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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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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科目名称：公共政策学 

答案请写答题纸上 

一、名词解释（共 6 题，每题 5 分，共计 30 分） 

1、政策科学运动 

2、超政策 

3、德尔菲函询法 

4、“上下来去”政策过程模型 

5、公共政策执行 

6、公共政策评估 

二、简答题（共 5 题，每题 10 分，共计 50 分） 

1、简述中国公共政策学产生的原因。 

2、简述公共政策研究中系统分析的作用。 

3、简述合理的政策结构的主要特征。 

4、简述公共政策问题的基本内涵。 

5、简述公共政策终结的原因、作用和障碍。 

三、论述题（共 2 题，每题 20 分，共计 40 分） 

1、试述林德布洛姆对公共政策学的贡献及其构建的渐进主义理论模型的主

要内容。 

2、试述中国公共决策体制的主要内容，结合实例谈谈我国公共决策体制存

在的问题及其改进对策。 

四、综合分析题（共 1题，计 30 分） 

1955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和市镇粮食供应两个

暂行办法，户口与粮食直接联系起来了。3个月后，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

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作为人口统计指

标。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进行划分与管理的二元户籍管理体

制开始形成。 

1958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条例》以法律

形式规范了全国的户口登记制度，是新中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正式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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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条例》明确规定了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对户口迁移作了

约束性规定。原则上，农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口迁移都受到严

格限制。由此，新中国的户籍制度最终引入了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

动的功能，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的二元户籍管理方式。 

1964 年 8 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

该文件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明确规定：“从农村迁

往城市、集镇，从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从小城市迁往大城市，从

其他城市迁往北京、上海两市的，要适当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

往城镇的大门，标志着新中国户口迁移制度的最后确立，城乡分割的二元

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由此得到固化。这样，以户籍制度为中心，附着了住

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生产资料供给制度、就

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婚姻生育制度等十几

项制度，构成了维护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壁垒。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户籍制度管理逐步松动，壁垒逐步被打破。进

入新世纪以来，在浙江、广东、安徽、重庆、上海等地纷纷实践改革二元

制户籍管理实施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

划分，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和迁移制度。2009 年 4 月 13 日，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 年)》。这是中国第一次

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两年中国政府在促

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规划提出，要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2009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

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

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材料来源

于凤凰网户籍制度改革专题，经整理而成。） 

根据材料请分析： 

1.从政策环境的角度分析，户籍政策从“二元制”到“城乡一体化”

说明了什么？ 

2.“城乡一体化”的户籍政策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哪些方面价值？ 

3.你认为我国的户籍政策的这样变动存在哪些问题？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