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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前

2025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公共政策导论试题
课程代码:13672

　 　 1.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2.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

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国家政府作为执政者做出的政治选择与政治行为,其根本上是维护执政

者的阶级利益。 这体现了公共政策的什么特征?

A. 层次性特征 B. 政治性特征 C. 动态性特征 D. 权威性特征

2. 以下关于我国公共政策形式的描述,错误
∙∙

的有

A. 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被称为中央政策

B. 地方政策是各地方政府以中央政策为指导所制定的符合地方实际的政策

C. 公共政策纵向可以划分为中央政策、省级政策、市级政策和县级政策

D. 乡级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拥有完备的职能

3. 以下不属于公共决策议会制的是

A. 总统议会制 B. 军人独裁制 C. 内阁议会制 D. 委员会议会制

4. 以下关于多数规则的论述中错误
∙∙

的有

A. 多数规则通常分为简单多数规则和绝对多数规则

B. 要求所有投赞成票票数必须占总票数的半数以上或是 2 / 3 以上的规则,属于绝对多数

规则

C. 简单多数规则是指获得赞成票多数的政策方案为正式政策,且没有额外票数规定

D. 绝对多数规则要求每个投票者都必须投出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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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社会提供具有公共性质的产品和服务的组织化经济实体,被称为

A. 直接提供 B. 公共企业 C. 志愿者组织 D. 乡镇企业

6. 某市政府为缓解交通拥堵,实施“高峰时段进入市中心车辆需缴纳拥堵费”政策。 这一做法

属于

A. 自愿性工具———依赖市民自觉避峰出行

B. 强制性工具———通过罚款强制限制车辆通行

C. 混合性工具———以经济手段引导行为并保留选择权

D. 市场化工具———将交通管理完全交由市场定价

7. 根据政策过程的定义,以下关于政策过程阶段顺序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A. 政策问题识别→政策讨论及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或调整

B. 政策问题识别→政策宣传→政策执行→政策终结→政策评估

C. 政策讨论及制定→政策问题识别→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调整

D. 政策执行→政策问题识别→政策评估→政策讨论及制定→政策终结

8. 渐进主义模型最适用于以下哪种政策场景?

A.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封控决策 B. 政府年度预算的增减调整

C. 制定国家载人航天技术路线图 D. 国际外交条约的突发性修订

9. 三源流模型中的“政治流”最可能包含以下哪种内容?

A. 学者提出的政策备选方案 B. 环境监测数据的异常波动

C. 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博弈 D. 智库发布的政策可行性报告

10. 以下哪项是“政策解读”阶段的主要任务?

A. 在特定地区开展政策试点 B. 通过媒体向公众解释政策目标

C. 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政策 D. 评估政策执行后的社会影响

11. “政策执行是执行者与受影响者之间双向调适的动态过程”是哪一模型的核心理念?

A. 系统模型 B. 循环模型 C. 综合模型 D. 互适模型

12. 下列哪项是政策执行偏差的“主观原因”?

A. 政策目标不明确 B. 执行机构管理不到位

C. 政策缺乏稳定性 D. 目标群体的文化障碍

13. 政策评估中需要综合运用的两种标准是

A. 法律标准和技术标准 B. 事实标准和价值标准

C. 经济标准和政治标准 D. 历史标准和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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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行政机关的内部政策监控的运行路线分为自下而上监控与自上而下的监控两种,以下不属
∙∙

于
∙

自上而下监控的是

A. 监察部门监控 B. 审计部门监控

C. 税务稽查监控 D. 大众传媒监控

15.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作为独立市场调查机构,属于

A. 纯官方政策研究组织 B. 半官方政策研究组织

C. 纯民间政策研究组织 D. 跨国政策研究组织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至少有两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错选、多选或少选均无分。

16.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近年政策调整,下列选项中属于其公共政策功能体现的有

A. 通过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引导居民升级与内需扩大

B. 对高收入群体适用 45%累进税率,协调不同收入阶层利益关系

C. 设立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优化社会资源再分配

D. 通过手机 APP 预填申报表功能,提升纳税服务便利性

E. 将全年一次性奖金并入综合所得,直接替代市场薪酬定价机制

17. 以下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论述中,正确的有

A.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向它报告,受它监督

B. 人大常设机关为常务委员会,负责日常事务处理,成员可以不由来自人大的成员组成

C. 全国人大的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D. 全国人大行使决策权时,遵循全体一致规则确定最后的政策方案

E. 全国人大在行使决策权时,首先经由人大成员讨论、审议,在组织成员对讨论出来的几

个方案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再进行投票表决

18. 公众对一项政策进行抗拒的原因通常包括

A. 对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质疑 　 　 　 　 　 　 B. 对官员缺乏信任

C. 目标群体社会心理负担过大　 　 　 　 　 　 D. 对政策高度认同

E. 拥有大局观念

19. 政策问题对政策工具的选择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 政策问题的复杂性 B. 政策问题的紧迫性 C. 政策问题的严重程度

D. 政策问题的性质 E. 政策问题的新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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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宁骚“上下来去”模型的三大内涵包括

A. 政策制定完全由技术官僚主导

B. 政策执行需经过“实验-推广”验证

C. 执行结束后强制终止所有争议

D. 政策从群众实践中来并回到群众中去

E. 通过总结形成政策闭环机制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21. 公共政策的特征

22. 政策主体

23. 公共问题

24. 政策执行偏差

25. 政策评估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26. 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27. 请简述借助模型进行公共政策分析的原因。

28. 确定政策目标的原则有哪些?

29. 简述公共政策监控的作用。

五、论述题:本大题 10 分。

30. 根据邓恩的政策分析理论,简要说明前瞻性政策分析、回溯性政策分析与综合性政策分析

的主要定义及核心区别。

六、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15 分。

31. 新能源汽车中的公共政策

案例背景

某市 2018 年推出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策,对购买纯电动汽车的消费者给予每辆 3

万元补贴,同时配套建设公共充电桩。 截至 2023 年,该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 50 万辆,

市场渗透率达 35%。 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成熟,2024 年市政府调整政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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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停止针对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补贴;

②替代原有“一刀切”补贴,推出“阶梯补贴”:续航 400 公里以下补贴 1 万元,400 公里

以上补贴 2 万元;

③将充电桩建设政策,拆分为“居民区充电设施补贴”和“高速公路快充网络建设”两

项独立政策;

④将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与碳排放交易激励政策合并,形成《绿色交通综合激

励办法》;

⑤缩减财政补贴总额,2025 年计划补贴预算较 2023 年减少 40%;

⑥出台充电桩安全标准,将技术规范纳入地方性法规《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管理

条例》。

问题:

(1)结合案例,分析该市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调整中涉及的公共政策终结形式;(10 分)

(2)说明出台地方性法规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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