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广西师范大学 

研究生培养方案（非全日制） 

（专业型研究生） 

 

 

 

 

 

 

 

 

学科领域名称（代码） 公共管理硕士（125200） 

授予硕士学位门类（代

码）     管理学（12） 
 

 
 

修订单位（公章）： 

单位学科负责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填表日期：2023 年 7 月 3 日 



一、专业简介 

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学位，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它与工商管

理硕士（MBA）、法律硕士（JM）专业学位并称为文科高层次职业研究生教育的三大支柱。我

校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点 2010年获得授权，2011年 9月开始首届招生。 

我校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师资力量较为雄厚，现有校内导师队伍 30余人，其中正

高职称 19人，副高职称 11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有 29人。同时，我校亦积极选聘 MPA学生所

在单位（系统）具有扎实理论功底、丰富实践经验的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担任校外兼职导师。 

我校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将以广西师范大学雄厚的学术人文底蕴为依托，立足于

广西、粤港澳大湾区的特定场域，突显民族和区域特色。本专业目前主要设八个研究方向：

地方政府治理与创新、区域合作治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社区治理、教育行政管理、

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公共卫生与健康管理、公共危机管理。 

二、培养目标 

适应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地方公共部门培养具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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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律、现代科技等方面知识

和科学研究方法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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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制及学习年限 

实行弹性学制，学制为三年，鼓励和允许学习优秀者提前半年毕业。延长学习年限不得

超过 2年，即最长的修业年限为 5年（包括休学时间）。 

MPA 研究生以“非脱产”方式进行学习，采取周末上课方式，即周五晚、周六和周日全天。 

学校根据学生生源集中情况，在学生生源相对集中的珠三角地区与相关单位联合开发课程，

依托联合开发的课程进行授课，并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四、培养方式与方法 

1.MPA 研究生培养实行校内外双导师负责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践

过程、项目研究、课程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指导方式采取导师指导和集体培养相

结合的方式，同时要注意鼓励和发挥硕士研究生本人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MPA 研究生培养过程实行课程学习与开发的实践课程紧密衔接，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

完成，社会实践可以在学生所在单位或实习单位或实践现场完成。鼓励 MPA 研究生参与导师

科研课题的助研工作。 

3.MPA 研究生的教学方式采取讲授与讨论相结合、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形

式，把课堂讲授、交流研讨、案例分析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4.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注重因材施教。要求研究生广泛阅读各种专业文

献、资料和论著，鼓励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尤其强调参加全国 MPA 教指委组织的案例

大赛，以拓宽知识面，提高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5.MPA研究生培养实行学分制，课程学习总学分不少于 39学分，毕业总学分不少于 41学

分。 

五、培养流程与要求 

1.制定培养计划 

MPA 研究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硕士研究生根据个人培养计划的

安排，完成规定课程的学习，开展相关的各种学习活动。 

2.开题报告 

MPA 研究生在第三学期期中（10 月中下旬）回校举行学位论文开题活动。在开题之前，

MPA 研究生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做好选题工作，撰写好开题报告。选题要体现实践性，即选题

应与 MPA 研究生本人所从事的工作相关，立足工作实际研究公共管理领域中的现实问题。开

题后，硕士研究生要及时完成《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报告登记表》，并报研究生

院备案。 

3.中期考核 

MPA研究生在第四学期初进行中期考核。考核的内容包括研究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

学习态度及专业水平（包括学位课程考试成绩及科研能力）。经考核确认学习成绩良好以上（含

良好），并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研究生可进入硕士学位论文阶段；学习成绩较差及明显表现出

缺乏科研能力的，考核小组要责成学科小组与导师制定改进措施；如认为其学习成绩太差及

明显不能完成学位论文者，或因其它原因不宜继续攻读学位者，考核小组可做出建议终止学

习的结论，并提请学院和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作肄业处理。 

4.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列出时间、具体组织形式等） 

MPA 研究生在第五学期中（11 月底）进行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中期检查采取导师组集体

审核的方式进行，MPA 研究生要向导师组书面汇报学位论文的进展情况，包括研究资料的收

集与处理情况、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已经写好的学位论文内容、存在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

策略等。在书面汇报时，MPA研究生要同时提供各种支撑材料，如已经完成了调查工作的调查

问卷、观察与调查记录、文献材料与研读笔记等。 

5.完成学位论文（或毕业论文）答辩、毕业资格审核、学位申请条件审核 

MPA研究生在第六学期完成毕业资格审核、学位申请条件审核、学位论文（或毕业论文）

答辩等工作。其中，3月完成学位论文（或毕业论文）的审核和预答辩工作，4月完成学位论

文送审、毕业资格审核、学位申请条件审核等工作，5月底 6月初回校完成学位论文（或毕业

论文）答辩工作。MPA研究生修完培养方案中规定的课程，并取得符合要求的课程成绩，完成



相关的学习活动，达到本学科规定的科研要求，才具有毕业资格；MPA 研究生达到毕业要求，

科研成果达到申请学位的要求，学位论文通过送审，才具有申请学位的条件。 

六、课程设置及学分分布 

MPA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42学分。学生至少要修满规定的课程和

学分才可申请毕业论文答辩。其中，公共必修不少于 5 学分，公共选修课不少于 3 学分，核

心课不少于 16学分，专业方向必修课不少于 8学分，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8 学分，社会实践为

2 学分。课程学习中，每个学分学习时间不少于 16 课时。 

（1）公共必修课： 

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MPA 英语 

对外语学习及考试的要求，按照《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外语学习及考试的暂行规定》

（研培养﹝2013﹞3 号）执行。 

 

课程 
类型 

序
号 

课程编号与 
名称 

授课 
学时 

学
分 

授 课 学 期 考试 
方式 

 
任课教师 1 2 3 4 5 6 

公共必
修课 

1 

303125231001-2 

36 2 √      考试 李翔宇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2 
303125231002 

36 2 √      考试 林海婴 
MPA英语 

3 
303125231005 

18 1 √      考试 凌小萍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 

 

 

（2）公共选修课： 

体育，18学时，1学分；美育，18学时，1学分；劳动教育，18学时，1学分； 

体育开课时间为第一学期，美育和劳动教育开课时间为第二学期。体育、美育和劳动教

育在“学堂在线”平台上进行线上学习。 

课程编号与名

称 
开课学期 课时 学分 考察方式 备注 

207000005002 
1 18 1 考查 

研工部/研究生院统一安
排，所有研究生需进行选修 
在“学堂在线”平台进行线

上学习 

体育 
207000005003 

2 18 1 考查 
美育 

207000005004 
2 18 1 考查 

劳动教育 

 

 



1、核心必修课程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与 
名称 

授课 
学时 

学
分 

授 课 学 期 
考试 
方式 

 
任课教师 1 2 3 4 5 6 

核 
心 
必 
修 
课 

 

303125232001 
54 3 √      考试 褚添有、卢珂 

公共管理学 

303125232002 
54 3 √      考试 姚贱苟、蒙常胜 

公共政策分析 

303125232003 
36 2 √      考试 李全利、徐罗卿 

政治学 

303125232007 
36 2  √     考试 黄竹胜、刘虹 

宪法与行政法 

303125232005 
36 2  √     考试 罗晓俊、陈默 

公共伦理 

303125232006 
36 2  √     考试 肖富群、韦秋霜 

社会研究方法 

303125232008 
36 2   √    考试 李国敏、刘琼 学术规范和论文写

作 

2、方向性必修课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与名称 

授
课 
学
时 

学
分 

授 课 学 期 
考试 
方式 

任课教师 
1 2 3 4 5 6 

方 
向 
性 
必 
修 
课 

303125233004-1 
36 2  √     考试 周超、蒙常胜 

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 

303125233003 
36 2  √     考试 褚添有、刘仁春 

中国政府改革与发展 

303125233001 
36 2   √    考试 张雄、姚贱苟 

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 

303125233002 
36 2   √    考试 刘仁春、张雄 

地方政府治理与创新 

3、专业选修课 

MPA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兴趣爱好选修课程，不得少于 8学分。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与名称 

授

课 

学

时 

学

分 

授 课 学 期 

考试 

方式 
任课教师 

1 2 3 4 5 6 

选 

修 

课 

303125234001 
36 2    √   考查 蒙常胜 

政府规制理论与实践 

303125234002 
36 2    √   考查 李翔宇 

行政哲学 



303125234003 
36 2    √   考查 李全利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303125234012 

36 2    √   考查 刘仁春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研究 

303125234005 
36 2    √   考查 周超、毛胜根 

现代领导科学 

303125234006 
36 2    √   考查 苏曦凌 

政府绩效评估 

304125234015 
36 2    √   考查 李文军 

政府经济学 

303125234014 

36 2    √   考试 姚贱苟 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 

303125234016 
36 2    √   考察 卢珂 

公共组织理论与实务 

303125234017 

36 2    √   考察 李国敏 城市住房保障制度研

究 

（备注：1 门选修课安排在第 3 学期上，3 门选修课安排在第 4 学期上） 

4、社会实践（2学分） 

MPA 研究生将围绕专业研究领域或工作实际进行必要的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时间为三个

月。社会实践应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实践结束后，研究生须提交社会实践报告。在政

府部门或非政府公共部门工作的研究生可在原单位就地进行社会实践，在非政府机构工作的

学员可自行联系或由学院统一组织到政府部门或非政府公共部门进行社会实践。所提交的社

会实践报告的字数不低于 4000字。 

七、师资队伍 

MPA 培养采取校内专职教师和校外兼职教师联合培养方式进行。校内专职教师都具有博

士学位或副教授以上职称。每门核心课程配备至少 2 名教师，同一名教师原则上不作为不同

核心课程的核心成员。积极选聘 MPA 学生所在单位（系统）具有扎实理论功底、丰富实践经

验的中高层领导干部（副处以上）担任兼职教师，并且确保他们积极参与学生的培养工作。 

八、考核要求 

1、“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和“MPA英语”以笔试为主，由有关教学单位负责相关课

程考试。 



2、专业课可采取笔试或撰写学术论文、案例、调研报告等形式，重在考核研究生对专业

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运用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严禁抄袭行为，如任课老

师确认学生所提交的课程论文为抄袭，则学生的该课程重修。 

九、学术活动和科学研究 

为拓宽研究生学术视野，提高我校 MPA 研究生的科研水平和学位论文质量，鼓励研究生

积极参加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组织 1 次学术报告（或沙龙或论坛）或参加 1 次国内外

学术会议，在读期间要选听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学术讲座，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少于 10次学术活

动。 

科研活动是使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的手段、方法和技能，培养研究生独立从事科研能力

的重要环节。研究生要积极参加各种科学研究活动，并要取得一定的成果。要求 MPA 研究生

在读期间或毕业后两年内还必须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我校

为第一署名单位公开发表 1 篇学术论文或撰写 1 个教学案例参加全国 MPA 案例大赛，方可申

请硕士学位。 

十、毕业和学位要求 

完成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要求的课程学分，完成学位论文工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学

位论文成绩在 60 分以上，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学位论文成绩在 70 分以上，且在读期

间或毕业后两年内还必须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我校为第一

署名单位公开发表 1 篇学术论文或撰写 1 个教学案例参加全国 MPA 案例大赛，方可申请硕士

学位。并按照《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

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十一、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对 MPA 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练，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 MPA 研究生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之一。研究生要按

时进行学位论文开题活动，完成《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报告登记表》并报研究

生院备案。研究生要按照选题设计方案，及时开展研究工作，按时完成学位论文（字数不少

于 3万字）。学位论文在正式答辩前需进行预答辩或校内导师互评。学位论文的评阅与答辩工

作严格按照《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中的组织程序进行，并实施所有毕

业论文通过教育部论文评阅平台进行随机双盲审。学位论文不计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