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管理学院初试考试大纲
专业代码：1204
专业名称：公共管理

科目代码：813

科目名称：公共管理学

第一部分 考试目标

公共管理是研究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及非营利组织对国家和社会公共

事务进行管理的规律的科学，包括管理的价值、主体、对象、方式以及管理依据

等相关问题，是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理论课程之一。要求考生初步

全面地掌握公共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等基础知识；具备较强

的公共管理学相关理论知识的综合分析能力；初步具备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分析

与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的考试目的是通过笔试与面试的形式，判断学生是否具有进一步深造

的基本素质和培养潜力，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目标：

1.测试考生对一般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原理、

基本方法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2.检测考生对当代公共管理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和实践成果的掌握和了解情

况，检测考生对中国本土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理解和感知情况；

3.考察考生运用上述知识和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公共管理问题的能力。

第二部分 试卷结构
1.考试目标的能力层次的表述

本课程对各考核点的能力要求一般分为三个层次用相关词语描述：

了解基本概念——较低要求；

理解、熟悉原理——一般要求；

理论联系实际——较高要求。

2. 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课程的命题考试是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内容来确定的，

(2)其难易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级，每份试卷中四种难易度，试题

分数比例一般为 2：3：3：2。

(3)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试题所占的比例大致是：“了解(知识)”

占 15%，“理解(熟悉、能、会)”占 40%，“掌握(应用)”占 45%。

(4)试题主要题型有概念解释、简答、论述、材料分析等题型。其中资料分

析可以从文献资料和现实案例中选择。

(5)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试题主要测

验考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的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理



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试题要有一定的区分度，难易程度要适当。一般应使

本学科、专业本科毕业的优秀考生能取得及格以上成绩。

第三部分 考查内容（供参考）
1. 导论

1.1 公共管理学概述

1.2 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1.3 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途径和方法

本章主要检测考生对公共管理基本概念范畴、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

途径、研究方法与学科特征的了解；检测考生对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关系的理解

与熟悉；检测考生对公共管理产生、发展与演进规律的理解与熟悉。

2. 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发展

2.1 公共行政理论的演进

2.1.1 公共行政理论的初创

2.1.2 公共行政理论建构

2.1.3 公共行政理论的转型

2.2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2.2.1 公共选择理论

2.2.2 新公共管理理论

2.2.3 公共治理理论

2.2.4 新公共服务理论

本章主要检测考生对公共管理各种理论流派主要代表人物、代表观点及其发

展的了解；检测考生对公共管理各种理论流派相互关系的理解与熟悉；检测考生

运用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实践问题的运用能力。

3. 公共组织

3.1 公共组织的性质与结构

3.1.1 公共组织的含义

3.1.2 公共组织的结构

3.1.3 公共组织的类型

3.2 非营利组织

3.2.1 非营利组织的特征与分类

3.2.2 非营利组织是公共管理主体的必要组成部分

3.2.3 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中的非营利组织

3.3 事业单位

3.3.1 事业单位的含义与特征

3.3.2 事业单位改革



3.4 公共组织的变革

3.4.1 科层组织与反思

3.4.2 公共组织的变革

本章主要检测考生对公共组织的含义、公共组织的构成要素、公共组织的类

型、公共组织的纵向结构与横向结构的了解；检测考生对非营利组织特征与分类、

非营利组织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了解；检测考生对事业单位的含义与特

征的了解，检测考生对公共组织变革的理解与熟悉；检测考生运用公共组织理论

以分析、解决我国公共组织管理实践问题的能力。

4. 公共领导

4.1 公共领导概述

4.1.1 公共领导的含义与特征

4.1.2 西方领导理论的演进与新发展

4,2 公共领导体制

4.2.1 领导体制的含义与内容

4.2.2 公共领导体制的基本类型

4.2.3 我国公共领导体制改革

4.3 领导方法

4.3.1 领导方法的含义与特征

4.3.2 领导协调

4.3.3 领导沟通

4.3.4 领导激励

4.4 领导能力

4.4.1 领导能力的内涵与基本条件

4.4.2 领导能力的主要内容

4.4.3 领导方式

本章主要检测考生对公共领导含义与作用的了解；检测考生对公共领导体

制、领导方法、领导能力、领导方式的了解；检测考生运用公共领导相关知识分

析、解决公共领导实践问题的能力。

5. 公共政策

5.1 公共政策概述

5.1.1 公共政策的性质和范畴

5.1.2 公共政策工具

5.1.3 公共政策的研究主线

5.2 公共政策过程

5.2.1 公共问题与公共政策问题



5.2.2 公共政策问题的确认与建构

5.2.3 公共政策议程

5.2.4 公共政策制定

5.2.5 公共政策沟通

5.2.6 公共政策执行

5.2.7 公共政策评估

5.3 公共政策分析

5.3.1 公共政策分析的含义与内容

5.3.2 公共政策定量分析方法

5.3.3 公共政策定性分析方法

5.4 公共政策发展与公共管理价值的实现

5.4.1 公共政策发展的趋向

5.4.2 公共政策环境

5.4.3 公共政策发展与公共管理价值的实现

本章主要检测考生对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和演进的理解与熟悉；检测考生

对公共政策的性质、功能、公共政策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与熟悉；

检测考生政策形成过程与政策制定、政策分析、政策评估等相关知识的掌握与理

解；检测考生运用公共政策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公共管理实践问题的能力。

6.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6,1 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

6.1.1 人力资源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理的发展。

6.1.2 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演进

6,2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

6,2,1 职务分析

6.2.2 人员招聘

6.2.3 人员培训与开发

6.2.4 人员绩效评估

6,2.5 薪酬管理

6.3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6.3.1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类型

6.3.2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价值因素

6.3.3 传统公共人事管理的制度安排

6.3.4 公务员制度

6.3.5 国外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变革

6.3.6 中国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



本章主要检测考生对人力资源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及特点的了解；检

测考生对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具体内容、公务员制度、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掌

握和理解；检测考生运用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公共管理

实践问题的能力。

7.公共预算管理

7.1 公共预算管理

7.1.1 公共预算的内涵

7.1.2 公共预算的功能

7.1.3 公共预算的要素

7.2 地方政府的预算管理

7.2.1 预算的参与者及其职能

7.2.2 中国地方预算周期

7.2.3 公共预算的编制

7.2.4“两上两下”预算过程

7.2.5 预算执行

7.2.6 政府决算

7.2.7 预算的审查和监督

检测考生对公共预算与公共财政管理的含义、功能及要素的了解；检测考生

对公共预算管理、公共收入管理、公共支出管理、财政体制、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的了解；检测考生运用公共预算与公共财政管理知识分析、解决公共管理实践问

题的能力。

8.政务信息资源管理

8.1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概述

8.1.1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内涵

8.1.2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产生、发展及研究视角

8.1.3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标准化

8.2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内容

8.2.1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体制

8.2.2 政务信息资源采集管理

8.2.3 政务信息存储

8.2.4 政务信息资源分级分类管理

8.2.5 政务信息资源公开

8.2.6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共享

8.3 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8.3.1 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概述



8.3.2 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战略

8.3.3 政务信息资源法制建设

本章检测考生对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含义、管理的具体内容、管理标准化的了

解；检测考生对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了解；检测考生运用政务信息资源管理

知识分析、解决公共管理实践问题的能力。

9.公共危机管理

9.1 公共危机管理概述

9.1.1 公共危机的内涵

9.1.2 公共危机管理体制与职能

9.1.3 公共危机管理过程

9.2 公共危机管理机制

9.2.1 公共危机预警机制

9.2.2 公共危机管理决策机制

9.2.3 公共危机管理资源配置与保障机制

9.2.4 公共危机管理新闻发布机制

9.2.5 公共危机管理控制处置机制

9.2.6 公共危机管理的善后处理与评估机制

9.3 公共危机管理法治

9.3.1 公共危机管理法治体系

9.3.2 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紧急权力法治

9.3.3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权利保障

检测考生对公共突发事件、公共危机、公共危机管理含义的理解；检测考生

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机制、职能的理解；检测考生对公共危机

管理过程的了解解；检测考生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规制的理解和

掌握；检测考生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知识处置公共突发事件的能力。

10.公共管理技术与方法

10.1 传统行政方法

10.1.1 行政手段

10.1.2 法律手段

10.1.3 经济手段

10.1.4 思想教育手段

10.2 当代公共管理新方法

10.2.1 市场化工具

10.2.2 工商管理技术

10.2.3 社会化手段



10.3 战略管理

10.3.1 战略管理概述

10.3.2 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性质

10.3.3 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过程

检测考生对传统公共管理方法与手段的掌握和了解；检测考生对当代公共管

理新工具和各种治理方法的掌握和了解；检测考生对战略管理的含义、公共部门

战略管理的性质、公共部门战略的过程的掌理解和熟悉；检测考生运用公共管理

技术和方法分析、解决公共管理实践问题的能力。

11.公共管理规范

11.1 公共管理伦理

11.1.1 公共管理伦理的内涵

11.1.2 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伦理的实质

11.1.3 公共责任是公共管理伦理的具体化

11.1.4 公共管理伦理建设

11.2 公共管理法律

11.2.1 公共管理的法律逻辑

11.2.2 西方国家法治行政的历史演进过程

11.2.3 我国公共行政的法治化建设

11.3 公共管理监督

11.3.1 公共权力制约的基本理论

11.3.2 公共管理监督体系

11.3.3 我国公共管理监督机制的完善

检测考生对公共伦理、公共管理法律、公共管理监督含义的了解；检测考生

对伦理规范、法律规范、公共管理监督的理论及其作用的理解；检测考生运用公

伦理、法律、公共管理监督的相关知识分析、解决公共管理实践问题的能力。

12.公共部门绩效评估

12.1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概述

12.1.1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内涵

12.2.2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兴起

12.2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12.2.1 绩效评估指标与绩效标准

12.2.2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指标的质量标准

12.2.3 构建绩效评估指标的原则和依据

12.3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程序

12.3.1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系统的要素



12.3.2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行为过程

12.4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发展与完善

12.4.1 西方国家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局限性与发展趋势。

12.4.2 中国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发展途径

检测考生对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含义、特点和发展趋势的了解；检测考生对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评估程序、评估结果运用等相关知识的掌握与

理解；检测考生对西方国家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方法和经验的理解，检测考生对当

代中国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存在问题及推进途径的理解；检测考生运用公共部门绩

效评估的有关知识分析、解决公共管理实践问题的能力。

13.公共部门改革

13.1 公共部门改革概述

13.1.1 公共部门改革的含义

13.1.2 公共部门改革的内容

13.1.3 公共部门改革目标与新模式

13.2 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

13.2.1 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的兴起

13.2.2 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的内容与特点

13.3.3 当代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评价

13.3 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13.3.1 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兴起

13.3.2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13.3.3 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检测考生对公共部门改革背景条件、改革含义、改革理论、改革内容的掌握

与理解；检测考生对当代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背景、改革的内容、特

点及其评价的理解；检测考生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发展历程、改革内容及其发展趋

势的掌握与理解；检测考生运用公共部门改革的有关知识分析、解决公共管理实

践问题的能力。



科目代码：611

科目名称：公共经济学

第一部分 考试目标

公共经济学是公共管理专业十五门基础课程之一。公共经济学专门研究公共

部门的经济活动，也研究非公共部门经济主体的公共经济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相

关联的经济活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该学科领域的热点和前沿学术

问题，能够运用公共经济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对现实问题具

备一定的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的考试目的是通过笔试与面试的形式，判断学生是否具有进一步深造

的基本素质和培养潜力，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目标：

1.测试考生对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基本

方法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2.检测考生对当代公共经济学的前沿理论、方法和实践成果的掌握和了解情

况，检测考生对中国本土公共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理解和感知情况；

3.考察考生运用上述知识和理论分析和解决公共经济学领域现实问题的能

力。

第二部分 试卷结构
1.考试目标的能力层次的表述

本课程对各考核点的能力要求一般分为三个层次用相关词语描述：

了解基本概念——较低要求；

理解、熟悉原理——一般要求；

理论联系实际——较高要求。

2.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课程的命题考试是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内容来确定的，

(2)其难易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级，每份试卷中四种难易度，试题

分数比例一般为 2：3：3：2。

(3)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试题所占的比例大致是：“了解(知识)”占

15%，“理解(熟悉、能、会)”占 40%，“掌握(应用)”占 45%。

(4)试题主要题型有概念解释、简答、论述、材料分析等题型。其中资料分

析可以从文献资料和现实案例中选择。

(5)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试题主要测

验考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的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理

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试题要有一定的区分度，难易程度要适当。一般应使

本学科、专业本科毕业的优秀考生能取得及格以上成绩。



第三部分 考查内容（供参考）
一、福利经济学原理

1. 公共部门经济职能的决定因素

2.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概念及实现条件

3. 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的联系与区别

4. 资源配置方式及市场失灵的原因

二、外部性理论

1. 外部效应的表现形式

2. 外部效应是如何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的

3.纠正外部性的机制及缺陷

三、政府干预理论

1.政府干预理论的概念与发展

2.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决定原理

3.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和平衡预算乘数的内涵

4. 财政政策的实施机制

5.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功能及意义

6. 斯蒂格利茨的政府干预思想

7.政府干预理论的应用

四、公共产品理论

1. 公共产品的含义、特征

2. 公共产品的分类

3. 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条件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型

五、公共财政理论

1.拉弗曲线理论

2. 公共支出的含义及分类

3. 公共支出各支出项目的性质

4. 瓦格纳法则”“公共收入增长引致说”“公共支出增长的发展模型”“非均

衡增长模型”等公共支出增长理论

5. 税收功能

6. 税收转嫁与归宿的含义、形式及规律

7. 税收对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行为、私人储蓄、私人投资等经济行为所产

生的效应

8. 公共预算的一般原则

9. 公共预算的机会成本分析，公共预算的成本效益分析

六、公共选择理论



1. 各种投票规则优缺点

2. 阿罗不可能定理

3. 公共选择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行为及其特点

4. 公共选择、单峰偏好、多峰偏好、利益集团的含义

5. 投票悖论与中位选民定理

6. 政府失灵及其表现形式

7.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七、公共规制理论

1.公共规制的概念

2.公共规制的种类

3.不同公共规制类型的优缺点

八、新制度经济学原理

1.“交易费用”原理

2.产权理论

3. 契约理论

4.制度变迁理论

5.委托代理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