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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北京大学 615公共管理基础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考研资料由本机构多位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2024年考研初试首选资料。 

一、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 

1．附赠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 

①重点名校：公共管理学 2014-2022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②重点名校：管理学 2016-2022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说明：本科目没有收集到历年考研真题，赠送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因不同院校真题相似性极高，甚至

部分考题完全相同，建议考生备考过程中认真研究其他院校的考研真题。 

 

二、2024 年北京大学 615公共管理基础考研资料 

2．《公共管理学》考研相关资料 

（1）《公共管理学》[笔记+提纲]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之《公共管理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之《公共管理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北京大学 615公共管理基础之公共管理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公共管理学辨析题精编。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公共管理学概念题精编。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公共管理学简答题精编。 

④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公共管理学论述题精编。 

⑤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公共管理学案例分析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北京大学 615公共管理基础之公共管理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之公共管理学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之公共管理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之公共管理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3．《公共管理导论》考研相关资料 

（1）《公共管理导论》[笔记+课件+提纲]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之《公共管理导论》考研复习笔记。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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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之《公共管理导论》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 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非本校课件，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之《公共管理导论》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4．《管理学》考研相关资料 

（1）《管理学》[笔记+课件+提纲]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之《管理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之《管理学》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 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非本校课件，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之《管理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管理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管理学》名词解释精编。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管理学》简答题精编。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管理学》论述题精编。 

④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管理学》案例分析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管理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之管理学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之管理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之管理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三、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5．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青岛掌и心博阅电子书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

如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四、2024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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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北京大学 615公共管理基础考研初试参考书青岛掌й心博Т阅电子书 

《公共管理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陈振明主编 

《公共管理导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澳]欧文·E·休斯著，张成福等译 

《管理学》（第十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主编 

 

五、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 

政府管理学院 

 

 

 

 

 

 

 

 

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5 页 共 805 页 

目录 

封面............................................................................................................................................................. 1 

目录............................................................................................................................................................. 5 

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备考信息 ............................................................................................ 10 

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 10 

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招生适用院系 ............................................................................................. 10 

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核心笔记 ..................................................................................... 11 

《公共管理学》考研核心笔记 ................................................................................................................... 11 

第 1 章  导论 ...................................................................................................................................................... 11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1 

考研核心笔记 ................................................................................................................................................. 11 

第 2 章  公共组织 .............................................................................................................................................. 2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2 

考研核心笔记 ................................................................................................................................................. 22 

第 3 章  政府改革与治理 .................................................................................................................................. 3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7 

考研核心笔记 ................................................................................................................................................. 37 

第 4 章  政府间关系 .......................................................................................................................................... 4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6 

考研核心笔记 ................................................................................................................................................. 46 

第 5 章  政府作用 .............................................................................................................................................. 5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8 

考研核心笔记 ................................................................................................................................................. 58 

第 6 章  政府工具 .............................................................................................................................................. 6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69 

考研核心笔记 ................................................................................................................................................. 69 

第 7 章  公共政策 .............................................................................................................................................. 81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81 

考研核心笔记 ................................................................................................................................................. 81 

第 8 章  人力资源管理 ...................................................................................................................................... 9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92 

考研核心笔记 ................................................................................................................................................. 92 

第 9 章  公共预算与财政 ................................................................................................................................ 101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01 

考研核心笔记 .............................................................................................................................................. 101 

第 10 章  第三部门管理 .................................................................................................................................. 11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15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6 页 共 805 页 

考研核心笔记 .............................................................................................................................................. 115 

第 11 章  战略管理 .......................................................................................................................................... 12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29 

考研核心笔记 .............................................................................................................................................. 129 

第 12 章  绩效管理 .......................................................................................................................................... 13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38 

考研核心笔记 .............................................................................................................................................. 138 

第 13 章  公共管理伦理 .................................................................................................................................. 14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46 

考研核心笔记 .............................................................................................................................................. 146 

《公共管理导论》考研核心笔记 .............................................................................................................. 154 

绪论 ................................................................................................................................................................... 15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54 

考研核心笔记 .............................................................................................................................................. 154 

第 1 章  变革的时代 ........................................................................................................................................ 15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55 

考研核心笔记 .............................................................................................................................................. 155 

第 2 章  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 ........................................................................................................................ 15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59 

考研核心笔记 .............................................................................................................................................. 159 

第 3 章  新公共管理 ........................................................................................................................................ 16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67 

考研核心笔记 .............................................................................................................................................. 167 

第 4 章  政府的角色 ........................................................................................................................................ 173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73 

考研核心笔记 .............................................................................................................................................. 173 

第 5 章  公共企业 ............................................................................................................................................ 17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78 

考研核心笔记 .............................................................................................................................................. 178 

第 6 章  公共政策与政策分析 ........................................................................................................................ 183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83 

考研核心笔记 .............................................................................................................................................. 183 

第 7 章  战略管理 ............................................................................................................................................ 18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89 

考研核心笔记 .............................................................................................................................................. 189 

第 8 章  人事管理和绩效管理 ........................................................................................................................ 193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93 

考研核心笔记 .............................................................................................................................................. 193 

第 9 章  财政管理 ............................................................................................................................................ 197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7 页 共 805 页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97 

考研核心笔记 .............................................................................................................................................. 197 

第 10 章  电子化政府 ...................................................................................................................................... 203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03 

考研核心笔记 .............................................................................................................................................. 203 

第 11 章  管理外部要素 .................................................................................................................................. 20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06 

考研核心笔记 .............................................................................................................................................. 206 

第 12 章  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 .................................................................................................................. 211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11 

考研核心笔记 .............................................................................................................................................. 211 

第 13 章  责任 .................................................................................................................................................. 21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15 

考研核心笔记 .............................................................................................................................................. 215 

第 14 章  结论：公共管理的新模式 .............................................................................................................. 22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20 

考研核心笔记 .............................................................................................................................................. 220 

《管理学》考研核心笔记 ......................................................................................................................... 227 

第 1 章  工作场所的管理者 ............................................................................................................................ 22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27 

考研核心笔记 .............................................................................................................................................. 227 

第 2 章  决策 .................................................................................................................................................... 23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35 

考研核心笔记 .............................................................................................................................................. 235 

第 3 章  管理外部环境和组织文化 ................................................................................................................ 24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40 

考研核心笔记 .............................................................................................................................................. 240 

第 4 章  全球环境下的管理 ............................................................................................................................ 24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44 

考研核心笔记 .............................................................................................................................................. 244 

第 5 章  管理多样性 ........................................................................................................................................ 24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49 

考研核心笔记 .............................................................................................................................................. 249 

第 6 章  管理社会责任和道德 ........................................................................................................................ 25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52 

考研核心笔记 .............................................................................................................................................. 252 

第 7 章  管理变革和创新 ................................................................................................................................ 25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59 

考研核心笔记 .............................................................................................................................................. 259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8 页 共 805 页 

第 8 章  计划工作活动 .................................................................................................................................... 26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64 

考研核心笔记 .............................................................................................................................................. 264 

第 9 章  战略管理 ............................................................................................................................................ 26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69 

考研核心笔记 .............................................................................................................................................. 269 

第 10 章  基本的组织结构设计 ...................................................................................................................... 27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76 

考研核心笔记 .............................................................................................................................................. 276 

第 11 章  适应性组织结构设计 ...................................................................................................................... 28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82 

考研核心笔记 .............................................................................................................................................. 282 

第 12 章  人力资源管理 .................................................................................................................................. 28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85 

考研核心笔记 .............................................................................................................................................. 285 

第 13 章  塑造和管理团队 .............................................................................................................................. 291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91 

考研核心笔记 .............................................................................................................................................. 291 

第 14 章  沟通管理 .......................................................................................................................................... 29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95 

考研核心笔记 .............................................................................................................................................. 295 

第 15 章  理解和管理个体行为 ...................................................................................................................... 29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98 

考研核心笔记 .............................................................................................................................................. 298 

第 16 章  激励员工 .......................................................................................................................................... 30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04 

考研核心笔记 .............................................................................................................................................. 304 

第 17 章  成为有效领导者 .............................................................................................................................. 30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07 

考研核心笔记 .............................................................................................................................................. 307 

第 18 章  监管和控制 ...................................................................................................................................... 31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12 

考研核心笔记 .............................................................................................................................................. 312 

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辅导课件 ................................................................................... 320 

《公共管理导论》考研辅导课件 ................................................................................................................... 320 

《管理学》考研辅导课件 ............................................................................................................................... 351 

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复习提纲 ................................................................................... 427 

《公共管理学》考研复习提纲 ....................................................................................................................... 427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0 页 共 805 页 

2024 年北京大学 615公共管理基础备考信息 

 

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公共管理学》（第二版，研究生教学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陈振明主编 

《公共管理导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澳]欧文·E·休斯著，张成福等译 

《管理学》（第十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主编 

 

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招生适用院系 

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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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核心笔记 

 

《公共管理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导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 

考点：“公共部门”和“公共物品” 

考点：“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 

考点：“治理”和“善治” 

考点：公共管理学的对象与性质 

考点：公共管理学的主题范围 

考点：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途径 

考点：为公共管理学“划界" 

考点：引入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考点：推动公共管理的理论创新 

考点：促进公共管理的知识应用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公共管理及其相关概念 

1.“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 

无论是在英文还是在中文中，“administration”(行政)和 44management(管理)这两个词都是近义词，且

词义丰富，前一个词更是如此。然而，近义词不等于同义词，详细的语义分析可以显示出其中的差别，而

且在实践中，“manager"(管理者或经理)与"administrator”(行政官员或行政人员)所扮演的角色也明显不同。 

《牛津英语词典》对“行政”一词的解释是：一种行政的活动，这种活动又被解释为“处理事务”“指导

或监督执行”“运用或引导”；“管理”一词则被定义为“通过自己的行动引导、控制事务的过程”“照料或看管”。

《韦伯斯特词典》对“行政”一词的解释与《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大同小异，但它对“管理”一词做了更全

面的解释・将其界定为“管理的行动或艺术”“引导或监督商业一类的事务，特别是指商业活动项目中的计

划、组织、协调、指导、控制等执行功能.以对结果负责”“为达成目的而明智地使用各种手段”。  

学科专业词典和教科书对这两个词的解释更详尽，其含义差别也更明显。例如，威尔逊和古德诺等人

将“行政”看作“政策与法律的推行”；“行政”的内涵还有“与保持记录相关的活动，文件工作”和“与应用由他

人所决定的规则、程序和政策相关的活动”。而“管理”则被界定为“保证大量的活动得以进行，以完成预定

任务的执行过程或活动，特别是创造和维持各种条件，以便通过一群人的共同努力来完成既定目标的执行

过程和活动”。另一种“管理”的定义是：“一种履行某种功能，使人力、物力和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以达成目

标的活动。”由此可见，“行政”本质上包含着遵从指示和服务的含义；而“管理”首先意味着获得结果，以及

管理者为获得结果负个人责任。 

也有学者试图从层次的高低来区分这两个概念。但何者为高何者为低，看法有时正好相反。正如比尔

特在《管理教育：国际调查》一书中所指出的，人们往往对“管理”和“行政”做出区分，然而所做出的区分

不同：在一些场合，“行政”被当作高层管理者的活动，“管理”则被当作低层次的活动；而在另一些场合，

却正好反过来。④显然，要从层次的高低来区分“行政”与“管理”是很困难的。 

我国学者往往从组织实体或管理主体的角度（即以国家、政府等政治组织，还是工商企业组织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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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区分这两个概念。“行政”一般被当作国家或政府的活动、政务的推行或与公共事务相关的活动。 

基于“行政”和“管理”的含义上的差别，加上定语“公共”后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也应有

所不同。“公共行政”是政府特别是执行机关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活动，行政官员或行政人员在这种活动中主

要是执行由别人（政治家）所制定的政策和法律，关注的焦点是过程、程序以及将政策转变为实际的行动，

并以内部定向，关心机构和人员以及办公室的管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以及公共行政学院主要是培养政府

的职业文官的学科及机构）。尽管“公共管理”的确也包含了“行政”的许多内涵，但有以最低的成本达到目

标以及管理者为取得结果负责的内涵。 

 

2.“公共部门”和“公共物品” 

人们习惯将经济领域划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公共部门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

者，广义上的公共部门包括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等部门以及各种不同组织的

公共层面；狭义上的公共部门仅包括政府机构以及依据政府决策产生的机构和部门，是最纯粹的公共部门。

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其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无偿占有社会公共资源，并为社会提供公共

物品和公共服务。 

除政府机构外，还存在公用事业、公共事业、非政府机构等“准公共部门”组织，也称为第三部门或

非营利组织，但因其具有如下鲜明的“公共”特性，也将其归入公共部门之中：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

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带有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机构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

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

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作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

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

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 

将政府的基本职能概括为提供公共物品,这几乎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的共识。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者

布坎南把公共物品界定为，“任何由集体或社会集团决定，为了任何原因，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物品或服

务”。两本著名的美国经济学教科书以及世界银行 1997 年的发展报告下了更通俗的定义。 

萨缪尔森等著的《经济学》认为：“与来自纯粹的私有物品的效益不同，来自公共物品的效益牵涉到

对一个人以上的不可分割的外部消费效果。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认为：“公共物品是这样一种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

本的增长（它们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而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都要花费巨大成本（它们是非排他性

的）。 

世界银行发布的《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认为：“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的和排

他性的物品。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指使

用者不能被排除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这些特征使得对公共物品的消费进行收费是不可能的，因而私人

提供者就没有提供这种物品的积极性。” 

公共物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划分。一种划分方法是将之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凡是能

严格满足消费上的非排他性等特征的物品都是纯公共物品。国防是一种典型的纯公共物品，其消费没有排

他性。国防服务被供给,其消费便是全社会性的。公共安全、外交、法规政策、环境保护、基础研究、空间

技术等也是纯公共物品。凡是不能严格满足消费上的非排他性等特征的物品都是准公共物品。道路是准公

共物品的典型例子，它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消费非排他性特征.在一定限度内，你上路不影响别人上路；一旦

超过一定限度，出现拥挤或堵塞现象时，你上路就妨碍别人上路。能源、交通、通信、城市公共服务、教

育、广播电视、社会保障等都是准公共物品。 

另一种划分方法是将公共物品划分为有形的公共物品（硬公共物品）和无形的公共物品（软公共物品）。

有形的或“硬”的公共物品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物品，如公共设施；无形的或“软”的公共物品主要是

指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政策和制度一类的服务。 

还有一种划分方法是将公共物品划分为全国性的公共物品和地方性的公共物品。全国性的公共物品是

指由国家或中央政府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如国防、外交、全国性的法规、政策等；地方性的公共物品是指

由地方政府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务，如城市基础设施、地方性法规、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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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共物品及服务的供给方式，福利经济学家（以萨缪尔森为代表）认为，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

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所以通过市场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实现排他性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是高昂的.并且

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在福利经济学家看来，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比市场方式即通过私人提供具有更高的

效率。 

 

3.“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 

“公共管理”由“公共”和“管理”两个词组成。“公共”与“私人”相对，但它们之间的界限很难

准确界定。沃尔多在《公共行政学研究》（1955）中归纳了“公共"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哲学、法学和

政治理论层次上，即从国家或政府的角度给“公共”下定义，这里涉及的是主权、合法性、福利一类的问题；

二是从经验层次上，即从公共职能和公共活动的范围上来界定；三是从政府执行活动或职能的角度来下定

义。因此.“公共”作为与“私人”相对的概念，表示国家、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的职能、活动范围；与多数人

的利益相关，有较多的社会公众参与；表示一个众人的事务领域。 

通过与私人管理（或商业管理）的比较，可以说明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特点。沙雷的名言一商

业管理与公共管理在所有其他不重要的方面上是相似的一一已被人们广泛地引用。的确.私人管理与公共管

理有许多相似之处。所有组织的管理都包含了合作团体的活动，而且所有的大组织（不管是政府部门、医

院、大学、工会，还是工厂、商业企业）都必须履行一般的管理职能如计划、组织、人事、预算等。但是，

公共管理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与私人管理存在着差别的。按照西方学者的 

概括，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的使命不同。公共管理为公众服务，追求公共利益，而私人管理以营利为

目的。（青岛金м榜华研教В育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二，与私人管理相比，公共管理的效率意识不强。 

第三，与私人管理相比，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管理更强调责任。 

第四，就人事管理方面而言，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中的人事管理系统比私人组织中的人事管理系统要

复杂和严格得多。 

第五，与私人部门的管理不同，公共管理包括了广泛而复杂的政府活动，而且公共管理的运作是在政

治环境中进行的，因而它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或公共性的特征。 

 

4.“治理”和“善治” 

“治理”及“善治”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问题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科学界

尤其是公共管理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世界银行 1992 年的报告就以“治理与发展”为标题，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1996 年度公共管理发展报告的题目是“转变中的治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8 年有一

期专门探讨了治理问题。治理概念的定义繁多，可泛指任何一种活动的协调方式。有最小国家的治理、公

司治理、新公共管理、善治、社会一控制系统和自组织网络等六种不同的用法。 

世界银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用“治理危机”来概括非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这里，

治理被等同于单个国家的可统治性，是“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

式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世界银行提出了“善治”的口号，合法、法治、负责、透明、有效的政府构成了善治

的基本要素，成为规范政治权力的主要标准。 

 

【核心笔记】西方公共管理学的范式变化 

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经历了多次“范式”的变化——从传

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与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以及公共治理的转换。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西方公共行政学与政治学、法学和财政学等学科渊源颇深，其思想基础则是由伍德罗•威尔逊和马克斯

•韦伯等人所奠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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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在 1887 年所发表的《行政（学）之研究》一文是西方公共行政学诞生的标志。这篇文章对公

共行政学的对象、性质、方法以及发展方向等问题做出规定.是该学科的纲领性文献。该文涉及三个主题：

（1）说明行政研究领域的历史；（2）确定这个领域的研究主题；（3）决定这一领域的最好的研究方法。

在威尔逊看来，“行政研究首先要发现政府能恰当而成功地做什么事情，以及如何以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

成本来做好这些恰当的事情”。威尔逊的行政学思想是建立在政治与行政划分的基础上的。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科层制）理论构成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另一个思想基础。“官僚制”被用来表示

一种特殊的组织结构安排，也被用来表示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韦伯刻画了官僚制度的三个最重要的特征，

即劳动分工、层级结构和对事不对人的法规。韦伯的官僚制度理论对于传统公共行政学注重正式政府组织

及其结构形式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此外，公共行政学的形成也受到了（工商）管理学的强烈影响，即受到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科学管

理学派的示范性影响。早期的公共行政学者将泰勒的科学管理的原理、方法和技术应用于公共部门，并利

用和发挥了法约尔（M.Fayol）等人的管理职能和管理原则的思想。美国的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1911）

中提出管理的四类责任或条件。④法国的法约尔在《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提出行政管理活动包含了五

种职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和行政管理的十四条原则。 

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由于政府改革、科学管理运动和政治学中的新学科方向的推动，

公共行政学作为政治学中的一个独立学科开始出现。其典型的标志是 1926 年同时出版的两本教科书：怀

特的《行政学研究导论》和威洛比的《公共行政学原理》。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形成的并在 60 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是建立

在科层制理论和政治一行政二分法的基础上的，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行政组织或官僚体制，注重组织的

内部取向，以及机构、过程和程序和行政原则的研究，并将行政效率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 

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主要以狭义政府(行政机关)及其行政管理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公共行政学的传统或

“范式”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共行政学研究对象及主题涉及组织原理、官僚体制、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法规、行政

职能、行政原则、行政方法、行政效率等主题。 

第二，公共行政学主要采用制度或法理的研究方法或途径，并以正式的政府组织(官僚体制)作为研究

的主要领域。 

第三，就其理论基础来说，传统行政学坚持政治一行政二分法观点，国家或政府的职能及过程被一分

为二：一种是政治领域.即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另一种是行政领域，即政策和法律的执行，后者所包含的机

构及程序才是行政学研究的对象。 

第四，公共行政学强调以效率原则作为最高标准。公共行政学学者认为，通过对行政现象的研究，可

以推出的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就是效率标准，即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果。这种效率原则又与官僚体

制的等级体系密切联系，要使政府的行政管理既有效率，又负责任，就必须建立起权力集中、指挥统一、

体系完整、分工明确、职责分明的政府系统。 

 

2.“新公共行政学”与政策科学范式 

以上信念构成了公共行政学的基本“范式”或“研究纲领”，它既反映了早期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理论

成就，又充分显示了其缺陷或局限性。它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

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非正式组织和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截然分开，忽视了政

治因素对管理过程的影响；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或活动仅仅抽象为若干的原理及原则；效率的标

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如公平标准则被忽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途径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尤其是政治学行为主义的批判。在这

些批判者中有西蒙、达尔、阿普尔比、朗和沃尔多等。行为主义革命从对体制(官僚机构)的研究转向对政

治行为的研究，使公共行政学失去了在政治学的中心地位。然而，传统行政学的根基并未真正动摇，新的

范式并未确立。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两种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尝试：一种是以弗雷德里克森等人为代

表的“新公共行政学”它强调一种民主取向的公共行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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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导论》考研核心笔记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绪论 

在当今社会，政府行政体系与市场体系成为控制社会、影响社会的最大的两股力量。理论研究和实践

经验表明，政府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体系在创造和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民主

的、负责任的、有能力的、高效率的、透明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无论是对经济的发展还是对整个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 

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 20世纪初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

中国，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仍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教育也处在探索和发

展阶段。 

20世纪 80年代以来，面对政府规模的扩大、财政经济压力的加剧、社会问题和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多，

以及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泛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 

对于新公共管理是否构成公共部门管理的一种新典范，存在不同的争论。有些学者主张新公共管理已

成为一种新的典范，而另一些学者则反对在公共部门管理中应用典范变革的概念。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欧文•休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欧文•休。 

欧文•休斯进一步指出，建立在正式官僚制、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和最佳工作方式基础上的传统行政模

式已经过时，已被一种建立在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基础之上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有效地取而代之。 

这种变革表现为从行政模式向管理模式、从官僚制模式向市场化模式的典范变迁，这种变革也意味着

政治和行政领导之间关系的一种更为现实的观点，意味着市场与政府、政府与官僚制组织、政府与公民以

及官僚制组织与公民之间关系的转变。 

当然，欧文・休斯也指出，典范变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过程。但是，建立在正式官僚

制、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和最佳工作方式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典范终将被公共管理所取代，这是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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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变革的时代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一种新典范 

考点：—种新方法的出现 

考点：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 

考点：对公共部门的抨击 

考点：经济理论 

考点：私营部门的变革 

考点：技术变革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引言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先进国家公共部门的管理发生了变革。曾经支配 20 世纪绝大部

分时期的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经转变为弹性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 

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变革或管理风格上的细微变化，而且是在政府的社会角色以及政府与公民的

关系方面所进行的变革。传统的公共行政已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受到质疑，而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应用则意

味着在公共部门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典范。 

这种新的典范对那些曾被认为是传统公共行政基石的基本原理提出了直接的挑战。这些原理是： 

（1）官僚制。 

（2）存在一个最佳的工作方式，并且在综合性工作手册中规定工作程序以供行政人员遵循。 

（3）通过官僚制组织提供服务，一旦政府介入到某一政策领域，它也通过官僚制组织成为商品和服

务的提供者。 

（4）行政人员普遍信奉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即政治问题与行政问题的分离。 

（5）认为激励个体公务员的力量是公共利益，因为服务于公众是大公无私的。 

（6）公共行政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形式。 

（7）从字面意义上讲，公共服务领域的任务确实是行政性的，也就是说，执行由他人提供的指令而

无须为结果承担个人责任。 

这七个看似真理的原理现在已经受到了挑战。 

（1）官僚制确实“业绩彪炳”，但它并非在所有的场合都运作良好，它已经产生某些消极性后果。 

（2）试图寻求一种最佳的工作方式是非常困难的，且容易造成组织运作的僵化。而由私营部门首创

的弹性管理制度正在被政府部门釆用。 

（3）官僚制组织并不是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唯一方式，政府可以通过补助金、管制或合同形式间

接地进行运作，而不是作为直接的提供者。 

（4）实际上,政治与行政问题长期交织在一起，但是这种现象对管理结构的影响直到最近才显露出来。 

（5）尽管公务员可能会受到公共利益的激励，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他们本身又是政治活动的参与

者。 

（6）公共服务领域所具有的特殊就业条件已急剧减弱，尤其是在私营部门发生了许多变化的情况下，

终身任职已经十分罕见。 

（7）公共部门中的任务目前被认为更具有管理性，它要求人们对实现结果负有责任，而不是被看作

“行政性”的，且公务员的任务也不仅仅是执行指令。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问题促使政府重新评估其官僚制组织，并要求变革。 

【核心笔记】一种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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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共管理，尤其是新公共管理是否是公共部门管理的一种新典范，存在不同的观点。 

有些学者主张把新公共管理看作是一种新的典范；而另一些学者则反对在公共部门管理中应用典范变

革的概念。 

无论是应用“典范”的普通词义，还是应用其与库恩著作(Kuhn,1970)相关的最新用法，“典范”这

一术语都既适合于传统的行政模式，也适合于紧密相连、且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公共管理改革。 

有些学者认为，典范这一概念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它需要一个学科的所有从业者具有某种一致性—

—一种或多或少持久的观察世界的方式 o这种观点是对库恩著作(Kuhn,1970)的一种误解。 

根据奥斯特罗姆的观点(Ostrom,1989),公共部门管理的基本典范包括两种对立的组织形式：官僚制组

织与市场组织。这两种组织形式的主要区别在于，一个是选择性，另一个是强制性；一个允许通过市场寻

求一致性的结果，另一个则通过官僚等级组织对结果施加影响。 

贝恩认为，传统的行政模式已经取得了一种典范的资格 

新公共管理典范具有完全不同的基本理论基础，即经济学理论与私营部门管理理论。 

然而，这并不是说行政科学领域的所有人现在都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经被新公共管理取而代

之，实际上，典范变迁是一个渐进性过程。 

【核心笔记】—种新方法的出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大多数先进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一种新的公共部门管理模式。 

起初，这种新模式有几个不同的名称，包括：“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

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化政府"。尽管名称不同，它们本质上描述的都是相同的现象。 

在英国，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了一系列的改革，如撒切尔政府时期的大规模的公共企业民营化改革、

精简公共部门改革等。不久以后，理论家们就开始觉察到管理形式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在美国，一个重要事件是 1992年奥斯本和盖布勒出版了《重塑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一

书。 

戈尔报告试图通过四条主要原则来改 5变美国联邦政府的文化： 

（1）削减烦琐、拖拉的办事程序，“从人人为遵守规则而负责的体制向人人为实现结果而负责的体

制转变”； 

（2）顾客至上； 

（3）授予下属取得结果的权力； 

（4）回归本元，“产生一个花费少、效果好的政府” 

一些国际组织，如总部设在巴黎、著名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知名度略低一些的世界银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它们都对改善其成员国和附属国的公共管理表现出了兴趣。 

尽管一些国家开展的改革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性，但是，各国所发生的是一种巨大的理论转型，而不

是实践转型。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理论，如官僚制、最佳工作方式、公共利益、政治与行政的分离，

都存在许多问题。 

公共管理改革是在完全不同的基本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6 这些基本理论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受经济

动机的支配；私营部门的弹性管理为政府部门提供了经验；行政不可能脱离于政治。最重要的是，这种理

论的变革是由行政转变为管理，前者主要是指执行指令，而后者则意味着实现结果，并为此承担个人责任。 

【核心笔记】行政与管理 

本书认为，行政的职能与管理相比更狭窄，限制也多。 

因此，从公共行政转变为公共管理意味着在理论上与职能上发生重大的变革。 

《牛津词典》将“行政”定义为“一种执行行为”，即“对各种事务进行管理”，或者“对执行、应

用或处理进行指导或监督气而“管理”是指“处理；通过个人自己的行为对事务的过程进行控制；实行监

管”。 

根据以上这些不同的定义，本书认为，行政从本质上是指执行指令和服务；而管理则指： 

（1）实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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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者实现结果的个人责任。 

同样地，“管理”和“管理者”这两个词语已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公共部门之中。 

这些名称的变化并不是表面现象。从狭义上说，“行政”与“管理”是某种活动或职能的简略描述。

从广义上说，这些用语很有分量。如果将职位描述从“行政者"变为“管理者”，将会使任职者改变其看

待或履行该职务的方式，这样，用来进行职位描述的用语将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了。 

 

1.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建立在行政概念基础上的公共服务与建立在管理概念基础上

的公共服务是不同的，并且在这两种公共服务观之间一直存在着悬而未决的紧张关系。 

“公共行政”一词除了意指一种活动或一种职业外，还通常指对公共部门的“研究”。 

一般说来，“公共行政”在此是指公共部门的学术研究。 

本书认为，行政与管理存在概念方面的差别，这种差别可以通过行政与管理前面的“公共”一词反映

出来。 

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是不同的，二者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它们应被看作是两个相互竞争的典范。在

本书中，“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这两个术语将被或多或少地交替使用，主要原因有两个： 

（1）新公共管理已经再也不“新”，它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 

（2）正如本章所言，在公共部门中发生了行政与管理之间的重要转型，而“公共管理”可以恰当地

描述这种转型。 

【核心笔记】变革的紧迫问题 

公共部门所发生的变革是对某些相互关联的紧迫问题作出的一种回应，这些紧迫问题包括：（1）对

公共部门的抨击；（2）经济理论的变革;（3）私营部门的变革，尤其是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带来的

冲击;（4）技术变革。 

 

1.对公共部门的抨击 

在 20 世纪 80年代早期，人们对公共部门的规模与能力进行了大量的抨击。政府，尤其是其官僚制，

已经成为某些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根源，但与此矛盾的是，它同时又被要求提供更多的服务。 

公共部门主要在三个方面受到了抨击。（1）有人认为，公共部门的规模简直过于庞大，浪费了过多

的稀缺资源。（2）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对关于政府范围的争论进行了回应。（3）特别是由于官僚制正在

成为一种极不受欢迎的组织形式，政府的方法正在受到持续的抨击。 

对政府角色的抨击，削减政府规模的努力，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喧嚣在 20世纪 90年代末期已有不同

程度的消退。对于政府的积极性角色也给予了更高的评价。 

 

2.经济理论 

在 20 世纪 70年代，一些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本身“恰恰是”限制经济增长与经济自由的经

济问题。这些理论家宣称，他们的下述观点是有证据和模型支持的，即较小规模的政府通过提高经济效率

可以提高社会总体福利；不是由政府通过官僚机构强制人们从事各种活动，而是由市场利用“自由”或“选

择”等概念取代政府的“农奴制”，市场机制在任何方面都具有优势。它通常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或有时被称为“经济理性主义”。 

这种经济学思想的变革深深影响着公共官僚制组织 

公共选择理论特别是在早期关于管理主义的论争中，公共选择理论是运用于官僚机构的最重要的经济

理论。它为那些认为政府过于庞大、效率低下的理论家们提供了一个有力武器，用于支持他们的主张，并

且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形成鲜明对照。 

公共选择的基本假定是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 

一个理性的人必然受到他工作于其中的刺激系统的支配。 

作出这样一个关于行为的经济学假定确实有其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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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工作场所的管理者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谁是管理者和管理者分类 

考点：管理者在何处工作和管理者做什么 

考点：管理中的效率与成效 

考点：四项管理职能 

考点：管理角色和三种角色类型 

考点：管理者需要的技能 

考点：描述重塑和重新定义管理者工作的因素 

考点：学习管理学的价值 

考点：早期的管理 

考点：行为方法、定量方法和当代方法—系统方法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为什么管理者对组织很重要 

管理者为什么重要? 

在不确定、复杂和混乱的时期,组织比以往更加需要管理者的管理本领和能力。 

管理者对于完成任务非常重要。 

员工和直接上级的关系质量是决定员工生产率和忠诚度的最重要因素。 

【核心笔记】谁是管理者,他们在何处工作 

1.谁是管理者 

管理者–协调和监管其他人的工作,以使组织目标能够实现的人。 

 

图表 1—1 管理层级 

 

2.管理者分类 

（1）基层（一线）管理者管理非管理雇员（即直接生产产品或服务顾客的员工）所从事的工作。 

（2）中层管理者管理着基层管理者,处于组织基层与高层之间。 

（3）高层管理者，他们负责为整个组织作出决策,制定影响整个组织的计划和目标。 

 

3.管理者在何处工作 

组织（organization）是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目的而对人员的精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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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特点： 

（1）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2）每个组织都由人组成 

（3）有一个精密的结构 

 

图表 1—2 组织的特点 

4.管理者做什么 

管理（management）涉及协调和监管他人的工作活动,从而使他们的工作可以有效率且有成效地完成。 

 

5.管理中的效率与成效 

（1）效率：正确的做事 

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或资源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 

（2）成效：做正确的事 

实现组织目标 

 

图表 1—3 管理中的效率与成效 

【核心笔记】管理者的职能、角色和技能 

1.四项管理职能 

（1）计划–设定目标,确定实现目标的战略,并制定方案以整合和协调各种活动。 

（2）组织–安排和设计员工的工作以实现组织的目标。 

（3）领导–与别人一起工作,通过人来实现目标。 

（4）控制–监管、比较和纠正工作绩效。 

 

图表 1—4 管理的四种职能 

 

2.管理角色 

（1）管理者被期待及表现出来的特定行为。 

（2）明茨伯格识别了 10 个管理者角色，分别与人际关系、信息传递和决策制定相关。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29 页 共 805 页 

3.三种角色类型 

（1）人际关系角色 

名义领袖、领导者和联络员 

（2）信息传递角色 

监管人、宣传人和发言人 

（3）决策制定角色 

企业家、危机处理者、资源分配者和谈判者 

 

图表 1—5 明茨伯格的管理角色 

 

4.管理者需要的技能 

（1）技术技能 

熟练完成工作任务所需的特定领域的知识与技术 

（2）人际关系技 

与他人及团队良好合作的能力 

（3）概念技能 

对抽象、复杂的情况进行思考和概念化的能力 

 

图表 1—6 不同管理层级需要的技能 

【核心笔记】描述重塑和重新定义管理者工作的因素 

1.消费者的重要性 

（1）消费者：组织存在的原因 

a.管理顾客关系是所有管理者和员工的责任 

b.维持高质量的顾客服务对于生存至关重要 

 

 

2.社交媒体的重要性 

社交媒体： 

使用者创建网络社区来分享想法、资讯、个人信息和其他内容的电子沟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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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的重要性 

创新： 

（1）探索新的版图、承担风险和改变做事的方式 

（2）管理者应该鼓励员工意识到创新并抓住机会创新 

 

4.可持续性的重要性 

可持续性–企业通过将经济的、环境的和社会的机遇整合进企业战略,从而实现企业目标和增加长期股

东价值的能力。 

【核心笔记】学习管理学的价值 

1.为什么要学习管理学 

（1）管理的普遍性 

①管理被需要的现实 

②在各种类型和规模的组织 

③在所有的组织层级 

④在所有的组织领域 

⑤无论组织位于何地 

 

图表 1—9 对管理的普遍需求 

 

2.作为管理者的奖励和挑战 

（1）挑战 

①管理可能是困难且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②可能常常包括更多文书任 

③管理者也会花很多时间开会,处理故障 

④常常不得不和各种性格的人打交道,应对有限的资源 

（2）奖励 

①创造一个可以使组织成员发挥最大能力的工作环境. 

②收获在组织和社区中的认可和地位 

③以薪酬、奖金和股票期权的方式获得可观的收入 

【核心笔记】早期的管理 

1.古代管理 

埃及（金字塔）和中国（长城） 

威尼斯（浮动舰艇装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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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辅导课件 

 

《公共管理导论》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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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复习提纲 

 

《公共管理学》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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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615 公共管理基础考研核心题库 

《管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决策 

【答案】决策是指组织或个人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对未来一定时期内有关活动的方向、内容及 

方式作出选择和调整过程。 

 

2． 效果 

【答案】效果是指由投入经过转换而产出的成果，其中有的是效益的，有的是无效益的。 

 

3． 非正式组织 

【答案】是伴随着正式组织的运转而形成的。在正式组织中，有某些成员由于工作性质相近、社会地

位相当、对某些问题看法比较一致或性格爱好相近等，从而渐渐在相互交往中使原来结构松散、随机形成

的群体成为非正式组织，其中有被大家所认同、接受并遵守的行为规则。 

 

4． 前馈控制 

【答案】前馈控制也被称作预备控制或者预防控制，指对发生在系统运行的输入阶段的控制，目的是

提前识别和预防偏差的控制行为。 

 

5． 招聘 

【答案】招聘是指组织为了发展的需要，根据人力规划和工作分析的数量与质量要求，从组织内部或

外部发现和吸引有条件、有资格和有能力的人员来填补组织的职务空缺的活动过程。 

 

6． 经济环境 

【答案】经济环境是指一个组织在开展活动时，所在的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情况。既包括一个国家的

人口数量及其增长趋势、国民收入、汇率、利率、通货膨胀、政府财政和税收政策等宏观经济环境，又包

括企业所在地区或所需服务地区消费者的收人永平、市场运作的规范程度、消费偏好、储蓄情况、劳动力

的供求状况等微观经济环境。 

 

7． 领导权变理论 

【答案】领导权变理论主要研究与领导行为有关的情境因素对领导效力的潜在影响。该理论认为，在

不同的情境中，不同的领导行为有不同的效果，所以又被称为领导情境理论。 

 

8． 组织冲突。 

【答案】组织冲突是指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不同部门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由于在工作方式、利益、

性格、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不一致性所导致的彼此相抵触、争执甚至攻击等行为。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同程

度地存在各种各样的冲突，特别是在变革中是不可避免的。 

 

9． 强化理论 

【答案】强化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首先提出，他认为人们的行为是所受刺激的函数。如果这种

刺激对他有利，则这种行为就会重复出现，否则就会减弱消失，管理者要采取各种强化方式，使员工的行

为符合组织目标的要求。 

 

10．精益思想 

【答案】精益思想是从日本丰田公司发明的精益生产方式中总结出来的管理思想，其核心就是消除浪

费，以越来越少的人力、设备、时间和场地等投入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价值，满足客户的真正需求。精益思

想从对产品质量的控制逐步延到企业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不单纯追求成本最低，而是追求成本与质量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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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配置，追求产品性能价格的最优比。 

 

11．组织结构战略 

【答案】组织结构战略是指根据企业总体经营战略要求、经营环境、方针以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模式的发展变动所作的长期性策划。 

 

12．非正式沟通 

【答案】非正式沟通是指存在于组织之内，不按照正规的组织程序、隶属关系、等级系列来进行的信

息传递和交流。（青岛金м榜华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版权д☑必有，侵权必究。） 

 

13．组织环境 

【答案】组织环境是指组织的外部环境，即指组织之外对组织运作可能产生影响的力量和条件。组织

环境分为任务环境和一般环境。 

 

14．SWOT 分析法 

【答案】SWOT 分析法是指企业在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之前，对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即机会

（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企业内部资源，即优势（Strengths）和劣势

（Weaknesses）状况，通过调查罗列出来，并依照一定的次序，按矩阵形式排列起来，然后运用系统分析

的思想，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从中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或对策。 

 

15．资产负债预算 

【答案】资产负债预算是对企业会计年度末期的财务状况进行预测。它通过将各部门和各项目的分预

算汇总在一起，表明如果企业的各种业务活动达到预先规定的标准，在财务期末企业资产与负债会呈现何

种状况。 

 

16．事业部制组织结构 

【答案】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又称为联邦分权化，它是将组织内各种活动划分为各个部门（可按产品、

地区、时间、用户、设备或程度等），设立相应的事业部，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全面负责。这些事业部，

对于最高管理层来说又是责任中心，它们在经营管理上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和充分的自主权。每一个事业

部都是要对成本、利润负责的利润中心。一般来说，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形式适用于规模较大、产品种类较

多、市场环境不稳定的现代化企业。 

 

17．途径-目标理论 

【答案】其基本含义是领导者的管理行为应该以关心下属和组织指引为基本出发点，并以此帮助下属

建立起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其中还要考虑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简言之，领导者应指明达成

目标的途径。 

 

18．矩阵型结构。 

【答案】矩阵型结构由职能部门系列和为完成某一临时任务而组建的项目小组系列组成，它的最大特

点在于具有双道命令系统。矩阵型结构是在直线职能制垂直形态组织系统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种横向的领

导系统。是把按职能划分的部门和按项目（或产品、服务等）划分的子公司或部门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矩阵，

是同一名员工既同原职能部门保持组织与业务上的联系，又参加所在子公司或部门的工作的一种管理模

式。为了保证完成一定的管理目标，每个子公司或部门都设负责人，在组织的最高主管直接领导下进行工

作。矩阵结构适用于一些重大攻关项目。企业可用来完成涉及面广的、临时性的、复杂的重大工程项目或

管理改革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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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自动化 

【答案】自动化主要是指在流程再造中更为有效地使用信息技术，它是在活动实现方式上的重大突破。 

 

20．跨界 

【答案】跨界是互联网时代的常态。所谓跨界就是任何工业互联两产品的推出，都不是原来业界单纯

技术的成果，其创意和模式都可能来自其他行业。跨界的核心，是融合，只有跨界融合才能创造新价值。 

 

21．人力资源规划 

【答案】人力资源规划：是管理者用来保证他们能够使正确数量和正确类型的合格人员在正确时间处

于正确位置的一个过程。 

 

22．效益与效率 

【答案】效益是有效产出与投入之间的一种比例关系，可从社会和经济两个不同角度去考察，即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比社会效益直接、明显，可有效度量；社会效益则难以计量，只能借助于其他

形式来间接考察。效率是指单位时间内所取得的效果的数量，反映了劳动时间的利用状况，与效益有定的

联系。 

 

23．战略 

【答案】实现组织目标的各种行动方案、方针和方向选择的总称。 

 

24．计划 

【答案】狭义的计划是指为实现既定目标所制定的具体行动方案。广义的计划是指为实现组织既定的

目标，对未来的行动进行规划和安排的活动。 

 

25．组织绩效 

【答案】组织绩效就是指组织在利用资源满足顾客需求和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中，在效率和效益上所

表现出来的结果。 

 

26．宗旨 

【答案】宗旨是指社会赋予组织的目的或使命，即一个组织是干什么的和应该干什么。 

 

27．期望值 

【答案】是某一具体行为可带来某种预期成果的概率，即行为者采取某种行动，获得某种成果，从而

带来某种心理上或生理上的满足的可能性。 

 

28．控制的例外管理 

【答案】是指主管理人员越是只注意一些重要的例外偏差，即把控制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超出一

般情况的特别好或特别坏的情况，则控制工作的效能和效率就越高。 

 

29．激励因素 

【答案】激励因素是与组织成员工作本身或工作内容有关的、能促使人们产生工作满意感的一类因素，

是高层次的需要，包括成就、承认、工作本身、责任、发展机会等。 

 

30．现代企业制度 

【答案】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以公司企

业为主要形式，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的新型企业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

企业法人制度、企业自负盈亏制度、出资者有限责任制度、科学的领导体制与组织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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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责任的绝对性原则 

【答案】责任的绝对性原则是指上级管理者可以把任务和权力分派到下级，但上级不可以把责任也分

派到下级。尽管下级在授权过程中要承担其责任，但上级管理者却不能因此使自己的责任减少。即上级承

担的责任是绝对存在的，不会因为任务的分派和权力的授予而减少。 

 

32．政策 

【答案】政策是管理人员决策的指南，它规定了行动的方向和界限。 

 

33．奖赏权 

【答案】奖赏权是指提供奖金、提薪、表扬、升职和其他任何令人愉悦的东西的权力，是基于被影响

者执行命令或达到工作要求而给其进行奖励的一种权力。 

 

34．信息反馈 

【答案】信息反馈是把目标管理过程中，目标的设置、目标实施情况不断地反馈给目标设置和实施的

参与者，让人员时时知道组织对自己的要求及自己的贡献情况。 

 

35．关键点原则 

【答案】关键点原则是指控制工作要突出重点，不能只从某个局部利益出发，要针对重要的、关键的

因素实施重点控制。（青岛金о榜华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版权д☑必有，侵权必究。） 

 

36．决策的有限理性 

【答案】决策的有限理性的主要观点如下:有限理性决策的主要观点如下:手段-目标链的内涵有一定

矛盾，简单的手段-目标链分析会导致不准确的结论;决策者追求理性，但又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理性，他

只要求有限理性;决策者在决策中追求“满意”标准，而非最优标准。 

 

37．营销渠道部门制 

【答案】是指位于上层的部门是根据公司的各条营销渠道组建起来，而不是根据产品、服务或顾客去

组建。营销渠道是一个通道，制造商通过这一渠道分销商品。其优点是每个营销渠道的独特需求都得到满

足，缺点是销售队伍出现资源和活动重复配置。 

 

38．扁平结构 

【答案】组织规模已定、管理幅度较大、管理层次较少的一种组织形态。 

 

39．系统原理。 

【答案】系统原理是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它是指人们在从事管理工作时，运用系统的

观点、理论和方法对管理活动进行充的系统分析，以达到管理的优化目标。 

 

40．灵活就业员工 

【答案】灵活就业员工指不是长期固定在一个公司工作的员工，包括临时工、自由职业者、兼职员工

或合同工，当公司有些空缺的岗位需要填补或者需要某种他所能够提供的服务时，会招聘一些灵活就业员

工并与之签订短期的劳动合同。组织招聘一定量的灵活就业员工增加了组织的灵活性。 

 

41．现金预算 

【答案】现金预算是对企业未来生产与销售活动中现金的流人与流出进行预测，通常由财务部门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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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为什么说市场的得失是暂时的｜晎멢䵦⽏Ŏ᩺�襒魶葨㡟쏿Ŏᩎ멢䵢ᡵ敶葨㡟쎕顦⽎쁎䣿ὑ癑玕⽢鍙絔魗喝䁠❝峿�
	24．论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持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25．根据所学的管理理论｜晠㝗陋筻ꅴڀﵒ鯿屦做一名呜扨㱶葻ꅴڀ�
	26．“大材小用｜晎൙艎൵⣿᭜ཧ偙❵⣿屦可以一用。”在人员配置中许多管理者都信守这个格言｜晏悋ꑎ㪏�㲊v葔屢理性在哪里？
	27．结呜扛麖䗿屦试论述控制的重要作用。
	28．试述杜瑥䡬龐᩶蒖鱸跿屦并联系实际豜抌屢管理者如何克服沟通中的障碍。
	29．在你看来｜晠➚驢灶葓齖⽎쁎䣿ὣ쾏汓艏啜ٝ屗㩔屢的性骚扰降至最低限度。
	30．管理者如何使用激励理论?
	31．你认为推行弹性福利会杜瑎쁎䢕飿屢从组织和员工两个角度思考这一问题｜�
	32．如何遜瑢屢适的组织价值观标准
	33．论述群体凝聚力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34．在组织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分析中应该考虑道德因素吗？为什么？请解释。
	35．为什么说部门化是横向分工的结果？职能部门化、产品部门化、区域部门化各杜瑔魏ᡒ뿿�
	36．联系实际说明为什么要学习、研究管理学。
	37．论述预算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38．请分析“先难后易”战略的基本内涵。这种战略成功的基本条件是什么？面对竞争的全球化｜晑䢖빔።ᡵ敛漏ⵖﵑ癎홏Ŏᩧ屴什么启示？请试分析。
	39．试述官制体系的缺陷。
	40．找出五个不呜晶葾쑾읏罔綖䢏葏譛倰ʐ읏罔綖䢏散쾏쑾읓﵏큵⡎쁎䡨㝶葑汓䉔豎ᩒꅜ䉢ᡵ敜斈䱏罔細ʉ쩏悐屴择每一个战略的理论依据。
	41．试述古典企业组织与现代企业组织的区别。
	42．试比较麦格雷扜扶萀塴ڋ메谀奴ڋ뫿屦及其对管理者的管理风格的影响。
	43．库尔特.卢因｜戀䬀甀爀琀 䰀攀眀椀滿屴提出了乜瑫斚ꑓ�榏읺୴ڋ멶葑蕛륦⽎쁎䣿�
	44．试评述中国墨家的管理思想。
	45．比较分析确定型决策方法、风险型决策方法及非确定型决策方法。
	46．如何理解决策的含义？决策的原则与依据各是什么？
	47．论述网络计划技术的原理及其优点。
	48．弗里蒙特.卡斯特等提出的杜璋ꅒま쑾읓�楶蒏읺୦⽠㝶蓿�
	49．根据经营单位组呜扒٧遬헿屦企业经营业务的状况可以被分成哪四种类型？各自具杜瑎쁎䡲祰맿�
	50．请论述多样性将从哪些方面给组织带来利益？
	51．试介绍并评价期望理论的主要观点。
	52．什么叫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现在哪些方面？
	53．运营管理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54．试述领导生命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
	55．阐述平衡计分卡的内涵及其实施步骤。
	56．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都体现在哪里？
	57．从“乜瑎⩔豜ᩬꅬ㑕鴠ᤠ᥎ภᱎ屴个臭皮匠｜暀�잋孎긠ᶋꅴٶ葥䡳蝎䡧鱦⽏啹쵑獼אּ�
	58．试论述集权与分权的优缺点。

	《管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案例分析题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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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案例：甜美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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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案例：夏科公司的网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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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案例：
	15．案例：培训部负责人辞职
	16．案例:计划部经理的烦恼
	17．案例：汉诺公司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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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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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案例:黄工程幜扎㩎쁎䢉膍烿�
	45．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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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管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辨析题精编
	1． 首长制行政无异于委员会制行政体制。
	2． 集权制行政体制无异于分权制行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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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辨析：行政职能具杜瑒ꡠ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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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逻辑实证方法与后实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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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古德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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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古德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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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新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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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渐进决策模型
	87．预算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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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管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简答题精编
	1． 简述我国行政监察机关的基本特点。
	2． 中国实行复式预算的重要意义。
	3． 分税制的原则和指导思想。
	4． 简述领导体制的内容与类型。
	5． 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联系和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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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行政规章的特点是什么？
	26．简述绩效评估中的效益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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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简述绩效评估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功能。
	29．行政人员的权利。
	30．简述企业绩效管理对政府的启示。
	31．简述费利耶的“效率驱动模式”。
	32．办公室辅助领导决策的工作内容。
	33．简述“新行政管理”的六个共呜晲祰뤰�
	34．什么是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杜瑔魎㮉腲祟臿�
	35．简述建设杜瑎ⵖﵲ禂犈䱥㽻ꅴٶ著喝䁔豓齒ᤰ�
	36．行政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
	37．公共管理研究的法律途径
	38．简述我国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对省级政府预算行使最高决定权所包含的内容。
	39．行政与管理的区别。
	40．简述影响行政效率的主要因素。
	41．简述公共危机管理的系统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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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简述行政立法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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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简述人事行政的管理机制。
	46．简述绩效考核中业绩指标的内容。
	47．简述切斯特•巴纳德的权威接受理论。
	48．简述领导者授权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49．试分析行政道德的特点。
	50．简述议会制、总统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乜瑹쵥㽏卟扟ྲྀ葲祰뤰�
	51．简述行政改革的概念及主要类型。
	52．办公室工作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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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简述行政管理的主体与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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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简述法治行政的原则。
	65．行政监督杜瑔魗逸Ⱳ祟臿�
	66．简述我国行政组织的结构体系。
	67．简述政府改革中民营化的概念及主要方法。
	68．简述行政系统界线的内涵。
	69．行政领导的非权力性影响力。
	70．简述我国的行政职能体系及其意义。
	71．行政协调的基本原则。
	72．比较分析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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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框架
	77．简述当代公共部门改革的目标。
	78．简述行政组织的特点。
	79．简述我国行政改革的难点。
	80．简述行政执行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81．简述我国行政赔偿责任制度的基本特点。

	《公共管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论述题精编
	1． 论述沃尔多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批判及其公共行政思想。
	2． 如何正确认识我国人大审查与监督政府预算的基本特征？
	3． 论述我国公共领导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
	4． 简述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势。
	5． 简述行政公共关系的主要任务。
	6． 后勤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
	7． 试论电子政务建设与政府管理创新。
	8． 试论政府在社会经济转型期间的作用及其实现途径。
	9． 试述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流程及功能。
	10．结呜扛麖䖋몏䱥㽾쑾읶葼筗謰�
	11．比较分析中西方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原因和主要内容。
	12．新公共服务理论评析。
	13．论述西蒙对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提出的批评及其杜璖側٠❑덻噪⅗譶葎㮉腑蕛뤰�
	14．论述韦伯的“科层组织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意义。
	15．论述后勤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
	16．论述我国行政改革的经验和面临的主要难点。
	17．如何评价当代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
	18．联系实际分析我国公共行政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晞皋몏救桢ᅖﵑ汑熈䱥㽶텷捧㩒㙶董ꩥ봰�
	19．试论述集权制与分权制的含义及其优劣。
	20．结呜扛麖䗿屦豜扎�屢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1．试论行政信息公开化的作用。
	22．试论述行政组织设置的职、责、权一致的原则。
	23．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述评。
	24．论述在政府部门推行全面质量管理的科学途径。
	25．结呜扛麖䗿屦试分析目前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
	26．论述西蒙对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提出的批评及其杜璖側٠❑덻噪⅗譶葎㮉腑蕛뤰�
	27．试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分析非政府公共组织对政府行政组织在公共管理中的影响。
	28．从我国加入WTO的角度｜暌屢豜抁憐�k斏汓�㽞鲀䲀ﵶ葎㭟‰ʋ햋멒ꁑ攀圀吀佔ᅖﵥ㽞鲀䲀ﵶ蒏汓��
	29．试分析我国新公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30．联系我国的实际｜暋몏艏啧屴效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
	31．评述深圳特区“行政乜瑒ْ㘠ᴰ�
	32．试述新公共行政运动对政策执行的启示。
	33．联系我国的实际｜暋몏艏啧屴效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
	34．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暌屢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35．论述我国事业单位及其管理体制的形成原因、存在问题以及如何进行分类改革。
	36．联系实际分析我国公共管理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晞皋몏救桢ᅖﵑ汑煻ꅴٶ텷捧㩒㙶董ꩥ봰�
	37．试述西方行政组织理论的演变。
	38．论述行政信息资源法制化建设的内容。
	39．结呜扛麖䗿屦论述后勤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40．论述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过程。
	41．试论述行政领导职能。▧
	42．结呜扎ⵖﵛ麖䖋몏䱥㽥㦗楶葟앱㙠❓쩥㦗楶葶މ腬䈰�
	43．结呜扛麖䖋몏卒䵞鑙艏啢楜啢ᅖﵑ汬ᅧ屴序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
	44．论述政策执行失控的主要表现、原因以及矫正措施。
	45．试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
	46．分析当前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
	47．论提高政府效率的杜瑥䢐ᑟ萰�
	48．请简述政策终结的概念｜晥㽻噾졾퍶葡ཎ䥓쪖㭸赥㽻噾졾퍶葖屴哪些。
	49．联系实际论述影响政策杜瑥䡢枈䱶葎㮉腖‰�
	50．试述行政决策发展的基本趋势
	51．试论述行政决策的地位和作用。
	52．试析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及实现杜瑥䢂ڋ멶텷捶董ꩥ봰�
	53．论述公共领导的内容
	54．试论当代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
	55．试述行政紧急权力受到法律控制的必要性及其措施。
	56．试述新公共行政运动对政策执行的启示。
	57．治理理论的产生、具体内容及其评价
	58．论述科学发展观对行政管理学科发展的影响。
	59．我国建国后｜晙ᩫↈ䱥㽧㩧葥㦗楠癠❟ꩳ꽶葨㥧ⱓ齖⽎쁎䣿ὢᅖﵞ犐멎譒㙞ꙛ塗⡷䁔魟Ὑ艏啥㦗槿ᾋ恣큑者糧嘰�
	60．论述新形势下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职能的意义及其要求。
	61．试述我国政府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及主要依据。
	62．联系实际论述加强我国行政管理法治化建设的措施。
	63．略论新形势下提高我国政府机构行政效率的方法与途径。
	64．行为科学时期的公共行政管理学杜瑔쵎桠❴ڋ뫿�
	65．试分析目前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简述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式或途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职能要实现哪些转变？
	66．试述弗雷德里克森新公共行政学的行政组织理论。
	67．试论我国新公务员制度的创新之处。
	68．论述我国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战略。
	69．联系实际论述在当代中国推进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具体措施与途径。
	70．结呜扛麖䗿屦论述行政决策的基本原则。
	71．根据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暌屢豜抁勒ꁟ汓�㽞鲀䲀ﵶ葎㭟‰�
	72．论当代国外行政改革的乜瑙❎㮘飿屢对国外行政改革20年的回顾｜琰�
	73．具体分析我国公务员制度与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区别。
	74．试分析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基本特点。
	75．西方新公共管理及其对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76．论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葜暂봰ş扢ၓ쩓템唰�
	77．论述我国行政改革的经验和面临的主要难点。
	78．如何正确认识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
	79．分析现代人事行政的主要趋向及特征。
	80．论述当代中国的行政精神。
	81．试述行政领导者职位、职权、职责乜璀ն葾�S쩑癡ཎ䤰�
	82．试述我国现行行政监督制度的主要内容。
	83．论述政务信息资源法制化建设的内容。
	84．比较理性决策模型、杜璖側٠❑덻噪⅗謰Ůႏ�덻噪⅗诿屦说明之间的主要差别和特点所在。
	85．试论信息技术对政府管理模式的影响
	86．试述我国政府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及主要依据。
	87．后勤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88．评析公共行政改革的新模式。
	89．试述政治环境对行政系统的影响。
	90．联系实际豜抌屢我国行政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91．试述近年来我国人事行政变革的主要内容｜扎൜ᅎ踀㎘秿屴。
	92．政治—行政二分理论与实践
	93．试述平衡记分卡方法的主要内容。
	94．为什么说“公共利益不一定就是国家公共部门所认定的利益｜晎彎ൎ[驜ㅦ⽙ᩥ灎멶葒⥶쨠᷿�
	95．联系实际论述公共领导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
	96．试论现代行政决策体制。
	97．联系实际论述如何发挥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现阶段公共管理中的作用。
	98．根据建成完善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暌屢豜抁勒ꁟ汓�㽞鲀䲀ﵶ葎㭟‰�
	99．试述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流程及功能。
	100．论述政府与公众之间政策沟通的途径、障碍及其解决方法。
	101．试述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及其内涵。
	102．如何在公共行政中实现“公正”的基本理论。
	103．试述行政紧急权力受到法律控制的必要性及其措施。
	104．试述横向部门结构之间的行政协调。
	105．比较分析传统人事管理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差异。
	106．如何正确认识我国人大审查与监督政府预算的基本特征。
	107．试论布坎南关于政府机构工作低效率原因的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108．结呜扛麖䗿屦论述后勤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109．试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行政发展。
	110．论述行政伦理建设的具体措施。
	111．试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方国家人事行政变革的主要特点。
	112．论述我国行政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战略。
	113．论述在行政协调中如何正确处理各种关系。
	114．论述西方国家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发展趋势。
	115．结呜扢ᅖﵳ낖㙫땶著逸ⱖﵠ엿屦试分析政府信息网络化的重要意义以及应当注意的问题
	116．试论述管理组织结构形式杜瑔魎㮉腼筗诿ὔѼ筗譧屴哪些优缺点？
	117．联系实际豜抌屢我国行政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18．论述我国行政职能转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及其重点。
	119．公共政策定量分析方法与公共政策定性分析方法
	120．试论布坎南关于政府机构工作低效率原因的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公共管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案例分析题精编
	1． A局办公室共杜瑝屎메塑济뫿屦其中正副主任各一人｜晞牎譖�먰əᩞ瑧旿屦办公室主任老王一直主持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副主任老张平时与办公室其他四名干事一样从事一些具体工作。当办公室碰到一些较重要的事情时｜晎�Ⱡ㭦⽵ㆀų謰ƀş⁎멕䚑코๑赞Ϳ湎묰ɠ㭶蒋旿屦办公室的工作在这几年里开展得比较顺利。
	2． 案例
	3． 案例：
	4． 案例：
	5． 人大代表的监督行为
	6． A县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国务院关于清理非常设机构的通知精神｜晑덛驛肋뽾ꝧ㩑獶葙푔塏ᨰƘ虛ﱜཾ쐰Œ鹑汛ꑻ䦗幞㢋빧㩧蒏�䱎kⅮմۿ屦该呜扞癶葔屢并｜暋�奶葏�姿屦该撤销的撤销。他们将60个非常设机构砍掉了40个｜晞癒ْ⭜ڏ�魧㩧葢罢앶蒀䲀ﶄ㵛鹒で屴关部门去承担。
	7． 为改变林业生产中长期形成的林木品种单一、林业生产率低的局面｜昀䉓뽎멬ᅥ㽞鱎᎕텥蟿屦要求全县人民大搞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为贯彻县政府的指示｜暋뽧靎ᩜ䁺쭓獓\䂕罒鹑汏껿屦专门讨论建设丰产林基地的问题｜晎๏᩶葎屴位局长经过简单讨论｜晎�덛驗⢋뽧큓㩬뽬彧兞懲빎W垗批븀㈀　ぎꥶ萠ᱬ倠ᶐήὧ靗練〰�
	8． 案例：广州公务员首次双向遜瑢�
	9． 某区政府为适应改革形势需要｜晗⡞瑞ꙝ岋ꅒⵣ큑祈虎�祶߿ᩔᆈ垐华㹧䍒鯿屦给街道以更大的自主权。
	10．中共XX县委向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提交了19个乡、镇长职务任免建议名单。第二天｜晓뽎멬ᅥ㽞鱏뽜ڏ�㥎⩎愰ƕ䞕罶葎ﭑ䶐᩷톁뽶幓問䵔豧屴关区、乡、镇｜晓뽎멙❞㡙푏ᩥ㙒ぎﭑ䶐᩷屦认为县政府的任免通知违背了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杜瑑玉쑛髿屦遂建议县政府予以纠正｜晏䙧⪀ﵟᖍ睓뽥㽞鱶蒑춉옰Ɏ讖鑎ൎ䗿屦县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呜晟흓졔ᅓ뽙푓쵦��飿屦县委也没杜瑦溈桠İɗ⢏�쵠앑땎屦县人大常委会专门就此问题举行了常委会议。在常委会上｜晙푔塎�읎蘰뽎멙❞㡙푏ᩑ獎蹤꒕S뽎멬ᅥ㽞鱎ൻ♔屢法律规定的乡...
	11．案例
	12．忙了乜瑞瑶蒘祶屴望试生产了
	13．案例：《某省征收排污费办法》被撤销
	14．案例：政府雇员制——一种新的政府用人制度
	15．当代中国的行政体制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行政体制。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组织管理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权力划分体系、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综呜扏匰ɹ㹏ᩎ㭎䦈䱥㽏卒㙑睧屴双重性：一方面｜晛莉腏即끹㹏ᩎ㭎䥥㽬뭒㙞ꙶ葧ⲍ⣿屦这是政治层面的内容；另一方面｜晛莉腓쵦⁓쩎ⵙᚈ䱥㽭㭒꠰ƈ䱥㽓템啶葎�ⲉ쑟诿屦这是技术层面的内容。一般聜暊ÿ屦在创建社会主义理论和取得社会主义政权时期｜晦ᩗぎ칥㽬뭜䊗扎ᶀΕ飿屦更多地重视行政体系政治层面的内容；聜晗⡹㹏ᩎ㭎䥞懲빥屦则比较重视在社会主...
	16．案例：吴队长为什么决定立即帮助王某办理营业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