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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MPA是我国新设星的培养高屠次应用型人才昀专业学谊．奉文概进了刖剐启 的中国 ％fFA教育项目。井论：三了创 

办具有中国特色的MPA教育对中国公共管理科学化、现代化的意=；L及#发展前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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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 MP．4．的含义 

MPA是我国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MBA(Ma~tcr 0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之后又引进的新专业学位，英语全称为 Master 

ofPuh]ic Administration．缩写为 MPA。acMfinlstrafion由拉丁文 

ackifinisn~'e而来 的，有 ‘管理”、 行政管理 、 政府”等意思。 

MPA在我国过去被称为 行政管理硕士 ，现在与 Master of 

thsblic Mmmgement都被通译为“公共管理硕士” 这使 MPA的 

内涵扩大化了，容易导致一些误解。如有的媒体就把 MPA与 

MBA当作是“同宗”．认为部属于工商管理领域。困此，有必 

要首先正确理解 的含义 

第一，MPA是一种高等教育。作为一种职业背景教育。 

它不同于传统的研究生培养．其起点不是高校的教科书，而 

是直接面向公共管理的实践 注重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旨 

在培养复台型、应用型、专门化的高层次公共管理^才。 

第二．MPA属于社会公共管理领域，MBA属于企业管理 

领域 ，它们分居社会生活的两个重要领域；MBA主要针对企 

业中的管理人员．而MPA的对象则更为宽泛，除了政府部门、 

党政团体和各娄非政府组织 外，它还涵盖企业单位．特别 

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第三，MPA是一种学位 在国际 它与 MBA和法学硕 

士共同掏成文科类职业学位教育的三天支柱 

第四，MPA是一种群体．即已获得 MPA学位的公共管理 

的精英们。 

二、国外 MPA教育发展概况 

MPA教育的发源地是美国 19世纪末美国进行了文官 

改革运动．废除了政党丹肥制，建立了 中立 的文官制帮功 

绩制。1883年 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议员彭德尔顿提交的《谓 

整和改革美国文官制度的法案》．这是美国公务员制度形成 

的标志 1924年美国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霞尔公民与公共 

事物学院(Maxwdl schml Cifizens[fip and Public AItemafive at 

SyractLSe Uni*ersi@设置了第一个公共行政硕士学位，也就是 

现在通称的 MPA。麦克斯违尔学院的 MPA教育属于传统的 

公共行政学体系，遵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官僚 全制 

理论和威尔逊(T'how~W Wilson)、古德诺 tFrank J ( 00dn0w) 

的政治一行政二分法理论( 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行政是 

国家意志的执行”̈] j，为美国政府培养政治上保持中互且有 

知识、技术和实际操作能力的职业化公务员 

2I)世纪5o年代．国际形势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发生 r涿 

刻变化．一些不属于政府机构的组织却出色地完戒了公共事 

物的管理，从而动摇了政府独家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的 

垄断地位，促使美国的 MPA教育突破传统公共行政的局限， 

『导学生关注世界政治和政府行政管理过程由的政治动态． 

把政府行政管理 外的公共管理 电纳人教学科研中 如此 

培养出来的 MPA颇有政治家风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6O年代后期，随着资车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 政府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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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取能也不断扩大化和复杂化 在运筹学 、应用数学 、系统丹 

析和决策再学等的推动 卜．凭借}1算机 、数据库西方公共管 

理学领域 目现了政策学斟 政策学科扬弃了政治、行政截然 

分离的传统行政学思想 把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作为一个整 

体的研究对象；在教学中强调高等数学和经济学，要求学生 

掌握定性与定量的分析方法并 此来解决公共管理问题 

80年代中后捌．西方各国政府主动 积极地适应信息化、 

经济全球化以及知 只经桥韵到米，相继开展了被称为 w 

】 M~lagemenl(新公共管理]的行政改革 ，新公 管理改 

革以经济 #为基础 坚持市场导向的价值取向，援用企业管 

理的操作技术，在政府公共管理领域引人市场竞争机制 惜 

以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水平一在这次行政改革浪潮的冲击 

F psblic Managemem成为时髦的、受欢迎 的词．因为它的覆 

盖面更大，更符合公共管理科学化 、现代化趋势。另外．从学 

科发展的角度看，New Pnl~lic Mm~agement拓宽了行政学的生存 

发展空间，使其更能满足市场对具有综合管理素质人才的需 

求，同时电为MPA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台}而 P lhⅡc 

Adafisistratlon作为传统的行政学，则仍然保留了与官僚联系 

紧密的特色。但作为传统的行政学 它并设有被政策学科、 

新公共管理学所取代，而是三者并存 为此．西方各大学在 

这方面使用白訇名称也不一样 有的叫“公共行政学院”．有的 

叫 公共政策学院 ．有的 “公共管理学院” 事实 七．这些 

学院并段有本质上的差别 ，只是为了突出各个学校的办学特 

点和适应T 场需要而 已 所 以这一领域的硬士乜就统称 

)ff'A或 3{PP(公共政策硕士)。 

西方(主要是美国)的 MPA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 

调整 改进教学内容，保持多样性、灵活性，密切注视社会公 

共管理的变化和发展并及时提供理论支撑，始终培养应用 

型、宽口径的 MPA毕业生．所开辟的就业渠道相当多 如美 

国的 Mp 毕业陈政府部门外．还大量进人金融部门、商界．文 

化管理部门、大众传媒机构 、非盈利的公益组织以及各种基 

金会 行业协会、思想库、咨询公司等；反之市场的大量需求 

也刺激了MPA教育的发展．披此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胜循 

环 这一 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三、MPA教育是我国公共管理科学化、现代化的必赫 

中国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 MPA。为了加快我国 Ⅶ 建 

设的步伐，把握一切可以发展的机遇，增强综台国力，迎接经 

济全球化和加 入WTo之后的挑战．保持不败之地，格外需要 

科学、现代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的有效公共管理，而这取 

决于我国公共管理者的素质和能力。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 

组织运行机制的决定因素都是人。公务员作为国家机器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具 

体执行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划、组织和协调者。他 

们的管理水平决定政府的管理水平，其能力决定政府的能 

力，所以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是面对2l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和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江 

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 根据精简、坑一 、 

效能的原则 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删 、订为 

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 

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实现连一 日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就是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 MPA教育 

MPA造就具有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朽公共政策素养的公 

务员及社会公共管理人才．帮助其获取分析解决公共管理与 

公共政策问题所必需的品质和知识技能，使其掌握和运州政 

治、经济、法律、外语、现代科技等方面的夤u ，能罅熟练地运 

用定性定量分析方法鞍计算机技术解决实际问题，成为宽【] 

径、复合型、应用型的高层次公共管理人才一以满足我国社 

台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整体提高公务员 

的素质和能力，才能真正保证行政改革的深化和持久，困为 

行政改革的难点之一就是其自身的变革：接受了MPA训练 

的公务员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干部”．他们的公共管理理念 

和知识结构得到应有的整台和优化，更具有改革的精神和现 

代公共管理的才识与胆略{不但能把握机遇，总揽全局．毒观 

决策．又能实际处理、具体操作复杂的公共管理 此外，他们 

自我调整、自我革命、不断创新的追求是行政改革的是大动 

力之一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力支撑 所以， 

不步国家都把 MPA教育视为提高政府管理质量、巩固行政改 

革的可靠途径 

另外 ，随着我国社台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政府职 

能的转换．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正在迅速发展 亦急需 ~,IPA 

教育的支持。规范非政府组织，建立信誉经济体系．需要夫 

量受过正规、严格训练的高级公共管理人才；非政府组织对 

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将促使 MPA教育快速发展。二者之 

间的良性循环是形成良好的中国 MPA人才培养机制的重^ 

课题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在 51PA教育的支撑下，我国社会公共管理的科学化 现代 

化进程势必加速，因为它既是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以及非 

政府公共组织管理质量的基础保证．又是改革这些公共管理 

组织机体 激活组织内部剖新力的原动力。借鉴、创新、建设具 

有中国特色的 MPA教育制度是 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发展的 

亮点和高等教育的热点，也是高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重任 

参考文献： 

[I]古德诺．或冶与行政[川 北京：芈夏出版杜 1987 12—13 

[2]唐*簌 廿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 M] 广州：中山支学出版社、 

'2000 

[3]陈振明 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背量扣特征【J]心其行政 2000 

(21 23—26 

【4]张梦中 美国廿共行驶f管理J历史洲濠与重要竹值取 向[Jj廿 

共行政 ，2001．(2、：15—16 

[5]蝙委鲁 廿共管理项士专业学垃培养万壹f试秆稿)[ ]北京 国 

务院学位委员鲁舟公室，2OOI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