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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名称：行政管理   学科代码：120401 

（所属一级学科：公共管理 学科代码：1204） 

一、学位授权点简介 

行政管理是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位点。我校 2003 年起设置行

政管理本科专业，2007 年设置行政管理二级学位点。经过 10 余年的建设与

发展，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有较强研究能力的师资队伍，在区域治理与地

方治理、能源政策与环境治理、公共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形成了相对

稳定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特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研究生教学和人才培养体

系，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公共精神，掌握扎实宽广的公

共行政学理论基础和比较深入的公共行政专业知识，掌握政治学、公共行政

学、公共政策分析以及与其相关学科发展的前沿和动态，能够适应国家治理

现代化和各类组织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具有较强的文字写作、语言沟通和

实践能力，具备熟练使用信息技术或工具的能力，能够独立从事该学科领域

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三、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要求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遵纪守法，恪守公共精神，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职业道德和社会

公德，身心健康。 

2.知识结构要求 

在本学科领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备从事行政

管理、行政领导、公共政策等相关专业工作所必要的理论基础、综合素质和

专业素养，掌握本专业领域或相关研究方向的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动

态，不断完善知识结构，提高专业素养。 

3.基本能力要求 

具备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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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良好的文字表达和语言沟通能力；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能熟练阅读专业外

文资料并能进行必要外语写作的能力。 

四、培养方向 

本学科设置区域治理与地方治理、能源政策与环境治理、公共组织与人

力资源管理三个培养方向： 

1.区域治理与地方治理：围绕“一带一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

设”、“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利用学校所在区位

优势，研究区域协同治理、区域人才政策、地方政府治理等理论与实践问题； 

2.能源政策与环境治理：结合我校行业特色和所处地域区域特点，围绕

油气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政策与环境监管、海洋生态治理、黄河三角洲资源

开发等政策、环境治理领域的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3.公共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根据公共部门组织和人力资源的特点，研

究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以及公务员、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理论与

实际问题，同时也研究社会组织等非政府部门的组织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

的问题。 

五、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5年。 

六、培养方式 

全日制学习方式，主要通过课程学习、科研训练、学术交流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培养，实行个别导师指导或团队导师指导相结合。 

七、学分要求 

总学分最低 28 学分，必修课 13学分。 

八、 课程设置 

1. 核心课程 

本学科核心课程主要是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公共组织理论、公共政 

策分析、地方治理、能源与环境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1）政治学（Politics） 

通过专题讲授和研讨相结合的形式，重点讲授政治学基本理论、政治体

制、政治结构、政治领导、政治参与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学会利用政治学理

论和方法分析现实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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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ing lectures and seminars, focusing 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basic theories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systems, political 

structures,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tudents need to know 

how to analyze practical political issues using polit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2）公共行政学（Public Administration） 

主要讲授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重点围绕行政权力、行政

职能、行政结构、行政决策与执行、行政法治与道德、行政发展等问题展开

专题研讨，在把握当代行政发展动态的基础上，深化对中国特色行政体制及

其特点的理解。 

Mainly lecturing the basic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nduct workshops on the topics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administrative rule of law and ethics and administrativ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dynamics of contemporary 

administratio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yste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dministration. 

（3）公共组织理论（Theories of Public Organization） 

主要讲授以政府为主的公共组织中的结构、决策、领导以及组织与环境

的关系等理论与实践问题，更好地理解公共组织的特点和运行机制，深化对

公共组织理论的认知。 

Mainly abou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related to structure, decision-

making, leadership of government-dominated public organiz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public organizations and the theories of public organization. 

（4）公共政策分析（Public Policy Analysis） 

主要采取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形式，探讨公共政策的理论问

题和议程设置、政策制定、政策评估、政策执行等具体问题，深化对公共政

策制定与执行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认识。 

Combining lectures and case studies ， discuss specific issues such as 

theoretical issues and agenda setting of public policies, policy formulation, policy 

evaluation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in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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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 

主要讲授地方治理的基本理论与前沿实践，重点围绕地方政府职能、地

方治理模式、地方公共事务管理和地方政府创新等问题展开专题研讨，在把

握地方治理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高研究与解决地方治理现实问题的能力。 

Mainly lecturing basic theories and frontier practice of local governance, 

conduct workshops on the issues of local government functions, local governance 

models, local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Based 

on grasping the general laws of local governance, improve the research skills and 

ability to solve real problems on local governance. 

（6）能源与环境政策（Energy and Environment Policy） 

主要讲授能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相关政策的制定，重点围绕能源-

经济-环境的关系、能源和环境安全、能源价格体系、可耗竭能源和能源替

代、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等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在掌握能源和环境相关理论的

基础上，深化对我国及国外能源和环境政策体系的理解。      

This course is mainly abou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ergy and envi

ronment and the formulation of related policies, focusing on issues related to ene

rgy-economy-

environment system,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energy price system, de

pletion of energy and energy substitu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e

xternalities. On the basis of mastering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related theories

, these seminars will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and foreign energy an

d environmental policy systems.  

（7）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Public 

Sector） 

主要讲授政府、社会组织等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理论与实

践问题，探讨公务员制度中的各种现实问题，更深入地理解公共部门人力资

源管理的特点，为公共部门组织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提供理论支持。 

Mainly about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related to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in public sectors, such as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various practical issues in the civil service system.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public sector,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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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设置 

见附表 

课程设置及培养环节说明： 

（1）Upcic['ʌpsik]是 UPC Intensive Curricula 的缩写，意为中国

石油大学集中式课程。研究生参加的各类学术创新实践活动，如各类暑期学

校、暑期集中安排课程、专题学术研讨会、学术论坛、重要学科竞赛、创新

创业活动等，均可以换算成 Upcic 学分。Upcic 学分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课程学分认定与成绩转换办法》进行认定。 

（2）《第一外国语》为公共必修课，原名为《基础外语》，研究生英语

水平达到一定要求可以申请免修。其他语种的学生修读相应语种课程。 

（3）研究生必选本方向被列为核心课程的专业选修课。 

（4）补修课：跨学科报考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由导师指定补修

我校对应本专业的 2 门本科主干课程，最多不超过 4 学分。补修课所取得

学分不计入总学分。 

（5）专业外语：专业外语是一个必修环节，由导师指导查阅一定数量

的专业外文文献资料，在第三学期开题阶段提交一份外语文献阅读报告，或

者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 1 篇以上（含 1 篇）外文学术论文。成绩由导师

认定。 

九、中期考核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积极深入地完成论文撰写工作，并在第四学期

初参加学位论文中期考核，具体考核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术学位

研究生中期考核暂行规定》（中石大东发[2015]35 号）。完成培养计划规定

的全部学分要求，成绩合格并顺利通过开题者，视为通过中期考核。 

十、 科研训练与学位论文 

1.科研训练与学位论文工作是培养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

工作能力的关键环节。硕士生要在导师或导师组的指导下，通过文献信息检

索阅读、调查与研究等，选择适当的课题，开展学术研究，并撰写学位论文。 

2.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至少阅读 70 篇公共行政学、政治学、管理学及

和研究方向有关的文献资料，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1/3。文献阅读情况由导

师考核，并上交相关考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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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术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在第三学期进行。要求选题密切

结合本学科发展方向，具有一定深度和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具有一定的创

新性。科研训练和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 1 学年。 

4.学位论文应遵循学术规范，立论正确、推理严谨、说明透彻、数据可

靠，在重要内容上应有所创新，论文正文一般不少于 3万字。 

十一、创新成果与职业资格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留学生除外）在申请学位之前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之一： 

1. 在高水平学术期刊公开发表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2. 参加国际或国内专业相关的高级别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 

3. 以前三名（含第三）参与编写的案例被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中

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案例库收录。 

十二、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达到

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要求，符合学校相关规定的，可申请学位论文评审与答

辩。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一般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六学期进行。学位论

文评审与答辩按照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石

大东发[2015]33 号）和其他有关规定进行。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颁发相应学科毕业证书。达到本学科

学位（授予）标准及其他有关要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可依据《中国石

油大学（华东）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石大东发[2015]33 号）审批，授予

管理学硕士学位。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6000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文授课国际硕士生由《中国概况》替代）
32 2 1

6000012
第一外国语

（中文授课国际硕士生由《汉语言基础》替代）
32 2 1

公共基础课 6000044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6 1 1

6086001 政治学 32 2 1 平台核心课

6086002 公共行政学 32 2 1 平台核心课

6086003 公共组织理论 32 2 1 平台核心课

7086001 公共政策分析 32 2 2 平台核心课

7086002 地方治理 32 2 2 区域治理与地方治理方向核心课

7086003 能源与环境政策 32 2 2 能源政策与环境治理方向核心课

7086004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32 2 2 公共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方向核心课

6086004 行政法理论 32 2 2

6086005 领导科学 32 2 2

6086006 公共行政学经典著作选读 32 2 2

6086007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32 2 2

6086008 公共行政前沿问题 32 2 3

6086009 公共危机管理 32 2 2

6086010 公共行政伦理学 32 2 3

6086011 公共经济学 32 2 2

6086012 非营利组织管理 32 2 3

6086013 国家治理现代化 32 2 3

6084105 管理研究方法 48 3 1 建议选修

6000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2 必选

6000013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 16 1 2

6000014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16 1 2

6000015 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 16 1 2

6000016 跨文化交际与沟通 16 1 2

6000017 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析 16 1 2

6000018 能源英语 16 1 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课程设置（学术硕士）
学院名称：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名称：行政管理                        专业代码：102401

课程类型

必修课

（13学分）

公共必修课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6学分)

专业基础课

公共选修课

(≥4学分)
7选2，必选



6000019 出国留学英语 16 1 2

6000067 公共体育 16 1 1、2 必选

Upcic课程

(≤3学分)
600006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集中式课程 ≤3 1-4

5086020 西方政治制度史 32 2 1

5086021 公共行政思想史 32 2 1

7080101 参加10次以上学术报告，作1次公开学术报告 - 1 3

7080102 专业外语 - 1 3

7080103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硕士） - 1 3

总学分 ≥28学分

必修环节

选修课

补修课程

（≤4学分）

公共选修课

(≥4学分)
7选2，必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