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08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公共政策试卷

（课程代码 00318）

本试卷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第一部分选择题

注意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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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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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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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关于在中国建立股市的决策。在初始阶段属于

A风险型政策 B.地方性政策

C.立法决策 D.零和博弈型政策

2.个人决策在面临开放的、不可计划的。判断的情境下，其最佳决策路径为

A.理性的路径 B.直观的路径

C.抽象的路径 D.间接的路径

3.“上下来去”政策过程模型的根本追求是

A.决策专业化 B.科学决策

C.决策法制化 D.经验决莆

4.“思想库”、“智囊”属子政策支持系统的.

A.信息传播系统 B.改策监控系统

C.政策咨询系统 D.政策评估系统

5.渐进主文模型的构建者是

A.邓恩 B.拉斯韦尔

C.托马斯.戴伽 D.林德布洛姆

6.国家关于黄河流域有关省份在某段时间内如何使用河水的规定属于

A.福利型或置 B.调节性政策

C.符号性政策 D.象征性政策

7.在邓恩归纳的预测性评估方法中，以推断为站果的理论预测方法的适当技术包括了

A.可行性评价 B.头脑风暴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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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相关性分析 D.德尔菲祛

8.按政策问题的重要性程度划分，政策议程可以分为

A.实质性议程和象征性议程 B.功能性议程和系统性议程

C.磋商性设程和循环性议程 D.实质性议程和过程性议程

9.在邓恩关于政策问题的分类中，通常把那些涉及不同的决策者，其效用无法达成一致，

目标之间相互冲突的改策问题称为

A.结构适度问题 B.结构不良问题

C.结构优良问题 D.结构完善问题

10.公共政策问题得以认定后。政策制定者首当其冲要考虑的就是

A.拟定政策方案 B.速择政策方案

C.确定有关政策目标 D.评估政策方案

11.政策制定过程的初始阶段是

A.大众传媒的报道 B.公共政策方案的规划

C.公共政策的监控 D.公共政策问题的认定

12.法律经立法系统通过后，通常所需要的签署者和发布者楚

A.国务院总理 B.最高法院院长

C.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D.国家元首

13.清代政治家唐题说：“天下奚治，令行则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则不治。”能够

用于解释的具体政策过程是

A.政策制定 B.政策调整

C.政策执行 D.政策终结

14.在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策监控属于

A.自上而下监控 B.自下而上监控

C.外部监控 D.平行监控

15.其核心目标并不在于上台执政，而在于影响制定和执行有利于自身的公共政策，这

样的公共问题提出主体是

A.利益集团 B.大众传媒

C.政府部门 D.政党组织

16.在公共政策终结的各种方式中，最直接、最彻底的方式是

A.政策分解 B.政策合并

C.政策废止 D.政策缩减

17.以政策问题为核心，努力保持政策目标稳定和连续的行为和过程，这一事实被界定

为

A.稳定和连续 B.突变和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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