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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公共政策导论》既是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行政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

也是我国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

该门课程旨在使考生领会公共政策的知识框架，了解公共政策的基本研究领

域，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理清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脉络，达到对现

实社会问题的理性观察和认识。课程主要讲授公共政策的含义，公共政策的形式

类型和特征作用，政策的主体、客体及环境，政策分析模型，政策制定、执行、

评估和终结等方面的内容，让考生通过系统学习以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公共政

策。

从科学角度而言，分析公共政策的成因与结果，有助于人们增进和提高社会

领域的知识水平，有助于了解社会与经济、政府与环境、问题与回应、政治与政

策等多方面因素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增进人们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治理的理解，从

而加深对公共政策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从专业角度而言，掌握公共政策的理论

与方法，能够使人们应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从政治角度而言，政策不仅是

为了科学和专业而存在，而且在政治领域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二、课程目标

课程设置的目标是使得考生能够：

1.领会公共政策的知识框架。

2.了解公共政策的基本研究领域。

3.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4.理清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脉络。

5.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理性观察和认识。

三、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的学习重点在于：熟练掌握公共政策的含义、形式、类型、特征、作

用、主客体等基本内容；了解政策模型及政策分析；知晓和理解政策制定、执行、

评估和终结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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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领会、应用三个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能力

层次要求。三个能力层次是递进关系，各能力层次的含义是：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公共政策的基本概念，如公共

政策含义、形式类型、特征作用、政策的主客体、政策模型、政策制定执行评估

等内容，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出正确的表述、选择。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有关公共政策系统及相关流程，并

能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对公共政策进行分析，做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

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公共政策知识，对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社会现

实情况进行分析，得出正确结论。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绪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公共政策概念及其学科体系，掌握研究公共政策的目的，

为学习公共政策的后续内容奠定基础。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公共政策的含义

识记：①公共政策概念。

（二）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政策

领会：①研究公共政策的原因。

（三）公共与私人——从公共角度理解公共政策

识记：①公地悲剧；②公共物品；③公共职能；④公共利益；⑤公共权力。

领会：①公共秩序；②公共治理。

（四）政治与政策——从政治角度理解公共政策

领会：①公共政策的政治解释。

应用：①政治行动。

（五）市场与政策——从市场角度理解公共政策

领会：①经济学派观点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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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伦理与政策——从伦理角度理解公共政策

领会：①社会伦理问题。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内容重点阐述了公共政策的基本概念，明确公共政策的基本含义以及研

究公共政策的原因，理解公共物品、公共职能、公共问题、公共权益、公共权力、

公共秩序、公共治理等相关概念，掌握政治行动的基本理论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

响，了解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基本观点，认识公共政策的伦理基础。

第二章 公共政策的形式、类型、特征与作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和掌握公共政策的表现形式，公共政策的类型，公共政

策的特征及作用，以系统掌握公共政策的外延及特征和作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公共政策的表现形式

识记：①三权分立制度；②国家行政机关；③行政决策。

领会：①总统决策；②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特征；③国家机关体系；④立法形

式。

应用：①全民公决。

（二）公共政策的类型

识记：①公共政策分类标准；②实质性政策；③程序性政策；④分配性政策；

⑤再分配性政策；⑥物质性政策；⑦象征性政策；⑧涉公政策和涉私政策。

领会：①管制性政策；②自我管制性政策。

（三）公共政策的特征与作用

识记：①公共政策的特征；②公共政策的作用。

领会：①公法与私法。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主要阐述了公共政策的表现形式、基本类型、主要特征和重要作用等内

容。通过本章的学习，应该明确公共政策的基本性质，认识公共政策在不同政治

体制中的表现形式，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类型，了解公共政策的主要特征，并在

此基础上理解公共政策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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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与政策环境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和掌握公共政策系统的构成要素——主体、客体和环境，

领会构成要素的不同类型，理解其在公共政策中的影响作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政策主体

识记：①政策主体及其类型。

领会：①非官方参与者。

应用：①公民个人；②大众传媒；③思想库。

（二）政策客体

识记：①政策客体；②社会问题。

领会：①政策认同；②政策抗拒。

（三）政策环境

识记：①政策环境概念。

领会：①政策环境的构成因素；②常用的宏观经济指标；③指数科技；④修

昔底德陷阱；⑤地理因素说。

应用：①公共政策与政策环境的关系；②孟德斯鸠气候理论；③地理环境；

④政治文化；⑤社会环境。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主要阐述政策模型系统构成及相关理论。通过学习本章内容，了解公共

政策制定者的不同类型及作用，掌握社会问题的类型、特征及理论，理解目标群

体政策认同和政策抗拒的缘由，认识公共政策的环境要素及其影响。

第四章 政策模型及其相关理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模型的作用与风险，认识评价模型有效性的基本标准，

掌握政策分析模型的主要观点，理解政策分析模型在政策实践中的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模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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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抽象模型；②具体模型。

领会：①模型有效性辨析。

（二）几种重要的政策分析模型

识记：①理性主义；②有限理性。

领会：①传统理性模型；②有限理性模型；③渐进模型；④小组意识模型；

⑤精英理论；⑥制度理论；⑦博弈理论；⑧团体理论；⑨系统理论；⑩过程模型。

应用：①理性政策的前提条件；②次优决策涉及的基本问题；③37%规则；

④组织过程模型；⑤智猪博弈。

（三）政策分析的相关理论

识记：①实验法的分类；②机会成本。

领会：①混合扫描理论；②批判性理论；③实验性理论；④取舍理论。

（四）中国古代政策观

识记：①商鞅变法。

领会：①儒家的中庸之道；②道家的“无为”之治；③墨家的理性推理；④

法家的系统理念；⑤孙子的“知变”战术。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主要掌握公共政策的各种模型及其理论观点，以了解古今内外各国模型

理论的发展。

第五章 政策制定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政策制定的相关内容，掌握社会问题的性质、特征、类

型和社会问题理论，认识政策问题确认的基本步骤与方法，熟悉政策议程的类型、

建立的条件、触发机制及影响因素，明确政策规划、政策规划主体、政策规划基

本原则及基本程序和思维方法，掌握目标设定、方案开发、结果预测和择优选择

的一般方法，理解光环效应、从众效应等心理效应对决策质量的影响。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社会问题的产生

识记：①社会问题的概念；②社会问题的类型；③文化堕距；④问题分析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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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过失性社会问题；②结构性社会问题；③社会冲突论；④社会解组

论；⑤标签理论；⑥手段—目标理论；⑦社会分层理论。

应用：①越轨行为；②鱼骨图分析法；③5why分析法；④穆勒法。

（二）政策问题的确认

识记：①政策问题的确认概念；②问题察觉概念。

领会：①问题界定；②问题描述。

（三）政策议程的建立

识记：①政策议程；②政策议程的类型。

领会：①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②实质性议程与象征性议程；③政策议程建

立的条件；④触发机制的类型；⑤政策议程建立的障碍。

应用：①沉默的螺旋；②政策议程与突发事件。

（四）政策规划

识记：①政策规划；②政策规划的原则；③政策论证模式。

领会：①政策规划的主体；②政策规划中的思维方法；③政策规划程序。

应用：①听证制度；②经验思维；③逻辑思维；④知觉思维；⑤创新思维；

⑥思维定式；⑦逆向思维；⑧创新方法。

（五）心理效应与决策质量

识记：①光环效应；②首因效应；③近因效应；④从众效应；⑤定型效应；

⑥反衬效应；⑦乐队效应；⑧黄灯效应；⑨新闻效应；⑩颂歌效应。

（六）政策合法化——政策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识记：①合法性概念。

领会：①广义的政策合法性；②狭义的政策合法性。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主要掌握社会问题的性质、特征、类型、基本理论及确认政策问题的基

本步骤与方法，熟知政策议程的基本类型、建立的条件、触发机制及影响因素，

领会政策规划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和思维方法，同时，理解不同心理效应对决

策质量的影响。

第六章 政策执行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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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政策执行的相关内容，把握政策执行的性质与特征，认

识政策执行主要功能，理解政策执行基本过程，熟悉政策执行影响因素，掌握政

策执行基本原则和行动策略。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政策执行概述

识记：①政策执行概念。

领会：①政策执行研究的演变阶段；②政策执行的特征；③政策执行的功能；

④政策执行过程。

应用：①政策失真。

（二）政策执行原则

识记：①政策执行原则。

领会：①米兰达规则。

（三）政策执行要素

领会：①政策有效执行的条件；②政策资源；③执行主体；④目标群体；⑤

执行手段；⑥信息沟通。

应用：①邦尼人力定律。

（四）政策执行策略

识记：①阶梯效应。

领会：①政策执行的策略；②破窗理论；③阿伦森效应；④行为设计。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关键是要掌握政策执行的发展及其特征、功能、过程、原则、要素和策

略，领会政策执行的核心内容，了解政策执行发展中的理论及观点。

第七章 政策评估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政策评估的基本内容、演变过程、主要功能、不同类型、

基本要素，以及评估的标准和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政策评估概述

识记：①政策评估概念；②政策输出；③直接成本；④间接成本；⑤机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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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领会：①政策评估的演进；②政策评估的基本内容；③政策评估的功能。

（二）政策评估的类型与要素

识记：①政策评估的类型；②政策评估的要素；③政策效果；④评估标准。

领会：①评估主体；②评估目标；③个人福利最大化；④保障最低福利；⑤

净福利最大化；⑥再分配福利最大化；⑦理性评估的理性基础；⑧评估方法。

应用：①威尔逊法则；②卡尔多-希克斯标准；③合成谬误。

（三）政策评估步骤

识记：①政策评估的步骤。

领会：①计划与准备的主要任务；②组织与实施。

（四）政策评估的障碍

识记：①政策评估的障碍。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关键是要掌握政策评估的演进、基本内容、功能、类型、要素、标准、

主体、步骤，以及政策评估的障碍等相关内容。

第八章 政策终结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政策终结的内容，认识政策终结的对象，熟悉政策终结

的形式，理解政策终结的障碍，掌握政策终结的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政策终结的含义

识记：①政策终结概念；②政策终结的作用；③政策终结的类型。

（二）政策终结的对象与形式

识记：①政策终结的对象。

领会：①项目的参数类型；②项目终结的形式；③政策法律化的基本条件；

④法律的局限性。

（三）政策终结的障碍与措施

识记：①政策终结的障碍；②沉没成本。

领会：①政策终结的措施；②催化剂式说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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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①日落法则；②认知失调理论；③认知平衡理论；④政策保质期。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关键掌握政策终结的含义、政策终结的对象与形式、政策终结的障碍和

相关措施。

Ⅳ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而确定

的。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

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

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考生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的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

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学习掌握课程知识的基

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

三、关于自学教材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公共政策导论》（第五版），谢明编著，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20 年。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

基本要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

知识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核知

识点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为有效地指导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在

章节的基本要求中一般也指明了章节内容的重点和难点。

五、应考指导

1. 如何学习

好的计划和组织，是你学习成功的法宝。如果你正在接受培训学习，一定要

跟紧课程并完成作业。为了在考试中作出满意的回答，你必须对所学课程内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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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理解。使用“行动计划表”来监控你的学习进展。你阅读课本时可以做读

书笔记。如有需要重点注意的内容，可以用彩笔来标注。如：红色代表重点；绿

色代表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黄色代表可以运用在工作之中。可以在空白处记录

相关网站，文章。

2. 如何考试

卷面整洁非常重要。书写工整，段落与间距合理，卷面赏心悦目有助于教师

评分，教师只能为他能看懂的内容打分。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要回答所问的问题，

而不是回答你自己乐意回答的问题！要避免书写超过问题的范围。

3. 如何处理紧张情绪

正确处理对失败的惧怕，要正面思考。如果可能，请教已经通过该科目考试

的人，问他们怎么回答问题。考试时，做深呼吸放松，这有助于使头脑清醒，缓

解紧张情绪。考试前合理膳食，保持旺盛精力，保持冷静。

4. 如何克服心理障碍

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如果你在考试前出现心理障碍这种情况，试试使用“线

索”纸条方法。进入考场之前，将记忆“线索”记在纸条上，但你不能将纸条带

进考场。当你阅读考卷时，一旦有了思路就快速记下。按自己的步调进行答卷。

为每个考题或部分分配合理时间，并按此时间安排进行。

六、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所提出的总的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层次，并深刻理解各知识点的考核要求。

3.对考生进行辅导时，应以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以考试大纲为依据，不要随

意增删内容，以免与考试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考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提倡考生“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

研教材、主动提出问题、依靠自己学懂”的学习方法。

5.辅导时既要注意课程基础内容、又要突出重点。要帮助考生对课程内容建

立一个整体的概念，对考生提出的问题，应以启发引导为主。

6.注意对考生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

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判断和解决问题。

7.要使考生了解试题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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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中都存在着不同难度的试题。

七、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会作为考核的内容。课程中

各章的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会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

自学考试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

各知识点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

点分别按三个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2.在考试之日起 6 个月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颁布或修订的法

律、法规都将列入相应课程的考试范围。凡大纲、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

符的，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命题时也会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的重

大方针政策的变化予以体现。

3.按照重要性程度不同，考核内容分为重点内容、次重点内容、一般内容，

在本课程试卷中对不同考核内容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重点内容占 60%，次重

点内容占 30%，一般内容占 10%。

八、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 分

为及格。考生只准携带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铅笔、圆规、直尺、三角板、

橡皮等必需的文具用品。不可携带计算器。

2.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

核的内容。考试命题既要覆盖到章，又要避免面面俱到。要注意突出课程的重点、

章节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度。

3.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题，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所

规定的相应的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考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

基本理论是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熟练。不应出与基本要求不符

的偏题或怪题。

4.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 20%，领

会占 60%，应用占 20%。

5.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

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 2:3:3:2。



第 13 页 共 14 页

6.本课程考试试卷中可能采用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名词解

释题、简答题、论述题等。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公共政策的决策主体是（ ）

A．政府 B．社会 C．市场 D．公众

参考答案：A

二、多项选择题

1．按行政管理环节。行政机关的横向结构可以划分为（ ）

A．决策机关 B．执行机关 C．监督机关

D．咨询机关 E．评估机关

参考答案：ABCD

三、名词解释题

1．政府

参考答案：政府是一个国家为维护和实现特定的公共利益，按照区域划分原则组织起来

的，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组织。

四、简答题

1．公共政策有哪些表现形式？

参考答案：

公共政策的表现形式有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或命令、国家领导人口头或书面的指示、政

府大型规划、具体行动计划及相关策略等。

五、论述题

1．简述研究公共政策的意义。

参考答案：

研究公共政策的缘由主要表现在科学、专业和政治三个方面。

（1）从科学角度而言，分析公共政策的成因与结果，有助于增进和提高社会领域的知

识，有助于了解社会与经济、政府与环境、问题与回应、政治与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互动关

系，有助于增进人们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治理的理解，从而加深对公共政策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2）从专业角度而言，掌握公共政策的理论与方法能够使人们应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



第 14 页 共 14 页

问题。换句话讲，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能够产生专业性建议，通过问题的分析和

描述，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3）从政治角度而言，政策不仅是为了科学和专业而存在，而且在政治领域也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