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2020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模拟试题一

考试科目： 公共管理综合二 考试时间：180 分钟 总分：150 分

命题时间：2020 年 4 月 23 日 命题人：育明教育考研考博研究室

考生注意：

1. 本试题的答案必须写在规定的答题纸上，写在试卷上一律不给分。

2. 所有答案用黑色碳素笔或钢笔写在答题纸上，用红笔者不给分。

3. 考试结束后，将答题纸和试卷一并装入试卷袋内。

模拟题说明：

育明教育考研各专业模拟题是结合历年真题、参考书范围、考

试重难点以及课堂延伸知识整理而成。

1.可以帮助考生充分掌握课堂讲解内容，巩固知识点。

2.可以帮助考生了解重点，明确复习方向。

3.可以帮助考生查漏补缺，及时调整重心。

4.可以帮助考生了解出题风格，培养做题敏感度。

5.可以帮助考生体会命题思路，有效规避出题陷阱。

在考研准备过程中，具备自己的知识体系无比重要，否则就是

分散混杂的一团乱麻，而模拟题会发挥这一作用，使考生对知识点

有完整的、系统性的理解。高频考点重者恒重，只有不断练习，形

成知识逻辑，才能应对自如。

考生要合理利用模拟题，整理易错知识点，不浪费每一题。



行政学

1.试比较职位分类制和品位分类制的不同。（20分）

2.简要论述行政伦理失范的发生机制。（20分）

3.试论述行政权力的约束机制。（20分）

4.材料分析题（40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时

期，与此相适应，政府机构的改革也随之展开。自 20世纪 80 年代以

来，我国政府机构分别在 1982 年、1988 年、1993 年和 1998 年进行

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改革。

1982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的职数、

年龄和文化结构，要求减少副职，提高素质。通过这次改革，国务院

工作部门由 100 个减少到 61 个，同时也精简了大量的领导职数。此

次改革加快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但没有摆脱就机构论机构，就编制

论编制的老框框，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实现政府

职能的转变。因此，改革后在机构和人员数量上有回潮的现象发生。

1988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强调政府

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

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改革的重点是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

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非常设机

构数量、人员编制都有明显减少。国务院的部委从原有的 45个减为

41 个，直属机构从原有的 22个减少为 19 个，人员编制比原来的实



有人数减少了 9700 多人，减少了 19.2%。但由于种种原因，职能转

变没有到位，精简的机构很快又膨胀起来。

1993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进

行的，它的核心任务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

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

不过，由于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建设，政府职能不可能马上转变到位，

因此，1993 年机构精简的成就并不显著，比如，国务院工作部门从

1993 年 86 个仅仅减少到 59个（其中国务院部委机构 40个），但 1997

年又膨胀到 72个，精简的人员也是如此。

1998 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历年来力度最大的，也是取得成效

较多的一次改革。此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

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

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

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此次改革同以往政府机构改革相比较其主要特点：一是精简力度大,

国务院的组成部门由 40个减至 29 个，减量为 11个，减幅为 27%；

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公务员从 1997 年 3.4 万人减少到 1.7 万人，国

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了 47.5%。二是在组织机构设置上有了一些新

突破，这主要表现为：（1）设立了由国务院宏观经济调控部门托管

的国家局，即把原国务院工业经济专业管理部门全部降格转换成为国

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设的机构，同时对其职能做出了新的、明确的定

位。（2）设立和加强了公共服务机构，设立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信息产业部等新的职能机构。尽管如此，此次改革的成

本依然很高，中央财政并未因此而节约，反而为此多支出了 20%。除

此之外，一些市场监管机构得到了强化，规格提高了，如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成为正部级单位。而一些部门下面也设

立了很多司局级单位，比如外贸部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司，还成立了

中国政府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等。还成立了一些

正部级单位，如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等。这些部门职能的强化或许是

必要的，但并非一定要通过提高机构的行政级别来运作，这些现象都

可以看作是 1998 年改革之后的回潮。03年 3月 6日，第十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这标志着

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开始。

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组织变革的有关理论，探讨机构膨胀的原

因，并说明如何使政府机构改革真正取得成效，摆脱“精简——膨胀

——再精简——在膨胀”的怪圈。

公共政策分析

1.简要分析影响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因素。（15分）

2.简要描述金登的多源流模型。（15分）

3.目前，我国的生育政策已经从“严格的计划生育”逐渐转变为“全

面放开二胎”，试分析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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