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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攻读浙江财经学院 
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科目代码：611              科目名称：公共管理学 

答案请写答题纸上 

一、概念解释（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1． 公共管理： 

2． 政府失败： 

3． 治理： 

4． 第三部门： 

5． 公共责任： 

二、简述题（每小题 8 分，共 40 分） 

 1．简述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征。 

 2．简述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 

 3．简述政府失败的主要类型。 

 4．简述改进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途径。 

 5．简述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基本原则。 

三、论述题（每小题 20 分，共 60 分） 

 1．试从治理的角度分析今后我国政府改革的方向。 

 2．试分析我国公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的方向。 

 3．试分析当前限制我国第三部门发展的主要因素。 

四、案例题（每小题 30 分，共 30 分） 

西沟乡政府养鸡 

新疆乌鲁木齐县西沟乡村民王喜胜的结婚证是在养鸡场领的，因为这个乡的

40 名乡干部将办公地点移到养鸡场已经 4 个月了，并且到目前为止，乡干部们还

没有回乡政府办公楼办公的打算。是什么原因促使乡干部如此"迷恋"养鸡场？乡长

李保山告诉记者，乡干部一人养 2000 只鸡给农民做示范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据了解，为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2000 年乌鲁木齐县确定了 24 个发展项目，

其中一项是全县养土杂鸡 30 万只。由于乌鲁木齐县南郊各乡农牧民增收从 1999 年

开始减缓，县里把南郊各乡确定为发展养鸡的重点，并制定了一只鸡苗补助 l 元，

协调饲料供给的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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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里的规划得到了地处南郊的西沟乡的积极响应。乡里一研究，向县上承诺：

一年养 8 万只鸡。 然而，农民却不买乡里的账。任乡干部再苦口婆心，也不动养

鸡的心。农民强调：没有规模养鸡的经验，从没尝过养鸡致富的甜头。 看到农民

观念如此难以转变，在乡党委工作会议上，乡里决定：40 名乡干部首先带头，每

人养鸡 2000 只，用实际行动教育农民，也正好改变乡干部“光说不做”的形象。 

 李保山告诉记者，干部养鸡，一则通过赚钱给老百姓吃颗“放心丸”，二则

摸索总结经验，今后给乡亲做技术指导。 于是，正值 8 月 9 日前后的盛夏时节，

西沟乡的干部们用工资做抵押，通过信用社每人贷款 9500 元，开始了一场轰轰烈

烈的养鸡“会战”，有的单兵“作战”，有的组成小组联合“喂养”。规模最大的

要数距乡政府 8 公里处的一个部队旧营房，这里聚集了 25 名乡干部，他们建起养

鸡场，分成了 5 个养鸡小组。 

 如今，4 个多月过去了，乡干部们以养鸡场“为家”，精心喂养，鸡苗茁壮

成长。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市场却不太认可这批“示范鸡”。据在部队旧营房养鸡

并担任小组长的乡人大主任马红喜介绍，5 个小组中，只有一个小组赚了钱，两个

持平，两个赔了。赚钱的是因为那个小组鸡苗最先拿到手，鸡在国庆节前就长大上

市了，赶上了好价钱。而国庆节后，鸡价一直下滑。持平的小组鸡上市还算及时，

倒霉的就是最近才卖的鸡了。据反映，大多数乡干部在这场养鸡“会战”中都赔了

钱，数额在 1000 元到 3000 元不等。马红喜告诉记者，市场行情难摸，如果价格还

跌，大家就等等再养，如果行情好转，就继续养。“我们这 5 个小组还有 5000 只

鸡的任务没完成呢，无论如何任务得完成”。他说。 

但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乡干部已经没有了养鸡的心情。一位乡干部告诉记者说：

“我本职工作没做好，几个月就花在鸡身上了，结果市场无情。每月几百元的工资

也搭进去了”。一位乡财务人员一听记者采访关于养鸡的事就急了：“别再跟我提

养鸡的事”! 

 对此，农民们庆幸自己没养鸡之余，埋怨乡干部们丢了主业，如今他们想找

干部办个事要跑好多路，还得到处找。 

乌鲁木齐县有关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年养 30 万只鸡的计划是在做了周

密的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制定的，乌鲁木齐市市场每天鸡的销量在 5000 只到 1 万只

之间，乌鲁木齐县每年养的 30 万只鸡对市场简直不算什么。他想不通：为什么就

西沟乡的农民提不起养鸡的兴趣，非得干部带头领养?他说，在其他养鸡的乡都没

这种事儿。 

1、 试从政府角色定位的角度分析西沟乡政府养鸡是否合适？（15 分） 

2、试从公共决策的角度分析西沟乡政府养鸡失败的原因。（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