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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基层治理证书项目”课程介绍 

第一部分  基础课程 

   此部分课程可任选 7次参加，计 21学时。 

 

一、 中国经济专题（上） 

课程号：22110010 

开课院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上课周：7、8、9、10、11周 

时间：星期日（2-4节） 

地点：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中馆 

开课目的： 

本课程对中国经济有关专题进行介绍和分析，特别集中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和

“三农”等农村金融问题。任课老师希望把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现象的见解，提供给同学们

参考和讨论，共同提升贫困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能力。 

课程内容： 

该课程共 16 个课时，1 个学分。可分为 5 个半天，每半天 3 小时，2.5 

个小时授课，0.5 个小时讨论。安排 1 小时综合。 

第一讲：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服务“三农”体系研究 

第二讲：乡村振兴中的金融综合服务问题 

第三讲：“三农”融资服务实务 

第四讲：金融科技助力“三农”问题 

第五讲：资本保险市场助力“三农”服务研究最后：

综合汇总，1 小时。 

授课教师： 

1、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服务“三农”体系研究，3 个学时，其中0.5 个学

时讨论。拟拟请银监会专家授课。 

2、乡村振兴综合金融服务问题，3 个学时，其中 0.5 个学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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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请农业银行专家授课。 

3、“三农”融资服务实务，3 个学时，其中 0.5 个学时讨论。拟请农

业银行专家授课。 

4、金融科技助力三农问题，3 个学时，其中 0.5 个学时讨论。拟请建

设银行专家授课。 

5、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助力“三农”服务，3 个学时，其中 0.5小时讨

论。教师待定。 

 

二、 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上）   

课程号：22110007 

开课院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上课周：9、10、11周 

时间：星期一、三（5-7节） 

地点：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中馆 

课程简介： 

《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面向北京大学公共管理（贫困治理）项目硕士研究

生开设。课程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论述为基础，结合国内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

成果，介绍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特征，从中国传统贫困治理思

想的历史基因、西方贫困经济学的现实对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内核等维

度较为系统、全面、立体地对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展开阐释和解读，帮助学生更

深入地理解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理论体系和历史贡献。 

课程内容： 

第一讲 导论 

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时代背景 

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基本特征 

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研究现状 

 

第二讲 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历史基因——中国传统贫困治理思想 

从“民本”到“济贫”的贫困治理思想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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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贫困治理思想的特征 

中国传统贫困治理思想的启示 

 

第三讲 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现实对照——西方贫困经济学 

西方学界对贫困的基本定义和一般理论 

西方学界对贫困的测度与方法 

西方国家的贫困治理政策与实践 

 

第四讲 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精神内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贫困治理

探索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贫困治理思想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贫困治理思想 

十八大以前的贫困治理政策与实践 

 

第五讲 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理论体系和历史贡献 

十八大以来的贫困治理政策与实践 

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国际影响和历史贡献 

 

第六讲 作业展示（基层实践交流评析） 

    授课教师： 

张亚光，博士，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

济思想史、经济学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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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推荐课程 

   此部分课程有兴趣可自行旁听，不计入学时。 

 

一、 新媒体传播与危机管理 

课程号：22110009 

开课院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上课周：1、7、8、9周 

时间：星期四（6-9节），星期六（1-4节） 

地点：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中馆 

课程大纲：共 16讲，32学时 

思想篇： 

第一讲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论述 

第二讲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理论篇： 

第三讲 星火燎原——媒介生态变革与新媒体发展 

第四讲 从大众到圈层——新媒体传播特征 

第五讲 舆情不是敌情——舆论与网络舆情 

第六讲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危机与公关 

 

实践篇： 

第七讲   知己知彼——了解新闻采编与舆情来源 

第八讲   天涯比邻——建立良好的媒体、平台与“盟友”关系 

第九讲   悬涧入韵——产品与用户思维讲好故事 

第十讲   曲动寒川——做好新闻发布与信息通报 

第十一讲 福祸相依——正确引导网络舆论 

 

案例篇： 

第十二讲 晴天霹雳——突然自然灾害的危机应对 



5 
 

第十三讲 煽动还是发动？—— 群体性事件的危机应对 

第十四讲 乱象众生—— 一般性社会热点的危机应对 

第十五讲 画皮画骨——政府部门及公职人员负面舆情应对 

第十六讲 总结 

 

二、 宪法与行政法 

课程号：22110006 

开课院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上课周：1、2、7、8、9周 

时间：星期三（5-8节），星期五（2-5节） 

地点：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中馆 

开课目的：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治理的总章程。十九大报告重申，依法治国

的前提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的前提是依宪执政。无论是宏观的治国理政，还是

围观的公共管理，都须符合宪法的基本原则和规范要求。宪法思维应成为社会成

员普遍的思维模式，对于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公职人员来说，

宪法思维是法治思维的基础和核心。宪法对于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性，

也意味着行政法在法治国家的重要意义，因为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是宪法原则、

制度、规范的具体化和动态化。行政法主要围绕国家行政权运行的规范化，促进

行政权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平衡兼顾，促进个人、集体、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兼顾。

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背景下，行政法不仅仅是法律技术，也是行政管理的技

术，不了解行政法，没有行政法思维，就不可能做到依法行政，也就很难做好公

共管理。 

在上述背景下，开设本课程有以下几个主要目的：第一，培育增强学员的法

治思维能力，特别是宪法思维和依法行政思维；第二，了解和掌握我国宪法和行

政法的基本原则、法律制度；第三，了解我国宪法和行政法制度在实践中的成就

和问题；第四，行政管理中依法行政应当注意的问题；第五，依法行政的典型案

例研讨，增强处理问题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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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和教学安排： 

本课程计划 32学时，每次课程 2学时，16次课程。 

课程内容如下： 

第一专题：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国家制度（4学时） 

第二专题：宪法中的公民权利和自由（4学时） 

第三专题：宪法的实施和监督（4学时） 

第四专题：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4学时） 

第五专题：行政组织法重点问题（4学时） 

第六专题：行政行为法重点问题（4学时） 

第七专题：行政程序法重点问题（4学时） 

第八专题：行政救济法重点问题（4学时） 

教学安排： 

每次 4小时，讲授一个专题，采用课堂讲授和学生讨论方式进行。 

课程特色： 

课程针对本项目学员专门设计主题和内容，突出依法治国实践中现实问题，

有的放矢，理论研讨和案例讨论相结合，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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