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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840

科目名称：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考纲说明：攻读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学位入学考试专业科目（二）考试。内容包

括政府与政治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我国宪法、执政党与政党体制、立法机关、

国家元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司法机关、人民政协、社会治理、

政府创新与发展、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等内容，要求考生系统掌握我国政治制度

的基本架构、发展脉络与相互关系，能够用相关专业知识描述与解释我国政治制

度的概况与运作方式，增强制度自信。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考查目标

1.系统掌握当代我国政府与政治基本概念、发展脉络和主要职权与相互关系。

2.理解我国政府与政治运作的机理、过程、原则和方法。

3.能运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规范来分析和认识我国政治制度基本概略、运作过

程、和运行规范。

考查范围

绪论 当代世界政治

第一节 政府

一、一般意义的政府

二、国家机构的政府

三、非国家机构的政府

第二节 政治

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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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外历史上的政治观

三、中外近现代的政治观

四、当代中国学者的政治观

第三节 中国政府与政治

一、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演进

三、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研究方向

四、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意义

第四节 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发展与脉络

二、质性方法与案例分析

三、定量方法的四个方向

第一章 宪法

第一节 宪法的演进

一、“五四宪法”

四、“八二宪法”

第二节 宪法的结构与功能

一、宪法的结构

二、宪法的功能

第三节 宪法的性质、原则和特点

一、宪法的性质

二、宪法的原则

三、宪法的特点

第四节 宪法对国家制度和公民权利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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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政治制度和政府组织原则

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二章 执政党与政党体制

第一节 中国政党制度发展

一、中国政党制度演进

二、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一、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的变迁

二、多党合作：形式与途径

三、多党合作制度：完善与发展

第三节 中西政党制度比较

一、中西政党理论比较

二、利益表达与利益代表功能比较

三、利益统合功能比较

四、执政绩效功能比较

五、政党制度与国家竞争力

第三章 立法机关

第一节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代表团

一、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

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特点和程序

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与义务

四、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的职权职责

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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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机构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节 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形式与议事程序

第四章 国家元首

第一节 国家元首的历史发展

一、国家元首的概念

二、中国国家元首制度的历史演进

第二节 国家主席的地位与职权

一、国家主席的地位

二、国家主席的职权

第三节 国家主席的产生和任期

一、国家主席的产生

二、国家主席的任期

第五章 中央政府

第一节 国务院的法律地位

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第二节 国务院的机构设置

一、国务院机构设置沿革

二、国务院现行机构设置

第三节 国务院的职权配置

一、国务院的领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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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理的产生与任期

三、国务院的职权配置

第四节 行政体制改革

一、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二、行政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

三、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

第六章 地方政府

第一节 地方行政建制沿革

一、1949—1954 年的四级建制

二、1954—1966 年的三级建制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方建制

第二节 省级人民政府

第三节 市级人民政府

第四节 县级人民政府

四、城市居民委员会

第六节 民族区域自治政府

一、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沿革

二、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设置原则

三、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地位和机构设置

四、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自治权

第七节 特别行政区政府

一、“一国两制”构想与特别行政区

二、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及其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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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及其职权

第七章 府际关系

第一节 府际关系的历史变迁

一、封建王朝的府际关系

二、民国时期的府际关系

三、新中国的府际关系抉择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府际关系

第二节 构建中央选择性集权体制

一、中国府际关系的现实问题

二、实施中央选择性集权

第三节 推进地方分权改革

一、完善制度化分权

二、推进地方自治建设

三、完善府际合作治理

第四节 地方行政体制改革

三、市县关系与“省管县”改革

第八章 司法机关

第一节 司法机关的沿革

一、改革开放前的司法机关

二、改革开放后的司法机关

第二节 人民法院

一、人民法院的组成与机构设置

二、人民法院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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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法院的工作原则

第三节 人民检察院

一、 人民检察院的组成与机构设置

二、 人民检察院的职权

三、 地方人大与地方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第四节 司法程序与司法原则

一、 诉讼程序

二、 非诉讼程序

三、 司法原则

第五节 司法改革与司法公正

一、司法改革目标

二、司法改革措施

第九章 人民政协

第一节 人民政协的发展过程

一、人民政协的诞生

三、改革开放以后的人民政协

第二节 人民政协的性质与组织机构

一、人民政协的性质

二、人民政协的组织机构

第三节 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

一、政治协商

二、民主监督

三、参政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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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人民政协的改革与发展

一、理论争论

二、人民政协的改革与发展

第十章 社会治理

第一节 社会治理的理论分析

一、社会治理的相关理论

二、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

三、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推进

第二节 村民自治

一、村民自治的产生和发展

二、村民自治的组织结构

三、村民自治的内容

四、村民自治的梗阻

第三节 居民自治

一、居民自治的形成和发展

二、居民委员会与居民代表会议

三、居民自治模式

四、居民自治的问题分析

第四节 第三部门与社会治理

一、第三部门的概念与分类

二、第三部门的必要性

三、中国第三部门与社会治理

第十一章 政府创新与政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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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政府创新、政府发展与政府能力

一、政府创新与政府发展的内涵

二、政府创新与政府能力

第二节 政府发展：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

一、区域治理的理论发展

二、区域治理形态发展

三、中国特色区域治理体制创新

第三节 政府发展：信息时代背景下的公共政策建构

一、公共政策建构的理论发展

二、信息时代背景下的公共政策建构

第十二章 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

第一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一、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二、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节 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内涵与目标

一、政治体制与政治改革

二、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

三、中国政治改革的内容和政治发展的目标

第三节 当代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

主要参考书目（所列参考书目仅供参考）

谢庆奎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3 月，第 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