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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 法学 专业代码 030201 授予学位 法学学士

（从 2020 级本科生开始执行）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优良的道德品质，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具备扎实的政治学与行政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具备从事专业工作能力

的专门人才。

具体专业培养目标：

（1）熟练掌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知识，具备良好的政治和法律素养，具备较强的职业能力、良好

的专业素养以及社会责任感；

（2）具备较强的政治思维与分析能力以及行政工作能力；

（3）具备在政府、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组织中沟通、交流与协作的能力；

（4）具备终身学习和自我提升的综合能力。

二、毕业生能力要求

通过在校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毕业时具备以下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基本素质要求：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

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创新意识、公共精神和人文情怀，有较好的身体素

质和心理素质；

2.基本知识要求：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该掌握计算机、外语、写作等一般知识，掌握政治学、管理

学、法学、经济学等方面基础知识，同时还应该掌握行政管理学、国际政治学、公共经济学、当代中国

政府与行政、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3.基本技能要求：通过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本专业的学生应具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理论

思辨和逻辑思维能力、政治认知和分析能力，具备进行社会调查与分析的基本能力，能掌握文献检索与

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较强的论文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外语和计

算机操作等基本技能。

三、支撑学科

一级学科：政治学、公共管理

二级学科：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行政管理

四、毕业学分要求

课程体系
学分要求

必修 选修 合计

公共基础及 公共基础必修 思想政治类 1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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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层面 军事、体育类 8

大学外语类 10

大学数学类 4

大学计算机类 4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 9

专业教育层面

学科基础课程 33 10

102.5专业知识课程 21 12

工作技能课程 23.5 3

总计 119.5 34 153.5

五、专业核心课程

1.政治学原理（64课时/4 学分） 6.中国政治制度史（64 课时/4 学分）

2.公共行政学（64课时/4 学分） 7.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48 课时/3 学分）

3.公共经济学（48课时/3 学分） 8.比较政治制度（48 课时/3 学分）

4.中国政治思想史（64课时/4 学分） 9.社会科学研究方法（32 课时/2 学分）

5.西方政治思想史（64课时/4 学分） 10.国际政治学（48课时/3 学分）

六、专业特色课程

1.海洋政治概论(32 课时/2 学分) 2.政治过程模拟（48 课时/2 学分）

七、实践环节

（一）必修实践环节

1.军事训练（2周/2 学分）

2.毕业实习（4周/4 学分）

3.毕业论文（8周/8 学分）

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实践部分)(64 课时/2 学分)

5.创新创业教育（4学分）

6.政治过程模拟(32 课时/1 学分)

7.英语（160 课时/5 学分）

8.大学计算机基础（32 课时/1 学分）

9.体育（128 课时/4 学分）

10.科研选题与论文写作（16课时/0.5学分）

11.政治学专题讲座(16 课时/0.5 学分)

12.电子政务(16 课时/0.5 学分)

13.社会科学研究方法(16 课时/0.5 学分)

（二）选修实践环节

1.政治学前沿讲座(16 课时/0.5 学分) 4.政治学学术能力进阶（16课时/0.5 学分）

2.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实践部分)（16课

时/0.5 学分）

5.SPSS 统计应用(实践部分)（16 课时/0.5

学分）

3.公文写作(实践部分)（16课时/0.5 学分） 6.职业能力拓展（16 课时/0.5 学分）

八、课程设置及修读计划

（一）公共基础及通识教育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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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基础必修课程

最低要求 42 学分

其中：必修 42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讲授 实践

必修

008101101023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3 48 一(秋)

00810110102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32 32 一(春)

0081011010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二(秋)

00810110102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5 64 32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二(春)

00810120 系列 形势与政策（系列课程） 2 64
本科四

年获得

008401101089 大学数学 A 4 64 一(秋)

008501101053 大学计算机基础 4 48 32 一(秋)

008201101025 军事训练 2 64 一(夏)

008201101027 军事科学概论 2 32 一(秋)

008201103019 体育Ⅰ（系列课程） 1 4 28 四年开

课不断

线，修满

4学分

即可

008201103021 体育Ⅱ（系列课程） 1 4 28

008201103023 体育Ⅲ（系列课程） 1 4 28

008201103025 体育Ⅳ（系列课程） 1 4 28

008301101033 大学英语 Ⅰ 2 32 32 四年开

课不断

线，修满

10 学分

即可

008301101035 大学英语 Ⅱ 2 32 32

008301101037 大学英语 Ⅲ 2 32 32

008301101039 大学英语 Ⅳ 2 32 32

008301101135 大学英语拓展类课程 2 32 32 大学英语 Ⅲ

注：“推荐学期”，一、二、三、四指大学本科学年数（以四年学制计），下同

2.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最低要求 9学分

通识教育课按照科学与技术、文学与艺术、哲学与人生、社会与文化、历史与文明五个模块进行设

置。本科四年应修读至少两个知识模块共计不少于 9学分的课程，且不能修读与所在专业专业课程内容

相近的通识课程。

（二）专业教育层面

1. 学科基础课程

最低要求 4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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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必修 33 学分，选修 10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讲授 实践

必修

113102101359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导航 1 16 一(秋)

030302101349 *政治学原理 4 64 一(秋)

030302101353 管理学概论 2 32 一(秋)

113102101341 社会学 2 32 一(秋)

113302101341 法学概论 2 32 一(春)

030302101301 *公共行政学 4 64 一(春)

030302101209 *中国政治思想史 4 64 一(春)

030302101211 *西方政治思想史 4 64 一(春)

113102101355 *公共经济学 3 48 二(秋)

030302101299 *国际政治学 3 48 二(秋)

030302101207 *中国政治制度史 4 64 二(春)

选修

113302101247 逻辑学 2 32 一(秋)

113102201335 比较政治学 2 32 政治学原理 二(秋)

030302201399 政治社会学 2 32 政治学原理 二(秋)

030302201309 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 2 32 二(春)

030302201305 国际关系史 3 48 国际政治学 三(秋)

030302201343 大国政治 2 32 国际政治学 三(春)

注：带*的课程为专业核心课，下同

2. 专业知识课程

最低要求 33 学分

其中：必修 21 学分，选修 12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讲授 实践

必修

030303101347 政治学专题讲座 1 8 16 二(夏)

030303101301 *比较政治制度 3 48 二(秋)

030303101261 公共政策学 3 48 公共行政学 二(秋)

030303101390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2 32 二(春)

030303101249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3 48 二(春)

030303101253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3 48 政治学原理 二(春)

030303101341 专业外语 2 32 三(秋)

030302201349 海洋政治概论 2 32 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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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03101303 全球治理导论（双语） 2 32 三(春)

选修

030303201331 政治哲学导论 2 32 二(秋)

030303201301 地方政府学 2 32 二(秋)

030303201271 国际关系学 2 32 二(春)

030303201303 政治传播学 2 32 二(春)

113103101283 海洋行政管理学概论 2 32 三(春)

030303201361 当代中国外交 2 32 三(春)

030303201305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 2 32 三(春)

030303201313 政治学前沿讲座 1 8 16 四(夏)

030303201325 美国政治与外交 2 32 四(秋)

030303201363 日本政治与外交 2 32 四(秋)

030303201329 俄罗斯政治与外交 2 32 四(春)

3. 工作技能课程

最低要求 26.5 学分

其中：必修 23.5 学分，选修 3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讲授 实践

必修

030304101273 政治过程模拟 2 16 32 二(夏)

113502101301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2 24 16 二(秋)

113304101321 科研选题与论文写作 1 8 16 三(夏)

030304103301 专业实习 4 4 周 三(夏)

113304101265 电子政务 2.5 32 16 三(秋)

030304103999 毕业论文 8 8 周 四(春)

008904103999 创新创业教育 4 128
本科四

年获得

选修

113304101267 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 2.5 32 16 一(春)

113502101305 SPSS 统计应用 2.5 32 16 二(春)

030304201357 政治学学术能力进阶 1 8 16 三(秋)

030304201349 职业能力拓展 1 8 16 三(秋)

113104101301 公文写作 2 24 16 三(春)

九、有关说明

1.创新创业教育学分中，至少 2 个学分为非课程学分，其申请和认定按照《中国海洋大学大学生创

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办法》（海大教字〔2013〕132 号）执行；其他学分可通过修读学校开设的创新创

业教育系列课程或参加经学校认可的创新创业类培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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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课程前面带“*”的为核心课程，作为必修课开设，不能用其他课程替代。

十、本培养方案由所在专业负责解释

附：本专业辅修要求

一、培养目标及能力要求

培养目标：

（1）掌握政治学与行政学的一般专业知识，具备基本的政治和法律素养，具备较强的职业能

力、良好的专业素养以及社会责任感。

（2）培养政治思维与分析能力以及行政工作能力。

（3）具备在政府、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组织中沟通、交流与协作的能力。

能力要求：

（1）基本素质要求：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

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创新意识、公共精神和人文情怀，有

较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2）基本知识要求：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该基本掌握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国际政治学、公

共经济学、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3）基本技能要求：通过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本专业的学生应具有一定的政治敏锐

性、理论思辨和逻辑思维能力、政治认知和分析能力，初步具备进行社会调查与分析的基本能力，

能掌握文献检索与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二、课程修读要求（总计 25 学分）

必修课程（18学分）：

1.政治学原理（64课时/4 学分） 4.国际政治学（48 课时/3 学分）

2.公共行政学（64课时/4 学分） 5.西方政治思想史（64 课时/4 学分）

3.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48课时/3 学分）

选修课程（7学分）：

1.公共经济学（48课时/3 学分） 3.中国政治制度史（64 课时/4 学分）

2.中国政治思想史（64课时/4 学分） 4.比较政治制度（48 课时/3 学分）

三、原则上，主修专业课程涵盖辅修专业要求课程 1/2 及以上（或具有替代关系）的学生，不得辅

修本专业。

撰写人：王泉伟 教学院长：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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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 管理学 专业代码 120402 授予学位 管理学学士

（从 2020 级本科生开始执行）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优良的政治素养和强烈的现代公共精神，具备扎实的行政管理专业知识体系，

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拥有国际视野、自主学习能力、管理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能够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各类组织中从事管理工作及科研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具体目标如下：

（1）熟练掌握行政管理专业知识，具备优秀的专业才能和强烈的劳动责任感、社会使命感；

（2）具备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应用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能够在各类组织团队中进行有效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协同创新能力。

二、毕业生能力要求

通过在校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毕业时具备以下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基本素质要求：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强烈的劳动

意识，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创新意识、公共精神和人文情怀，

具有较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2.基本知识要求：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该掌握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在此基础上应该掌握行政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公共政策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当代中国政府与

行政、行政学说史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掌握海洋管理方面的特色知识；

3.基本技能要求：通过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该掌握计算机、外语、写

作等一般技能，具备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和社会调查的基本能力，掌握统计学、电子政务和公文写作的基

本技术，能掌握文献检索与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较强的论文写作和

语言表达能力。

三、支撑学科

一级学科：公共管理、政治学

二级学科：行政管理

四、毕业学分要求

课程体系
学分要求

必修 选修 合计

公共基础及

通识教育层面
公共基础必修

思想政治类 16

42军事、体育类 8

大学外语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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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数学类 4

大学计算机类 4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 9

专业教育层面

学科基础课程 24.5 8

105.5专业知识课程 37.5 10

工作技能课程 24 1.5

总计 128 28.5 156.5

五、专业核心课程

1.管理学原理（64 课时/4 学分） 7.社会科学研究方法（40 课时/2 学分）

2.政治学原理（64 课时/4 学分） 8.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32 课时/2 学分）

3.行政管理学（64 课时/4 学分） 9.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32 课时/2 学分）

4.公共经济学（48 课时/3 学分） 10.中国政治制度史（64课时/4 学分）

5.公共政策学（48 课时/3 学分） 11.西方行政学说史（48课时/3 学分）

6.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48课时/2.5学分）

六、专业特色课程

1.海洋行政管理学概论（32 课时/2 学分） 3.公共危机管理（40 课时/2 学分）

2.环境政策与管理（32 课时/2 学分） 4.全球治理导论（32 课时/2 学分）

七、实践环节

（一）必修实践环节

1.军事训练（2周/2 学分）

2.专业实习（4周/4 学分）

3.毕业论文（8周/8 学分）

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实践部分)(64 课时/2 学分)

5.创新创业教育（4学分）

6.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实践部分)（16 课

时/0.5 学分）

7.电子政务(实践部分)(16 课时/0.5 学分)

8.公共危机管理（实践部分）（16 课时/0.5

学分）

9.英语（160 课时/5 学分）

10.大学计算机基础（32课时/1 学分）

11.体育（128 课时/4 学分）

12.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部分)（16

课时/0.5 学分）

13.公文写作(实践部分)（16课时/0.5学分）

14.SPSS 统计应用(实践部分)（16 课时/0.5

学分）

15.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实践部分）（16课

时/0.5 学分）

（二）选修实践环节

1.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实践部分）（16 课

时/0.5 学分）

2.社区管理（实践部分）（16课时/0.5学分）

4.专业认识实践（16 课时/0.5 学分）

5.管理角色模拟与实训（16课时/0.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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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试理论与实务（16 课时/0.5 学分）

八、课程设置及修读计划

（一）公共基础及通识教育层面

1. 公共基础必修课程

最低要求 42 学分

其中：必修 42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讲授 实践

必修

008101101023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3 48 一(秋)

00810110102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32 32 一(春)

0081011010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二(秋)

00810110102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 64 32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二(春)

00810120 系列 形势与政策（系列课程） 2 64
本科四

年获得

008401101089 大学数学 A 4 64 一(秋)

008501101053 大学计算机基础 4 48 32 一(秋)

008201101025 军事训练 2 64 一(夏)

008201101027 军事科学概论 2 32 一(秋)

008201103019 体育Ⅰ（系列课程） 1 4 28 四年开

课不断

线，修

满 4学

分即可

008201103021 体育Ⅱ（系列课程） 1 4 28

008201103023 体育Ⅲ（系列课程） 1 4 28

008201103025 体育Ⅳ（系列课程） 1 4 28

008301101033 大学英语 Ⅰ 2 32 32 四年开

课不断

线，修

满10学

分即可

008301101035 大学英语 Ⅱ 2 32 32

008301101037 大学英语 Ⅲ 2 32 32

008301101039 大学英语 Ⅳ 2 32 32

008301101135 大学英语拓展类课程 2 32 32 大学英语 Ⅲ

注：“推荐学期”，一、二、三、四指大学本科学年数（以四年学制计），下同

2.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最低要求 9 学分

通识教育课按照科学与技术、文学与艺术、哲学与人生、社会与文化、历史与文明五个模块进行设

置。本科四年应修读至少两个知识模块共计不少于 9学分的课程，且不能修读与所在专业专业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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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的通识课程。

（二）专业教育层面

1. 学科基础课程

最低要求 32.5 学分

其中：必修 24.5 学分，选修 8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讲授 实践

必修

030302101349 *政治学原理 4 64 一(秋)

113302101207 *管理学原理 4 64 一(秋)

113102101341 社会学 2 32 一(秋)

113302101247 逻辑学 2 32 一(秋)

113302101339 行政管理专业导论 1 16 一(秋)

113302101341 法学概论 2 32 一(春)

113302101343 经济学原理 3 48 一(春)

113502101301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2 24 16 二(秋)

113502101303 应用统计学 2 32 二(秋)

113502101305 SPSS 统计应用 2.5 32 16 二(春)

选修

113302201333 公共事业管理学 2 32 管理学原理 一(春)

113102101321 组织行为学 2 32 一(春)

113102101323 社会保障概论 2 32 二(秋)

113102201331 公共关系学 2 32 二(春)

113302201331 中外经典著作选读 2 32 管理学原理 二(春)

030303101303 全球治理导论（双语） 2 32 三(春)

注：带*的课程为专业核心课，下同

2. 专业知识课程

最低要求 47.5 学分

其中：必修 37.5 学分，选修 10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讲授 实践

必修

113302101209 *行政管理学 4 64 政治学原理 一(春)

113102101355 *公共经济学 3 48 经济学原理 二(秋)

030303201323 地方政府管理 2 32 二(秋)

030303101261 *公共政策学 3 48 二(春)

113503101301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2.5 32 16 二(春)

030302101207 *中国政治制度史 4 64 政治学原理 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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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03101390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2 32 二(春)

113102101299 领导科学与艺术 2 32 三(秋)

113303101313 *西方行政学说史 3 48 三(秋)

113303101337 行政伦理学 2 32 三(秋)

113103201343 比较政府与政治 2 32 政治学原理 三(秋)

113302101235 *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 2 32 政治学原理 三(春)

113103201303 非营利组织管理 2 32 管理学原理 三(春)

113103101283 海洋行政管理学概论 2 32 三(春)

113103101295 专业英语 2 32 三(春)

选修

030302101211 西方政治思想史 4 64 一(春)

113503201303 可持续发展导论（双语） 1 16 二(夏)

113503201305 公共组织理论 2 32 二(春)

113103101281 社区管理 2.5 32 16 社会学 二(春)

113503201301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 2 32 三(秋)

113303201339 城市管理学 2 32 管理学原理 三(秋)

113503201311 环境政策与管理（双语） 2 32 三(春)

113103201345 海洋环境管理 1 16 三(春)

113503201309 土地资源管理概论 2 32 三(春)

113503201313 公共危机管理 2 24 16 管理学原理 四(秋)

113103201347 海洋资源管理 1 16 四(秋)

3. 工作技能课程

最低要求 25.5 学分

其中：必修 24学分，选修 1.5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讲授 实践

必修

113304101267 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 2.5 32 16 一(春)

113504103301 专业实习 4 4 周 三(夏)

113304101265 电子政务 2.5 32 16 三(秋)

113104101301 公文写作 2 24 16 三(春)

113104101345 科研选题与写作 1 16 四(秋)

113504104399 毕业论文 8 8 周 四(春)

008904103999 创新创业教育 4
本科四

年获得

选修 113504203301 专业认识实践 0.5 16 二(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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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04203303 管理角色模拟与实训 0.5 16 二(夏)

113104201221 行政能力测评与申论 1 16 逻辑学 四(夏)

113104201219 公共管理案例分析 1 8 16 四(夏)

113104201213 专题讲座 0.5 8 四(夏)

113104201217 面试理论与实务 0.5 16 四(秋)

九、有关说明

1.创新创业教育学分中，至少 2 个学分为非课程学分，其申请和认定按照《中国海洋大学大学生创

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办法》（海大教字〔2013〕132 号）执行；其他学分可通过修读学校开设的创新创

业教育系列课程或参加经学校认可的创新创业类培训获得。

2.专业课程前面带“*”的为核心课程，作为必修课开设，不能用其他课程替代。

十、本培养方案由所在专业负责解释

附：本专业辅修要求

一、培养目标及能力要求

（一）培养目标：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优良的政治素养和强烈的现代公共精神，具备丰富的

行政管理专业知识，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拥有国际视野、自主学习能力、管理实践能力、创新创

业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够在各类组织中从事管理工作或科研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具体目标如下：

1.掌握行政管理专业知识，具备优秀的专业才能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具备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应用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能够在各类组织团队中进行有效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协同创新能力。

（二）培养能力要求： 通过在校学习，学生应受到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文化修养和

身心素质的教育。毕业生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基本素质要求：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

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创新意识、公共精神和人文情怀，具

有较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2）基本知识要求：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该掌握管理学、政治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在此基

础上应该掌握行政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公共政策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当代中国政府与行

政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3）基本技能要求：通过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该掌握计算机、

外语、写作等一般技能，具备进行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能力，能掌握文献检索与资料查询的基本方

法和手段；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较强的论文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

二、课程修读要求（总计 24.5 学分）

必修课程（24.5 学分）：

1.政治学原理（64 课时/4 学分） 5.公共政策学（48 课时/3 学分）

2.行政管理学（64 课时/4 学分） 6.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32 课时/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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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经济学（48 课时/3 学分） 7.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32 课时/2 学分）

4.中国政治制度史（64 课时/4 学分） 8.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48课时/2.5学分）

三、原则上，主修专业课程涵盖辅修专业要求课程 1/2 及以上（或具有替代关系）的学生，不得辅

修本专业。

撰写人：张海柱 教学院长：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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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管理（公共政策方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 管理学 专业代码 120401 授予学位 管理学学士

（从 2020 级本科生开始执行）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强烈的现代公共精神，具备扎实的现代公共管

理理论、技术与方法等方面知识及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掌握公共政策学基础理论和政策分析方法，熟

悉具体政策法规、多学科知识交叉的，能够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各类组织中从事管理工作及科研

工作，能适应全球治理、国家治理、民族地区治理需要的复合型专门人才。

具体目标如下：

（1）熟练掌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知识，具备卓越的个人与职业能力、优秀的专业素养以及社会责任感；

（2）具备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应用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能够在各类组织团队中进行有效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协同创新能力。

二、毕业生能力要求

通过在校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毕业时具备以下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基本素质要求：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

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创新意识、公共精神和人文情怀，有较好的身体素

质和心理素质；

2.基本知识要求：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掌握计算机、外语、写作等一般知识，掌握管理学、政治学、

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基础知识，同时还应掌握公共政策学、公共事业管理学、行政管理学、社

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社会保障、社区管理、城市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3.基本技能要求：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具备独立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和社会调查的基本能力，具备较

强的组织管理、沟通协调等公共事业管理能力，能够独立从事社会管理与规划、社会组织服务与评估、

社区建设与咨询、社会发展研究与社会预测等工作；掌握统计学、电子政务和公文写作的基本技术，能

掌握文献检索与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较强的论文写作和语言表达能

力以及外语和计算机操作等基本技能。

三、支撑学科

一级学科：公共管理、政治学

二级学科：公共政策、社会保障、行政管理

四、毕业学分要求

课程体系
学分要求

必修 选修 合计

公共基础及

通识教育层面
公共基础必修

思想政治类 16
42

军事、体育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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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外语类 10

大学数学类 4

大学计算机类 4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 9

专业教育层面

学科基础课程 22 12

103专业知识课程 31 12.5

工作技能课程 24 1.5

总计 119 35 154

五、专业核心课程

1.管理学原理（64 课时/4 学分） 6.应用统计学（32 课时/2 学分）

2.行政管理概论（48 课时/3 学分） 7.社会保障概论（32 课时/2 学分）

3.公共政策学（48 课时/3 学分） 8.社会学（32 课时/2 学分）

4.公共经济学（48 课时/3 学分） 9.非营利组织管理（32 课时/2 学分）

5.公共事业管理学（48 课时/3 学分） 10.社会科学研究方法（40课时/2 学分）

六、专业特色课程

1.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32 课时/2 学分） 2.民族学概论（32 课时/2 学分）

3.环境政策与管理（双语）（32 课时/2 学分） 4.卫生政策与管理（32 课时/2 学分）

七、实践环节

（一）必修实践环节

1.军事训练（2 周/2学分）

2.专业实习（4 周/4学分）

3.毕业论文（8 周/8学分）

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实践部分)(64 课时/2学分)

5.创新创业教育（4 学分）

6.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实践部分)（16 课时

/0.5 学分）

7.电子政务(实践部分)(16 课时/0.5 学分)

8.公共危机管理（实践部分）(16 课时/0.5

学分)

9.英语（160 课时/5 学分）

10.大学计算机基础（32课时/1 学分）

11.体育（128 课时/4 学分）

12.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部分)（16

课时/0.5 学分）

13.公文写作(实践部分)（16课时/0.5学分）

14.SPSS 统计应用(实践部分)（16 课时/0.5

学分）

15.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实践部分）（16 课

时/0.5 学分）

（二）选修实践环节

1.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实践部分）（16 课时

/0.5 学分）

2.社区管理（实践部分）（16 课时/0.5 学分）

4.专业认识实践（16 课时/0.5 学分）

5.管理角色模拟竞赛与实训（16 课时/0.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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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试理论与实务（16 课时/0.5 学分）

八、课程设置及修读计划

（一）公共基础及通识教育层面

1. 公共基础必修课程

最低要求 42 学分

其中：必修 42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讲授 实践

必修

008101101023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3 48 一(秋)

00810110102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32 32 一(春)

0081011010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二(秋)

00810110102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5 64 32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二(春)

00810120 系列 形势与政策（系列课程） 2 64
本科四

年获得

008401101089 大学数学 A 4 64 一(秋)

008501101053 大学计算机基础 4 48 32 一(秋)

008201101025 军事训练 2 64 一(夏)

008201101027 军事科学概论 2 32 一(秋)

008201103019 体育Ⅰ（系列课程） 1 4 28 四年开

课不断

线，修

满 4学

分即可

008201103021 体育Ⅱ（系列课程） 1 4 28

008201103023 体育Ⅲ（系列课程） 1 4 28

008201103025 体育Ⅳ（系列课程） 1 4 28

008301101033 大学英语 Ⅰ 2 32 32 四年开

课不断

线，修

满 10

学分即

可

008301101035 大学英语 Ⅱ 2 32 32

008301101037 大学英语 Ⅲ 2 32 32

008301101039 大学英语 Ⅳ 2 32 32

008301101135 大学英语拓展类课程 2 32 32 大学英语 Ⅲ

注：“推荐学期”，一、二、三、四指大学本科学年数（以四年学制计），下同

2.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最低要求 9 学分

通识教育课按照科学与技术、文学与艺术、哲学与人生、社会与文化、历史与文明五个模块进行设

置。本科四年应修读至少两个知识模块共计不少于 9学分的课程，且不能修读与所在专业专业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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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的通识课程。

（二）专业教育层面

1. 学科基础课程

最低要求 34学分

其中：必修 22学分，选修 12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讲授 实践

必修

113102101343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导论 1 16 一(秋)

113302101207 *管理学原理 4 64 一(秋)

113102101341 *社会学 2 32 一(秋)

113302101247 逻辑学 2 32 一(秋)

113102101303 *行政管理概论 3 48 一(春)

113302101343 经济学原理 3 48 一(春)

113502101303 *应用统计学 2 32 一(春)

113502101301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2 24 16 二(秋)

030303101261 *公共政策学 3 48 二(春)

选修

113302101211 政治学原理 4 64 一(秋)

113302101341 法学概论 2 32 一(春)

113102101321 组织行为学 2 32 二(秋)

113102201331 公共关系学 2 32 二(春)

030303101390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2 32 二(春)

113302201331 中外经典著作选读 2 32 管理学原理 二(春)

113102201301 公共管理学 2 32 管理学原理 二(春)

113102201333 公共部门决策理论与方法 2 32 公共政策学 三(秋)

注：带*的课程为专业核心课，下同

2. 专业知识课程

最低要求 43.5 学分

其中：必修 31 学分，选修 12.5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讲授 实践

必修

113103101343 *公共事业管理学 3 48 管理学原理 一(春)

113304101267 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 2.5 32 16 社会学 一(春)

113102101355 *公共经济学 3 48 经济学原理 二(秋)

113102101323 *社会保障概论 2 32 二(秋)

113103101321 公共财政理论与实践 2 32 二(秋)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公共政策方向）

503

113503101301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2.5 32 16 二(春)

113103101323 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 2 32 二(春)

113303201339 城市管理学 2 32 三(秋)

113102101299 领导科学与艺术 2 32 三(秋)

113103101325 卫生政策与管理 2 32 三(秋)

113503201311 环境政策与管理（双语） 2 32 三(春)

113302101235 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 2 32 三(春)

113103201303 *非营利组织管理 2 32 管理学原理 三(春)

113103101295 专业英语 2 32 三(春)

选修

113103101319 社会工作概论 2 32 二(秋)

113103201301 教育政策学 2 32 二(秋)

113103101281 社区管理 2.5 32 16 社会学 二(春)

113103201353 科技政策与管理 2 32 三(秋)

113503201307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 2 32 三(秋)

113103201355 住房与住房政策 2 32 三(秋)

113103201357 人口学 2 32 三(秋)

030303101303 全球治理导论（双语） 2 32 三(春)

113103201359 民族学概论 2 32 三(春)

113103201345 海洋环境管理 1 16 三(春)

113102101353 公共政策分析 3 48 三(春)

113103201351 农业农村政策学 2 32 三(春)

113503201313 公共危机管理 2 24 16 四(秋)

113103201347 海洋资源管理 1 16 四(秋)

3. 工作技能课程

最低要求 25.5 学分

其中：必修 24学分，选修 1.5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讲授 实践

必修

113502101305 SPSS 统计应用 2.5 32 16 应用统计学 二(秋)

113104103301 专业实习 4 4 周 三(夏)

113304101265 电子政务 2.5 32 16 三(秋)

113104101301 公文写作 2 24 16 三(春)

113104101345 科研选题与写作 1 16 四(秋)

113104105999 毕业论文 8 8 周 四(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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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04103999 创新创业教育 4
本科四

年获得

选修

113504203301 专业认识实践 0.5 16 二(夏)

113504203303 管理角色模拟与实训 0.5 16 二(夏)

113104201221 行政能力测评与申论 1 16 逻辑学 四(夏)

113104201301 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1 8 16 公共政策学 四(夏)

113104201213 专题讲座 0.5 8 四(夏)

113104201217 面试理论与实务 0.5 16 四(秋)

九、有关说明

1.创新创业教育学分中，至少 2 个学分为非课程学分，其申请和认定按照《中国海洋大学大学生创

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办法》（海大教字〔2013〕132 号）执行；其他学分可通过修读学校开设的创新创

业教育系列课程或参加经学校认可的创新创业类培训获得。

2.专业课程前面带“*”的为核心课程，作为必修课开设，不能用其他课程替代。

十、本培养方案由所在专业负责解释

附：本专业辅修要求

一、培养目标及能力要求

（一）培养目标：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强烈的现代公共精神，

具备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等方面知识及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掌握公共政策学基础理论

和政策分析方法，熟悉具体政策法规，能够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各类组织中从事管理工作及

科研工作，能适应国家治理需要的复合型专门人才。

具体目标如下：

1.掌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知识，具备卓越的个人与职业能力、优秀的专业素养以及社会责任感；

2.具备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应用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能够在各类组织团队中进行有效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协同创新能力。

（二）培养能力要求：通过在校学习，学生应受到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文化修养和身

心素质的教育。毕业生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

1.基本素质要求：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

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创新意识、公共精神和人文情怀，有较好的身体素质和

心理素质。

2.基本知识要求：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掌握计算机、外语、写作等一般知识，掌握管理学、经

济学、社会学等方面基础知识，同时还应掌握公共政策学、公共事业管理学、行政管理学、社会保

障、非营利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3.基本技能要求：通过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本专业的学生应具备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和

社会调查的基本能力，具备组织管理、沟通协调等公共事业管理能力；掌握项目策划与执行的基本

技术，掌握文献检索与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较强的论文写作和

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外语和计算机操作等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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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修读要求（总计 24 学分）

必修课程（24 学分）：

1.管理学原理（64 课时/4 学分） 6.公共经济学（48 课时/3 学分）

2.行政管理概论（48 课时/3 学分） 7.公共事业管理学（48 课时/3 学分）

3.社会保障概论（32 课时/2 学分） 8.非营利组织管理（32 课时/2 学分）

4.社会学（32 课时/2 学分） 9.社会科学研究方法（40 课时/2 学分）

5.公共政策学（48 课时/3 学分）

三、原则上，主修专业课程涵盖辅修专业要求课程 1/2 及以上（或具有替代关系）的学生，不得辅

修本专业。

撰写人：张一 教学院长：王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