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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文科建设勃兴于新时代，是对传统文科的革故鼎新，同时也是中国开创新时代高等文科教育创新发展

之路的必然选择。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于高素质公共事业管理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高校应主动适

应社会发展趋势，以前瞻性的眼光进行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培养，

重视学生的特长培养和创新能力培养，争取更多社会紧需型人才的输出。新文科理念的提出对公共事业

管理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将华中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和上海理工大学三所高校的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当前理工类高校在新文科建设以及复合型人才培

养上的规律性做法，以此为同类理工科高校在办好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上提供值得借鉴的教学与改革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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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in the new era, is the reform of traditional liberal arts, but al-
so an inevitable choice of China to create a new era of higher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high-quali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personne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dapt to th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 the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with a forward-looking pers-
pective,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operation 
ability, to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special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o the output of more 
talents needed by the society. The new concept of liberal art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training of public affairs administration personnel, in this paper, we will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training programs of public affairs administration majors i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sums up the regular practi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ompound talents in the universities of science and engi-
neering, and provides the teaching and reform experience for the similar universitie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running the major of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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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11 月 3 日，教育部在山东威海组织召开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正式吹响了新文科建设的集

结号。会上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从提升综合国力、坚定文化自信、培养时代新人、建设高等教

育强国、文科教育融合发展五个方面提出了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新文科建设是促进中国高

等教育现代化的有益探索，重在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与人才培养体系，以学科的变革、调

整和优化满足新时代、新趋势和新需求。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以全球新科技革命，

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

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从而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于 1998 年被列入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9 年由东

北大学和云南大学两所高校率先试办，迄今在国内的发展已有 25 年。从开设数量和招生规模上看，

该专业的扩张速度是非常迅猛的，2000 年开办院校为 57 所，2001 年增至 132 所，2007 年已有 322
所，截至 2011 年，全国开设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高校已经达到 432 所[2]。它们广泛分布于农林、医

学、体育、师范、财经、综合等各类高校，很多理工类院校也纷纷开设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但是

近几年，相比于人文社科基础好的文科类或综合性院校，无论在师资、生源还是学科支撑上，理工

科院校的文科专业都显现出相对的劣势。随着国家本科扩招政策的收紧，理工科院校的文科专业普

遍受到招生难、就业率低、专业发展前景迷茫等问题的困扰。同时，也由于工作岗位需求的缩减，

很多高校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也在逐渐的撤销，在理工类高校当中，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在内外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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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的考验下，如何定位专业特色，结合理工类高校的优势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打造成特色专业还

需得到进一步发展。 
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向多类型事业单位输送了大批管理人才，但是就目前情

况来讲，一些高校仍旧存在着专业定位不够清晰，特色不明显，专业实用技能薄弱等问题，新文科建设

为高校公共事业管理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从新文科视角探讨公共事业

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 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2.1. 恢复与重建期 

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前身是大学管理学这一大门类中的行政管理专业，1978 年我国实行改革开

放政策之后，国家经济体制有了重大的改变，为了适应新的国内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公共事业管理专

业得以在各个国家重点大学进行恢复和重建。当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大趋势和经济政策大方向有了大的

转变，因此，对于公共事业管理人才较为缺乏[3]。但是，公共事业管理这门专业的涵盖范围还是比较狭

窄的，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仅仅是为了满足国内的人才需求，即进行计划性人才的培养。 

2.2. 整合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国内第一个行政管理学会在北京建成，国内许多个省份和地域都开始自行成

立专门的行政管理学会，因此，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发展迎来了整合发展阶段。在这段时间，国外

诸多先进的公共管理理论被引进至国内，国内高校也在此时大量吸收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学科创新与整

合发展，有针对性地对公共管理人才进行培养。这个时期，以国外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国内高校大力

推进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2.3. 优化提升期 

2005 年，我国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开始进入了优化和提升阶段。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发展开始注重

发展质量，注重培养具有高素质公共管理的人才，开始注重社会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从而根据社

会需求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着力培养高素质、重质量的公共管理人才，自此，高素质公共事业

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被列入了学科发展计划。 

2.4. 探索转型期 

自 2018 年以来，中共中央文件正式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教育部等 13 个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又更明确地提出要“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

农科、新文科建设，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这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贯彻习总书记“5 月 17 日

讲话”的重要举措，也是立足新发展阶段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工作部署[4]。至此，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专

业进入了探索转型的关键时期，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与新文科建设结合在一起，努力打造成适应新时代

发展与新文科建设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推进新文科建设，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

系。至此，全国高校对新文科建设开展了新的研究与实践。 

3. 新文科建设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3.1. 新文科内涵 

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文科而言的，其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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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为背景，在现有专业内涵基础上，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新文科是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了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是传统

文科在大数据背景下的更新升级，是人文素养和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新要求[5]。新文科建设对传统文科人

才培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出了新要求，在新文科的理念指导下，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从学科导向转

向以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 

3.2. 新文科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首先，新文科建设要求加强人才培养途径的创新性探索。探索卓越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在新文科建

设的指引下，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建设要以学生为中心，探索符合一流学科、一流专业建设的人才培养

条件、途径、方法、课程体系、质量标准。按照多学科共融建构综合知识体系的要求，为学生提供多样

化的专业选择、跨学科学习机会，搭建多样化的人才培养平台，突出学生创新意识培养，适应当下和未

来社会对于卓越拔尖人才的需要[6]。 
其次，新文科建设要求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建立一支文理交融型师资队伍。师资队伍是新文科建设的

重要保障，科学合理的师资队伍结构，数量合适的师资队伍规模可以有力地支撑新文科建设目标的实现，

但同时在师资队伍的建设上面更应该加强文理交融型师资力量，针对新文科特点对中青年教师职业发展

进行规划和布局，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鼓励跨学科团队合作，激发其创新潜力和活力。 
再次，新文科建设要求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根据社会需求，培养具有公共管理专业技能的应用型人才

[7]。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要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根据社会实际需求和行业内相关岗位的要求，结合学

校的特色与优势，打破文理工学科之间的壁垒与学术界限，积极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实践能力、专

业技能。 
最后，新文科建设要求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建设要注重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大数据、人工

智能、5G 技术、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型科学技术正在推动着我国的信息技术稳步向前发展，而我国的政府

建设也要求管理人才具备熟练使用新兴科学技术的能力，进而培养出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新人才，从而

促进我国数字政府的建设与发展[8]。 

4. 新文科视域下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建设的多维比较 

本研究选取了三所理工类高校作为研究院校，分别是华中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以及上海理

工大学。选取这三所院校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这三所院校同属于理工类院校，并且在公共管理一级学

科下均设置有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其次，这三所院校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在教学评估体系当中的排

名相对靠前且位次相差不大，在面对新文科建设转型的背景下，三所院校在对公共事业管理的人才

培养上面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选取这三所院校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新文科建设转型的案例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 

4.1. 人才培养目标 

三所样本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具有共同之处，即既注重学生学术能力的培养，

也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学术性主要体现在高校人才培养定位对标大学教学人员、政策分析者和政

策研究者等学者型人才；应用性则主要体现在对标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实务人员。 
三所样本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每所高校都结合自身的特色与优

势，积极培育复合型人才。华中科技大学重视文理交叉融合，以电子政务、智慧城市为培养特色，将课

程思政融入教育、教学和实践全过程，从而形成培养特色。华东理工大学更加注重综合型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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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培养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兼具的全面型人才。上海理工大学在人才培养上更

加注重专门人才的培养，结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目前工作岗位的实际要求，结合学校的特色与学科优势，

希望学生能够运用本专业的理论知识与技能解决管理问题，从而成为某一管理领域里的专门人才。三所

高校在人才培养的实际倾向上虽然略有偏差，但实际上均体现了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我国理工类高

校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上面所做出的转型与发展。见表 1。 
 

Table 1. The undergraduate talents training objectives of public affairs administration major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表 1. 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 

高校 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表述 

华中科技大学 

培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良好思想政治素养以及公共管理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

特别是电子政务、人力资源管理等，掌握城市管理与城市政策的原理和方法，具备国际化视

野，在城市经济、社会、交通、电力、供水、供气、体育、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广

泛领域任职的高级专门人才。 

华东理工大学 

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具有较好的国际视野、公

共精神、综合管理技能，能够跟踪国内外公共事业管理领域的创新实践与创新理论，解决科

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资源与环境等公共事业管理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能在我国公共事业管理创新发展乃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支持、服务

作用的新型综合管理人才。 

上海理工大学 
本着“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的人才培养理念，本专业培养具有现代管理理论、

技术与方法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利用这些知识的能力，能在政府部门及文教、体育、卫生、环

保、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单位以及社会中介组织从事公共管理与服务的专门人才。 

4.2. 课程体系设置 

在对样本高校的课程体系进行归纳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三所高校的公共事

业管理专业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都体现出了新文科要求下的文理融合以及学科间的交叉跨界，其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增加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相关课程的设置。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政府的建设成为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政府官员必须要有数字政府的治理能力，对政府数据资源

开发行为具有合理性和专业性[9]。因此，三所高校在公共事业管理的课程中都增加了大数据等信息技术

相关的课程，例如华中科技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设置了 GIS 与城市大数据、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技

术与应用等课程；上海理工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设置了数据库基础、人工智能基础等课程；华东理工

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设置了电子政务与大数据、大数据分析及可视化等课程，这类课程能够培养学生

的数字治理思维，增强学生的数据获取、使用、分析能力。 
另一方面，创建多学科融合课程，实现学科之间的交叉跨界。公共事业管理学科所涵盖的学科范围

比较广，涉及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新文科的知识体系要求多维度、多视角

的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构建基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的，融合工科、理科等知识的专业课程群。从

三所高校的课程体系来看，都开设了多学科之间的融合类课程，比如上海理工大学设置了政府经济学并

将其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将政府与经济学理论相互融合，形成政府经济学课程，并将其

设置在第三学期，成为必修课程，华中科技大学设置了城市管理学，以及经济学与管理学相结合，形成

特色化的经管类学科知识，三所高校在对于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上面都充分结合了本学校的办学特色与优

势，将本学校的特色与优势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实现多种学科间的交叉

跨界以及融汇贯通。见表 2 和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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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distribution of undergraduate course types in the major of public affairs administration 
表 2. 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课程类型分布 

高校 最低总学分 不同类型课程学分 

华中科技大学 159 学分 

素质教育通识课程 47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48.5 学分 
专业核心课程 17.5 学分 
专业选修课程 29 学分 
实践教学环节 17 学分 

华东理工大学 149 学分 

通识类课程 43 学分 
学科基础类课程 31 学分 

专业类课程 73 学分 
创新创业类课程 2 学分 

上海理工大学 168 学分 

通识类课程 47.5 学分 
学科基础类课程 55 学分 
专业类课程 61.5 学分 

任选课程 4 学分 

 
Table 3. Core undergraduate courses of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major 
表 3. 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核心课程 

高校 核心课程 特点 

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学、政治学原理、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

管理、公共经济学、管理定量研究方法、管理信息系统、城市管

理学 

以管理学为核心 
增加信息化教学系统 

华东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概论、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电子政务与大数据、公共

政策分析、公关危机管理概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行政法、

非营利组织管理、公共组织财务管理 

以管理学为核心 
与大数据教学相结合 

上海理工大学 公共组织理论、公共事业管理、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部门

绩效管理、公务员制度、公共政策分析、政府经济学 
以管理学为核心 
兼顾理论研究与实践价值 

4.3. 人才培养过程 

首先是学业学风建设，学业学风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关键，优良学风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

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条件。三所理工类高校在学业学风建设上都秉持着良好的教学风气与学习风气，

在入学前教育以及日常教学管理方面都严格要求学生，严格执行请假考勤等制度，考试作弊等违反学术

道德要求的行为也将会被严格处理，严格考试纪律与上课的课堂纪律；同时学校也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

研活动，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与科研能力。对此，高校也都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平台，包括开展学科竞

赛、举行学科论坛，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 
其次是课程与教学管理方面，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三所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课程均以管理

学为核心，但加入了许多创新性课程，包括系统模拟与仿真、GIS 与城市大数据等课程，开展多样化课

程教学，在教学管理的过程当中，三所高校在配备有多媒体教学设施，系统模拟与仿真实验室等教学硬

件设施，在师资配备上面，注重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教师的文理交融与学科间的交叉跨界，在日常的教学

管理过程当中，结合文科、理科以及工科等多种学科知识，交叉融合地传授给学生，同时也引入国内外

优秀教学模式进行课堂教学管理与模式的创新发展，实现公共事业管理在新文科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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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在国际合作方面，三所高校均与国内外优秀院校合作，加强院校间的国际交流，加强学科建

设的步伐，积极推进中国经验与方案，其中华中科技大学也更加注重生源的国际化，在澳门开展境外 MPA
办学，与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联合培养公共管理硕士，经教育部批准设立“中国政府奖学金东盟专项”，

招收东盟国家的国际学生[10]。在公共事业管理国际合作的建设上面，一方面，三所高校都聘请了优秀的

外国学者来校任教或者参加学术交流，将国外的前沿理论、先进理念以及教学模式引进公共事业管理当

中，另一方面，三所高校均派遣了大批优秀中青年教学去国外交流学习，拓宽知识面，掌握国际前沿学

术动态，提升教师的国际视野，从而开展创新型实践教学活动。 

4.4. 实践性教学 

实践性教学环节是为配合理论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专业训练和锻炼学

生实践能力而设置的教学环节。实践性教学环节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多样性等特点，它不仅对教学中

的主体、客体具有开放性，而且教学的内容、范围、方式和方法也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和多样性[11]。因

此，新文科建设要求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改革也应具有多种实践形式，理工类高校应结合学校自身的优

势，开展多样化、特色化的实践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实践技能。 
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方面，三所高校都设置了较为创新性的实践活动，各具特色。华东

理工大学举办一些学术论坛，为学生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其中每年举办一次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公共管

理学科发展论坛为学生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上海理工大学在创新性实践上面则设置了

一些区县政府实践、应聘模拟以及实习等活动，这些活动成为高校加强学生专业能力和实践技能培养的

重要载体；华中科技大学建立了电子政务实验室、决策分析实验室以及创办了大数据决策以及虚拟仿真

技术的教学科研平台，成立了“电子决策剧场”，学生不仅可以在电子政务实验室开发管理信息系统、

制作网站网页，而且可以在“电子决策剧场”中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模拟城市运行过程和政府管理过程。 

5. 讨论与建议 

新文科建设对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要求，学科交叉融合是核心内涵，培养具有国际

视野和竞争力的新人是时代需求[12]。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三所样本理工类高校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建设中围绕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实践平台等方面采取了一定的改革举措，对其他高校推进公共事业管

理专业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5.1. 结合市场与行业需求，构建多方向专业培养模块 

新文科建设对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既要结合社会上行业与市场的需求，也要结合学校自

身的优势与特色，根据公共事业发展改革的实际需求，在课程体系中设置不同的专业方向和课程模块，

并且注重每专业人才的知识、能力、价值观培养，使学生在毕业之后能够尽快的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

当中去，能够在相对应的管理领域解决实际问题。在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的培养模块选择

实习单位，实习单位要和学校培养的学习模块相对应，并且学校导师要与实习单位保持沟通与联系，加

强学生在实习实践过程中操作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加深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学习，

在实践过程中提升能力。 

5.2. 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注重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 

在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的探索要更加注重多学科间的

交叉融合。新文科建设的核心目标便是要打破学科壁垒，破除学科专业长久以来形成的体系化、秩序化

的知识结构及其带来的学科障碍，要求从宏观层面进行学科之间整体而复杂的深度交叉融合，建构新文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659


许敏，张莉 
 

 

DOI: 10.12677/ae.2024.145659 87 教育进展 
 

科学科体系。因此，公共事业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对多个学科的先进理论进行融合与提炼，在学科融合

的基础上，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综合化、多元化。要加大对于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高新信息技术的运用，使课程理论的学习与数字政府的建设紧密结合，培养学生的数治思维和创新

能力。 

5.3. 强化课程实践导向，培养专业管理人才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应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在人才课程教学中强化课程教学与新的科技变

革、社会实践的深入结合，强化专业课的实践导向，加强实习和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公共管理学科各专业本科实践教育遵循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要求，顺应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召唤，加快本科实践教育体系的转型与重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公共管理拔尖卓越人才培养。

在理念、内容、方式上优化实践教育体系，使学生兼具理论和实践素养，成为德行优良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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