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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管理概论（必修）》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公共事业管理概论（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课程号：305030403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开课学期：秋季

总学时：54 学时（课堂授课学时：54 学时）

学分：3

先修课程：公共管理导论、管理学原理

面向对象：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

开课院/部(室/所)：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系统的定义及其特征，国内外对公共事业组织的分类情况，

认识公共事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以及职能优势与局限性，公共事业组织作为公共事

业管理主体作用的具体表现；

2、掌握中国公共事业组织管理的法律制度、立法的特点及立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了

解和掌握公共事业管理组织的法律制度、事业单位法律制度、社团法律制度、民办非企业单

位法律制度、基金会法律制度几个法律体系的概念、分类、主要特征等内容。

3、掌握公共事业管理环境概述、特征、分类以及公共事业管理与环境的基本关系，生

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公共关系环境和国际环境对公共事业管理环境的

影响和作用；

4、掌握公共事业管理中的沟通与绩效，学习与掌握沟通的含义、目的、基本方式及作

用，充分理解效率在公共事业管理中的作用。掌握公共事业组织的公共责任与管理的监督机

制，了解目前我国组织监督机制的现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监督机制的措施。

5、掌握公共事业伦理的含义、特点、养成及加强公共事业伦理的必要性，通过政府部

门的检查与考核、民意测验、新闻媒体报道、群众满意度等外部评价。掌握当前公共事业管

理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探索出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培养的模式，并对加强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人

才培养提出建议。

6、掌握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历史，对其存在的公共事业活动的非经济化、机

构的行政化、资源配置非社会化、运行机制非效率化、管理的非法制化等问题有深刻认识，

并分别具体到科技、体育、文化、卫生、教育等几个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公共事业管理组织系统、法律制度、管理

环境、管理中沟通与效率、公共责任与监督、伦理与外部评价、人才培养、公共事业管理体

制改革的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使其对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运行有深刻的认识。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公共事业管理导论（一）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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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业：含义与发展趋势

2.公共事业的理论基础

3.公共事业：一般概述

4.公共组织——公共事业管理主体概述

学习目标：

1.了解事业、公共事业、公共事业管理的概念、内涵及特征。

2.公共事业管理产生的社会背景，改革开放前后事业管理体制发生的变化。

作业：

1.你是如何看待事业单位体制及其在当今社会中的境遇的？

2.你如何理解公共事业管理的若干理论基础的？

3.如何理解公共事业语公共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

知识单元 2：公共事业管理导论（二）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管理：一般概述

2.公共事业管理与相关管理的关系

3.传统事业管理体制在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共事业管理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管理中权力的定义与分类。

2.了解公共事业管理与企业管理、行政管理的区别和联系；认识到传统事业管理体制在

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业：

1.公共事业管理与公共管理、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的主要区别有哪些？

2.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政府事业体制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存在哪些问题？对

我们当前新型的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形成存在哪些巨大障碍与阻力？

3.当今建构科学的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有哪些促进作用？

知识单元 3：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系统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定义

2.第三部门及其特征

3.公共事业组织的分类、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

4. 公共事业组织的职能优势与局限性，其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作用的具体表现

学习目标：

1.了解组织的概念与分类，第三部门及其具有的五个特征，公共事业组织在国内外的分

类情况。

2.掌握公共事业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同时它也存在着职能优势与局限性。公共事

业组织作为一种组织创新，它在公共事业管理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作业：

1.公共事业组织具有哪些特征？如何对其进行分类？

2.公共事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优势是什么？又存在哪些局限性？

3.公共事业组织作为公共事业的管理主体地位，有哪些具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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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公共事业管理与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公共事业组织管理的法律制度

2.事业单位法律制度

3.社团法律制度

4.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律制度

5.基金会法律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公共事业组织管理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公共事业组织立法的特点及立法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

2.掌握事业单位法律体系及其分类情况，了解事业单位的概念及主要特征、范围、成立，

事业单位的财产管理及行政管理。

3.掌握社团法律制度的定义、社团登记的法律制度要求、条件、程序、变更与注销。了

解社团财务管理的法律制度，社团内部管理的法律制度，对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制度。

4.了解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律制度、的定义、范围、成立及相关程序、民事主体地位等内

容。

5.了解基金会法律制度的定义、行政管理体制、成立及相关程序。组织机构及管理情况、

财产及资助的领域。

作业：

1.中国公共事业组织管理的法律制度经历怎样的历史过程？

2.公共事业组织立法具有什么特点？立法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3.事业单位法律制度是什么情况？事业单位与其他社会组织有什么区别？

4.社团法律制度都包括哪些内容？

知识单元 5：公共事业管理环境分析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管理环境概述

2.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

3.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

4.公共关系环境和国际环境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事业主体所处的内外环境，掌握公共事业管理环境的特征及分类，公共事业

管理与环境的基本关系。

2.深刻认识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公共关系环境和国际环境对公

共事业管理环境的影响和作用。

作业：

1.公共事业管理环境的分类与主要内容是什么？

2.自然环境如何影响公共事业管理？

3.人文环境中主要有哪些因素并通过什么方式影响公共事业管理？

4.如何区分公共管理文化和公共政治文化？它们各自是如何对公共事业管理产生影响

的？

5.公共事业管理的公共关系环境通常指什么？基本构成是什么？这些因素在公共事业

管理的哪些方面起作用？如何评价这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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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代公共事业管理的国际环境有什么重要意义？

知识单元 6：公共事业管理中的沟通与绩效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管理中的沟通

2.公共事业管理效率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事业管理中沟通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掌握公共事业管理中沟通的基本方式和

提高沟通效率的方法。

2.掌握公共事业管理中提高效率的主要措施。

作业：

1.沟通在公共事业管理中有什么作用？沟通的基本方式可分为哪几种？

2.如何提高沟通的效果？

3.公共事业管理中，哪些措施可以提高效率？

4.高效团队有哪些特征？

知识单元 7：公共责任与监督机制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组织的公共责任

2.公共事业管理的监督机制

3.我国公共事业组织监督机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4.完善我国公共事业组织监督机制的措施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事业组织的公共责任所在。

2.了解目前我国组织监督机制的现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监督机制的措施。

作业：

1.你认为公共事业组织应具有哪些公共责任？

2.公共事业管理的监督机制如何形成？

3.目前，我国公共事业组织监督机制的现状是什么？存在哪些问题？

4.如何完善我国公共事业组织监督机制？

知识单元 8：公共事业伦理与外部评价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伦理的必要性

2.公共事业伦理的外部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共事业伦理的含义、特点、养成及加强公共事业伦理的必要性，了解公共事业

品德是如何形成。

2.掌握如何养成通过社会认同的公共事业伦理道德。

作业：

1.伦理在公共事业管理中的必要性是什么？公共事业伦理如何养成？公共事业品德如

何形成？

2.对公共事业伦理的外部评价都来自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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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9：公共事业管理中的人才培养探索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与开发

2.当今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

3.当今我国社区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共事业管理人才的培养要求，加强对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提出

加强对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建议。

作业：

1.为当今公共事业管理的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与你们的要求有哪些脱节和不适宜的地

方，为什么？

2.为当今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有什么弊端？如何改

进？

知识单元 10：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具体的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历史。

2.对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存在的公共事业活动的非经济化、机构的行政化、资源配置非社

会化、运行机制非效率化、管理的非法制化等问题有深刻认识。

作业：

1.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

2.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存在哪些问题？你有什么改善建议？

知识单元 11：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4 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我国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2.认识我国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对当前我国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

革中存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作业：

1.目前，我国科技事业管理现状是什么？科技事业管理体制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2.在完善我国科技事业管理体制上面，有什么建议？

知识单元 12：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4 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2.认识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建议。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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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对当前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

革中存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作业：

1.目前，我国体育事业管理现状是什么？体育事业管理体制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2.在完善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上面，有什么建议？

知识单元 13：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4 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2.认识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对当前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

革中存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作业：

1.目前，我国文化事业管理现状是什么？文化事业管理体制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2.在完善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上面，有什么建议？

知识单元 14：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4 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我国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2.认识我国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对当前我国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

革中存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作业：

1.目前，我国卫生事业管理现状是什么？卫生事业管理体制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2.在完善我国卫生事业管理体制上面，有什么建议？

知识单元 15：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4 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我国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2.认识我国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对当前我国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

革中存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作业：

1.目前，我国教育事业管理现状是什么？教育事业管理体制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2.在完善我国教育事业管理体制上面，有什么建议？

知识单元 16：交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4 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我国交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2.认识我国交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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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交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对当前我国交通事业管理体制改

革中存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作业：

1.目前，我国交通事业管理现状是什么？交通事业管理体制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2.在完善我国交通事业管理体制上面，有什么建议？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

时
备 注

1. 公共事业管理导论（一） 3

2. 公共事业管理导论（二） 3

3. 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系统 3

4. 公共事业管理与法律制度 3

5. 公共事业管理环境分析 3

6. 公共事业管理中的沟通与绩效 3

7. 公共责任与监督机制 3

8. 公共事业伦理与外部评价 3

9. 公共事业管理中的人才培养 3

10. 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3

11. 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4

12. 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4

13. 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4

14. 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4

15. 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4

16. 交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公共管理导论、管理学原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的联系和区别；公共事业管理沟通技能及绩

效评价、我国公共事业体制改革的战略及路径。

难点：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分类；公共事业管理法制；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

事业改革现状及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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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授。

2.案例。

3.情景模拟

教学手段：

1.教室课堂讲授与学生课下按照推荐阅读书单相结合。

2.借助多媒体，运用 PPT。
3.角色扮演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多媒体、投影仪等。

5、课程自主学习课时

不少于 30课时（需读推荐数目中 3-5 本）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

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手机编写公共事业管理典型案例集。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无

（二）推荐参考书

著作类：

1.毕监武：《社团革命——中国社团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2.成思危主编：《中国事业单位改革——模式选择与分类引导》，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0。
★

3.崔运武编著：《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冯云廷、苗丽静：《公共事业管理导论》，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

5.冯云廷：《公共事业管理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6.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编著：《<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暂行管理条例>释义》，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7.贾西津等：《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角色、功能与管理体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8.娄成武、郑文范：《公共事业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9.欧阳黔、杜金陵主编：《中国行业协会改革与探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9。
10.魏志春：《公共事业管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11.赵立波：《事业单位改革——公共事业发展新机制探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12.赵立波主编：《公共事业管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3.郑文范编著：《公共事业管理案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4.朱仁显主编：《公共事业管理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论文类：



9

1.陈华平：《立足第三部门建构公共事业管理学科体系》，《行政论坛》2006年第 2期。★

2.崔运武：《论当代中国公共事业管理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思想战线》2002 年第 1期。★

3.单学勇：《论中国公共事业管理的内涵价值与体制建构》，《经济研究参考》2003 年第 91
期。

4.贺荣兰：《公共事业管理的制度选择》，《甘肃科技纵横》2007 年第 3期。★

5.侯江红：《公共事业管理的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02 年第 2期。★

6.蒋云根：《公共事业管理社会化刍议》，《党政论坛》2002 年第 6期。★

7.李冬：《对我国公共事业管理内涵价值与体制建构的思考》，《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 4期。

8.梁俐：《公共事业管理的现状及前景展望》，《市场周刊·财经论坛》2003年 6月号。★

9.宋君、陈惠民：《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探析》，《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3期。★

10.杨燕英：《公共事业管理改革应引入市场机制》，《大众科技报》2003 年 9月 25日。★

11.杨燕英：《我国传统公共事业管理存在的弊端及其改革》，《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期。★

12.赵立波：《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转型初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6期。★

13.朱广忠：《公共事业管理的若干基本问题》，《光明日报》2005 年 10 月 20 日。★

执笔：詹承豫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 年 1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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