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公共管理学 入学考试大纲

本大纲适用于硕士研究生《公共管理学》科目的入学考试，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

时间为 180 分钟，考试参考书目为：蔡立辉、王乐夫主编，《公共管理学（第二版）》，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3 月第 2 版。

《公共管理学》在所有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中居于学科基础课的地位，是公共管理

一级学科下所有二级学科硕士点研究生必须掌握的入门级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该课程考试

目的在于测试考生对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以及

运用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知识、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现实的公共管理领域中的问题的能力，

由此来达到判断考生是否具有进一步深造的基本素质和培养潜力。

第一章 导论

什么是公共管理？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我们对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理解。本章

围绕这个核心概念，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介绍和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

理论成果：介绍了当代西方学者关于公共管理概念的界定和公共管理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公

共管理、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之间的相互关系；归纳了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征；阐述了公共

管理学的具体研究对象、研究途径和方法。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获得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素养和专业意识，了解公共管理的

发展过程，形成公共管理的知识与分析框架。

二、考核知识点

（一）公共管理学概述

1、公共管理学的概念

2、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联系和区别

3、公共管理与公共产品的联系和区别

4、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联系和区别

5、公共管理与工商企业管理的联系和区别



6、公共管理与公共治理（善治）的联系和区别

（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1、公共管理的兴起：从公共行政的反思到公共管理的产生

2、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3、公共管理学的理论体系

4、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征

5、就行政工作本身而言，导致行政效率不高的原因是？

（三）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途径和方法

1、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途径

2、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公共管理的理论发展

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演进，既表现出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内在的发展演进规律，同时又

强烈受到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从而使公共管理理论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研究内

容和重点，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演进表现出从分立、争鸣到交叉整

合与渗透、在争鸣中既相互批判又相互吸收的显著特点。本章主要介绍了公共管理理论及其

发展演进的过程、各种理论流派及其相互关系。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公共管理理论的历史演进过程以及各种理论流派之间的

相互关系，了解各种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代表观点、理论贡献与局限性，全面掌握当

代公共管理的前沿理论；注重培养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公共行政理论的演进

1、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

2、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3、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

4、怀特的系统化公共行政理论

5、克利克和厄威克的科学化公共行政原则

6、福莱特的动态化公共行政理论

7、西蒙的批评与公共政策学派的出现



8、沃尔多的批评与新公共行政学的勃兴

（二）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1、公共选择理论

2、新公共管理理论

3、公共治理理论

4、新公共服务理论

5、管理主义的核心观念

6、新公共管理蕴含的两大基本理念

第三章 公共组织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组织及其公务人员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理解

公共管理，必须对公共管理的主体进行分析。实施公共管理的主体，既包括以组织形式出现

的公共组织，也包括以个体角色出现的公共领导者和一般的公共管理者。本章对公共管理主

体的阐述，主要是对组织形态的公共管理主体进行阐述，即主要是对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

准政府组织及其变革进行阐述。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全面掌握公共组织的结构形式及其特点、各种公共组织类型

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公共组织变革等；并培养运用公共组织理论具体分析公共管理实际问

题的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公共组织的性质与结构

1、公共组织的内涵

2、公共组织的结构

3、公共组织的类型

（二）非营利组织

1、非营利组织的特征与分类

2、非营利组织是公共管理主体必要的组成部分

3、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中的非营利组织

（三） 事业单位



1、事业单位的含义与特征

2、事业单位改革

（四）公共组织的变革

1、科层制组织与反思

2、公共组织变革的目标与内容

第四章 公共领导

领导贯穿于计划、决策、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公共管理活动的全过程；领导也是

公共管理活动重要的主体。要使公共管理和谐有序地运行，就必须要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

就必须要实施有效的领导，公共领导是公共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本章主要从理论与实践结合

的角度介绍公共领导的含义及作用、领导体制、领导方法和领导能力。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着重培养学生的领导素养，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特别是通过角色模拟和案例分析等方法提高学生的实际领导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 公共领导的含义和特点

1、公共领导的含义

2、公共领导的特点

3、公共领导的作用

（二） 西方领导理论的演进与新发展

1、西方经典领导理论

2、西方领导理论的新进展

（三）公共领导体制

1、领导体制的含义和内容

2、公共领导体制的基本类型

3、公共管理领导体制的改革

（四）公共领导方法

1、领导方法的含义和特征

2、领导协调

3、领导沟通



4、领导激励

（五）公共领导能力

1、领导能力的内涵及其基本条件

2、领导能力的主要内容

3、领导方式

第五章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在当代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在相当程度上，公共管理的实施及其

价值的实现主要通过适时制定和执行各种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价值取向的、效率与效能兼具

的公共政策来完成的。制定的实施公共政策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公共政策过程是公共管

理运行的重要过程。本章从不同视角下对公共政策内涵的不同界定出发，从政策科学与公共

管理实践的角度阐述公共政策的理论发展及其研究主线、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分析及其

方法、公共政策发展等内容。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具有公共政策意识，培养运用公共政策进行公共管理的实际

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公共政策概述

1、公共政策的性质和范畴

2、公共政策工具

3、公共政策的研究主线

（二）公共政策过程

1、公共问题与公共政策问题

2、公共政策问题的确认与建构

3、公共政策议程

4、公共政策制定

5、公共政策沟通

6、公共政策执行

7、公共政策评估

（三）公共政策分析



1、公共政策分析的含义与内容

2、公共政策定量分析方法

3、公共政策定性分析方法

（四）公共政策发展

1、公共政策发展的趋向

2、公共政策环境

3、公共政策发展与公共管理价值的实现

第六章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人力资源是重要的公共资源，是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主体。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是公

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在企业界，人力资源管理逐渐取代了传统的

人事管理，使对人的管理理念和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随之扩展到了公共管理

领域。本章全面介绍了当代公共管理领域内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角度，阐述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内容与环节、公务员制度、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变革。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全面掌握当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前沿理论，熟悉公共人力

资源管理的基本内容、具体环节和公务员制度，能够熟练地运用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各种技

术和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

1、人力资源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2、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演进

（二）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

1、职务分析

2、人员招聘

3、人员培训与开发

4、绩效评估

5、薪酬管理

（三）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1、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类型



2、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价值因素

3、传统公共人事管理的制度安排

4、公务员制度

5、国外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变革

6、我国公共人力资源共管理的变革思路

第七章 公共预算管理

公共预算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国家治理模式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过去的一段时期中，我国财政改革的主要方向由收入制度的调整转

向支出管理的不断完善。本章详细介绍了公共预算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并以地方政府公共

预算管理为例，重点剖析了中国政府的公共预算过程和预算管理实践。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公共预算管理的前沿理论，熟悉我国地方政府的公共预

算过程和预算管理体制，能够熟练运用各种预算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

（一）公共预算概述

1、公共预算的内涵

2、公共预算的功能

3、公共预算的要素

（二）地方政府的预算管理

1、预算的参与者及其职能

2、中国地方预算周期

3、公共预算的编制

4、“两上两下”预算过程

5、预算执行

6、政府决算

7、预算的审查和监督

第八章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

政务信息资源是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



也是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实现手段，它在促进公共管理模式转换以及实现公共部门再造、政

务信息资源交换共享、提高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本章主要介绍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前沿理论和前沿实践问题、政务信息资源管

理的具体内容和措施、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各种制度与方法。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全面掌握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

前沿理论和实践问题，熟悉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在促进公共管理模式转换以及实现公共部门再

造、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及其有效配置、提高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等方

面的具体应用，培养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实际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概述

1、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内涵

2、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产生、发展及研究视角

3、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标准化

（二）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内容

1、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体制

2、政务信息资源采集管理

3、政务信息储存

4、政务信息资源分级分类

5、政务信息资源公开

6、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共享

（三）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1、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概述

2、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战略

3、政务信息资源法制建设

第九章 公共危机管理

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突发事件，使公共危机的形式、规模、传播速度和影响程度急剧

升级和扩大，公共危机管理越来越成为当代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本章主要介绍公共危机管

理的前沿理论与前沿实践问题、公共危机管理在各个阶段上的具体工作内容、公共危机管理



的各种运行机制、公共危机管理法治等内容。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树立公共危机管理的意识，全面掌握公共危机管理的前沿理

论与实践问题，培养学生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公共危机管理概述

1、公共危机的内涵

2、公共危机管理体制与职能

3、公共危机管理过程

（二）公共危机管理机制

1、公共危机预警机制

2、公共危机管理决策机制

3、公共危机资源配置与保障机制

4、公共危机新闻发布机制

5、公共危机控制处理机制

6、公共危机善后处理与评估机制

（三）公共危机管理法治

1、公共危机管理法制体系

2、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紧急权力法治

3、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权利保障

第十章 公共管理技术与方法

管理的本质是目标与手段关系的理性化。从组织管理的角度看，理性化是合适地使用一

切可以调动的资源达到既定目标，这是工具性理性的体现；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理性化包

括工具性理性和内涵性理性，后者要求公共治理参与者共同考虑现有发展目标是否值得追

求、是否适合发展趋势和现有管理手段能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理应争取的目标。本章主

要就战略管理、传统的行政方法和当代公共管理新工具等内容进行系统阐述。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认识和理解理性化是合适地使用一切可调动的资源达到既定

目标的工具性理性的特点及有关前沿理论；要求学生认识和理解公共治理参与者共同考虑现



有发展目标是否值得追求、是否适合发展趋势和现有管理手段能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理

应争取的目标等内涵性理性的本质，从而培养公共管理的实际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传统的行政方法

1、行政手段

2、法律手段

3、经济手段

4、思想教育手段

（二）当代公共管理新方法

1、市场化工具

2、工商管理技术

3、社会化手段

（三）战略管理

1、战略管理概述

2、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性质

3、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过程

第十一章 公共管理规范

规范公共管理行为、促进行为公正、提高公共管理效能和社会服务质量，这是当代公共

管理的必然要求。本章围绕公共管理伦理、公共管理法制和公共管理监督等内容进行阐述。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从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全面掌握公共管理伦理、公共管理法制、公共管理监督的前沿理论与实践

问题，培养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具体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公共管理伦理

1、公共管理伦理的内涵

2、公共管理伦理的实质：公共利益

3、公共管理伦理的具体化：公共责任

4、公共管理伦理建设



（二）公共管理法律

1、公共管理的法律逻辑

2、西方国家法治行政的历史演进

3、我国公共行政的法治化

（三）公共管理监督

1、公共权力制约的基本理论：分权制衡理论、人民主权理论、社会契约论

2、公共管理监督体系

3、我国公共管理监督机制的完善

第十二章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是一种新型的公共管理模式，体现了时代发展对公共管理改革的要

求，推行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制度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从社会发展阶段来说，更加注

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谋求建立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绩

效政府，是当代中国深化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和措施，也是

我国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公共管理格局的重要内容和根本

性措施。本章主要介绍了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前沿理论及其实践和发展、公共部门绩效评估

的过程环节、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立法以及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发展趋势等内容。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全面掌握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前沿理论与实践问题，熟悉绩

效评估方法，树立绩效意识，培养开展绩效评估的实际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概述

1、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内涵

2、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兴起

（二）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1、绩效评估指标与绩效标准

2、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指标的质量标准

3、构建绩效评估指标的原则与

（三）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程序

1、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系统的要素



2、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系统的行为过程

（四）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发展与完善

1、西方国家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局限性与发展趋势

2、我国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发展途径

第十三章 公共部门改革

公共部门改革作为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是一个全球化的术语，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都

使用公共部门改革这个概念来解释公共部门自身职能、结构及其与社会、市场、企业之间关

系的调整。就中国而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与这种“体制化”

概念相对应，常常使用行政体制改革这个术语，中国公共部门改革注重的是对现有行政体制

所进行的调整。本章主要围绕公共部门改革的含义、内容、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及其评价、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等内容进行阐述。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全面掌握公共部门改革的前沿理论与实践问题，了解公共部

门改革的发展过程与趋势，特别要注重培养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

（一）公共部门改革概述

1、公共部门改革的含义

2、公共部门改革的内容

3、公共部门改革的目标与新模式

（二）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

1、当代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的兴起

2、当代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的内容与特点

3、当代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评价

（三）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1、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兴起

2、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3、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注：思考题可参考《公共管理学（精编版）》教材的“复习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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