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办学历史悠久，学术积淀深厚，涵盖政治学、公共管理

两个一级学科，其中政治学学科的历史可追溯到 20 世纪初；公共管理学科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均为全国同类学科建设最早单位之一。学院还是全国首批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MPA）教育培养单位之一。 

学院学科优势突出，办学实力雄厚。拥有 2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点，2 个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7 个博士点，9 个硕士点，5 个本科专业；1 个国家重点学科，2 个湖北省

重点一级学科，1 个湖北省优势学科；1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 个“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1 个“985 工程”二期建设项目 I 类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1 个“985

工程”二期拓展项目。学院还拥有 1 个湖北省重点智库、1 个湖北省改革智库、1 个湖北省

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学院两个一级学科在各次学科评估中均位居前列，在 2017 年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的第四轮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公共管理学科被评

为 A 类学科。 

学院学术梯队结构合理，师资力量强。学院现有在职教职工 91 人、离退休教职工 30

人。在职教职工中，专任教师 72 名、机关管理人员 19 人；专任教师中教授 25 人、副教授

32 人、讲师 15 人。学院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 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

会委员 1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4 人，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 1 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编写课题

组首席专家 3 位（第一首席 1 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人员 2 人，教育部

高校公共管理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教育部高校政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 1 人，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入选人员 1 人，湖北省“楚天学者计划”

人才 2 人，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 2 人，珞珈杰出学者 1 人，珞珈特聘教授 2 人，珞珈青年

学者 4 人；湖北省教学名师 1 人，武汉大学教学名师 1 人；国家精品课程暨国家精品资源

共享课程 3 门，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1 个；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 项，教育部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1 项，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 

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学院拥有学生 2870 名，其中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537 名（含留学

生 41 名、港澳台学生 12 名）、研究生 1485 名（其中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417 名、留学生 74

名；MPA 研究生 762 名；博士研究生 213 名、留学生 19 名）、其他类学生（网络教育、夜

大教育）848 名。 

招生的全日制普通本科专业有：政治学与行政学、外交学两个专业按政治学类大类培



养；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三个专业按公共管理类大类培养。 

学院追求“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的发展愿景，按照“教学立院、科研强院、改革兴

院、民主办院、制度治院”的办院宗旨和“政治与公管并重、科研与教学并重、理论与应

用并重、质量与效益并重”的发展方略，牢牢把握“办一流学科、育一流人才、建一流智

库、出一流成果、创一流效益”的发展目标，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重点，以人才培养为中心，

以国际化发展为平台的发展思路，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富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复

合型人才。 

  



一、政治学类培养方案 

（一）政治学大类 

1．大类名称 

社会科学试验班（政治与公共管理类）：政治学类 

2．大类培养目标 

我院政治学类包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外交学两个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掌握现代办公自动化管理、电子政务管理技能，具备较高的组织协调能力、领导决策能力

和外语应用、交际、谈判能力，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能

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环境中对参与国家治理和国际合作的需要，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涉外机构、国际组织、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新闻和文化部门从事管理或服务工作的应用

型、复合型人才。 

3．大类平台课程 

政治学原理、西方政治制度、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国际政治学概论、现代国际关系、

当代中国外交。 

4．学制和学分要求 

学制：四年。 

学分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必须修满不少于 140 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程不低于 32 学

分，通识教育课程不低于 12 学分，专业教育课程不低于 96 学分。 

5．学位授予 

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6．主要实验和实践性教学要求 

实验教学包括部分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验教学内容。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包括社会调查、

实地观摩、暑期社会实践、毕业实习等实践教学活动；学生在第八学期完成毕业论文撰写

并通过答辩；还可在其他时间以其他方式参加社会实践。 

7．毕业生条件及其它必要的说明 

修满 140 学分，必修课全部合格，选修学分达到各类课程最低学分要求，且修读不低

于 3 学分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和不低于 4 学分的跨学院选修课程，英语水平达到学校规定

的要求，体质健康测试达到教育部要求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将准予毕业。

其他毕业要求参照学校和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相关规定。 



（二）政治学类专业 

1．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专业代码：030201 

专业名称：政治学与行政学（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必修课程：管理学、法政治学、行政学原理、电子政务、西方政治思想、中国近现代

政治思想、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公共经济学、当代西方政治学说、比较政治学、地

方政府概论、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2．外交学专业 

专业代码：030203 

专业名称：外交学（国际事务）（Diplomacy） 

必修课程：外交学概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组织学概论、国际关系理论概论、国

际安全概论、外事管理概论、当代美国政治与外交、当代日本政治与外交、当代英国政治

与外交、欧洲联盟概论（全英文）、外交决策理论与实践、高级英语、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类培养方案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数 

修读

学期 
备注 总学

分 

理论课

学分 

实验 

(实践) 

课学分 

公共

基础

课程 

必修 

28 

1100890011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  2 

实践学分打通使用 
1100890011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 4 1 3 

1100890011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2 1 2 

1100890011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3  1 

 形势与政策 2 2  1-4  

 体育 4  4 1-4  

1100730011001 军事理论与训练 2  2 1-2 含 2-3 周军事训练 

 大学英语 6   1-4  

选修 

4 

1200850011010 高等数学 D 4 4  1 
其中，高等数学 D 为

指定选修。 
1300840011007 计算机基础 2   1 

1300880011001 大学语文 2 2  1 

通识

教育

课程 

基础通

识课程 

必修 

4 

2110720011001 人文社科经典导引 2 2  1 

 

2110720011002 自然科学经典导引 2 2  1 

核心通

识课程 选修 

8 

 包括“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艺

术体验与审美鉴赏”、“科学精神

与生命关怀”三个模块课程 

    

一般通

识课程 
     

专业

教育

课程 

大类平

台课程 

必修 

20 

3140230011003 政治学原理 4 4  1 

 

3140230011007 西方政治制度 3 3  2 

3140230011008 现代国际关系 4 4  2 

3140230011009 当代中国外交 3 3  2 

3140230011010 国际政治学概论 3 3  3 

3140230011011 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 3 3  3 

选修 

1 
3340230011002 新生研讨专题 1 1  1  

专业必

修课程 

政治

学与

行政

学专

业 

47 

3150230011012 管理学 3 2.5 0.5 3 

 

3150230011013 法政治学 3 3  3 

3150230011014 行政学原理 3 2.5 0.5 4 

3150230011015 电子政务 3 2.5 0.5 4 

3150230011016 西方政治思想 3 3  5 

3150230011017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 3 3  5 

3150230011018 政治心理学 3 2.5 0.5 5 

3150230011019 政治社会学 3 2.5 0.5 5 

3150230011020 公共经济学 3 2.5 0.5 5 

3150230011021 当代西方政治学说 3 3  6 

3150230011022 比较政治学 3 3  6 

3150230011023 地方政府概论 3 2.5 0.5 6 

4150230011024 毕业实习○创  3  3 7 

3150230011025 毕业论文 8  8 8 

外交

学专

业 47 

3150230011026 国际关系理论概论 3 2.5 0.5 3 

 

3150230011027 国际安全概论 3 2.5 0.5 4 

3150230011028 外交学概论 3 2.5 0.5 3 

3150230011029 国际组织学概论 3 2.5 0.5 4 

3150230011030 国际政治经济学 3 2.5 0.5 4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数 

修读

学期 
备注 总学

分 

理论课

学分 

实验 

(实践) 

课学分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必

修课程 

外交

学专

业 47 

3150230011031 外事管理概论 3 2.5 0.5 4 

 

3150230011032 外交决策理论与实践○三  2 1.5 0.5 6 

3150230011033 当代美国政治与外交 2 1.5 0.5 5 

3150230011034 当代英国政治与外交 2 1.5 0.5 5 

3150230011035 高级英语（1） 4 3.5 0.5 5 

3150230011036 高级英语（2） 4 3.5 0.5 6 

3150230011037 当代日本政治与外交 2 1.5 0.5 6 

3150230013038 欧洲联盟概论 2 1.5 0.5 6 

4150230011039 毕业实习○创  3  3 7 

3150230011040 毕业论文 8  8 8 

专业选 

修课程 

24 

4350230011041 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创  3 3  2 

同一大类专业选修课

程在本大类内打通。其

中，“社会调查统计分

析”为指定选修。 

3350230011042 中国古代政治与行政 3 3  3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辅修与双学位培养方案 

课程名称 
学分 

辅修专业 双学位 

政治学原理 4 4 

西方政治制度 3 3 

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 3 3 

法政治学 3 3 

行政学原理 3 3 

西方政治思想 3 3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 3 3 

当代西方政治学说 3 3 

现代国际关系  4 

当代中国外交  3 

国际政治学概论  3 

政治心理学  3 

政治社会学  3 

比较政治学  3 

毕业论文（双）  6 

总计 学生必须修满25学分 学生必须修满50学分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外交学专业辅修与双学位培养方案 

课程名称 
学分 

辅修专业 双学位 

政治学原理 4 4 

现代国际关系 4 4 

当代中国外交 3 3 

国际政治学概论 3 3 

国际关系理论概论 3 3 

外交学概论 3 3 

国际组织学概论 3 3 

外事管理概论 3 3 

西方政治制度  3 

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  3 

国际安全概论  3 

国际政治经济学  3 

当代美国政治与外交  2 

当代英国政治与外交  2 

当代日本政治与外交  2 

毕业论文（双）  6 

总计 学生必须修满26学分 学生必须修满50学分 



二、公共管理类培养方案 

（一）公共管理大类 

1．大类名称：社会科学试验班（政治与公共管理类）：公共管理类 

2．大类培养目标 

我院公共管理类包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三个专业，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能运用本学科的基础理论、

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公共意识、公共责任，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在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等公共部门从事管理或服务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3．大类平台课程 

管理学、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公共经济学、公共政策概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 

4．学制和学分要求 

学制：四年。 

学分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必修修满不少于 140 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程不低于 36 学

分，通识教育课程不低于 12 学分，专业教育课程不低于 92 学分。 

5．学位授予 

授予管理学士学位。 

6．主要实验和实践性教学要求 

实验教学包括部分理论课程教学中的上机操作、仿真模拟等实验教学内容。专业实践

教学环节包括社会调查、实地观摩、模拟训练、暑期社会实践、毕业实习等实践教学活动；

学生在第八学期完成毕业论文撰写并通过答辩；还可在其他时间以其他方式参加社会实践。 

7．毕业生条件及其它必要的说明 

修满 140 学分，必修课全部合格，选修学分达到各类课程最低学分要求，且修读不低

于 3 学分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和不低于 4 学分的跨学院选修课程，英语水平达到学校规定

的要求，体质健康测试达到教育部要求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将准予毕业。

其他毕业要求参照学校和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相关规定。 

（二）公共管理类专业 

1．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专业代码：120401 

专业名称：公共事业管理（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必修课程：公共事业管理概论、非政府组织管理、公共组织理论、公共组织财务管理、



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卫生事业管理、卫生经济学、卫生政策、卫生法与卫生监督、

当代卫生管理专题、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2．行政管理专业 

专业代码：120402 

专业名称：行政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 

必修课程：政治学原理、行政学原理、当代中国政府、行政组织学、公务员制度、西

方行政学说史、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决策理论与方法、电子政务、市政学、行政监督学、

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3．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专业代码：120403 

专业名称：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经济与社会保障）（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必修课程：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公共财政与税

务、公共危机管理、社会保障概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保险学原理、保险精算、社会

保障制度国际比较、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公共金融与投资、社会保障专题、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类培养方案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数 

修读

学期 
备注 总学

分 

理论课

学分 

实验 

(实践)

课学分 

公共

基础

课程 

必修 

28 

1100890011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  2 

实践学分打通使用 
1100890011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 4 1 3 

1100890011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2 1 2 

1100890011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3  1 

 形势与政策 2   1-4  

 体育 4   1-4  

1100730011001 军事理论与训练 2  2 1-2 含 2-3 周军事训练 

 大学英语 6   1-4  

选修 

8 

1200850011010 高等数学 D 4 4  1 
其中，高等数学 D、线性

代数 D、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 D 为指定选修。 

1200850011037 线性代数 D 2 2  2 

120085001103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D 2 2  3 

1300840011007 计算机基础 2   1 

1300880011001 大学语文 2 2  1 

通识

教育

课程 

基础

通识

课程 

必修 

4 

2110720011001 人文社科经典导引 2 2  1 

 

2110720011002 自然科学经典导引 2 2  1 

核心

通识

课程 选修 

8 

 包括“中华文化与世界文

明”、“艺术体验与审美鉴

赏”、“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

三个模块课程 

    

一般

通识

课程 

     

专业

教育

课程 

大类

平台

课程 

必修 

27 

3140230011001 管理学 3 2.5 0.5 1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

统计学两门课程附带讲授

统计软件，如 SPSS、Stata

等。 

3140230011065 西方经济学 4 4  2 

3140230011066 公共管理 3 2.5 0.5 2 

3140230011067 公共经济学 3 2.5 0.5 3 

3140230011068 公共政策概论 3 2.5 0.5 3 

3140230011069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3 2.5 0.5 4 

4140230011070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  4 3.5 0.5 2 

3140230011071 社会统计学 4 3.5 0.5 4 

选修 

1 
3340230011002 新生研讨专题 1 1  1  

专业

必修

课程 

公共事

业管理

专业 

43 

3150230011072 公共事业管理概论 3 2.5 0.5 3 

 

3150230011073 非政府组织管理 2 2  5 

3150230011074 公共组织理论 3 2.5 0.5 3 

3150230011075 公共组织财务管理 3 3  5 

3150230011076  管理心理学 3 3  4 

3150230011077 公共关系学 2 1.75 0.25 5 

3150230011078 卫生事业管理 3 3  4 

3150230011079 卫生经济学 3 3  4 

3150230011080 卫生政策 2 2  6 

3150230011081 卫生法与卫生监督 3 2.5 0.5 6 

4150230011082 当代卫生管理专题○创  3 3  6 

4150230011083 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创  2 1.75 0.25 3 

4150230011084 毕业实习○创  3  3 7 

3150230011085 毕业论文 8  8 8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数 

修读

学期 
备注 总学

分 

理论课

学分 

实验 

(实践)

课学分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行政管

理专业 

43 

3150230011086 政治学原理 3 2.75 0.25 3 

 

3150230011087 行政学原理 3 3  3 

3150230011088 当代中国政府 3 2.75 0.25 4 

3150230011089 行政组织学 3 2.75 0.25 5 

3150230011090 公务员制度 3 2.75 0.25 6 

3150230011091 西方行政学说史 3 2.75 0.25 5 

315023001109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3 3  4 

3150230011093 决策理论与方法 2 1.75 0.25 3 

3150230011094 电子政务 3 2.5 0.5 4 

3150230011095 市政学 3 2.5 0.5 6 

3150230011096 行政监督学 3 2.75 0.25 5 

4150230011097 毕业实习○创  3  3 7 

3150230011098 毕业论文 8  8 8 

劳动与

社会保

障专业

43 

3150230011099 政治经济学 2 2  3 

 

3150230011100 劳动经济学 2 1.75 0.25 5 

3150230011101 社会保险 3 2.5 0.5 4 

3150230011102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 2 1.75 0.25 6 

3150230011103 公共财政与税务 2 2  5 

3150230011104 公共危机管理 2 1.75 0.25 4 

3150230011105 社会保障概论 3 3  3 

3150230011106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4 3.5 0.5 6 

3150230011107 保险学原理 2 1.75 0.25 3 

3150230011108 保险精算 2 2  5 

3150230011109 社会保障制度国际比较 2 2  5 

3150230011110 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 2 1.75 0.25 6 

3150230011111 公共金融与投资 2 1.75 0.25 6 

4150230011112 社会保障专题○创  2 1.75 0.25 6 

4150230011113 毕业实习○创  3  3 7 

3150230011114 毕业论文 8  8 8 

专业选修 

课程 17 

3350230011115 统计分析软件应用 2  2 5 同一大类专业选修课程在

本大类内打通，至少选满 18

学分。 

其中： 

建议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

生在公文写作与处理、医疗

保险、医院管理学、药事管

理与政策、社会与健康、国

外公共事业管理、全球健

康、薪酬管理等课程中选足

11 学分；  

建议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在

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专业

英语（行政管理）、行政

2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数 

修读

学期 
备注 总学

分 

理论课

学分 

实验 

(实践)

课学分 

专业

教育

课程 

专业选修 

课程 17 

3350230011133 风险管理 2 1.75 0.25 4 建议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学生在薪酬管理、风险管

理、公共管理大数据分析、

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

观经济学、经济法、专业

英语（劳动与社会保障）、

系统方法与应用等课程中

选足 11学分。 

3350230011134 公共管理大数据分析 3 2.5 0.5 4 

3350230011135 中级宏观经济学 2 2  4 

3350230011136 中级微观经济学 2 1.75 0.25 4 

3350230011137 经济法 3 2.5 0.5 5 

3350230011138 专业英语（劳动与社会保障） 2 2  6 

4350230011139 系统方法与应用○创○三  2 1.5 0.5 4 

跨学院选修课

程 4 
要求跨学院学科选课，至少修读 4 个学分的专业教育课程。  

毕业应取得 

总学分：140 学分 

其中，通识教育课程学分：12，占总学分的：8.57% 

大类平台课程学分：27，占总学分的：19.28% 

实验（实践）教学学分：21，占总学分的：15% 

选修课程学分：38，占总学分的：27.14% 

备注： 

1.带○创字的课程为创新创业类课程。 

2.带○三字的课程为第三学期开设课程。 

（备注：英文版参照中文版格式制作）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辅修与双学位培养方案 

课程名称 
学分 

辅修专业 双学位 

管理学 3 3 

公共管理 3 3 

公共事业管理概论 3 3 

非政府组织管理 2 2 

公共组织理论 3 3 

公共组织财务管理 3 3 

卫生事业管理 3 3 

卫生经济学 3 3 

卫生政策概论 2 2 

西方经济学  4 

公共经济学  3 

公共政策概论  3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3 

管理心理学  3 

卫生法与卫生监督  3 

毕业论文（双）  6 

总计 学生必须修满25学分 学生必须修满50学分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辅修与双学位培养方案 

课程名称 
学分 

辅修专业 双学位 

管理学 3 3 

公共政策概论 3 3 

公共管理 3 3 

政治学原理 3 3 

行政学原理 3 3 

当代中国政府 3 3 

行政组织学 3 3 

公务员制度 3 3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3 3 

西方经济学  4 

公共经济学  3 

决策理论与方法  2 

西方行政学说史  3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3 

行政监督学  3 

毕业论文（双）  6 

总计 学生必须修满27学分 学生必须修满51学分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辅修与双学位培养方案 

课程名称 
学分 

辅修专业 双学位 

管理学 3 3 

劳动经济学 2 2 

社会保险 3 3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 2 2 

公共危机管理 2 2 

社会保障概论 3 3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4 4 

保险学原理 2 2 

社会保障制度国际比较 2 2 

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 2 2 

西方经济学  4 

公共管理  3 

公共经济学  3 

公共政策概论  3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3 

政治经济学  2 

社会保障专题  2 

毕业论文（双）  6 

总计 学生必须修满25学分 学生必须修满51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