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治监督学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262020021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政治监督学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upervision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政治监督学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是一门综合融会政治学、行政

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课程。本课程旨在向学生介绍政治监督学的

基本知识，着重探讨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体系与政治监督机制，以及政治监督机制与

政治文明的互动关系。在比较借鉴古今中外政治监督方面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的基

础上，寻求改革与完善我国政治监督体系的有效对策。课程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中国

古代监察制度，近代中国的政治监督实践，西方国家的政治监督体系，现代监察机关

举例，中国当前的政治监督机制，腐败与反腐败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基本的监督理论、监督模式与监督方法，具备一定的分析研究廉政建设与反腐败问题

的能力，树立廉洁奉公、依法行政与高效施政的理念。课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

为指导方针，以政治学的视角和方法观照现实，引导学生树立现代政治思维，培养学

生在未来从事理论研究的学术素养和投身政府公共事务的实践能力。课程教学秉承

“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理念，鼓励学生自我研究、主动探索、分享成果，实现

专业技能与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upervision is a selective course of the maj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it is also a course which contains and mixes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politics, public administration, law and sociology. This course
aims to the basic knowledge of political supervision, focuses on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modern state and politic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comparison and
learn the theories and experiences of political supervision all over of world, the course
seeks to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to reform and perfect the political supervision systems
in China. All the subjects of the lectures are as follows: monitoring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the practice of political supervision in modern China, political supervision systems
in western countries, examples of supervisory organs in modern countries, current politic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 China, corruption and anti corruption. The aim of this course is
to make students to know the basic supervision theories, supervision modes and
supervision methods, to have the abilities of research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and
honest government as well as anti corruption, to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integrity,
fairness, administration by law and efficient governance. Guided by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and observing the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
course focuses on guiding students to set up modern political thinking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academic literacy to engage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as well as practical ability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government public affairs in the future. This course also adheres to
the talent cultivation concept of "student-centered", encourages students to conduct



self-research, take the initiative to explore and share results, and promotes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教材

（Textbooks）
王舵：《监督学概论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 年。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吴丕，袁刚，孙广厦：《政治监督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尤光付：《中外监督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13 年。

莱斯利·霍姆斯：《腐败》（牛津通识读本），译林出版社，2019 年。

江国华：《国家监察权力运行及其监督机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 年。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政治学与行政学

专业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语种

双语：中文+ 语种（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任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研

究方向为政治监督与党内法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韩旭，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学习目标

（ Learning

Outcomes）

1.掌握政治监督的基本理论、体系模式与运行机制。

2.具备一定的分析研究廉政建设与反腐败问题的能力。

3.培育现代政治思维，树立廉洁奉公、依法行政与高效施政的理念。

*考核方式

（Grading）
总评成绩=平时成绩 30%+期末考试成绩 7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周次

教师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2 2

第一章 政治监督学总论：一、引言；二、政治监督学之“监督”；

三、政治监督学之“政治”；四、政治监督学之“学”；五、小结。

（韩旭）

教学方法：讲授法

第二周 2 2
第二章 中国古代监察史（上）：一、古代监察制度。（任玥）

教学方法：讲授法

第三周 2 2

第二章 中国古代监察史（下）：二、古代谏议制度；三、古代权力

监督的特点与局限。（任玥）

教学方法：讲授法

第四周 2 2

第三章 近现代政治监督的转型：一、清末新政的相关改革；二、北

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监督；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监督；四、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监督探索。（任玥）

教学方法：讲授法

第五周 2 2

第四章 比较视野下的政治监督（上）：一、以权利制约权力；二、

以权力制约权力。（任玥）

第六周 2 2

第四章 比较视野下的政治监督（下）：三、以社会制约权力；四、

现代监察机关举例。（任玥）

教学方法：讲授法

第七周 2 1 1
案例分析：水门事件与政治监督（任玥）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

第八周 2 2

第五章 党内监督：一、党内监督概述；二、纪律监督；三、巡视监

督；四、派驻监督。（韩旭）

教学方法：讲授法



第九周 2 2

第六章 人大监督：一、引言；二、人大制度；三、人大监督；四、

小结。（韩旭）

教学方法：讲授法

第十周 2 2

第七章 民主监督：一、引言；二、政协制度；三、新型政党制度；

四、协商式监督。（韩旭）

教学方法：讲授法

第十一周 2 2

第八章 行政监督：一、行政监督的类型；二、行政监督的特点；三、

行政监督实践。（韩旭）

教学方法：讲授法

第十二周 2 2

第九章 司法监督：一、司法监督；二、行政诉讼；三、法律监督。

（韩旭）

教学方法：讲授法

第十三周 2 2

第十章 社会监督与监察体制改革：一、社会监督；二、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三、监察权相关问题。（韩旭）

教学方法：讲授法

第十四周 2 2

第十一章 腐败与反腐败：一、腐败的定义与分类；二、腐败的原因

与后果；三、腐败程度的测量；四、腐败与反腐败理论；五、反腐

败战略与国际合作。（任玥）

教学方法：讲授法

第十五周 2 2

第十二章 政治监督学结语：一、政治监督体系；二、问题与对策；

三、政治监督的未来。（韩旭）

教学方法：讲授法

第十六周 2 2

学生课堂展示：自选一个有代表性的政治监督案例，运用政治监督

学的知识和理论进行分析。（任玥）

教学方法：课堂汇报

总计 32 29 3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