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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数字治理方向）培养

方案

一、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政治学历史悠久、声望卓著。从京师大学堂法政科政治学门到现代

政治学系的建立，经历一百多年的发展，现已建立了完备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

学科和学术发展成绩斐然，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的一级学科

评估中，连续四届学科评估位列全国政治学一级学科第一名，是全国唯一的一级

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本专业依托雄厚的师资力量、完备的课程体系与高质量的专业课程，形成了

成熟的专业教育、训练和培养体系。

2022年，政府管理学院在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下增设数字治理方向，面向

文、理科招生，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负责培养，信息管理系参与建设。设置

数字治理方向，是建设世界一流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科、推进新文科发展、创新

文科研究方法和技术、培养一流复合型高素质人才、推进政府治理深刻变革和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本专业方向有全职教师 44 名，其中教授 18 名、长聘副教授 3 名、副教授

12名、助理教授 11名。专任教师中有 98%拥有博士学位，有 41%在海外获得博

士学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人、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2人、教育

部青年长江学者 1人。教师队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道德品格高尚，具备人文

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实事求是的学风、积极进取和科学创新精神。精通专业理论

和方法，具有完成本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国际视野、知识储备和培育能力。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主要培养兼备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理论和知识、数字治理理论素

养和数据分析实操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通过四年学习，学生需要掌握政

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内容、知识和方法；系统掌握数字治理的基础理论，理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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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政府、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的运行逻辑和发展前景；熟练使用收集、管理和分

析信息资源的技能，能够发现数据关系、识别潜在模式，并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

批判性反思；自主思考数字治理的相关议题，形成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深刻认识。

三、培养要求

毕业生可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从事数字政府政策与规划研究、数字政府平

台与系统的规划、设计、管理和运营等工作，可在科研院所从事数字治理相关研

究工作，可在企业从事数据分析、政策研究、系统规划运营工作，也可以选择在

海内外高等院校继续深造。

四、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

学校毕业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

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名称：法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5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

程：42-48学分

1-1 公共必修课：30-36 学

分

港澳台学生 15 学分、留学生 7

学分，差异部分从“与中国有关

的课程”选修补足毕业学分；普

通本科生 30-36学分，差异 6学

分来源于英语分级，考试成绩为

B、C、C+的学生，可以从自主

选修课程里面选择学分补足 8

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核心课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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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不得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

通识教育课学分。

2、专业必修课

程：61学分

（课堂与课后

学习量为 1：2）

2-1专业基础课：26学分 专业大类必修课或专业核心课

的先修必修课。

2-2专业核心课：28学分

2-3 毕业论文（设计）：3

学分；

属非课程必修要求。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

4学分

人文社科经典阅读和社会调研

与实践各 2学分。

3、选修课程：

36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8学分

3-2自主选修课：8学分 辅修专业学分可做替代。

五、课程设置

1. 公共基础课程：42-48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0-36学分（港澳台学生 15分、留学生 7学分，差异部分

从“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选修补足毕业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实践总学

时
选课学期

大学英语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

室要求选课。

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 19 按马克思主义学

院要求选课。

思想政治理论选择性 1门 按学校要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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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课 课。

劳动教育课
32
学时

按学校要求选课

0483447

0
计算概论 C 3 3 0

一上

原“文科计算机

基础”,面向文科

院系。学生选“计

算概论 C”课程

后，需要另选该

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

机实习）。

0483143

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

学生选“计算概

论 C”课程后，

需要另选该课程

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

机实习）。

6073002

0
军事理论 2 2 0 春季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①全校公共必修课程具体开课学期按学校教务部当年公布的开课计划执行；

②大学英语系列课程采取进阶分级式（具体细则参考《北京大学本科生（非英语专业）

大学英语能力培养方案》）；新生英语等级考试成绩为 B、C、C+的学生，可以从自主选修课

程里面选择学分补足 8学分。

1-2 通识教育课：1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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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I.人类文明及其传统；II.现代社会及其问题；III.

艺术与人文；IV.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和通选课

两部分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 12学分。具体要求如下：

（1）至少修读 1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 2学分；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 1门课程。

2. 专业必修课程：61学分

专业必修课程包含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专业基础课，一般为专业大类

必修课或专业核心课的先修必修课。

2-1专业基础课：2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1421 高等数学 C（一） 4 4 0 一上

00131422 高等数学 C (二) 4 4 0 一下

03230020 政治学原理 3 3 0 二上、二下

03232580 行政学原理 3 3 0 二上

03232630 经济学原理 3 3 0 二上、二下

03231620 公共政策分析 3 3 0 二上

03232960 中国政府与政治 3 3 0 二上、二下

03232620 宪法与行政法学 3 3 0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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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政治学原理”、“经济学原理”、“中国政府与政治”3门课程均为平行课程，选课学

期各有 2个，3门课程均允许学生自由选择任一学期上课；

②选修国发院开设的“经济学原理”（课程号：06232000，4学分）、经济学院开设的“经

济学原理（I）”（课程号：02533160，3学分）、“经济学原理（II）”（课程号：02533170，3
学分）三者中的任一课程，均可免修本院开设的“经济学原理”（课程号：03232630，3学
分）。

2-2专业核心课：28学分

本专业所有核心课必须选本院开设的课程，外院开设的同名课程不能作为本

专业的核心课程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890 数据科学导论 2 2 0 一上

新开课

文科计算机：问题求解与程

序设计（政治社会与公共管

理方向）

3 3 0 一下

03232300 应用统计学 3 3 0 一下

03233370 数字政府概论 3 3 0 二上

04834570
社会科学问题研究的计算

实践
2 2 0 二下

22530004 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 2 2 0 二下

03033920 数据治理 2 2 0 三上

新开课 公共管理大数据分析 3 3 0 三上

03230120 组织与管理 3 3 0 三上

03033940 数据可视化 2 2 0 三下

03232860 计算政治学 3 3 0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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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毕业论文：3学分

在导师指导下撰写一篇专业论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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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由导师按百分制予以成绩评定，每年 6月 1日前汇总完毕。学生于大四下学

期在选课系统中选定“社会调研与实践”（课程号：03232930），由任课老师评

定课程最终成绩。

注：①四周的调研时间可分段累计完成；

②可用学院开设的“城市规划治理实践”课程（课程号：03232950）进行折

抵，一旦折抵，“城市规划治理实践”课程将不再计入毕业学分。

3. 选修课程：36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8学分

3-1-1 数据技术模块（至少选修 5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930 Python数据分析 2 2 一下

03033931 Python数据分析上机 0 2 一下

04832680 社会科学中的计算思维方法 3 3 二上

03030630 信息存储与检索 3 3 二下

03031170 信息存储与检索上机 0 2 二下

03033691 文本挖掘技术 3 3 三上

01230460 人工智能与信息社会 2 2 三上

03033831 分布式计算 2 2 三下

3-1-2 数据管理模块（至少选修 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020 数据库系统 3 5 二上

03031040 数据库系统上机 0 2 二上

03032130 信息组织 4 4 二下

03231610 管理运筹学 3 3 三上

03032110 信息政策与法规 2 2 三上

03033750 信息架构设计与实践 2 2 三上

03033650 信息计量学 2 2 三上

03030740 管理信息系统 3 3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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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3970 数据叙事：描述、分析与叙述 2 2 三下

03033950 信息伦理与隐私保护 2 2 三下

3-1-3 政治学提升及拓展模块（至少选修 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233080 国家治理理论 3 3 三上

03230770 中国政治制度史 3 3 三上

03230780 中国政治思想史 3 3 三上、三下

03232970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3 3 三上

03233350 社会科学的理论阅读与思维训练 3 3 三上

03231740 美国政府与政治 3 3 三上

03232600 政治学前沿 3 3 三下

03230040 比较政治学概论 3 3 三下

03231910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3 3 三下

03233980 地方政府与政治 3 3 三下

03232990 西方政治制度 3 3 三下

03233110 “第三世界”的政治变革 3 3 三下

03231690 发展政治学 3 3 三下

03231700 政党学概论 3 3 三下

03231870 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 3 3 三下

03233150 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 3 3 三下

科技政治学 3 3 三下

3-1-4 公共管理学提升及拓展模块（至少选修 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231250 城市管理 3 3 二上

03231160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3 3 二下

03231130 地方政府管理 3 3 二下

03233000 法治政府概论 3 3 三上

03230450 行政领导学 3 3 三上

03233180 公务员制度 2 2 三上

03232510 公共组织战略管理 3 3 三上

03232530 公共经济学 3 3 三上

03232560 城市经济学 3 3 三上

03233410 区域发展与管理 3 3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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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33360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 3 3 三上

03231470 货币与金融政策 3 3 三下

03231140 公共财政与税收 3 3 三下

03232680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工业与经济发 3 3 三下

03233010 行政伦理学 3 3 三下

03233200 城市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3 3 四上

3-1-5 交叉学科模块（至少选修 2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开课学期

02930010 法理学 法学院 4 春季

0293008a 民法总论 法学院 3 秋季

02930152 刑法总论 法学院 4 春季

0293007a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法学院 4 春季

02530070 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4 全年

02530060 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4 全年

02530140 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4 全年

02530150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春季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系 4 秋季

03130590 中国社会 社会学系 2 春季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社会学系 4 春季

03131010 社会学专题讲座 社会学系 2 秋季

3-1-6 前沿专题模块（至少选修 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233210 全球治理前沿问题 1 4 三上

03233220 国家治理前沿问题 1 4 三上

03233230 社会治理前沿问题 1 4 三上

03233250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前沿问题 1 4 三上

03233260 中国经济发展前沿问题 1 4 三上

03233270 中国城市发展前沿问题 1 4 三上

03233280 法治中国前沿问题 11

三

法 沿体济经沿问题 1

三三

00 3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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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232400 社会调查的理论与方法 3 3 二上

03232840 政治学研究方法 3 3 二下

03232640 行政学研究方法 3 3 二下

03232890 城市治理定量方法 3 3 二下

03232480 博弈论 3 3 三上

03232900 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 3 3 三上

03232360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与应用 3 3 三下

新开课 文本数据分析 3 3 三下

注：以上模块在课程名称不变的前提下，具体开课学期、学分、授课教师和授课方式等按照

各院系最新版教学计划执行，新课程和新课号仍可作为限选课程。若涉及先修要求，学生自

行与授课教师协调。

3-1-8 科研训练模块（至少选修 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30330031 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2 0 三上、三下

30330041 教师指导下的小组研究 2 0 三上、三下

说明：科研训练

学院鼓励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本科四年完整地参与一项课题（包括纵向、

横向和导师自拟课题，相关助研费按有关规定支付），可以是独立开展研究，也

可以是组成小组开展研究，但小组成员原则上不得超过 3人，且成员间有明确的

分工和任务。

研修时间：学生能够投入较充足的时间，进行科研活动一年以上（含一年）。

成绩评定：学生提交结题材料，结题材料包括结题论文（或结题报告）、指

导教师对学生结题论文（或结题报告）和科研工作的评价。学院组织开展结题答

辩或结题材料评阅，并根据答辩或结题材料评阅结果按百分制予以成绩评定，每

年 5月 1日前汇总完毕。（结题论文或报告的内容，原则上不能与毕业论文的内

容重复使用，3000字左右）

经导师推荐，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均可满足科研学分要求：

①学校立项的本研项目，通过结题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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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加“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③有突出的研究成果，在导师指导下公开发表学术期刊文章（至少一篇）。

3-2自主选修课：8学分（辅修专业学分可做替代）

可根据兴趣和未来发展需要从除毕业要求的专业选修课程中剩余的课程以

及学校所开放的课程中选择。

六、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1）学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本院研究生的，必须完成全校公共必修课、专

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且成绩优良；出访交流学习的学生，要求完成全校公共

必修课、专业基础课和 7门专业核心课，且成绩优良。

（2）学生申请推免到院外和校外攻读研究生的，要符合国家教育部和北京

大学规定的有关条件。

（3）专项计划和元培计划按学校的推荐免试规定执行。

（4）学生获得推免资格后，如申请学籍异动，将不得再次申请推免。

2.荣誉学位要求

对特别优秀的本科毕业生，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学位分会审核，可

授予“荣誉学士学位”证书。

申请优秀毕业荣誉学位的要求：

（1）思想品德好，在校期间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已获得所修专业的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3）前七个学期总平均绩点位于全院毕业本科生的前 30%。

（4）完成荣誉课程 9学分以上，且平均成绩 85分以上。

（5）科研训练成绩 85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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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毕业论文参与学院组织的论文答辩，最终得分 90分以上。

（以上综合排名并按照成绩排名择优申请）

3.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1）留学生必修计算概论 B、体育系列课程，其中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

军事理论和大学英语等课程共 29学分,从“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适用于留学生的

课程里选修补足毕业学分。

（2）港澳台学生必修大学英语(根据英语分级的要求选课)、计算概论 B、体

育系列课程；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和军事理论等课程共 21学分,须从“与中国有

关的课程”适用于港澳台学生的课程里选修补足毕业学分。

4.关于学生选课的补充规定

（1）所有低年级学生（一年级和二年级）必须按照每学期开课计划进行选

课，不得中期退课；

（2）学生须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顺序选课，不得逆向选课；

（3）每门课程只能计入一次课类，不能重复使用；

（4）务必注意不要以任何课类差别的理由选择不同院系的相同或相近名称

的课程，否则学院有权选择性承认；

（5）外院系转入学生，之前所修原专业的核心课程，可根据课程情况认定

在自主选修课程中；

（6）学生因未遵守上述规定而导致不能正常毕业，由学生个人负责。

七、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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