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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科目《综合考试（行政管理）》考试大纲

一、考试的总体要求

本考试大纲适用于报考中国传媒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该综

合考试内容由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政治学、政府经济学和行政法学的重

点内容构成。其中政治学为专业基础课，是研究公共权力的形式和运作规律的科学,涉

及各种政治组织及其行为、过程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等政治现象的研究；政府经济学也

是也是一门专业基础课，旨在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政府等公共部门的经济与

政治行为；行政法学是研究行政法律规范和由行政法调整的各种行政关系及其规律的

科学。本考试要求考生熟练掌握政治学、政府经济学、行政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及研究方法，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的内容

政治学部分：

（一）政治与政治学

1．政治的涵义

2．政治的起源和发展

3．政治学的历史发展

4．政治学研究方法

（二）政治关系

1．利益的涵义

2．利益关系

3．利益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4．政治权力的涵义和类型

5．政治权力关系

6．政治权力的作用

7．政治权利的涵义

8．政治权利的历史发展

9．政治权利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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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政治权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三）政治行为

1．政治统治的基础和类型

2．政治统治的方式和作用

3．政治管理的职能和类型

4．政治管理的方式和作用

5．政治参与的方式和条件

6．政治参与的作用和发展方向

（四）政治体系

1．国家的涵义

2．国家的形式

3．国家机构的原则和类型

4．政党的涵义

5．政党制度

6．政治社团的涵义

7．政治社团的类型

8．政治社团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五）政治文化

1．政治心理的类型和作用

2．政治思想的类型和发展

3．政治社会化的媒介和影响因素

4．政治社会化的类型和作用

（六）政治发展

1．政治革命的方略和作用

2．政治改革的方式和作用

3．政治民主的涵义和类型

4．政治民主的发展途径和社会政治作用

5．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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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经济学部分：

（一）政府与市场

1．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演变

2．市场失灵

3．政府的经济职能

4. 政府失灵

（二）公共产品理论

1．公共产品的概念与特征

2．公共产品的外部性

3．“搭便车”问题

4．公共产品的均衡分析

5．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三）公共选择理论

1．公共选择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

2．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前提

3．公共选择的运行机制

4．官僚经济理论

（四）政府宏观调控政策

1．宏观调控政策的理论基础

2．财政政策及其工具

3．货币政策及其工具

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五）政府微观规制

1．政府规制的概念、内容与分类

2．政府规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3．政府规制俘获理论

4．政府规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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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府支出分析

1．公共财政基本特征、基本框架

2．我国财政体制的演变

3．财政支出的规模与增长理论

4．财政支出的效益分析

5．中国现行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社会经济分析

（七）政府收入分析

1．政府收入的形式与规模

2．税收的基本原理

3．税收原则

4．税收政策及我国税制的演变与改革

5．国债理论与政策

行政法学部分：

（一）行政法学概论

1．行政法的概念

2．行政法律关系

3．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4．行政法的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5．行政法流派

6．行政法学的发展及其学科体系

（二）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1．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涵义

2． 行政主体

3．行政机关

4．被授权的组织和被委托的组织和个人

5．国家公务员

6．行政相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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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行为

1．行政行为的涵义与特征

2．行政行为的效力

3．行政行为的分类

4．行政行为的成立与合法要件

5．行政行为的无效、撤销与废止

6．抽象行政行为

7．行政立法行为

8．其他抽象行政行为

9．具体行政行为

（1）行政征收

（2）行政许可

（3）行政确认

（4）行政监督

（5）行政处罚

（6）行政强制

（7）行政给付

（8） 行政奖励

（9） 行政合同

（10）行政指导

10．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11．行政违法与行政责任

（四）行政复议

1．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

2．行政复议的范围

3．行政复议参加人和行政复议机关

4．行政复议的申请与受理

5．行政复议的审理、决定和执行

（五）行政诉讼

1．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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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3．行政诉讼的管辖

4．行政诉讼的参加人和程序

5．行政诉讼的裁判与执行

（六）行政赔偿

1．行政赔偿和行政追偿的特征

2．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

三、考试的基本题型

可能的题型有：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

四、考试的形式及时间

笔试，不需要任何辅助工具。考试时间为三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