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大学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814 科目名称：公共管理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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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公共行政学

第一章 公共行政概述

第一节 公共行政的内涵

一、公共行政的本质

1.公共行政的涵义

2.公共行政的特征

二、公共行政在国家管理中的功能

1.贯彻和执行国家意志，进行社会管理

2.弥补市场缺陷，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3.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与服务

4.促进社会公平

5.保护共有资源

6.维护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

第二节 公共行政的演进

一、早期公共行政研究时期

1.公共行政的理论渊源

2.公共行政的创始人

3.早期公共行政的主要观点

二、传统公共行政研究时期

1.主要代表人物

2.主要理论及观点

三、修正公共行政研究时期

1.主要代表人物

2.主要理论及观点

四、整合公共行政研究时期

1.主要代表人物

2.主要理论及观点

五、公共行政发展时期

1.主要代表人物

2.主要理论及观点

六、我国公共行政的历史与现状

1.公共行政理论的引进

2.公共行政理论及实践的发展

第三节 现代行政现象与现代行政精神



一、现代行政现象

1.行政职能扩展

2.不良行政现象增加

3.公共行政管理和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现代化

二、现代行政精神

1.主动进取

2.追求卓越

3.创新发展

第二章 行政职能

第一节 行政职能的涵义

一、行政职能的含义

二、行政职能的扩展

第二节 行政职能的依据和属性

一、行政职能的依据

二、行政职能的属性

第三节 行政职能的主要内容及构成

一、外国学者关于政府职能的观点

二、中国学者及政府关于政府职能的观点

三、中国政府职能的内容

四、中央政府职能

五、地方政府职能

第四节 关于政府职能的争论

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第三章 行政权力

第一节 行政权力概述

一、行政权力的涵义

1.行政权力的概念

2.行政权力的内容

二、关于行政权力的主要学说

1.早期分权学说

2.三权分立学说

3.政治与行政二分法

4.五权宪法学说

5.议行合一学说

6.组织权力学说

三、行政权力的结构

1.行政权力的静态结构

2.行政权力的动态结构

四、行政权力的特征及其与其他权力的关系

1.行政权力的特性



2.行政权力与其他政治权力的关系

五、20 世纪行政权力发展的独特现象--行政国家

1.行政国家的形成

2.行政权力扩张的情况

3.行政国家的特点

六、21 世纪的行政权力展望

1.权力结构的扁平化

2.权力分配的均等化

3.权力行使的共享化

4.权力运行的透明化

5.权力约束的法治化

6.权力价值的合意化

第二节 行政权力分配

一、行政权力分析的方式与途径

1.行政权力的分配方式

2.行政权力的分配途径

3.行政权力再分配

二、行政权力分配的原则

1.程序合法

2.职权分明

3.权责一致

4.权利明确

5.内容全面

三、行政权力分配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1.行政权力分配与政治授权的关系

2.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关系

3.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行政授权

一、行政授权的性质和特点

1.行政授权的涵义

2.行政授权的特点

二、行政授权方式

1.根据行政管理的综合情况分为充分授权、不充分授权、制约授权和弹性授权

2.根据授权时所利用媒介的不同分为书面授权和口头授权

3.根据授权的合法程序和规范程度分为正式授权和非正式授权

三、行政授权过程

1.行政授权的条件

2.行政授权的程序

3.行政授权过程中授受关系的处理

第四节 行政权力行使

一、行政权力行使的基础、手段和影响力

1.行政权力行使的基础

2.行政权力行使的手段

3.行政权力的影响力



二、行政权力行使的程度

1.行政权力的行使程度与政府治理能力

2.影响行政权力行使程度的因素

三、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的负效率及其克服

1.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的负效应

2.行政权力的制约机制

第四章 行政组织

第一节 行政组织概述

一、行政组织的涵义及与类似词之异同

1.行政组织的涵义

2.行政组织与类似词之异同

二、国家行政组织的特征

1.政治性

2.社会性

3.权威性

4.法制性

5.系统性

6.发展性

三、行政组织的基本要素

1.法律制度健全

2.组织目标明确

3.人事调派恰当

4.权责分配合理

5.财物数量适中

6.运行机制有效

7.行为方式优化

8.价值观念整合

四、行政组织的产生与成立

1.行政组织产生与成立的依据

2.行政组织产生与成立的效力

3.行政组织产生与成立的规程

五、行政组织的种类

1.首脑机关

2.职能机关

3.幕僚机关

4.咨询机关

5.派出机关

六、行政组织与其他国家机构的关系

1.行政组织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2.行政组织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组织目标

一、目标的功用与层次

1.目标的功用



2.目标的层次

二、目标的合理化与特征

1.组织目标合理化

2.行政组织目标的特征

三、目标管理

1.目标管理的概念

2.目标管理的性质

3.目标管理的实施

第三节 组织结构

一、组织结构的性质

1.结构与功能

2.结构与职位

3.结构与模式

4.结构与差异

二、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

1.管理幅度

2.管理层次

三、行政组织体制

1.首长制与委员制

2.分级制与分职制

3.分权制与集权制

第四节 组织原则

一、组织原则的形成与意义

1.组织原则形成的条件

2.组织原则形成的意义

二、组织原则的主要内容

1.关于组织研究的不同历史时期

2.关于组织原则理论的代表性理论及观点

三、我国国家行政组织的基本原则

1.为民便民的原则

2.完整统一的原则

3.权责一致的原则

4.精干效能的原则

5.依法行政的原则

6.适应发展的原则

第五节 组织环境

一、一般社会环境

二、特定社会环境

三、团体社会环境

四、组织气候

第六节 中央政府组织与地方各级政府组织

一、中央政府组织

1.国务院领导机构

2.国务院工作部门



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

1.地方政府工作部门

2.地方乡镇政府

三、中央政府组织与地方政府组织的关系

1.事权关系

2.人事关系

3.财权关系

第七节 编制管理

一、机构编制管理的定义与基本原则

1.机构编制管理的定义

2.机构编制管理的基本原则

二、机构编制管理体制

1.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

2.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的设置

3.机构编制管理的运行程序

三、职能管理

1.职能管理的定义

2.职能分类

3.职能管理的原则

四、机构管理

1.机构的定义

2.组织机构分类

3.我国行政机构设置原则

4.设置机构的程序

五、人员编制管理

1.人员编制的定义

2.人员编制管理的内容

3.人员编制管理的方法

第八节 组织变革

一、组织变革的动力与过程

二、变革的阻力与克服

三、成功变革的一般条件

第五章 人事行政与国家公务员制度

第一节 人事行政概述

一、人事行政的涵义及相近词语辨析

1.人事行政的概念

2.与人事行政相近词语的辨析

二、人事行政的管理机构

1.人事行政管理机构的含义

2.人事行政管理机构的类型

三、现代人事行政的主要趋向及特征

1.现代人事行政的主要趋向

2.现代人事行政的主要特征



第二节 国家公务员制度

一、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概念与特征

1.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概念

2.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特征

二、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确立

1.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确立的过程

2.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确立的标志

第三节 职位分类

一、职位分类的缘起和发展

1.职位分类的缘起

2.职位分类的发展

二、职位分类的基本概念和程序步骤

1.职位分类的概念

2.职位分类的程序

三、职位分类与品位分类的比较

第四节 更新机制

一、更新机制的涵义

二、考任制

三、培训制

四、退休制

第五节 激励保健机制

一、激励保健机制的涵义

二、考核制

三、奖励和晋升制

四、工资和福利制

第六节 行为调控机制

一、行为调控机制的含义

二、义务与道德规范

三、监督制

四、惩戒制

第七节 当代西方人事行政的发展

一、改进人事行政的管理方法

二、提高公务员的工作绩效

三、重视公务员行为规范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

四、贯彻人事行政中的民主、平等与公平原则

第八节 我国的公务员制度

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

二、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点

三、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内容

第六章 行政决策

第一节 行政决策概述

一、行政决策的涵义及特点

二、行政决策的类型



三、行政决策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节 行政决策体制

一、行政决策枢纽系统

二、行政决策信息系统

三、行政决策咨询系统

第三节 行政决策过程

一、决策过程的理论模型

二、行政决策过程的基本程序

三、我国行政决策程序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第七章 行政执行

第一节 行政执行概述

一、行政执行的概念缘起和定义

二、行政执行的特点

三、行政执行的地位和作用

四、行政执行的类别

第二节 行政执行的能力与有效性

一、行政执行能力与有效性的概念和缘起

二、影响行政执行和有效性的因素

第三节 行政执行研究的线索、途径和模型

一、行政执行研究的基本线索

二、行政执行的研究途径

三、行政执行的理论模型

第四节 行政执行的方式

一、行政执行的管理方式

二、行政执行的政治方式

三、行政执行的法律方式

四、行政执行的市场方式

五、行政执行的伦理方式

第八章 机关管理

第一节 机关管理概述

一、机关管理的涵义及特征

二、机关管理的意义

三、机关管理的原则

四、机关管理的现代化

第二节 机关文书管理

一、机关文书管理的涵义与作用

二、机关文书的管理内容及流程

第三节 机关会议管理

一、机关会议的涵义及作用

二、机关会议管理的内容及流程

第四节 机关后勤管理

一、机关后勤管理的涵义及作用



二、机关后勤管理的内容

第九章 公共财政

第一节 公共财政的职能与国家预算

一、公共财政的概念

二、市场失灵与公共财政的职能

三、国家预算

第二节 公共财政支出

一、公共财政支出概述

二、公共财政支出的规模与结构

三、公共财政支出的成本效益

第三节 公共财政收入

一、公共财政收入概述

二、国家税收

第四节 公共财政政策

一、公共财政政策的类型

二、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三、公共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第十章 行政方法

第一节 行政方法概述

一、行政方法的内涵

二、行政方法的价值和功用

三、从传统行政方法走向现代行政方法

第二节 行政基本方法

一、强制性行政方法

1.行政指令方法

2.法律方法

3.经济方法

二、诱导性行政方法

1.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2.行为激励方法

三、参与管理方法

四、行政责任方法

第三节 行政程序

一、行政程序的含义

二、行政工作程序化

三、目标替代：行政程序的极端化

四、行政程序的简化

第四节 行政计划

一、行政计划的概念

二、行政计划的编制过程

三、行政计划编制的技术方法

第五节 行政技术



一、系统工程

二、电子政务

三、PDCA 循环技术

四、ABC 管理法

五、平衡计分卡

第十一章 行政效率

第一节 行政效率概述

一、行政效率的涵义

二、行政效率的类型

三、行政效率在行政管理中的地位

第二节 行政效率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效率研究：一个新领域的出现

二、行政效率研究的传统模式及其局限性

三、当代行政效率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四、我国行政效率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第三节 行政效率测定与绩效评估

一、公共行政绩效评估的作用和意义

二、公共部门的特点和绩效评估的困难

三、公共组织绩效评估的研究与实践

第四节 行政效率测定的方法与技术

一、效率测定的基本概念

二、效率测定方法的分类

三、效率测定的具体方法

第十二章 行政行为

第一节 行政行为概述

一、行政行为的涵义

二、行政行为的特点

三、行政行为的种类

第二节 行政行为的功能

一、维护功能

二、监管功能

三、裁判功能

四、服务功能

五、发展功能

第三节 行政行为的基本方式

一、行政执法行为

二、行政合同行为

三、行政司法行为

第四节 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

一、行政行为合法的实质要件

二、行政行为合法的形式要件

三、行政行为的生效方式



第五节 行政违法、行政不当及其行政法律责任

一、行政违法

二、行政不当

三、行政责任

第十三章 行政伦理

第一节 行政伦理概述

一、行政伦理和行政道德

二、行政伦理的涵义

三、行政伦理关系

四、行政伦理的理论模型

第二节 行政伦理的结构与功能

一、公务人员的个人品德

二、行政职业道德

三、行政组织层面的伦理

四、公共政策伦理

第三节 行政伦理制度化

一、行政伦理失范及其原因

二、行政伦理的管理

三、行政伦理立法

第十四章 行政责任

第一节 行政责任概述

一、行政责任的涵义

二、行政责任的意义

三、行政责任的历史演变

第二节 行政责任的基本范畴

一、行政责任特征

二、行政责任内在实施条件

三、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

第三节 行政责任的确定

一、行政责任的主体

二、确定行政责任的依据

三、行政责任的追究

第十五章 依法行政与法制行政

第一节 依法行政

一、依法行政的历史缘由和发展

二、依法行政的理论基础

三、依法行政的制度机制

第二节 法制行政

一、法制行政概述

二、行政监督

三、法制监督



四、社会监督

第十六章 行政发展

第一节 现代政府能力

一、现代政府能力问题的缘起

二、现代政府能力的内涵

三、现代政府能力的构成

四、公共危机与政府能力

第二节 当代中国行政改革

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沿革与发展

二、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界说

三、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基本价值选择

四、政府职能转变及服务型政府建设

五、行政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第三节 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理论背景

一、新自由主义

二、公共选择理论

三、新制度经济学

四、新公共管理

五、第三条道路

六、治理理论

第四节 典范革命与官僚制典范批判

一、典范革命

二、“威尔逊--韦伯范式”原则批判

三、“威尔逊--韦伯范式”制度批判

第五节 政府理论创新

一、理论创新的进程与内容

二、新公共行政学

三、重塑政府、政府再造、撤出制高点

四、创新公共行政

第六节 修正政策与改革政府

一、福利国家、公共管理与改革

二、市场化、社会化与改革

三、修正政策与改革政府

四、关于“企业家政府”的批评

五、政府职能与“钟摆”

六、公共行政的任务

第二部分 公共政策

第一章 现代公共政策的缘起与发展

第一节 现代公共政策界说

一、现代化共政策的由来

二、现代公共政策的涵义



三、公共政策分析与系统分析

第二节 现代公共政策的特征

一、政策内容丰富化

二、政策理论和政策分析方法多元化

三、政策问题复杂化

第三节 公共政策的学科意义

一、公共政策与社会科学

二、公共政策与专业

三、公共政策与政治

第二章 现代公共政策的主要研究范畴

第一节 公共政策的类别

一、元政策

二、基本政策

三、方面政策

第二节 公共政策的逻辑过程

一、政策问题的形成

二、政策决定

三、政策实施

第三节 公共政策的主要研究范畴

一、公共政策的原理

二、公共政策的学科体系

三、公共政策方法论的研究重点

第三章 现代公共政策与环境

第一节 公共政策的主体

一、国家公共法权主体

二、社会政治法权主体

三、社会非法权主体

第二节 公共政策的环境

一、政治--制度环境

二、经济--社会环境

三、历史--文化环境

第三节 公共政策与公众利益

一、公众的政策表达

二、公众利益的确定

三、公众利益与公众代价

第四章 现代公共政策研究中的若干基本范畴

第一节 价值标准

一、价值与价值标准

二、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标准

三、公共政策的价值确认与选择

第二节 理性分析



一、理性的一般意义

二、理性在公共政策中的应用

三、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局限性及其修正

第三节 公共政策分析中的若干基本关系

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二、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关系

三、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四、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

五、现实与未来的关系

第五章 现代公共政策质量与现代政府公共行政能力

第一节 现代政府公共行政能力问题的缘起

一、罗斯福“新政”与政府公共行政能力

二、“东亚政治经济学”与政府公共行政能力

三、东亚经济现代化与政府公共权威

第二节 现代政府宏观公共行政能力的内涵

一、公共行政能力与政府职能

二、公共行政能力与公共行政权力

三、公共行政能力与公共选择

第三节 现代政府宏观公共行政能力的构成

一、经济能力

二、社会能力

三、自我发展能力

第六章 现代公共政策问题的形成

第一节 公共政策问题的认定

一、问题与政策问题

二、政策问题的认定条件

三、影响政策问题认定的重要因素

第二节 公共政策问题的议程

一、政策议程的基本形式

二、政策议程的创立

三、政府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

第三节 公共政策决定

一、政策决定的形成

二、政策决定与非决定

三、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第七章 现代公共政策规划

第一节 政策规划理论

一、政策规划的概念

二、政策规划的指导原则

三、政策规划的系统分析

第二节 政策规划的法定主体



一、行政机关

二、立法机关

三、研究机构

第三节 政策规划的局限性与误区

一、“规划缺口”与规划误区

二、关于政策规划的批评

三、关于政策规划的补正

第八章 现代公共政策执行

第一节 政策执行问题的由来

一、政策执行问题的提起及其重要性

二、政策执行的概念及其争论

三、政策执行与政策效果

第二节 政策执行模型

一、史密斯模型

二、霍恩和米特模型

三、梅兹曼尼安和萨巴提尔模型

第三节 影响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

一、政策决定

二、政策资源

三、政策执行环境

第九章 现代公共政策评估

第一节 现代政策评估及其理论发展

一、政策评估的一般意义

二、政策评估理论的发展

三、政策评估的主要类别

第二节 政策评估的标准与问题

一、评估的首要标准与次要标准

二、评估的误区与问题

三、政策终结

第三节 政策评估的发展

一、评估的批判

二、批判的评估

三、第四代评估

第十章 现代公共政策的方法论基础

第一节 公共政策与知识

一、知识的范畴及其丰富性

二、明确的知识与隐含的知识

三、知识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应用

第二节 公共政策与理论

一、理论的一般意义

二、理论与知识



三、公共政策中主要的理论形式

第三节 公共政策与模型

一、政策分析模型的意义

二、政策分析的模型类别

三、 模型的局限性

第十一章 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模型

第一节 渐进主义决策模型

一、渐进主义决策模型的由来

二、渐进主义政策模型的政策观点

三、关于渐进主义政策分析模型的批评

第二节 综合决策模型

一、综合决策模型的由来及其理论假设

二、综合决策模型的主要特征

三、对综合决策模型的批评

第三节 团体决策模型

一、团体决策模型的缘起

二、团体决策模型的主要观点

三、团体决策模型的理论盲点

第四节 精英决策模型

一、精英决策模型的提出

二、精英决策模型的主要理论

三、关于精英决策模型的再争论

第五节 政治系统决策模式

一、政治系统决策模式的构想

二、政治系统决策模式的几个主要概念

三、政治系统决策模式的延伸

第十二章 现代公共政策的定性分析方法

第一节 价值分析

一、价值理解的问题

二、价值确认的问题

三、价值表达的问题

第二节 可行性分析

一、可行性分析的概念

二、可行性分析的内容

三、可行性分析的方法论及其误区

第三节 德尔斐分析法

一、德尔斐法的特点

二、应用程序

三、统计结果分析

第四节 主观概率预测

一、预测与概率

二、主观概率预测方法



三、主观概率预测的计算和统计

第五节 超觉理性分析

一、超觉理性与直觉

二、超觉理性与经验

三、超觉理性的过程

第十三章 现代公共政策的定量分析方法

第一节 预测分析

一、未来与预测的对象

二、预测的基础与主要形式

三、预测的常用方法

第二节 经济效益分析

一、净现等效

二、效益费用比

三、回收率

第三节 回归分析

一、样本回归直线

二、回归直线方程的确定

三、回归方程的计算

第四节 投入产出分析

一、投入产出分析的一般意义

二、投入产出分析的功用

三、投入产出方法的基本分类及其价值型投入产出模型

第五节 模糊分析

一、模糊集合的一般概念

二、模糊集合的若干运算

三、模糊理论的应用

第十四章 当代公共政策的困境与发展

第一节 当代公共政策的困境

一、政策理论和方法的困境

二、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无能

三、两难抉择与悲剧性抉择

第二节 当代公共政策的理论重构

一、当代公共政策理论的重新构建

二、当代公共政策确定的中心问题

三、公共政策的内生化

第三节 当代政策科学的发展

一、综合哲学基础与构建本体理论

二、现实主义研究方法与开创宏观公共政策分析

三、元政策与政策制定系统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