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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0月自考《中国行政史》试题 

课程代码：00322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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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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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中国奴隶社会始于（  D  ）069 

A.战国  B.西周 

C.商朝  D.夏朝 

2．盘庚迁殷以后，商王朝为强化王权而实行的一种二元统治体制是（  C  ）181 

A.礼乐制  B.宗法制 

C.内外服制  D.井田制 

3．中国古代王位的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于（  C  ）17 

A.夏朝  B.商朝 

C.周朝  D.秦朝 

4.战国时期各国进行的变法运动中取代分封制的是（  D  ）171 

A.单一制  B.乡遂制 

C.宗法制  D.郡县制 

5.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是（  A  ）294 

A.秦始皇  B.周文王 

C.禹  D.汉武帝 

6.我国最早的独立而自成体系的行政法典是（  D  ）4125 

A.行台体察等例  B.大清律例 

C.唐律  D.唐六典 

7.唐朝的法规制度中，以敕的形式颁布，涉及的范围较为具体，并因实际情况而常发生变化 

的具体行政法规形式称为（  A  ）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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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格  B.令 

C.律  D.式 

8.宋代总理全国军务的最高机关是（  B  ）5139 

A.军机处  B.枢密院 

C.兵部  D.都督府 

9.我国历史上金的统治者是北方少数民族中的（  D  ）6150 

A.维吾尔族  B.蒙古族 

C.契丹族  D.女真族 

10.元代的最高监察机构是（  C  ）6164 

A.枢密院  B.谏院 

C.御史台  D.都察院 

11.影响明代官员升迁的最主要因素是（  C  ）7183 

A.出身  B.口碑 

C.资历  D.政绩 

12.清朝内务府的职责是（  A  ）8189 

A.掌管宫廷事务  B.管理皇族事务 

C.主管祭祀事务  D.掌管礼仪事务 

13.清政府在今新疆地区实行的特殊行政管理制度是（  B  ）8192 

A.盟旗制度  B.伯克制度 

C.土司制度  D.旗民分治制度 

14.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地位的法律文件是（  C  ）9209 

A.《中华民国宪法》  B.《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 

C.《训政纲领》  D.《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5.西方列强控制海关税务权进而控制清政府财政并影响清政府内政外交的工具是 

（  D  ）9219 

A.工部  B.总署 

C.外务部  D.总税务司 

16.近代中国第一个监督研究机构和监察官员培训机构是（  B  ）9233 

A.军机堂  B.都察研究所 

C.都察院  D.方略馆 

17.北洋军阀政府于 1914 年成立的行政弹劾机关是（  A  ）1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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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肃政厅  B.总检察厅 

C.平政院  D.大理院 

18.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为适应国民党部署反共内战需要而设立的省政府的派出机关是 

（  D  ）12282 

A.绥靖公署  B.军政分区 

C.特别行政区  D.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依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华民国元首为（  C  ）13296 

A.中政会主席  B.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C.国民政府主席  D.行政院长 

20.抗战前，国民政府地方人事的统一管理机关是（  C  ）12279 

A.监察院  B.考试院 

C.行政院  D.立法院 

21.工农民主政府的基层政权机关是（  D  ）15320 

A.闾苏维埃  B.县苏维埃 

C.区苏维埃  D.乡（市）苏维埃 

22.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是（  A  ）16330 

A.边区政府委员会  B.边区参议会 

C.人民委员会  D.中央执行委员会 

23.抗战期间，抗日根据地推行政务的枢纽是（  C  ）16331 

A.专员公署  B.乡政府 

C.县政府  D.区公署 

24.各抗日根据地在实施奖惩活动中，始终坚持的原则是（  B  ）16340 

A.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B.教育为主、惩戒为辅 

C.惩戒为主，教育为辅  D.打击犯罪、以儆效尤 

25.中国共产党“二大”提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  A  ）17344 

A.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B.实行民族自决 

C.建立特别行政区  D.保障少数民族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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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选、多选、少选或未选均无 

分。 

26.在西周中央国家机关体系中，周天子的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周天子在全国范围内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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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有（  ABCDE  ）180 

A.主祭权  B.册封权 

C.官吏任免权  D.赏罚权 

E.军队统帅权 

27.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殊行政区主要有（  ABE  ）3113 

A.王国  B.侨州郡县 

C.属国  D.都护府 

E.左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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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7179 

A.锦衣卫  B.东厂 

C.西厂  D.吏部 

E.都察院 

29.清朝议政会议的形式有（  BCDE  ）8193 

A.临时朝议  B.阁议 

C.九卿议  D.廷议 

E.议政王大臣议 

30.下列属于抗战期间地方县以下“民意机关”的有（  CDE  ）13299 

A.区民大会  B.区民代表大会 

C.乡（镇）代表会  D.保民大会 

E.甲民大会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15 分) 
31．世卿世禄制 187 
答： 

世卿世禄制是指下级贵族到上级国君朝廷世代为官的制度。 

32．世选 6153 
答： 

所谓世选是指在具有世选特权的家族中按某些标准挑选一个合格人选来继承某一官职和爵 

位。

  
  
  
  
  
qq
59
37
77
55
8

http://ikaoti.cn/shop/


考试学习软件商城（examebook.com ）出品 自考笔记、真题及答案、题库软件、录音课件！ 

本文档资源由考试真题软件网（down.examebook.com）搜集整理二次制作！ 

自
考
备

考
三

件
宝
：

自
考

笔
记

、
真

题
及

答
案

、
录

音
课

件
！
 

33．封驳制度 7176 
答： 

内阁在行政决策过程中除有票拟权外，还有封驳之权，即内阁如认为皇帝诏书因不合时宜 

而不便下达时，可将诏书封还并加以驳正。 

34．“百日维新”9219 
答： 

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怊书，宣布变法。从 6 月 11 日到 9 月 21 日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 103 天，史称“百日维新”。 

35．军事管制委员会 17343 
答： 

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新解放区城市的过渡性的政权组织形式，在人民解放军总部、军区及前 

线司令部的领导下，为该市军事管制期间统一的军政领导机关。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36．皇权的主要内容有哪些？294 
答： 

（1）最高立法权，皇帝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法律； 

（2）最高司法权，即在司法上享有最高审判权； 

（3）最高军事权； 

（4）行政决策中的最后决断权 

（5）最高人事权。 

37．简述明朝官员选拔制度的主要内容。7179 
答： 
1、荐举。荐举是洪武年间最主要的入仕途径。 
2、学校。学校也是明初一条重要入仕途径。 
3、科举。明朝科举考试依四书五经命题，按八股文格式取士，实行院试、乡试、会试、殿 

试四级考试制度。 
4、其他选拔途径。承荫制度，即子弟依靠父兄功绩获取做官资格；由吏而官也是一条入仕 

途径，政府各机构吏官经三次考核（印任职九年）合格后可参加考试，考试合格即获得担任 

低级官员的资格。 

38．简述工农民主政权创造的行政管理经验。9214 
答： 

（1）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各级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选举或任命行政机关领导成员，实 

行议行合一的管理制度。 

（2）行政机关贯彻精简和廉洁的原则，实行首长职数限额制和大体平均的供给制。 

（3）实行中央和地方适当分权，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4）贯彻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严格挑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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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行调查研究、典型试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等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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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0 
答： 

（1）颁布《训政纲领》，从法律上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2）提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的地位。 

40．简述抗日民主政权行政监督的主要形式。16336 
答： 

（1）共产党的监督。 

（2）参议会的监督。 

（3）行政系统内部监督。 

（4）群众民主监督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41．试述明朝内阁制度与历朝宰相制度的区别。7168 
答： 

明朝废除宰相制、实行内阁制后，宰相制度的残余依然存在，出现了许多虽无权相之名却有 

权相之实的内阁首辅，但从制度上讲，内阁制度和宰相制度有根本的不同。 
1、从职务设置上看，历朝宰相皆定员定制，明朝大学士却无定员定制。 
2、从地位上看，宰相是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六部及其他职能机构是其法定的下属机构， 

明朝内阁却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其首脑内阁首辅也不是法定最高行政长官，六部也不 

是其法定的直接下属，有些阁臣品秩还低于六部尚书。 
3、从职权上看，历朝宰相拥有法定职权，即决策参与权和行政执行中的指挥权，而明朝大 

学士包括首辅在内仅充任皇帝个人的顾问和助手，仅有决策参与权，而不具备行政执行中的 

指挥权，即只尊旨草拟诏旨，而不参与施行，且其权力受制于皇权，随皇帝信任程度的不同 

而变化，作用和权力忽大忽小，十分不稳定。明朝以内阁制度取代宰相制度，反映了我国封 

建社会晚期专制皇权的高度发展。 

但是，从性质上看，内阁制与宰相制一样，都是君主专制的工具。 

42．试述“百日维新”期间行政执行所遇到的主要阻力。9232 

答： 

（1）最高决策权的二元化。戊戌变法是在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与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 

之间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尽管光绪名义上已是“权归于一”的皇帝，但慈禧太后几十年垂 

帘听政所形成的最高决策者的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即使在变法期间，光绪还曾十二次到颐 

和园向慈禧请安问策。由于最高决策权不统一，政令往往前后相左，使下级执行起来无所适 

从，行政效率自然低下。 

（2）改革缺乏军事力量的保证。在近代中国，再好的改革措施，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是 

很难贯彻执行的。而当时清政府的军事大权被慈禧的亲信荣禄所掌握，光绪仅仅依靠几个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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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权的维新派推动改革．显然是难奏其效的。 

（3）顽固派的顽强抵抗。由于改革触及到顽固派的根本利益，势必引起他们的反抗。慈禧 

先是迫使光绪将支持改革的大学士翁同解开缺回籍， 后是规定新授二品以上官员须向太后谢 

恩，再后来是怂恿后党官员多方掣肘改革，致使“新政”政令难以落实。 

（4）地方官员的敷衍塞责。在地方，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其余督抚或借词推诿，或粉饰 

应付。如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瞵，对于皇上的谕旨筹办之事， “无一字复奏” ，等 

到催问时，或借口部文未到，或干脆“置若罔闻” 。光绪虽再三申斥，但却不能撤换，因为 

这些督抚是慈禧太后任用的，所以他们才藐视皇帝， “而不奉维新之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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