共伦理

Public Ethics
2 32 考试 4

60325M02121
公文写作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fficial Document
Writing

2 32 考试 4

60326M02121
社会组织管理

Social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 32 考试 4

同等

学力

补修

课程

同等学力的硕士生需补修本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相应本科

生主干课程：《行政管理学》、《行政组织学》、《法学导

论》、《政府经济学》、《公共政策》。补修课程须列入硕

士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可随本科生一同修习，也可自修，

通过考核记入考核成绩。以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补修课程

未经考核通过者，不能参加论文答辩。

任选 3

门，不

计学分

必修

环节

BXHJ001 读书（学术或实践）报告 2 32 考查 5 ≥2学分

BXHJ002 专业实践 2 32 考查 5 ≥2学分

BXHJ003 学术交流 /

BXHJ004 学位论文开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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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HJ005 中期考核 /

BXHJ006 学术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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