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大学 2022 年硕士生入学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学院名称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单元 说明

003 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

752 政 治 学 原 理

(一)

3

说明栏：各单位自命题考试科目如需带计算器、绘图工具等特殊要求的，请在说

明栏里加备注。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政治学原理》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本《政治学原理》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政治学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

学考试。《政治学原理》是教育部规定的高等院校政治学、行政管理学专业等专

业的主干课程和必修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处于基础的地位。《政治学原理》要求

考生能够熟练地掌握政治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并熟练地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和

基本概念分析和研究政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以培养考生的创新意识，提高政治

思维和政治实践能力。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生物化学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

满分为 150 分。

试卷结构（题型） 简答题、论述题

三、考试内容

命题学院（盖章）：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752 政治学原理（一）



第一章 绪 论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治与政治学

政治的涵义；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政治学的学科地位。

第二节 政治学的历史发展

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脉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与特点；中国政治学的历史演

变。

第三节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的其它方法；政治学的学习意义。

（二）考试要求：

理解与掌握：政治的含义；现代西方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学的研究

方法。

第二章 国家政权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国家的起源

国家的概念；国家的起源。

第二节 国家的本质与职能

国家的本质；国家与社会；国家的职能。

第三节 国家的历史类型

国家的分类；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二）考试要求：

理解与掌握：国家本质理论；国家职能转型；国家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的关系。

第三章 国家形式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国家形式的一般理论

国体与政体；政体类型的划分标准；国家政体的基本类型。

第二节 国家结构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的涵义；国家结构的基本形式；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二）考试要求：

理解与掌握：国体与政体的含义及相互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四章 政 府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府的基本性质

政府与国家；政府的基本特征；现代政府组织和运作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政府组织

现代政府的组织体系；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

第三节 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的范围；政府职能的两重性；政府职能转型；政府治理的新模式。

（二）考试要求：

理解与掌握：政府的基本特征、现代政府的组织体系、政府职能的两重性。

第五章 政党制度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党理论概述

政党的内涵与特征；现代政党的产生与发展；政党的基本类型；政党功能。

第二节 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和特征；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与政府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政

党与社会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类型。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

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和特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国家的方式；社会主义国家政党

制度类型。

（二）考试要求

理解与掌握：政党的特征与现代政党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与政府和社会的

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第六章 政治社团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治社团的涵义与特征

政治社团的涵义；政治社团的特征。

第二节 政治社团的类型

政治社团的技术类型；政治社团的社会类型。

第三节 政治社团的作用

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社团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社团的作用。

（二）考试要求：

理解与掌握：政治社团的含义与特征、不同社会性质政治团体的根本区别、政治

社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第七章 政治权力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治权力的涵义

政治权力的内涵；政治权力的构成要素；政治权力的特性。

第二节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类型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政治权力的类型；政治权力关系。

第三节 政治权力的作用

政治权力作用的方式；政治权力的作用；政治权力的制约。

（二）考试要求：

理解与掌握：政治权力的本质、政治权力关系、政治权力作用；政治权力的合法

性；对政治权力制约。

第八章 政治管理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治管理的涵义与作用

政治管理的内涵；政治管理与相关政治现象的关系；政治管理的作用。

第二节 政治管理的类型

传统政治管理；现代政治管理。

第三节 政治管理的原则与方式



政治管理的原则；政治管理的方式。

（二）考试要求：

理解与掌握：现代政治管理的原则和方式；政治管理的重要作用、原则。

第九章 政治参与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治参与的涵义与作用

政治参与的涵义；政治参与的类型；政治参与的作用。

第二节 政治参与的主体

公民；政党；政治社团；非政府组织。

第三节 政治参与的方式

政治参与的方式；当前中国政治参与的方式；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政治参与的

制度化。

（二）考试要求：

理解与掌握：政治参与主体、政治参与作用和方式。

第十章 政治文化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治文化的涵义与类型

政治文化的内涵；政治文化的特征；政治文化的类型。

第二节 政治文化的构成和功能

政治文化的构成要素；政治文化的功能。

第三节 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的涵义；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二）考试要求：

理解与掌握：政治文化内含义与特征、政治文化的功能。

第十一章 政治发展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治发展的涵义与类型



政治发展的涵义；政治发展的主要类型。

第二节 政治发展的基本途径

政治革命；政治改革。

第三节 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和内容

政治民主的涵义；政治民主的类型；政治民主的发展途径。

（二）考试要求：

理解与掌握：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政治革命与改革的关系、政治民主的制度化

建设。

第十二章 中国政治文明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

传统政治文明的现代转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 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制度建设

依法治 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形式；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内

核。

（二）考试要求：

理解与掌握：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内涵、当

代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制度建设。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政治学原理》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80分

钟，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答案

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政治学基础》，（2014年5月第三版），王浦劬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政治学原理》，（2006年2月第二版），王惠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编制单位：郑州大学

编制日期：2021年7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