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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2025 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公共管理硕士（MPA）复试考试大纲

公共管理硕士（MPA）综合

分 考试说明

一、考试范围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的基本专业知识，全方位理解现

代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概念、基本问题，系统、动态地了解政治

学学科的基础原理和实践。此外，还需熟悉时政要闻及国家大政方针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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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时政占 40%，基本专业知识占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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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答题，3 小题，每题 20分，共 60 分

2.论述题，2 小题，每题 20分，共 40 分

四、参考书目

杨光斌. 政治学导论（第五版）（新编 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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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考试内容

第一篇 政治的性质

第一章 政治与政治学

第一节 政治的含义

第二节 政治学

第三节 政治学方法论

第二章 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第一节 权力与权利

第二节 法治与民主

第二篇 政治意识

第三章 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

第一节 政治文化

第二节 政治社会化

第四章 意识形态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含义与特征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基本类型

第三节 意识形态的地位与功能

第三篇 政治体系

第五章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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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家起源与国家的目的

第二节 现代国家建设

第三节 国家类型与国家形态

第六章 政府

第一节 政府体制理论

第二节 中央政府及其行政机关

第三节 国家元首、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

第四节 国家内政府间关系

第七章 政党

第一节 政党理论

第二节 政党制度

第八章 政治社会

第一节 利益集团

第二节 新兴社会组织

第三节 新闻媒体

第九章 政治人

第一节 政治人与公民

第二节 政治家

第四篇 政治行为

第十章 国家治理

第一节 治理的理论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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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治统治理论

第三节 国家治理能力理论

第十一章 政治参与

第一节 政治参与的含义

第二节 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

第三节 政治参与的作用

第五篇 政治发展

第十二章 政治现代化

第一节 政治现代化理论

第二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革命与改革

第三节 现代化的问题

第十三章 政治民主

第一节 政治民主理论

第二节 政治民主的制度化类型

第三部分 题型示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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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的地位可以通过哪些作用得到认识？

政治的地位可以通过如下作用得到认识：

（1）政治权力的首要功能是维护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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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对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作为上层建筑

核心的政治权力又决定着其他上层建筑。

（3）政治可以提升被统治者或民众的地位。

二、论述题

1. 请判断“政治学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正确与否？并论述其

原因。

答：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政治学作为一门研究政治的科学，其研究范围

主要是与政治的内涵联系在一起。

（1）政治学以政治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现象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现象，社会

关系的本质规定性是社会现象的一般本质性。因此，作为社会现象之一

的政治现象本质是政治关系现象，政治关系的本质规定性是政治现象的

一般本质性，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讲，政治关系的本质规定性，是政治

学研究的本质性内容。同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治关系具有多种外

延形态，如政治行为是政治关系的行为形态，政治体系是政治关系的组

织和制度形态，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和精神形态，这些形态也都

属于政治学研究的对象。

（2）政治学以探求政治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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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既要求对政治现象进行描述，对政治表征进行把握，更要求

深入研究政治关系的本质联系及其发展运动的规律。

由此可见，题中观点是错误的。政治学不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

而是对社会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

2. 请论述什么是高质量发展。

答：第一，高质量发展是党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高质量发展

是面对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潮流，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

低速发展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之际，党中央对我国现阶段经

济发展阶段的判断，也是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目标和新要

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

中方企业家委员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不断深化。2013

年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

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2014年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经济发展不只是拼速度，而是要从长久持续稳定的角度，强调内在的发

展质量。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因此，高质量发展首先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定。

第二．高质量发展就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高质量

发展就是从简单追求数量和增速的发展，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首要目标

的发展。其基本要求是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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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从根本上说，高质量发展是从解决社会各方面

产品和服务供给“有没有”“大不大”“足不足”转向解决“好不好”“优不优”“美

不美”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由注重速度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益的

发展。

第三，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要求。高质量发

展作为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包括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动力高质量，

经济结构、供给体系高质量，社会保障支持体系高质量，综合效益高质

量等方面。它既包括社会发展链条上的经济发展这一起点，也包括政治、

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成熟与否，还体现着社会发展的根本理念和最

终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

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

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

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

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扬长补短，

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高质量发展是综合式发展。它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起点，逐步跨越

经济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渗透。它既要具有科学的发展理念、科

技创新的持久动力、合理的经济结构、满足需求的有效供给体系、多样

平衡的生态环境、坚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要具有健康和谐的

社会环境，实现公平美好的社会效益。在我国现阶段，高质量发展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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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一的经济发展要求，而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国

家在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综合全

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高质量发展是社会的综合式发展。

第四，高质量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以经济高

质量发展带动整个社会平稳和谐，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愿望

和要求，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能给人民带来更

大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能够产生更大福利效应的发展。

因此，高质量发展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和价值追求。高质量发展

就是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应对国际竞争、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条件下，

高水平、高质量地实现人民所想、所愿、所求，这一发展目标鲜明体现

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由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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