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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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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共 30 分） 

1．公共组织环境 

2．寻租 

3．战略规划 

4．公共政策主体 

5．公共部门绩效评估 

6．公共财政管理 

 

二、简述题（每小题 8 分，共 48 分） 

1．简述公共管理范式“新”在何处。 

2．简述转型期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的方向。 

3．简述公共政策主体及在政策过程中的角色。 

4．简述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5．简述公共管理伦理的功能。 

6．简述第三部门对公共管理的作用。 

 

三、论述题（每小题 21 分，共 42 分） 

 1．党的十八大提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

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

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

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请结合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思想谈谈你对你新的发展战略认识。 
 2．去年以来，在国务院的明确要求下，中央各部门先后公开了“三公

经费”，部分地方政府也公开了“三公经费”，请结合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知

识，谈谈三公经费的公开对完善我国公共管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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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题（每小题 30 分，共 30 分） 
案例材料： 

2009 年 7 月 31 日，深圳市召开政府机构改革动员大会，同日，《深圳

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下称《方案》）正式向外公布。根据《方案》，

改革后，深圳市政府将减少 15 个机构，精简幅度达三分之一。“这是改革

开放 30 年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一旦成功有可能在珠三角推广。”

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向记者表示，深圳此次改革意义主要体现在

两方面：首先是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第二就是分设制定政策

部门和执行部门。 

一直关注深圳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马敬

仁教授向记者表示，这是深圳启动行政体制改革以来，出台的一个比较理

想的方案，基本上体现了“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实现了决策和执行两个

部门之间的分开。据了解，深圳改革后政府工作部门将比改革前实际减少

机构 15 个，精简幅度达到了 1/3，大大低于中央规定大城市为 40 个左右的

机构限额，而行政编制总额没有突破。“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刻不容缓。这

次政府机构改革不是机构进行简单的拆分，而是按照新形势新要求，大力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不断强化服务质量。”深圳代市长王荣在动员大会上

表示。 

根据《方案》，深圳将在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基础上，

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深圳市政府

将设置 31 个工作部门，并根据部门职能定位分别命名为“委”、“局”、

“办”。其中，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的大部

门，称为“委”；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机构，称为“局”；主要协

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称为“办”。同

时，将一部分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局”，由承担制定政策、规划、

标准等职能的“委”归口联系，将一部分“办”交由市政府办公厅归口联

系。 

对于这次机构改革可能存在的困难，丁力认为，部门合并，但是编制

没有减少，“大部制改革是要减少中间环节，增加效率，减少工作量，到

最后就是要减少人员。这在将来是一大难题。” 

早在 2003 年，深圳就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建立

起了大交通、大文化、大城管、大经济的格局。然而，当时所设想的决策

权、执行权、监督权互相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一直以来并未能够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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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此次深圳政府机构改革最大的看点，是首次出现了“委员会”这一

政府部门架构，并对不同职能部门领域进行了分拆合并。设立的 7 个委员

会包括：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规

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交通运输管理委员会、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

人居环境委员会。此外，整合原有的人事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成立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整合原文化、旅游、体育局为文体旅游局。成立新的

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原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知识产权局的

职责，以及卫生局饮食环节的食品监管职责整合划入市场监督管理局，上

述三局不再保留。 

试结合材料分析： 

1）试用相关的组织理论分析大部制改革的本质（15 分） 

2） 试从公共治理的角度评价深圳大部制改革的做法。（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