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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学
分

任课
教师

课程简介

党政体制：

权力结构

与

运行机制

2
肖滨

教授

本课程分析和讨论当代中国党政体制，从三个维度（点线面））切入，分为四个专题。在“线”的维度，分析当代中国党政体制的来

龙去脉，涉及这一体制之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基、晚清内外变局所构成的历史缘起以及在 20 世纪中国革命中发轫、定型和扩展的历

史进程。在“面”的维度，从这一体制在 40 年改革开放中的三波历史演变入手，聚焦 18 大以来这一体制的整体现实格局和内在理论

逻辑。在“点”的维度，分别从党政体制的内部运行机制和党政体制的外部治理格局中选择一项观察点，由此切入分析、把握这一体

制的内外运作。课程的总体目标是深度理解当代中国党政体制及其治理特质。

地方政府管理

专题 2
张紧跟

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管理在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重要的改革与创新都是由地方政府发起、推动

和直接参与的，从而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最为亮丽的风景线。但是，地方政府管理在驱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维持社会

基本稳定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风险与挑战。因此，从学理上思考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管理，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奇迹和面临

的各种问题。本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有：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的维稳；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

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等。

土地

与

房地产管理

2 起晓星

副教授

土地与房地产管理是一门研究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与房地产市场运行管理的课程。本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土地和房地产的基本概念，

土地管理的基本理论，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基本特征以及房地产管理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一般掌握地租理论、区位理论、城市土地

利用的空间结构、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规律；牢固掌握房地产税收体系、房地产开发的经济规律以及房地产市

场的供求分析思路和分析方法。

国内政府间

关系
2

王清

副教授

本课程采用案例教学和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教学形式。一方面，通过丰富的案例，剖析当代中国政府间关系的运行过程，解析当代

中国政府间关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并针对目前现存问题提出探索性的建议；另一方面，适当结合国外政府间关系的相关内容，

通过比较分析政府间关系的模式，了解决定政府间关系的内在要素，分析政府间协调机制。主要包含四个专题内容：政府间纵向关系，

横向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政府间竞争，政府部门间关系，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与“行为联邦制”。



公共部门人力

资源管理
2

陈天祥

教授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学习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理，重点培养对中国公共部门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问题的分析能力；熟悉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制度，重点培养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的方法去解决现实人力资

源管理问题的基本技能。内容包括力资源管理概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及其变革、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演变、用人的基

本原理-知人善用的基本原则、人员招聘和素质测评、公职人员升迁制度、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和人员激励。

全球经济
2 王学东副

教授

本课程主要研究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主要区域与国家的经济运行绩效、模式和制度变迁与治理的问题及其内在规律。

在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政策、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探究全球经济的发展与动力，特别研

究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导向性意义，以及对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促进作用。

本课程在宏观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结合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并融汇文史哲以及地理类的专业知识，研究主要

区域与国家的经济运行绩效、模式和制度变迁与治理的问题及其内在规律。主要内容包括：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国际贸

易政策的理论与工具；主要经济区域与国家；主要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组织；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中国经济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基本要求为，牢固掌握：区域经济学、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一般掌握：国际经济学的主要概念与理论框

架、主要贸易政策；一般了解：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社会组织

与

社会服务

2
陈永杰

副教授

通过培育社会组织，为民众提供类型更多元、内容更丰富的社会服务，已成为近年全国各地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内容。本课程的

目的，正是为了回应这一变迁，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透视社会治理创新。不同于政府与公共事业所在的公共部门以及工商企业所在的市

场部门，社会组织所在的是第三部门。本课程首先理论联系实际，在介绍第三部门的基本概念、主要理论、管理原则、营运策略及评

估方法的同时，结合珠三角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的发展现状，为学生打开一扇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服务的窗户。通过学习本课程， 学

生应该对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有一个概况性的认识，既有国际视野，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第三部门的理论与实践，也能立足中国，掌握

社会组织在中国发展的特殊环境，掌握评价及判断社会组织的经营状况的一系列基本工具，具备预测其发展趋势、管理其日常运作

及为其长远发展提供策略的能力。



政治文化

与

政制改革

2
张海清

副教授

本课程基于现代国家的成长与当今中国政制改革的问题意识，以中外政制建构与改革经验与理论为参照系，以中外政制改革的个

案为切入点和研究对象，兼顾对政体或政道形成与演变类型和方式的比较，通过研讨相关个案与学术文献，探讨政制形成与变革及国家

治理等相关问题，从中领会比较政府与政治分析的基本学理、方略及其批判性思维方式，并为探索当今中国政制改革集思广益。

考核方式：课堂参与 20%，课程论文 80%（论文选题应以政制改革为题旨，可基于某一或若干经验个案，撰写一篇四千字左右的政

制改革分析课程论文。论文评估标准包括：选题的价值与恰当性、相关研究文献梳理的明晰性、研究方法的恰当性、论证的逻辑性与

充分性、表述的清晰性。）

定量研究方法 2 王秋石

副教授

本课程涵盖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应用中主要的数据分析和处理方法，具体包括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含假设检验、异方差、

多重共线性检验等内容）、受限应变量模型（含逻辑回归，分类逻辑回归，托宾回归，负二项式回归等）、面板数据回归。本课

程以教师讲授为主，理论与实操并重，着重培养学生理解与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能力。本课程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线性代数和统计

的技术，了解并热爱社会科学研究，熟悉电脑的操作，能够学习并掌握较高级的Excel和Stata等软件使用技巧。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学生应该对主要统计方法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不仅可以无障碍地阅读并理解使用定量方法撰写的社会科学研究论文，并且可

以自己上手进行一些比较规范的数据分析和定量论文写作，在方法训练上达到或超过MPA毕业论文的要求。本课程的考察方法为考

试加小组论文，其深度和广度略超过国外同类高校MPA统计课程的要求，达到社会科学专业博士基础统计课程的水平。

影像中的

中国转型社会

2 李泉

讲师

本课程以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电影内容为线索，尝试回顾中国转型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透

视社会各阶层和人群在改革大潮中的人生经历，在此基础上，力求对中国近三十年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进行提炼与概

括。



宗教

与

社会

2
古南永

副教授

本课程侧重中国，兼顾世界视野。主要讲授：中国信仰历程与民间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禅宗与道教；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

教。

中国经济改革

与

制度创新

2
周燕

副教授

1978 年以来的经济改革使得中国经济以历史罕见的速度发展，单就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而言，这一成就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是绝

无仅有的。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下滑，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一些学者归咎于 2008 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与欧洲的经济

不景。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大通胀、大通缩以及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的 1990 年代，中国经济都不曾放缓脚步，如今却开始下

滑了呢？外界的因素真是如此重要吗？另一些学者则归咎于中国自身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然而，我们仍要问：什么才是合理的结构？ 谁知道

合理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政府知道，那么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经济应该雄视全球，因为整个经济都是按照政府的“计划” 而来，各

种产业结构都是政府进行“合理” 配置资源的结果。政府当真知道什么结构才是“合理”的吗？为什么近年来调结构，越调经济越下

滑？而当年邓小平“摸着石头”的改革却立竿见影，经济发展一日千里？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理论，它既能够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又能够解释经济下滑的原因，

还能够推测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势。本课程将系统阐释经济学中的“产权-交易费用理论”，尤其强调科斯定理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重要

作用，并运用该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得失进行衡量比较。

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大部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原因分析（改革的第一阶段：1978-1992）；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原因分析（改

革的第二阶段：1993-2007）；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分析（改革的第三阶段：2008 至今）；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独特路径与制度创新；政府

合资政策带动下的企业创新——兼论知识产权的合约保护。



教育经济

与

财政

2 许长青

副教授

教育经济与财政是研究教育与经济、财政之间关系及教育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的作用、教育投资的有效利用及其经济与社会效益，教育财政的价值追求及其基本框架，因此也是一门介于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

财政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教育经济与财政》的教学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和学习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内容，即经济学家们是如何运用

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教育价值及资源配置，课程将全面介绍教育的经济价值、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教育投资与收益、教育资源配

置、教育供给与需求、教育成本分担与资助、教育运行机制与体制、教育财政价值追求、衡量标准及基本框架等重大问题。通过对教育

经济与财政基本原理的学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教育经济学的原理、教育财政基本框架、并运用其思维方法并解决一些教育实践问题，

一般了解经济学模型在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通过课程的学习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加深学生对我国教育改革实践的认识，树立正确

的教育投资理念，促进公共投资与个人教育投资的发展。同时可以指导学生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选择教育经济学、教育财政学领域经典

的学习文献。课程将结合实际案例，采用理论与实践，教师精讲与学生讨论参与的教学模式，紧跟国内和国际学术前沿，力争使学生获

得全新的知识与心灵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