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关于印发《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指导性意见》的通知 

 

教指委[2015]1号 

 

各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推

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3 号），

保证我国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质量，特制定《公共管

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指导性意见》。现将该意见印发给你们，

请参照执行。 

 

附件：《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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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指导性意见 

 

一、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基本属性 

公共管理硕士（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缩写为 MPA）

是以公共管理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项

目，旨在为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培养从事政府管理、公共事务

和公共政策研究等方面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公共管理专门人才。 

学位论文写作是我国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重要

环节，论文不仅是学生知识结构、分析能力与研究水平的集中体现，

更是对培养单位传授专业知识和分析方法，提高学生研究能力等研究

生培养效果的综合检验。MPA研究生教育注重培养公共服务精神和提

高公共管理能力，强调面向实践、学以致用，因此，MPA研究生在撰

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应通过调查研究、数据收集、学理分析、逻辑

推理来提高其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分析问题和提出有效对策的能力，

从而更好地完成 MPA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 

二、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选题 

学位论文选题应紧密结合政府部门与非政府公共机构管理实践

中的具体问题，尤其鼓励学生选择与自己的工作岗位、工作领域相关

的问题展开研究。为使论文达到一定深度，在选题时应选择适当的切

入点，使研究的问题更加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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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源一般有两个方面：一是 MPA研究生在本职岗

位、本部门或本地区公共管理实践中遇到的理论或现实问题；二是我

国公共管理事业中亟须回答和解决的理论或实践问题。 

论文不宜选择以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工程技术及设备管理等为主

要内容的题目，从而避免与工商管理、工程管理等专业学位的论文相

混淆。 

从以问题为导向的角度看，应用型学位论文的选题可参考以下类

型： 

一是选取与本职工作或所在地区相关的公共管理实践中具有典

型性的真实事件为案例，以第一手调查资料为依据，运用公共管理理

论及研究方法对问题进行科学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或提出解决问题的

相关政策建议； 

二是针对跨部门或跨地区的多个同类事件进行总结归纳，通过对

调研资料的分析，提出更具普适性的政策建议； 

三是针对某项公共政策进行调研分析，运用公共管理相关理论和

分析方法，提出有效的政策改进建议。 

三、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开题与指导 

MPA研究生在完成选题后应提交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的目的在于明确选题是否符合学位论文选题标准、是否

具有研究价值以及论证方案是否合理，能否取得预期的研究成果等。 

开题报告的具体要素和格式由各培养单位的研究生管理部门自

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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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培养单位在 MPA研究生开题期间应安排开题的指导工作，指导

小组由 3-5人组成，其中的校外兼职导师或行业专家不应少于三分之

一。  

四、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 

学位论文必须由本人独立完成，严禁抄袭。 

学位论文的写作应做到论点明确，理论联系实际，论据详实可靠，

论证充分；并应做到格式规范、结构完整、行文流畅。 

应用型的学位论文不宜过多强调研究文献综述，而应将重点放在

通过实地调研或案例剖析明确问题，运用正确的理论分析问题，提出

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对策上。 

学位论文的写作时间应不短于一个完整的学期，正文字数原则上

不少于 2万字。 

学位论文写作的具体要素与格式等规定由各培养单位的研究生

管理部门自行规定。 

 五、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其他要求 

学位论文的评阅、答辩、学术不端行为检测以及涉密处理等具体

要求，由各培养单位的研究生管理部门自行规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有不少于三分之一的相关行

业具有高级职称（或相当水平）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