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农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科目 828《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考试相关说明

一、卷面结构

1、内容组成：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占

50%；应用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和综合知识应用题等方面的内容

占 50%。

2、考试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

二、考试时间和方式

1、考试方式：笔试

2、考试时间：3 小时

第二部分：考试大纲性质、考试要求及大纲内容

一、考试大纲的性质

《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是攻读农村发展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初

试考试科目。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

科目，考试内容侧重于考核学生对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中基础理论、

基本内容的掌握与理解，包括国内外乡村治理的历程与经验，我国乡

村治理的现状与难点，我国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文件，乡村治理

体系建设，乡村基层党建，乡村建设的主要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等，

以考查学生对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掌握程度，并能运

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乡村治理中的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帮助



考生明确考试复习范围和相关要求，特制定本考试大纲，适用于报考

北京农学院农村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考生。

指定教材及参考文件：

1、赵先超、周跃云主编《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普通高等院

校“十三五”规划教材，研究生高水平教材立项项目），中国建材工

业出版社 2020 年版。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

作的意见（2022 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 年）

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

治理的指导意见》（2019 年）

5、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

见》（2020 年）

二、考试要求

1、了解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把握乡村

治理体系与乡村建设的基本内容。

2、能够运用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实际

运用，以此为依据考察考生是否具备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和是否具备进

一步培养的知识储备和科研能力。

三、大纲内容

第一章 绪论（教材）

一、学习要点：乡村的概念与乡村划分；乡村治理的起源。



二、关键点：乡村治理的概念、内容、内涵、重点。

第二章 国内外乡村治理实践与经验（教材）

一、学习要点：国外乡村治理历程；国内乡村治理历程。

二、关键点：国内外乡村治理实践经验总结。

第三章 我国乡村治理现状与难点（教材）

一、学习要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关键点：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难题与前景。

第四章 乡村治理体系

一、学习要点：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

理体系；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

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二、关键点：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思想。

第五章 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

一、学习要点：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

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

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二、关键点：村级组织体系。

第六章 乡村自治

一、学习要点：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责；村民自治组织的能力和机

制；村民议事协商；村级事务阳光工程。

二、关键点：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和机制。

第七章 乡村法治



一、学习要点：涉农领域立法；涉农行政执法；乡村司法；乡村

法治宣传教育；乡村法律服务；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平安乡

村建设；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治。

二、关键点：乡村法律服务；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

第八章 乡村德治

一、学习要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规民约；乡风文明培

育；道德模范引领；农村文化引领。

二、关键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规民约。

第九章 乡村治理的外部支持和保障

一、学习要点：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支持多方主体参与

乡村治理；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增强乡镇统筹协调能力；构

建乡村便民服务体系。

二、关键点：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增强乡镇统筹协调能

力。

第十章 乡村建设的国内外经验借鉴（教材）

一、学习要点：国外乡村建设实践；国内典型地区乡村建设实践。

二、关键点：国内外乡村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

第十一章 我国乡村建设历程与建设目标（教材）

一、学习要点：乡村建设历程。

二、关键点：乡村建设目标。

第十二章 乡村建设的主要理论基础（教材）



一、学习要点：可持续发展理论；城乡一体化理论；人居环境理

论；田园城市理论；生态城市理论。

二、关键点：五种理论在乡村建设中的应用。

第十三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建设的深度思考（教材）

一、学习要点：乡村建设的重点思考；乡村建设的策略思考。

二、关键点：乡村建设的协同推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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