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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科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位类别代码与名称：1252 公共管理硕士  

制订培养方案的二级单位：信息与管理学院 

 

一、学科概况 

本学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步，1985 年在本科生开设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课程，

1999 年招收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研究生班。2003 年获得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

硕士二级学科授权点，2004 年开始招收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2011

年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招收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医学信息管理学（目

录外）等方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2013 年获得社会医学与公共卫生管理（目录外）二级博

士授权点。 

本学科人才培养以“卫生与健康管理”为特色，是广西培养高层次卫生与健康管理人才的

主要基地，至今已培养硕士研究生 100 多名，现有在读研究生 97 人。学科主要围绕广西卫

生与健康管理问题，在卫生与健康政策、现代医院管理、医学信息管理、健康产业、健康医

疗大数据、行政管理等方面开展科学研究，多项研究成果被广西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采用。 

本学科专任教师 40 人，其中，教授及相应正高级职称 16 人，具有博士学位人员 22 人， 

45 岁及以下中青年教师 26 人，有硕士生导师 13 名。近 5 年本学科专任教师主持承担科研

项目 67 项，年师均承担项目数为 0.32 项/年/人。到账科研经费总计 874.5 万元，年师均经

费数为 4.37 万元/年/人。近 5 年本学科专任教师获得科研成果奖励 9 项，出版学术专著 8 部，

发明专利 1 项。近 5 年本学科专任教师发表论文共计 63 篇，年师均论文数为 0.36 篇/年/人。  

二、培养目标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掌握系统的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和方法以及医疗卫生管理知识与方法。 

（三）具备从事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的能力，能够综合运用管理、政治、经济、法

律、现代科技等方面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尤其医疗卫生事业管理问

题。 

（四）能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五）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公共管理专门人才。 

三、学科专业主要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代码名称 研究方向英文名称 

1  125201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Social Medicine and Health Management 

2 125202 医学信息管理 Medic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 125203 行政管理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四、学习年限、时间安排及考核要求 
（一）学习年限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生学制为 3 学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为 5 年。 

（二）培养时间安排 

原则上第一学年为课程学习时间，采取集中授课模式。第二、三学年为专业实习及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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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撰写时间，采取学科安排与导师负责相结合的方式。 

（三）考核要求 

1.课程学习考核：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培养方案所列的各项课程学习任务。学位课

程考试，成绩达 70 分以上（含 70 分）为合格；非学位课程考试，成绩达 60 分以上（含 60

分）为合格。 

2.中期考核：中期考核时间安排在第四学期末，由二级学院统筹安排，二级学科组织开

展，按二级学科专业组成考核小组。考核内容包括课程学习及成绩考核、思想品德考核、开

提报告完成情况、课题进展汇报、社会实践情况考核等。考核结果作为调整研究生的奖学金

和助学金等级的依据。 

3.社会实践考核：实习教学是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本科为公共管

理专业的研究生需在专业的社会服务机构完成不少于 800 小时的专业实习，本科非公共管理

专业的研究生需完成不少于 1000 小时的专业实习。实习全过程由学校专业导师和实践机构

的校外导师共同督导。学生专业实习期间需认真填写专业实习手册的各项内容并撰写方案计

划书、实务工作日志；实习结束后，学生需提交专业实践总结报告，由学校专业教师和校外

导师共同评定实习成绩，双方打分比例各占 50%，最终成绩合格者方能取得专业实习的学

分。 

4.毕业理论考核：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第五学期末，必须参加由学科出题、

二级学院组织的专业课和专业外语毕业考核，考核合格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聚焦家国情怀、时代担当、专业精

神、三观塑造，利用各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发挥课程所承载的育人功能，实现知识

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

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36 学分。 

根据全国公共管理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印发的《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

养方案》文件要求, 课程设置应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分为核心课、专业方向必修

课、选修课和社会实践四方面基本模块。其中，核心课不少于 19 学分，专业方向必修课不

少于 8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7 学分，社会实践为 2 学分。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备注 

公共学位

课 

英语 64 4.0 必修 

综合医学英语 32 2.0 
二选一 

医学英语写作与编辑 32 2.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2 2.0 必修 

科研伦理 16 1.0 
授课内容包含学术

规范，必修 

论文写作 16 1.0 必修 

自然辩证法 16 1.0 

二选一，必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16 1.0 

核心课 
公共管理 48 3.0 

必修 
公共政策分析 4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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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研究方法 48 3.0 

公共经济学 32 2.0 

政治学 32 2.0 

电子政务 32 2.0 

社会组织管理 32 2.0 

公共伦理 32 2.0 

宪法与行政法 32 2.0 

专业方向

必修课 

卫生事业管理学 32 2.0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

业管理方向必修课，

专业方向必修课不

少于 8 学分，可选修

其他两个方向的必

修课补足学分。 

健康管理学 32 2.0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专题

讲座 
16 1..0 

医学信息学 32 2.0 医学信息管理方向

必修课，专业方向必

修课不少于 8 学分，

可选修其他两个方

向的必修课补足学

分。 

Python数据分析 32 2.0 

健康医疗大数据分析与智

慧决策专题讲座 
16 1.0 

卫生人力资源 32 2.0 行政管理方向必修

课，专业方向必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可选

修其他两个方向的

必修课补足学分。 

行政管理学 32 2.0 

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专题

讲座 
16 1.0 

选修课 

SPSS 应用与高级统计分

析 
32 2.0 

不少于 7 学分 

卫生系统与卫生机构绩效

评价理论与研究进展 
32 2.0 

信息管理学 32 2.0 

卫生政策学 32 2.0 

医学信息资源规划 32 2.0 

公文写作 16 1.0 

社会实践

课 
社会实践 32 2.0 必修 

学术讲座 
按照《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学

分管理规定》执行 
 不少于 2 学分 

课程说明： 

1.以下课程：《英语》、《综合医学英语》、《医学英语写作与编辑》、《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科研伦

理》、《论文写作》属于公共学位课考试以 70 分为合格。 

2.研究生入学前已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且成绩达到学校规定的合格分数线，可

以申请免修公共学位课《英语》，成绩按“80”分计。 

3.学术讲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必须参加相应的学术讲座并获得学分，此学分为必修

学分，不少于 2 学分。学术讲座学分单列，不纳入课程学分中。具体要求及计分标准见《广

西医科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学分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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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实践：第三学期须到政府部门或非政府公共机构进行为期六个月的社会实践。社

会实践应在社会实践课程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实践结束后，学生须提交社会实践报告（或

专题调研报告或案例分析报告）。报告经学院考核合格，获得社会实践 2 学分，方可毕业。 

六、专业实习 
1.以区内政府部门或其他公共机构实习为主，根据学生情况灵活安排区外政府部门或其

他公共机构访问与实习，学生实践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6 个月。 

2.专业实习形式可多样化，可以是课程实验、企业行业实践、课题研究等等，实践内容

可根据不同的实践形式由校内及行业、企业导师决定。 

七、学位论文工作 

（一）总体要求 

1.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按学校要求应用中文撰写。 

2.选题应紧密结合公共管理的实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3.论文工作有创造性，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 

4.论文内容可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学生应以在公共管理实务工作为主题撰写相关论文。 

5.应在“双导师”（校内及行业、企业导师）的指导下，由硕士生本人独立完成，考察学

位申请者综合运用公共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应立论有据、

分析严谨，能体现硕士研究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学位论文应有一定的

工作量，论文正文字数应在2万字以上。学位论文格式要求详见《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格式要求》。 

（二）选题报告 

举行开题报告会的时间安排在第二学期末进行。开题报告根据《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开题报告工作管理办法》执行。由二级学院组织，各教研室负责实施。研究生、导师、

教研室需登陆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完成相应部分的填写、审核。研究生课题的选择要在导师

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选题紧密结合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特别鼓励学生选择

与自己的工作领域和工作岗位相关的问题展开论文研究。学生应该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方

法，展开调查研究与分析论述，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或改进管理的措施。 

（三）课题进展汇报 

举行课题进展汇报的时间安排在第四学期末进行。由二级学院组织，各教研室负责实施。

研究生、导师、教研室需登录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完成相应部分的填写、审核。 

（四）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的预答辩、预评阅、评阅、答辩和学位授予时间安排在第六学期进行。在正式

答辩前，学位论文首先需通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合格后方可申请进行。预答辩、预评阅

/同行评议及正式评阅、答辩等工作具体要求请见《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要求及答

辩工作相关规定》。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一）毕业条件 

1.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的课程学习和学分，成绩合格。 

2.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各阶段考核，成绩合格。 

3.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 

（二）学位授予条件与学位授予 

研究生在学期间达到毕业要求，并在最长学习年限内同时达到外语水平条件者，可授予

相应学位。学位授予条件与学位授予工作请详见《广西医科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

则》。 

九、培养方式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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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研究生处/研究生院、二级学院、教研室、导师四级管理制度。 

1.教研室是研究生培养的主要责任单位，是研究生导师管理的直接负责单位，应指定专

人（秘书）负责具体管理科室/教研室内导师和研究生的工作。在科室/教研室领导下，导师

负责制与学科集体培养相结合，组成以导师为组长的研究生指导小组，充分发挥指导教师、

指导小组及学生的积极性，以灵活多样的培养方式来培养研究生。主要采取导师负责与研究

生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指导，不断加强对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思维的培

养，以适应新形势下对人才的需求。 

2.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作用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要对研究生全面负责，包括思想道德、专业理论

及技能、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等。导师至少每个月要对自己的研究生进行一次指导，指导内

容包括检查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研究记录，检查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情况，并对当前的工作

提出书面指导意见。必须每月按时登录管理系统进行审核，并有电子签名，管理部门定期打

印记录存档。学生、导师未按时、按要求完成工作记录的登记和审核，各二级学院应给予相

应的处理。 

3.研究生每月至少一次向导师汇报学习情况。研究生需根据《广西医科大学学位论文研

究记录册》内容要求在科研实践时认真在该《学位论文研究记录册》中填写工作记录。同时，

研究生也需要在“个人学生管理系统→科研课题→科研月工作记录”界面中填写好“科研月工

作记录”。每月由导师及校内各级管理部门在“导师管理系统”、“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管理系

统”中的相应部位审核一次并需有电子签章。研究生擅自更改研究计划、未按时完成科研计

划、未能按时按量填写《广西医科大学学位论文研究记录册》及网上个人学生管理系统中的

“科研月工作记录”，都将被视为未完成科研实践工作，各级研究生管理部门均可结合实际情

况制定、执行相应的惩处条例，如与学生的考核、评优和补贴发放挂钩等等。其他所有培养

过程中的记录如开题报告、教学实践等也必须及时登录管理系统进行记录。 

4.二级学院 

负责本学院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的管理和指导，制定本学院范围内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

的规划方案和措施，配合研究生学院对全校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的管理和指导；协调和管理

本学院下属各教研室及科室有关研究生教育教学的各项工作。组织、制定、实施、本学院所

属各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并检查、督导、反馈实施情况如：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课题

进展汇报、中期考核、毕业考核、论文评阅及答辩工作等。组织所承担的研究生课程教学大

纲的编写。负责落实所承担的研究生教学任务。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

中的各项内容进行填报和检查。 

5.研究生院 

负责执行学校对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规定，依据学校的办学定位

和目标、研究生教育教学规律以及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社会需要，组织制定

学校研究生教育教学的目标、规划、方案和措施；并与时俱进的不断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参

与有关学校发展问题的决策；开展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对我校研究生培养工作实施宏

观管理；制定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一系列管理规定；指导和监督各二级学院的研究生教育教学

工作；督导研究生教育教学各培养环节工作的实施，并予以奖惩；定期或者不定期向学校及

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汇报研究生教育教学情况。 

十、参考文献主要书目和期刊目录 

主要书目 

专著 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时间 

社会医学（第 5 版） 李鲁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卫生事业管理学（4 版） 梁万年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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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第 5 版） 王凤彬、李东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社会学研究方法（第 5 版） 风笑天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管理学（第 13 版） 
（美）斯蒂芬.罗宾

斯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公共管理学（第 2 版） 陈振明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医院管理学（第 2 版） 张鹭鹭，王羽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卫生经济学 
（美）舍曼·富兰德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远程医疗服务模式及应用 
骆华伟、仇建峰等

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12 

数字医学概论 张绍祥，刘军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医学信息学概论 董建成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医学信息学 叶明全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18 

程序设计与医学数据库应

用基础 
王世伟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生物医学与图像处理 郭业才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10 

决策支持系统理论与实践 
梁郑丽、贾晓丰主

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 黄晓鹂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18 

应用密码学(第 3 版) 
胡向东，魏琴芳等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计算机网络（第 7 版） 谢希仁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1 

医院信息化建设 王韬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 

福利经济学 庇古著；金镝译 华夏出版社 2017 

正义论 
约翰·罗尔斯著； 何

怀宏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卫生经济学（英文，第 6

版）：The Economics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 

舍曼·富兰德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以自由看待发展 阿马蒂亚·森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四

版） 

威廉·N·邓恩

（William N. 

Dunn）著；谢明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道格拉斯·诺斯 著；

杭行译 
格致出版社 2014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 李景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政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视

角 
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公共经济学 樊勇明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行政法学 温晋锋 科学出版社 2020 

论伦理精神 张康之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林聚任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7 

http://product.dangdang.com/20512456.html#ddclick?act=click&pos=20512456_7_2_q&cat=&key=??????&qinfo=216_1_48&pinfo=&minfo=&ninfo=&custid=&permid=20140516205142518131009183439197788&ref=http://search.dangdang.com/?key=医疗保险&rcount=&type=&t=1402403863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0512456.html#ddclick?act=click&pos=20512456_7_2_q&cat=&key=??????&qinfo=216_1_48&pinfo=&minfo=&ninfo=&custid=&permid=20140516205142518131009183439197788&ref=http://search.dangdang.com/?key=医疗保险&rcount=&type=&t=14024038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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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公务员制度 周敏凯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 王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绩效管理 林新奇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 

领导科学与艺术（2 版） 苏保忠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MPA 学位论文写作指南 汪大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电子政务 李传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及

案例教程 
陈天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政治监督学 吴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期刊目录： 

中华医院管理学杂志 

中国医院管理 

中国卫生经济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中国公共卫生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中国医院统计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中国卫生统计 

中国健康教育 

卫生经济研究 

计算机学报 

计算机应用 

软件学报 

中国数字医学 

公共管理学报 

医学信息 

社会保障研究 

中国医疗保险 

医学与社会 

社会保障评论 

十一、参与制定专家 

何慧敏  冯启明  潘小炎  周波  张新花  徐晓君  张茂胜  

十二、参与审核专家 

何慧敏  冯启明  张新花  周均旭（校外）  石武祥（校外）  贺向前（校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