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行政常考知识点集粹

一、主要

1.衡量行政组织是否健全的主要标志是法规制度的完善程度。

2.一般说来，领导机关及其所属机关的问题主要是官僚主义作风问题。

3.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是经济手段。

4.在我国，政党监督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5.党的纪律检查主要是通过党的基层组织来进行的。

6.在我国，司法监督主要是指国家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国

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7.提高行政效率始终是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题和宗旨。

8.确定政府职能的主要依据是国家和社会开展的需要。

9.行政组织与除国家权力机关外的其他国家机构的关系主要是协作

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

10.财务监督，主要指审计监督。

11.财务方案，主要是国家预算。

12.行政组织对行政效率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行政机构的设置、结构、

编制和活动原那么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开展的需要。具体来讲，主要

包括功能是否齐全，机构是否精简，权责是否清楚，管理层次和管理

幅度是否适度，行政组织设置和活动的原那么是否明确。

13.政府社会效劳职能的主要内容是为社会提供各种效劳和搞好社会

保障，如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医疗卫生和方案生育。

14.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内容



①由原来的微观经济管理与调控转向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

②由原来管企业转向管市场

③由原来人治方案经济管理转向法制经济

④由对经济生活全面的直接干预和高度封闭的管理向全方位开放 

15.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四个主要因素

①社会环境的变迁

②公共行政的科学化

③技术手段的创新

④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

16.政企分开的三项主要内容

①政府与企业的社会职责分开

②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

③政府的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分开

或

①政府的职能和企业的职权分开

②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企业自主经营职能分开

③政府的国有企业所有者职能和企业自主经营职能分开 

17.政企分开的主要措施

①解除政府主管部门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  的行政隶属关系

②大量裁减专业经济部门和各种行政性公司，开展  社会中介组织

③加强和改善国有企业的监管方式 



18.编制管理的主要原那么①精简原那么②统一原那么③编制立法原

那么 

19.机构编制管理的主要任务

①职能管理②机构管理③人员编制管理 

20.同西方文官制度相比拟，我国公务员制度的主要特色

①坚持党的根本路线，国家公务员不搞“政治独中〞

②坚持为人民效劳的宗旨，国家公务员不是独立的利益集团

③坚持党管干部原那么，国家公务员不搞“两官分途〞

④坚持德才兼备标准，国家公务员既不重德轻才，更不重才轻德 

21.与传统人事制度相比拟，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色主要有

①有较完备的法律体系

②有较科学的竞争鼓励机制

③有正常的新陈代谢机制

④有廉政勤政的保障机制

22.行政组织部门划分的主要方法包括

①职能部门化

②区域部门化

③效劳对象部门化

④行业和产品部门化

23.行政组织的主要特点

①阶级性



②效劳性

③系统性

④法制性

⑤适应性

24.行政组织的主要类型

①领导机关

②职能机关

③辅助机关

④派出机关 

25.行政决策的主要特点是

①其主体具有法定性

②其目标具有公益性

③其程序具有标准性

④全局性

⑤执行性

⑥稳定性

26.行政组织领导体制的主要类型有①首长制②委员会制③混合制

27.行政权力的主要特点是

①是一种公共权力

②具有合法性

③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执行权力



④是一种强制权力

28.中国行政管理的主要特征是

①国家性

②社会性

③民族性

④政治性

⑤法制性 

29.行政职能的主要特征是

①阶级性

②效劳性

③动态性

④多样性

30.我国行政职能转变的必要性主要表达为

①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

②是合理配置行政职能体系的根本需要

③是机构改革的重要前提

31.我国行政组织机构改革循环往复的主要原因

①改革未触动旧体制和旧的经济管理模式

②改革未与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相结合

③缺乏科学的机构设置和调整，随意性较大

④缺少科学规划和法律依据



32.我国行政职能转变的主要内容和根本方向：①职能重心的转变②

职能方式的转变③职能关系的转变 

33.西方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

①通过对组织机构的调整，力争实现廉政和政府各工程标

②把市场机制引入政府管理工作，提高政府整体管理水平

③通过公务员制度改革，引进目标管理、绩效评估等管理方法

④把管理变为效劳，树立“顾客至上〞的新观念

34.我国现行行政监督制度的主要内容①外部监督机制立法监督司法

监督政党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②内部监督机制行政监督审计监督

政法机关监督党内监督

35.影响行政效率的主要因素①环境因素②体制、组织因素③人员因

素：是影响行政效率的决定性因素④决策因素⑤法制因素⑥技术方法

因素

36.行政效率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①它是定性与定量的统一②它是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③它是局部效益与整体效益的统一④它是

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统一⑤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37.行政效率在行政管理中的地位主要表现在

①它是衡量行政管理活动优劣的综合指标

②它是行政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③它是行政改革的准绳

④始终是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题和宗旨

38.我国实行分税制的主要内容①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划分



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支出的划分

39.我国行政首长应负的主要责任

①公务员的责任

②行政责任通报批评

赔偿损失

行政处分

③政治责任

④领导责任对所辖公共事务承当领导责任对管辖内各方面的工作，承

当相应后果

40.我国采用的主要税率

①比例税率：适用于流转税和所得税的征收

②累进税率：一般适用于对所得税的征税

③定额税率：最典型的是车船使用牌照税

41.提高行政效率的主要途径①实现行政组织机构设置的合理化

②实现行政管理的法律化制度化

③积极推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制度

④实现行政管理程序的科学化

⑤善于利用时间

⑥实现行政管理手段与方法的现代化

42.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①转变职能(重点)

②理顺关系

③精兵简政



④提高效率(最终目的)

43.行政管理现代化主要包括①行政管理物质现代化

②行政管理行为和方式现代化

③行政管理理论和思想现代化 

44.行政监督体系内部监督主要包括①一般监督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下

级对上级的监督职能监督主管业务监督

②专门监督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审计监督

外部监督主要包括①立法监督②司法监督

③政党监督④社会监督⑤舆论监督 

45.由传统经验决策向现代化科学决策转变的标志主要表达在：①决

策主体由个人转向集体②决策过程由主观随意性转向程序化

③“谋〞与“断〞的相对别离

④“断〞与“行〞的相对别离

⑤决策技术手段的运用日益增强 

46.行政领导者的三大要素：①行政领导职务

②行政领导职权

③行政领导责任

47.行政领导者的主要职能：①科学决策职能(最主要职能)②知人善

任职能



③组织指挥职能④协调监督职能

48.行政监督的主要作用①预防作用②补救作用③改良作用 

49.政府职能对行政组织机构变化的影响主要取决于①行政职能的变

化②管理方式的变化③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④行政管理权限的转移⑤

临时的特定管理任务

50.领导者的创新能力主要表达在①洞察力②预见力③决断力④推动

力⑤应变力

51.一般而言，行政决策中枢系统的决断方式主要有①集体决断式②

个人决断式

52.行政系统结构的协调机制纵向结构的协调机制主要有①权力委托

②行政分权③行政督导

横向结构的协调机制主要有①政府会议制度(根本机制)②专门议事协

调机构的协调③行政改组

53.立法监督的主要方式①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②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方案和财政预算、决算

③审查政府的法规、决定和命令

④质询和询问

⑤代表视察和执法检查

⑥罢免政府组成人员

54.中共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行为的监督主要方式

①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监督



②党的基层组织的监督

③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 

55.行政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机制主要有①行政反应②行政功

能分化

③行政参与④行政委托 

56.行政决策的主要特点

①从决策主体来看，只有具有行政权的组织和个人，才能成为决策的

主体

②从决策客体来看，是法定的行政管辖区域和部门所要解决的有关国

家  社会公共事务

③从决策依据来看，它依据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来制定和实施

④从决策目的来看，必须表达国家利益和意志

⑤从决策约束范围来看，它具有广泛性、普遍性和强制性 

57.行政决策中枢系统的主要任务

①确定决策问题、目标体系和研究课题

②组织有关机构和人员拟定假设干备选方案

③抉择决策方案

④指挥检查、监督决策方案的实施和组织对某些决策方案  进行局

部试点 



58.政府采购制度的主要内容

①规定政府采购主体与采购机构的制度

②规定政府采购的根本原那么

③规定政府采购的程序与方式

④规定政府采购的规模

⑤投标申诉与控告制度

59.政府采购公共性主要表达在

①采购主体的公共性

②资金来源的公共性

③采购目的的公共性

60.测定行政效率的质的标准主要有

①社会主义行政职能的实现程度

②行政目标的正确性和实现程度

61.测定行政效率的量的标准主要有①比率标准②方案标准③历史标

准④社会平均标准⑤行业先进标准⑥国际先进标准 

62.测定基层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方法主要有①行政费用法②行政功

能测定法③标准比拟法④行政要素评分法

63.测定决策效率(组织效率)的方法主要有

①因素分析法

②纵横比拟法

③民意测验法

64.行政环境主要包括



①自然环境

②人文环境

③精神环境

65.责任行政的主要内容①根本目标：是实现行政活动的有责任状态②

责任主体③责任法律制度

66.实现我国行政政治的主要途径①加强立法工作②提高执法水平③

严格法律监督④保障司法独立⑤争取社会认同 

二、根本

1.政府的根本职能(政府职能的根本内容)有：政治职能、经济职能、

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

2.政府职能规定了国家行政活动的根本方向。

3.中共党纲与政府政纲的一致性，党纪与政纪的一致性，是我国政党

的根本特征之一。

4.政府职能反映公共行政的根本内容和活动方向。

5.行政系统横向协调的根本机制是政府会议制度。

6.行政领导者的根本职能是科学决策和知人善任。

7.行政决策实施阶段要抓好的四个根本环节是指挥、沟通、协调、控

制。

8.编制管理中传统的根本管理方法是行政方法。

9.行政环境对行政管理的制约可以概括为要求、反对、支持三种根本

形式。其中，行政环境对政府活动持消极反映的根本形式是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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