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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09年 1月自考中国行政史试题 

课程代码：00322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5小题，每小题 1分，共 25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 

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中国历史上真正解决王位继承顺序问题的是(    D        )1-21 

A.商代后期确立的王子王位继承制 B.夏代确立的兄终弟及制 

C.氏族推举制 D.西周时期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 

2.致使战国时期列国势力消长频繁的因素是(    D        )2-45 

A.经济发展的因素 B.中央权威不足的因素 

C.兼并战争的因素 D.行政决策中的人治因素 

3.汉时采取“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措施的皇帝是(        A    )3-58 

A.汉景帝 B.汉献帝 

C.汉文帝 D.汉成帝 

4.魏晋南北朝时，行政执行的最高机关是(      A      )4-80 

A.尚书省 B.门下省 

C.中书省 D.御史台 

5.中晚唐时期，宦官藉以控制军队的官职是(        D    )5-90 

A.太尉 B.廷尉 

C.司隶校尉 D.神策军中尉 

6.宋代主管本路赈灾和茶、盐专卖事务，俗称“仓司”的是(      B      )6-119 

A.经略安抚司 B.提点刑狱司 

C.提举常平司 D.转运使司 

7.战国时期文官系统的首脑是(        C    )2-43 

A.郎中 B.御史 

C.相 D.柱国 

8.辽代契丹及其他游牧族出身的官吏主要的入仕门径是(        B    )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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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科举 B.世选 

C.军功 D.入幕 

9.明代事实上的中央最高行政机构是(    D        )8-162 

A.宰相府 B.都督府 

C.内阁 D.六部 

10.清朝为管理蒙古、回部和藏族事务而设立的中央机构是(      A      )9-192 

A.理藩院 B.礼部 

C.太常寺 D.鸿胪寺 

11.1876 年清政府收复新疆天山南北的将领是(    B        ) 10-245 

A.张之洞 B.左宗棠 

C.李鸿章 D.曾国藩 

12.南京临时政府在官员的任用上主要采用(   B   )13-314 

A.群举制 B.简任制 

C.委任制 D.荐任制 

13.北洋政府时期，由保荐官保荐现职中有经验、有学识或有贡献的简任、荐任、委任 

官以及有特别才识与劳绩的人送交大总统予以特别录用的制度，称为(        D    )12-313 

A.保荐 B.举荐 

C.甑别 D.甑用 

14.北洋军阀时期，世称“贿选总统”的是(      A  )12-292 

A.曹锟 B.段祺瑞 

C.黎元洪 D.张作霖 

15.依据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县实行自治，县长的产生方式是(    C        )15-363 

A.县党部推荐 B.省长任命 

C.县民选举 D.县议会选举 

16.明确规定中央苏维埃政权行政体制结构的是 1934年 2月公布的(      A      )16-372 

A.《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 

B.《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C.《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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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 

17.抗日民主政府的基层单位是(      C      )17-391 

A.坊或巷 B.县或村 

C.乡或村 D.县或乡 

18.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了统一的干部任免制度。一般情况下，县级以上 

行政干部的任免机关是(    D        )18-416 

A.解放区参议会 B.中共中央 

C.省政府 D.大解放区人民政府 

19.我国历史上科举制度的确立始于(    B        )5-102 

A.隋炀帝 B.隋文帝 

C.唐太宗 D.唐玄宗 

20.隋唐时，九寺五监中主管司法审判的是(        A    )5-91 

A.大理寺 B.少府监 

C.光禄寺 D.国子监 

21.明代司法制度规定，掌管纠劾的机构是(        C    )8-164 

A.司礼监 B.大理寺 

C.都察院 D.刑部 

22.废除中国历史上延续 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的时间是(    D        )10-259 

A.1898 年 B.1912 年 

C.1911 年 D.1905 年 

23.1923 年 3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其性质是(      A      )11-280 

A.军政合一的政权机关 B.最高军事参谋机关 

C.纯粹的军事指挥机关 D.最高司法机关 

24.抗战前，国民政府地方人事的统一管理机构是(          B )14-353 

A.行政院 B.考试院 

C.监察院 D.地方各省政府 

25.各抗日根据地在实施奖惩活动中，始终坚持的原则是(      B      )17-403 

A.教育为主、惩戒为辅 B.惩罚为主、教育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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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物质奖励为主、精神奖励为辅 D.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 

括号内。错选、多选、少选或未选均无分。 

26.属于宋代路一级行政区划中的监司有(            BCDE        )6-118 

A.承宣布政司 B.经略安抚司 

C.转运使司 D.提点刑狱司 

E.提刑按察司 

27.明朝提刑按察使司的职能有(            AB        )8-165 

A.司法 B.监察 

C.考察官吏 D.征收赋税 

E.军政 

28.清朝在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藏内一切政务均应通过(        ABC  )9-198 

A.达赖 B.班禅 

C.驻藏大臣 D.赞普 

E.土司 

29.在各抗日民主政府颁布的有关干部奖惩的条例和办法中，惩戒的方式有 

(        ABCDE            )17-403 

A.警告 B.降职 

C.撤职 D.开除留用 

E.撤职查办 

30.中华苏维埃政权采取的决策方式主要有(            AC  )16-377 

A.合议制 B.首长负责制 

C.议行合一制 D.内阁制 

E.总统制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小题，每小题 3分，共 15分) 

31.国鄙制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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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从西周至春秋前期的地方管理制度。无论是王畿还是诸侯卿大夫的邦畿，都实行国 

鄙制，都城（国）与鄙野（鄙）分别按乡制或遂制进行组织。 

32.提点刑狱司 6-119 

答：提点刑狱司俗称“宪司”，主管一路司法工作，主官称提点某路刑狱公事。神宗以 

后职权扩大，对一路治安、矿冶、兵器等事务均町过问，并有举荐官员之责。 

33.议政王大臣会议 9-186 

答：议政王大臣会议又称“国议”，是清朝前期的中枢决策机构。 

34.咨议局 10-257 

答：咨议局是作为清朝中央和地方的预备机关而设立的，所以，它们对于行政的监督与 

议会监督行政相类似，也是通过议事权、咨询权和纠核权来实现的。 

3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6-372 

答：1930 年 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大会，决定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 

埃代表大会。经过认真筹备，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 

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荪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选举了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 

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正式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5小题，每小题 6分，共 30分) 

36.简述隋唐时，尚书六部与九寺五监的关系。5-90 

答：隋唐中央政府职能机构以尚书六部为主，以诸寺、监为辅，形成相互平行，既有分 

工，又有制衡的行政职能部门体系。从分工上看，六部执掌政令，九寺五监分掌具体事 

务，两者之间形成总领和具体分管的关系。从制衡上看，六部与诸寺、监形成双层制约 

关系。六部执掌政令而不管具体事务，而具体管理各项事务者又无政令之权，形成一层 

制约关系。具体分管各项事务的诸寺、监要接受六部的指导和监督，但诸寺、监长官也 

可以直接听从皇帝的指示，并在对六部指令有不同看法时可直接上奏请示皇帝，形成又 

一层制约关系。 

37.辽代行政决策中存在氏族制度残余的表现有哪些？7-136 

答：（1）各部落酋长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朝廷在决策时不得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太祖 

八年(914 年)，辽太祖平定化哥叛乱，就曾“召父老群臣正其罪”。③辽世宗南征前召 

开会议，结果会议否定了他的南进决策，辽世宗执意南行，最后竟被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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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母权制的遗留。皇（太）后在辽代具有异乎寻常的尊崇地位，她们常参加军国大 

事的决策执行。太祖述律后、景宗后萧燕燕、圣宗钦哀后均在辽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 

要角色，承天后萧绰裁决国事达 40年之久。 

38.简述抗战后国民党中政会在行政体制中的地位。下篇引言223 

答：通过提高中政会的地位，使之成为国民政府行政决策的中心。抗日战争胜利后，国 

民党为加强对地方行政的监督，通过从政党员推行“以党透政”的工作制度。宪政时期， 

国民党本应“还政于民”，但蒋介石先以总统后以国民党总裁名义，牢牢掌握着政府的 

人事任免权、军事指挥权、行政权和财政权，重大行政决策仍由党内圈定。 

39.简述明代乡村的自治管理形式。8-168 

答：明代对乡村的管理采取乡老人制和里甲制并行的统治方法。 

（1）州县地方官吏在每一乡挑选一名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老人”。 “老人”是乡里 

村落基层组织中的非正式公职人员，协助地方官吏统治广大乡村，负责教化乡民和处理 

乡民的诉讼事务，只有重大案件才诉诸官府。 

（2）里甲制度指的是以  110 户为一里，每里设里长十人，轮流为首，十年一轮，剩下 

100 户分为十甲，各设甲首一人。里长的圭要职责是督促生产、征收钱粮，摊派徭役。 

里长和“老人”在乡间处于同等地位。 

40.抗战期间行政监督的新形式有哪些？12-311 

答： （1）立法机关的监督 

（2）司法机关的监督 

（3）审计机关的监督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0分，共 20分) 

41.试述宋代监察制度的改革。6-123 

宋代为了适应进一步君主专制集权的需要，对监察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答： （1）台谏趋于合一 

宋代以前的御史、谏官职责铃明，御史的任务是监察百官，掌弹劾权，谏官的职责则是 

批评君主，掌握谏诤言事权。宋代开始出现台谏合一趋势，宋真宗时设言事御史，神宗 

改制后，谏官可以行使御史的弹劾百官之权，哲宗时规定台、谏官同时上殿，台谏官职 

责开始混杂，到南宋时台谏合为一符。台谏合一使监察的锋芒集中于各级官员，特别是 

宰执，这和专制皇权提高的趋势是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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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皇帝直接控制台谏官 

隋唐时期，台谏官员多由宰相推荐，致使监察官员对宰执监察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从庆 

历年间开始，不再用现任宰相推荐者为台谏官，后又取消了执政者亲属担任台谏官的资 

格， 至北宋末年形成定制。 从此以后， 宰相不得推荐台谏官， 台谏官的任免 “必由中旨” 。 

台谏官由此脱离了相权的控制，成为皇帝加强专制权力的工具，其权力得到强化。 

（3）轻重相制 交叉监督 

宋代不仅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监察，而且还加强了对监察人员本身的监察，形成轻重相 

制，交叉监督的格局。 

从上述可以看出，宋代监察网络十分严密，这一方面适应了强化君主专制集权的需要， 

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弊端。台谏官员风闻弹人的权力使许多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 

过，因循苟且。对相权的威慑更使决策过程出现混乱局面，宰相方议一事，台谏官已议 

论纷纷，造成决策上的迟滞。尚书省与御史台之间的互相监督，虽在一方面促使国家机 

关之间互相牵掣，有利于强化皇权，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各机构职能的混淆和抵牾，不利 

于监察作用的发挥。地方监察中过分的分权，也使各级地方政府的活力消失殆尽。 

42.试析近代中国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下篇引言226 

答：一、旧的管理体制已经崩坏，改革成为时代潮流 

1、一场规模并不太大的鸦片战争，就将清政府乃至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腐朽本质暴 

露无遗，传统的国家行政机构已不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改 

革的呼声，近代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终于迈出了踟蹰蹒跚的步伐。 

2、自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原有的行政体制进行 

了局部的改革。甲午战争后，伴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旧的行政体制又得到较大范 

围的改革。但是这次改革的成果与变法运动一起很快被顽固派扼杀了。在随后的“新政” 

和预备立宪中，传统的行政体制在保证皇权至上的前提下，又作了尽可能的改革。尽管 

这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装潢门面，却也显示出历史进步的不可抗拒性。 

二、新的社会因素逐步壮大，行政管理日趋民主化和科学化 

1、在行政体制方面，自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国家行政机构从名。称到职能都发生了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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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施政过程方面，随着封建专制政体的被推翻，延续了几千年“乾纲独断”、“朕 

即国家”的寡头决策体制被抛弃，代之而起的是集体讨论、集体决策的委员合议制。尽 

3、在人事行政方面，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终于结束了已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以“八 

股取士”为中心内容的科举制度，为人事管理的现代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北洋军阀统治 

时期，依照西方文官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精神，开始制订官吏考选和任用制度，这是 

一个不小的进步。国民党统治时期，考试院的成立和公务员制度的出台，标志着人事管 

理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为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1、工农民主政权创造的行政管理经验 

2、抗日民主政权的行政管理也有许多独创性的经验 

3、人民民主政权也积累了不少行政管理经验 

新民主主义政权创造的这些实践经验，不仅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根据地行政管理活动的开 

展，促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而且代表了近代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为 

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对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仍然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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