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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查目标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和广泛运用政治、法

律、管理、经济的方法，从而达到增进公共利益、提高服务品质的各种管理活动

的总称。《公共管理学》是公共管理学科的一门基础课，旨在培养学生的公共管

理理论素养、专业意识和实际应用能力。因此，《公共管理学》课程的研究生入

学考试，既充分反映公共管理的学科特点，检测考生对基本理论知识掌握和理解

的情况；又要紧密结合新时代公共管理实践，检测考生对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实际

运用的能力。

具体来说，《公共管理学》课程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就是要检测考生系统掌

握公共管理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情况；检测考生对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学发展的

最新理论、方法与最新实践的了解和掌握情况；检测考生对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

理论和实践的了解和掌握情况；检测考生运用公共管理知识和理论分析、判断和

解决公共管理实践问题的实际应用能力。

二、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总分：150分， 考试时间：180分钟

（二）考试方式

闭卷、笔试

（三）内容结构

1．基本理论知识：90分；

2．实际问题分析：60分。

（四）题型结构

1．单项选择题（本题共有 1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0分）。

2．判断分析题（本题共有 5小题，每小题 4分，共 20分）

3. 简述题（本题共有 3小题，每小题 10分，共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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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论述题（本题共有 2小题，每小题 20分，共 40分）。

5．案例（材料）分析题（本题共有 2小题，每小题 20分，共 40分）。

三、考查范围

第一章 导论

一、考查目标

通过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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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检测考生对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关系的理

解；检测考生对公共管理产生、发展与演进规律的掌握和理解。

二、考查内容

（一）公共管理学概述

1．公共管理的含义。

2．公共管理学的概念范畴：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公共管理与公共产品、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政治与行政、公共治理与善治、公共管理与工商企业管理。

（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1．公共管理的兴起：公共行政的发展演进、公共行政的反思。

2．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公共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

征。

（三）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途径和方法

1．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途径：P途径、B途径。

2．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发展

一、考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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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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

和理解；检测考生对公共管理各种理论流派相互关系的理解；检测考生运用公共

管理理论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实践问题的运用能力。

二、考查内容

（一）公共行政理论的演进

1．公共行政理论的初创：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韦伯的官僚制理

论、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美国进步时代的公共行政改革、古典时期的公共行政

与新古典时期的公共行政。

2．公共行政理论建构：怀特的系统化公共行政理论、古利克和厄威克的科

学化公共行政原则、福莱特的动态化公共行政理论。

3．公共行政理论的转型：西蒙的批判与公共政策学派的出现、“西沃之争”、

新公共行政学。

（二）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1．公共选择理论。

2．新公共管理理论。

3．公共治理理论。

4．新公共服务理论。

第三章 公共组织

一、考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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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检测考生对公共组织变革的理解；检测考生

对公共组织理论以及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公共组织管理实践问题的能力。

二、考查内容

（一）公共组织的性质与结构

1．公共组织的含义：公共组织的概念、公共组织的特征。

2．公共组织的结构：纵向结构、横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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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组织的类型：行政组织、非营利组织、准政府组织、第三部门、事

业单位及其改革。

（二）公共组织的变革

1．科层组织的反思：科层组织的基本特征、科层制方法的主要内容、传统

科层组织的缺陷与困境。

2．公共组织的变革：公共组织变革的目标、公共组织变革的主要内容。

第四章 公共领导

一、考查目标

检测考生对公共领导含义与作用的理解；检测考生对公共领导体制、领导方

法、领导能力、领导方式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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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查内容

（一）公共领导概述

1．公共领导的含义与特征：领导与公共领导、公共领导的特点、公共领导

的作用。

2．西方领导理论的演进与新发展：西方经典领导理论、西方领导理论的新

发展。

（二）公共领导体制

1．领导体制的含义与内容

2．公共领导体制的基本类型：首长制与委员会制、集权制与分权制、层级

制与职能制、完整制与分离制。

3．我国公共领导体制改革：我国公共管理领导体制存在的问题、我国公共

管理领导体制改革的内容。

（三）公共领导方法

1．领导方法的含义与特征。

2．领导协调。

3．领导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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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领导激励。

（四）领导能力

1．领导能力的含义与条件。

2．领导能力的主要内容。

3．领导方式。

第五章 公共政策

一、考查目标

检测考生对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和演进的掌握与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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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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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查内容

（一）公共政策概述

1．公共政策的性质和范畴：不同视角下的公共政策、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

共政策。

2．公共政策工具：公共政策工具研究的兴起、政策工具的类型及其特点、

政策工具的选择及其应用。

3．公共政策的研究主线：政策制定主体的权力结构、权力运行机制和决策

机制，公共政策的过程与程序，公共政策的内容与输出。

（二）公共政策过程

1．公共问题与公共政策问题。

2．公共政策问题的确认与建构。

3．公共政策议程。

4．公共政策制定。

5．公共政策沟通。

6．公共政策执行。

7．公共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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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政策分析

1．公共政策分析的含义与内容。

2．公共政策定量分析方法。

3．公共政策定性分析方法。

（四）公共政策发展

1．公共政策发展的趋向：公共性、合法性、有效性。

2．公共政策环境。

3．公共政策发展与公共管理价值的实现。

第六章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一、考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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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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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查内容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

1．人力资源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的含义、人力资源的特点、从

传统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

2．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演进：科学管理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行为主义时

代的人力资源管理、现代管理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时代的人力资源管

理。

（二）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

1．职务分析：职务分析的含义、职务分析的程序、职务分析方法。

2．人员招聘：招聘过程管理、招聘渠道的类型、招聘筛选的方法。

3．人员培训：培训需求分析、培训的组织与实施、人员培训与开发信趋势。

4．人员绩效评估：人员绩效评估的含义与功能、人员绩效评估的方法、人

员绩效评估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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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薪酬管理：薪酬管理的基本原则、影响薪酬管理的主要因素、薪酬的构

成。

（三）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1．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类型。

2．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价值因素。

3．传统公共人事管理的制度安排。

4．公务员制度：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特点、当代中国公务员制度的主要

内容。

5．国外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变革。

6．中国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

第七章 公共预算管理

一、考查目标

检测考生对公共预算与公共财政管理的含义、功能及要素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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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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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查内容

（一）公共预算管理

1．公共预算的含义、公共预算的功能、公共预算的要素。

2．公共预算管理的基本模式：规划——计划——预算模式、目标管理预算

模式、零基预算模式、绩效预算模式。

3．公共预算的过程：公共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

4．预算的审查与监督。

（二）公共收入管理

1．税收管理。

2．政府收费管理。

3．公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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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支出管理

1．购买性支出管理。

2．政府采购管理。

3．转移性支出管理。

4．公共支出绩效评估。

第八章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

一、考查目标

检测考生对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含义、管理的具体内容、管理标准化的理解；

检测考生对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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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查内容

（一）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概述

1．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内涵：信息资源与政务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管理与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

2．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产生发展及研究视角：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产生发

展、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视角。

3．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标准化。

（二）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内容

1．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体制。

2．政务信息资源采集管理。

3．政务信息存储。

4．政务信息资源分级分类管理。

5．政务信息资源公开。

6．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共享。

（三）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1．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含义、框架。

2．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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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务信息资源法制建设。

第九章 公共危机管理

一、考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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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过程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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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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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查内容

（一）公共危机管理概述

1．公共突发事件、公共危机、公共危机管理的含义，公共突发事件与公共

危机的关系，公共危机的特征，公共危机与公共危机管理，公共危机管理与应急

管理。

2．公共危机管理体制与职能：公共危机管理组织结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公共危机管理职能。

3．公共危机管理过程：公共危机管理阶段、公共危机管理系统、公共危机

的动态管理模式。

（二）公共危机管理机制

1．公共危机预警机制。

2．公共危机管理决策机制。

3．公共危机管理资源配置与保障机制。

4．公共危机管理新闻发布机制。

5．公共危机管理控制处置机制。

6．公共危机管理的善后处理与评估机制。

（三）公共危机管理法治

1．公共危机管理法制体系。

2．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紧急权力法治。

3．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权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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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公共管理技术与方法

一、考查目标

检测考生对传统公共管理方法与手段的掌握和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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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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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查内容

（一）传统行政方法

1．行政手段。

2．法律手段。

3．经济手段。

4．思想教育手段。

（二）当代公共管理新方法

1．市场化工具：民营化、用者付费、合同外包、特许经营、凭单制、分散

决策、放松规制、产权交易、内部市场。

2．工商管理技术：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顾客导向、标杆管理、流程

再造、绩效评估。

3．社会化手段：社区治理、志愿者组织、公众参与及听证会。

4．战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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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公共管理规范

一、考查目标

检测考生对公共伦理、公共管理法律、公共管理监督含义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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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查内容

（一）公共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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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伦理的含义：公共伦理的提出、公共伦理的构成与思考方式。

2．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及其特性、公共利益的评价功能。

3．公共责任：公共责任的含义、公共伦理的责任冲突与选择。

4．公共伦理建设：公共伦理建设的具体措施。

（二）公共管理法律

1．公共管理的法律逻辑：公共权力需要法律约束与规范、公共管理研究的

法律途径。

2．西方国家法治行政的历史演进过程。

3．我国公共行政的法治化建设：建设目标、主要内容、建设措施。

（三）公共管理监督

1．公共权力制约的基本理论：分权制衡理论、人民主权理论、社会契约论。

2．公共管理监督体系：公共管理监督的内容、公共管理内部监督体系、公

共管理外部监督体系、我国公共管理监督机制的完善。

第十二章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

一、考查目标

检测考生对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含义、特点和发展趋势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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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查内容

（一）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概述

1．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内涵：概念的界定、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特征。

2．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兴起：（1）兴起的社会背景，新公共管理运动《政

府绩效与结果法案》、《国家绩效评论》（戈尔报告）；（2）开展公共部门绩效评估

的意义；（3）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在实践中的应用。

（二）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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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估指标的含义与分类：评估指标的含义、分类、绩效标准、绩效等级。

2．构建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指标的原则与要求。

（三）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程序

1．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程序的含义。

2．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过程：准备阶段、组织实施阶段、结构运用阶段。

（四）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发展与完善

1．对西方国家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评价。

2．西方国家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发展趋势。

3．中国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发展途径：政府绩效管理试点、中国科学推进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途径。

第十三章 公共部门改革

一、考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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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查内容

（一）公共部门改革概述

1．公共部门改革的含义。

2．公共部门改革的内容：改革内容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3．公共部门改革目标与新模式。

（二）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

1．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的兴起。

2．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的内容与特点。

3．当代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评价。

（三）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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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兴起。

2．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

3．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四、试题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有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例题：20世纪 80年代，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先驱是（）。

A．美国 B．英国 C．法国 D．德国

答案： B

（二）判断分析题（本题共有 5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例题：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是以机构合并与人员裁减为中心的。

评分标准：先判断题中的观点（2分）；然后分析，如果题中观点是正确的，要说明为

什么正确；如果题中的观点是错误的要予以改正（2分）。如果判断错误，本小题的 4分将

全部扣完。

（1）判断：题中的观点是错误的。

（2）分析：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中心的。

（三）简述题（本题共有 3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例题：简述行政环境与行政管理的辩证关系。

评分标准：

（1）说明两者的辩证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关系（3分）；

（2）说明行政环境对行政管理的作用（3分）；

（3）说明行政管理对行政环境的作用（3分）；

（4）科学处理两者关系的意义（1分）。

（四）论述题（本题共有 2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

例题：

“新公共行政学”是 20世纪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批青年行政学者对传统行政学提出

批评而形成的“新”理论。弗蕾德里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是“新公共行政学”的主要

代表人物。他认为：“社会公平是我们用一系列价值偏好，包括组织设计偏好和行为方式偏

好的关键词语；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公平性；社会公平强调公共管理者在决策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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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推行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社会公平强调公共管理的变革；社会公平强调对公众要求做出

积极的回应（responsiveness），而不是以追求公共组织自身需要满足为目的；社会公平还强

调在公共行政的教学与研究中更注重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以实现对解决相关问题的期

待……。”

根据弗蕾德里克森关于社会公平的观点，论述促进我国从建设型向公正公平型社会转变

的具体策略和措施。（20分）

评分标准：

（1）分析 20世纪 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是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

方面是饥饿、失业、贫穷，民权运动高涨。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以效率为最高目标的传统

公共行政已经百年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要求，社会公平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从而推动

了学者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批评，强调社会公平，“新公共行政学”由此产生。（4分）

（2）结合西方国家的社会现实，阐述弗蕾德里克森关于社会公平观点的主要内容及意

义（4分）

（3）分析当下我国的社会现实，并与 20世纪 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当时

的社会现实进行比较，提出我国社会转型、强调社会公平的现实需求。（3分）

（4）围绕强调以人为本、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策略，

将弗蕾德里克森关于社会公平的每一项目内容都作为一个具体措施来加以分析论述。（9分）

（四）案例（材料）分析题（本题共有 2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

第一类：材料分析例题：

政府绩效评估是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绩效评估中，评估者与被评

估者（即行为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评估者的需求、期望值是被评估者（即行为者）

的行为导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谁是评估者，谁就拥有了话语权，被评估者就对谁负责。

在我国，在本质要求上，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应该由公众来进

行评估，给公众评估的话语权，请公众打分考评政府工作和干部业绩；同时，在客观实际上，

政府管理与服务的质量如何，体会最深、体验最直接的是接受管理与服务的对象——公众，

政府服务的满意程度如何，公众最有发言权。因此，广大公众作为评估者参与政府绩效评估、

行使政府绩效评估的民主权利，属于情理之中的事。

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还只能是处在公众有限参与阶段，公众评估所占的权重不宜过

大；把政府绩效评估、官员政绩考核的权力还给公众，扩大公众的话语权，这是一个巨大的

进步，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点还需要一个过程。

（1）请概括上述的观点，并运用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有关知识进行分析评价。（10分）

（2）请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实际分析和论述如何确定政府绩效评估主体？（10分）

评分标准：

（1）将题目中关于绩效评估主体的观点，概括为两类观点：一类是主张强调还权于民，

强调公众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具有话语权；一类是根据目前中国的实际，还不可能真

正实现让公众来评价政府，强调公众在评价政府时候的有限参与。（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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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用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关于绩效评估主体的知识，对两类观点分别进行分析评

价，评价合理。（4分）

（3）对我国当下公众的综合素质、政策水平、法律意识、信息不对策、评估的公共尺

度和公共标准缺乏、社会发育不够成熟等社会现实，分析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

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提出当下完全实现公众评价政府的不现实性、不科学性，有限参与的合

理性。（5分）

（4）注重提高公众综合素质、政策水平、法律意识，注重政务信息公开，解决信息不

对策问题，注重政府行政规范和服务质量标准的建设，建立绩效评估的公共尺度和标准，培

育社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吸收公众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并加大公众评估的权重，逐

步在政府绩效评估中增加反映公众需求的指标并加大权重。（5分）

第二类：案例分析题例题：

2009 年 6 月 5 日，在成都市的街头爆发了一起具有突发和恶性特征的公交车燃烧事件。

一时间，有关它的所有观察、描述、臆测、推断、注解、反应，都由无数传播者迅速传开，

成为了社会舆论和人们关注的焦点。据统计分析，“6.5”事件在舆论热度、媒体关注度、

网民关注度等方面都高居排行榜前位。

但是，“6.5”事件发生后，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召开了一连串的新闻发

布会，保持了信息透明度，有效引导和回应舆论。6月 5日事发仅 2 小时，成都市政府抢在

第一时间召开首场新闻发布会，并且当天连开三场发布会，不断公布伤亡、救治、现场等情

况。6 日的第四场发布会主动回应市民有关疑问，使质疑声音减弱。7 日的第五场发布会公

布调查的结果，认定“有人带油上车”，网民转而追查纵火者，民众的思路和情绪与政府逐

渐合拍。

因此，成都“6.5”事件在市民惊悚之余，并没有诱发重大不满和社会群体性事件，一

度出现的谣言和猜疑也迅速消退，“6.5”事件平稳落幕。

（1）请结合本案例，具体分析公共突发事件应对处置中新闻媒体的任务（10 分）

（2）请运用公共突发事件应对处置中新闻媒体管理的有关知识分析成都“6.5”事件成

功处置的经验。（10 分）

评分标准：

（1）从理论上说明公共突发事件应对处置中新闻媒体管理的任务（3 分）；

（2）结合案例分析四川地方政府在处置“6.5” 公交车燃烧事件中，有哪些行为，这

些行为分别属于执行公共突发事件应对处置中新闻媒体管理的任务的哪个方面（7 分）

（3）成都“6.5”事件成功处置的经验，包括：第一时间报告、及时和多次报告（3 分）；

引导舆论、信息透明、及时回应（3 分）；迅速展开事件原因调查、及时公布事件真相（3

分）；政府应对得当（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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