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理工大学 2026 年公共管理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公共政策学》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考试目的

《公共政策学》是公共管理专业学术性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基础科目，旨在

考察考生是否具备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所应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研究潜质。

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是一种测试应试者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应用能力的竞争性选拔考试。考试范

围是“三基”，即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分析和解决实际公共政策问题的基本能力。

三、考试基本要求

《公共政策学》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本考试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公共政

策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掌握公共政策学的学科要素及分析方法、公共

政策系统与过程的基本内涵和理论模型，以及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前沿和动态，并具有综

合运用公共政策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进行政策分析与评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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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满分：150 分

（四）题型与所占分值

1.选择题：20 分

2.名词解释：20 分

3.简答题：60 分

4.论述题：25 分

5.案例分析题：25 分

五、主要参考书目



《公共政策学》（第三版），主编：宁骚，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第二部分 考试要点

一、公共政策学的学科要素

（一）政策研究、政策分析与公共政策学的基本概念

（二）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

（三）公共政策学的研究方法

（四）公共政策学的产生与发展

（五）公共政策学中国化的进程与方向

二、公共政策的研究视角和路径

（一）公共政策研究的多学科视角

（二）公共政策的系统分析和矛盾分析

（三）公共政策的历史-比较分析

（四）公共政策的经济-社会分析

（五）公共政策的制度分析

（六）公共政策的价值分析与超理性分析

三、政策研究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一）研究方式的类型划分及其选择

（二）一手资料的收集与分析（概率抽样调查、非概率抽样调查、网上调查、深度

访谈法、实地观察法、准实验研究法）

（三）二手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内容分析、二次分析、现存统计资料分析）

（四）定量资料分析

（五）定性资料分析

四、公共政策与政策工具

（一）公共政策的含义、类型与功能

（二）公共政策的本质与基本特征

（三）政策工具的含义、类型、选择与配置

五、政策系统与公共决策体制

（一）政策系统与政策行为者的关系

（二）公共政策的主体与主体系统



（三）公共政策的客体与客体系统

（四）政策网络的含义、形成原因与主要特征

（五）政策支持系统的构成

（六）政策环境与政策反馈系统

（七）政策系统的运行

（八）政府权力、政府职能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九）国家结构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十）政府能力、治理能力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十一）公共决策体制的含义和类型

（十二）非政府政策行为者与公共政策

六、政策过程及其理论模型

（一）政策过程及其阶段划分

（二）政策过程理论模型构建与类型划分

（三）基于西方经验的政策过程模型

（四）"上下来去"――基于中国经验的政策过程理论模型

七、政策问题与议程设定

（一）政策问题的概念、属性与分类

（二）公共问题的形成因素与提出者

（三）问题认定的含义、方法与步骤

（四）政策议程的含义与类型

（五）进入政策议程的条件与障碍

（六）政策议程确立过程的模型

八、政策方案的规划与抉择

（一）政策目标的含义、特征、分类

（二）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

（三）确定政策目标的意义与原则

（四）政策规划的含义、特点、主体

（五）政策设计的含义、逻辑结构与原则

（六）政策规划的模式与参考框架

（七）政策学习与政策移植



（八）公共政策的抉择主体、抉择原则

（九）政策论证、政策审议与政策采纳

（十）公共政策抉择的合法化

九、公共政策执行

（一）政策执行的意义、特点与模型

（二）政策执行的资源和手段

（三）政策执行力的内涵、影响因素、机制创新

（四）政策执行过程与影响执行的主要因素

（五）政策执行偏差的含义、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其矫正

（六）政策的无效执行与有效执行

十、公共政策的评估与监控

（一）政策评估的含义、作用、主体、类型、内容

（二）政策评估的过程、标准和影响因素

（三）政策评估的方法

（四）公共政策监控的含义、类型与功能

（五）政策监控机制的构成

（六）公共政策监控的过程

十一、公共政策的变动、终结与周期

（一）政策的稳定与维持

（二）政策的变动与创新

（三）政策的调整与接续

（四）公共政策终结的含义、对象、方式、原因、作用、障碍、策略

（五）公共政策周期的内涵及影响因素

十二、公共政策学知识的应用

（一）知识与政策学知识

（二）政策分析的含义、价值、要素、原则、过程

（三）政策分析需要处理的若干基本关系

（四）政策研究组织、智库与政策分析师

（五）政策学知识实践的障碍及其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