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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816   科目名称：中外政治制度 

 

    I．考查目标 

政治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涵盖中国政府与政治、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等学科基础课程。要

求考生系统掌握上述政治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II．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中国政府与政治与当代西方政治制度各占 75 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 5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50 分 

简答题 4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60 分   

论述题 2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 

 

Ⅲ．考查范围 

 

  第一部分：当代西方政治制度 

  【考查目标】 

  1．准确识记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知识。 

  2．正确理解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3．能够运用当代政治政治制度的基本理论分析问题。 

 

  一、当代政府治理结构 

  （一）议会内阁制 

  （二）总统制 

（三）半总统制 

（四）委员会制 

  二、当代国家结构形式 

  （一）国家结构形式 

  （二）单一制地方政府 

  （三）联邦制地方政府 

  三、比较选举制度 

  （一）选举制度的含义与特征 

  （二）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 

（三）多数代表制和比例代表制 

（四）竞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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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比较政党制度 

  （一）政党制度 

（二）政党制度类型 

（三）各国执政党 

  五、比较行政制度 

  （一）政府、行政与内阁 

（二）完整制与分离制 

（三）首长制和委员会制 

（四）层级制与职能制 

（五）集权制与分权制 

  六、比较行政监察制度 

  （一）监察制度分类 

  （二）监察内容与方式 

  （三）行政问责 

  七、比较公共决策制度 

  （一）公共政策研究模型及现代公共决策体系 

  （二）中西方政府决策比较研究 

  八、比较政府智囊制度 

  （一）智囊机构的分类及特点 

  （二）智囊机构影响公共决策的手段及其应用 

  （三）各国智囊机构比较 

  九、比较公务员制度 

  （一）公务员与公务员制度 

  （二）公务员制度的产生与形成 

  （三）公务员制度的指导原则 

  （四）当代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变革与发展 

  十、比较行政体制改革 

  （一）行政改革的动因、内涵和理论依据 

  （二）各国行政改革比较 

十一、各国公共部门改革 

（一） 新公共管理运动助推公共部门改革 

（二） 重塑政府：风靡全球的政府改革浪潮 

（三） 我国政府改革的背景和内容 

 

第二部分：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考查目标】 

  1．准确识记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知识。 

  2．正确理解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3．能够运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理论分析问题。 

 

一、当代中国宪法与政治制度 

  （一）宪法概念与中国宪法 

  （二）当代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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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组织体系 

  （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性质和内容 

（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 

三、当代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一）中国的民主党派 

（二）多党合作制度 

（三）政治协商制度 

四、当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三）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四）立法程序 

（五）人民代表 

（六）选举制度 

五、当代中国国家元首制度 

（一）国家元首制度 

（二）中国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制度 

六、当代中国军事制度 

（一）国防领导体制 

（二）人民武装力量体制 

（三）兵役制度 

（四）国防教育和国防动员制度 

（五）中国军事制度的发展趋势 

七、当代中国地方自治制度 

（一）单一制与地方自治 

（二）民族区域自治 

（三）行政特区自治 

八、中国政府再造 

（一）中国政府职能分析 

（二）我国政府的权力调整 

（三）我国政府组织机构调整 

（四）我国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的变革 

九、当代中国中央政府 

（一）中央政府的性质、组成和职权 

（二）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 

（三）中央政府的领导体制 

（四）国务院的主要行政方式 

十、当代中国地方政府 

（一）我国的行政区划 

（二）我国地方政府概述 

（三）省级人民政府 

（四）地级市人民政府 

（五）县级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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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乡级人民政府 

（七）经济特区政府 

十一、当代中国司法制度 

（一） 人民司法制度概述 

（二） 审判制度 

（三） 检察制度 

（四） 侦查制度和监狱制度 

（五） 司法行政、律师和法律援助制度 

（六） 人民调解、仲裁和公证制度 

十二、当代中国对国家权力的监督 

（一） 社会主义中国的监督制度 

（二） 权力机关的监督 

（三） 国家机关的自身监督 

（四） 司法机关的监督 

（五） 非国家机关的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