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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本科生课程大纲

课程名称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Contemporary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China

课程代码 030303101253

课程属性 专业知识 课时/学分 48/3

课程性质 必修 实践学时

责任教师 弓联兵 课外学时

一、 课程介绍

1.课程描述：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是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程，是政治学原理

和公共行政学等理论课程的制度呈现，也是中国政治制度课程的延续拓展，与其他课程

共同构成知识体系，要求学生应当具备扎实的政治学和行政学理论基础，也要求学生具

备必要的中国历史和社会知识辅助，同时还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和观

察分析能力。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s the core cours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it is a system presentation of

theoretical courses such as political science principle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it is also

a continuation and expans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courses. It forms a knowledge

system with other courses. It requires students to have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and also requires students to have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is required, and students are also required to have a

certain ability to integrate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to observe and analyze.

2.设计思路：

本课程按照相关规定和课程特征设计思路如下：（1）对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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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进行讲解；（2）结合实践和案例对有关主题进行研讨；（3）通过历史的方法梳理当

代中国政治发展脉路；运用比较的方法探析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运行机理。

3. 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并行课程：比较宪政制度

二、课程目标

1.知识层面，通过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当代中国政府与

政治的基本常识，理解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历史演进、内在机理和运行特征，了解当

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历史合理性和制度优越性，形成较为系统和完整的知识体系，为下

一步学习和深造打下良好学科基础。

2.技能层面，充分激发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使同学熟练运用所学知识分析

现实现象，通过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形成系统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知识体系，并能全

面提升学生逻辑思辨、论文写作、语言表达等能力。

3.态度层面，通过课程的学习和培养，端正学生学习态度，使学生对当代中国政

府与政治形成理性客观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并对当代中国充满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三、学习要求

要完成所有的课程任务，学生必须：

（1）按时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2）按要求提交期中论文和阅读讨论课后资料。

四、教学进度

序号 主题 计划

课时

主要内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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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3 课程内涵特征、课程发展历程、课程学习意义

2 宪法 9

1.宪法的概念与本质

2.我国宪法的演进

3.我国宪法的结构、功能和作用

4.我国宪法的性质、原则和特点

3 立法机关 9

1.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代表团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4.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形式与议事程序

4 政党制度 9

1.中国政党制度概况

2.政党与政府

3.政党与市场

4.政党与政党

5 国家元首 3 国家元首制度演进、制度特征与运行

6 行政机关 12

1.中央行政机关

2.地方行政机关

3.民族区域自治与特别地方行政机关

4.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7 政治协商会议 3 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历史演进、制度价值、运行特征

五、参考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1、选用教材：

谢庆奎：《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2、主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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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

浦兴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杨凤春：《中国政府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六、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B ：A.闭卷考试 B.开卷考试 C.论文 D.考查 E.其他

（二）成绩综合评分体系：

成绩综合评分体系 比例%

1.课堂讨论及出勤 25

2.课程作业 15

3.期末考试成绩 60

总计 100

七、学术诚信

学习成果不能造假，如考试作弊、盗取他人学习成果、一份报告用于不同的课程

等，均属造假行为。他人的想法、说法和意见如不注明出处按盗用论处。本课程如有发

现上述不良行为，将按学校有关规定取消本课程的学习成绩。

八、大纲审核

教学院长： 院学术委员会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