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一命题考试 

公共政策 

(课程代码：00318)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选择题，第二部分为非选择题。
2.应考者必须按试题顺序在答题卡(纸)指定位置上作答，答在试卷上无效。
3.涂写部分、画图部分必须使用 2B 铅笔，书写部分必须使用黑色宇迹签字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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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们认作公共政策学诞生标志的著作是
A.《政策科学:视野与方法的近期发展》
B.《政策科学探索:概念与使用》
C.《政策方向》
D.《政策科学构想》
2.从无数项具体的个别的政策和众多的政策群、政策链中，抽象出所有政策的共同的本质和
属性，这就是
A.政策一般
B.政策集群
C.政策体系
D.部门政策
3.在研究程序的设计上，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始点通常是
A.设想
B.假设
C.理论演绎
D.经验观察
4.以政策是否改变客观对象为标准所做的政策类型划分是
A.物质性政策与符号性政策
B.实质性政策与程序性政策
C.程序性政策与非程序性政策
D.单目的政策与多目的政策
5.将观念形态的政策内容转化为现实形态的政策结果的系统是
A.政策生态系统
B.政策评估系统
C.政策执行系统
D.政策制定系统
6.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属于政策系统一般环境中的
A.地理自然环境
B.经济环境
C.政治法治环境
D.社会文化环境
7.在克服理性主义模型和渐进主义模型的局限性过程中，德洛尔提出的综合模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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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规范最适模型 
B.混合扫描模型 
C.政治系统模型 
D.集团模型 
8.针对政策问题提出各种可能解决方案的过程是 
A.政策目标 
B.政策学习 
C.政策规划 
D.政策审议 
9.公共问题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提出主体是 
A.大众传媒 
B.专家人士 
c.利益集团 
D.政府部门 
10.政府直接创始政策问题并将该问题扩散到政策议程，这种政策议程确立过程的模型属于 
A.外在创始模型 
B.动员模型 
C.内在创始模型 
D.系统模型 
11.任何政策方案都包括关于政策对象的规定，这体现了公共政策对象的 
A.政策规定性 
B.受动性 
C.主观差异性 
D.利益刺激性 
12.在政策学习中，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技术、政策制定、过程以及政策工具等，这种学习类型
是 
A.概念学习 
B.工具学习 
C.社会学习 
D.问题学习 
13.将政策失灵划分为突变失灵、渐变失灵和间歇失灵的标准是 
A.失灵的范围 
B.失灵的时间; 
C.失灵的程度 
D.持续性 
14.分析人员根据目前的和历史的数据，来判断未来的社会状况。这样一种预测性评估 
方法被邓恩称为 
A.归纳预测 
B.演绎预测 
C.外推预测 
D."马尔科夫预测 
15.政策执行的过程模型的提出者是 
A.拉宾诺维茨 
B.麦克拉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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