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916《公共管理综合》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 考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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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的考试目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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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法掌握的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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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判断学 

生是否具有进一步深造的基本素质和培养潜力。 

二、 考试范围（主要介绍该考试科目涉及哪些部分）  

考试范围以参考书目为依据，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管理学基础原理，重点考察考生对于管理思想和管 

理理论精华的理解，要求考生从管理过程的角度，系统掌握全球化背 

景下组织管理的决策、组织、领导、控制以及创新等职能的基本原理。 

第二部分为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知识及应用，重点考察考生对于 

公共组织行为及公共政策执行等领域相关重点理论要点及本质的掌 

握，测试考生运用公共管理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系 



统化研究能力。  

三、考试基本要求（主要介绍考生掌握该科目知识应具备的能力） 

要求考生初步但较为全面地掌握一般管理学的基本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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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180 分钟 
 

（三）各部分内容考查比例：管理学基础原理占 70 分；公共管理学 
 

理论及应用占 80 分。 
 

（四）题型及分值 
 

1．名词解释：每题 6 分，共 5 题，合计 30 分 
 

2． 简答题：每题 12 分，共 5 题，合计 60 分 
 

3． 论述题：每题 15 分，共 2 题，合计 30 分 
 

4． 案例分析：每题 30 分，共 1 题，共计 30 分  

五、参考书目 

[1]周三多，管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2]欧文·休斯（Owen E.Hughes），公共管理导论（第三版，中 

文版和英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第二部分 考试内容 

一、管理学基础原理 

 

（一）管理活动与管理原理 
 

1、 管理的概念与职能；各管理职能间的相互关系；管理者的 

角色与技能； 

2、 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3、 几种相关的道德观；影响管理道德的因素；企业社会责任 

的体现；改善企业道德行为的途径； 

4、 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管理的异同。 
 

（二）决策与计划 
 

1、 决策的过程、原则、影响因素、分类； 
 

2、 定性决策的方法； 
 

3、 风险型决策方法与不确定性决策方法（计算题 决策树、 

乐观法、悲观法、最小最大后悔值法） 

4、计划的性质； 
 

5、孔茨的计划层次体系； 
 

6、计划的编制过程； 
 

7、战略环境分析； 
 

8、战略性计划选择； 
 

9、目标管理的基本思想。 
 

（三）组织 
 

1、组织设计的影响因素及原则； 
 

2、组织部门化的基本形式及各自的特点； 
 

3、管理幅度与层次； 



4、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影响组织分权程度的主要因素； 
 

5、人力资源培训及绩效评估的方法；内部提升与外部招聘的含 

义及优缺点；  

6、组织变革的一般规律、管理组织变革、组织文化及其发展。 

（四）领导 
 

1、领导与管理关系； 
 

2、领导者具备的要素和作用； 
 

3、领导权力的来源； 
 

4、领导理论的内容； 
 

5、激励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X 理论与 Y 理论； 双因 

素理论；公平理论、期望理论、强化理论； 

6、沟通的类别；克服沟通中的障碍一般准则。 
 

（五）控制 
 

1、控制的必要性和基本原理； 
 

2、控制的类型与方法。 
 

（六）创新 
 

1、创新及其作用、创新与维持的关系； 
 

2、创新职能的基本内容； 
 

3、创新的过程和组织。  

二、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知识及应用 

（一）传统公共行政模式 

1、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2、威尔逊的公共行政理论 
 

3、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存在的问题。 
 

（二）新公共管理  

1、新公共管理的主要论点； 

2、管理主义面临的批评； 
 

（三）政府的角色  

1、公共部门的必要性； 

2、市场失灵； 
 

3、政府工具； 
 

4、历史演变中的政府干预； 
 

5、政府核心职能。 
 

（四）公共企业  

1、建立公共企业的理由； 

2、公共企业的类型； 
 

3、公共部门民营化改革。 
 

（五）公共政策与政策分析  

1、公共政策、行政与管理； 

2、政策过程模式 
 

3、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4、政治性公共政策 
 

（六）战略管理  

1、私人部门战略与公共部门战略； 



2、战略计划模式； 
 

3、战略管理。 
 

（七）人事管理和绩效管理  

1、人事管理与人事制度改革； 

2、绩效管理。 
 

（八）财政管理  

1、政府预算； 

2、传统财政管理与财政管理改革； 
 

3、对财政管理改革的批判。 
 

（九）电子化政府  

1、电子化政府的产生 

2、电子化政府发展阶段 
 

3、技术变革对官僚制的影响 
 

4、电子化政府的问题 
 

（十）管理外部因素  

1、作为一种职能的外部关系 

2、利益集团与政策团体 
 

（十一）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  

1、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公共管理模式 

2、发展中国家公共管理改革及其面临的批评 
 

（十二）责任 
 

1、私人部门的责任和公共部门的责任 



2、管理主义模式中的责任 
 

（十三）公共管理的新模式 

1、公共管理的范式变革 

2、作为一场全球化运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3、管理主义的理想基础 
 

4、新公共管理受到的主要质疑和批评 

 

第三部分 题型示例 

 

 

简答题示例：简述霍桑实验得出的主要结论 

【答题思路】（1）工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2）在组织中存 

在着非正式组织；（3）新型的领导在于提高工人的满足度，从而激发 

工人的劳动积极性。 

 

论述题示例：试论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治理理论的关系。 

【答题思路】（1）聚焦于“治理作为公共管理的争论”；（2）二 

者的相容性：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代表了关于治理的争论，治理争 

论的最终结果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出现；二者共同推动权力中心的转 

移，促进政府效率的提升；（3）二者的相斥性：概念上治理强调政府 

与社会成员间的关系，新公共管理偏重于如何构建这种联系；理论模 

型的实质上，治理关注过程，而新公共管理关注结果；遵循的哲学基 

础上，治理是一种政治理论，强调价值分配，而新公共管理尊重组织 



理论及制度理论；从政府的管控程度来看，治理主张保持政府对公共 

资源的控制力，而新公共管理强调对公共部门的彻底改变。 

 

案例分析题示例： 谁来牵走这条破船?  

下面是某报的一则报道。请运用公共管理相关理论分析这一案 

例，指出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浴场的潮间带却长期搁置着一条废弃的渔船，实在有碍观瞻。在 

媒体曝光后，这条破船仍“岿然不动”。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清除这一

瑕疵，恢复环岛路的美丽风光。 

 
 

一条破旧不堪的渔船，却让几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都皱起了眉 

头。因为“目前没有相关规定，我们没办法解决”。16 日，记者以《破 

船脏了环境》为题对王某反映的问题作了报道。18 日早晨，记者再 

次来到该处，看到这条已经腐朽的渔船依然占据着沙滩一隅。记者绕 

船走了一圈，发现船体上没有牌照或可以显示主人身份的标志。“太 

阳湾”海滨浴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条渔船从今年 4 月份就 

停靠在这里。他还说，环岛路沙滩上还有不少这类破船，它们与周围 

的景观极不谐调，而且船体的碎片也成了沙滩垃圾的“制造者”。哪 

个部门对清理这条木船负有责任?受市机关效能投诉中心委托，当日 

下午，记者以游客身份，在近一个小时内拨打了多个单位的电话，可 

是仍然无法找到能牵走这条破船的“主管部门”。 

某管理办。工作人员态度还算温和，询问了渔船的停放地，然 



后说他们管的是海上，沙滩上的事情他们会和执法部门联系。记者追 

问这个问题究竟属于哪个部门管，他回答说，环岛路有很多部门管辖， 

“职责有交叉”。“有没有直接主管的部门呢?”对记者这一问题，他 

没有回答，只是记下了记者的联系电话，表示“处理后会给一个反馈”。 

城监某大队。工作人员听到记者的陈述后，回答说“可以去看一 

下”。记者问他们是不是主管部门，他回答说：“如果是侵占沙滩、影 

响市容就可以管。如果是在水上我们就管不了。”“这艘船是停在海边 

的沙滩上，你们能管吗?”“如果是沙滩公共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管。 

如果是营利性的，应该归别的部门管。”并说该片沙滩属于“太阳湾” 

的卫生管理范围，应该由“太阳湾”管理处找到船主，视情况清理。 

“如果找不到呢?”“这个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我们也解决不了。” 

某监督局。记者问：“渔船上一般都应该有船牌号。渔船的报废 

归哪里管?”“归我们。渔船报废后，由我们就地拆解。”如果是停在 

海滩上的报废的渔船呢?你们会管吗?”“那要请示领导。”“为什么要 

请示领导?”“我们现在没有接到通知要管这件事情。”他还说：“这件 

事情比较复杂，我是值班的，不太清楚该事的具体过程”。同时，他 

还对记者的游客身份表示质疑。后来他还是记录下记者所说的情况， 

表示要调查一下这艘船的船主。 

某管理局。工作人员说，船可能是当地渔民的，要记者与那里的 

相关部门联系。记者问，这种情况究竟有没有部门管，他回答说：“目 

前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最好能找到船主，事情会比较好，在没有找 

到船主之前，各个部门都不好贸然处理。” 



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说：“这种情况要市里统一协调，我们 

没有办法管。”记者说：“一条破旧的渔船停在那儿，跟周围环境很不 

谐调。”“那种船停在环岛路的沙滩上有几百条，有的还停了好几年 

呢。”这位工作人员很快打断了记者的话。她还说，他们已经接到不 

少类似的反映，因为没有统一的规定，所以“没办法解决”。  大概 

由于这些原因，直至 25 日，这条破旧渔船仍停在“太阳湾”的沙滩 

上。 

【存在的问题】：可结合理性选择理论、官僚制科层理论、管理 

理论来分析，问题主要包括：（1）各主管部门职能交叉，职责不清； 

（2）多头管理，出现缺位；（3）缺少协调机制或机构；（4）主管部 

门及工作人员相互推诿等。 

【解决的办法】：可结合官僚控制、管理理论及治理理论来提， 

包括：行政联合、角色定位、明晰权责、加强沟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