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方案 

 

一、工作原则 

1.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重对考生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

德品质、科学精神等的全面考查。 

2.加强对考生既往学业、一贯表现以及对专业素养、实践能力、

创新精神等的考查，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综合评价，择优选拔。 

3.加强组织领导，严格监督管理，做到程序透明，操作规范，结

果公开。 

二、组织管理 

1.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本学院硕士研究生招

生复试工作方案，对相关人员进行政策、业务、纪律、程序等方面的

培训，组织实施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选拔工作。 

2.成立复试笔试命题小组，负责笔试试题的命制及评卷工作。命

题小组由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水平较高并且

近期承担教学工作的人员组成。 

3.按学科、专业或研究方向成立复试面试考核小组，开展复试具

体工作。复试小组人数不少于 5人，其中复试专家不少于 4人，原则

上由本学科具有副教授职称（含）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担任。

复试小组组长全面负责该小组的复试工作，小组成员协助组长完成每

名考生综合素质和外语听说能力的面试考查，并给出面试成绩和意见。

每个复试小组另设秘书 1-2人，负责证件检查、复试记录、考场录音

录像、小组复试材料整理等工作。 

三、复试考核内容 



复试主要考核专业能力及综合素质、外语听说能力、政治理论

等方面。 

（一）政治学 

1. 专业能力考核（满分为 100分）：重点考查本专业的基础理

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等。 

（1）专业能力考核方式：笔试 

（2）专业能力考核内容：政治学 

（3）笔试科目大纲 （见附件 1） 

2. 综合素质考核（面试，不少于 15 分钟/人，满分为 100

分）：结合考生提交的材料，根据考生的教育背景、科研或实践经

历、个人陈述等，以随机抽题或交流问答方式，对考生的思想品

德、专业素养、科研能力、心理素质、人文素养、沟通表达能力等

进行考查。 

3. 外语听说能力考核（面试，不少于 5 分钟/人，满分为 100

分）：以随机抽题或交流问答方式，考查考生的外语听力、口语能

力。 

 

（二）公共管理（代码 120400） 

1. 专业能力考核（满分为 100分）：重点考查本专业的基础理

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等。 

（1）专业能力考核方式：笔试 

（2）专业能力考核内容：公共管理 

（3）笔试科目大纲（见附件 2） 

2. 综合素质考核（面试，不少于 15 分钟/人，满分为 100

分）：结合考生提交的材料，根据考生的教育背景、科研或实践经



历、个人陈述等，以随机抽题或交流问答方式，对考生的思想品

德、专业素养、科研能力、心理素质、人文素养、沟通表达能力等

进行考查。 

3. 外语听说能力考核（面试，不少于 5 分钟/人，满分为 100

分）：以随机抽题或交流问答方式，考查考生的外语听力、口语能

力。 

 

（三）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 

1. 专业能力及综合素质考核 

考核形式：面试，不少于 15 分钟/人，满分为 100 分。 

考核内容：重点考查本专业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

能、个人综合素质等。结合考生提交的综合材料及政治理论论文，

根据考生的教育背景、科研或实践经历、个人陈述等，以随机抽题

或交流问答方式，对考生的思想品德、专业素养、科研能力、心理

素质、人文素养、沟通表达能力等进行考查。 

2. 外语听说能力考核 

考核形式：面试，不少于 5 分钟/人，满分为 100 分。 

考核内容：以随机抽题或交流问答方式，考查考生的外语听

力、口语能力。 

3. 政治理论考核 

考核形式：采用命题论文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提前公布题

目，考生手写后扫描为 PDF 或 jpg 格式，在指定时间内发送至邮

箱，面试时根据论文进行问答，满分为 100 分。 

考核内容：重点考查考生的政治态度、理想信念、道德品质、

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的素养，实行学术不端一票否决制。 



 

四、复试成绩构成 

（一）政治学和公共管理 

复试成绩=专业能力40%+综合素质50%+外语听说能力10% 

（二）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 

复试成绩=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80%+政治理论10%+外语听说能

力10% 

 

 

 

 

附件 1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复试科目《政治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及要求 

本科目主要考查考生掌握政治学基本文献和理论，以及三个方向的文献和理

论情况；考查考生运用上述理论和文献，剖析现实问题的实践能力、论述论证观

点的能力、逻辑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等。 

 

二、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政治学一级学科统考题（50分） 

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五本参考书目中，选取一本进行文献分析和评价。 

 

第二部分 01、02、03 各个方向选做题（50分） 

在 01、02、03 方向五本参考书目中，选取一本进行文献分析和评价。 

 



三、试题类型 

闭卷、论述题。 

四、考试形式及时长 

笔试，考试时长为 2小时。 

五、参考书目 

0302政治学一级学科基础文献目录 

[1]论语——（朱熹注.四书章句集注[M]. 中华书局, 2021,论语部分） 

[2] [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美]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美]西达·斯考切波.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

析.[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5] [美]道格拉斯·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上海：格致出版

社，2014. 

 

01政治学理论与政治传播方向文献目录 

[1]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 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第二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2020.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南京:学林出版

社,1999.  

[5]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02媒介与国家治理方向文献目录 

[1] [美]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克波,等.找回国家[M].方力维,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 [24] [美]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士·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

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M].马春文译.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2008.  

[3]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8.  

[4]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

学[M].任军锋,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5] [美]约瑟夫·奈.软实力[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03全球传播与国际关系方向文献目录 

[1] [英]巴瑞·布赞.国家安全研究的演化[M].余潇枫,译.杭州:浙江大学

出版社,2011.  

[2]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蒋葆英,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

社,1989.  

[3]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顾淑馨, 林添贵,译.海口: 海南出版

社,2012.  

[4] [美]肯尼斯·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M].信强,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5]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附件 2：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复试科目《公共管理》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及要求 

本科目主要考查考生掌握公共管理基本概念和理论，以及新公共治理前沿理

论和观点的情况；考查考生运用上述概念、理论和观点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

力；考查考生分析问题、论述论证观点的能力；考查考生的逻辑表达和文字表达

能力等。 

 



二、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导论  

1．1 公共管理及其相关概念  

1．2 西方公共管理学的范式变化 

1．3 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现状  

1．4 为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划界 

1．5 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前瞻  

第二部分 公共组织 

2．1 了解公共组织 

2．2 公共组织的结构与体制  

2．3 公共组织的过程与行为  

2．4 公共组织的环境与变革 

2. 5 第三部门管理 

第三部分 政府间关系  

3．1 政府间关系研究概述  

3．2 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3．3 中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 

第四部分 政府作用和政府工具 

4．1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角色 

4．2我国政府的角色定位 

4．3 政府失灵及其防范 

4．4 政府工具研究概述  

4．5政府工具的理论脉络  

4．6 当代政府治理的新工具 

第五部分 政府改革与治理  

5．1 公共管理学视野中的政策科学  

5．2 公共政策的内容  

5．3 公共政策系统及其运行 



第六部分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6．1 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观念  

6．2 国家公务员制度  

6．3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开发 

第七部分 公共预算与财政 

7．1 公共预算与财政的理论基础  

7．2 公共财政管理  

7．3 公共预算改革 

第八部分 战略管理  

8．1 私人部门的战略管理  

8．2 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兴起  

8．3 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范围 

第九部分 绩效管理 

9．1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概述  

9．2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要素  

9．3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程序与方法和技术  

第十部分 新公共治理 

10．1 公共治理的理论观点 

11．2 治理与组织间伙伴关系 

11．3 合同关系治理 

11．4 组织间网络的治理 

11．5 政策网络治理 

 

三、试题类型 

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材料分析题、案例分析题等。 

 

四、考试形式及时长 

笔试，考试时长为 2小时。 



 

五、参考书目 

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04-01 

2.[英] 斯蒂芬·奥斯本 编著，包国宪 等译《新公共治理？——公共治理理论

和实践方面的新观点》，科学出版社，2016-09-01. 

https://www.jd.com/pinpai/1-1713-446653.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6%96%AF%E8%92%82%E8%8A%AC%C2%B7%E5%A5%A5%E6%96%AF%E6%9C%AC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8C%85%E5%9B%BD%E5%AE%AA_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