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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

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

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

发达的。

蔡元培



院长致辞
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1898

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宣告成立，仕学

院是其最早设立的部门之一。1902 年京师大学堂

再度恢复时，政治科被首次列入“大学专门分科”

的“七科”之一。1912 年京师大学堂更名北京大

学后，专设“政治门”。1919 年，“政治门”正

式改名政治系。从此以后，现代政治学就在中国

这片土地上曲折地、然而不可阻挡地发展壮大。

传承、弘扬、光大现代中国的政治学，是北京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虽然作为

基础学科的政治学历史悠久，并且伴随着北京大

学而产生和发展，但政府管理学院却成立于 2001 年，是北大最年轻的学院之一。经

过历届院系领导和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已经形成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

研究齐头并进的格局。学院目前拥有政治学与公共管理两个一级学科、区域经济学

一个二级学科，内设政治学、行政管理、城市与区域管理、公共政策四个系，外加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和校级实体机构“北京大学中国

政治学研究中心”，初步形成了以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为基础的多学科体系。

政治学是一门古老而新兴的学科，是人类社会一个特殊的知识体系。政治学涉

及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事关人类的基本政治价值、社会政治生活的本质和政治

发展的规律。公共管理事关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无论是政治学还是公共管理，都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因此，北大政管人不仅要承

担起传播政治科学知识的责任，还要承担起培育合格公民、推动社会政治进步的责

任。

作为国内首家政府管理学院，我们要无愧于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和一流学府的

崇高称号，无愧于社会各界的殷切期待，除了教书育人、为国家培育优秀人才外，

还应当在引领社会政治思想和影响国家重大决策方面承担起重要责任，学院既要有

一批引领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的权威学者，也要有一批对党和国家重大政治议题

具有影响力的政策专家。

建设一流学科，推动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有我们北大政管人的一

份责任；打造高端智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政治的进步，也有我们北大政

管人的一份责任。让我们共同承担起这些光荣的责任，团结合作，努力奋斗，共创

政府管理学院的美好未来。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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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一、 学院简介

政府管理学院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是我国建立的第一所政府管理学院。学

院的使命是，传扬政治文明，引领学术新潮，培育优秀公民，造就卓越领袖。首

任院长是我国著名法学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教授。现任院长是著名学

者、政治学家俞可平教授，常务副院长是燕继荣教授。

政府管理学院既是一个新兴的学院，也有古老的学科建制和学科传统。学院

前身为京师大学堂政治学门和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政

治学系，开设了最早的政治学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政治学本科生和博士生，

是中国现代民主科学思想的发源地，也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百年来，北

大的政治学研究和教育注重学贯中西，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教育注重通识与专

业相结合，政、经、法、管和人文并重。北京大学政治学名家荟萃，传承了中国

的政治文明，引入了西方的先进政治理论，最早在中国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最

早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北

京大学政治学系的发展同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历史上曾涌现出一

大批杰出的政治学家。曾经在政治学系执教过的著名学者包括：陶孟和、陈翰笙、

燕树棠、周鲠生、陶大镛、王世杰、李大钊、钱端升、邱昌渭、陈受康、张忠绂、

陶希圣、张映南、白鹏飞、陈启修、高一涵、张奚若、许德珩、杜国庠、萧公权、

蒲薛凤、吴恩裕、王铁崖、楼邦彦、王赣愚、崔书琴、罗隆基、吴之椿、赵宝煦、

罗豪才等。

21 世纪初创建的政府管理学院，秉承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

依托于北京大学的整体实力，基于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理学和人文

学科的综合优势，为治国理政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宽厚的人文和科学素养，

能引领未来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优秀公民和卓越领袖。政府管理学院学科齐

全，师资力量雄厚。现有全职教师共 53 人，其中教授 22 人，副教授 20 人，助

理教授 11 人，其中 52 人在国内外知名学府获得博士学位。教师的学术专业背景

涵盖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哲学、工学、理学、历史学，其中多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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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引领学术新潮，多位教授担任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级顾

问，多位教师被评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

学院下设政治学系、行政管理学系、公共政策系、城市与区域管理系等四个

系，另设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中心和高级培训中心。以本院教授为主体设

立的关联校级研究机构有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实体）、北京大学参政

议政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电子政

务研究院、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等二十个，其中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

所（现更名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政府管理学院从本科到博士建立了完备的学位教育结构和课程体系，专业跨

越政治、经济、管理和法学等领域。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和应用经济学三个一级

学科下，分别设立了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城市管理三大本科专业，设有

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学、行政管理、公共政策、 区域经济学等六

个硕士和博士专业，另设有发展管理学硕士专业、公共管理硕士（MPA）与公共

政策硕士英文项目（MPP），相应授予法学、管理学和经济学学位，并建立了三

个一级科学博士后流动站。学院课程体系设计，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强调通识

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政、经、法、管、人文与科学并重。学院倡导理论联系

实际，开设“学术与实践”课程，鼓励并创造条件让本科生、研究生参加读书会、

讲座、社会实践与调研，并至少全程参与由导师主持的一个科研项目，提升学生

的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学院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又有

宽厚的人文情怀；既有广阔的视野，又有历史深度，能引领未来的卓越人才。北

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目前是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单

位；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科评议组召集单位；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教

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单位；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政治学部召集单位。同时，北

京大学政治学科是全国唯一的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在教育部组织的学科评审中，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全国政治学科中排名第一，行政管理专业名列前茅，城市

管理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是全国最早在本科生阶段开设的城市管理专业。在

2018 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政府管理学院领衔建设的北京大学政治与国际

研究排名第 26 位，社会政策与管理排名第 2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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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倡导教学与科研并举，特别注重跨学科的基础研究，在政治学理论、中

国政治、公共管理、区域规划和城市治理等研究领域，长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学院老师不仅承担多项重点国家课题、部委课题和国际合作课题，而且积极参与

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决策咨询，在引领学术思潮的同时，发挥高端学术智库的

作用。建院十八年来，学院教师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2200 余篇，学术著作 250 余

部，研究报告 620 余篇，共获得各类研究经费约 4亿元。学院与北美、欧洲和亚

洲等国际知名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伦

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巴黎政治学院、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均有重要的教学科研

合作。学院还举办“北京大学公共政策国际论坛”、“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论

坛”、“中国城市政策与管理新年论坛”、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治理现代化

论坛”等高端论坛，推动我院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

学院拥有独立的教学科研大楼，拥有一流的教学、科研、办公、图书、会议、视

频和同声传译等设施，并与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共建了多个教学教研实习基地。

政府管理学院建立以来，共培养本科生 1650 名，硕士研究生 6761 名（含

MPA4815 名）和博士研究生 736 名。除学位教育外，面向国内外举办系列高级培

训项目，是中国干部培训和援外培训的重镇。政府管理学院的毕业生在继续深造

和选择就业方面前景广阔，深受欢迎。本科毕业生约四分之三到国内外著名大学

继续攻读研究生，其余毕业生主要到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毕业

研究生主要到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或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和决策

咨询工作。

学院的发展目标是继续秉承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和“爱

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加速创建世界一流学院和一流学科，为治国理

政培养更多引领未来的优秀公民和卓越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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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学位授予

030201 政治学与行政学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4 年 法学学士

120402 行政管理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4 年 管理学学士

120405 城市管理 City Management 4 年 管理学学士

三、 政府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 任：燕继荣

副主任：包万超（本科）

黄 璜（研究生）

成 员：王浦劬、燕继荣、包万超、黄 璜、何增科

句 华、杨立华、薛 领、严 洁

四、 本科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 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院 长 俞可平 62767128

常务副院长 燕继荣 62752294

副院长 包万超 62751742

教务员 曲晓妍 6275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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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师资力量

(一) 政治学系

姓名 性别 职称 学历 专业特长 担任本科生课程

*俞可平 男 教授 博士 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
政治学

政治学前沿

王浦劬 男 教授 博士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中国政治与治理
政治学原理（下）

关海庭 男 教授 博士
中国政治发展

中俄体制转型的比较研究

社会科学的经典与前沿

（主持人）

金安平 女 教授 博士
中国现代政治发展史、政党政治

毛泽东政治发展理论
政党学概论

徐湘林 男 教授 博士
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

公共政策、政治学理论

政治科学的理论与研究

方法

燕继荣 男 教授 博士
政治学理论、公共治理

中国政治发展

政治学原理（上）

发展政治学

王丽萍 女 教授 博士
比较政治学、政治学理论

政治心理学、世界经济与政治

比较政治学概论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何增科 男 教授 博士
当代中国政治、中外政治制度、政府创新、

腐败与反腐败

中国政治

监察与监督

高鹏程 男 教授 博士
政治学理论、政治权益分析

公共管理、公共政策

政治学原理

政治学原理（下）

危机学

杨凤春 男 副教 硕士
电子政务、大数据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袁瑞军 女 副教 博士
比较政治学、美国政府与政治

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

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

严 洁 女 副教 博士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政治发展

社会调查的理论与方法

应用统计学

社会调查的理论与方法

张 健 男 副教 博士 比较政治、中国政治
政治学概论

美国政府与政治

段德敏 男 副教 博士
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

当代政治思想

政治学概论

西方政治思想史

张长东 男 副教 博士
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

中国政治、国家与社会

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

中国社会研究（政治学）

张允起 男 副教 博士
政治学理论、政治经济哲学

中外政治思想、宪法理论与宪法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

周 强 男
助理

教授
博士

国际与比较政治经济学

全球化及其治理

发达国家的政党政治

政治经济导论

政治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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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颜俊 男
助理

教授
博士 比较政治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国际关系

比较政治学概论

政治心理学导论

*马 啸 男
助理

教授
博士

发展政治经济学、比较威权政治

中国政治、公共政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政治学原理（上）

发展政治学

政治学研究方法

计算政治学

*孙 明 男
助理

教授
博士

明清国家与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罗祎楠 男
助理

教授
博士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制度史

治理体系理论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

人会社会科学中的质性

研究方法

*费海汀 男
助理

教授
博士 比较政治学、欧洲政治思想史 欧洲政治思想史

曾 渝 男
助理

教授
博士 比较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国家治理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

注：姓名前带*者为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和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师。

(二) 行政管理学系

姓名 性别 职称 学历 专业特长 担任本科生课程

萧鸣政 男 教授 博士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党政领导人才评价与开发

行政管理与研究方法
行政学研究方法

赵成根 男 教授 博士
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分析

中国政府与政治

行政学原理

新公共管理

包万超 男 教授 博士

宪法与行政法基础理论

宪法比较研究

法治政府与人权

宪法与行政法学

政治、法律与社会经典

阅读

句 华 女 教授 博士
公共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服务、政府采购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白智立 男 副教 博士
公共行政学、比较公共行政

现代公务员制度

比较公共管理

国家公务员制度

万鹏飞 男 副教 博士

比较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

公共服务的组织与管理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地方政府管理

汤大华 男 副教 博士

组织理论、行政管理理论

中国古代思想（先秦）

港澳台政治
组织与管理

田 凯 男 副教 博士
组织理论、公共组织行为

非营利组织管理
公共组织行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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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一 男
助理

教授
博士

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组织行为、

比较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侧重微

观，如组织行为学与心理学层面）

比较公共管理

行政领导学

(三) 公共政策系

姓名 性别 职称 学历 专业特长 担任本科生课程

杨立华 男 教授 博士
行政学基础理论和方法

环境治理与政策

行政学研究方法

行政学原理

黄恒学 男 教授 博士
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

公共管理学、区域经济学
公共财政与税收

宋 磊 男 教授 博士

比较政治经济学、政企关系与产业

政策

公共组织的战略管理

经济民主的理论与实践

公共组织战略管理

日本经济

路 风 男 教授 博士

企业理论、战略管理、技术创新

组织理论和国家理论

中国工业竞争力、创新和科技政策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工

业与经济发展

郁俊莉 女 教授 博士
公共政策定量技术、决策模拟

国家治理与经济政策研究
管理运筹学

白 彦 男
教学

教授
博士 法律经济学、经济法、行政法

经济法学

政府与法治

李永军 男 副教 博士 公共政策、治理与经济发展
经济学原理（宏观部

分）

黄 璜 男 副教 博士
公共政策分析、计算机模拟分析

电子政务与信息系统

公共政策分析

电子政务概论

刘 霖 男 副教 博士
公共政策定量分析

经济理论及政策分析
博弈论

梁鸿飞 男 副教 博士

微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

公共信用与政府行为

金融机构管理

货币与金融政策

经济学原理（微观部

分）

苗庆红 女 副教 博士 公共财政、政府预算、教育经济学
财政预算与行政财务
管理
公共经济学

封凯栋 男 副教 博士
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

政治经济学、工业发展史
论文写作与研究方法

淦宇杰 男
助理

教授
博士

养老金融、公共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社会保障政策

公共经济学

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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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治理

王 镝 男
助理

教授
博士

可持续发展经济与政策

环境与能源政策、城市管理
经济学原理

(四) 城市与区域管理系

姓名 性别 职称 学历 专业特长 担任本科生课程

薛 领 男 教授 博士
城市和区域经济学

空间计量与分析、政策模拟
区域经济学

李国平 男 教授 博士 经济地理学、城市与区域规划 经济地理学

陆 军 男 教授 博士

城市与区域经济

地方财政

城市公共政策

城市经济学

沈体雁 男 教授 博士
城市与区域规划、区域经济学

空间计量与分析

城市规划

政管实践与调研

张 波 男 副教 博士
城市治理、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

城市规划、房地产经济与投资管理

城市管理

房地产经济与管理

孙铁山 男 副教 博士
城市与区域经济学

空间经济分析和空间计量经济学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与应用

刘 伦 女
助理

教授
博士

城市治理

城市政策评估与模拟

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应用

城市治理定量方法

六、 教学设备与设施

1. 教室、实验室及设备：拥有约 2万平米的独立教研大楼（廖凯原楼），拥有

完备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和实验器材。

2. 图书资料：约 2万册。

3. 与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共建了多个教研实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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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专业方向介绍

(一)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1. 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政治学历史悠久、声望卓著。从京师大学堂法政科政治学门到现代

政治学系的建立，经历一百多年的发展。现已建立了基本完备的学科体系，学科

内部分工完整、学科发展成绩斐然。在国务院学位办组织的一级学科评估中，连

续三届学科评估位列全国政治学一级学科第一名，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的一级学

科国家重点学科。在学位教育与学生培养方面，依托合理的课程体系与雄厚的师

资力量，本专业已经形成了成熟、完整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及

博士后的培养体系。可为学生提供政治学与行政学方向系统的课程教学与研究训

练。本专业有全职教师二十三名，其中教授九名、副教授七名、助理教授七名。

本专业的主要课程包括：应用统计学、政治学原理、行政学原理、宪法与行政法

学、经济学原理、政治学、中国政治、政治学前沿、公共政策分析、比较政治学

概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

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经济导论、政党学概论等。本专业主要为中央

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教学机构及社会组织培养高级管理人才

和高级教学科研人才。

2. 专业培养要求、目标

通过合理完善的课程教学体系，着重在政治学与行政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方面进行系统的课堂教学与研究训练，使学生获得有关政治学原理、比较政治学、

政治哲学、宪法与行政法学、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外政治思想与制度、国际政治、

公共行政等领域较为系统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理论积累，逐步形成良好的学术品

味和严谨的学术品格，习得专业规范，提高研究能力。政治学与行政学在学科内

涵与理论方法方面的多元化特征，赋予学习者理性、开放的学习态度，宏阔的认

识视野和学术视野，以及关注现实、尊重传统、崇尚理性、独立思考的人格倾向

与思考习惯。本专业的学生教育与培养过程也将是一个努力将学习者培养成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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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与历史视野，知识全面合理，人格完整独立，符合国家与社会发展需要

的优秀公民和引领未来的卓越领导者。

人才培养的方向：（1）通过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习和训练，培养从事政

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区域政治、国别政治、比较政治研究的国际化专门人才；

（2）通过广泛而系统的课程体系的教学和训练，培养有志于从事政府部门及其

他公共部门管理工作的精英人才。

3. 授予学位

法学学士学位

(二) 行政管理专业

1. 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源远流长，学养深厚、人才辈出。本专业最早源于京

师大学堂仕学馆和法政科。1988 年，成立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行政管理专

业迎来了全新发展阶段。本专业依托北京大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和人文学科

的多学科背景与政府管理学院的师资优势，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培养优秀公民，造就引领现代政府决策、管理和咨询的杰出人才。

该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包括行政管理学系、公共政策学系、公共经济学系和

政治经济学系四个教学分支机构和多个校级研究机构，本专业拥有全职教师二十

三名，其中教授九名、副教授十一名、助理教授三名，具有本科生、硕士生、博

士生与博士后完整的培养体系。主要课程包括应用统计学、政治学原理、行政学

原理、宪法与行政法学、经济学原理、政治学前沿、公共政策分析、政府与法治、

比较公共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组织与管理、地方政府管理、公共经济学、

行政学研究方法、管理运筹学等。

2. 专业培养目标及要求

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人文关怀、独立人格与创新精神，有战略眼光和担当精

神，全面掌握现代行政管理和法治政府基本理论与方法，能够引领未来政府管理

的卓越人才。



11

3. 授予学位：

管理学学士学位

(三) 城市管理专业

1. 专业简介

城市管理学是管理学融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和区域科学于一体的新兴综

合性学科。北京大学城市管理专业是适应国家城市化战略需要，在公共管理学科

下开设的全国第一个城市管理专业，也是教育部审定的全国惟一特色专业，旨在

培养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独立创新精神和全球性视野的综合型城市管理领袖人

才。本专业现有全职教师七名，其中教授四名，副教授两名、助理教授一名。主

要课程包括应用统计学、政治学原理、行政学原理、宪法与行政法学、经济学原

理、政治学前沿、公共政策分析、政府与法治、城市治理定量方法、城市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与运用等。

2. 专业培养目标及要求

本专业旨在培养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独立创新精神和全球视野的综合型城市

管理领袖人才。

通过完成本专业学习，学生应系统掌握扎实的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区

域科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城市管理学专业基础理论与方法，熟练运

用各种先进的管理工具与方法，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正确认识城镇化和城市

发展规律，了解党和国家有关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方针与政策，了解全球范围内

城市管理的经典案例、先进经验和发展趋势，具备独立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基本能力。

3. 授予学位

管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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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各专业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一）大陆地区学生

总学分：140-144 学分（差异 4学分来源于英语分级），其中：

1. 公共与基础课程：51-55 学分

（1）全校公共必修课程：29-33 学分

（2）学院基础课程：22 学分

2. 专业核心必修课程：30 学分

3. 专业限选课程：39 学分

（1）本院课程：15 学分

（2）学院外社会科学类课程：15 学分

（3）毕业论文：3学分

（4）学术与实践：6学分

A．读书会：2学分

B．实践与调研：2学分

C．科研项目：2学分

4. 通识与自主选修课程：20 学分

（1）本科素质教育通选课：12 学分

（2）自主选修课程：8学分

（二）港澳台地区学生

总学分：140-144学分（差异 4学分来源于英语分级），其中：

1. 公共与基础课程：51-55 学分

（1）全校公共必修课程：11-15 学分

（2）学院基础课程：22 学分

（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适用于港澳台）：18 学分

2. 专业核心必修课程：30 学分

3. 专业限选课程：39 学分

（1）本院课程：15 学分

（2）学院外社会科学类课程：1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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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论文：3学分

（4）学术与实践：6学分

A．读书会：2学分

B．实践与调研：2学分

C．科研项目：2学分

4. 通识与自主选修课程：20 学分

（1）本科素质教育通选课：12 学分

（2）自主选修课程：8学分

（三）外国留学生

总学分：140学分，其中：

1. 公共与基础课程：51 学分

（1）全校公共必修课程：7学分

（2）学院基础课程：22 学分

（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适用于留学生）：22 学分

2. 专业核心必修课程：30 学分

3. 专业限选课程：39 学分

（1）本院课程：15 学分

（2）学院外社会科学类课程：15 学分

（3）毕业论文：3学分

（4）学术与实践：6学分

A．读书会：2学分

B．实践与调研：2学分

C．科研项目：2学分

4. 通识与自主选修课程：20 学分

（1）本科素质教育通选课：12 学分

（2）自主选修课程：8学分

（四）“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

总学分：39学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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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必修课：14 学分

2. 项目特设核心课程：9学分

3. 跨学科限选专业课程：13 学分

4. 实践与调研：3学分

九、 课程体系

（一）全校公共必修课程：29-33 学分（港澳台学生 11-15 分、留学

生 7 学分）

备注：①全校公共必修课程具体开课学期按学校教务部当年公布的开课计划执行；

②《大学英语》系列课程采取进阶分级式（具体细则参考“北京大学大学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办法”）；新生英语等级考试成绩为 C+的学生，可以从自主选修课程里面选择学分

补足 4学分。

（二）学院学科基础课程（22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22 学分（本专业基础课程如果是本院开设的课程，必须选本院

开设的课程，外院开设的同名课程不能作为本专业的基础课程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0332580 高等数学（D类） 4 4 一上

00332590
高等数学（D类基础:体特生和留

学生专选）
4 4 一上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大学英语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

室要求选课

0403165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3 全年

0403166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3 全年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 3 全年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3 3 全年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1 2
全年（大一必须

选课）

61130020 思政实践 2 暑期学校

04831433 文科计算机基础 3 3 秋季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全年

—— 体育系列课程 —— 4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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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32570 政治学原理（上） 3 3 一上

03232580 行政学原理 3 3 一上

03232300 应用统计学 3 3 一下

03232620 宪法与行政法学 3 3 一下

03232630 经济学原理 3 3 二下

03232590 政治学原理（下） 3 3 三下

（三）专业核心必修课程（30 学分）

1.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程（30 学分）

（本专业所有核心课程必须选本院开设的课程，外院开设的同名课程不能作为本专业的核

心课程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232600 政治学前沿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一下

03230050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上

03231620 公共政策分析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上

03230040 比较政治学概论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03230780 中国政治思想史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03230790 西方政治思想史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03231080 政治经济导论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03230770 中国政治制度史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上

03231700 政党学概论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上

03230100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下

2.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程（30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232600 政治学前沿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一下

03231620 公共政策分析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上

03231160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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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32530 公共经济学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03232640 行政学研究方法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03230120 组织与管理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上

03231610 管理运筹学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上

03232500 政府与法治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上

03231120 比较公共管理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下

03231130 地方政府管理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下

3.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程（30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232600 政治学前沿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一下

03231240 经济地理学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上

03231250 城市管理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上

03231620 公共政策分析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上

03232360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与应

用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03232500 政府与法治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上

03232560 城市经济学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上

03232890 城市治理定量方法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上

03231260 城市规划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下

03232550 区域经济学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下

（四）专业限选课程（39 学分）

1. 本院课程及学分（15 学分）

非本专业核心必修课，可以替代本专业限选课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232270 政治学概论 政府管理学院 6 4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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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30450 行政领导学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上

03232810 政治学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上

03232830
政治、法律与社会经典阅

读
政府管理学院 2 2 二上

03231110 新公共管理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03231470 货币与金融政策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03231530
财政预算与行政财务管

理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03231660 政治哲学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03231910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03232400 社会调查的理论与方法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03232650
政治科学的理论与研究

方法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03232680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工业

与经济发展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03232690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03232820 中国政治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二下

03230430 国家公务员制度 政府管理学院 2 2 三上

03231720 监察与监督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上

03231750 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上

03232450 房地产经济与管理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上

03232460 公共组织行为学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上

03232480 博弈论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上

03232510 公共组织战略管理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上

03232840 政治学研究方法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上

03231140 公共财政与税收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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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31690 发展政治学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下

03231740 美国政府与政治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下

03231870 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下

03232370 经济法学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下

03232470 论文写作与研究方法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下

03232720 电子政务概论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下

03232850 政治心理学导论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下

03232860 计算政治学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下

03232870 欧洲政治思想史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下

03232880 中国社会研究（政治学）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下

03232900
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质性

研究方法
政府管理学院 3 3 三下

2. 学院外社会科学类课程及学分（15 学分--必须从下列课程选修满足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03232610 社会科学经典与前沿 社会科学学部 3 3

02430220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国关学院 3 3

024301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国关学院 3 3

02430500 世界宗教与国际社会 国关学院 3 3

02430411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国关学院 3 3

02430380 世界政治中的民族问题 国关学院 3 3

02430010 国际政治概论 国关学院 3 3

02430020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关学院 3 3

02430050 外交学 国关学院 3 3

02430091 国际关系史（上） 国关学院 3 3

02430092 国际关系史（下） 国关学院 3 3

02432130 当代国际政治 国关学院 2 2

02433200 伊斯兰与世界政治 国关学院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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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30180 知识产权法学（不限文理科） 法学院 3 3

02930200 企业法/公司法 法学院 3 3

02930010 法理学 法学院 4 4

02930060 宪法学 法学院 3 3

0293008a 民法总论 法学院 3 3

0293007a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法学院 4 4

02930152 刑法总论 法学院 4 4

02930020 中国法律思想史 法学院 3 3

02930030 中国法制史 法学院 3 3

02930050 民事诉讼法 法学院 4 4

02930187 中国当代法律和社会 法学院 2 2

02930220 犯罪学 法学院 2 2

02930470 商法总论 法学院 2 2

02930480 国际公法 法学院 4 4

02534560 世界经济与中国 经济学院 2 2

02530500 世界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4 4

02534520 财政学 经济学院 3 3

02530060 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4 3

02530070 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4 3

02532600 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院 12 3

02533180 政治经济学（上） 经济学院 3 3

02533190 政治经济学（下） 经济学院 3 3

02533250 公共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2

02533280 经济学方法论 经济学院 2 2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经济学院 3 3

02533350 外国经济思想史 经济学院 3 3

03130050 中国社会思想史 社会学系 2 2

03130590 中国社会 社会学系 2 2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系 4 4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社会学系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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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30130 社会统计与数据分析 社会学系 4 4

03130880 西方社会思想史 社会学系 3 3

03131260 数据分析技术 社会学系 2 2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社会学系 4 4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上） 社会学系 2 2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下） 社会学系 2 2

03130560 组织社会学 社会学系 2 2

03131740 中国社会学史 社会学系 2 2

03131010 社会学专题讲座 社会学系 2 2

03130903 社会研究：经典与方法 社会学系 2 2

01833690 新闻传播导论 新传学院 2 2

01830330 国际传播 新传学院 2 2

01831030 传播学概论 新传学院 2 2

03030370 传播学原理 信息管理系 2 2

03033560 信息素养概论 信息管理系 2 2

03033400 信息资源管理基础 信息管理系 2 2

03030010 图书馆学概论 信息管理系 2 2

03032110 信息政策与法规 信息管理系 2 2

03033040 信息服务 信息管理系 2 2

03033730 信息服务学 信息管理系 2 2

01532470 城市社会学 城环学院 2 2

01532350 城市基础设施规划 城环学院 3 3

12635010 区域规划 城环学院 2 2

12635050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城环学院 3 3

02831110 经济学 光华管理学院 4 4

02831100 组织与管理 光华管理学院 3 3

02830290 管理学 光华管理学院 6 3

02832110 微观经济学 光华管理学院 3 3

02832120 宏观经济学 光华管理学院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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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课程名称不变的前提下，具体开课学期、学分、授课教师和授课方式等按照各院

系最新版教学计划执行，新课程和新课号仍可作为限选课程。若涉及先修要求，学生自

行与授课教师协调。

3. 毕业论文：3学分

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一篇专业论文，要求：

（1）在学科专业范围内选题，选题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命题明确，结

构清晰，行文流畅，遵守相关学术规范，能运用相关的理论和素材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立法和政策思路。

（2）时间安排：第七学期确定论文选题并提交论文开题审核表，三月底完

成初稿，四月中旬提交中期检查表，四月底完成定稿并提交查重，五月中旬完成

装订并提交。

（3）论文篇幅：八千至两万字之间（含引注）。

（4）学术规范：学生对提交的论文要做出遵守学术规范的自律声明，引用

他人成果时必须注明出处，严禁抄袭，学院委托相关机构进行论文重复率核查并

做出结论。

（5）导师对论文按百分制评定成绩。学院组织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根据

学生的实际答辩情况，对指导教师给出的论文成绩进行更改，并作为学生毕业论

文最终成绩记录在案，论文最终成绩及格，方能获得学分。

4. 学术与实践 (6 学分)

（1）人文社科经典阅读：2学分

要求：本科四年至少参加十场由本院教师开设或主持的读书会，记录读书会

内容并撰写读书报告（三千字左右）。由相关助教考勤、收集读书报

告、交由导读教师按百分制评定成绩并报本科教务备案。每年六月一

日前汇总完毕。学生于大四下学期在选课系统中选定《人文社科经典

阅读》（课程号：03232910），由任课老师评定课程最终成绩。

（2）实践与调研：2学分

要求：在导师指导下，本科四年到国家机关、其他公共组织或国有企事业单

位至少调研四周，并撰写调研报告（六千字左右）；调研报告由导师

按百分制予以成绩评定，每年六月一日前汇总完毕。学生于大四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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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选课系统中选定《社会调研与实践》（课程号：03232930），由

任课老师评定课程最终成绩。

注：1）四周的调研时间可分段累计完成；

2）学院开设的《政管实践与调研》课程（课程号：03232710），仅可

依据课程授课时间进行相应时间的折抵。

（3）科研项目：2学分

要求：建立本科生导师制。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至少完整地参与一项课题

（包括纵向、横向和导师自拟课题，相关助研费按有关规定支付），

有明确的分工和任务。由导师给予科研能力评定和按百分制予以成绩

评定。每年六月一日前汇总完毕。

下列科研项目经导师同意并按百分制评定成绩，均可满足科研学分要求：

（1）学校立项的本研项目，通过结题答辩。

（2）参加“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3）有突出的研究成果，在导师指导下公开发表学术期刊文章（至少一篇）。

（五）通识与自主选修课程（20 学分）

1. 本科素质教育通选课：12 学分（本院系开设的通选课不得计入学生毕业所需

的通选课学分）

A、数学与自然科学类：和 F类相加至少 4学分

B、社会科学类：至少 2学分

C、哲学与心理学类：至少 2学分

D、历史学类：至少 2学分

E、语言学、文学、艺术与美育类：至少 2学分，其中至少一门是艺术与美育

类课程

F、社会可持续发展类：和 A类相加至少 4学分

2. 自主选修课程：8 学分

除毕业要求的专业限选课程中剩余的课程或本学院其他专业的核心课程以

及学校所开放的课程中选择。



23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开课院系 任课教师

02031540 中国古代文化 2 2 第一学期 中文系 刘萍、廖可斌

02034460 唐宋诗词名篇精读 2 2 第一学期 中文系 张鸣

02030021 古代汉语（上） 4 4 第一学期 中文系 胡敕瑞、张渭毅、杨荣祥

02030022 古代汉语（下） 4 4 第二学期 中文系 刘子瑜张渭毅

02033030 西方文学史 3 3 第一学期 中文系 秦立彦

02039130 民俗研究 2 2 第二学期 中文系 王娟

02031550 小说的艺术 2 2 第一学期 中文系 曹文轩

04630813 文学人文经典（近现代） 3 3 第一学期 元培学院 张旭东

03634060 西方文学名著导读 2 2 第二学期 外国语学院 喻天舒

03833190 圣经释读 2 2 第一学期 外国语学院 高峰枫

02132720 艺术史概论 3 3 第一学期 历史系 朱青生

02130110 史学概论 3 3 第二学期 历史系 李剑鸣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2 2 第二学期 历史系 颜海英

02131250 西方文明史导论 2 2 第一学期 历史系 朱孝远

02131050 基督教文明史 2 2 第一学期 历史系 彭小瑜

02131110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2 2 第二学期 历史系 邓小南

02131310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 2 2 第一学期 历史系 阎步克

02131810 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 2 2 第一学期 历史系 昝涛

02131810 西方文明史导论 2 2 第一学期 历史系 朱孝远

02132710 艺术史 2 2 第二学期 历史系 朱青生

02330000 哲学导论 3 3 第一学期 哲学系 李猛

02330070 现代西方哲学 2 2 第二学期 哲学系 李超杰

02335060 西方哲学史 2 2 第二学期 哲学系 先刚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第一学期 哲学系 王海明

02335132 科学通史 3 3 第二学期 哲学系 吴国盛

02332336 中国佛教史 2 2 第二学期 哲学系 周学农

02330030 逻辑导论 3 3 每学期 哲学系 陈波

02335202 孔子与老子 2 2 第一学期 哲学系 王博

02335220 《四书》精读 2 2 第二学期 哲学系 杨立华

04331541 美学原理 2 2 第二学期 艺术学院 彭锋

04333021 美术概论 2 2 第二学期 艺术学院 李松

04330015 当代艺术概论 2 2 第一学期 艺术学院 彭锋

04332710 西方美术史 2 2 第二学期 艺术学院 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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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与自主选修重点推荐课程（以下课程为2011年 9月-2016年 9月以来学校教学评估得分

90分以上的部分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课程，今后实际开设课程以学校教务部公布的为准）

（六）特别要求：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

1. 留学生必修“文科计算机基础”、“体育系列课程”，其中“思政”和“军

理”、以及“大学英语”等课程共 22 学分，从“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适用于留

学生的课程里选修补足毕业学分。

2. 港澳台学生必修“大学英语”(根据英语分级的要求选课)、“文科计算机基

础”、“体育系列课程”；其中“思政”和“军理”等课程共 18 学分，从“与

中国有关的课程”适用于港澳台学生的课程里选修补足毕业学分。

02034540 影片精读 3 3 第一学期 艺术学院 戴锦华

04031700 周易精读 2 2 第一学期 马克思学院 孙熙国

03032360 中国文化史 2 2 第二学期 信息管理系 王锦贵

04832680 社会科学中的计算思维方法 3 3 第一学期 信科学院 李晓明

01531240 地球概论 3 3 第一学期 城环学院 刘耕年

01339320 中国历史地理 2 2 第二学期 城环学院 韩茂莉

01034040 化学与社会 2 2 第一学期 化学学院 卞江

02231080 考古学导论 2 2 第二学期 考古系 张弛

00136800 数学的思维方式与创新 3 3 第一学期 数学学院 丘维声

01630900 普通心理学 4 4 第一学期 心理学院 方方

00430109 演示物理学 2 2 第二学期 物理学院 穆良柱

00432108 数学物理方法（上） 3 3 第一学期 物理学院 马伯强

00432109 数学物理方法（下） 3 3 第一学期 物理学院 马伯强

02433200 伊斯兰与世界政治 2 2 第一学期 国关学院 王联

0293999 法律导论 2 2 第二学期 法学院 周旺生

02530060 微观经济学 4 3 第一学期 经济学院 胡涛

02530070 宏观经济学 4 3 第一学期 经济学院 赵晓军

03131760 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学 2 2 第一学期 社会学系 陆杰华

06239000 博弈与社会 3 3 第二学期 国发院 张维迎

06234900 中国经济专题 2 2 第二学期 国发院 林毅夫

12731010 人类生存发展与环境保护 2 2 第二学期 环科学院 陈忠明

12731020 全球环境问题 2 2 第二学期 环科学院 胡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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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教务部“关于微调 2016 版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教学计划的说明”中所列“与中国有关

课程”。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

1.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适用于留学生替代思政、军理和英语等课程共22学分）。

2.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适用于港澳台学生替代思政、军理等课程共18学分）。

说明：（1）序号1-21：仅适用于留学生。（2）序号22-85：适用于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

先修课要求仅供参考！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先修课要求 备注 1 备注 2

1 02080051 古代汉语(上) 专业必修 4 仅适用于留学生

2 02080053 古代汉语(下) 专业必修 4 古代汉语（上） 仅适用于留学生

3 02080440 古文选读 专业必修 3 仅适用于留学生

4 02080331 中国当代文学作（上） 专业必修 2 仅适用于留学生

5 02080332 中国当代文学作（下） 专业必修 2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

现代文学史、文艺理

论

仅适用于留学生

6 02080420 中国古代文化基础 专业必修 2 古代汉语 仅适用于留学生
与“中国古代文

化”互斥

7 02080341 中国古代文学（一） 专业必修 3 仅适用于留学生

8 02080342 中国古代文学（二） 专业必修 3 仅适用于留学生

9 02080343 中国古代文学（三） 专业必修 3 仅适用于留学生

10 02080344 中国古代文学 （四） 专业必修 3 仅适用于留学生

11 02080410 中国民俗与社会生活 专业必修 2 仅适用于留学生

12 02080400 中国人文地理 专业必修 2 仅适用于留学生

13 02080261 中国现代文学(上) 专业必修 2 仅适用于留学生

14 02080262 中国现代文学(下) 专业必修 2 仅适用于留学生

15 02080130 中文工具书使用 专业必修 3 仅适用于留学生

16 02431093 专业汉语（一） 专业必修 1（周 仅适用于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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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

时）

17 02431094 专业汉语（二） 专业必修

1（周

3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18 02432201 中文报刊选读（一） 专业必修

1（周

3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与“专业文献选

课（一）”互斥

19 0243241 专业文献选课（一） 专业必修

1（周

3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与“中文报刊选

读（一）”互斥

20 02432202 中文报刊选读（二） 专业必修

1（周

3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与“专业文献选

课（二）”互斥

21 0243242 专业文献选课（二） 专业必修

（周

3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与“中文报刊选

读（二）”互斥

22 02432203 中文报刊选读（三） 专业必修

1（周

3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与“专业文献选

课（三）”互斥

23 0243243 专业文献选课（三） 专业必修

（周

3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与“中文报刊选

读（三）”互斥

24 02432204 中文报刊选读（四） 专业必修

1（周

3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与“专业文献选

课（四）”互斥

25 0243244 专业文献选课（四） 专业必修

1（周

3学

时）

仅适用于留学生
与“中文报刊选

读（四）”互斥

26 02330094 中国哲学（上）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27 02330095 中国哲学（下） 专业必修 2
哲学导论、中国哲学

（上）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28 02039240 古代典籍概要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29 02031090 《孟子》选读 专业必修 2 古代汉语（上）（下） 适用于留学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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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学生

30 02030021 古代汉语 (上) 专业必修 4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31 02030022 古代汉语 (下) 专业必修 4 古代汉语 (上)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32 02033830 经典讲读 专业必修 2 古代汉语（上）（下）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33 02032020 民间文学概论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34 02030070 语言学概论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35 02033360 中国当代文学 专业必修 4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36 02031540 中国古代文化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与“中国古代文

化基础”互斥

37 02030031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38 02030032 中国古代文学史 (二)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39 02030033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三)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40 02030034 中国古代文学史 (四)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41 02030040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专业必修 4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42 02033090 中文工具书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43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专业必修 4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与中国考古学 6
门系列课程互

斥

44 02240011 中国建筑史（上） 专业必修 3 中国文物建筑导论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45 02240012 中国建筑史（下） 专业必修 3 中国文物建筑导论 适用于留学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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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学生

46 02232111 中国考古学（上一）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中国考古学 6门

系列课程与考

古学通论互斥

47 02232102 中国考古学（上二） 专业必修 2
考古学导论、中国考

古学（上一）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中国考古学 6门

系列课程与考

古学通论互斥

48 02232103 中国考古学（中一） 专业必修 2
考古学导论、 中国

考古学（上一）、（上

二）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中国考古学 6门

系列课程与考

古学通论互斥

49 02232104 中国考古学（中二） 专业必修 2 中国考古学（中一）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中国考古学 6门

系列课程与考

古学通论互斥

50 02232105 中国考古学（下一） 专业必修 2
中国考古学（中一）、

（中二）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中国考古学 6门

系列课程与考

古学通论互斥

51 02232106 中国考古学（下二） 专业必修 2
中国考古学（下一）、

中国古代史（下）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中国考古学 6门

系列课程与考

古学通论互斥

52 02231280 文物鉴赏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53 02231240 文物研究与鉴定 专业必修 2 中国古代史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54 02130120 中国史学史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55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专业必修 4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56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专业必修 4 中国古代史（上）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57 02130101 中国历史文选(上) 专业必修 4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58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下) 专业必修 4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59 02132030 中国现代史 专业必修 4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 适用于留学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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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史 港澳台学生

60 02135010 中国古代史 专业必修 4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61 02330092 中国哲学（上）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62 02330096 中国哲学（下） 专业必修 3
中国哲学（上）、哲

学导论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63 02332250 中国宗教史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64 01833920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同时推荐给留

学生

65 01831300 中国古籍资源与整理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同时推荐给留

学生

66 01831330 中国图书出版史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同时推荐给留

学生

67 01834290 中国新闻史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同时推荐给留

学生

68 01831800 汉语语言修养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69 01833780 当代新闻发展前沿 专业必修 2
新闻类基础专业课，

如新闻传播史、新闻

写作、新闻编辑等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70 024301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71 02430150 中国政治概论 专业必修 3
政治学原理、中国近

现代史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72 02430211 中国对外关系史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73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专业必修 3
无。有经济学原理基

础会更好。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74 02535240 中国经济史 专业必修 3
经济学原理、政治经

济学、计量经济学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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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02534490 中国商业管理思想 限选课程 2
经济学原理或微观

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76 02839000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本研合上

77 02838091 中国企业管理实践 专业必修 1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本研合上

78 02930030 中国法制史 专业必修 3 要有文言文基础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79 03230050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80 03230770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81 03230780 中国政治思想史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82 04330038 中国艺术学原著导读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83 06234900 中国经济专题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习题课为讨论

班，面向本院学

生，外院系学生

不需要选

84 02534570 中国对外经贸战略 限选课程 2 国际贸易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85 02230430 中国古代陶瓷 限选课程 2
中国考古学、中国古

代史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86 02230370 中国古代青铜器 限选课程 2
中国考古学、中国古

代史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87 02333210 先秦哲学 限选课程 2 中国哲学（上）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同时推荐给留

学生

88 02333220 魏晋玄学 限选课程 2 中国哲学（上）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同时推荐给留

学生

89 03033490 中国图书史 限选课程 2
适用于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

同时推荐给留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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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教学计划

（本项目由政府管理学院、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法学院和社会学系联合开设，

政治学方面的授课任务目前主要由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师承担，今后欢迎政治

学系教师联合开课或创设新课）

总学分：39 学分 参加“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的同学需完成：

1.基础必修课 （1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任课老师

03232810 政治学 3 3 俞可平（主持人）

02930010 法理学 4 4 强世功、朱苏力、凌斌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佟新、刘能

03232610
社会科学经典与前

沿
3 3 杨河、关海庭（主持人）

说明：《政治学》是仅面向本项目学生开放，实行小班教学的特色基础课程。

2.项目特设核心课程 （9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任课老师

03232820 中国政治 3 3 何增科（主持人）

02930192 法律思维与法学方法 2 2 车浩（主持人）

03132130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 2 2 周飞舟、田耕、王娟

03232830 政治、法律与社会经典阅读 2 2 包万超（主持人）

说明：特设核心课程仅面向本项目学生开放，实行小班教学。

3.跨学科限选专业课程（13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任课老师

03232840 政治学研究方法 3 3 马啸 （主持人）

03232850 政治心理学导论 3 3 刘颜俊

03232860 计算政治学 3 3 马啸 （主持人）

03232870 欧洲政治思想史 3 3 俞可平、费海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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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30780 中国政治思想史 3 3 孙明 （主持人）

03230770 中国政治制度史 3 3 孙明 （主持人）

03232620 宪法与行政法学 3 3 包万超（主持人）

02930480 国际公法 3 3 宋英

0293008a 民法总论 3 3 葛云松、薛军

02930152 刑法总论 4 4 陈兴良、车浩

02930050 民事诉讼法学 3 3 潘剑锋、傅郁林

02930920 刑事诉讼法学 3 3 陈瑞华、汪建成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4 卢晖临、王迪

03130590 中国社会 2 2 王迪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说（上） 2 2 李康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说（下） 2 2 孙飞宇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4 4 方文

03130560 组织社会学 2 2 邱泽奇

03131740 中国社会学史 2 2 渠敬东

03131010 社会学专题讲座 2 2 周飞舟（主持人）

03232460 公共组织行为学 3 3 田凯

03232270 政治学概论 6 4 张健、周强、段德敏

03232570 政治学原理（上） 3 3 燕继荣、马啸

03230790 西方政治思想史 3 3 段德敏

03231700 政党学概论 3 3 金安平

03230040 比较政治学概论 3 3 刘颜俊

03230100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

度
3 3 袁瑞军

02930060 宪法学 3 3 张千帆

02930040 西方法律思想史 3 3 章永乐

02930153 刑法分论 4 4 车浩、梁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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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30471 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 2 2 高翔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4 4 张春泥

03131520 马列经典著作阅读 2 2 渠敬东

03130880 西方社会思想史 3 3 谢立中

03130050 中国社会思想史 2 2 周飞舟

03130940 人类学导论 2 2 朱晓阳

01830540 市场调查 2 2 刘德寰

02430010 国际政治概论 3 3 王联，王逸舟

024301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关系
3 3

牛军、汪卫华、赫佳

妮

02330371 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 3 3 方博

说明：政治学类、法学类、社会学类至少各选一门（政治学类课程对政治学相关专业的

学生不作强制要求，法学类课程对法学相关专业的学生不作强制要求，社会学类课程对

社会学相关专业的学生不作强制要求），其他类课程不作强制要求。上述课程若属本项

目学生所在专业的必修课，学生应选列表内的其它课程。本项目每期开设的课程，由项

目教学委员会确定。该类课程原则上同相关专业学生共同选课、学习，并遵守统一的考

试要求。

4.实践与调研（3学分）

本项目提供资金和其他便利条件，要求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政治、法

律与社会实践与调研，并撰写报告（6000 字以上），由导师做出成绩评定。

（八）荣誉课程（最多 15 学分）

荣誉课程指的是本科生选修的研究生课程。修完该课程，学生在本校攻读研

究生期间相关课程可做替换免修。

选修荣誉课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 本院本科生，且没有选择辅修或者双学位。

2. 完成本科相关专业毕业所要求的所有课程及学分，且绩点排名在本专业前50%。

3. 最多选修 6门课，总学分最多 15 学分。



34

（九）推免条件

1. 学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本院研究生的，必须完成全校公共与基础课程和核心

课程，且成绩优良；出访交流学习的学生，要求完成全校公共与基础课程以及七

门专业核心课程且成绩优良。

2. 学生申请推免到院外和校外攻读研究生的，要符合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大学规

定的有关条件。

3. 专项计划和元培计划按学校的推荐免试规定执行。

4. 学生获得推免资格后，申请学籍异动，将不得再次申请推免。

（十）荣誉学位

对特别优秀的本科毕业生，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学位分会审核，可

授予“荣誉学士学位”证书，相关条件和程序另行规定。

（十一）关于学生选课的补充规定

1. 所有低年级学生（一年级和二年级）必须按照每学期开课计划进行选课，不

得中期退课；

2. 学生须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顺序选课，不得逆向选课；

3. 每门课程只能计入一次课类，不能重复使用；

4. 务必注意不要以任何课类差别的理由选择不同院系的相同或相近名称的课

程，否则学院有权选择性承认；

5. 外院系转入学生，之前所修原专业的核心课程，可根据课程情况认定在自主

选修课程中；

6. 学生因未遵守上述规定而导致不能正常毕业，由学生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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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本科生导师制度实施办法》

（学院第三十一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宗旨】

为了更好培育本科生（以下简称“学生”）的学术兴趣和社会责

任感，提升他们的学术水准和实践能力，增强政府管理学院（以下简

称“学院”）本科教学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根据北京大学本科教学改

革方案，并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学院在全面听取全院师生意见的基

础上，决定设立本科生导师制度，并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本科生，是指学籍由学院管理的全日制本科生，以及

学院与校内其他院系合作开设的跨院系本科项目中划归学院管理的

学生，含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

本办法所称导师，包括学院全体在职在编教师和学院根据教学实

践需要在院外聘请的兼职实践导师。

本办法所称本科生导师制度，是指学院为提升每位本科生的学术

水准和实践能力而为其设立指导教师，并规定导师和学生之间权利义

务关系的规范体系。

导师制所包含的指导工作由导师组、论文指导教师和兼职实践导

师三部分组成。

第三条【原则】

学院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建立和健全导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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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引领未来的人；

（二）以学术为导向，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增加学生参与科研

的机会，提升学生的学术水准；

（三）理论联系实际，鼓励学生面向真实世界，增强实践教学力

度，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四）导师组集体指导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因材施教；

（五）师生平等，教学相长。

第四条【导师与导师组的确立】

学院根据本科教学“宽口径、重基础”的要求设立若干导师组，

每个导师组由包含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等专业领域的五名

教师组成，由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担任组长，负责组织和协调导师组

的工作。导师组成员至少每学年与学生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每位导师

每学年至少代表导师组与学生座谈一次。

本科生在第二学年十月份，根据学科和学术兴趣自愿选择导师

组，每个导师组指导 5-15 名学生。

本科生在第四学年十月份根据毕业论文选题选择指导教师，指导

教师可以在原导师组之外的学院教师中根据双向选择原则确定，每位

导师每届指导论文最多不能超过五篇。

第五条【导师与导师组的职责】

导师本着集体协作与分工负责的精神，以激发学生学术兴趣，提

升学术研究水准和实践能力为目的，主要承担以下指导职责：

（一） 通过开设读书会、讲座和午餐会等多种形式，指导学术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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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探索发现学生的理论兴趣，激发学生对特定理论问题的深度思考；

（二） 指导学生至少全程参与一项科研项目，有明确的分工和

任务，训练学生掌握有关学术研究规范；

（三） 支持学生独立申报“本科生科研项目”，创造条件让学

生有更多机会参加相关学术会议和论坛；

（四） 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的社会实践和实习提供

学术指导意见；

（五） 按学院规定，全程严格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

第六条【实践导师的聘任】

学院根据教学实践需要，在党政机关等公共部门聘请一批具有丰

富管理经验和卓越领导力的人士担任兼职实践导师。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聘任下列人士：

(一) 北京大学校友、特别是学院院友；

(二) 与学院签约设立教学实习（实践）基地的主要负责人；

(三) 对学院实践教学有特殊贡献的人士。

实践导师的聘任，由院长办公会提请院长签署聘书，聘期四年，

可续签。

第七条【实践导师的职责】

导师的主要职责是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在具体的情境和经验

中提升发现问题、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据此培养学生的担

当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主要职责如下：

（一） 支持学生参加社会调查并指导学生撰写调查报告；

（二） 支持学生实习工作，指导学生撰写实习报告；

（三） 在学院开设实践与调研课程或讲座，主持或参加学院相

关论坛并传授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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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学生的权利与义务】

接受导师指导，既是学生的权利也是学生的义务。

接受本院教师指导是一项正式教学制度，接受兼职实践导师指导

是学生的一项选择性权利。

根据双向选择原则，学生可优先选择导师，或者调整导师。学院

确保每位学生有平等获得指导的机会，且无须交纳任何费用。

学生参加导师的科研项目，应获得合理报酬或助研经费，学院和

导师尊重与保护学生的知识产权。

学生有权拒绝导师要求其从事与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活动无关

的工作，导师也不能限制或禁止学生参加其他教师主持的科研项目。

第九条【保障措施】

学院为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度提供组织、制度和财务保障：

（一） 导师制是学院本科生教学改革的重大举措，担任本科生

导师是每位教师的光荣职责；

（二） 学院为实施导师制建立相应考评和奖惩机制；

（三） 学院在校级本科经费和学院经费中安排合理费用保障

导师制的正常运行。学院通过设立教学实习（实践）基地和本科生科

研基金等多种形式，支持本科生导师制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十条【生效与解释】

本办法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经学院第三十一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

通过，从发布之日起生效，适用于 2016 年入学及之后的本科生。

本办法在具体执行中的未尽事宜，由教学主管院长提请院长办公

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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