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中山大学行政管理考研经验 
 

最近有一些学弟学妹咨询我考研经验，在这里一并回答了，希望

对 2015 年报考中大行政管理的学弟学妹有所帮助。 

一、政治 

政治红宝书（即考研政治大纲解析这本红色封面的书）大概九月

份左右会出版，一般我们都会在红宝书出来之后才开始复习政治。政

治的复习主要以红宝书为指导，辅之以做单选、多选题，并记忆部分

时事和问答题。 

政治的复习建议在红宝书出来之后开始，先认真看红宝书，然后

再做题，至于是看一遍之后做题还是看两遍之后做题可以自己斟酌。

我是看了两遍红宝书，然后买了肖秀荣的 1000 题做的，这本书比较

推荐，因为题目不超纲，也很典型。此书说是 1000 题，实际不止，

里面有单选、多选题等等。通过做题可以感知政治的考察重点。做完

题之后可以再一遍遍的看大纲解析。选择题复习扎实之后，可以复习

时事了，推荐肖秀荣或者任汝芬的序列三（两本差不多）。时事一般

复习起来很快。在最后一个月的时候要开始背诵记忆了，冲刺阶段推

荐肖秀荣的最后四套题、任汝芬的最后四套题和启航的 20 天 20 题。

冲刺阶段我们一般都是在背这三份资料，还有一些大纲里面的重要知

识点。 

二、英语 

英语复习相对精简，就是单词，阅读，写作，翻译。 

单词：单词就像建房子的地基，为考研英语奠定基础，单词的复



 

 

习应贯穿于英语复习的全过程。在记忆的初期会有点吃力，并时常觉

得容易遗忘，这很正常，只要你能够细水长流的补充巩固，不断重复，

单词关很容易攻破。 

阅读：阅读是复习的重中之重。在复习的初期可以买一本模拟题

来训练做题的思维和感觉，至于模拟题中的生词和错误率不要太放在

心上，毕竟真题和模拟题的出题思路很不一样。模拟题只是为了让我

们保持英语做题的感觉和思维而已。在模拟题之后可以开始反复研究

真题，不断的总结错题原因，找出出题规律，精做题而不是泛做题。

真题研究我们都用的是张剑的黄皮书，这本书里有很详细的真题讲解，

学会像作者那样去分析每道题。 

翻译：我觉得翻译很重要。虽然说考研中翻译部分只有 10 分，

但是说起来每个部分都在考翻译。从始至终我都是做的真题翻译，不

是那些模拟题，练习翻译的时候我是 5 句话先自己翻再对比答案，然

后把握每个句子的核心词，就是容易翻译错的词。我是反复翻译了

10 年真题。翻译没有别的窍门就是多练！ 

写作：推荐新东方的高分写作。多看书中范文并摘抄与熟读优美

句子。写作我是十一月中下旬才开始复习的，建议平时自己动笔多写。

模板不要用来死记硬背，照搬照抄，参考它的主题，闪光词汇，句型

应用就可以了。冲刺阶段可以弄些辅导机构的作文题和范文来，每篇

都看看，再自己总结一下，看今年的重点都在哪些方面，主题有哪些。

包括小作文的题型，每个都看一下，背一些。写作就是要多看、多写、

多背 



 

 

完型填空我觉得没有必要拿出时间专门复习，搞好了四大块，可

以应对完型。 

三、专业课 

公共管理学 

2014 年公共管理学考试范围：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前沿理论，

以及中国公共管理（含社会政策）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分析。2013

年和 2014 的考试范围年是相同的，具体的见中山大学研究生招生网。

应该说这门专业课是从 2012 年风云突变的。接下来的分析以 07 至

14 年的真题为基础。12 年以前的题型包括名词解释以及相近的名词

辨析、简答题、论述题和案例分析题；12 年为过渡年，题型包括名

词解释、简答、论述和案例分析，但是 12 年在论述题部分提供选择，

这是因为考虑到当时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和土地资源还没有合考；13、

14 年，题型缩略为简答、论述和案例分析。即使 12 年保留了名词解

释，也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呆板的可以“复制”教材尤其是夏老主编的

《行政管理学》，2012 年所出的名词有更大的解释空间，不容易乃至

不能“复制”，如“基本公共服务”，教材上无此概念，这是时兴的词

汇。总体来看 12 年以前的真题对以下三本书靠近较多：夏老的《行

政管理学》、欧文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以及丁煌的《西方行政学

说史》。这也可以解释，因为这三本书是原来指定的参考书目。尤其

是夏老的《行政管理学》，基本可以应对 12 年以前的绝大部分名词解

释、名词辨析还有简述、简答题，以及部分论述题。但 12 年及后两

年局面大不相同，过度依赖上面三本书是会出大问题的，因为中大公



 

 

共管理考研的方向已大幅扭转。首先，增加社会政策学内容，这是明

列在考试范围的。其次，难度增加，这明显体现在教材已经不能给出

直接答案了，尤其是更加突破了上述三本书的内容范围。 

就基本理论而言，从 14 年及真题看来，主要包括官僚制、政治

行政二分法、新公共行政、公共选择、新公共管理、治理和新公共服

务，基本沿袭丁煌的《西方行政学说史》的思路，至于具体的某种基

本理论与何年何题一一对应我就不列举了。因为丁煌的《西方行政学

说史》内容太繁杂，对于应试似乎是没有必要的，在此我推荐一本书

可以作为复习基本理论的替代——王乐夫和蔡立辉主编的《公共管理

学》。这本书是由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及其他大学的教授合作编写完

成的，其中第二章是丁煌编写的，可以算是《西方行政学说史》一个

“删减版”，它大体涵盖了上述的几个基本理论；再加上第一章的内

容基本可以实现对基础理论的掌握。这样做主要是免于全本阅读《西

方行政学说史》之苦，对于应试是足够的；而由真题看来，全本阅读

也是没必要的。 

在此格外强调一点，真题尽早看，有一定基础之后马上看真题以

此调整阅读方向。你会发现很多章节是从来或很少出现的，以王乐夫

和蔡立辉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为例，第四、五、六、七、八、九、

十一章，几乎没有出题；甚至有些章节会出题但是也仅是在部分内容

上。而有些真题是在这些教材上是几乎找不到可以参照的答案的，这

又引出到另一种材料——论文。 

论文的阅读我并没有多少经验，我的主张是先把教材的有关章节



 

 

熟练阅读，在钻研真题遇到教材上不能解答时再求助于论文，这样做

目的性会更强，更为节省精力。切记不要过度迷信论文，要控制数量

少而精，我的阅读体验是论文一般是艰深些的，入行不深的人很容易

被套住，效率低下，得不偿失。 

关于社会热点，我当时报了一个专业课的辅导班，是辅导班的老

师总结的，非常全面，（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报一个育明教育的考

研专业课辅导班，可能有广告嫌疑，但是我真心觉得不错），公共管

理学在 2012 年和 2014 年都提到“城市管理”，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中大出题本身有一定的重复性；上面我提到的基础理论部分，也有重

复出现的。这进一步印证了真题本身的重要性。 

就本专业课而言，我认为基础是要打牢的。拿 2014 年为例，对

于基础扎实的人来说第一部分 45 分的简答题是不太可能失分的，那

道 30 分的案例分析题从公共治理的角度谈治霾只是变相的在考察

“治理”理论。如果基础牢靠，100 分的成绩该是有的；当然不够。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2014 年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考试范围：统计学、定性研究方法。

2013 年与 2014 年不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确实不是我的强项，所以

在复习的时候下决心报了育明教育的专业课辅导课程。复习的思路很

明确，最后的成绩也很理想。 

2014 年的真题和以往相比风格有变化，更加灵活求变，例如第

一道论述题，这和 13 年形成鲜明反差。不过，灵活也有一个好处就

是答案很宽泛，言之成理即可，但是积累的厚薄还是直接关系到分数



 

 

高低的。其实 2014 年难度增加主要是在那道计算题上，这个题型在

原来没有出现过，是一种“简单”的卡方检验——配合度检验，这与

07 年是独立性卡方检验不同的。这道题正答率很低，据我现在了解

到的信息，所有的考生中只有 9 个人回答正确。 

参考书目，包括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  （重点），袁方《社

会研究方法教程》（补充，后面较艰深的可不读），李沛良《社会研究

的统计应用》 、贾俊平《统计学》第五版。较之袁卫的《统计学》，

我着重推荐贾俊平《统计学》第五版（2012 年最新版）。一者贾俊平

的统计学销量好，这也是一种口碑的反应；二者，也是更为关键的原

因，在本书的第 9 章有关于 14 年计算题的解法。统计部分不用太钻

牛角尖的，考察的很基础，仅有一些概念性问题的和一个计算题。计

算题在 14 年之前，只有 07 年是卡方检验，10 年是集中趋势和离散

趋势，其他全是一元线性回归分析。不过今年的计算题算是一种警告，

计算题是可以很让人头疼的。 

对于公共管理学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我这个经验贴主要是在精

选参考资料的方面下功夫了，至于怎么运用这主要是个人的思考了。

好比做饭的分工，食材我张罗好，饭菜是否可口全看你的本事了。另

外，这个经验贴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结合真题作分析。 

最后祝愿所有即将步入研究生阶段的考生坚持走好最后一个考

研环节，顺利完成自己的求学理想! 

育明教育针对院校专业开设有一对一、小班及状元集训营的课程，

更多详情请咨询育明教育考研高级咨询师李老师：020-2912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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