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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中文名称：公共债务管理 

课程英文名称：Management of Public Debt 

建议最低学分：2学分 

建议开设时间：二年级第二学期 

二、课程基本性质 

  本课程是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专业方向课程的必修课，涉及

到公共债务理论和政策等方面。 

公共债务管理是一门以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

为主要支撑交叉学科，其中管理学和经济学构成这一学科最重要的基

础。公共债务理论与政策也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其基

本的特点在于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筹措公共债务资金以满足国家财

政收支差额的支出需求，以实现国家加强宏观经济运行以及促进经济

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方面的职能作用。 

作为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课程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本课程适用

于公共管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二年级第二学期开设。 

三、课程地位与作用 

《公共债务管理》是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的必修课程。债务融

资对于国家筹措资金弥补财政收支缺口的性质决定了本课程在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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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专业学位课程体系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是公共管理专业具有较

强实践性的专业课程。是学生理解、分析中国政府债务融资制度与管

理的基础性课程。 

四、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认识公共债务在政府财政融资体系中的地位

与作用，理解并掌握公债的基本概念、系统理论与基本方法，明确我

国公债发行、公债流通、公债使用、公债偿还、公债管理等方面的政

策精神及其基本规定，并依照这些理论与知识能够分析和解决公共债

务政策和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本课程力图培养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学生在政府债务融资方法与管理方面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并培养其立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视角具备领导能力与创造

能力。 

五、课程预备知识 

本课程学习需要学生具备与本课程密切相关的公共管理学、公共

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公共政策分析等方面的知识，初步了解社

会调查与研究的方法。学生可以阅读一些有关管理学、财政学、金融

学名著，以增强学生专业素养。 

六、课程内容及课时分配 

根据《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公共管

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专业方向必修课《公共债务管理》学分设

置为 2 学分。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公共债务概论、西方公共债务思想演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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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发行、公债流通、公债派生交易、公债偿还、公债使用、公债经济

效应、公债规模与结构、地方公债、国外公债、公债管理、公债的评

级等。通过理论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来分析中国的公共债务制

度与政策。 

第一单元 公共债务概论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涉及公共债务理论与政策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和理论，起着

入门和引领的作用。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公共债务一些最

基本概念及构成的基本要素，了解公共债务思想的演进历程和流派，

为本课程后面各单元的学习打下基础。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公共债务的一些基本概念，西

方公共债务思想演进脉络、中国公共债务发展历程。本章的重点和难

点是公共债务的涵义及其在政府融资体系中的特点、公共债务融资的

目标与作用。可以通过中国历年财政压力的演变、历史背景、过程来

阐述公共债务的涵义和特殊性。理论学习与案例讨论结合，课堂学习

与课外学习结合。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公共债务概述 

1. 信用概述 

2. 公共债务的内涵 

3. 公共债务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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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共债务产生的必要条件 

1. 财政赤字 

2. 社会闲置资源 

3. 技术条件 

第三节 公共债务要素 

1. 公共债务的基本要素 

2. 公共债务运行的基本过程 

第四节 公共债务的分类 

1. 按照契约形式 

2. 按照发行地域 

3. 按照能否转让 

4. 按照偿还期限 

第五节  公共债务的思想演进 

1.西方公共债务思想演进脉络与流派 

2.中国公共债务的发展历程 

第六节  公共债务的经济地位 

1.公共债务的经济效应 

2.公共债务与财政体系 

3.公共债务与金融体系 

 案例分析：中国公共债务制度的历史演进 

 

（四）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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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债务的目标和功能 

2.公共债务的经济社会条件 

3.公共债务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关系 

（五）教学难点 

1.地方债务的内涵 

2. 公共债务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六）思考题 

1.如何理解债、公债和国债？ 

2.公共债务的经济效应有哪些？ 

3.公共债务产生的经济社会条件有哪些？ 

4.公共债务制度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4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通过典型案例、材料和文献

研读，增强学生对公共债务知识的理解程度。 

2.本单元围绕中国公共债务制度的历史演进的历史演变案例进

行讨论，以此来说明公共债务制度内涵和制度背景。 

3．本单元课堂讲授 3 课时，讨论 1 课时。 

第二单元 公共债务发行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涉及政府在债务融资的首要环节所要决策的若干要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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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公债发行的一般原理及我国

公债发行的具体做法，从而为本课程后面各单元的学习打下理论基础。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有关公债发行的条件、公债发

行的方式、公债发行的程序和公债发行中介机构等知识，要求学生了

解公债发行的一般原理及我国公债发行的具体做法。理论学习与案例

讨论结合，课堂学习与课外学习结合。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公债发行条件 

1.公债发行额度 

2.公债发行对象 

3.公债发行费用 

4.公债发行价格 

第二节 公债发行方式 

1.公债发行方式的种类 

2.我国公债的主要发行方式 

3.我国公债发行方式的演变 

第三节 公债发行程序和中介机构 

1.公债发行市场概述 

2.我国公债发行程序 

3.公债发行中介机构 

4.我国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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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债承销的收益、成本和风险 

 案例分析：国债承销团组成制度与国债一级自营商运行机理 

（四）教学重点 

1. 公债发行条件 

2. 公债发行方式 

（五）教学难点 

1. 我国公债发行程序 

2. 公债发行中介机构 

（六）思考题 

1. 公债发行条件主要有哪些？ 

2. 招标发行可以如何划分？  

3. 连续经销法有什么特征？ 

4.在你的生活中，遇到过多少种公共债务的发行方式？你用何种方

式以及在何种场所购买过国债？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4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通过典型案例、材料和文献

研读，说明公共债务发行的必要要素与条件，增强学生对公共债务发

行的理解程度。 

2.本单元围绕中国公共债务发行中介机构的组成及作用进行讨

论，以此来说明公共债务发行的最优机制问题。通过发行成本与发行

额之间关系的讨论，增强学生对公共债务发行技术性以及成本约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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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合理性的认识。 

3．本单元课堂讲授 3 课时，讨论 1 课时。 

第三单元 公共债务流通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通过对公共债务流通的意义、二级市场的含义、公共债务

流通方式与流程等的介绍，重点培养学生进一步了解公共债务运动过

程中的流通路径与原理。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结合现实生

活中的实践现象对公共债务的流通及运作有全面的把握。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公共债务流通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知识。理论学习与案例讨论结合，课堂学习与课外学习结合。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公债流通概述 

1.公债流通市场的含义 

2.我国公债流通的发展过程 

第二节 公债流通方式与组织形式 

1.公债流通方式 

2.公债流通的组织形式 

第三节 公债现货交易 

1.公债上市 

2.场内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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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公债回购 

1.公债回购的内涵 

2.公债回购的功能 

3.我国公债回购交易的规则 

第五节 公债期货 

1.公债期货概述 

2.公债期货交易的盈利与亏损 

3.公债期货交易的程序与规则 

第六节 公债期权 

1.公债期权概述 

2.公债期权的盈利与亏损 

3.公债期权与公债期货的比较 

 案例分析：央行国债顺回购与逆回购案例 

（四）教学重点 

1.公共债务流通的含义与作用 

2.公共债务的交易方式 

3.公债期货交易与期权交易 

（五）教学难点 

1.公债期货交易与期权交易的异同 

2.公债的金融属性及其货币化效应 

3.公债回购交易的相机抉择策略 

（六）思考题 



南京财经大学 MPA“公共债务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1. 证券交易所对于公共债务流通的作用有哪些？ 

2. 如何衡量国债回购的收益和成本？  

3. 公债期货与公债期权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4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通过典型案例、材料和文献

研读，说明公共债务流通的基本原理及诸多交易方式，增强学生对于

公共债务运动过程的理解。 

2.本单元围绕央行在不同的时机和背景下所进行的公开市场业

务进行讨论，以此来说明公债流通对于国家宏观层面的重要性。通过

央行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以国债为媒介的公开市场业务的影响案例

讨论，增强学生对公共债务流通的认识。 

3．本单元课堂讲授 3 课时，讨论 1 课时。 

第四单元 公共债务偿还与使用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通过对公共债务偿还及融资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介绍，使

学生进一步了解公共债务如何清偿以及应该如何使用。通过本单元的

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公共债务的还本付息方式，以及进行债务资金

投资使用时应关注的基本影响因素。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公共债务偿债资金的来源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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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及应该如何高效率的使用公债融资资金。理论学习与案例讨论

结合，课堂学习与课外学习结合。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公债偿还概述 

1. 公共债务偿债资金来源 

2. 公共债务偿债时间 

第二节 公债还本付息方式 

1. 公债付息方式 

2. 公债还本方式 

第三节 公债使用 

1.公债使用的目的 

2.我国公债的用途 

3.公债资金使用效益 

 案例分析：中国 2009 年的四万亿刺激方案中关于公共债务融

资资金的使用 

（四）教学重点 

1.公共债务还本的方式 

2.公共债务付息的方式 

3.公共债务融资使用的成本与效益 

（五）教学难点 

1.公共债务如何选择具体的还本与付息方式 

2.如何衡量公共债务融资资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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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考题 

1．公债偿债资金的来源有哪几种？ 

2．公债还本付息的方法主要有哪几种？ 

3.对于我国公债的实际用途，有哪些判断方法？ 

4.公债使用效益的宏观指标有哪些？ 

5.公债使用效益的微观指标有哪些？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4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通过典型案例、材料和文献

研读，说明公债还本付息的各种方式以及公债融资资金使用的效益衡

量，增强学生对于公共债务偿还与使用方面的理解。 

2.本单元围绕中国在 2009 年的四万亿刺激方案所带来的公债规

模、还本付息、资金使用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讨论，以此来说明公债应

如何选择最优的偿还模式以及资金使用配置。 

3．本单元课堂讲授 3 课时，讨论 1 课时。 

第五单元 公共债务规模与结构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通过对公共债务规模与结构的衡量指标进行学习，使学生

进一步了解中国公共债务的规模和结构情况，并能够结合已有知识进

行分析与评判。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中国公共债务规

模的优化策略应如何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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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理解公债规模指标、公债规模

限制因素以及公债的结构等一些基本知识。重点了解衡量国债规模的

若干指标并能加以运用。理论学习与案例讨论结合，课堂学习与课外

学习结合。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公共债务的规模 

1.公债规模指标 

2.公债规模的限制因素 

3.政府承受能力 

4.社会应债能力 

第二节 公共债务的结构 

1.品种结构 

2.期限结构 

3.利率结构 

 案例分析：希腊债务危机与财政压力的关系 

（四）教学重点 

1.衡量公共债务规模的指标 

2.如何评判中国的公债规模现状 

3.公共债务的结构分布 

（五）教学难点 

1.各项公共债务规模的衡量指标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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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债务的最优结构配置 

（六）思考题 

1．公债绝对量指标和相对量指标主要有哪些？ 

2．分析影响公债期限结构的因素。 

3．制定公债利率的方式有哪些？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4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通过典型案例、材料和文献

研读，说明公共债务规模的衡量指标以及判断标准，增强学生对中国

公共债务负担程度的理解。 

2.本单元围绕希腊债务危机等国际案例进行讨论，以此来说明国

家公共债务负担的重要性以及战略性意义。 

3．本单元课堂讲授 3 课时，讨论 1 课时。 

第六单元 地方公债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通过对地方公债相关知识的学习，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

国地方公共债务的相关历史演进、理论、实践和效果。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中国地方公共债务安排的合

理性，不同地方政府开展地方公债的相关内容。。理论学习与案例讨

论结合，课堂学习与课外学习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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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地方公债概述 

1.地方公债的含义 

2.地方公债的类型 

3.地方公债的特点 

4.地方公债的发行条件 

5.国外地方公债的借鉴 

第二节 我国地方公债的管理 

1.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与特征 

2.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 

3.地方政府公债的发行 

4.加强地方政府公债的管理 

 案例分析：江苏省 2016 年的地方公债政策安排 

（四）教学重点 

1.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合理性 

2.中国地方公债的历史演进 

3.地方公共债务的类型 

（五）教学难点 

1.地方政府的隐性或有地方公债 

2.地方债务规模的衡量与评判 

（六）思考题 

1.从国际经验来看，地方公债的特点主要有哪些？ 



南京财经大学 MPA“公共债务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2.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与特征是有哪些？ 

  3.谈谈你对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公债发行的认识。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4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通过典型案例、材料和文献

研读，说明地方政府自发自还公债的合理性及影响要素，增强学生对

中国地方公债的理解。 

2.本单元中国地方政府开展自行自发公共债务的合理性进行讨

论。通过中国地方债务发展的历史演进说明中国现行地方公债制度困

境与化解路径之间的关系讨论，增强学生对中国地方公债制度的认识。 

3．本单元课堂讲授 3 课时，讨论 1 课时。 

第七单元  国外公债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通过对国外公债基础知识以及相关资源配置理论的学习，

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外债对于一国的积极作用、资源配置效应以及对总

体债务负担的影响。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有关国外公债的基本概念以

及外债的管理等基本知识。理论学习与案例讨论结合，课堂学习与课

外学习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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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国外公债概述 

1.国外公债的含义 

2.国外公债的种类 

3.外债和其它外资的关系 

第二节 外债的管理 

1.国际债务危机 

2.外债管理 

3.我国的外债管理 

 案例分析：“中-美经济体”的提出 

（四）教学重点 

1.国外公债的含义 

2.国际债务危机 

3.外债的管理 

（五）教学难点 

1.外债的资源配置效应 

2.外债的管理 

（六）思考题 

1.简述外债与其它外资关系。 

2.简述我国外债的管理。 

3.谈谈你对国际债务危机的认识。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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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4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通过典型案例、材料和文献

研读，说明国外债务对于一国的特殊性以及资源配置效应，增强学生

对中国外债制度的理解。 

2.本单元围绕中国曾大规模配置美国国债，从而使得在 2008 年

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与美国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进行讨论，增强

学生对国外公共债务制度的认识。 

3．本单元课堂讲授 3 课时，讨论 1 课时。 

第八单元 公共债务管理与评级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通过公共债务管理与评级制度的学习，使学生进一步了解

公共债务的管理与监督手段，以及公共债务的评价标准和体系。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有关公债托管与结算、公债监督及

公债政策等方面的知识，以及掌握关于公债的评级的基本含义，国际

上通用的对公债的评级几种主要方法，以及我国目前的公债评级情况。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公债托管与结算 

1.托管与结算的意义 

2.发达国家政府债券托管结算系统 

3.我国国债的托管与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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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债监督 

1.公债监督原理 

2.强化我国的公债监督 

第三节 公债政策 

1.公债政策与财政政策 

2.公债政策与货币政策 

3.政策之间的协调 

第四节 公债评级 

1.公债评级的概念 

2.公债评级的作用 

3.公债评级的内容 

第五节 我国的公债评级机构及其发展 

1.我国评级机构的发展 

2.我国评级机构的评级标准 

 案例分析：希腊危机时的公共债务评级变化 

（四）教学重点 

1.公共债务的托管与结算 

2.公债托管与结算系统 

3.公债政策的作用机理 

4.公共债务评级的机构与标准 

（五）教学难点 

1.公共债务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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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债务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关系 

（六）思考题 

1．怎样强化我国的公债监督？ 

2．公债政策与财政政策有什么关系？ 

3．公债政策与货币政策有什么关系？ 

4.对于债券评级问题你是如何认识的？ 

5. 有人说标普、穆迪等等是西方国家的评级机构，其在评级过程

中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带有偏见，有人为压低级别的现象存在，

对于这一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6.你认为我国需要不需要发展自己的评级机构？为什么？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4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通过典型案例、材料和文献

研读，说明公共债务监督与管理的必要性，公共债务政策在国家宏观

调控政策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增强学生对中国公共债务政策制度安

排的理解。 

2.本单元围绕希腊危机时西方公债评级机构对其进行的评价结

论及变化进行讨论，增强学生对中国公共债务评级制度与安排的认识

和理解。 

3．本单元课堂讲授 3 课时，讨论 1 课时。 

七、课程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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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采取课堂讲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以及文献深度阅读

相结合方式进行教学。 

2.在教学时间安排上，采取课堂讲授占总课时三分之二，案例讨

论占总课时三分之一分布。课外安排深度文献阅读。 

3.本课程教学中，最终的落脚点是围绕中国公共债务管理制度进

行学习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