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学校主管部门： 吉林省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专业代码： 120402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学位授予门类： 管理学

修业年限： 四年

申请时间： 2020-07-01

专业负责人： 宋殿辉

联系电话： 15543289396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
学院

学校代码 13601

学校主管部门 吉林省 学校网址 www.ccutchi.com

学校所在省市区 吉林长春吉林省长春市
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福祉路1016号

邮政编码 130122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教育部直属院校 o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þ地方院校

o公办 þ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þ经济学 þ法学 o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o理学 þ工学 o农学 o医学 þ管理学 þ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曾用名

建校时间 1999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2000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尚未通过本科教学评估 通过时间 —

专任教师总数 500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266

现有本科专业数 39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2741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2521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78.92%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150字以内）

    学院1999年经原吉林省教育委员会批准设立。2004年被教育部确认为
独立学院。2005年通过教育部独立学院办学条件和教学状态评估。2008年
被吉林省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现有在校生一万余人，形
成工科为主体,工、管、经、文、法、艺六大学科门类，39个本科专业协
调发展的专业格局。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  2016年增设土木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停招测
控技术与仪器、数字媒体技术、机械工程。
   2017年增设日语；停招数字媒体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网络工程。
   2018年增设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停招测控技术与仪
器、网络工程、产品设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撤销数字媒体技术。
   2019年增设智能制造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服装与服饰设计; 停招
测控技术与仪器、网络工程、产品设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 撤销测控技术与仪器。
   2020年停招网络工程、产品设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

申报类型 新增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 120402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学位授予门类 管理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公共管理类 专业类代码 1204

门类 管理学 门类代码 12



所在院系名称 法学系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人力资源管理 开设年份 2011年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开设年份 2004年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法学 开设年份 2004年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1.就业领域
    毕业生适宜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高职高专、中等职业教育单位
尤其是乡镇、街道等基层政府机关和中小企业从事包括秘书、民政助理
，市政治理与行政管理，城市经济产业开发、统筹与布局，社会问题治理
与社区管理。
2.升学深造
    毕业生还可以选择攻读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
，不仅掌握公共管理领域的知识，而且了解智慧城市相关的信息通讯技术
等知识，为继续深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人才需求情况

1.国家治理需求情况
    国家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紧
缺懂行政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传播学等知识的专业人才。行政管
理专业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专业人才保障。
2.专业自身需求情况
    就我国对行政管理专业需求而言，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本专业人
才社会需求旺盛，人才专业化已是新形势的客观要求。因此，现有的行政
管理职业无论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都需要行政管理专业人才，这为本
专业人才就业创造了较大的就业机会。从目前来看，本专业人才需求量正
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新能源企业、智能制造企业、互联网企业、大数据企业、金融企业
蓬勃发展，建设一支懂管理、懂运营的团队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与核心，因
此急需大量的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
3.省内该专业开设情况
    吉林省仅有8所院校开设了行政管理专业，尚无民办高校开设该专业
。因此，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数量有限，和市场需求相比差距较大
，急需扩大人才培养范围和数量。
4.省内人才需求情况
    本着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填充基层行政管理专业化队伍的理念。我省
现有8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60个县（市、区），765个乡（镇），241个
街道办事处，按照每个乡镇或街道2名懂行政管理的专业人才配置，基层
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缺口超过两千人。全省私营企业户数近300万，为了
提升中小企业的行政管理水平，需要配备大量的专业化人才，人才需求量
大，就业空间广阔。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可上传合作办学

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80

预计升学人数 10

预计就业人数 70

吉林省天成人力资源管
理有限公司 3

长春一汽国际物流中心 3

北京市好利来食品有限
公司 4

吉林省保盛物流有限公
司 4

修正药业集团 3

新联康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 4

长春居然之家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3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3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 4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 4



公司

长春润德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3

长春海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

长春新星宇建筑安装有
限责任公司 4

长春博泽汽车部件有限
公司 3

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
公司 3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4

吉林省高升科技有限公
司 4

长春中信鸿泰置业有限
公司 3

抚松长白山旅游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3

四平金士百纯生啤酒有
限公司 4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实验、教学计划等

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 专业门类、名称与代码 

   专业门类：管理类   

   专业名称：行政管理专业   

   专业代码：120402 

 

二、专业培养目标 

行政管理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具备现代行政管理理念，掌握行政管理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工作方

法，具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从事行政事务管理、社会调查、绩效评估与政策分析能力，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竞争

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提高行政管理水平、行政效率。能在政府部门、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各类社会团

体，尤其是乡镇、街道等基层政府机关和中小企业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高素质、专业化、应用型人才。 

 

三、专业培养规格与要求   

1、思想素质 

    （1）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伟大的中华民族，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学习并掌握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科学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维护国家利益，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奉献精神和创新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团结互助，服务人民，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

良好思想品德和社会公德。 

（2）职业道德素养：具有较好的人文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一定的全球

认知能力和意识，能正确认识本专业对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具有吃苦耐劳精神，能适应基层工作需要。 

2、理论知识 

（1）具有宽厚的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现代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2）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与发展动态，了解国际动态，关注全球性问题，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 

（3）具有终身教育的意识和继续学习的能力。 

3、技能和能力 

（1）基础能力：具备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工作方法与技能；掌握社会调查及统计分析方法；具有良好的语言与文字表

达及公文写作等能力；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及办公室管理能力。 

（2）专业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能够运用行政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对社会管理领域出现的问题进行判

断、分析和研究，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形成解决方案的能力。 

（3）专业核心能力：具有在政府部门、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相关部门从事项目管理方案制

定、实施，组织管理与运营的规划、沟通、协调、决策，能说会写善于沟通等实际操作能力。 

 

四、专业特色 

行政管理专业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结合工科院校的独特优势，整合电子信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资



源，以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理论为基础，立足中国基层政府行政管理的现实，应对政府职能转变和管

理现代化的重大挑战，瞄准“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务服务和政府治理创新，以“综合能力+专业特长”的人才素质结

构、“理论+职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懂法律、通政治、精管理、强能力”的人才培养定位为特色，注重理论研究与行

政管理实践的有机结合，侧重于行政技能的熟练与管理能力的提高。重点培养符合基层发展需要，能够促进县域经济发

展，促进乡村振兴的专业化，应用型人才。 

 

五、专业主干学科 

公共管理、政治学。 

 

六、专业主要课程 

政治学原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宪法与行政法、公共经济学、公共政策学、行政组织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领导科学、电子政务、政府绩效管理。 

 

七、学制、修业年限、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可以延长修业年限，延长期最多为两年。学生在校修满规定的学分，准予毕

业；成绩绩点达到要求，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八、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要实践性教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实训、政府绩效管理课程设计、公共管理案例制作与分析、地方政府治

理现状调查等。 

 

九、课程结构比例表 

课程类别 课程要求 学时数 学时比例 学分数 学分比例 

通识（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678 24.2% 44 26% 

选修 90 3.2% 6 3.5% 

学科（专业）基础课程 必修 912 32.6% 57 33.5% 

专业课程 
必修 328 11.7% 22 12.9% 

选修 90 3.2% 6 3.5% 

小计 2098 75% 135 79.4% 

实践教

学 

（实验） （必修+选修） 0 
25% 

0 
20.6% 

实践性教学 必修 700 35 

总 计 2798 100% 170 100% 

 

十、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学生在校期间须修满170学分，其中必修课及其实验123学分，实践性教学35学分，选修课及其实验12学分（其中公

共任选课至少修满6学分），准予毕业。 

 

 

 



 

十一、行政管理专业课程教学安排表 

 

课 

程 

类 

别 

模 

块 

名 

称 

课程 

名称 

学 

分 

开课学期及周学时 考核方式 学时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14 16 16 16 16 16 9 0 讲 

课 

实 

验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必 

修 

课 

通 

识 

︵ 

公 

共 

︶ 

基 

础 

课 

程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3 2               √  40 26 14   

形势与政策 2   2             √   32 28 4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3     2           √   48 32 16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3       2         √   46 30 16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6         2 2     √   90 60 30   

大学英语 14 4 4 4 4         √   212 212 0   

大学体育 4 2 2               √ 56 56 0   

计算机应用技

术 
3 4    

    
          √ 48 40 8   

大学生学业与

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 

1 1                 √ 16 16 0   

大学生健康教

育 
1 1                 √ 16 16 0   

军事理论 2 2                 √ 32 32 0   

创新创业教育 1        2         √ 26 26 0   

就业指导 1           1       √ 16 16 0   

专

业

基

础

课 

管理学 3 4                √  40 40 0   

经济学基础 2 2               √   32 32 0   

政治学原理 3 4                 √ 48 48 0   

社会学概论 3 4                 √ 48 48 0   

公共管理学 3   4              √  48 48 0   

西方行政学说

史 
2   2              √ 32 32 0   

中国政治思想

史 
3   4              √  48 48 0   

西方政治思想

史 
3   4               √ 48 48 0   

社会科学研究

方法 
3     4             √ 48 48 0   

专 

业 

主 

干 

课 

程 

公共部门人力

资源管理 
3     4             √ 48 38 10   

当代中国政府

与政治 
3     4             √ 48 48 0   

宪法与行政法 3     4             √ 48 48 0   

领导科学 2     2            √ 32 32 0   



组织行为学 3   4      √  48 32 16  

公共危机管理 2   2       √ 40 32 8  

公共经济学 3   4       √ 48 48 0  

管理沟通 2    2     √  40 30 10  

公共政策学 3      4            √ 48 48 0   

公务员制度 2       2          √  32 32 0   

管理技能开发 3       2            √ 40 30 10   

社会组织管理 3       4           √  48 38 10   

行政组织学 2       2          √ 32 32 0   

社会调查研究

方法 
3       4           √ 48 40 8 

  

公共伦理学 2         2        √ 32 32 0   

政府绩效管理 3         2       √ 40 40 0   

公文写作 2         2       √   32 32 0   

电子政务 3         2        √  40 28 12   

公共沟通和媒

体战略 
2           3       √ 32 32 0   

公共管理案例

分析 
2           3       √ 32 32 0   

公共管理前沿

问题研究 
3           3       √ 40 40 0   

必修课 123 30 22 34 26 12 12 0 0 10  33  1918 1766 152   

专业限选课 6 0 0 0 0 2 4 0 0   √ 90 90 0   

公共任选课 6 0 0 0 2 2 2 0 0   √ 90 90 0   

合计 135 30 22 34 28 16 18 0 0 10 35 2098 1946 152   

 

选

修

课 

专

业

限

选

课 

地方政府治理理

论与实践 
2         2       √  32 32 0 

专

业

限

选

课 

1 

人才测评理论与

方法 
2         2       √  32 32 0 

比较政府与政治 2         2       √  32 32 0 

社区管理实务 2         2       √  32 32 0 

公共管理经典导

读 
2         2       √  32 32 0 

薪酬与考核实务 2     2    √  32 32 0 

文献检索与学术

论文写作 
2         2       √  32 32 0 

演讲实务 2     2    √  32 32 0 



现代国家治理 2           2     √  32 32 0 

 

专

业

限

选

课

2 

人口、资源与环

境 
2           2     √  32 32 0 

公务员面试技巧

与训练 
2           2     √  32 32 0 

行政能力开发与

测试 
2           2    √   32 32 0 

数据科学 2           2     √  32 32 0 

劳动争议处理实

务 
2           2     √  32 20 12 

员工招聘与培训 2      2   √  32 32 0 

社交礼仪 2      2   √  32 32 0 

专业限选修课，每一选修模八选三，按三门课计入周学时和总课表。 

 

十二、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 

 

名  称 
学

期 
周数 学时 学分 备注 

军训及入学教育 1 3 60 3 第2-4周 

认识实习 1 2 40 2 第17-18周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实

训 
3 2 40 2 第19-20周 

政府绩效管理课程设计 5 3 60 3 第17-19周 

公共管理案例制作与分析 6 1 20 1 第20周 

专业实习 6 3 60 3 第14-16周 

地方政府治理现状调查 7 2 40 2 第19-20周 

学年论文 7 14 20 1 第1-14周 

专业社会实践 7 2 40 2 第17-18周 

学科竞赛，研究项目等 7 2 40 2 第19-20周 

毕业实习 8 4 80 4 第1-4周 

毕业设计（论文） 8 10 200 10 第5-14周 

合  计   48 700 35   

 

 

 

 

 

 

 



 

十三、行政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安排表  

         第一学期  

课程分类 序号 课程名称 考试 考查 
学时分配 

学分 周学时 备注 
讲课 实验 

理论课程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26 14 3 2   

2 管理学 √   40 0 3 4   

3 大学英语 √   48 0 3 4   

4 大学体育   √ 24 0 2 2   

5 计算机应用技术   √ 40 8 3 4   

6 
大学生学业与职业生涯规

划教育 
  √ 16 0 1 1   

7 大学生健康教育   √ 16 0 1 1   

8 经济学基础 √  32 0 2 2   

9 政治学原理   √ 48 0 3 4   

10 社会学概论  √ 48 0 3 4  

11  军事理论   √  32  32  2  2    

 1 军训及入学教育   √ 0  60  3 20 第2-4周 

实践环节 2 认识实习   √ 0  40  2 20 第17-18周 

学期总计     370 154 31 30   
          

第二学期 

课程分类 序号 课程名称 考试 考查 
学时分配 

学分 周学时 备注 
讲课 实验 

理论课程 

1 形势与政策 √   28 4 2 2   

2 公共管理学  √  48 0 3 4   

3 大学英语 √   56 0 4 4 按14周教学 

4 大学体育   √ 32 0 2 2  
5 西方行政学说史  √  32 0 2 2   

6 中国政治思想史   √ 48 0 3 4   

7 西方政治思想史   √ 48 0 3 4   

学期总计     292 4 19 22   
          

第三学期 

课程分类 序号 课程名称 考试 考查 
学时分配 

学分 周学时 备注 
讲课 实验 

理论课程 

1 中国近代史纲 √   32 16 3 2   

2 大学英语 √   56 0 4 4   

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 48 0 3 4   

4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  38 10 3 4   

5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  48 0 3 4   

6 宪法与行政法   √ 48 0 3 4   



7 领导科学  √ 32 0 2 2  

8 组织行为学 √  32 16 3 4  

9 公共经济学  √ 48 0 3 4  

10 公共危机管理   √ 32 8 2 2   

实践环节 1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技

能实训 
  √ 0 40  2 20 第19-20周 

学期总计     414 90 31 34   
          

第四学期 

课程分类 序号 课程名称 考试 考查 
学时分配 

学分 周学时 备注 
讲课 实验 

理论课程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30 16 3 2   

2 大学英语 √   52 0 3 4   

3 管理沟通 √   30 10 2 2   

4 公共政策  √  48 0 3 4   

5 公务员制度   √ 32 0 2 2   

6 管理技能开发   √ 30 10 3 2   

7 社会组织管理  √  38 10 3 4   

8 行政组织学   √ 32 0 2 2   

9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 40 8 3 4  

10 公共任选课1  √ 30 0 2 2  

学期总计     362 54 26 28   

 

第五学期 

课程分类 序号 课程名称 考试 考查 
学时分配 

学分 周学时 备注 
讲课 实验 

理论课程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30 16 3 2   

2 创新创业教育   √ 26 0 2 2   

3 公共伦理   √ 32 0 2 2   

4 政府绩效管理  √  40 0 3 2   

5 公文写作 √   32 0 2 2   

6 电子政务   √ 28 12 3 2   

7 公共选修课2   √ 30 0 2 2   

8 专业选修课1  √ 30 0 2 2  

实践环节 1 政府绩效管理课程设计   √ 0  60  3 20 第17-19周 

学期总计     248 28 22 16   
          

第六学期 

课程分类 序号 课程名称 考试 考查 
学时分配 

学分 周学时 备注 
讲课 实验 

理论课程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30 14 3 2   



2 就业指导   √ 16 0 1 1   

3 公共沟通和媒体战略   √ 32 0 2 3   

4 公共管理案例分析   √ 32 0 2 3   

5 公共管理前沿问题研究  √  40 0 3 3   

6 公共选修课3  √  30 0 2 2   

7 专业选修课2  √  30 0 2 2   

8 专业选修课3   √ 30 0 2 2   

实践环节 
1 公共管理案例制作与分析   √ 0  20  1 20 第20周 

2 专业实习   √ 0  60  3 20 第14-16周 

学期总计     240 94 21 18   
          

第七学期 

课程分类 序号 课程名称 考试 考查 
学时分配 

学分 周学时 备注 
讲课 实验 

实践环节 

1 地方政府治理现状调查   √ 0  40  2 2周 第19-20周 

2 学年论文   √ 0  280  1 14周 第1-14周 

3 专业社会实践   √ 0  40  2 2周 第17-18周 

4 学科竞赛，研究项目等  √ 0 40 2 2周 第15-16周 

学期总计    0  400 7     

 

第八学期 

课程分类 序号 课程名称 考试 考查 
学时分配 

学分 周学时 备注 
讲课 实验 

实践环节 
1 毕业实习   √ 0  80 4 20 第1-4周 

2 毕业设计（论文）   0 200 10 20 第5-14周 

学期总计    0 280 14     
 

 

 

 

 

 

 

 

 

 

 

 

 

 

 

 



 

十四、行政管理专业培养计划运行安排表  
 周次 学期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第1周 
  

军训及入

学教育 

课程教学 

课程教学 课程教学 

课程教学 
课程教学 

学年论文 

毕业实习 第2周 

第3周 

第4周 

第5周 

课程教学  

毕业设计

（论文） 

第6周 

第7周 

第8周 

第9周 

第10周 

第11周 

第12周 

第13周 

第14周 

专业实习 第15周 
考试 

学科竞

赛，研究

项目等 

 

  

第16周 

第17周 
认识实习 考试 

考试 
政府绩效

管理课程

设计 

考试 

专业社会

实践 第18周 

第19周 

考试 考试 
公共部门人

力资源管理

技能实训 

地方政府

治理现状

调查 第20周 
公共管理

案例制作

与分析 

第21周 

-- 

第26周 

寒假 暑假 寒假 暑假 寒假 暑假 寒假 

课程教学 12 16 14 13 13 13 10 0 

实践教学 5 2 4 5 5 5 10 14 

考  试 2 2 2 2 2 2 0 0 

寒暑假 6 6 6 6 6 6 6 0 

总  计 25 26 26 26 26 26 26 14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 专业核心课程表

 

5.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管理学 40 4 宋殿辉 1

公共经济学 48 4 李爽 3

政治学原理 48 4 赵启迪 1

公共管理学 48 4 王丹 2

宪法与行政法 48 4 郑二为 3

公共政策学 48 4 周连忠 4

行政组织学 32 2 蔡珊珊 4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48 4 邵常伟 3

领导科学 32 2 闫如恩 3

社会学概论 48 4 胡艾筠 1

中国政治思想史 48 4 李国富 2

西方政治思想史 48 4 崔立莉 2

公共沟通和媒体战略 32 2 王晶 6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宋殿
辉 男 1972-11 管理学 教授 吉林大学 复杂系统

管理决策 博士 公共管理 专职

王丹 女 1978-03
公共管理学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

副教授 长春工业
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硕士 管理学

经济学 专职

蔡珊
珊 女 1984-11 行政组织学

组织行为学 讲师 长春工业
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硕士 管理学 专职

周连
忠 男 1969-02 公共政策学

公共危机管理 副教授 马来西亚
沙巴大学

人力资源
管理 硕士 管理学

经济学 专职

李国
富 男 1955-12 中国政治思想史 教授 澳门国际

公开大学 MBA 硕士 管理学
经济学 专职

郑二
为 男 1968-01 宪法与行政法

西方行政学说史 教授 中国人民
大学 经济法学 硕士

经济法
宪法行政

法
专职

李爽 女 1980-06 公共经济学
经济学基础 副教授 吉林财经

大学 经济法学 硕士 社会治理 专职

商铧
文 女 1988-04 管理沟通

管理技能开发 讲师 河南大学 经济法学 硕士 经济法 专职

王中
宝 男 1991-04 公务员制度

公文写作 助教 长春工业
大学 民商法学 硕士 商法

行政法 专职

李冰 女 1992-11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公共伦理学 助教 长春工业

大学 民商法学 硕士 民商法 专职

王强 男 1978-09 电子政务 副教授 吉林大学 刑法学 硕士 民法学 专职

闫如
恩 男 1953-10 领导科学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教授 吉林省委
党校 法学 硕士 刑法学 专职

鞠志
红 女 1983-02 政府绩效管理

公共管理案例分析 讲师 东北师范
大学

劳动经济
学 硕士 管理学

经济学 专职

王晶 女 1980-08 公共沟通和媒体战略 讲师 吉林财经
大学 企业管理 硕士 人力资源

管理 专职

胡艾
筠 女 1981-01 社会学概论

社会组织管理 讲师 长春理工
大学 法学 硕士

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

究
专职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崔立
莉 女 1983-10 西方政治思想史 讲师 吉林大学 法学 硕士

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
思想政治
教育

专职

赵启
迪 女 1983-06 政治学原理 副教授 吉林大学 中国古代

史 硕士 公共政策 专职

邵常
伟 男 1983-03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讲师 吉林师范

大学
马克思主
义哲学 硕士 马克思主

义哲学 专职

专任教师总数 18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4 比例 22.22%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9 比例 50.00%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18 比例 100.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1 比例 5.56%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4 比例 22.22%

36-55岁教师数 12 比例 66.67%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0:18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3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3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宋殿辉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系主任

拟承
担课程 管理学 现在所在单

位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公共管理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2009年出版教材《客户关系管理》
2009年出版教材《市场营销学》
2010年出版教材《统计学原理》
2010年出版教材《配送管理实务》
2010年出版教材《物流与供应链改善》译著
2010年出版教材《现代物流学概论》
2007年获吉林省高校青年教职工“三育人”成果奖
2009年获教育部第七届全国高校物流骨干教师(2009)
2009年获吉林省优秀教师（2009）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2017年获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2017年获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6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3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运筹学》课程学时324
授课《物流学概论》课程学时324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60

姓名 李爽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教研室主

任

拟承
担课程 公共经济学 现在所在单

位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8年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经济法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社会治理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2020年发表论文《民办高校法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探析》
2020年发表论文《合同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建设方案初探》
2019年发表论文《关于合同法课堂教学的道德教育作用探析》
2019年发表论文《新时代背景下食品监管法律问题的探讨》
2019年发表论文《改革开放下外行投资法构建研究》
2015年论文《可持续发展下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研究》获得吉林省法学会经
济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中源石油”杯优秀论文三等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2019年发表论文《党建工作背景下谈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完善》
2018年发表论文《吉林省民办高校党组织功能定位研究》
2018年发表论文《论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2016年发表论文《我国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
2020年发表论文《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保障机制》
2017年发表论文《民办院校治理结构研究》
2015年发表论文《民办高等学校办学风险预测与风险规避研究》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4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2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行政法》课程学时220
授课《公务员法》课程学时230
授课《经济法》课程学时190
授课《破产法》课程学时22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65

姓名 赵启迪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教研室主

任

拟承
担课程 政治学原理 现在所在单

位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无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2012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被评为省级优秀课
2013年在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一课”评选比赛中荣获三等奖
2015年在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一课”评选比赛中荣获三等奖
2017年在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第一届教师教学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4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2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组织行为学》课程学时216
授课《管理决策方法》课程学时
216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60



 

7.教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115.125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158（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在性质上属于独立学院，办学经费均为自筹
，本专业开办经费为300万元，经费来源于学院统一拨款，在专业建设经费
使用过程中，按照学院财物制度支出使用。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35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
13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按照学校的发展规划，投入专项经费有计划地推动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条
件和师资队伍建设。
1.实践教学条件建设：在未来五年内，学校将再投入资金500万元，充实完
善现有的教学环境。
2.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计划在2025年前将与10家行政管理部门，10家企业
建立合作关系，为吉林省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同时我们也要与本专业
招生省外地区的行政管理部门和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为在这些省份招生的
学生未来就业服务，以满足这些省份对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需要。
3.师资队伍建设：计划在2021～2022年将引进或招聘专业教师2人，在
2025年前再引进或招聘专业教师3人，使专业教师人数达到23人。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电脑 联想M6600-N000 91 2017年 427.7

电脑 联想启天M4550-N000 45 2015年 211.5

服务器 戴尔6800 1 2008年 86

投影仪 三菱MD-565X 1 2008年 14.5

蓝牙壁挂式无线扩音机 LWP-FA730 2 2017年 8.2

幕布 红叶 3 2017年 16.2

机柜 2055*600*1000 2 2017年 7.6

玻璃黑板 无 2 2011年 4

交换机 H3C-S1224F 6 2017年 70.5

服务器 E5-2609 3 2017年 279.45

投影仪 FB-C740X 2 2017年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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