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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1_E7_90_86_E5_c72_109542.htm 一、考试性质 公共管理硕

士（MPA）专业学位联考是全国统一的选拔性考试。为了科

学、公平、准确、规范地测试考生的管理学基本知识以及运

用有关基本知识分析和解决管理问题的能力，特制定管理学

考试大纲。管理学考试大纲的制定以确保公共管理硕士入学

考试的信度和效果为目的，既充分反映公共管理专业的特点

，又和当代的管理实践紧密结合，以有利于选拔实践经验丰

富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入学，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公共事

务和行政管理干部队伍。 二、考试要求 要求考生初步但较为

全面地掌握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熟悉

管理学中的著名人物与命题，具备较强的分析与解决公共管

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内容 考试范围为管理学的基础

知识，即作为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基础的一般管理学，涉及

面较广，但不要求很深。要求考生掌握大纲中规定的内容，

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灵活运用。 我们主要测试考生运用管

理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般能力。管理知

识包括上述管理基础知识，也包括其他相关尚且知识。管理

知识运用能力包括综合运用能力与专项运用能力。 四、考试

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3小时

。试卷满分为100分。问卷及题型结构如下： （一）内容结构

管理基本知识：50分 实际问题分析：50分 （二）题型结构 简

述题（每小题4分，共20分） 选择题（每小题1分，共40分） 

案例题（每小题2分，共30分） 分析题（共10分） 第一章 管



理和管理学 第一节 管理 一、管理的含义 管理的定义及六点

含义。 二、管理的特性 管理具有两重性，目标性，组织性，

创新性。 三、管理的职能 管理的基本职能：计划职能，组织

职能，领导职能，控制职能。 四、管理的类型 公共领域和非

公共领域是社会生活的两大基本领域，按照这两大领域及其

主体组织形式，我们把现代社会的管理划分为公共管理和工

商管理两大类型。公共管理的特点及与工商管理的区别。 第

二节 管理学 一、管理学的内容和学科特征 管理学是研究管理

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管理的一般规律和公共管理的特

有规律。 管理学的学科特征：交叉学科、应用学科、发展学

科。 二、管理学的历史发展 管理科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代

表人物和学派。管理学的发展特点。 三、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历中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

，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决策 第

一节 决策概述 一、决策的含义和特征 对决策的多种解释。理

查德施奈德的决策定义。 决策的特征：预见性，选择性。主

观性。 二、决策的内容 决策内容可简化为两个方面的选择：

目标选择和方案选择。 三、决策的分类与基本原则 开关式决

策与旋钮式决策，程序性决策与非程序性决策，战略决策与

战术决策，单目标决策与多目标决策，确定型决策、风险型

决策与非确定型决策，个人决策与群体决策，激进型决策与

保守型决策，原始决策与追踪决策。 决策的基本原则包括：

信息原则，目标原则，预测原则，客观原则，系统原则，智

囊原则，优化原则，动态原则，效益原则，可行原则。 四、

决策的一般步骤 即决策过程或决策程序：问题发现，问题确

认，建立议程，确立目标，拟定备选方案，备选方案的评估



，行动方案的选择。 五、决策的价值前提与事实前提 价值判

断在决策中的作用。价值目标与决策目标的关系。事实前提

的特点：客观性、可检验性、变动性。事实前提与价值前提

的区别。 六、决策方法 组合排列法，方面排除法，对演法，

“决策树”法，非确定型决策的原则性方法。 第二节 预测与

决策 一、预测的含义 预测就是立足过去与现在，预料和推测

事物发展的未来。预测与决策的关系。预测的三种重要类型

。预测的程序包括准备、实施、评价、提交四个阶段。 二、

预测方法 专家会议法，德尔菲法，时间序列法，回归分析法

，趋势外推论、马尔可夫模型。 第三节 计划与决策 一、计划

的含义 计划就是对行动的预先设计，它是在决策目标的指导

下，以预测工作为基础，对实现目标的途径作出具体安排的

一项活动。计划与决策的关系。计划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可

以概括为5W1H法。 二、计划的功能 保证决策目标的实现，

有利于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预防意外情况对行动造成的干

扰，为实施控制提供依据。与计划的功能相联系的是计划的

部门职能，具体有四项。 第四节 决策与心理 一、心理效应及

其对决策质量的影响 光环效应，首因效应，近因效应，从众

效应，定型效应，反衬效应，乐队效应，黄灯效应，新闻效

应，颂歌效应，当局者迷，旁观者迷等12种。 二、决策中的

心理压力 心理压力的表现形式。心理压力的持续时间。影响

心理压力的因素。逆反心理。 第五节 群体决策 一、群体决策

的含义及其利由 群体决策包括领导群体决策和群体参与决策

两种形式，二者有共同的特征。 二、参与决策的特征 参与决

策有利于提高决策的有效性，促进决策的合法性，是领导可

供选择的方式之一。但也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积极



的效果。 三、群体决索的择案规则 一票否决，多数原则，孔

多塞标准，博尔达计数，赞成投票制，淘汰投票制，正负表

决法，等级决定原则。 第六节 决策思维 一、经验思维与逻辑

思维 经验思维的特点与适用范围。逻辑思维的特点与实质。 

二、直觉思维与系统思维 直觉思维与系统思维各自的特点。 

三、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的特点和具体方法，包括头脑风暴法

，哥顿法、‘零起点“方法，挑错法。 第七节 决策理论 一、

理性主义从最优到满意 纯粹理性，满意理论。 二、渐进主义 

林布隆在批判传统理性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渐进模型。渐进

模型的特点。 三、小组意识理论 后尼斯提出的一种关于群体

不良决策的理论模型。小组意识表现的特征及预防措施。 四

、对养度论 博弃理论的含义及理论内容、例证分析。博弃理

论在决策领域的影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