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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政治学及当代中国政府》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政治学及当代中国政府》科目考试要求考生全面掌握政治学和当代中国政

府过程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等基础知识。考试目的是测

试考生的政治学相关理论素养和综合能力，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政治运行与政府

治理有关问题。

二、试卷结构及分值分布

1．名词解释：每题 6分，共 5题，合计 30 分

2．简答题：每题 12 分，共 5题，合计 60 分

3．分析题：每题 30 分，共 2题，合计 60 分

三、考试内容分布比例

1．基本概念：20%

2．基本知识和理论：40%

3．知识综合运用：40%

四、考试方式与时间

1．考试方式：笔试、闭卷

2．考试时间：3小时

五、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政治与政治学

1.政治

考试内容：政治的含义、政治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地位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

（2）政治的定义

（3）政治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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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学

考试内容：政治学的含义和内容构成、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丰富发展、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政治学的含义

（2）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及其特点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丰富发展

（4）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二）政治关系

1.利益与政治

考试内容：政治关系的内涵、利益的定义和本质、利益的内在矛盾、利益关

系的含义、共同利益与利益矛盾、利益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利益的定义、本质以及利益的内在矛盾

（2）利益关系的含义以及利益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和利益矛盾

（3）利益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4）政治关系的内涵

2.政治权力

考试内容：政治权力的含义和特征、政治权力的类型、政治权力关系、政治

权力的作用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政治权力的本质、特性以及构成要素

（2）政治权力的类型划分和各种政治权力关系

（3）政治权力的作用特点和方式

3.政治权利

考试内容：政治权利的定义和特性、政治权利的基本内容、政治权利在政治

生活中的作用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政治权利的含义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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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权利的基本内容

（3）政治权利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

（4）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区别与联系

（三）政治行为

1.政治统治

考试内容：政治行为的涵义和基本要素、政治统治的含义和特点、政治统治

的基础、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含义和途径、政治统治的方式和作用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政治行为的涵义和基本要素

（2）政治统治的含义、本质以及特点

（3）政治统治的基础和类型

（4）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含义和途径

（5）政治统治的方式和作用

2.政治管理

考试内容：政治管理的含义和特征、政治管理的职能和类型、政治管理的

方式和作用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政治管理的含义和特征

（2）政治管理的职能和类型

（3）政治管理的方式和作用

（4）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区别与联系

3.政治参与

考试内容：政治参与的定义和特征、政治参与的类型、政治参与的方式、政

治参与的基本条件和影响因素、政治参与的作用与发展方向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政治参与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2）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方式

（3）政治参与的基本条件和影响因素

（4）政治参与的作用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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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体系

1.国家

考试内容：政治体系的内涵、国家的含义和本质、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国家

机构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基本内容

（2）国家本质与形式、国体与政体的关系

（3）现代国家政权主要组织形式以及特点

（4）国家结构形式中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区别和联系

（5）国家机构的含义和设置原则以及主要国家机构的含义

（6）政治体系的内涵

2.政党

考试内容：政党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政党的类型和作用、政党制度的含义、

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政党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2）政党的类型和作用

（3）政党制度的含义

（4）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

（5）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

3.政治社团

考试内容：政治社团的定义和特征、政治社团的类型、政治社团在政治生活

中的作用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掌握政治社团的定义和特征

（2）资本主义社会的压力集团

（3）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社团

（4）政治社团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五）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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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心理

考试内容：政治文化的内涵、政治心理的含义和特点、政治心理的形成基础

和构成要素、政治心理的类型和作用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政治文化的内涵

（2）政治心理的含义和特点

（3）政治心理的构成要素和形成基础

（4）政治心理的类型

2.政治思想

考试内容：政治思想的含义和特征、政治思想的结构和类型、政治思想的作

用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政治思想的含义和特征

（2）政治思想的结构

（3）政治思想的类型

（4）政治思想的作用

3.政治社会化

考试内容：政治社会化的定义和特点、政治社会化的媒介、政治社会化的影

响因素、政治社会化的方式、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政治社会化的定义和特点

（2）政治社会化的媒介和影响因素

（3）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六）政治发展

1.政治革命

考试内容：政治发展的内涵、政治革命的涵义与特征、政治革命的条件、方

式和作用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政治发展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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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革命的涵义与特征

（3）政治革命的条件、方式和作用

2.政治改革

考试内容：政治改革的含义和特征、政治改革的目标和方式、政治改革的条

件和作用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政治改革的含义和特征

（2）政治改革的目标和方式

（3）政治改革的条件和作用

3.政治民主

考试内容：政治民主的含义和特征、政治民主的类型、政治民主的发展途径

和政治作用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马克思政治民主的内涵和特征

（2）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

（3）政治民主的发展途径和政治作用

（七）国际政治

1.国际政治

考试内容：国际政治的主体与含义、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联系与区别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国际政治主体的主要类型

（2）国际政治的含义

（3）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联系与区别

2.国际行为主体

考试内容：国际政治行为的含义与类型、国际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国际政治行为的含义与类型

（2）国际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

（八）当代中国政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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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过程：学说与方法在中国的适应性与特殊性

考试内容：政府过程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政府过程的方法论特征与核心概念、

中国政府过程的特殊性与研究中国政府过程的意义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政府过程中政府的概念和过程的概念

（2）政府过程学说的形成与发展

（3）中国政府过程的特殊性与研究意义

2.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与党政关系

考试内容：国家政治权力结构-党政军法各种要素的性质与职权、党在国家

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党政关系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组成、任期和职能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构成、会议形式和政治作用

（3）国务院的性质与职权

（4）国务院的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的组成人员和主要任务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与职权

（6）中央军委的性质与组成

（7）最高人民法院的性质和主要职能

（8）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和主要职责

（9）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10）中国党政关系的含义、特殊性和规范化

3.政治过程的开端：意见表达和意见综合

考试内容：主要的社会利益群体类型与特点、意见表达的主体和方式、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意见综合过程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基本社会利益群体和新兴的社会利益群体的类型和特点

（2）意见表达个体的类型与总体特点

（3）意见表达团体的类型与总体特点

（4）意见综合主体体系构成和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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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意见综合过程

4.决策与执行过程

考试内容：决策过程、政府决策的实施过程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立法过程

（2）政府工作报告的制定过程

（3）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

（4）人事决策过程

（5）党内的执行系统

（6）国务院实施党和国家决策的活动

（7）党政系统实施重大决策的基本方式和步骤

5.政府过程的保障机制：信息传输和监督

考试内容：信息传输过程、政府过程中的监督体系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五位一体的统合型信息传输模式

（2）中国政府的政务信息工作机构和信息构成与来源

（3）政府过程中监督体系的基本框架

（4）法律监督系统及其监督程序

（5）政治与政府监督系统及其监督程序

（6）社会监督系统及其监督程序

6.关于中国政府过程的总体分析

考试内容：中国政府过程的总体特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考

考试要求掌握如下内容：

（1）中国政府过程的总体特点

（2）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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