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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新疆财经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专业名称： 城市管理

专业代码： 120405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学位授予门类： 管理学

修业年限： 四年

申请时间： 2022-07-14

专业负责人： 王玉刚

联系电话： 18999861281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新疆财经大学 学校代码 10766

学校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学校网址 www.xjufe.edu.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新疆乌鲁木齐新疆乌鲁
木齐市新市区北京中路

449号

邮政编码 830012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教育部直属院校 o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þ地方院校

þ公办 o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þ经济学 þ法学 o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þ理学 þ工学 o农学 o医学 þ管理学 o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曾用名 新疆财经学院

建校时间 1950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59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审核评估 通过时间 2018年11月

专任教师总数 895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338

现有本科专业数 42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3484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3161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90.12%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150字以内）

学校砥砺奋进72载，扎根新疆大地，培养德才兼备、留得住、用得上的多
民族财经人才。1998年获批硕士学位授予权，2012年获批国家特殊需求博
士人才培养项目，2018年获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有1个博士一级学科授
权点、8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3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6个国
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学校现有42个专业。学校通过对人才需求市场调查与预测，2017年增设了
“金融工程”专业，2018年增设了“网络空间安全”专业。2019年学校出
台了《新疆财经大学学科、专业、院部优化调整方案》，对专业进一步优
化调整，增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工程造价”2个专业，停招
“数学与应用数学”“英语”“汉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文学”4个专业
，撤销“档案学”1个专业。2020年再停招“信息安全”“农村区域发展
”2个专业，增设“金融科技”1个专业。2021年增设“商务英语”“数字
经济”“网络与新媒体”3个专业。

申报类型 新增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 120405 专业名称 城市管理

学位授予门类 管理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公共管理类 专业类代码 1204

门类 管理学 门类代码 12

所在院系名称 新疆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开设年份 2000年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城市管理专业主要学习经济学、管理学、城市规划学、信息技术学，可以
从事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公共资源管理、城市经营实践、智慧城市管理等
方面的工作。就业领域大体上包括：（1）各级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城市
管理专业聚焦以人民为中心，把为市民服务，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作为专
业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此“大城管”概念下涉及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
政府部门，包括审批、建设、服务、执法等机构都是城市管理专业学生的
对口就业部门。（2）城市规划、开发及项目评估的企事业单位。随着城
市化步伐的加快，为配合政府城市管理工作，各类从事城市规划与开发以
及建设项目评估的企事业单位应运而生。这类单位也是城市管理专业毕业
生非常对口且容易进入的单位。（3）城市金融投资机构。城市管理专业
是融合经济、金融以及城市规划于一体的专业。财经类学校城市管理专业
毕业生到城市金融投资机构从事相关工作也是一个重要就业方向。
（4）智慧城市管理相关部门。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城市管理过程中整合
人口、交通、能源、建设等公共设施信息，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技术支
撑。具备多学科交叉知识，尤其融入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力的城市管理专业
学生是智慧城市管理相关部门的最佳专业人选。

人才需求情况

新疆城市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在增长。
    2021年末2022年初，新疆城市常住人口1482万人，常住人口城市化率
达到57.26%。根据规划，到2035年新疆城市人口达到1700万人，城市化水
平预计达到66%—68%。
    1.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对城市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将
会逐年增加。
    2022年2月14日，马兴瑞书记在《人民网》发表《加快新疆数字化建
设发展》一文，明确提出，数字信息产业革命是中国弯道超车领先世界的
机会，新疆一定要抓住这一轮数字经济的弯道，快速追赶。如果新疆依旧
是按照传统思维的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的模式，那永远是北上广深在前头
，新疆永远在后列。未来三、四线城市和一线城市之间的差距，可以用较
短时间内弯道超车赶超。因为在智能科技、数字化信息发展中，城市和城
市之间的信息传递、人口流动、资金流转、物品流动会越来越快。马书记
高度重视数字经济，顶层设计谋划数字经济如何提振新疆经济，2016-
2021年，新疆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增长17.95%，高于同期新疆GDP增速
10.49个百分点。2021年新疆数字经济规模已达4255.70亿元，同比增长
12.97%，占GDP比重为27.36%。
    2.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金融中心建设发展对城市管理专业人才的需
求将会大幅提高。
    习总书记7月中旬考察新疆指出：“新疆不再是边远地带，而是一个
核心区、一个枢纽地带”。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发展迅速
，2018年以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推动境内外金融机构纷纷落地
新疆。新疆首家省级商业银行新疆银行开业、巴基斯坦哈比银行乌鲁木齐
分行开业、中信集团控股新疆股权交易中心、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在新疆
3个地区设立。银保监会公布，截至2022年3月末，全疆共有银行业金融机
构3755家，保险机构2085家，较2012年末分别增长11.03%、33.06%，目前
已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功能互补的金融组织体系。
    新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金融中心雏形初现
，智慧城市管理、城市金融投资是新疆财经大学城市管理专业的侧重点。
通过走访调研自治区人社厅、新疆瑞德鸿信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均反映对城市管理专业毕业生需求将大幅增长，年度总需求量达到
100人，未来3年内需求规模将达到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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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预计升学人数 5

预计就业人数 30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 1

自治区财政厅 1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1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

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 2

乌鲁木齐城市管理局 2

乌鲁木齐自然资源局 2

乌鲁木齐市城乡规划管
理局 2

乌鲁木齐市政建筑设计
研究院 1

特变电工 2

路桥集团 2

恒大公司 2

万科集团 2

中国工商银行 1

乌鲁木齐各社区 4

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1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1

新疆哈密市伊吾县 1

新疆瑞德鸿信环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新疆财经大学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名称：城市管理 

专业代码：120405 

一、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高等教育为人民服

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理念。以新文科专业建设为方向，

统揽师资、课程、教材、资源和教学改革，构建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对人才的需求，着力培养具有爱国情怀、社

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培养目标 

城市管理专业发挥学校学科特色，注重学科交叉，培养适应新文科背景，

服务于新疆智慧城市管理，具有良好品德和公共服务意识、熟悉金融和财税

知识、掌握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现代城市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具有城市规

划与管理、城市执法、城市运营、咨询服务等能力，能在城市建设和管理部

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从事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三、培养要求 

学生主要学习现代城市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新一代信

息技术和现代城市管理理论、技术和方法，熟悉我国城市管理的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和制度，具备规划、协调、组织和决策的基本能力，能够胜任城市

管理工作。 

1.掌握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坚定的政治方

向，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崇高的公共情怀，热爱公共管理事业，

遵纪守法，团结诚信；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健康的



体魄；具有中华文化传统的道德美德，熟悉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

基本的文学、艺术知识和修养。 

2.具有扎实与跨学科的知识体系、思维模式和分析与研究能力。具备金

融、财税领域的知识背景，具备城市管理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方

面的相关知识,熟悉国家城市规划、建设及管理的政策法律法规及城市管理

原理、公共政策知识，熟练掌握计算机、数据分析与处理、统计分析技术，

能够对智慧城市的复杂系统管理进行规划和实施，助力城市管理精细化智能

化科学化发展。 

3.具有较熟练的掌握智慧城市、数据城市、绿色城市等技术的操作能力。

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具备较强的数理统计和社会调

查、数据图表处理能力，拥有较强的管理咨询、项目筹划等服务能力。 

4.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听、说、

读、写能力。 

5.接受良好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基本培训，具有创新意识、协同攻

关能力、沟通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发展规

划意识、自我设计开发潜质和较强的执行力。 

四、修业年限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4年，修业年限3-6年。 

五、授予学位 

管理学学士  

六、课程设置 

主要课程：城市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城市管理学、公共政策

学、城市规划管理、城市数字化管理、城市投融资管理、智慧城市理论与实

务、土地资源管理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实践性教学环节由实验模块、调研模块、实习和

论文（设计）模块、课外科研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模块四个环节构成。具体如

下： 

1.实验模块主要包括：电子政务模拟系统实验、城市管理案例分析、社



会保险实务操作、公共政策模拟仿真、公共危机沙盘实验等； 

2.调研模块包括：一是专业课程的社会调查，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安

排实践课时带领学生在城市规划部门、城市管理部门、政务服务中心、社区、

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开展社会调查；二是寒、暑假的社会调研，假期安排学生

结合家乡所在地实际，开展社会调研，师生合作完成科学研究项目、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等。 

3. 实习和论文（设计）模块包括：专业实习，安排在第六学期，时间为

两周；毕业实习，安排在第八学期，时间为六周；毕业论文，安排在第八学期，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选题、开题、撰写论文、答辩等环节，独立完成。 

4.课外科研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模块包括：公共政策调研、城市规划调研、

创新创业大赛、城市管理案例大赛、“挑战杯”竞赛、科技作品、发明创造、

校园文化活动、职业资格与技能训练等。 

七、课程体系设置表 

课程体系 课程性质 学分要求（学分）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必修 20 

通识课程 必修 42 

专业基础课 必修 22 

专业核心课 必修 21 

专业选修课 选修 18 

跨专业选修课 选修 10 

通识教育选修课 选修 10 

实践教学 必修 17 

总计  160 

 

 

 



八、专业教学计划表（见附表） 

城市管理专业教学计划 

课

程 

性

质 

课 

程 

类 

别 

课程名称 学分 
总 课

时 

理 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按学期每周课时分配 

1 2 3 4 5 6 7 8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必

修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3 54 48 6 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48 6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3 54 48 6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3 54 48 6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54 48 6      3   

简明新疆地方史 3 54 48 6   3      

形势与政策 2 56 56  √ √ √ √ √ √ √  

 20 380 326 36 3 3 3 3 3 3   

通
识
课
程 

大学语文与写作 3 54 54   3       

微积分 5 108 90 18 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72 54 18  4      

 

线性代数 3 72 54 18   4     

 

大学英语Ⅰ/语文Ⅰ 3 72 54 18 4       

 

大学英语Ⅱ/语文Ⅱ 3 72 54 18  4      

 

大学英语Ⅲ/语文Ⅲ/

基础英语Ⅰ 
3 72 54 18   4     

 

大学英语Ⅳ/语文Ⅳ/

基础英语Ⅱ 
3 72 54 18    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基

础 
2 36  36 2       

 

微机应用软件基础 2 36  36  2      

 

体育Ⅰ 1 36  36 2       

 

体育Ⅱ 1 36  36  2      

 

体育Ⅲ 1 36  36   2     

 

体育Ⅳ 1 36  36    2    

 

新生专业导论  4 4  √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

业指导Ⅰ 
1 18 18  1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

业指导Ⅱ 
1 18 18  

 

  

 

 1  

 



创新创业学通论 2 36  36     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6 36   2  

 

    

国防教育（军事理论） 2 36 36  √ √      

 

 42 958 580 378 15 17 10 6 2 1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 
2 36 30 6  2       

微观经济学 2 36 30 6  2    

 

 

 

宏观经济学 2 36 30 6   2   

 

 

 

管理学 3 54 46 8 3     

 

 

 

会计学 2 36 30 6 3     

 

 

 

统计学 3 54 48 6    3  

 

 

 

法学概论 2 36 30 6   2   

 

 

 

政治学原理 3 54 46 8   3      

公共管理学 3 54 46 8    3     

 22 396 336 60 6 5 8 3     

专
业
课
程 

城市管理概论 3 54 44 10   3   

   

公共政策学 3 54 44 10     3 

   

公共伦理 3 54 46 8     3  

  

城市社会学 2 36 30 6   2    

  

城市投融资管理 2 36 30 6    2   

  

城市管理案例分析 2 36 20 16      2 

  

公共管理技术与方法 2 36 30 6       2 

 

城市数字化管理 2 36 20 16     2  

  

城市经济学 2 36 30 6   2    

  

 21 378 294 84       

  

专业必修课程合计 43            

选

修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城市规划管理方向 

城市规划管理 2 36 26 10    2     

区域经济管理 2 36 26 10     2    

公共关系学 2 36 22 14     2    

智慧城市理论与实务 2 36 22 14     2    

公共危机管理 2 36 22 14      2   

遥感概论 2 36 22 14       2  

土地资源管理 2 36 22 14       2  

财政管理 2 36 22 14      2   

城市综合管理信息系

统实验 
2 36 0 36       2  

城市公用事业管理方向 

公用事业管理 2 36 26 10    2     

社区管理 2 36 26 10     2    

城市文化创意产业 2 36 22 14     2    

社会保障概论 2 36 22 14     2    



公用事业管理案例分

析 
2 36 22 14      2   

城市生态学 2 36 22 14       2  

城市管理执法实务 2 36 22 14       2  

领导科学 2 36 22 14      2   

城市综合管理信息系

统实验 
2 36 0 36       2  

 18 324 184 140     4 6 8  

跨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商业银行学 2 36 22 14    2     

证券投资学 2 36 22 14    2     

区块链原理与应用 2 36 22 14     2    

Python 程序设计导论 2 36 22 14     2    

ArcGIS 软件应用 2 36 22 14      2   

城市传播学 2 36 22 14      2   

AutoCAD 技术与应用 2 36 20 16       2  

管理沟通 2 36 20 16       2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2 36 20 16       2  

社交与礼仪 2 36 20 16    2     

财政专题研究 2 36 20 16    2     

中亚五国概况 2 36 20 16       2  

跨选课应修 5 门小计 10 180 106 74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附后） 

通识教育选修 

课程应修小计 

 

10 180 120 60         

必

修 

实

践

教

学 

本科生科研训练 1 16 10 6      √   

专业实习 2        √ √   

毕业实习 4         √ √ √ 

毕业论文（设计） 6         √ √ √ 

社会实践 2      √ √ √ √   

国防教育（军事技能） 2 112  112 √ √       

劳动与安全教育  42 20 22 √ √ √ √ √ √ √  

 17 170 30 140         

总计 160 2966 1994 972         

 

 

 



通识教育课一览表 

所属模快

类型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开课学院 

开设

学期 

修读专业（面向

对象） 
备注 

国学经典

与文化传

承 （ 29

门） 

0620214 国学智慧 2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4220335 “四书”选读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336 “五经”选读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337 
《说文解字》与中华文

化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334 中华文化精粹 2 基础学院 2—5 各学科门类   

0620256 中华诗词之美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45 中国传统文化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44 
中国文化：复兴古典 

同济天下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4220333 中华文化导读与体验 2 基础学院 2-3 各学科门类   

4220332 
中华衣裳传统服装文

化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3820014 中国文化概论 2 
文化与传

媒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

除外） 

  

4220330 
中国古典诗文诵读与

吟唱 
1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3820021 中国古典小说赏析 2 
文化与传

媒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新

闻学、汉语言文

学、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除外） 

  

4220339 
《诗经》中的爱情与婚

姻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340 《论语》导读 2 基础学院 2-3 各学科门类   

4220341 儒家文化 2 基础学院 6—7 各学科门类   

4220342 道家智慧 2 基础学院 6—7 各学科门类   

4220343 道德经智慧启示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344 中国茶道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0620240 
孙子兵法中的思维智

慧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75 走进故宫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4220349 篆书与篆刻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391 中国民俗文化赏析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392 文物精品与中国文化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393 地名与文化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394 千古风流人物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395 
中华传统服饰的前世

今生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396 庄子思想解读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397 周易文化精粹概述 1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心理健康

与生命关

怀 （ 12

门） 

0720007 心理卫生学 2 
学生工作

处 
2—7 各学科门类   

0720014 社会心理学 2 
学生工作

处 
2—7 各学科门类   

0720006 人格心理学 2 
学生工作

处 
2—7 各学科门类   

0620242 心理、行为与文化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28 跨文化沟通心理学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54 情商与智慧人生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72 运动安全与健康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27 关爱生命-急救与自救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68 关爱父母健康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31 食品安全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06 艾滋病、性与健康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76 你不知道的毒品真相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文明对话

与世界视

野（9 门） 

0620235 人类与生态文明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34 生命科学与人类文明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66 
世界经济地理之一带

一路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32 丝绸之路文明启示录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3620060 丝路概况与户外旅游 2 旅游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3820135 世界文化概论 2 
文化与传

媒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汉

语言文学、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除

外） 

  

4420020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3820033 中外名著欣赏 2 
文化与传

媒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新

闻学、汉语言文

学、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除外） 

  

4220412 
一本好书--经典原著

阅读与分享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科学进步

与科学精

神 （ 29

门） 

0620249 人工智能与信息社会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78 带你玩转 VR虚拟现实 2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39 3D打印技术与应用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79 汽车行走的艺术 2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43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信

息安全防护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80 走近核科学技术 2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3720062 网页设计基础 2 
信息管理

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除外） 

  

3720021 计算机网络技术 2 
信息管理

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除外） 

  



3720058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2 
信息管理

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除外） 

  

3720334 区块链技术与应用 2 
信息管理

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0620241 
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制

作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38 Office高效办公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81 人因工程-因人而设 2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29 人文视野中的生态学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82 奇异的仿生学 2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83 食品保藏探秘 2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84 生活中的工业设计 2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60 
可再生能源与低碳社

会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61 
材料与社会—探秘身

边的材料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33 科学与文化的足迹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85 地球生命之旅 2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69 科学认识天气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30 天文漫谈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36 走进航空航天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86 走进民航 2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90 科学的精神与方法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7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74 博弈策略与完美思维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88 系统思维与系统决策 2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艺术创作

与审美体

验 （ 13

门） 

4220346 书法入门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347 国画鉴赏与实践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3820012 大学美育 2 
文化与传

媒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0620262 视觉与艺术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57 美学原理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25 美学与人生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55 
艺术哲学：美是如何诞

生的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58 影视鉴赏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47 音乐鉴赏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48 舞蹈鉴赏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20 形象管理 2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4220350 
一舞一世界--舞蹈鉴

赏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389 
时光的旋律--中国音

乐赏析与实践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文化传播

与素质拓

展 （ 23

门） 

0620273 
定格身边的美—数码

摄影攻略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3820223 摄影与摄像技术 1 
文化与传

媒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新

闻学、汉语言文

学专业除外） 

  

3820053 大众传播学 2 
文化与传

媒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新

闻学专业除外） 
  

3820077 广告学 2 
文化与传

媒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新

闻学、汉语言文

学专业除外） 

  

0620253 影响力从语言开始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63 
公共关系与人际交往

能力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71 生活中的社会学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67 税收与百姓生活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59 创业管理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15 创新中国 2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3820220 公务员申论写作 2 
文化与传

媒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520005 国际象棋 1 体育部 2—7 各学科门类   

4220398 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399 
MHK三级应试方法与技

巧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407 
MHK四级应试方法与技

巧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408 商务应用文写作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409 商务社交与沟通技巧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410 论文写作技巧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4220411 国家通用手语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5120097 
公共关系与大学生就

业 
2 

公共管理

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0620301 
当代大学生国家安全

教育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300 劳动教育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4220390 形体训练与表演实践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红色文化

与四史教

育 （ 10

门） 

0620291 红色经典导论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92 延安精神概论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93 红船精神与时代价值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94 雷锋的人生观修养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95 红色旅游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96 
延安精神特色素质教

育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97 北大荒精神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98 
铁人精神及其时代价

值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0620299 四史学习 1   2—7 各学科门类 
在线课

程 

4220352 
经典红色作品影视赏

析 
2 基础学院 2-7 各学科门类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 专业核心课程表

 

5.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管理学原理 54 3 仇韪、井西晓 1

政治学原理 54 3 尹素琴、张慧 3

公共伦理 54 3 王玉刚、罗彬 5

公共管理学 54 3 杨梅、井西晓 4

城市管理概论 54 3 刘芳、米巧 3

法学概论 36 2 王玉刚、徐疆 3

公共政策学 54 3 于凯、杨梅 5

城市经济学 36 2 仇韪、石天戈 3

城市社会学 36 2 罗彬、金郁希 4

城市规划管理 36 2 李啸虎、张金玲 4

城市投融资管理 36 2 谢婷婷、米巧 4

城市数字化管理 36 2 于凯、古力努尔 5

智慧城市理论与实务 36 2 田进、杨梅 5

公共危机管理 36 2 师文喜、刘婷 6

城市公共管理案例分析 36 2 蒲钰峰、古力努尔 6

土地资源管理 36 2 马长发、米巧 7

城市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实验 36 2 李啸虎、马长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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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刚 男 1972-07 公共关系学 教授 苏州大学 行政法 硕士 政府公共
关系 专职

谢婷婷 女 1980-04 城市投融资管理 教授 东北财经
大学 金融学 硕士

金融理论
与资本市

场
专职

马长发 男 1975-07 土地资源管理 教授 中国人民
大学

土地资源
管理 博士 新型城镇

化 专职

罗  彬 男 1968-09 城市社会学 教授 中国人民
大学 传播学 博士 公共传播 专职

田  进 男 1978-02 智慧城市理论与实务 教授 武汉大学 公共管理 博士
电子政务
与城市管
理信息化

兼职

师文喜 男 1987-01 公共危机管理 其他正高
级

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

安全科学
与工程 博士 城市公共

安全 兼职

于  凯 男 1974-10 公共政策学 副教授 大连理工
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博士

公共安全
与公共舆
情治理

专职

李啸虎 男 1978-10 城市生态学 副教授 中国科学
院大学

人文地理
学 博士 城市生态

与旅游 专职

尹素琴 女 1974-09 城市管理概论 副教授 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

理
博士 地方政府 专职

井西晓 女 1978-01 政治学原理 副教授 武汉大学 行政管理 博士 基层治理 专职

张金玲 女 1978-01 城市规划管理 副教授 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
学 博士 社会保障 专职

杨  梅 女 1979-06 公共管理学 副教授 北京大学 行政管理 博士
公共服务
与营商环
境政策

专职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仇  韪 男 1987-12 城市经济学 副教授 新疆大学
人口、资
源与环境
经济学

博士 公共经济 专职

石天戈 男 1986-10 城市经济学 副教授 中国科学
院大学 人文地理 博士 区域经济

学 专职

刘  芳 女 1982-12 城市管理概论 讲师 新疆大学
人口、资
源与环境
经济学

博士 城市规划 专职

米  巧 女 1991-05 土地资源管理 讲师 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

农业经济
管理 博士 土地管理 专职

古力努
尔﹒艾

尔肯
女 1988-07 城市数字化管理 讲师 新疆大学 计算机应

用技术 博士 数字政府 专职

马  翔 男 1990-05 城市社会学 讲师 新疆师范
大学 教育管理 博士 教育管理 专职

刘  婷 女 1991-04 公共危机管理 讲师 新疆大学 行政管理 硕士 政府公共
关系 专职

金郁希 女 1995-05 城市社会学 讲师 爱德华王
子岛大学

教育领导
力 硕士 基层治理 专职

张  慧 女 1992-01 政治学原理 讲师 东京大学 政治学 硕士 基层治理 专职

蒲钰峰 男 1990-10 城市规划管理 讲师 悉尼科技
大学 工程管理 硕士

建筑管理
和工业管

理
专职

专任教师总数 20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6 比例 27.27%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14 比例 63.64%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22 比例 100.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16 比例 72.73%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10 比例 45.45%

36-55岁教师数 12 比例 54.55%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2:20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7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7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王玉刚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校党委常
委、纪委
书记

拟承
担课程 公共伦理、公共关系学 现在所在单

位 新疆财经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0年研究生毕业于苏州大学行政法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公共关系、公共伦理、基层党建、纪检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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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关系学》教学团队带头人，《公共关系学》自治区一流本科课程负
责人，在教育教学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和探索：一是作为第一主编编著《
新编公共关系学》教材；二是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汇编公共关系学课程思
政案例库；三是开展线上线下教学改革，采用雨课堂、智慧教室、翻转课
堂等方式，使用慕课和网络资源，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探索。主要成
果及获奖如下：
1.2021年负责的《公共关系学》荣获自治区一流本科课程；
2.2020年负责课程《公共关系学》荣获新疆财经大学“金课”；
3.2020年带领教学团队录制《公共关系学》在中国大学MOOC平台SPOC专区
开放运行；
4.2020年带领教学团队荣获全国教学创新大赛自治区级团队三等奖；
5.2020年主持项目“新疆高校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
”荣获新疆党的建设研究会调研课题优秀成果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近年主持及参加各类科研项目十余项，其中主持教育部课题1项，省部级课
题2项，自治区治区高校研人文社科项目1项，其他横向课题3项，发表学术
论文10余篇。主要成果及获奖如下：
1.主持教育部思政精品项目“三进两联一交友·五育宿舍——创建五育并
举管理模式，探索培养团结奋进的时代新人”；
2.主持自治区高校研人文社科项目“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新疆预防腐败研
究（XJEDU2018S30）”；
3.新疆党建研究会重点课题“南疆少数民族党员数量与质量问题研究”荣
获调研课题优秀成果奖；
4.论文“忠诚捍卫总目标 坚决维护民族团结生命线”被评为全国优秀理论
成果。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6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29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公共关系学》203学时
《公共伦理》72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2

姓名 马长发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
担课程

土地资源管理、
城市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实验

现在所在单
位 新疆财经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1年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新型城镇化、土地经济与土地政策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实践和教改研究，把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注重传
授前沿理论和交叉知识，在教学中勇于创新和钻研，突出特点是带领学生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团队参加多项国家级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主要成果及获奖如下：
1.带领团队承办和参加市场调查大赛新疆赛区竞赛，获优秀组织奖；
2.主持新疆财经大学教改项目“国外先进理念在本土化过程中的知行相悖
、盲点分析及瓶颈突破”；
3.获得新疆财经大学优秀教学质量二等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博士研究生导师，主持国家课题3项，省部级课题2项，发表学术论文15篇
，其中核心期刊6篇。主要成果及获奖如下：
1.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扶贫、稳定、城乡融合视域下南疆四地州
新型城镇化制度变迁路径研究（71864034）”；
2.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东西部产业转移受阻背景下新疆差别化土
地政策构建（71263049）”；
3.主持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南疆三地州新型城镇化适宜速度研究
（2015BJY018）”;
4.主持新疆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扶贫与社会风险消解视域下的南疆四地州
城镇化模式户籍-土地-财税制度联动改革研究（2017D07019）”;
5. 论文“东中西部土地要素产出弹性与土地资源配置策略研究”荣获中国
土地学会年会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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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管理信息系统》168学时
《信息管理学》72学时
《城市土地开发与管理》34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30

姓名 谢婷婷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城市投融资、商业银行学 现在所在单

位 新疆财经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7年硕士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金融理论与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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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学一线从事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采用新文科理念开展教学改革，坚
持立德树人，凝练特色课程思政，教学深受学生喜爱，多次在教学竞赛中
获奖。主要成果及获奖如下：
1.主持2021年度自治区高校本科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综合教改项目
）“新文科背景下思政引领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创新（ZH-
2021012）”；
2.主持2022年校级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3.主持2021年校级“三全育人”示范点建设项目“多维融合视角的科研育
人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4. 2022年获第二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新疆赛区正高组二等奖；
5. 2022年获得校级优秀教学管理奖；
6.带领团队录制《证券投资学》在中国大学MOOC平台SPOC专区开放运行。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主持国家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3项，发表学术论文14篇，其中核心期刊6篇
。主要成果及获奖如下：
1.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民族地区财政与金融协同促进稳定脱贫的
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20BMZ150)”；
2.主持兵团社科基金项目“兵团全面深化改革下金融风险识别、测度与防
范研究（18YB15）”；
3.主持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新疆推进乡村振兴与城
乡融合发展研究（2022ZJFY48）”；
4.主持新疆财经大学重大咨政项目“财政与金融协同创新推进新疆全面脱



 

 

 

 

 

 

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问题研究（2020XZZ001）”；
5.主持新疆财经大学丝路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智库调研项目“南疆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资金多元供给路径与对策研究 （ZKYB2202）”。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11.5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51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城市投融资管理》400课时
《商业银行学》180学时
《证券投资学》280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26

姓名 罗彬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MPA教育中

心副主任

拟承
担课程 城市传播学、城市文化创意产业 现在所在单

位 新疆财经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0年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城市传播                        政府公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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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公共关系学》自治区一流课程建设，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实践，积极
探索教育教学改革，突出特点是带领学生积极参与到课题调研，理论与实
际密切结合，立足新疆区情解决现实问题。主要成果及获奖如下：
1. 参与建设课程《公共关系学》荣获自治区一流本科课程；
2.2019年、2021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获优秀论文奖；
3.2014年获新疆财经大学教学质量三等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教育部学位论文通讯评审专家。近年发表核心论文17篇，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1项，自治区社科基金2项，教育厅重点项目1项，专著1部，主编教材一
部。主要成果及获奖如下：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族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传播与文化认
同研究（15xxw003）”；
2.主持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兵地融合背景下兵团精神话语建构中的媒介
记忆研究（20BXW114）”；
3.获自治区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奖；
4.专著《新闻传播人本责任研究》获新疆财经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4.5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45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传播学概论》230课时
《本科生科研训练》72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30

姓名 于凯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院长

拟承
担课程

公共政策学
城市数字化管理、区块链原理与应

用

现在所在单
位 新疆财经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5年博士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与数字治理、突发事件与舆情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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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政策学》教学团队带头人，主持教改课题4项，发表教改论文2篇。
积极探索混合式教学创新，深入推进课程思政，突出特点是推进虚拟仿真
实践教学，注重在实验实训方面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主要成果
及获奖如下：
1.2022年“《公共政策学》虚拟仿真实践教学体系研究”获批教育部产学
合作协同与人项目；
2.2020年“HCNA-AI认证驱动的人工智能课程改革与教学创新”获批教育部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3.2020年负责课程《公共政策学》获得新疆财经大学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金课”荣誉；
4.2019年“数据驱动的公共管理综合实验室”获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博士研究生导师，《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C》《
Modern Physics Letters B》《管理评论》和《计算机科学》等国内外核
心期刊审稿人，自治区天山青年计划项目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4项、厅局级项目3项，发表SCI、EI及国
内核心期刊论文10余篇。主要成果及获奖如下：
1.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线上线下双层耦合网络的信息传播
模型研究》(71561025)”；
2. 主持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智能时代新疆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治理
与引导机制研究》(21BTQ162)” ；
3.主持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多层网络模型的信息传播源头定位
研究》(2019D01A22）”；
4.主持自治区政务服务能力第三方评估项目子课题；
5.主持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重点项目“社会经济舆情大数据及其应用研究
（XJEDU2016I038）”，结项荣获优秀。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8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68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公共政策学》160学时
《领导科学》72学时
《本科生科研训练》48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6



 

7.教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474.45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200（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近年来新疆财经大学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相继出台专
业建设质量标准和行动计划，为城市管理专业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费
保障，并建立本科建设经费预算优先和稳定增长机制，逐年提高本科教学
经费预算，保证教学建设经费平均增幅不低于学校财力年均增幅；加大本
科教学条件改造及教学奖励力度，保证本科教学信息化正常运行与维护经
费的投入。
城市管理专业年度建设经费将达到220万元，经费来源主要有：（1）校内
专业建设费：自治区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经费、自治区级一流本科课程建
设经费、校级金课建设经费、三全育人课程示范点建设经费、校级培育专
业建设经费；（2）产学研联合培养经费：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经费、
实践基地合作经费等。
重点用于以下方面：（1）师资建设，培养优秀教学团队；（2）校内外实
践条件建设，建立广泛对外合作渠道；（3）虚拟教研室建设；（4）课程
及线上线下资源库建设。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35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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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我校于2019年建成覆盖全校的数字校园系统。学校投
入2806万元用于实验室建设，包括实验教学综合管理平台项目、数据挖掘
与大数据分析实训平台、VR实验室等。2020年投入950万元建成实验室管理
与实验教学管理云平台项目，投入150万建立公共管理综合实验室。2021年
投入2亿元建设综合教科研交流中心。公共管理学院未来将进一步完善公共
管理综合实验室，计划新增城市应急管理决策模拟实训室、土地规划设计
实验室等，总投资300-500万元，保障本专业教学与实训需要。成立新疆区
块链政务服务研究中心，与乌鲁木齐市城乡规划管理局等单位加深合作
，新增10个实习基地。
保障措施：2020年以来学校建成20间智慧教室、国学教室和马列主义教学
体验式，极大改善教学条件；学校图书馆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馆藏文
献总量已达到136余万册，其中纸质图书98万余册，电子图书38万余册。年
文献购置费为250万元。目前已购入国内外数据库（含镜像）10个，自建特
色数据库7个。学校重视与国内已有城市管理专业的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如
：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在新文科建设和城市管理领域开
展交流合作。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投影仪 NEC P451 5 2017年 36.9

STATA14SE软件 20 1 2018年 6

EViews9Enterise软件 30 30 2018年 15

DEASolvar-Pro软件 20 20 2018年 16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Arc cis10.3 1 2018年 18

交互式电子白板 东方中原DB-107 2 2018年 6

多媒体讲台及扩音设备 120 2 2018年 25

微型计算机 联想启天M4500 70 2019年 5.6

教师多媒体集体备课室 智慧树教学配套设备 1 2020年 150

多功能统计与数据分析实验室 学校标准实验室 2 2020年 1200

智慧教室 智慧树2.0系列产品 2 2019年 400



教学研讨室 标准办公室 4 2019年 200

触摸大屏电视一体机 创维86英寸MH8618 4 2020年 120

打印机 惠普 20 2018年 16

扫描仪 松下KV-S1015C 6 2019年 36

碎纸机 得力5级保密办公碎纸
机

6 2019年 48

办公室及桌椅 标准办公室 25 2019年 250

图书资料室 标准办公室 1 2019年 200

触摸一体机 东方中原YTGZ 2 2019年 60

会议平板 MAXHUB CA75CA 2 2020年 62

多媒体教学仪 艾路摩L-12 4 2020年 46

复印机 美能达246 5 2019年 45

笔记本电脑 华为MateBook 锐龙 15 2020年 75

大数据精确采集与监测系统 “智采”大数据精确采
集与监测系统

1 2019年 268

大数据资源教学管理云平台 “八星课”大数据在线
教学管理云平台

1 2019年 168

大数据实验平台 完美校园大数据实验平
台V1.0

1 2019年 150

大数据科研平台 完美校园大数据科研平
台V1.0

1 2019年 150

云计算管理系统 完美校园大数据实验平
台V1.0

1 2019年 90

商业智能分析软件 tableau 2 2019年 132

大数据管理及智能分析平台 “云创大数据”智能分
析平台

1 2019年 275

电子政务系统软件 奥派 1 2019年 80

公共管理危机应急决策沙盘软件 奥派 1 2019年 100

公共治理大数据分析实训平台 奥派 1 2019年 230

中国公共管理数据库 奥派 1 2019年 65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当前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高层次城市管理专业人才。新疆作为丝绸之

路经济带核心区，迫切需要全面提升城市能级、带动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对

城市管理人才的市场需求非常迫切。该专业充分发挥财经院校学科优势，培养

既熟悉金融和财税知识、又掌握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现代城市管理基本理论和方

法的复合型人才，符合新疆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需要，对于实现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和经济价值。 

该专业已储备优秀的师资队伍，职称、学历、年龄结构合理，教学能力

强。实践教学条件良好，能够很好地满足实验实践教学需要。学校硬件环境

支持，制度设计有保障，人才培养方案经过多轮论证，并向内地院校取经，

建设基础较好，准备条件成熟，符合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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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