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 

一、主旨：【专业简介】 

二、125200公共管理专业 

【研究方向】 

01 行政管理 02国土资源管理(土地\矿产\环境) 03 公共经济管理 04人力资源管理05教育经济与管理 

【培养方向】 

本专业要求学生熟悉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系统掌握公共

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以及必要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具有较高的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与公共

政策问题的技能，适应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新形势下的需要。 

公共管理专业旨在培养具有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技术、方法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应用这些知识的能

力，熟悉公共事务和国际事务管理规则和机制，能在文教、卫生、环保、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单位的行政

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通过学习，可以具备以下几方面的能力：[1]  

1．具备比较宽广的公共（行政）管理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和修养； 

2．深刻了解公共事务和国际事务管理规则、机制和方法，掌握公共事务和国际事务管理规律； 

3．了解当代信息社会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公共管理特别是国家事务管理的影响，注重管理理念、

管理工具的与时俱进； 

4．重视公共管理理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之间的有机结合，形成科学的认识、分析和研究方法； 

5．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和网络应用； 

6．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适应涉外管理的需要 

 

公共管理专业介绍 

公共管理从产生意义上讲是公共组织的一种职能，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和以公共利益为指

向的非政府组织（NGO）为实现公共利益，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 

现代公共管理与传统管理的区别集中体现在是否将目标定位在公共利益上，公共管理不仅为社会提

供高效优质服务，而且更应当强调社会公平，因为社会公平是作为分配的公共服务的法律和现实基础。当

代新公共管理倡导是从主体的广泛意义上理解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的主体不再只限于政府和组织，进而把

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区分开来。 

公共管理从学科意义上的内容包括公共管理原理，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公共政策，发展管理，教

育经济管理以及劳动社会保障等方向，公共管理学的兴起得益于全球化新公共管理运动，但进入二十一世

纪后，新公共管理学在实践中不断遇到新的挑战，公共管理学研究进入百家争鸣的时代。 

公共管理作为现代管理科学四大分支之一，是未来世界和当代中国最有发展潜力和广阔前途的学

科。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公共管理作为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出现，中国公共管理科学的发展展示了蓬勃的

生命力。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管理的作用越来越为社会所重视，

中国公共管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生长点。在国内，中国 MPA学术委员会唯一顾问中山大学



夏书章教授为国内最早提出引进公共管理学教育人士，中山大学是中国最早公共管理学发轫之地。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等公共管理的学科建设

都有很高的水平。 

公共管理专业就业方向 

公共管理专业旨在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和行政机构培养宽口径、复合

型、应用型的公共管理高层次专门人才。开设的专业主干课程有：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文秘、电子政务导论、行政学、公共关系学等。教学中采用课堂讲授、案例研讨、情景模拟训练、社

会调查和专题讲座等多种方式，力求使学生熟练掌握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和公共部门管理的专业知识，熟

悉相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制度体制、国际惯例和规则，具有较高的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问

题的技能，适应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新形势下的需要。 

二、投考简介 

北京大学（10001）、复旦大学（10246）、西南财经大学（1065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0358）、安

徽师范大学（10370）、中山大学（10558）、浙江大学（10335）、中国人民大学（10002）、北京师范大学（10027）、

厦门大学（10384） 、西南财经大学（10651）、山东师范大学（10445）、华中科技大学（10487）、华中

师范大学（10511）、大连海事大学（10151）、中央民族大学（10052）、西南交通大学（10613）、中国海洋

大学（1042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10036）、武汉大学（10486）、西南大学（10635）、云南大学（10673）、

西北大学（10697）、南开大学（10055）、四川大学（10610）、天津大学（10056）、福州大学（10386）、上

海财经大学、西昌学院（5114）、华南师范大学等。 

三 、考试科目 

应试科目 

初试 复试 学院 方向 

公一 公二 专一 专二 

经济管理学

院 

125200公共

管理 

 

①199 管理类

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英语

二 

  

 

四、参考书目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五、近三年录取分数线 

年份 外语 政治 数学/专一 专二 总分线 

2014 41  82  160 

2013 41 41 82 82 155 

2012 41    150 

 六、近三年报录比 

年份 报考人数 复试人数 录取人数 保研人数 调剂人数 

2014 82 —— 42 0 —— 

2013 130 —— 35 0 —— 

2012 —— —— —— —— —— 

七、准备要领 



   

八、名师 

导师姓名  性别  技术职务  导师类别 专 业 其它备注 

      

      

九、复试详情 

复试总分 初复试比例 

复试成绩 

250 总成绩=初试成绩*50%+复试成绩*50% 

专业外语

笔试（50

分） 

满分100分，折算为复试成绩50分，阅读理解占60%，汉译英占20%，英译汉占20% 

复试面试

（100分） 

专业面试和英语面试一起进行，英语面试主要考察基本的专业英语听说能力（满分 20分，时间

不少于 10分钟），专业面试主要考察专业素质与创新能力（60分），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试（20

分）。同等学力硕士考生还须加试两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考试的命题和考务工作

由各单位自行负责，考试形式一律采取笔试。每门课考试时间2小时，满分均为 100 分。 

复试指定

参考书 

《国际经济学》， 薛敬孝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复试科目

（100分） 

   国际贸易世界经济 

本科学校

级别 

发表论文要

求 

同等学历要

求 

特殊礼

仪要求 

其他 

复试特殊

需求 

无 无 无 

整齐即

可 

无 

十、学费与学制 

学制：2年 

学费：8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