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插班生招生

《政治学原理》考试大纲

I.考试的性质

本科插班生《政治学原理》科目的考试，是普通高等学校（含高职班和各类成人高校从普通高

考招生的普通班）应届和往届专科毕业生，以及通过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等国民教育系列获得大专

毕业证书的人员，升入我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就读的必考科目。

II.考试内容及要求

一、考试基本要求

考试大纲的编写着重于准确、简明地考核考生对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理

解水平，衡量他们在理解、掌握和运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分析和解决现实政

治生活中各种问题的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本大纲的考核要求分为“识记”、“领会”、“应用”三个层次，具体含义是：

识记：能解释有关的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达。

领会：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

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

实际问题。

第一章 政治的性质与核心问题

一、考核知识点

（一）政治的分析单位

（二）政治的范围

（三）政治与行政的分化

（四）作为政治核心概念的权力



（五）政治的核心问题

二、考核要求

（一）政治的分析单位

1. 识记：政治分析单位的含义，以及三种不同的分析单位

2. 领会：理解三种分析单位——个人、团体、阶级的具体内涵

3. 应用：分别运用三种不同的政治分析单位分析现实中的政治问题

（二）政治的范围

1. 识记：政府政治观、非政府政治观、广义政治观的具体内涵

2. 领会：公域与私域二分法的古典形式与修正形式

（三）政治与行政的分化

1. 识记：政党分肥制的具体内涵

2. 领会：政治与行政分化的历史渊源与过程

（四）作为政治核心概念的权力

1. 识记：权力的含义、权力的第一面、第二面与第三面的具体内涵

2. 领会：理解经典权力观与激进权力观的区别

（五）政治的核心问题

1. 识记：合法性，分权学说，制约与平衡的含义

2. 领会：理解权利合法性的来源，存粹分权与混合分权的区别

3. 应用：区分权力制约与权力制约的具体制度安排间的不同

第二章 政治学：研究方法与学科特点

一、考核知识点

（一）政治学的定义以及研究范围

（二）历史维度下的政治学发展

（三）逻辑唯独下的政治学发展

（四）政治学的学科特点

二、考核要求

（一）政治学的定义以及研究范围

1. 识记：政治学的定义，政治学研究领域——六分法 & 四分法



2. 领会：理解政治学研究领域中六分法与四分法的不同之处

3. 应用：区分具体的政治学研究领域

（二）历史维度下的政治学发展

1.领会：理解制度研究、非正式制度的经验描述、行为主义革命、后行为主义 4 个历史阶段的

具体内涵

2.应用：能够应用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对政治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

（三）逻辑唯独下的政治学发展

1. 识记：研究范式、累积性不平等与弥散性不平等

2. 领会：理解新制度主义、精英理论、多元主义、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具体内涵

3. 应用：能够应用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

（四）政治学的学科特点

1. 识记：地方性知识，边缘性学科

2. 领会: 理解政治学研究对象与范围的动态性，研究范式的多元性，学科边界的开放性，政

治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政治学的国别风格

第三章 国家与超国家政治

一、考核知识点

（一）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

（二）国家形成的理论

（三）国家政体形式

（四）国家结构形式

（五）公民社会

（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七）国际体系

（八）全球化与区域化

二、考核要求

（一）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

1．识记：城邦、封建国家、城市、君主制、民族国家

2. 领会：理解国家的出现与发展史，民族国家的三要素——人口，领土，主权的内涵，国家

的特性，国家与政府的不同之处



（二）国家形成的理论

1. 识记：暴力说、神权说、契约说、功利说、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2. 领会：理解契约说中霍布斯，洛克与卢梭三者间的关系，了解诺斯悖论与罗尔斯正义论的

内涵，以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特点

3. 应用：通过对不同国家形成理论的了解，分析其中的合理性。

（三）国家政体形式

1. 识记：政体形式、君主制、共和制

2. 领会：理解共和制中社会主义国家共和制的具体内涵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征

（四）国家结构形式

1. 识记：结构形式、单一制、联邦制、邦联制

2. 领会：理解我国是统一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民族区自治制度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内涵，

以及联邦制和邦联制的内涵

3. 应用：试分析“一国两制”的意义

（五）公民社会

1. 识记：公民社会

2. 领会：公民社会的作用，及其理论演变

（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1. 识记：最小国家、福利国家、发展型国家、全能国家、集权国家

2．领会：国家与社会权力的边界

（七）国际体系

1. 识记：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国家利益

2. 领会：国际体系发展历程的内涵

3. 应用：说明我国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八）全球化与区域化

1. 识记：全球化、区域化

2. 领会: 理解全球化与区域化对国际政治产生的影响，清楚二者对国家所带来的挑战

3. 应用：分析“英国脱欧”的原因，及解释“联合国困境”

第四章 现代政府的设置(一)：代议机关

一、考核知识点



（一）代议制

（二）现代议会制度的发展

（三）议会制、总统制与半总统制

（四）一院制与两院制

（五）议会机构

（六）议会职权

二、考核要求

（一）代议制

1. 识记：代议民主、议会

2. 领会：理解议会与代议制的关系

（二）现代议会制度的发展

1. 识记：等级会议、贤人会议、三级会议

2. 领会：理解议会的发展进程

（三）议会制、总统制与半总统制

1. 识记：议会制、总统制与半总统制

2. 领会：从立法机构的角度理解三者间的详细特征及异同

（四）一院制与两院制

1．识记：一院制、两院制

2. 领会：理解一院制与两院制的历史渊源，特征及异同

3. 应用：结合实际，试分析一院制与两院制的优缺点

（五）议会机构

1. 识记：指导机构、议会委员会、议会党团、辅助性办事机构

2. 领会：理解议长产生的方式，议会内不同委员会的类型，议会党团与辅助性办事机构的作

用

3. 应用：分析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与区别

（六）议会职权

1. 识记：立法权、财政权、行政监督区、准行政区、准司法权、选举权

2. 领会: 理解立法权与制宪权的关系，授立法权的内涵



3．应用：分析议会如何行使立法权，行政监督权

第五章 现代政府的设置（二）：行政部门

一、考核知识点

（一）行政权及其构成

（二）现代国家行政体制的类型

（三）行政领导机关

（四）行政管理机构

二、考核要求

（一）行政权及其构成

1. 识记：行政权、两权论、三权论、行政机关的组成

2. 领会：理解两权论与三权论的内涵，熟知行政领导机构——政务官与行政管理机构——事

务官之间的关系

（二）现代国家行政体制的类型

1. 识记：总统制、议会制与半总统制

2. 领会：一元行政体制与二院行政体制的具体区别

3. 应用：能够分析总统制、议会制、半总统制在行政体制上的特点

（三）行政领导机关

1. 识记：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府与内阁

2. 领会: 理解政府的三层含义，国家元首的功能，政府首脑的职权

（四）行政管理机构

1. 识记：官僚制、政府职能部门、行政管理机构

2. 领会：理解官僚制的起源、两层含义与特征

3. 应用：能够分析官僚制在现代国家政府中的作用和影响

第六章 现代政府的设置（三）：司法机关

一、考核知识点

（一）司法权

（二）法律体系

（三）司法机关的设置



（四）违宪审查

二、考核要求

（一）司法权

1. 识记：司法、司法权

2. 领会：理解司法权的发展及范围，熟知司法权的特点——普遍性、独立性、被动性、多方

参与性

3. 应用：能够分析司法权对现代国家的意义

（二）法律体系

1. 识记：法律体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

2. 领会：理解公法、私法、社会法与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区别、熟知两大法系的具体特征与异

同

3. 应用：能够分析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在法院设置上的区别

（三）司法机关的设置

1. 识记：法院的种类、审级结构、法官、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陪审团

2. 领会：理解检察机关的类型与职权，熟知陪审团在不同法律体系下的具体工作模式

（四）违宪审查

1. 识记：违宪审查权

2. 领会：理解违宪审查制度的类型

3. 应用：结合实际，分析“司法独立”的实质及违宪审查的意义所在

第七章 武装力量

一、考核知识点

（一）武装力量及其特征

（二）武装力量在国家政治设置中的地位

（三）武装力量在主权国家内的政治功能

（四）武装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二、考核要求

（一）武装力量及其特征

1. 识记：武装力量、暴力、革命、军事、战争



2. 领会：理解武装力量的内涵，及其与暴力、革命、军事和战争间的关系，认知武装力量的

官僚制组织特征

3. 应用: 能够比较并分析武装力量与官僚制的异同

（二）武装力量在国家政治设置中的地位

1. 识记：文武关系、军人干政

2. 领会：了解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体制中的武装力量，理解文武关系的内涵

3. 应用：能够分析西方国家中“军队国家化”论调的实质

（三）武装力量在主权国家内的政治功能

1. 识记：武装力量的基本功能

2. 领会：理解武装力量的政治功能——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和潜在威慑力量、以暴力维护政

权、促进国家整合和政治变迁

3. 应用：能够分析武装力量在政治变迁中的作用

（四）武装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1. 领会：理解武装力量如何成为主权国家谋求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战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以及武装力量自身变革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第八章 意识形态

一、考核知识点

（一）意识形态

（二）意识形态与真理和科学

（三）意识形态的功能

（四）意识形态的“终结”

二、考核要求

（一）意识形态

1. 识记: 意识形态

2. 领会：理解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变，了解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念与曼海姆悖论

（二）意识形态与真理和科学

1. 领会：理解意识形太与真理以及科学的关系

（三）意识形态的功能



1. 领会：理解意意识形态的以下功能——提供认识框架、政治认同和整合、合法性、政治动

员、经济功能

2. 应用：能够分析不同意识形态对社会，政治及经济发展的影响

（四）意识形态的“终结”

1. 识记：弗朗西斯·福山

2. 领会：理解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渊源

3. 应用：结合当今世界现状，分析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不合理性

第九章 当代世界主要意识形态

一、考核知识点

（一）自由主义

（二）保守主义

（三）民族主义

（四）马克思主义

（五）社会民主主义

（六）社群主义

二、考核要求

（一）自由主义

1．识记：个人主义、自由、有限政府、理性和进步、多样性、政教分离

2. 领会：理解自由主义的内涵，熟知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区别

（二）保守主义

1. 识记：有机社会论、等级与权威

2. 领会：理解保守主义的历史渊源，以及近现代的转变

3. 应用：能够分析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区别

（三）民族主义

1. 识记：民族认同

2. 领会：理解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以及近现代的转变，熟知集体意识产生的三钟理论——

原生论、结构论、建构论

（四）马克思主义

1. 识记：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关系、异化、阶级斗争、剩余价值、阶级革命



2. 领会：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熟知列宁，托洛斯基、毛泽东与邓小平对马克思

主义的贡献

（五）社会民主主义

1. 识记：第三条道路、渐进改良主义

2. 领会：了解考茨基、伯恩斯坦、列宁三者间的区别，托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内涵

（六）社群主义

1. 识记：社群主义

2. 领会：熟知社群主义的核心价值，理解社群主义兴起的理论背景

3. 应用：能够分析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以及带来的挑战

第十章 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本

一、考核知识点

（一）政治文化

（二）政治文化的分类与功能

（三）社会资本

（四）政治社会化

二、考核要求

（一）政治文化

1. 识记：政治文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2. 领会：理解政治文化的定义，熟知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

3. 应用：能够分析我国现阶段政治文化的特点。

（二）政治文化的分类

1. 识记：地域型文化、依附型文化、参与型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2. 领会：理解政治文化的功能，及其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3. 应用：能够分析当前我国的政治文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

（三）社会资本

1. 识记：社会资本

2. 领会：理解社会资本的三种界定——狭义社会资本观、过度社会资本观、扩展的社会资本

观

3. 应用：能够分析社会资本在政治改革中的作用



（四）政治社会化

1.识记：政治社会化。

2.领会：理解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的关系，熟知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与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途径

3.应用：分析说明政治社会化与当前我国政治稳定的关系。

第十一章 政治沟通与政治参与

一、考核知识点

（一）政治沟通

（二）政治参与

二、考核要求

（一）政治沟通

1. 识记：政治信息、政治沟通、媒介、大众传媒、公共舆论、民意测验

2. 领会：了解政治沟通的两层含义，熟知政治沟通的过程，理解政治沟通的意义，认识政治

沟通的媒介与方式

3. 应用：能够分析大众传媒与公共舆论的关系

（二）政治参与

1. 识记：选举、投票、社会运动、信访

2. 领会：理解政治参与的特征与类型、熟知政治参与的具体方式、认识政治参与的功能

3. 应用: 能够分析政治沟通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第十二章 政党与政党制度

一、考核知识点

（一）政党的发展历史

（二）政党的定义

（三）政党的功能及类型

（四）政党制度

二、考核要求

（一）政党的发展历史

1. 识记：辉格党、托利党

2. 领会：理解政党的历史演变



（二）政党的定义

1. 识记：政党

2. 领会：理解政党的三类定义，熟知政党四个“P/P”标准的定义

（三）政党的功能及类型

1. 领会：理解政党的功能，了解正当的不同类型

2. 应用：能够运用政党的基本知识，说明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四）政党制度

1. 识记：政党制度、政党结盟、政党非结盟化、政党再结盟化、选举制度

2. 领会：理解不同的政党制度及其类型划分，了解政党制度与社会结构间的关系，认识政党

制度与选举制度间的联系，熟知选举制度内具体制度安排

3. 应用：能够分析政党的社会基础与阶级基础之间的关系

第十三章 利益集团

一、考核知识点

（一）利益集团

（二）利益集团的发展与类型

（三）利益集团与政党和社会运动

（四）利益集团的作用

（五）中国的利益集团

二、考核要求

（一）利益集团

1. 识记：利益集团

2. 领会：理解利益集团的四大特征——组织性、影响性、利益性、合法性

（二）利益集团的发展与类型

1. 识记：院外活动集团、保护型团体、推动型团体

2. 领会：理解利益集团的发展历程——从属地组织，到同类组织和志愿组织的转变

（三）利益集团与政党和社会运动

1. 识记：克里斯马型领袖

2. 领会：了解利益集团与政党的异同，理解利益集团与政党间的七种关系模式



3. 应用：能够分析利益集团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的方式

（四）利益集团的作用

1. 领会：理解利益集团产生的必然性、合理性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的正当性，熟知利益集团的

七个政治功能

2. 应用: 能够分析并说明利益集团产生的必然性

（五）中国的利益集团

1. 识记：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发展

2. 领会：理解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体的性质和特征，了解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体的地位与作

用。

3. 应用：能够分析我国利益集团与西方利益集团的区别

第十四章 政治发展：权利与治理

一、考核知识点

（一）政治发展

（二）人权与公民权力

（三）统治到治理

二、考核知识点

（一）政治发展

1. 识记：政治发展、现代化、依附理论

2. 领会：理解派伊对政治发展的界定

3. 应用： 结合实际，试分析说明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并非是规范性知识

（二）人权与公民权力

1. 识记：人权、公民权利、身份认同、差异政治

2. 领会：理解人权的起源与发展，认识权利与责任间的关系

（三）统治到治理

1. 识记：治理、新公共治理

2. 领会：理解统治到治理的转变，了解治理的内涵，认识新公共治理的含义

3. 应用：结合实际，试分析我国的政治改革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

第十五章 民主与民主化

一、考核知识点



（一）民主的概念与模式

（二）民主化的条件

二、考核要求

（一）民主的概念与模式

1. 识记：民主、自由民主、多元民主

2. 领会：了解民主政体定义的五个条件——有效的参与、平等的投票、充分的知情、对议程

的最终控制以及容纳所有成年人，理解民主的不同模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和自由的或代议的

3. 应用：能够分析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局限性

（二）民主化的条件

1. 识记：第三波民主化

2. 领会：理解民主化的条件——结构因素与行为者的作用

3. 应用：结合实际情况，试分析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III.考试形式及时间结构

1. 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

2. 试卷内容比例：第一章 8%，第二章 5%，第三章 10%，第四至第七章各 7%，第八章 5%，第九章

8%，第十章 4%，第十一章 8%，第十二章 8%，第十三章 6%，第十四章 5%，第十五章 5%

3. 试卷题型比例：不定向选择题 20%，名词解释 20%，简答题 40%，论述题 20%

4. 试卷难易比例：易、中、难比例分别为 30%，50%，20%

IV.题型示例

1. 不定向选择题（共 10 题，每题 2 分，错选少选均不给分）

下列不属于西方政治学代表作的是（ ）

A．《理想国》B．《论十大关系》C．《君主论》D．《乌托邦》E．《民主的细节》

2. 名词解释（共 5题，每题 4 分）

利益集团

3. 简答题（共 5 题，每题 8分）

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与方法有哪些？

4. 论述题（共 1 题，每题 20 分）

请论述集团政治的出现对现代西方政治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V.参考书目

《政治学原理》第三版，景跃进 张小劲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