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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轻工大学公共管理一级学科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位类型：学术型  学位层次：管理学硕士学位  一级学科代码：1204） 

2021 年 9 月 第二版 

 

一、培养目标 

公共管理作为管理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是当代中国极具发展潜力的学科之一。本

学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中心任务。 

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

素养，掌握系统的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和方法，具备从事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的能

力，能够综合运用管理、政治、经济、法律、现代科技等方面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熟

练掌握一门外国语，从事公共管理、公共政策领域科学研究工作以及解决公共管理实际

问题的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复合型专门人才。 

二、学科简介及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规律的学科。政府、非营利组织等公

共组织及其管理活动是公共管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包括组织结构、过程、功

能、行为，以及组织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本学科整合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

学、行为心理学以及管理学其他学科等多种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形成自己的知识体

系，是一门主要关注政府、公共政策、非政府公共组织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社会自主治

理等问题的应用型、交叉型学科。 

武汉轻工大学公共管理学科依托学校食品科学优势，围绕“大食品、大健康、大营

养”发展中公共领域和公共部门的管理现象和管理问题，坚持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

合，致力于深化对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规律和理论基础的认识，并为相关领域公共管理提

供智力支持和决策服务。 

（二）二级学科及研究方向 

1. 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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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以管理公共事务的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结构、

功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研究行政管理活动的过程，如组织、决策、沟通、协调、监控、

评估。深化行政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和应用发展，旨在服务和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武汉轻工大学行政管理方向瞄准学校食品、粮油、健康等行业，开展面向食品公共

安全领域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对食品生产、加工、经营、消费的各个环节进

行管理，完善食品标准制订和食品检验检测，探索政府监督执法、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等

路径，建立健全保障食品安全的法律和法规。主要研究食品安全国家战略中的政府责任、

管理机制、行为伦理等问题，为相关领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2.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是一门以问题为导向，描述、分析和解释公共政策实践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研究政策的制定、政策的执行和政策的效果评估等公共政策过程环节，探索有关公共政

策的规律，以提高政府公共政策质量。它融合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心理学

等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分析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执行绩效，为公共政策改革和

创新提供决策依据。 

武汉轻工大学公共政策方向利用学校食品科学、营养科学、健康科学和工商管理学

等优势，开展食品安全政策与食安风险治理研究。对接国家食品安全战略与应急管理的

重大需求，研究食品产业、康养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及其效率，主要包括食品安全监管

机制建设、食品安全信息管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预警、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食品安全社会舆情治理等方面的研究。  

3. 卫生政策与管理 

卫生政策与管理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基础，以社会、社区及其卫生机构、

人员为主要研究对象，将社会科学、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临床医学、预防医学

和卫生事业管理学领域，是医学和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群。分析社

会、经济、环境、生物、行为以及医疗卫生的基本结构和服务过程，力图揭示社会、文

化、经济等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采取社会措施来防治疾病；服务卫生政策制定，促

进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改革，提高卫生管理效率和效益。 

武汉轻工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利用学校医学、护理学、法学和经济学等优势，对接

健康中国战略，发挥产学研协同平台功能，研究国家卫生政策制定及执行情况，探究医

疗卫生体系对改善社会人群健康状况的影响；适应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发展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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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生经济和政策研究领域开展创新性研究，主要包括健康检测与风险评估、健康干预

与指导、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等方面研究。 

4. 公共文化管理 

公共文化管理以公共文化为研究对象，依托公共文化管理学、文化遗产学、社会学、

文化创意学、传播学等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利用跨学科实证研究方法系统探讨公共文

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及其相关因素，探究公共文化发展规律以及为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

及服务的实践过程与内在逻辑，保障公共文化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公共文化事务的有

效治理，促进新时代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武汉轻工大学公共文化管理借助学校管理学、社会学、艺术学、传播学等学科优势，

对城乡公共文化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体制

改革等领域开展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主要包括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文化产业与公共

文化建设、文化消费与文化体制改革等。 

三、培养方式 

1.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实行导师负责制与导师组集体指导相结合。学科导师（或导师

组）应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和因材施教原则，充分考虑研究生个人的特质，在研究生入

学 3 个月内制定合理的个人培养计划，充分挖掘研究生个人潜力，为其自主学习和研究

提供空间和助力。 

2.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采用课程学习、实践环节、学术活动、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

作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注重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要求研究生不但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

较宽广的知识面，同时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3. 公共课以讲授为主，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方向课采取讲授与研讨相结合的方法，重

在培养研究生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 

4. 要求研究生广泛阅读各种专业文献、资料和论著，提倡研究生选修跨专业课程，

鼓励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以拓宽知识面，提高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四、学制与培养年限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 1.5 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

不少于 1 年。达到学校规定要求可提前至 2.5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含休学）。 

五、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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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学分要求 

1. 课程总学分不低于 34 学分（含课程学习、实践环节）。其中，课程学习至少应

修满 30 学分（学位课程须达到 22 学分），实践环节要求修满 4 学分；公共学位课不低

于 9 学分，一级学科核心课不低于 7 学分，二级学科核心课不低于 6 学分，公共选修课

不少于 2 学分，专业选修课不低于 6 学分。 

2. 必须选修一门全英文课程。 

3. 跨学科专业录取的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至少选择补修 3 门课程，要求通

过考核，成绩合格，但不计学分。 

（二）课程目录 

具体课程信息见《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学术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六、培养环节 

（一）入学教育 

研究生在入学后必须参加入学教育，深入了解校情、院情，了解学校研究生培养基

本情况和各项规章制度，熟悉教学与研究工作。导师负有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

首要责任，要从思想、学风等方面教书育人，严格要求，详见《武汉轻工大学全面落实

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办法》（轻工大行发〔2019〕59 号）。 

（二）个人培养计划制定（审核合格后获得 1学分） 

研究生入学后，在导师（组）指导下，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研究生培养要求、研究

生个人特点等，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学术活动、实践活动、论文选题等

内容。 

（三）文献阅读与综述（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及重要专业学术期

刊阅读，具备文献综述写作能力，每本书读后撰写读书报告，由导师本人（或导师组负

责人）签字审核后方为合格通过。 

（四）学术活动（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必须至少参加 10 次校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其中不少

于 2 次为跨二级学科学术交流活动，公开做 1 次学术报告，学术交流活动含校内外学术

讲座、学术会议、学术讨论会等。研究生在学期间需参加校内外学术活动并撰写每次参

加学术活动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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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践活动（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本学科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以多种形式参加实践活动（包括助研、助教、助管、

科技创新、社会实践等形式），累计时间不少于 2 周，完成社会实践报告，经实践部门

与导师评估合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具有必备的劳动能力、培育积极的劳

动精神、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全面提高学生劳动素养。 

培养环节除以上五项内容之外，还包括课程学习、中期考核、学位论文撰写与答辩

等必须环节，详见其它部分的相关说明。 

七、科学研究 

学生在校期间应积极参加理论研究和社会调查等科研工作，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增

强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在老师指导下通过参与咨询服务、发表论文、课题研究、学科

竞赛等方式完成一定的科研任务。具体按照武汉轻工大学及管理学院关于学硕型研究生

学位授予基本条件执行，详见《武汉轻工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

则》（轻工大行发〔2019〕38 号）。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方可申请参加论文答辩： 

（1）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 1 篇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术论文、实践报

告、专利等），所发表成果与毕业论文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申请人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署名为武汉轻工大学，字数不少于 5000 字。 

（2）获哲学社会科学省部级三等奖 1 项以上（排名前 5）； 

（3）参加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举办的“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

赛”，获奖 1 项且一等奖（排名前 3）、二等奖（排名前 2）、三等奖（排名第 1）。 

（4）合作出版专著，申请人撰写 2 万字（含 2 万字，有个人署名）。 

八、学位论文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和撰写是培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独立科学研究

能力的重要环节，是研究生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综合体现。 

（一）选题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要求结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重点研究领域，鼓励

面向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选择研究课题，学位论文选题应在导师指导下，结合本学科的

研究方向和科研项目，鼓励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选择应用型课题。 

（二）开题报告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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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与论证工作一般于研究生入学后的第 4 学期完成，具体要求参

见《武汉轻工大学关于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规定》（轻工大行发〔2014〕4

号）。 

开题报告包括：摘要；立论依据（研究问题的由来，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论文主要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技术路线、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工作基础与已有进展；计划研究进度；预期目标及本

研究创新之处；主要参考文献；经费预算；导师意见；选题评议；学院审核等部分。 

开题论证：导师集中组织开题论证；导师指导小组成员为论证专家组重要成员；专

家组对研究生开题报告充分论证，提出质疑，形成明确的选题评议意见与建议；研究生

根据专家意见完善开题报告。 

（三）学位论文撰写 

论文是对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与研究结果、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掌握情况的全面总

结，是反映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是申请和授予学位的基本依据。学位论文撰写的具体

要求参见《武汉轻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写作规范》。 

（四）中期检查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于研究生入学后第 5 个学期进行，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

检查在开题论证后 1 学期开始进行。中期检查的主要内容为：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

预定的内容及进度进行；已完成的研究内容及结果；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问

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性。 

（五）论文评阅与答辩 

研究生学位论文完成后，聘请校外同行专家评阅论文，论文评阅为全盲评。通过评

阅并通过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方可组织答辩，详见《武汉轻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学

术不端行为检测工作实施办法》（轻工大行发〔2014〕17 号）。同时，申请答辩需满足《武

汉轻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 

（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并取得相应学分、完成必须环节并合格、取得相应成果、通过学位论

文答辩，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意见及有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

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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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学术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学

位 

课 

公共 

学位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2 2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学科全体 

硕士生必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8 1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础英语 48 2 1 外国语学院 

英语写译 24 1.5 2 外国语学院 

专业英语 24 1.5 2 管理学院 

学术道德与科技写作 16 1 1 管理学院 

学

科

核

心

课 

一

级

学

科

核

心

课 

管理思想史 16 1 1 管理学院 

本学科全体 

硕士生必修 

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 32 2 1 管理学院 

公共政策分析专题研究 32 2 1 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专题 32 2 1 管理学院 

二

级

学

科

核

心

课 

比较公共行政 32 2 2 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公共组织理论 32 2 2 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政府绩效管理专题 32 2 2 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公共经济学 32 2 2 经济学院 公共政策 

制度经济学 32 2 2 经济学院 公共政策 

政策绩效分析 32 2 2 经济学院 公共政策 

卫生事业管理专题 32 2 2 医学与健康学院 
卫生政策与管

理 

卫生统计学 32 2 2 医学与健康学院 
卫生政策与管

理 

卫生政策学 32 2 2 医学与健康学院 
卫生政策与管

理 

公共文化管理学 32 2 2 管理学院 公共文化管理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32 2 2 管理学院 公共文化管理

文化政策学 32 2 2 管理学院 公共文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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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非

学

位

课 

公共 
选修课 

政治学原著选读 32 2 2 管理学院 
本学科全体硕

士生任选 1 门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导论 32 2 2 管理学院 

专业 
选课程 

中级微观经济学 32 2 1 管理学院 

各研究方向 

硕士生任选 

3 门 

中级宏观经济学 32 2 2 管理学院 

电子政务专题 32 2 3 管理学院 

行政伦理学 32 2 3 管理学院 

公共服务管理专题 32 2 3 管理学院 

公务员管理专题研究 32 2 3 管理学院 

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 32 2 3 管理学院 

文化发展专题研究 32 2 3 管理学院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专题 32 2 3 管理学院 

应急管理研究  32 2 3 管理学院 

乡村治理研究专题 32 2 3 管理学院 

农村公共管理专题  32 2 3 管理学院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32 2 3 管理学院 

文化政策理论与实践 32 2 3 管理学院 

健康管理学 32 2 3 医学与健康学院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32 2 3 医学与健康学院 

健康信息学 32 2 3 医学与健康学院 

补修课程 

管理学原理 32 0  管理学院 非本专业毕业

且未修习该课

程者须随本科

补修 

政治学原理 32 0  管理学院 

社会学原理 32 0  管理学院 

必修环节 

开题报告 / / 4 管理学院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 / 5 管理学院 
本学科全体 

硕士生必修 

参加学术讲座或会议 / / /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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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文献阅读主要书目和期刊目录 

著  作 

序号  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备注

1 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 
戴维·H·罗森布鲁姆等，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 公共管理导论 欧文·E·休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公共组织理论 
罗伯特·B·登哈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4 公共行政的精神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5 行政国家 德怀特·沃尔多，中央编译出版社  

6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上海译文出版社  

7 后现代公共行政 
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8 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 全钟燮，北京大学出版社  

9 公共管理学说史：组织理论与公共管理 乔纳森·R·汤普金斯，上海译文出版社  

10 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 E.S.萨瓦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 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12 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 马克·穆尔，商务印书馆  

13 公共行政学经典 
杰伊·M.沙夫里茨、艾伯特·C.海德，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4 公共行政学百年争论 颜昌武、马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5 西方行政学理论概要 丁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6 中国公共管理思想经典（1978-2012） 曹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7 理解治理：政策网络、治理、反思与问责 R.A.W.罗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8 
新公共治理？——公共治理理论和实践方

面的新观点 
Stephen P. Osborne，科学出版社  

19 中国城市社会治理 
姜晓萍、衡霞、田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 
中国之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十五讲 
杨开峰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1 中国社会治理 童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2 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 莱斯特·M.萨拉蒙，北京大学出版社   

23 网络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北京大学出版社  

24 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 简·E·芳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5 再造政府：政府改革的五项战略 戴维·奥斯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6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B·盖伊·彼得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7 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 拉塞尔·M·林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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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作 

序号  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备注

28 权力共享：公共治理与私人市场 唐纳德·F.凯特尔，北京大学出版社  

29 公共管理改革评价：理论与实践 乔治·伯恩等，清华大学出版社  

30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李侃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1 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概论 
迈克尔·K·林德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32 新媒体时代的应急管理与危机公关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3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与行政法 沈岿，北京大学出版社  

34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卡尔·波兰尼，浙江人民出版社  

35 政治、经济与福利 
罗伯特•A.达尔、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6 公共政策分析导论 威廉·N·邓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7 理解公共政策 托马斯·R·戴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8 政策过程理论 
保罗・A・萨巴蒂尔，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39 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
B·盖伊·彼得斯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40 决策的本质 
格雷厄姆·艾利森、菲利普·泽利科，商

务印书馆 
 

41 公共政策经典 
杰伊·沙夫里茨、卡伦·莱恩、克里斯托

弗·博里克，北京大学出版社 
 

42 政策分析八步法 尤金•巴达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3 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 
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

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4 公共服务提供 安瓦·沙，清华大学出版社  

46 公共服务管理的复杂性 菲利普·海恩斯，清华大学出版社  

47 服务科学：基础、挑战和未来发展 Bernd Stauss 等，浙江大学出版社  

48 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与实务 张玮玲、崔娜，宁夏人民出版社  

49 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与模式 陈瑶，浙江大学出版社  

50 转型时期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研究 郑楚森，浙江大学出版社  

51 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 苏杨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2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 彭跃辉，文物出版社  

53 世界遗产利用与保护 袁正新，西安地图出版社  

54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本土经验 潘年英，贵州人民出版社  

55 
德昂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村寨旅

游 
周灿，云南人民出版社  

56 中国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 李立明、姜庆五，人民卫生出版社   

57 公共卫生发展简史 叶冬青，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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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作 

序号  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备注

58 当代美国公共卫生:原理、实践与政策 詹姆斯·郝圣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9 流行病学 詹思延，人民卫生出版社   

60 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与方法 李舒梅，人民卫生出版社   

62 
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绩效考评——方法与应

用 
西奥多·H·波伊斯特，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63 建设更好的政府：建立监控与评估系统 凯思·麦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4 
政府绩效管理：创建政府改革的持续动力

机制 
唐纳德·P.莫伊尼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65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法律出版社  

66 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 弗兰茨－科萨韦尔·考夫曼，商务印书馆  

67 解析社会政策 皮特·阿尔科克，北京大学出版社  

68 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 理查德·蒂特马斯，吉林出版集团  

69 公共部门经济学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杰伊·K.罗森加

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0 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 杰弗里·M.伍德里奇，清华大学出版社  

71 统计学的世界 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  

72 例解回归分析 
Samprit Chatterjee & Ali S. Hadi，机械工

业出版社 
 

73 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 谢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4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陈向明，教育科学出版社  

75 社会研究方法 艾尔·巴比，华夏出版社  

76 研究是一门艺术 韦恩·C·布斯等，新华出版社  

77 学术引注规范指南 柯林·内维尔，上海教育出版社  

78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塞缪尔·亨廷顿，新华出版社  

79 集体行动的逻辑 曼瑟·奥尔森，格致出版社  

80 使民主运转起来 罗伯特·D.帕特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1 
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

近代自由主义 
丛日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82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 周黎安，格致出版社  

83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黄仁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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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刊 

1 《公共管理学报》   

2 《中国社会科学》   

3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4 《中国软科学》   

5 《行政论坛》   

6 《公共行政评论》   

7 《中国行政管理》   

8 《中国管理科学》   

9 《治理研究》   

10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11 《管理科学》   

12 《管理科学学报》   

13 《管理评论》   

14 《管理世界》   

15 《管理学报》   

16 《管理学刊》   

17 《南开管理评论》   

18 《软科学》   

19 《电子政务》   

20 《社会保障评论》   

21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2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3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4 Public Administration   

25 Governance   

26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7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8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9 Policy Science   

30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31 Policy and Society   

32 Climate Poli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