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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1年 1月自学考试中国行政史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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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央政府政务官中掌管籍田和农业生产的是(      B  )1-21 

A.司寇 B.司徒 

C.司马 D.司空 

2.吴起、西门豹等人因被达官推举而成为一代名臣骁将，这种选官方式称为(      A      )2-47 

A.荐举 B.科举 

C.任子 D.征辟 

3.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是(        D    )3-49 

A.黄帝 B.炎帝 

C.周文王 D.秦始皇 

4.中国古代有关官员任期的规定始于(    C        )4-84 

A.东周 B.西汉 

C.魏晋 D.隋唐 

5.隋唐时，九寺中主管外交事务的是(        D  )5-91 

A.太仆寺 B.大理寺 

C.光禄寺 D.鸿胪寺 

6.谏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机关，其设置始于(      A      )6-123 

A.北宋 B.南宋 

C.后唐 D.后梁 

7.元代掌管佛教事务同时负责管理吐蕃政务的职能机构是(      C      )7-149 

A.枢密院 B.集贤院 

C.宣政院 D.通政院 

8.明代具有票拟权的官员是(    B        )8-160 

A.六部尚书 B.内阁首辅 

C.司礼监太监 D.五军都督 

9.清朝前期的中枢决策机构是(        C    )9-186 

A.军机处 B.理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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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议政王大臣会议 D.总理衙门 

10.近代中国第一个监督研究机构和监察官员培训机构是(          D )10-256 

A.资政院 B.同文馆 

C.督办政务处 D.都察研究所 

11.1915 年 12 月，在云南首举反袁大旗发起护国讨袁运动的是(      D      )11-276 

A.岑春煊 B.唐绍仪 

C.唐继尧 D.蔡锷 

12.袁世凯政府对外蒙古进行管理所采取的主要组织形式是(      D      )12-299 

A.土司制度 B.政教合一制度 

C.伯克制度 D.盟旗制度 

13.南京国民政府初级行政区域为(      C      )13-326 

A.邻 B.区 

C.县 D.市 

14.关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B      )14-344 

A.在行政院下设立县政计划委员会 

B.实行新县制的目的是大力推行地方民主 

C.县为地方自治单位，按面积、人口、经济等状况分为不同等次 

D.区为县政府的辅助机关，代表县政府督导各乡（镇）办理各项行政和自治事务 

15.1948 年“行宪国大”后，从表面上看，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是(          C )15-359 

A.行政院 B.立法院 

C.国民大会 D.总统府 

16.苏维埃政权的中央人民委员会所属各部实行的行政决策方式是(        C    )16-378 

A.委员会制 B.集体负责制 

C.首长负责制 D.混合制 

17.一般而言，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负责干部管理的是(    D        )17-399 

A.财政部门 B.教育部门 

C.秘书部门 D.民政部门 

18.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新解放城市中组织成立的各界代表会是(      A      )18-410 

A.咨询协商机关 B.行政决策机关 

C.最高权力机关 D.群众自治机关 

19.西汉初年，一些功臣被封为彻侯，其食封的领地称为(          B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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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属国 B.侯国 

C.王国 D.郡国 

20.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独立而自成体系的行政法典是(      A      )上引7 

A.《唐六典》 B.《永乐大典》 

C.《大隋律》 D.《明会典》 

21.属明代省级行政机关之一的是(    C        )8-165 

A.太行寺 B.光禄寺 

C.布政司 D.都察院 

22.清朝规定，处理某省业务的机构中不能有本省籍的官员，此称作(          D )9-210 

A.地区回避 B.亲族回避 

C.地域回避 D.职务回避 

23.为统一西南护国讨袁军政事务，各省护国军于 1916 年 5 月成立了中华民国军务院，其所 

在地为(        C    )11-277 

A.广西桂林 B.广东广州 

C.广东肇庆 D.云南昆明 

24.依据 1947 年《中华民国宪法》，省长的产生方式为( B          )15-363 

A.中央政府任命 B.省民大会选举 

C.省议会选举 D.国民党省党部推选 

25.中国共产党“六大”确定的红色政权名称为(    A        )16-372 

A.工农兵代表会议 B.人民代表会议 

C.国民代表大会 D.国民参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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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的谏官主要有(        CDE        )7-136 

A.侍御史 B.殿中中丞 

C.左右谏议大夫 D.左右补阙 

E.左右拾遗 

27.明代负有监察职能的机构有(      ABC          )8-176 

A.都察院 B.六科 

C.按察司 D.大理寺 

E.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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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明代设立的对各级官员和人民进行秘密侦察的特务机构有(    BCD            )8-177 

A.司礼监 B.锦衣卫 

C.东厂 D.西厂 

E.太常寺 

29.1948 年 “行宪国大” 后， 中央五院中院长的产生不需要 ．．． 总统提名的有(        BE        )15-360 

A.行政院 B.立法院 

C.司法院 D.考试院 

E.监察院 

30.1943 年 10 月 31日颁布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干部任免考核奖惩暂行办法》规定的干部考 

核方式有(            CDE    )17-401 

A.月度考核 B.即时考核 

C.临时考核 D.定期考核 

E.平时考核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15 分) 

31.九品中正制 4-83 

答：九品中正制度是从汉代察举制演变而来，只不过将荐举之权从中央和地方各级长官转移 

到专职举士的中正官。其具体方法是由在中央任职的官员担任原籍地的大中正或中正，负责 

考察本州士人，综合他们的门第和德才定出品和状。品主要依据家世官位和资历，分为上上 

至下下九品，状是根据士人德才行为下的 

一个简短评语，品、状均呈报吏部作为政府选官依据。 

32.考满 8-181 

答：考满是针对每一个任职到一定期限的官员进行的一般性考核，主要是考核官员的从政资 

历和政绩，办法是三年一考，三考为满，考满（即考核通过）之日，由有关部门量其功过， 

分成上、中、下三等，以此为据决定其升降去留。 

33.省军政府 11-267 

答：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都成立了军政府，亦称都督府。由于战争正在进行，各省行政体 

制极不统一，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湖北类型。二是福建类型。 

34.流外补职 6-126 

答： 流外补职为备级政府机构中的吏员获取官职提供了途径，但规定较严。一般能补职的 

是中央机构中的资深吏员，且须经过严格考试，数额亦十分有限。 

35.行政公署 1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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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各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除外）为便于推行政务，加强对下级政府的领导，按照实际需 

要，划分若干行政区，设置行政公署。代行边区政府的职权。由于各地情况不同，行政公署 

的设置大体分为两种类型： 

（1）边区政府的代表机关 

（2）本地区最高行政机关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36.隋唐时行政监督的新进展表现在哪些方面？5-100 

答：（1）监察机构的逐渐健全和监察职责的日益分明。 

（2）对监察官员任用的特殊程序。监察官员由皇帝亲自任 

（3）分道巡察和分察尚书制度的确立。 

（4）参与司法审判。 

（5）多种地方监察形式的并存。 

37.北宋时期坚持宰相权力制衡的具体措施有哪些？6-115 

答：（1）集体宰相制体制不变； 

（2）法定的宰相职权（人事权、副署权、监督权、谏诤权）不变； 

（3）是宰相办公机构为中央政府机构不变。 

38.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造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行政执行混乱的原因有哪些？12-308 

答：（1）体制混乱，权限不清。 

（2）政出多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3）内阁派系复杂，互相牵制。 

（4）内阁更迭频繁，政局动荡。 

39.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加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行政执行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13-329 

答：（1）改委员合议制为首长集权制 

（2）改良公文处理，简化施政程序 

（3）推行省府合署办公制度 

40.春秋时期，赋税制度的改革对国家行政体制变革所产生的影响有哪些？2-37 

答：（1）使国家的社会职能发生变化。 

（2）引起阶级结构的变化与基层行政组织的变革。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41.试述明代地方监察制度。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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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明代在前代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更为完备和成熟的监察制度，设置了一系列具有监 

控职能的机构。 

1、洪武十五年（L382 年），明朝整顿和扩充了中央监察机关，撤销御史台，将原来台、殿、 

察三院合为一体，建立都察院作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 

2、明代监察制度的重要发展是设置六科，即按六部建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 

由上可知，明代中央监察机构分为两大系统（都察院和六科）和三类官吏（都御史、监察御 

史和给事中）。六科的设立使都察院权力不过分集中。都察院和六科官员之间可相互纠举， 

都察院内部都御史和监察御史也可互相纠举，这使得监察官员本身也处于被监察的地位。但 

这也产生了机构重叠的弊端，都察院与六科之间常有权力之争，导致监察作用的抵消。 

二、明代地方监察分为三种形式，一是督抚对地方的监察，二是各道监察御史对所属地区的 

监察，三是各省提刑按察司对所属区域的监察。 

1、督抚制度是从都御史出巡制度发展而来。出巡地方的中央大员称巡抚或总督，例加都御 

史或副都御史等衔，主要负责监督地方政务。因总督、巡抚是以中央最高监察官员的身份巡 

行地方，故权力很大，甚至有便宜行事的特权。 

2、明代监察御史除对中央各部门及其官员实施监督外，更主要的职能是采取分道巡按的方 

式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吏实施监督，称为巡按制度。 

巡按与督抚同时以御史名义出巡地方，但两者之间也有许多不同。监察御史巡按地方，专职 

从事监察工作，而督抚则于监察之外多兼民政和军政，后竟成为事实上的地方高级行政官员 

了。 

3、明代地方监察系统中还有作为省一级政权机构之一的提刑按察司。按察司设按察使一人， 

专掌本省司法、监察事务，下设副使、佥事等属员。其履行监察职能的方式是分巡所属区域： 

一是在全省范围内针对某一项政务进行专职巡察，二是在省内分地区巡察。 

以都察院和六科为主体的监察体系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队伍庞大的监察网络，使从中央到 

地方各级政府的施政情况均处于监察机构的监督之下。 

42.试述抗日民主政权时期干部的教育培训制度。17-400 

答：干都教育分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两种形式。 

（1）干部不脱离工作岗位，以不妨碍业务特别是不妨碍战争为原则，坚持经常的、固定的 

学习，称在职学习，这是当时在职干部教育的基本形式。在条件许可的地区或部门，实行每 

日两小时学习制，在特殊情况或游击环境，可以机动灵活。教育内容包括业务、政治、文化 

和理论四个方面。为了保证在职学习的效果，各地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如将干部教育列 

入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尽量保证干部教育经费，优先配备教职员，严格考试和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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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干部学习成绩列入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由于指导思想正确和方式方法得当，各根据地 

干部的在职学习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 

（2）干部教育的另一种方式，是抽调干部入专门学校学习，施以系统教育。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中央和根据地政府创办了许多培养干部的学校。如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 

学（1941 年由陕北公学、女子大学和青年干部学校合并组成）、行政学院、鲁迅艺术学院、 

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和民族学院；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和白 

求恩卫生学校；晋冀鲁豫边区的抗战建国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六分校、鲁迅艺术学院分院和 

行政干部学校等。这些学校，有的以培养中高级干部为主，有的重点养区县级干部，有的主 

要培养科技专门人才。与学校教育相配合，各地还积极创办干部培训班，分期分批培训现职 

干部。 如晋冀鲁豫边区建立了在职干部轮训制度， 有计划地抽调干部集中一段时间离职学习。 

其具体做法是：村级干部由县政府培训，时间 7 至 10 天；区级干部由专员公署培训，时间 

3 个月至半年。干训班和短期轮训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为在职干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 

整个干部培训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 

考试课件网：http://www.examebook.cn/ 
——我们专业提供自考易考题库课件集、自考免费电子书、自考历年真题及标准答案！ 

考试真题软件网：http://down.examebook.com/ 
——我们专业提供自考历年真题及答案整理版、自考考前模拟试题！ 

考试学习软件商城：http://www.examebook.com/ 
——为您提供各种考试学习软件课件更为便利的购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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