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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范围 

复试笔试内容以指定参考书目为基础，重点考察对当前公共政策

热点焦点问题的认知理解，重点测评对公共政策基本概念、基本范畴、

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掌握情况，以及运用所学理论分析解决政策问

题的能力。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120 分钟 

（三）满分：100 分 

三、题型及分值 

题型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题型。 

例如：1、名词解释，5 小题，每题 6 分，共 30 分  

2、简答题，3 小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3、论述题，2 小题，每题 20 分，共 40 分  

四、参考书目 

麻宝斌、王庆华，公共政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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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政策概述：公共政策的内涵；公共政策的分类；公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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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功能；公共政策的本质 

2.公共政策演进：20 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策研究；20

世纪中期公共政策学的创立及初步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对公共

政策学的反思及进一步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公共政策学的发展

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政策学的发展 

3.公共政策价值：公共政策价值概述；公共政策价值系统；中国

公共政策价值的历史演进 

4.公共政策环境：公共政策环境概述、政策环境的构成要素、中

国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5.公共政策主体：政策主体的界定；政策主体的构成；政策主体

的规范 

6.公共政策议程：政策问题的确认；政策议程的设置；公共政策

议程设置的中国视角 

7.公共政策规划：公共政策规划的基础理论；公共政策规划的模

型研究；公共政策规划的中国实践 

8.公共政策合法化：公共政策合法化概述；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

中国的公共政策合法化 

9.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政策执行概述；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公共

政策执行分析 

10.公共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理论概述；政策工具的中国实践；

政策工具运用分析 

11.公共政策评估：公共政策评估概述；公共政策评估体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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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政策评估方法；中国公共政策评估 

12. 公共政策变迁：公共政策变迁的基础理论；中国社会转型与公

共政策变迁；公共政策变迁中的关键问题 

13.公共政策终结：公共政策终结概述；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因

素；中国的公共政策终结 

14.公共政策展望：现代公共政策研究的多方位探求；后工业社

会的公共政策发展；中国的公共政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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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  

公共政策：公共法权组织在特定的时空下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

化，通过一定的政治过程，针对公共问题所选择的行为的规范、措施

和手段。 

政策环境：作用和影响政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合。 

政策主体：是指在整个公共政策系统中占据主要地位，可按照自主

意志对政策问题、政策过程、政策效果、目标群体等政策客体主动施

加影响，主导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各项活动的个人、群体或组

织。 

政策工具：是指政府及其部门为执行政策，达成目标，以选择运用

多种手段与技术的总称。 

 

二、简答题 

下面提供的仅为主要参考答案，答题时应对每条进行简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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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问题有哪些特点？ 

答：（1）问题存在的客观性；（2）认定问题的主观性；（3）问

题布局的相关性；（4）问题发展的动态性 

2. 中国公共政策规划有哪些优化路径？ 

答：（1）政策目标的优化；（2）规划体制的优化；（3）咨询系

统的优化；（4）公民参与的优化 

3. 影响公共政策变迁的因素有哪些？ 

答：（1）决策权归属；（2）利益团体；（3）资源约束；（4）价值

观念；（5）政策学习；（6） 社会舆论；（7）异质事件 

三、论述题 

试述公共政策评估体系的构成是怎样的。 

答：公共政策评估体系包括主体、客体、环境。政策评估体系

中各因素的影响都能成为政策评估过程制约因素。 

首先，共政策评估主体。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就是参与政策评估

的组织或个人，具体包括内部评估主体和外部评估主体。其中，内部

评估主体包括政策决策和执行部门、政策监督部门、政府政策咨询部

门。外部评估主体是由政策主体以外的组织或个人构成的，包括官方

外部评估主体和非官方外部评估主体。官方外部评估主体有立法机构

和司法机构的组织和个人，非官方外部评估主体有第三方社会团体、

大众传媒，以及社会公众等。在选择政策评估主体时，要坚持专业化

原则、顾客导向原则、利益相关原则。 

第二，政策评估客体。政策评估客体具体而言包括评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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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或项目，政策的哪个阶段和哪些内容等。政策评估客体的评估标

准包括：可行性、经济型、社会性、公平性、发展性。 

第三，公共政策评估的环境。第一，信息采集与统计制度是影

响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的环境因素。建立与政策评估信息系统相配套

的信息收集制度，使政策相关信息的收集在时间和数量上都有明确的

规定，确保政策评估的信息渠道畅通无阻，具体包括信息公考与公示

制度、听证制度、社情民意调查与反映制度。第二，政策评估的程序

与资源保障制度。第三，政策评估结论应用的制度化。问责制度是政

策评估的重要制度基础，也是政策评估系统发挥租用的重要保障。 

 

附录：复试面试请按方向选择参考书目进行复习 

行政管理方向 

1.夏书章.《行政管理学》（第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与中山大学

出版社联合出版，2018. 

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八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和

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24. 

城乡公共治理方向 

陆军等.《城市管理学：公共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教育政策与管理方向 

1.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讲义（Ⅰ、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张维迎.《经济学原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3.刘复兴等编.《国外教育政策研究基本文献讲读》，北京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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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13. 

4.瓦尔特.吕埃格（Walter Guegg）.《欧洲大学史》（第三卷），

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 

5.约翰.塞林（John R.Thelin）.美国高等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

社，2023. 

土地资源管理方向 

1.朱道林 主编. 《土地管理学》(第三版)，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

社,2022.  

2.张占录 主编.《国土空间规划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23. 

3.丰雷、吕萍 等编著.《房地产经济学》（第四版），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