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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考试大纲 

632 政治学原理 

一、考试性质 

《政治学原理》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一级学科

入学初试考试的基础课程，适宜政治学所有专业。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理解和掌握政治学的基本知识、观点和方法，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政

治观，把握政治现象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掌握认识和分析政治现象的基本方法，

具备认识复杂政治现象、分析现实政治的基本能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四、考试内容 

政治、政治学的涵义 

政治学研究方法 

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政治权力 

政治文化 

政治社会化 

政治体系 

政治行为 

政治发展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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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 公共管理基础 

一、考试性质   

《公共管理基础》（含管理学、公共经济学）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

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一级学科下五个二级学科（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土地

资源管理、教育与经济管理、公共政策）入学考试（初试）的专业基础课程。 

二、考查目标 

（一）基本目标 

本大纲力求能够科学、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具备的公共管理领域的基础

理论知识和综合能力。具体考察考生对公共管理领域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管

理职能和管理方法的掌握情况；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去观察和分析现实的公共

管理问题，正确把握公共管理活动内在规律，具备较强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

能力。为国家公平地、科学地选拔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高层次、应用

型、复合型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 

（二）本大纲的考核要求 

本大纲的考核要求分为：识记、领会、应用三个层次，具体含义是： 

识记：能解释有关的概念、理论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 

领会：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方法。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综合运用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分析和

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四、考试内容 

（一）管理学原理   

1.管理与管理者 

管理的涵义，管理的职能与性质，管理者的角色与技能 

2.管理理论 

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的新发展。 

3.管理伦理与企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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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伦理的涵义、特征及影响因素，企业伦理行为的具体体现，改善伦理行

为的途径。企业社会责任涵义、表现，社会责任的发展。 

4.计划职能  

计划的概念、性质、类型；目标管理；战略管理：战略环境分析，战略选择

案例；决策的定义、原则与依据，决策的类型与特点，决策的理论，决策的过程

与影响因素，决策的方法。 

5.组织职能 

组织设计及影响因素，集权与分权，组织结构；人员配备的任务、程序和原

则，管理人员的选聘，管理人员的考评，管理人员的培训；组织力量的整合：正

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直线与参谋，委员会；组织文化的概念和基本特征，组织

文化的基本要素，组织文化的功能，塑造组织文化的主要途径。 

6.领导职能 

领导与领导者：领导的性质和作用，领导方式及其理论；激励及其人性假设，

激励理论；沟通的含义及类型，沟通的障碍及其克服。 

7.控制职能 

控制的含义与类型、控制过程：控制原理，控制的要求；控制方法。 

（二）公共经济学   

1.资源配置原则和政府职能； 

2.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表现； 

3.公共产品理论； 

4.外部性与纠正措施； 

5.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内容与启示； 

6.公共支出：分类与特点及对经济的影响，公共增长模型； 

7.税收基本理论；转嫁与税收效应；商品税、所得税等基本税制要素； 

8.公共预算的含义及种类；公共预算的程序、原则； 

9.财政政策的种类、政府间财权、事权划分的原则；财政转移支付的合理性。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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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 政治学综合 

一、考试性质 

《政治学综合》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一级学科硕

士研究生入学初试考试的综合考试课程。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涵盖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学、近现代国

际关系史等多个课程，力求科学测评考生关于政治学基础理论各相关课程的知识

储备及分析、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考生利用上述学科的基本知识分析、

思考实际问题的能力，检验其思考深度及原创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四、考试内容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 

先秦时期的政治思想 

汉唐时期的政治思想 

宋明理学的政治思想 

近代政治思想的演变 

（二）西方政治思想史 

古代希腊政治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 

近代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的政治思想 

近现代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政治思想 

（三）国际政治学 

国际政治理论流派比较分析 

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 

大国政治与国际关系 

当代国际政治热点问题分析 

中国外交与全球战略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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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梳理和分析 1914 年以来国际关系史的核心要素、基本问题和变迁动力。 

从三十年战争一直到当今，国际关系基本史实及国际体系演变与调整。 

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1914至今）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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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 公共政策分析 

一、考试性质   

《公共政策分析》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

一级学科下五个二级学科（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教育与经济管

理、公共政策）入学考试（初试）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考试力求反映考生的基

本素质和综合能力，选拔具有培养科学研究和发展潜力的优秀专业人才。 

二、考查目标 

（一）考试基本要求 

要求考生必须掌握公共政策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掌握公

共政策学的学科要素及分析方法、公共政策系统与过程的基本内涵和理论模型，

以及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前沿和动态，并会运用公共政策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进行

政策分析与评估。 

（二）本大纲的考核要求 

本大纲的考核要求分为：识记、领会、应用三个层次，具体含义是： 

识记：能解释有关的概念、理论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 

领会：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方法。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综合运用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分析和

评估相关政策问题。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四、考试内容 

（一）基本概念、理论与方法 

1.公共政策学的基本概念，包括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的

基本内涵。 

2.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 

  3.公共政策学的产生过与发展过程，以及公共政策学中国化的进程与方向。 

  4.公共政策的研究视角、路径和分析方法，包括政策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 

  5.公共政策的概念、内涵、类型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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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共政策的本质与基本特征。 

  7.公共政策工具的基本概念、类型与选择选择方法。 

  8.政策系统的概念、结构要素；公共决策体制的基本类型；政府体制和政府

能力对公共政策的作用和影响；非政府政策行为者对公共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9.政策过程的基本含义、特点和形态；政策过程的阶段及政策过程理论的主

要理论模型。 

  10.政策问题的概念、属性与分类；政策问题认定的方法与步骤。 

  11.政策议程的含义、类型；进入政策议程的条件与障碍；政策议程确立过

程的主要模型。 

  12.公共政策目标的分类和确定原则。 

  13.政策规划的含义与特点；政策设计和含义与基本逻辑；政策规划与政策

设计的区别与联系；政策方案设计的基本要素；政策方案设计的基本原则；政策

规划的模式与参考构架。 

  14.公共政策的抉择，包括公共政策的抉择主体；抉择原则、抉择方法。 

  15.公共政策抉择合法化的概念与内涵；常规决策与危机决策。 

16.政策执行的意义、特点与模型；政策执行的资源和手段；政策执行力的

基本概念和影响因素；提升政策执行力的机制与方法；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与矫

正方法。 

17.政策创新扩散的内涵、特点及模型。政策学习的意义、特点及类型。 

  18.政策评估的含义、作用与主体；政策评估的类型、内容、过程、标准与

影响因素；政策评估的方法。 

  19.政策监控的含义、类型、功能、机制。 

  20.政策调整的程序、原则。 

21.政策分析的含义、价值、要素和原则；政策分析的过程。 

（二）公共政策应用与案例分析 

行政管理专业：政策执行、评价及案例分析 

社会保障专业：社会保障政策及案例分析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土地政策及案例分析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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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专业：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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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考试大纲 

F3001 比较政治制度 

一、考试性质 

《比较政治制度》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政治

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研究生（复试）环节的笔试科目。 

二、考查目标 

了解并掌握世界上主要政治制度的来龙去脉，积累有关政治制度的历史知

识；把握政治制度的发展规律，梳理中国主要政治制度的历史沿革状况，把握其

发展的规律性特点，能够辩证地分析其利弊得失，从而为今天的政治制度建设提

供借鉴。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四、考试内容 

主要国家宪政制度：宪政制度的基本原理；宪法与宪政；议会制度；行政制

度；司法制度；其他制度；英国宪政制度；美国宪政制度；法国宪政制度；德国

宪政制度；俄罗斯宪政制度；瑞士宪政制度；日本宪政制度；印度宪政制度。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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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002 国际关系史 

一、考试性质 

《国际关系史》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国际政

治专业研究生（复试）环节的笔试科目。 

二、考查目标 

主要考查对国际关系历史的重大事件及其影响的掌握程度和分析问题的能

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笔试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四、考试内容 

包括国际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及其影响、冷战的原因及

其影响、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历史、中外关系史等。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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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003 当代国际关系 

一、考试性质 

《当代国际关系》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国际关

系专业研究生（复试）环节的笔试科目。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依据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特点，科学、准确、规范

地测评考生对当代国际关系史的总体把握，以及考察考生对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

要事件、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分析能力。 

本考试旨在通过对三个层次上测试考生对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国际关系核心

概念和国际关系相关议题等知识掌握的程度和运用能力，要求考生能够掌握当代

国际关系主要事件的内容；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问题及发展；分析判断：分析现

代国际关系问题的根源；理解现代国际关系新问题的发生与进展。综合运用：综

合运用现代国际关系的相关知识，分析当代问题的原因，并对其走势做出判断。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四、考试内容 

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与演变；冷战的形成、扩展与变迁；美国全球战略

及其对外关系；苏联（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外关系；欧盟的发展及其主要

成员的对外关系；日本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外关系；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及其对

外关系；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外关系；国际组织与当代国际关系；全球问题与

当代国际关系。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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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004 西方行政学说史 

一、考试性质 

《西方行政学说史》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

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复试）环节的笔试科目。 

二、考查目标 

（一）考试基本要求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科学、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对西方行政学说史的

整体把握能力和行政管理专业基础素质，具体考察考生对西方行政管理学说史的

发展规律、演变进程、不同时期代表性人物的主要著作、主要理论及其特点的掌

握，能够从行政理论的变革和历史作用中得到启示，并具备运用前人的行政学理

论分析我国的行政管理实践的能力。                                                                                                                                                                                                                                                                                                                                                                                                                                                                 

（二）本大纲的考核要求 

本大纲的考核要求分为：识记、领会、应用三个层次，具体含义是： 

识记：能解释有关的概念、理论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 

领会：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代表人物、主要思想。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综合运用西方行政学说史的相关理论分析和解

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四、考试内容 

（一）美国进步时代改革与现代公共行政学的内涵 

（二）西方行政学说的提出与创立 

威尔逊论述行政学研究、古德诺论述政治-行政二分法、韦伯论官僚制、科

学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三）正统公共行政理论 

怀特、古利克、厄威克的思想及其对公共行政学的贡献，巴纳德、福莱特的

管理理论。 

（四）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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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与西蒙争论、西蒙-沃尔多争论、沃尔多论行政国家、西蒙论有限理性

决策 

（五）西方行政学理论的道路分异 

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哈

默-古德赛尔争论、黑堡学派 

（六）管理主义的公共行政学思想及其批判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重塑政府改革、公共政策学的产生与理论发展、新公共服

务理论、公共价值管理 

（七）治理理论、网络治理、协同治理 

（八）福克斯、米勒、法默尔和麦克斯怀特等人的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 

（九）西方行政学的发展趋势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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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005 高等教育学与教育经济学 

一、考试性质 

《高等教育学与教育经济学》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公

共事业管理系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生（复试）环节的笔试科目。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要求科学、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有关高等教育学与教育经济

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分三个层次进行考察，三个层次的基本要求分别为： 

（一）基础掌握 

要求学生准确识记高等教育学与教育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二）分析判断 

用高等教育学与教育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来分析判断某一具体观

点和问题。 

（三）综合运用 

能够运用高等教育学与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具体实践问题。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四、考试内容 

（一）高等教育学 

1．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 

科学方法论与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高等教育的

发展历史 

2．专业 

专业和专业教育的内涵；专业的构成要素；专业结构。 

3．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的概念和特征；高等教育的本质；高等教育的功能与结构。 

4．高等教育基本规律 

高等教育、人、社会的关系；高等教育基本规律的分类和表述；高等教育

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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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等教育原则 

高等教育原则的界定；高等教育原则、依据及其体系。 

6．高等教育目的与途径 

高等教育目的及其理论基础；实现高等教育目的的途径。 

7．教学论 

高等学校教学过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高等学校教学的管理与评估；

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 

8．科研论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作用和任务；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方针；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的特点和原则。 

9．教师论 

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教师的个体素养和整体素质；教师的成长规律和建设

原则体系。 

（二）教育经济学 

1．教育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早期的教育经济思想；教育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我国教育经济学的形成

和发展。 

2．教育与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教育、劳动力与经济增长。 

3．教育与人力资本形成 

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作用；教育

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4．教育与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概述；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

用；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 

5．教育供给与需求 

教育与劳动力供求；教育供求；教育供求矛盾及其调节。 

6．教育与就业 

教育与就业的一般关系；教育与就业问题的解决；教育与劳动就业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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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7．教育投资 

教育投资的性质与特点；教育投资主体的行为分析；教育投资的合理负担。 

8．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经济学领域效率与教育学领域效率的基本含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考核

与评估；教育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及其制度根源；提高我国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对

策。   

9．教育成本 

教育成本概念及其分类、核算、控制。 

10．教育经济效益 

教育经济效益及其计量；教育成本收益的测量与分析。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18 

 

F3006 社会保险学 

一、考试性质 

《社会保险学》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

社会保障专业研究生（复试）环节的笔试科目。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社会保障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准确、

规范地测评考生社会保险学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具体考察考生对社会保险基

本理论、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和国内外社会保险发展与改革的大体内容和趋势，

测试学生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社会保险发展中实际问题的

能力。 

本考试旨在三个层次上测试考生对社会保险学原理、中国社会保险实务、

中国社会保险改革与实践的新发展等知识掌握的程度和运用能力。三个层次的基

本要求分别为： 

（一）熟悉记忆 

对社会保险的起源、发展，社会保险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意义的记忆方

面的考核。 

（二）分析判断 

理解社会保险学的基本概念，深刻理解社会保险学的基本理论、社会保险

基金、社会保险管理等基本知识，能用社会保险基本理论与管理制度规定来分析

和解决社会保险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三）综合运用 

掌握老年社会保险、失业社会保险、医疗社会保险、生育社会保险、工伤

社会保险的基本内涵，把握我国各种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行情况及发展方向，能运

用所学的社会保险理论和管理制度规定来综合分析具体实践问题。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四、考试内容 

（一）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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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效率与公平 

2．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体系 

3．社会保险体系 

（二）社会保险的功能与内涵 

1．现代社会的经济保障问题 

2．社会保险的基本规定性 

3．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 

4．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的关系 

（三）社会保险的历史演进 

1．社会保险的产生与发展 

2．社会保险的改革 

3．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保险制度的新调整 

（四）社会保险运行机制 

1．社会保险的保障范围与给付结构 

2．社会保险的财务机制 

3．社会保险管理 

（五）社会保险基金与基金管理 

1．社会保险基金的概念、特点、社会保险基金支付方式、社会保险基金的

运行条件与平衡条件 

2．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内涵、意义、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模式比较、社会保

险基金管理途径 

3．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投资运营的基本原则、结构和方向 

（六）养老保险制度 

1．养老保险模式 

2．养老保险给付结构及其要素 

3．养老保险精算的途径与方法 

4．养老保险与退休制度 

（七）养老金计划 

1．养老金计划概念辨析与定位、养老金计划的类型与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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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养老金计划的保障范围、养老金计划的享有权和个人选择问题 

3．政府对养老金计划的监管 

4．政府对养老金计划的监管 

（八）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1．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2．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绩效的基本评价 

3．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九）医疗保险制度 

1．医疗保险的概念和原理 

2．医疗保险的产生和发展 

3．医疗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4．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 

（十）生育保险制度 

1．生育保险概述 

2．生育保险基金筹集与管理 

3．生育保险待遇 

4．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现状和改革 

（十一）失业保险制度 

1．现代经济中的失业风险及其处置 

2．失业风险制度的内容 

3．就业保障体系 

4．我国失业保险制度改革 

（十二）工伤保险制度 

1．工伤保险概述 

2．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3．我国工伤保险制度 

4．工伤保险的主要内容 

5．工伤保险基金管理 

6．工伤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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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工伤职业康复 

（十三）社会保险的经济影响 

1．社会保险与经济发展 

2．社会保险的经济效应 

（十四） 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制度 

1．社会救助的含义、社会救助的内容、社会救助的特征 

2．社会救助的运行机制 

3．社会福利的内涵与外延、社会福利的特征 

4．社会福利的资金筹措机制、社会福利的资金流向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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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007 土地行政学 

一、考试性质 

《土地行政学》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土地

资源管理专业研究生（复试）环节的笔试科目。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土地资源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公

平、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主要考察学

生对土地行政历史沿革、土地行政理论和制度建设、土地行政对象、土地行政政

策和法规、土地行政机构、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土地行政概况等知识的掌握与运用。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四、考试内容 

（一）土地行政学总论 

土地行政的基本概念；土地行政的内容与功能；土地行政学的研究内容。 

（二）土地行政历史沿革 

封建社会以前的土地行政；民国时期的土地行政；建国以后的新中国土地

行政。 

（三）土地行政理论基础 

土地行政理论基础；经济学理论基础；行政管理学理论基础；法学理论基

础。 

（四）土地行政制度基础 

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 

（五）土地行政对象 

土地资源；土地资产。 

（六）土地行政法律 

土地行政法律理论基础；土地行政法律的渊源与发展；土地行政法律的基

本内容。 

（七）土地行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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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行政政策；土地政策；住房政策。 

（八）土地行政管理体制 

土地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土地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土地行政管理

机构的设置和职责划分；土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展及发展趋势。 

（九）港、澳、台地区土地行政 

港、澳、台地区土地行政的历史沿革；土地行政机构；土地行政政务 

（十）国外土地行政 

英国的土地行政；日本的土地行政；新加坡的土地行政。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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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008 公共政策学 

一、考试性质 

《公共政策学》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专业研究

生（复试）环节的笔试科目。 

二、考查目标 

《公共政策学》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体系为宗旨，紧密围绕公

共政策学的学科要素、研究分析方法、公共政策系统与过程、公共政策学知识的

应用等进行阐述析论。在实践中，公共政策并非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反复思考、

不断反馈、想法改变、逐渐修正的过程。因此，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在公共政

策基本理论和应用基础上，增强考生对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等环节和过程的认

知与操作能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四、考试内容 

（一）公共政策学的学科要素 

什么是公共政策学；公共政策学的产生与发展；公共政策学的引进及其中

国化；为什么学习公共政策学。 

（二）公共政策的研究视角和路径 

公共政策研究的多学科视角；公共政策的系统分析和矛盾分析；公共政策

的历史-比较分析；公共政策的经济-社会分析；公共政策的制度分析；公共政策

的价值分析与超理性分析。 

（三）政策研究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一手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上）；一手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下）；二手资料的

收集与分析；定量资料分析；定性资料分析。 

（四）公共政策与政策工具 

公共政策的含义、类型与功能；公共政策的本质与基本特征；政策工具的

类型、选择与配置。 

（五）政策系统与公共决策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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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行为者与政策系统；公共权力与公共决策体制；非政府政策行为者与

公共政策。 

（六）政策过程及其理论模型 

 政策过程与理论模型构建；基于西方经验的政策过程模型；“上下来去”

——基于中国经验的政策过程理论模型。 

（七）政策问题与议程设定 

 政策问题的概念、属性与分类；公共问题的提出；问题认定与政策议程。 

（八）政策方案的规划与抉择 

公共政策目标的确定；公共政策方案的规划；公共政策的抉择与合法化。 

（九）公共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的意义、特点与模型；政策执行者与政策执行力；政策执行过程

与影响执行的主要因素；政策执行偏差及其矫正；政策的无效执行与有效执行。 

（十）公共政策的评估与监控 

政策评估的含义、作用和主体；政策评估的过程、标准和影响因素；政策

评估的方法；公共政策的监控。 

（十一）公共政策的变动、终结与周期 

政策的稳定和变动；政策的调整与接续；公共政策的终结；公共政策的周

期。 

（十二）公共政策学知识的应用 

政策学知识应用与政策分析；政策研究组织、智库与政策分析师；政策学

知识实践的障碍及其克服。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