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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改革的思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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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普遍存在理论教学课程大而杂，实践教学环节薄弱，与社会需求脱节
等问题。基于实际情况，提出完善我国地方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具体思路：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模

式，课程设置突出专业特色；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合理调整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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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９８年教育部批准增设本科新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以来，我国目前已有６００多所高校设
置了该专业。相对于其他专业而言，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方向设置涵盖科教文卫等领域，授予的学位有管

理学、医学、法学、农学、教育学等［１］。这些特点决定了该专业在人才培养和课程体系设置上存在诸多

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河南省相关院校实际调查数据来看，约７０％的学生就业领域与所学专业不吻合，
部分毕业生出现就业困难［２］。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的科学性是影响该专业得到持续良性

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以湖南科技大学调查数据为基础，就地方院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设置

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展开探讨，希冀能为该专业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１　我国地方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现状
１．１　理论教学课程设置情况

我国开设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学校主要有综合性高校和师范类、医学类等专业性高校两大类，综合

性高校主要通过以传统的行政管理专业为基础的途径建立，专业类院校主要依托相应的学校优势资源

而建立，因此，在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方向和课程体系设置上也呈现出高度个性化的特点。总体而

言，综合类院校的专业核心课程倾向于综合管理类和人文社科类，专业方向也不太明显。而专业性高校

则更具特色。表１列举了国内部分高校公共事业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和方向设置的情况。
从表１可以看出，各地院校的专业主干课程设置具有一定的差异，由于各高校专业设置途径和资源

禀赋不同，从而在专业主干课程设置上形成个性化的特征。综合类高校管理、文学、社会科学、哲学等综

合性课程凸显，医学类院校在医院、卫生等学科上具有明显优势，教育类院校也充分利用自身教育优势

形成特色。此外，不同院校的专业选修课门数和专业课程在课时设置上也有较大差异，专业选修课从十

几门到几十门不等；同一门专业必修课课时也呈现多到７２学时、少到３２学时不等的状态，专业选修课
大多以３２学时为主。
１．２　实践教学课程设置情况

目前，大部分院校的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课程设计，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各种办公

自动化软件操作、管理专业设计和电子政务设计等技能和方法。二是实习与实践，如专业见习、毕业实

习等，目的是提高学生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和科研能力。三是课外科技与实践活动，如社会调查、社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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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活动、国防教育等，以提高学生对社会的认知和适应能力。相关数据显示，不同地方院校实践环节

的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也具有较大差异，综合类和师范类院校注重学生到政府部门和事业机关单位的

实践能力培养，而其他专业院校则根据自身的理论课程设置和资源优势来安排学生进行相关的实践能

力培训。学时分配占总学时的１５％～３４％不等［３］。可见，不同院校的实践教学环节设置也具有不同的

特点。

表１　国内部分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核心课程和方向设置情况

高校 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方向

中山大学

管理学、行政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行政学说史、行政法学、市政学、公共经济

学、政治经济学、行政组织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领导科学、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统计学、社会研究方法等

行政管理

华东师范大学

管理学原理、公共关系、公共事业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管理心理学、管理

信息系统、公共财务管理、经济法学、行政法学、管理文秘、教育管理学、教育经济

学、比较教育行政、教育社会学、教育政策和法规、教育评价、社区教育等

教育管理

湖南中医药大学
管理学原理、经济学、公共管理学、运筹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医院管理、卫生

事业管理、流行病学、社会医学、卫生法学、医学统计学、医疗保险、卫生经济学等
卫生管理

湖南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学、公共事业管理、宏观经济学、管理心理

学、组织行为学、公共管理法学、公共经济学、社区管理学、社会保障学、社会工作

概论、教育经济与管理、文化产业管理、管理伦理学等

专业方向不明确

１．３　专业课程设置学生反馈情况
笔者曾在２０１４年对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７３．２％

的学生认为公共基础课中的政治素质类课程不重要，６７．８％的学生认为大学英语和计算机课程很重要。
６１．３％的学生认为应少而精的开设几门管理类基础课，如公共管理学、管理学原理等，其他可根据工作
需要自学。有１１．４％的学生认为开一些了解性质的社区管理课程即可，不必太深入。２２．７％的人认为
应多开几门企业管理课，多学企业管理知识对未来工作有帮助。也有部分学生对某些课程兴趣不高，逃

课现象较严重。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结构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有待加强。

２　我国地方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２．１　理论课程设置大而杂，缺乏特色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是在我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设立的，由于人员、利益、体制性障碍等因

素存在，与国外相比，我国公共事业管理组织发展相当滞后。大多数公共事业单位仍实行“凡进必考”

的原则，使学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因此，部分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偏离了该专业的办学原则和目标，

注重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什么课程都开设一点，如行政管理、社区管理、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管理等，专

业定位不明确，培养目标不清晰，课程设置较为凌乱，难以形成特色。某些课程还缺乏关联性，未形成系

统的课程体系。造成专业学生人才培养模式的混乱，培养出的毕业生没有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成

为什么都懂一点、但都不专的“万金油”，缺乏专业核心竞争力。

２．２　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忽视能力培养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但一般地方高校注重理论教学课程设置而忽视实践

教学环节的能力培养。通过调查了解到，大部分学校理论课程偏多，且课时学分分配额达到７０％以上；
应用性课程非常少，学时分配大多占总学时的２０％以下；实践性课程的内容设置也非常单调，主要有专
业见习和毕业实习两个环节。专业见习多以走访参观当地某些事业机关单位为主，毕业实习也以学生

单独联系实习单位的形式进行，学生缺乏统一的专业实践锻炼，计算机操作技能、人际交往技能、实际解

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系统化的培训，难以成为社会需要的综合性人才，甚至导致学生失去学习专业课程

的兴趣和积极性。

２．３　专业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学生就业关联度低
恩格斯曾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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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现实社会需要是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是在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下创立的，发挥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依靠第三部门力量管理社会事业成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发展的动力。公共事业管

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就业领域应该是在科、教、文、卫、社保等事业机关单位从事管理类的工作。但

是，从笔者任职高校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毕业生连续５年的就业情况来看，真正到所属专业培养目标性
质单位的非常少，大部分毕业生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是泛管理类职业，如市场营销、网络运营、参与国家公

务员招考、攻读经济管理类硕士学位等。从某种程度上，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可以反映出其所学专业知

识受到社会认可度的高低。对湖南科技大学往届毕业生调查的数据显示，６８．７２％的学生认为本专业的
课程设置与就业脱节，１８．１９％的学生认为二者非常脱节，只有１４．５％的学生认为两者比较吻合。总体
而言，公共管理事业专业的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与学生就业关联度不够高，存在较大差距。

３　完善我国地方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策略
３．１　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突出专业特色

公共事业管理范围广泛，只有根据学校优势资源，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的方向，才能制定具有专业特

色的课程体系。如广州大学地处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大都市，因此把城市管理作为本校公共事业管理

办学的专业发展方向，注重培养具有城市公共事业管理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在课程设置上也相应设立了

城市管理需要的专业知识。所以各院校应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方

案，不能盲目照搬其他名校与国外办学模式。在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建立健全与之相应的课程体

系，根据学科发展的定位来加强相应的专业基础课程的设立与学时分配。同时，要建立系统性的专业课

程体系，注重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内各学科之间的联系性，使学生通过理论学习形成对本专业的系统认

识，掌握系统的公共事业管理知识。

３．２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把实践教学环节纳入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证把实践教学贯穿于整个人才培养的过程。

在具体做法上，可以把理论性较强的部分必修课程调整为选修课，并适当减少学时；将实践性较强、有利

于提高学生实际能力的选修课改为必修课，并根据情况增加学时分配。通过调整理论课与实践课的课

时比例，使课程体系更加符合学生实际就业需求。同时，通过社会调查、课外科技创新活动、专业实习、

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力，提高学生公共管理的专业素养。

此外，安排相应的教师和已经毕业的学生联系，为在校学生多提供社会实践和锻炼的机会，确保学生就

读期间能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为日后走上公共事业管理工作岗位积累知识和奠定工作基础。

３．３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合理调整专业课程体系
为更好地实现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任务，必须开设一些有利于学生就业或深造的课

程。应根据学生就业实际情况，增设较多的经管类课程，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人力资源开发

与管理”“非营利组织学”，以及公务员考试培训类课程等。适当调整与工作需要关联度不大的课程，减

少非就业需要课程与课时的比例，增加有实际需求的课程与课时比例。以就业需求为导向，能避免课程

体系内与就业需求关联不大的课程与课时占比不合理的问题，节约有限的专业课数量和资源，使课程体

系的专业课程与课时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和优化组合。

参考文献：

［１］娄成武．关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设置问题探讨［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００（２）：６１－６３．
［２］胡晓璐．公共事业管理的专业课程设置与价值诉求［Ｊ］．中国科技信息，２０１１（１）：１４６－１４８．
［３］孙孝科．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现状、原则及其方法［Ｊ］．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１１１

－１２４．
［４］蓝志勇．美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轨迹及其对中国的启迪［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６（４）：８２－８７．

（责任校对　朱正余）

９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