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专升本）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20401 

一、基本情况 

1.层次、学制：专升本、2.5年  

2.学习形式：函授 

3.修读年限：2.5年-5年 

4.所属学科门类：管理类 

5.学位授予门类：管理学 

二、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 

1.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

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公共事业管理应用性专门人才。 

2.基本要求 

毕业生要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良好的思想品德；在

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公共管理领域实际

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备较快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岗位

需要的实际工作能力；具有创业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健全的体魄。 

三、人才培养规格要求和知识、能力、素质结构 

1.人才培养规格要求： 

经过两年的培养教育，毕业生达到本专业本科学历水平。 

2.人才具备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素质 

（1）学会管理科学和经济科学的基础理论和相关的农业技术基本知识； 

（2）掌握现代经营管理知识和基本技能； 

（3）具有适应办公自动化、应用管理信息系统所必须的定量分析和应用计

算机的能力。 

（4）具有公共事业管理相关数据的收集、处理和统计分析的基本知识和能

力。 

（5）熟悉文献检索、科技写作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知识的基本方

法。 

3.动手能力的培养 

第一学期安排计算机实验，第二学年进行财务会计、市场学等科目实习。



毕业实践安排在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要求学员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及本职工作，

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认真撰写出具有较高水平的毕业论文。 

四、师资力量及培养过程 

1.师资力量 

安徽农业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团队现有专任教师 33 人，其中教授 9 人，

副教授 16人，具有博士学位 20人,硕士生导师 25人。 

2.培养过程 

课程教学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教学依托安徽继续

教育网络园区安徽继续教育在线平台开展，课程依据需要组织线下教学。因为特

殊情况线下无法面授时，可以依托因特网进行线上直播教学。 

五、主干课程 

（一）宏微观经济学 

课程目标：研究国民经济活动中的各总量关系及其变化规律，分析宏观经济

运行状况及其调控政策，从而解决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 

课程学分：4 

课程主要内容:第一，宏观经济变量。介绍 GDP 等总产出的概念、核算方法

及其存在的缺陷，国民经济核算的现实校正。讲述消费、消费函数、消费曲线、

边际消费倾向与平均消费倾向；储蓄、储蓄函数、储蓄曲线、边际储蓄倾向与平

均储蓄倾向；投资、投资函数、投资曲线等概念，阐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边际储蓄倾向递增规律及其含义。讲述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理论、传统货币数量论、

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的三大动机，交易性货币需求与投机性货币需

求，流动性陷阱；银行体系及其职能，货币供给，法定准备金率，商业银行的存

款创造机制；货币市场供求模型。第二，宏观经济模型。介绍有效需求决定模型，

讲述有效需求、均衡总产出的概念及其条件，45 度线的有效需求决定模型，充

分就业、失业及其分类，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乘数效应及其发生作用的条件。

讲述 IS 和 LM 曲线的推导，阐述 IS 和 LM 曲线的含义，IS-LM 模型的均衡及其

变动的政策含义。讲述 AD 和 AS 曲线的推导，阐述 AD 和 AS 曲线的含义，AD-AS

模型的均衡及其变动的政策含义。第三，宏观经济运行。介绍通货膨胀与通货紧

缩的定义、度量、分类、成因，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通货膨胀的治理。介绍

经济增长的定义与度量，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比较，经济增长的源泉，哈罗德

-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索洛余值的计算。介绍经济周期的含义、阶段、

类型及成因，传统经济周期理论，乘数-加速模型、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等。第四，

宏观经济政策。介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内涵，政策工具及作用机理。介绍国



际收支与汇率制度，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下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效果。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效应及其条件，财政政

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与组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缺陷，如政策力度、时滞效

应等。 

（二）管理学原理 

课程目标：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管理学的基本原理，树立现代管理思想观念，

掌握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技术，培养管理意识和创新意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具

备一定的分析问题与解决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程学分：4 

课程主要内容：介绍管理的概念、管理学发展的历史，以及管理的职能（计

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相关管理学理论知识。同时，结合管理案例教学给学

生提供对管理学理论在实践运用的理解，最终使学生在掌握管理学理论的同时，

能够增强理论结合实际的分析能力。学习重点包括管理、管理者、组织环境、组

织文化、管理道德与社会责任等基本概念和范畴，以及决策、计划、组织、领导、

激励、沟通、控制等管理职能活动的内容、方法及原理。 

（三）市场营销学 

课程目标：系统地介绍和讲解营销学原理，使学生比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市

场营销的基本原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能够胜任市场营销的工作。 

课程学分：4 

课程主要内容：市场营销基本概念、企业战略与营销管理、市场营销环境、

分析消费者市场、分析组织市场、市场营销调研与预测、目标市场营销战略、市

场地位与竞争战略、产品策略、品牌策略、定价策略、分销策略、促销策略、营

销计划组织与控制、国际市场营销、服务市场营销、市场营销的新领域与新概念

（绿色营销、整合营销、关系营销、体验营销、社会责任营销）。 

（四）会计学原理 

课程目标：介绍会计学的基本概念以及基本流程，任何单位或组织经济活动

产生的经济信息如何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方法和程序，以及如何阅读

会计报表及财务报告。 

课程学分：4 

课程主要内容：通过该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财务会计基本概念、会计职能、

会计对象、会计的六大要素，会计等式、会计基本假设和一般原则等基础理论知

识；掌握账户的结构和复式记账的基本原理；掌握账户分类、会计凭证及账簿的

基本应用程序和方法，掌握基本财务会计报表编制方法，和财务报表的基本分析



方法；掌握运用会计的调整、结账、试算平衡的程序和方法；掌握进行会计业务

处理的基本操作程序等。 

（五）国际贸易 

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包括国际

贸易理论的发展、贸易条件和贸易规则、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提高学

生运用所学知识，理解和分析当前国际经济特别是国际贸易领域的最新动态和发

展变化趋势，进一步拓展和运用国际贸易知识的能力；树立全球视野和国际化的

观念，培养开拓进取的品格。 

课程学分：4 

课程主要内容：国际贸易概述、国际货物贸易合同的标的物、国际贸易商品

价格及核算、国际货物运输、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国际货款结算、国际贸易货物

的检验、国际货物贸易合同争议的预防和处理、国际货物贸易合同的商订与履行。 

（六）农业经济学 

课程目标：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历

史经验，分析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研究合理配置

农业资源、稳定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途径与方法，探索和完善中

国式的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与措施。 

课程学分：4 

课程主要内容：现代农业的微观组织、现代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农业市场化、

农业的国际化、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自然资源、农业劳动力资源、农业中的资

金、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农产品市场供求、农产品市场与农产品物流、农产品价

格、农产品消费与市场安全、农业宏观调控、农业产业结构与结构调整、农业产

业化与专业化规模化及集约经营、农业生产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 

六、毕业与证书授予 

1.毕业要求 

学生按照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修满最低毕业学分，德、智、体、美、劳考

核合格，即可获得安徽农业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2.学位授予   

依据我校《安徽农业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

则（修订）》（校学位字〔2022〕2 号）第四条：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应届毕业学

生具备下列条件者，可以提出授予学士学位申请： 

（1）在校学习期间遵守法律、法规、校纪校规，无违法违规行为。 



（2）完成教学计划规定课程及教学环节各项要求，成绩合格，具有从事科

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的初步能力。 

（3）毕业论文（设计）答辩成绩达到“中等”及以上。 

（4）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达到合格及以上标准。 

七、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一览表 

办学形式：函授        科类：管理类 层次：专升本    学制：2.5 年 

 

模
块 

序
号 

课程名称 
考核方式 

学分 
总学

时数 

自学

学时 

面授（网

络）学时 

面授

学期 考试 考查 

公
共
课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5 80 40 40 1 

2 思想道德与法治 √  3 48 24 24 1 

3 高等数学 √  4 64 24 40 2 

4 大学英语 √  4 64 24 40 1 

5 计算机应用基础 √  4 64 24 40 1 

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3 48 24 24 2 

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3 48 24 24 2 

8 形势与政策  √ 1 16 16 0 2 

基
础
课 

9 宏微观经济学概论 √  4 64 32 32 1 

10 经济法概论 √  4 64 32 32 3 

11 管理学原理 √  4 64 32 32 3 

12 会计学原理 √  4 64 32 32 3 

专
业
课 

13 农业经济学 √  4 64 32 32 3 

14 数据库系统原理 √  4 64 32 32 3 

15 农产品营销 √  4 64 32 32 4 

16 市场营销学 √  4 64 32 32 4 

17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  4 64 32 32 4 

18 国际贸易 √  4 64 32 32 4 

实
践
课 

19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或交流  √ 6 108 28 80 5 

选
修
课 

1 农业政策与法规  √ 2 32 16 16 2 

2 农业经济管理概论  √ 2 32 16 16 2 

3 乡镇公务文书写作  √ 2 32 16 16 3 

选
择
性
必
修
课 

（
选1

门
） 

1 中国共产党党史  √ 2 32 16 16 1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选读  √ 2 32 16 16 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读  √ 2 32 16 16 2 

4 《民法典》解读  √ 2 32 16 16 2 

课时合计 87 1404 660 7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