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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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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辽宁大学 学校代码 10140

邮政编码 110036 学校网址 http://www.lnu.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公办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地方院校

现有本科

专业数
76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

招生人数
4601

上一年度全校

本科毕业人数
4085 学校所在省市区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理学 ☑工学

法学

农学

教育学

医学
☑文学

☑管理学

☑历史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语言 ○财经

○农业
○政法

○林业
○体育

○医药
○艺术

○师范
○民族

专任教师

总数
1406人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867人

学校主管部门 辽宁省教育厅 建校时间 1948年

首次举办本科
教育年份

1948年

曾用名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辽宁大学是一所具备文、史、哲、经、法、理、工、管、医、艺等学
科门类的省属综合性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和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辽宁大学源起于1948年11月东北人民政府在沈阳建立的商
业专门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专门商科高校。

学校近五年专业
增设、停招、撤

并情况

2017年增加“音乐表演”“舞蹈学”2个专业；2018年增加“数学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1个专业，停招“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个专业；2019
年停招10个专业：“广播电视学”“网络与新媒体”“信息与计算科学”
“生物科学”“生态学”“材料化学”“电子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环境科学”“旅游管理”；2020年增加“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力
学”“生物信息学”3个专业；2021年增加“数字经济”“微电子科学与
工程”2个专业。



2. 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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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030108TK 专业名称 纪检监察
学位 法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法学 专业类代码 0301
门类 法学 门类代码 03

所在院系名称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 1 ———— （开设年份）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相近专业 2 ———— （开设年份）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相近专业 3 ———— （开设年份）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增设专业区分度

（目录外专业填写）

增设专业的基础要求
（目录外专业填写）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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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纪检监察职能部门、政府机关、国有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

纪检监察专业毕业生主要从事纪检监察相关工作，也可以从事公安、检察、司法行政、律

师等工作，还可从事纪检监察教育、理论研究等工作。

——本专业的毕业生首选去向是国家的纪检监察职能部门。2022年2月，中央纪委六次

全会工作报告显示：纪检监察工作紧紧围绕“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约谈“关键少数”

94.3万人次，问责5.5万人，中央巡视覆盖率超过90%，纪检监察工作量巨大，相关部门需要

大量的专业人才。

——纪检监察专业设置在法学门类下并授予法学学士学位，学生学习了基本的法律知

识，在考取法律职业资格证后，学生可以到公安、检察、法院等机构从事法律工作，也可以

到律师事务所做职业律师。

——纪检监察在国有企业和大中型企业的内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企业需要纪

检监察专业人才。这些企业内部开始设置纪检监察岗位，加强企业领导及高管的廉洁自律。

纪检监察专业的毕业生掌握纪检监察专业知识，能够熟练运用财务金融等实务技能，是国有

企业和大中型企业急需的专业人才。

——纪检监察专业作为新兴专业，教育科研人员存在巨大的缺口。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可

以选择到专业培训机构从事纪检监察培训，也可以进行深造考取研究生，然后到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从事纪检监察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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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预计升学人数 5

预计就业人数 25

其中：（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辽宁省纪委监委

（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沈阳市纪委监委

（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皇姑区纪委监委

（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辽宁省辽勤集团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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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专任教师总数 20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8/40%

具有副教授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9/45%

具有硕士以上（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20/1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16/80%

35岁以下青年教师数及比例 2/10%

36-55岁教师数及比例 14/70%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5：20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2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2

4.2 教师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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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喜满 男 1981-02
中国共产党
纪律学

教 授 华中师范大学
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

博士
党的建
设理论

专职

徐阳 女 1974-04 监察法学 教 授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 博士 诉讼法 专职

石庆环 女 1958-12
中国纪检监

察史
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史 博士

比较监
察制度

专职

侯德福 男 1963-01
纪检监察理
论、司法鉴
定概论

教 授 辽宁大学 法学 硕士
司法鉴
定学

专职

顾爱华 女 1958-03 政治学概论 教 授 东北大学 行政管理 博士
行政管
理、行
政伦理

专职

孙英 女 1965-03 廉政学 教 授 辽宁大学 法学 博士
马克思
主义理
论

专职

张毅 女 1977-10
习近平法治
思想概论

副教授 辽宁大学 法学 博士
马克思
主义理
论

专职

张云鹏 女 1974-07 刑法学导论 教 授 吉林大学 法学 博士 刑法学 专职

范淼 女 1987-08
职务犯罪概

论
副教授 吉林大学 法学 博士 刑法学 专职

金建龙 男 1973-03 党内法规学 副教授 辽宁大学
工商行政管

理
硕士

纪检监
察实务

专职

刘长溥 男 1980-10
财政金融概

论
副教授 辽宁大学 经济学 博士

财政金
融理论

专职

姜涛 男 1974-02 宪法学 副教授 辽宁大学 法学 博士
法理、
国际法

专职

陆辉 男 1979-10
中国民商事
法律制度概

论

助理研究
员

东北师范大学 法学 博士
民事法
律制度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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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宝旭 男 1979-10
舞弊审计实

务
助理研究

员
辽宁大学 经济学 博士

技术经
济理论

专职

佟岩 女 1972-05 法理学导论 研究员 辽宁大学 法学 博士
法学
理论

专职

郑伟 男 1970-09
政务处分法

概论
副研究员 吉林大学 管理学 博士

行政
管理

专职

徐振利 男 1968-05 行政组织学 副研究员 东北大学 管理学 博士
行政
管理

专职

韩跃 女 1990-03 行政法概论
助理研究

员
美国印第安纳

大学
法学 博士 行政法 专职

李军 男 1969-10
纪律审查与
监察调查

副研究员 辽宁大学
电子学与信
息系统

硕士
纪检监
察学

专职

王悦 女 1981-01
党的建设理
论与实践

副研究员 辽宁大学 管理学 硕士
行政
管理

专职

刘万齐 男 1959-10 证据法学 教 授 吉林大学 法学 博士
刑事诉
讼法

兼职

王雷 男 1977-02
金融系统职
务犯罪概论

高级检察
官

辽宁大学 诉讼法 博士
刑事诉
讼实务

兼职

李晓林 男 1967-05
财税系统职
务犯罪概论

高级法官 吉林大学 刑法 博士
职务犯
罪研究

兼职

张海峰 男 1970-10
纪检监察信
访举报工作

概论
教 授 武汉大学 刑事诉讼法 博士

纪检审
查理论
与实践

兼职

石启龙 男 1979-05
谈话讯问询
问实务

副教授 辽宁大学 法学 博士
刑事侦
查技术

兼职

4.3.专业核心课程表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时

课程
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32 2 张毅 1

纪检监察导论 32 2 候德福 1

党内监督学 32 2 王喜满 1

廉政学 32 2 孙英 5

监察法学 48 3 徐阳 1

党内法规学 32 2 范淼 2

法理学导论 32 2 佟岩 1

宪法学 32 2 姜涛 2

刑法学导论 48 3 张云鹏 2

行政法概论 48 3 韩跃 2

政治学概论 32 2 顾爱华 4

监察制度史 32 2 石庆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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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喜满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担课程 党的组织建设 现在所在单位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博士研究生
2010年6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业

主要研究方向
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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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改
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案例集--沈阳铁西工业区

在改造振兴中浴火重生》，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12月。

2.《思想政治理论课“三三制实践教学法”研究》，辽
宁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获奖
1.坚定以“四个自信”为目标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八

有”教学理念与实践，获2018年辽宁省教学成果一
等奖；

2.以坚定“四个自信”为导向的《政治学专题》课程理
论与实践教学创新，获2018年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奖（研究生类）二等奖；

3.2015年获得第四届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
师教学大赛一等奖，教学能手称号.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科研论文成果
1.《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与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

争——第21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成果与特
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1期。

2.《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态势与变化》，中国
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月刊2018年4月26日，人大复
印资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2018年第4期全文转
载。

3.《全球化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开封教育学院
学报，2018年第2期。

4.《时代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发展：从经典到当
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CSSCI）扩展版，2018
年第3期。

5.《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思想的演进与意
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评论》 2018.4.30

6.《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探析》，《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评论》 2017.4.30

7.《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法研究》,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8.《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长春师范大学
学报》2019年第3期。
9.《改革开放研究的周期性特点和规律》，《辽宁省社

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10.《从共产主义政党党章党纲看指导思想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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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
获奖情况

1.《希腊共产党探索世界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的理论与对
策》获2018年辽宁省政府奖一等奖；

2.《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2015年获教育部第七届高
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3.《批判构建启思——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
究》2016年获辽宁省政府奖二等奖；

4.《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2016年获
第十届湖北省政府奖二等奖；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费（万元） 11.2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35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课程及学时数 1.《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2.《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3.《人的全面发展
概论》
年均授课200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9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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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徐阳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拟承担课程 监察法学 现在所在单位 辽宁大学法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2004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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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辽宁省研究生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2020年辽宁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3.2020.11——2021.12辽宁大学教改项目《法学案例教学
的编制与实施研究》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主要学术论文
1.《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属性解读——从两个试点
办法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文本分析,
求是学刊，2020年第5期.
2.《论规范研究统领下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政
法论坛》, 2019年第2期。
3.《证据不足无罪判决类型化分析》,《辽宁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1期。
4.《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适用观念之思考——从增强
可操作性到增强操作过程的规范法》，《法商研究》，
2017年第2期。
5.《罪疑从无的证据逻辑与表达——对广东陈传钧案二
审证据不足无罪判决的文本分析》，《法律适用(司法案
例)》，2017年第2期。
6.《如何实现“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的统一——
法院改革的策略选择》，《求是学刊》，2016年第5
期。
7.《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阶段的证明机制研究》，
《求索》，2016年第4期。
8.《刑事诉讼中法官释明权的运用——以民事诉讼法官
释明权为借鉴》《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5期。
9.《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运用之评析》，《沈阳工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0. 《我国刑事诉讼中无罪化机制的过程性失灵及应
对》，《现代法学》2015年第2期。
11.《刑事一审程序“混合式”构建之路径——从构造
论“祛魅”到技术要素分析》，《求是学刊》，2015第
2期。
12.《程序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规范意义》，《法
学》，2014年第10期。
13. 《如何实现“心的和解”——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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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困境及出路》，《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3期。
14.《证明力规则的效力分析——<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
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文本的解读》,《东北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5.《“舆情再审”:司法决策的困境与出路》，《中国
法学》，2012年第2期。
16.《媒体与司法关系的中国问题及程序上的应对——
对几起“记者被抓”案件的省思》，《当代法学》，
2011年第4期。
17.《我国公诉与自诉的协调机制探析》，《政法论
坛》，2010年第3期。
18.《刑事和解中权力过度推进之危害及其防范——被害
人保障维度的考量》，《法学评论》2009年第6期。

主要项目
1.2021.6-2022.6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研究重大课题“认罪
认罚制度实务问题研究”。
2.2021年辽宁法学会重点课题“认罪认罚制度系统性研
究”。
3.2020年辽宁省法学会一般课题“刑事诉讼中会商协同
长效机制规范性研究”。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费（万元） 10.6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22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课程及学时数
《刑事诉讼法》

216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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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建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3.03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现在所在单位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校 2013.06、吉林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专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最后学历毕业学位 法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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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荣获奖励
1. 2016获得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赛一等奖
并授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称号
2. 2016年入选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
才支持计划”
3. 2017年荣获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标兵”称
号
4. 2019年被评为“辽宁大学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标兵”
5. 2020获《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省级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6. 2020获聘为辽宁省沈阳市委宣讲团成员
7. 2022获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二、主持的科研项目
1.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的传统文
化观及其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践研究
WQN201602
2.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资助项目：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3.辽宁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的教学实效性与实践探究
JG2020SZXM
4.辽宁财贸学院委托项目: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研究
2020JG02-03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一、荣获奖励
1. 2016年获得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赛一等
奖并授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称号
2. 2016年获辽宁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3. 201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暨当代世界社会
主义专业委员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4. 2017获辽宁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5. 2018获辽宁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6. 2020年被聘为辽宁省沈阳市委宣讲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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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1获辽宁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8. 2022获辽宁省党建学会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

二、科研论文与资政建议
1. 2017.01《西班牙共产党与人民共产党的理论分歧及影
响》发表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 2017.02《欧洲共产党关于当前难民危机的分析及其策
略主张》发表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此文同时递交中共中央办公厅等中央部门。
3. 2017.01《欧洲多国共产党的难民危机主张》发表于：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月刊）
4. 2019.12《西班牙共产党年度发展报告》发表于：《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年鉴》
5. 2020.01《危机与变革：恢复合法化以来西班牙共产党
的实践困境与路径突破》发表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
义》
6. 2020.02《高校基层组织落实“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
现实困境及其对策研究》发表于：《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学报》
7. 2022.02《论弘扬雷锋精神对开启东北振兴新征程的意
义》发表于：《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三、主持的科研项目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危机以来西班牙左翼运动的新
方向及其影响研究18CKS017
2.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西班牙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的理
论与实践研究17YJC710083
3.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委托：民主化以来西班
牙左翼力量的新变化及其动向研究 L16WSZ021
4.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青年着力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有效预防社会稳定风险问题研究2020lslktqn-
039
5.辽宁省委组织部、辽宁省党建研究会2018年度调研课
题：论强化党内监督与终身问责的逻辑关系和实践路径
6.沈阳市社会科学课题:开展党内监督的实践和探索
SYSK20160416
7.沈阳市社科联:机关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实现研究
SYSK2018209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费（万元） 3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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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课程及学时数

1.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学时数：450
2.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学时数：192
3.改革开放史
学时数： 96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指导本科生：0
指导研究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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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侯德福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司法鉴定
中心主任

拟承担课程 司法鉴定概论 现在所在单位 辽宁大学法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1987年毕业于辽宁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证据法学、司法鉴定学、侦查技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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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物证技术学课程内容及教学方式改革研究与实践》
省教育厅 负责人
2.《侦查学考试改革》校级负责人
3.《侦查学综合性实验探索与研究》 校级负责人
4.负责的《司法鉴定虚拟仿真课》获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5.参与的《综合性大学法学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 、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研究》获省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
6.参与的《基于问题导向的“互联网。+课堂教学范式改
革与实践”》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在科研方面，校内教改三项，省教育厅教改一项，
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独立编写教材一部，
参编《刑事诉讼程序要点精释与裁判》，执行副主编。
身为辽宁省司法鉴定委员会专家库成员，担任全省司法
鉴定人的培训工作，参与起草、定稿《辽宁省司法鉴定
条例》。

曾三次被评为辽宁大学优秀教师，08获省教育厅
“2004-2008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实验室建设及仪器
设备管理工作先进个人”、2013年被评“辽宁省司法鉴
定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称号，获得“辽宁省教学成果
一等奖”等奖项。2017年9月被评为辽宁大学“2015-
2017师德建设”先进个人。

主要学术论文
1.《宽容与接纳:对未成年犯教育改造的反思》，《行政
与法》，2015年第4期。
2.《本科阶段刑法课“一体两翼”教学模式之载体初
探》，《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
期。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分析及构建》，《辽宁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5期。
4.《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辽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5.《论我国侦查制度的完善——以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
比较为视角》，《法制与社会》，2003年第3期。
6.《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选择和理性基础》，
《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3期。
7.《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 》，《辽
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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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两大法系侦查模式之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9.《论我国证据规则的现状及完善》，《辽宁商务职业
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费（万元） 10.5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32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课程及学时数

1.《司法鉴定概
论》42学时x3，

126学时
2.《刑事侦查学概
论》32学时x5，

160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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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顾爱华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拟承担课程 政治学概论 现在所在单位 辽宁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校、
专业

2006年，东北大学，管理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政府管理与行政责任、纪检监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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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指导本科生获得中国第二届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二等
奖。
2.2019年第三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二等奖。
3.《领导科学通论》被评为2019-2020年度辽宁大学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
4.2022年创业实践项目《“旅伴”大学生旅行信息攻略分享平
台》国家级立项。
5.行政管理专业被评为辽宁大学第二批课程思政示范专业。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论文
1.中国应急管理研究的可视化与热点趋势分析，江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2.基于“差序格局”的行政责任困境探讨，行政论坛(CSSCI)，
2020年第1期。
3.国外社区准备评估模型对社会治理的启示，中国行政管理
(CSSCI)，2020年第1期。
4.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路径的效应分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5.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评价的研究主题与发展态势——基于CNKI
数据库文献的计量分析，新视野(CSSCI)，2019年第5期。
6.中国特色的国家责任制度体系探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CSSCI），2019年第4期。
7.论“懒政”的内在成因及消解路径，中国行政管理
(CSSCI)2018年第12期。
8.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功能整合，行政论坛
(CSSCI)，2018年第4期。
9.现代治理视域下的国家责任探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CSSCI)，
2018年第1期。
10.Influence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Students’ Satisfaction During Pandemic
PERIOD-2019. A Case Study of China University Global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2022(1)

项目
1.2021年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责任
研究》结项
2.2019年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咨询项目《辽宁
省引领振兴发展的人才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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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年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项目《关于健全和提升
我省公共安全管理体系能力水平的对策研究》
4.2019年营口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项目《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
理体系研究》
5.2020年沈阳社科联项目《关于加强法治政府、诚信政策建设
的对策研究》
6.2021年沈阳市发改委咨询项目《沈阳市“十四五”时期基本
公共服务发展研究》

获奖
1.2021年获得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2.2021年获得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成果一等奖
3.2018年获得沈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4.2018年获得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5.2018年获得沈阳科学技术年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荣誉
1.2018年获得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的“辽宁省优
秀专家”称号。
2.2016年获得辽宁省教育厅授予的“第12届辽宁省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教学名师奖”。
3.2019年获得沈阳市高校师德标兵。
4.2019年获得沈阳高校优秀教师。
5.2019年获得2017-2018年度沈阳市优秀研究生导师
6.2020年获得沈阳市领军人才。
7.2019年获得泉州市高层次人才。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费
（万元）

11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33.48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课程及
学时数

1.《行政管理》
48*3=144

2.《领导科学通论》
32*6=192

共计336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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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2641.13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3202（台/个）

开办经费及来源 初期建设资金300万元，包括学校下拨学科建设经费100万元，辽
宁省财政下拨建设经费200万元。

生均年教学日常支出
（元）

56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3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
及保障措施

学校和学院领导重视，经费充足，年均投入经费100万元左右，每
年年初制定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和采购经费使用计划，专款专用。
目前拥有心理测试与行为分析重点实验室1个，司法鉴定实践基地
1个，中外文资料室1个。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
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
（元）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QP2020 1台 2017.02.23 512500

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配红外显微镜）

IR-tracer-100/
岛津AIM-9000

1台 2018.10.09 684600

气相色谱仪
（配顶空自动进样器）

GC-2010PLUS/HS-
10

1台 2017.02.23 430000

双光束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Lambda 35 1台 2015.07.09 100000

原子荧光光谱仪 AFS-9800 1台 2011.03.11 365000

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质谱
联用仪

LCMS-8050 1台 2019.09.29 1887870

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UV-2600 1台 2019.09.29 118000

万分之一电子天平2-头发 QUINTIX124-1CN 1台 2020.06.10 14500

西派埃牌便携式制动性能测试仪 MBK-01(vi) 1台 2021.03.01 42000

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YSI600V2-2 1台 2011.07.11 144775

千分之一电子天平 Quintix612-1cn 1台 2016.12.07 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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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支撑该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学校专业发展规划等方

面的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申请增设纪检监察专业的主要理由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期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

务能力强的纪检监察队伍的重要精神和指示，深入落实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纪检监

察干部队伍建设的系列部署和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具体措施，按照辽宁省省委的工作部署、

在省纪委监委和省教育厅及有关部门的具体指导支持下，辽宁大学经认真、详实的论证、

调研和准备，决定申请纪检监察本科专业。本科纪检监察专业的建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既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纪检监察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

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国家纪检监察事业对专业人才有巨大需求

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

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纪检监察铁军，推进纪检监察学科专业设置和建设工作，深化纪检监察

基础理论研究，推动完善国家监察法治体系。《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第

四十七条规定，“加强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第三十二条

规定，“国家加强监察学科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监察专业或者开设监

察课程，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监察官后备人才，提高监察官的专业能力。”在纪检监察

的专业建设方面，大多是理论方面的研究，对于人才培养偏重较少，各职能部门对纪检监

察专门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纪检监察专业的设置，可以服务国家战略，满足全面从严治

党的需求；服务社会发展，满足东北全面全方位振兴的需求；加快高教改革，培养符合国

家和社会需求的人才。

2021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3万余件次，处置

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2.5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9500余人次，对纪检监察

干部立案2700余件，处分2900余人，移送司法机关110余人。2022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

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85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33.8万件，谈话函询6.6万件次，立案

14.3万件，处分11.2万人（其中党纪处分9.3万人）。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背景

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断健全，尤其是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制定国家监察法，纪检

监察活动达到了历史新高度。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违纪案件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

违纪人员的作案手段也越来越隐秘，呈现出高智能化、高科技化的趋势，反调查能力在不

断增强，这都要求纪检监察干部要不断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将学科专业设置延伸到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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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高等院校，能够提高纪检监察人员的业务能力、拓宽纪检监察专业人才培养的渠道。开

展纪检监察学科专业建设，是提高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建设专业化纪检监察干

部队伍的重要举措。加强纪检监察学科专业建设，建设一支以研究纪检监察和反腐倡廉理

论与实践知识为己任、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开拓创新能力强的高水平专业学术人才队伍，

可以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学术研究。同时也能够推动高校的研究资源与监察工作实际相结

合，开展更加系统务实的研究，强化理论提升和规律总结，更好指导监察实践，提升监察

工作质量水平。

（二）纪检监察知识体系构建需要进行学科专业化建设

纪检监察学科的专业建设能够提升纪检监察理论化水平，促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培养输送高素质、专业化纪检监察人才，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当前我国反腐形

势依然严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反腐倡廉当作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

来反腐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从制度层面进行反腐败及预防腐败、纪检监察人才的培养等

问题根本性地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效果。

辽宁大学通过新增本科纪检监察专业，开展专业化的基础教育和培训，能够为纪检监

察事业输送大量的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是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的重要举措。第一，通过建设学科专业使纪检监察干部掌握专业化的知识,塑造纪检监察

干部合理的知识结构,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提高专业化本领。通过建设学科专业提高纪检

监察干部的理论素养,掌握正确理论的过程,也是加强理性思考、解决履职和执纪执法疑难

问题、提高执纪执法能力的过程。第二，通过建设学科专业推动高等院校培养专业人才,

纪检监察成为学科专业后,能够在高等院校专业教学中传播纪检监察知识,培养专业化的纪

检监察后备力量,也有利于吸引大学和科研机构研究人员投身纪检监察理论研究和实务研

究。第三，通过建设学科专业、编写专业化的纪检监察教材与著作,能够专业发展提供充

实的知识基础，并有助于纪检监察知识的传递和知识的普及。

（三）新增纪检监察专业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新文科建设是国家对学科建设为适应新时代发展而提出的新要求，新文科建设的根本

目标应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纪检监察专业作为新兴专业，以新时代新时期我国

的纪检监察工作为基本立足点，回应时代的新需求，有助于促进文科融合，引领人文社会

科学新发展。

——纪检监察专业的应用性特征与新文科建设的核心“坚持问题导向”紧密契合。纪

检监察的专业建设服务于党和国家的纪检监察工作，强调对行使公权力人员的纪检监察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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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与调查，具有突出的实践性。新文科建设强调对新时期新问题解决的有用性和有效性，

突出专业建设与实践需求的衔接与互动。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学科建设的需求凸显了实践性、

实用性等特征，纪检监察专业的建设以国家纪检监察工作的需求为基础，将理论知识与实

践技能有机融合。

——纪检监察专业本身的跨学科性与建设新文科需要培养综合性、跨学科、融通性的

新型文科人才紧密契合。纪检监察工作中需要思想政治立场坚定、纪检监察专业工作熟练、

法学基础知识扎实、经济金融等特殊知识熟练的跨学科专业人才。新文科对文科人才培养

目标进行重新定位，由学科导向变为社会需求导向，回应社会对交叉学科型、复合型人才

的回应，向社会输送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二、支撑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

纪检监察专业是依托法学、马克思主义、应用经济学等学科设立的新型学科，具有多

学科交叉的特点，辽宁大学的相关学科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为专业建设和发展

提供有利的支撑和保障。

1.法学

辽宁大学法学学科被列入辽宁省一流学科；法学专业是首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辽宁省综合改革试点专业、辽宁省示范性专业、辽宁省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试点专业；辽宁大学法学院是首批国家卓越法律人才（应用型、复合型）教育培

养基地。辽宁大学法学学科结构合理、发展均衡，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法

学博士后流动站，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法律硕士学位授权点和法学第二学士学

位授权点，1个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1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辽宁大学经济

法制研究中心），2个省级创新团队（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创新团队、科技金融法创新团

队）。现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法学教学综合实训中心，是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

室建设试点单位。

2.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2017年国家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得B+评级，并进入

辽宁省一流建设学科（A类）。2018年获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拥

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院设有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

（辽宁大学）、辽宁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与研修基地、辽宁省意识形态研究中心、

辽宁省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传播学术活动基地、辽宁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等。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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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下有4个博士专业（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党的建设），7个硕士专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党的建

设），政治学2个硕士专业（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招生。

3.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科下的行政管理专业能够为纪检监察专业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辽宁大学

是在全国最早开办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之一，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行政管理

专业有行政管理、公共管理（MPA）2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学、外国

政治制度史为省级一流本科课程，公共行政学还是省级精品资源课。专业依托我校管理学、

经济学、哲学和法学等学科综合发展的优势，突出经济学与公共管理的有机复合，注重教

学与实践相结合，经过多年发展，行政管理专业教师团队已经形成了四大稳定的研究方向：

行政责任、国家治理、政府管理、公共政策分析。

4.应用经济学

辽宁大学应用经济学科入选教育部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序列。学科依托经济学院建设，

师资力量雄厚，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2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及一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权点，13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14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理论

经济学、应用经济学2个博士后流动站；拥有1个国家重点学科国民经济学，1个国家重点

教学基地辽宁大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2个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经济学专业、国民经济管理专业，1个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辽宁大学国家经济学

基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个国家经济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辽宁大

学经济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团队，1个教育

部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学团队应用经济学“一流学科”建设教师团队。

三、学校专业发展规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和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

精神，认真落实省纪委刘奇凡书记到校调研时的指示精神，有效推动学校世界一流学科大

学建设，学校出台世界一流学科服务国家战略“领·跟”计划，把驱动学校“双一流”建

设发展的“动力源”集中配置在纪检监察学、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领”：率先开

展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全力冲击世界一流学科，强化落实服务国家战略。

（一）共建一流“纪检监察学院”

建设世界一流的纪检监察人才培养培训标杆学院。结合省情、校情，立足国家拟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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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学科的新形势和我省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现状，依托辽宁大学综合性多学科优

质办学资源，与省纪委监委共建“辽宁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学院为独立建制的实体单位，

由省纪委监委和辽宁大学共同管理。

（二）培养一流本、硕、博纪检监察人才

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世界一流的纪检监察学科人才培养体系。2022年，

学校向教育部申报“纪检监察学”本科专业（责任单位：教务处、纪检监察学院）；2023

年招收全日制4年本科，招生人数第一年为30人左右。第二年增加至60人，第三年起招生

人数稳定在每年90人左右；2022年下半年，面向东北“三省一区”高校学生，尝试纪检监

察学“微专业”招生，开设5～8门课程，每年计划招生2个班，每个班30人左右；2022年，

依托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授权点开设全日制“纪检监察”方向，2023年招收40人左

右；在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学术学位硕士授权点下开设“纪检监察”方向，开

展学术硕士研究生培养，第一年招收10人左右；申报纪检监察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在法学一级学科下设“纪检监察”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向，在2023年各招收10人左右，开展

博士研究生培养；申报纪检监察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三）开展一流纪检监察干部培训，提出一流纪检监察理论

建设全国一流乃至世界一流的纪检监察干部培训基地。面向全省1.4万、全国28万纪

检监察干部，平均每年开展2000人次业务培训。开展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重要论述研究、监察权理论研究、中国廉政监察史论研究、党内法规理论研究、腐败治

理理论研究。同时，研发一流纪检监察案件查办技术，优化配置学校现有学科资源和大数

据技术资源，规划建设4个纪检监察案件查办技术支撑平台，包括廉政大数据分析中心、

文书检验技术中心、声像资料鉴定中心、电子证据研究中心。

（四）引育一流纪检监察学科师资队伍

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和纪检监察队伍引进培养一批热爱纪检监察事业、潜心钻研纪检

监察理论的专兼职师资队伍。科学核定纪检监察学院专任教师编制，制定纪检监察学科师

资队伍建设中远期发展规划，规划建设一支总体规模120人以上的专业教师队伍。

（五）打造一流纪检监察学科教材体系

先期选用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与内蒙古大学联合编写的《纪检监察工作概论》《党

规党法导引》《党风政风监督概述》《巡视巡察基础》《纪检监察问题线索处置实务》等

13门专业课教材。在此基础上，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纪检监察学科专业教材体系。

在基础建设保障方面，学校启动“领·跟”计划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打造世界一流建

设学科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重要承载区，拟建设纪检监察干部培训中心、教学科研中心、实

习实训中心、书院式公寓等基建项目，总计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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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学院

（College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纪检监察（030108TK）

一、专业简介

纪检监察专业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纪检监察制度、活动及其发展规

律的系统知识体系为基本依托，以党的纪律检查活动和国家监察活动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为现实依据，

至少涵盖纪检监察理论、中共纪律学、纪检监察组织学、监察法学、比较监督学等分支内容，依托法学、

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应用经济学等学科设立的新型学科。其中，法学在 2017 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

估位次为 B+，辽宁省排名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 2017 年国家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得 B+评级，

辽宁省一流建设学科（A 类）；应用经济学科入选教育部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序列。纪检监察专业建设能

够为新时代国家监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实现纪检监察人才培养的专业化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二、培养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立足辽宁、面向全国，坚持立德树人，培养重伦理、厚基础、强能力、

高素质的德才兼备、创新应用型纪检监察人才。毕业生能够掌握纪检监察理论、党内法规及法律、监督

检查和审查调查实务技巧、纪检监察发展历史等，有能力在纪检监察部门、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

等纪检监察相关岗位从事工作，以及进一步读取硕士博士进行深造的能力，培养目标人才能力包括：

1.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政治信念，对党绝对忠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学习并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具备扎实的纪检监察学理论功底，掌握纪检监察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形成纪检监察专业

整体性的知识结构。

3.具备良好的纪检监察思辨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批判能力，能够运用所学纪检监察知识分析解决

纪检监察实际问题，掌握纪检监察程序，办理纪检监察监督、监察调查、监察处置等业务。

4.掌握一门外语及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获取信息的方法，并能够熟练运用；了解纪检监察专业的前沿

发展状况和实践需求，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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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指标 1-1：具备扎实的纪检监察基础理论，建立完备的纪检监察相关知识体系。

指标 1-2：具备基本的纪检监察实务知识，掌握监督检查、调查审查、案件审理中的相关实务知识。

指标 1-3：具有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交叉学科知识，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

2.能力要求

指标 2-1：学习与科研能力，具备专业的纪检监察理论知识和实务技巧的学习能力，能够用辩证思

维和理论知识来思考、解决、研究专业问题。

指标 2-2：纪检监察实践能力，了解熟悉纪检监察办案的特定环境，熟练运用所学调查审查、证据

收集等专业实务知识，具备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指标 2-3：沟通组织能力，充分熟练运用行政组织与行政管理的基本知识，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和

组织协调能力。

3.素质要求

指标 3-1：思想政治素质。能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的方针和要求，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党和人民忠诚

可靠的专业人才。

指标 3-2：科学文化素质。了解中国纪检监察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具备扎实的纪检监察专业知

识和良好的文化修养；法治信仰坚定、具备良好的纪检监察职业道德。

指标 3-3：身体和心理素质。拥有健康强健的体魄，养成开朗乐观、积极向上的性格，具备较强的

心理抗压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具备正确处理人际关系能力和团结精神。

四、主干学科

1.法学 2.马克思主义理论 3.公共管理 4.应用经济学

五、核心课程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纪检监察理论、中国共产党纪律学、监察法学、廉政学、党内法规学、法理

学导论、宪法学、刑法学导论、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概论、政治学概论、中国纪检监察史、廉政思想

教育、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概论、纪律审查与监察调查、巡视巡察基础、政务处分法概论、职务犯罪

概论、证据法学、中国民商事法律制度概论、国际法与国际经济法导论、行政组织学、党的建设理论与

实践、中外廉政制度比较

六、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制 4 年，实行三至七年的弹性学制。

七、学分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最低修满 159 学分，其中必修 118 学分，选修 41 学分。

八、授予学位

法学学士学位

九、课程介绍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课程编号：572010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主要讲授内容。课程主要包括习近平法治

思想导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



8.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5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

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内容。

纪检监察导论

Introduction to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课程编号： 5720112 学分：2 学时：48

课程内容：纪检监察理论主要讲授纪检监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主要包括纪检监察学的研究对

象、研究范畴、核心概念，纪检监察体系及其运行、纪检监察内容、纪检监察方式、纪检监察体制等本

学科的基本知识体系和原理。

党内监督学

Inner-party Supervision

课程编号：572012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中国共产党纪律学主要讲授党的纪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研究对象包括党的纪律观

念、纪律规范、纪律关系、纪律行为、纪律教育、纪律检查、纪律处分等。内容体系包括党的纪律的一

般原理，党的纪律的特征和本质，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行政纪律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关系，党的纪律形

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党的纪律的创制，党的纪律体系以及党的纪律的实施等。

监察法学

Oversight Law
课程编号：5720133 学分：3 学时：48

课程内容：监察法学主要讲授监察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体系，包括监察法概述、《监察法》的理论

基础及其中国特色、监察法的基本原则、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监察范围、监察权限与监察措施、监察

程序以及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等内容。

廉政学

Clean Government
课程编号：572014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廉政学主要讲授廉政学的基本理论，包括廉政及其相关范畴、廉政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

廉政机构的设置和职权、廉政制度的运行机制、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以及中国共产党廉政简史等内容。

党内法规学

Law and Regulations within the Party
课程编号：572015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党内法规学主要讲授党内法规的一般原理、依规治党、党内法规的历史发展等党内法规

基础理论知识，党章、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等静态党

内法规制度，党内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等动态党内法规制度。

法理学导论

Jurisprudence（Introduction）
课程编号：572016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主要讲授法的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偏重于法理学的理论学习，主要包括法学导论，法

的概念与本质，法的产生、发展与历史类型，法律体系，法的渊源与效力，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法律

责任和法的价值等。

宪法学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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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572017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宪法学主要讲授宪法的基本理论；国内外宪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

基本制度；国家机关的性质地位与职责权限；权力的分工与相互制约；以及国家与公民的基本关系，公

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宪法的实施保障等问题。

刑法学导论

Criminal Law（Introduction）
课程编号：5720183 学分：3 学时：48

课程内容：刑法学导论主要讲授刑法的基本理论与刑法适用。刑法总论，系统而较为深入地论述刑

法通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方面的刑法基本原理与刑法总则规范；阐述我国现行刑法典分则规定的十

类犯罪之共性问题和每种犯罪的罪刑规范。

行政法概论

Administrative Law（Introduction）
课程编号：5720193 学分：3 学时：48

课程内容：行政法是以行政权——行政行为为中轴线，以行政法律关系为扇面的体系。行政权是行

政法控制的核心，目的在于对公民权益的保护。行政法律关系是基本法律关系，行政法是调整国家行政

机关在履行其职能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内容包括：行政法基本理论，行

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监督法，行政复议法等。

政治学概论

Political Science（Introduction）
课程编号： 572020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政治学概论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国家的性质，国家的权力与国家形

式，国家机构，政党和政党制度，政治参与，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民族与宗教以及国际政治与中国对

策等。

监察制度史

History of Surveillance System
课程编号：572021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中国纪检监察史主要讲授中国古代监察史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纪检监察史，包括纪检监察

的历史起源、表现形式、不同时期的规律特征、纪检监察措施与运行机制等。

2.专业主干课程介绍

廉政思想教育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Clean Government
课程编号：572022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廉政与腐败相对应，主要指国家公务人员在公务活动中保持廉洁而不以权谋私的政治行

为和政治现象。廉政思想教育主要讲授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

式、工作方式和社会评价等廉政文化和思想，包括廉政思想的基本范畴、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简史、马克

思廉政思想、毛泽东廉政思想、习近平廉政思想等等。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概论

Letter-inquiring-and-accusing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课程编号：572023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概论课程主要围绕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的性质、基本原则、工

作内容，以及具体的工作方法、工作技巧和工作流程展开，包括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概述，处理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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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的基本原则、程序和方法，纪检监察信访举报事项的受理和办理，纪检监察信访举报信息工作，信

访监督，信访心里等内容。

纪律审查与监察调查

Disciplinary Review and Supervisory Investigation
课程编号：572024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纪律审查与监察调查主要讲授纪律审查与监察调查的基本原理，纪律审查与监察调查的

程序，纪律审查与监察调查的证据，纪律审查与监察调查的文书，纪律审查与监察调查的素养等内容。

巡视巡察基础

Patrols and Inspections（Basics）
课程编号：572025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巡视巡察主要讲授巡视巡察的基本理论，包括规范含义、逻辑结构、历史脉络、基本属

性、主要特色、比较优势、反腐功能；巡视巡察的主要制度包括巡视工作条例的基本内容，巡视方针、

巡视职责、巡视主体、巡视类型、巡视原则、巡视机构、巡视人员、巡视对象、巡视内容、巡视程序、

巡视成果运用、巡视责任等等。

政务处分法概论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e for Public Officials（Generality）
课程编号：572026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政务处分法概论主要围绕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政务处分的活动展开，主要包

括政务处分法的基本原理，政务处分的种类和适用，违法行为及其适用的政务处分，政务处分的程序以

及复审、复核等内容。

刑事诉讼法

Criminal Procedure Law
课程编号：5720273 学分：3 学时：48

课程内容：刑事诉讼法学主要讲授刑事诉讼基础理论、诉讼程序与证据等问题。刑事诉讼基础理论

部分讲授刑事诉讼基本范畴、刑事法律渊源、学科体系、基本理念、立法目的与任务、刑事诉讼法的历

史发展、刑事诉讼主体等内容。刑事诉讼程序与证据部分以刑事诉讼法典内容为主体，同时涉及其他法

律中的相关规范，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公安部的法律解释中的重要内容。

职务犯罪概论

Duty Crime（Introduction）
课程编号：5720283 学分：3 学时：48

课程内容：职务犯罪概论主要讲授我国刑法典中的贪污贿赂犯罪，滥用职权犯罪，玩忽职守犯罪，

徇私舞弊犯罪，公职人员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发生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公职人员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

发生的其它职务犯罪等内容。

证据法学

Evidence Law
课程编号：572029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证据法学主要讲授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证据法的理论基础，证据法的基本原则，证据

概念与证据资格，证据的学理分类，证据的法定形式，司法证明的概念与对象，司法证明的环节、方法、

标准、责任以及证据证明力的审查评断等内容。

中国民商事法律制度概论

China's Civil and commercial Legal system（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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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5720304 学分：4 学时：64

课程内容：中国民商事法律制度概论主要讲授中国民事法律制度和商事法律制度，主要包括民法的

基本理论、物权法、债权法、合同法、侵权法等；民事诉讼基本法律制度；商法总论、公司法、证券法、

破产法等内容。

国际法与国际经济法导论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Introduction）
课程编号：5720313 学分：3 学时：48

课程内容：国际法与国际经济法导论主要讲授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制度。主要包括国际海洋法、国际空间法、国际人权法、外交和领事关系法、国际组织法、国际条约法、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和武装冲突法等；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冲突及其解决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冲

突规范及其他法律规范的运用；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国际贸易法和国际经济争端处理法。

政党制度

Political Party System
课程编号：572032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行政组织学主要讲授行政组织学概述、行政组织理论、政治制度框架、国家行政体制、

行政组织结构、行政组织决策、行政组织绩效以及行政组织变革等内容。

党的组织建设

Party Organization Building
课程编号：572033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主要讲授党的建设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创新，党的政治建设的发展

与创新，党的思想建设的发展与创新，党的组织建设的发展与创新，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国有企业党

建的发展与创新，社科领域党建的发展与创新等内容。

中外廉政制度比较

Comparison of the System of Clean Government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课程编号：572034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中外廉政制度比较主要讲授中国古代廉政制度、新中国廉政制度建设与发展、以及新加

坡、瑞典、芬兰、丹麦、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的廉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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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课程平
台

课程模块
理论教学学分 实践教学学分

合计
学分
占比必

修
选
修

小
计

必
修

选
修

小
计

通识教
育课程
平台
（学
分）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16 16 2 2 18

约占总
学分的
31.6%

语言与写作 12 12 12

应用技术 2 2 2 2 4

军事、体育与健康 5 5 6 6 11

劳动教育、创新创业与
就业

4 4 1 1 5

小计 39 39 11 11 50

学科教
育课程
平台
（学
分）

学科核心课程 27 27 27
约占总
学分的
17%

专业教
育课程
平台
(学分)

专业主干课程 31 31 31
约占总
学分的
27%

专业方向课程 10 10 2 2 12

小计 58 10 68 2 2 70

实践教
学平台
（学
分）

学科基础实验/实践 4 4 4

约占总
学分的
15.7%

专业实验/实践 12 12 12

创新实验/实践 3 3 3

各类实习 2 2 2

毕业论文（设计） 4 4 4

小计 10 15 25 25

交叉学
科平台
（学
分）

交叉学科课程 7 7 1 1 8

约占总
学分的
8.9%

文学、艺术与美育 2 2 2

数学与自然科学 2 2 2

应用技术 2 2 2

小计 13 13 1 1 14

学分总计 97 23 120 21 18 39 159

学分占比
理论学分
占比

75%
实践学分
占比

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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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计划表（见表 1）

十二、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见表 2）

列出专业毕业要求对人才培养目标的支撑矩阵，在该矩阵中用特殊符号表示对于每项培养目标达成

关联度最高的毕业要求。H 代表高支撑，M 代表中支撑，L 代表低支撑。可加注*标记与每项培养目标

达成关联度最高的毕业要求。

十三、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见表 3）

列出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矩阵，在该矩阵中用特殊符号表示对于每项毕业要求达成关联度最高的

课程。H 代表高支撑；M 代表中支撑；L 代表低支撑。可加注*标记与每项毕业要求达成关联度最高的

课程。下表是示意图表。

十四、课程体系配置流程图（见表 4）
各专业需制定课程配置流程图，确定各专业课程的先修后续，避免课程之间的逻辑顺序颠倒，以便

指导学生按序进行课程修读。

十五、其他修读说明

社会实践课程要求 1-7 学期修读，社会实践时长为 4 周；毕业实习时长为 10 周；毕业论文学习时长为

1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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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计划表（表 1）

1．通识教育课程平台

通识教育课程平台统一修读 50 学分，其中，理论 39 学分，实践 11 学分。

课程平台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理论/实践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修读要求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平
台

思想政治理论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3 48 3 理论 1 考试

18学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1 48 3 理论+实践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必修 3 48 3 理论 3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4+1 80 4 理论+实践 4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2 32 2 理论 5 考试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64 理论 1-8学期 考查

语言与写作 大学外语（通用外语、实
用外语、跨文化交际） 必修 12 192 4/2 理论 1-4学期 考试 12学分

应用技术

大学计算机（计算机文
化、

计算机技术、计算机应
用）

必修 2+2 96 4 理论+实践 1-2学期 考试 4学分

军事、体育与
健康

军事理论 必修 2 36 2 理论 2 考试

11学分

军事技能 必修 2 2周 实践 1 考试

体育 必修 4 144 2 实践 1-4学期 考试

健康教育 必修 1 16 2 理论 1/2学期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32 2 理论+实践 1 考查

劳动教育、创
新创业与就业

创新创业基础课程 必修 2 32 2 理论 1-2学期 考查

5学分

创新创业专项课程 选修 2 32 2 理论+实践 考查

劳动教育 必修 1+1 32 2 理论+实践 考查

职业生涯规划 必修 0.5 26 2 理论 1 考查

大学生就业指导 必修 0.5 20 2 理论 6 考查

50 946 50学分

2．学科教育课程平台

根据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学科教育核心课程要求修读不少于 26 学分。

课程
平台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学
时

周学
时

理论/
实践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全英
授课 辅修

专创
融合

荣誉
课程

学
科
教
育
课
程
平
台

学科核心课程
（26学分）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必修 2 32 2 理论 1 考试 否 否 否 否

纪检监察导论 Introduction to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必修 2 32 2 理论 1 考试 否 否 否 否

党内监督学 Inner-party Supervision 必修 2 32 2 理论 1 考试 否 否 否 否

监察法学 Oversight Law 必修 3 48 3 理论 1 考试 否 否 否 否

廉政学 Clean Government 必修 2 32 2 理论 5 考试 否 否 否 否

党内法规学 Law and Regulations within
the Party 必修 2 32 2 理论 2 考试 否 否 否 否

法理学导论 Jurisprudence
（Introduction） 必修 2 32 2 理论 1 考试 否 否 否 否

宪法学 Constitution 必修 2 32 2 理论 2 考试 否 否 否 否

刑法学导论 Criminal Law
（Introduction） 必修 3 48 3 理论 2 考试 否 否 否 否

行政法概论 Administrative Law
（Introduction） 必修 3 48 3 理论 2 考试 否 否 否 否

政治学概论 Political Science
（Introduction） 必修 2 32 2 理论 4 考试 否 否 否 否



8.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32

监察制度史 Inner-party Supervision 必修 2 32 2 理论 3 考试 否 否 否 否

合计 27 432

3．专业教育课程平台

根据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专业教育课程修读不少于43学分。其中，专业主干课程31学分，专业方向课程选修12学分。

课程
平台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学
时

周学
时

理论/
实践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全英
授课 辅修

专创
融合

荣誉
课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平
台

专业主干课程
（31学分）

廉政思想教育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Clean
Government 必修 2 32 2 理论 6 考试 否 否 否 否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
概论

Letter-inquiring-and-accusing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必修 2 32 2 理论 3 考试 否 否 否 否

纪律审查与监察调查 Disciplinary Review and
Supervisory Investigation 必修 2 32 2 理论 3 考试 否 否 否 否

巡视巡察基础 Patrols and Inspections
（Basics） 必修 2 32 2 理论 4 考试 否 否 否 否

政务处分法概论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e for

Public Officials
（Generality）

必修 2 32 2 理论 3 考试 否 否 否 否

刑事诉讼法学 Criminal Procedure Law 必修 3 48 3 理论 4 考试 否 否 否 否

职务犯罪概论 Duty Crime（Introduction） 必修 3 48 3 理论 3 考试 否 否 否 否

证据法学 Evidence Law 必修 2 32 2 理论 5 考试 否 否 否 否

中国民商事法律制度概
论

China's Civil and commercial
Legal system（Introduction） 必修 4 64 4 理论 4 考试 否 否 否 否

国际法与国际经济法导
论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ntroduction）
必修 3 32 2 理论 5 考试 否 否 否 否

政党制度 Political Party System 必修 2 32 2 理论 5 考试 否 否 否 否

党的组织建设 Party Organization Building 必修 2 32 2 理论 2 考试 否 否 否 否

中外廉政制度比较
Comparison of the System of
Clean Government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必修 2 32 2 理论 6 考试 否 否 否 否

小计 31 496

专业方向课程
（12学分）

调查取证与鉴定类模块（修读4学分）

司法鉴定概论 Introduction to Judicial
Expertise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否

物证技术学 Material Evidence Technology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否

电子数据取证 Electronic Data Forensics 选修 1 24 2 实践 6 考查 否 否 否 否

大数据原理与应用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Big Data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否

心理测试 Psychological Test 选修 1 24 2 实践 6 考查 否 否 否 否

职务犯罪专题模块（修读4学分）

财税系统职务犯罪各论
Monographs on Duty Crimes
in Finance and Taxation

System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否

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各论Monographs on Duty Crime in
Financial System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否

公检法司职务犯罪各论 Monographs on Duty Crimes
of Judicial Personnel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否

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系
统职务犯罪各论

Monographs on Duty Crimes
i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ystem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否

纪检监察理论模块（修读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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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与公共政策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policy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否

中国政府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否

腐败心理学 Psychology of corruption 选修 2 32 2 理论 7 考查 否 否 否 否

中国监察文化史 History of Supervision culture
in China 选修 2 32 2 理论 4 考查 否 否 否 否

西方监察制度史 History of western supervision
system 选修 2 32 2 理论 4 考查 否 否 否 否

纪检监察前沿问题模块（修读2学分）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要
论

On International Anti-
corruption Fugitives and

Stolen Assets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否

反腐败国际合作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ti-Corruption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否

小计 12 192

合计 43 688

4．实践教学平台

根据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实践教学平台修读不少于25学分。其中，学科基础实验/实践4学分，专业实验/实践12学分，创新实验/实践
（综合性、设计性、研究性实验）3学分，各类实习、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
课程
平台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学
时

周学
时

理论/
实践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全英
授课 辅修 专创

融合
荣誉
课程

实
践
教
育
平
台

学科基础实验/
实践（4学

分）

纪检监察业务实训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Business Training 必修 2 48 4 实践 4 考查 否 否 否 否

纪检监察文书写作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Document Writing 必修 2 48 4 实践 1 考查 否 否 否 否

小计 4 96

专业实验/实践
（12学分）

物证技术实验 Physical evidence technology
experiment 选修 2 48 4 实践 6 考查 否 否 否 否

纪检监察大数据分析实
务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big data

analysis practice
选修 2 48 4 实践 6 考查 否 否 否 否

纪检监察问题线索处置
实务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problem clue

disposal practice
选修 2 48 4 实践 4 考查 否 否 否 否

谈话讯问询问实务 Talk, interrogate, inquire in
Practical Training 选修 2 48 4 实践 4 考查 否 否 否 否

纪检监察案件审理实务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case trial practice 选修 2 48 4 实践 6 考查 否 否 否 否

刑事诉讼法务实训 Criminal Procedure in
Practical Training 选修 2 48 4 实践 5 考查 否 否 否 否

民事诉讼法务实训 Civil Procedure in Practical
Training 选修 2 48 4 实践 5 考查 否 否 否 否

行政诉讼法务实训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n
Practical Training 选修 2 48 4 实践 3 考查 否 否 否 否

小计 12 288

创新实验/实践
（3学分）

学术与科技活动 Academ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选修 1 24 4 实践 7 考查 否 否 否 否

国企纪检监察实务
Practice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选修 2 48 4 实践 7 考查 否 否 是 否

职务犯罪监察实务 Practice of duty crime
supervision 选修 1 24 4 实践 7 考查 否 否 是 否

小计 3 72

各类实习、毕
业论文（设

计）
（6学分）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必修 1 24 实践 7 考查 否 否 否 否

专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必修 1 24 实践 8 考查 否 否 否 否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必修 4 96 实践 8 考查 否 否 否 否



8.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34

小计 6 144

合计 25 600

5．交叉学科课程平台

根据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交叉学科课程修读不少于8学分。

课程
平台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学
时

周学
时

理论/
实践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全英
授课 辅修

专创
融合

荣誉
课程

交
叉
学
科
课
程
平
台

交叉学科课程
（8学分）

舞弊审计实务 Fraud Audit Practice 选修 2 40 4
理论
+实
践

3 考查 否 否 否 否

心理学 Psychology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否

财政金融概论 Introduction to Finance 选修 2 32 2 理论 4 考查 否 否 否 否

电子政务 E-government Affairs 选修 2 32 2 理论 7 考查 否 否 否 否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选修 2 32 2 理论 3 考查 否 否 否 否

小计 8 128

根据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通识选修课程修读不少于6学分。其中，经济学类、法学类、管理学类、文学类、历史学类、哲学类专业可
免修“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和“语言与写作”模块，艺术学类专业可免修“文学、艺术与美育”和“语言与写作”模块，理学类和工学类专
业可免修“数学与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模块。

通
识
选
修
平
台

通识选修课
（6学分）

文学、艺术与美育 选修 2 32 2 理论 考查 否 否 否 否

数学与自然科学 选修 2 32 2 理论 考查 否 否 否 否

应用技术 选修 2 32 2 理论 考查 否 否 否 否

“四史”课程 选修 2 32 2 理论 考查 否 否 否 否

小计 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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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详见表2）

毕业要求
培养
目标1

培养
目标2

培养
目标3

培养
目标4

毕
业
要
求1
知识

要
求

指标1-1 具备扎实的纪检监察基础理论，建立完备的纪检监察相关知识体系。 H H H M

指标1-2
具备基本的纪检监察实务知识，掌握监督检查、调查审查、案件审理中的相关实务

知识。 H H H M

指标1-3 具有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交叉学科知识，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 H H H M

毕
业
要
求2
能力

要
求

指标2-1
学习与科研能力，具备专业的纪检监察理论知识和实务技巧的学习能力，能够用辩

证思维和理论知识来思考、解决、研究专业问题。 M H H M

指标2-2
纪检监察实践能力，了解熟悉纪检监察办案的特定环境，熟练运用所学调查审查、

证据收集等专业实务知识，具备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M H M M

指标2-3
沟通组织能力，充分熟练运用行政组织与行政管理的基本知识，具备良好的人际沟

通和组织协调能力。 M H H M

毕
业
要
求3
素质

要
求

指标3-1
思想政治素质。能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的方针和要求，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成为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专业人才。
H H H H

指标3-2
科学文化素质。了解中国纪检监察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具备扎实的纪检监察专

业知识和良好的文化修养；法治信仰坚定、具备良好的纪检监察职业道德。 H M H M

指标3-3
身体和心理素质。拥有健康强健的体魄，养成开朗乐观、积极向上的性格，具备较
强的心理抗压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具备正确处理人际关系能力和团结精神。 H H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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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表3）

课程平台与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修读
方式

毕业要求

毕业
要求
1-1

毕业
要求
1-2

毕业
要求
1-3

毕业
要求
2-1

毕业
要求
2-2

毕业
要求
2-3

毕业
要求
3-1

毕业
要求
3-2

毕业
要求
3-3

通识教育
课程平台

思想政治理论
课程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M M M L L L H H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L L L L L L M M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必修 H L L L L H H M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必修 H L L L L H H M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必修 H L L L L H H M M

形势与政策 必修 H L L L L H H M M

语言与写作 大学外语（通用外语、实用外语、跨
文化交际） 必修 M L L L L H H H M

应用技术 大学计算机（计算机文化、计算机技
术、计算机应用） 必修 M L L L L H H H M

军事、体育与健康

军事理论 必修 L L L L H L H L H

军事技能 必修 L L L L H L H L H

体育 必修 L L L L H L L L H

健康教育 必修 L L L L H M L L H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L L L L H L L L H

劳动教育、创新创
业与就业

创新创业基础课程 必修 M L L M H L L L H

创新创业专项课程 必修 M M M H H L M M H

劳动教育 必修 L L L L L L H L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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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规划 必修 H L L L H L L L H

大学生就业指导 必修 H L L L H L L L H

学科教育
课程平台

学科核心课程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必修 H H L M H L M M L

学科核心课程 纪检监察导论 必修 H H L M H L M M L

学科核心课程 党内监督学 必修 H H L M H L M H L

学科核心课程 监察法学 必修 H H L H H L M H L

学科核心课程 廉政学 必修 M L M M L M H H L

学科核心课程 党内法规学 必修 H H L H H L M H L

学科核心课程 法理学导论 必修 M M L M M L M H L

学科核心课程 宪法学 必修 M L L M L L M H L

学科核心课程 刑法学导论 必修 H H L H H L L H L

学科核心课程 行政法概论 必修 H H L H H L L H L

学科核心课程 政治学概论 必修 M L L M L M L H L

学科核心课程 监察制度史 必修 H M L M L L M H L

专业教育
课程平台

专业主干课程 廉政思想教育 必修 M L M M L M H H L

专业主干课程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概论 必修 H H L H H L M H L

专业主干课程 纪律审查与监察调查 必修 H H L H H L M H L

专业主干课程 巡视巡察基础 必修 H H L H H L M H L

专业主干课程 政务处分法概论 必修 H H L H H L L 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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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主干课程 刑事诉讼法学 必修 H H L H H L L H L

专业主干课程 职务犯罪概论 必修 H H L H H L L H L

专业主干课程 证据法学 必修 H H L H H L L H L

专业主干课程 中国民商事法律制度概论 必修 M M M M M L L M L

专业主干课程 国际法与国际经济法导论 必修 M M M M M L L M L

专业主干课程 政党制度 必修 M L L M L M L H L

专业主干课程 党的组织建设 必修 H H L H H L M H L

专业主干课程 中外廉政制度比较 必修 M L M M L M H H L

专业方向课程 司法鉴定概论 选修 M H L M H L L M L

专业方向课程 物证技术学 选修 M H L M H L L M L

专业方向课程 电子数据取证 选修 M H L M H L L M L

专业方向课程 大数据原理与应用 选修 M H L M H L L M L

专业方向课程 心理测试 选修 M H L M H M L M H

专业方向课程 财税系统职务犯罪各论 选修 H H L H H L L H L

专业方向课程 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各论 选修 H H L H H L L H L

专业方向课程 公检法司职务犯罪各论 选修 H H L H H L L H L

专业方向课程 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系统职务犯罪各
论 选修 H H L H H L L H L

专业方向课程 行政管理与公共政策 选修 M L L M L M L H L

专业方向课程 中国政府 选修 M L L M L M L 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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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课程 腐败心理学 选修 L M M L M M L L H

专业方向课程 中国监察文化史 选修 H M L M L L M H L

专业方向课程 西方监察制度史 选修 H M L M L L M H L

专业方向课程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要论 选修 H H L H H L L H L

专业方向课程 反腐败国际合作 选修 H H L H H L L H L

实践教学
平台

学科基础实验
/实践 纪检监察业务实训 必修 H H L H H L M H L

学科基础实验
/实践 纪检监察文书写作 必修 H H L H H L M H L

专业实验/实践 物证技术实验 选修 M H L M H L L M L

专业实验/实践 纪检监察大数据分析实务 选修 H H L H H L M H L

专业实验/实践 纪检监察问题线索处置实务 选修 H H L H H L M H L

专业实验/实践 谈话讯问询问实务 选修 H H L H H L M H L

专业实验/实践 纪检监察案件审理实务 选修 H H L H H L M H L

专业实验/实践 刑事诉讼法务实训 选修 H H L H H L L H L

专业实验/实践 民事诉讼法务实训 选修 M M M M M L L M L

专业实验/实践 行政诉讼法务实训 选修 M M M M M L L M L

创新实验/实践 学术与科技活动 选修 H H M H M L L L L

创新实验/实践 国企纪检监察实务 选修 H H M H M L L L M

创新实验/实践 职务犯罪监察实务 选修 H H M H M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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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实习、毕业论
文（设计）

社会实践 必修 H H M H M L L L L

各类实习、毕业论
文（设计）

专业实习 必修 H H M H M L L L L

各类实习、毕业论
文（设计）

毕业论文（设计） 必修 H H M H H L M H L

交叉学科
平台

交叉学科课程 舞弊审计实务 必修 H H L H H L L H L

交叉学科课程 心理学 选修 L M M L M M L L H

交叉学科课程 财政金融概论 选修 H H L H H L L H L

交叉学科课程 电子政务 选修 M M H M M L L M L

交叉学科课程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选修 L L H M L L M L L

通识选修

文学、艺术与美育 选修 L L H L L M L M L

数学与自然科学 选修 L L M L L M L M M

应用技术 选修 L L M L L L L M L

“四史”课程 选修 M H L M H L L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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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课程体系配置流程图（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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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

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专家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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