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密 ★ 考试结束前

全国2021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中国行政史试题
课程代码:00322

  1.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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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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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西周时期,诸侯间直接拜访称为

A.朝觐 B.盟誓 C.聘问 D.朝会

2.秦汉时期,群臣讨论国事以备皇帝决断的会议形式称为

A.廷议 B.集议 C.商议 D.会商

3.秦汉时期,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吏的核准任用权属于

A.大鸿胪 B.丞相 C.尚书 D.皇帝

4.魏晋时期,官员升迁完全凭借

A.考课 B.能力 C.政绩 D.门资

5.隋唐时期,九寺中主管钱币收支和保管的是

A.太常寺 B.太府寺 C.光禄寺 D.鸿胪寺

6.我国历史上正式施行开科取士,确立科举制度始于

A.唐玄宗时期 B.武则天时期 C.隋文帝时期 D.隋炀帝时期

7.宋代主管本路赈灾和茶、盐专卖事务,俗称“仓司”的是

A.经略安抚司 B.提举常平司 C.提点刑狱司 D.转运使司

8.宋朝主要入仕途径是

A.征辟 B.科举 C.荫补 D.军功

9.金朝的路采取分权而治的制度,其中掌管民政和军政的是

A.经略使司 B.提刑使司 C.都总管府 D.转运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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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元朝负责管理吐蕃政务的是

A.宣政院 B.通政院 C.集贤院 D.将作院

11.在明朝中央机构中,主管修史、图书等文化事务,也是重要的决策咨询机构,更是高级决策

人才培养机构的是

A.司礼监 B.翰林院 C.通政司 D.文书房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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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试四级考试制度的

朝代是

A.隋朝 B.唐朝 C.明朝 D.清朝

13.清朝为管理蒙古、回部和藏族事务而设立的中央机构是

A.理藩院 B.礼部 C.太常寺 D.鸿胪寺

14.清朝在任用官吏时,以低级官兼任高级职务的方式称为

A.护理 B.兼职 C.加衔 D.署职

15.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的是

A.同治皇帝 B.光绪皇帝 C.溥仪皇帝 D.道光皇帝

16.南京临时政府与传统封建王朝相比,在行政监督方面最大的区别是创建了

A.司法监督制 B.议会监督制 C.内阁监督制 D.首长监督制

17.广州国民政府的中心任务是

A.恢复国民经济 B.反对帝国主义

C.组织北伐战争 D.推翻满清统治

18.北洋军阀政府时期,被称为“超责任内阁”的是

A.黎元洪内阁 B.陆徵祥内阁 C.段祺瑞内阁 D.徐世昌内阁

19.1941年12月初,中共中央根据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发出的指示为

A.“反对浪费” B.“自力更生”

C.“生产自救” D.“精兵简政”

20.国民政府自1939年开始推行所谓新县制,县设县政府,县长由

A.县民大会选举产生 B.县参议会任命

C.省党部任命 D.乡(镇)民代表选举产生

21.抗战期间,为了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能,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从1940年开

始推行的是

A.幕僚长制 B.分层负责制 C.民主集中制 D.行政三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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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和地方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均实行

A.中央决策制 B.首长负责制

C.合议制 D.独任制

23.抗日民主政权的基层单位是

A.坊和闾 B.乡或区 C.乡或村 D.县和区

24.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负责干部管理的部门是

A.司法部门 B.教育部门

C.民政部门 D.财政部门

25.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立,其组织原则是

A.民主集中制 B.首长负责制 C.分层负责制 D.责任内阁制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至少有两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错选、多选或少选均无分。

26.周中央政府在周王以下设有辅弼大臣,其中三公是指

A.太师 B.司徒 C.太傅

D.太保 E.司马

27.秦汉时期,皇帝的圣旨依内容可分为

A.制书 B.手迹 C.诏书

D.本纪 E.诰

28.明朝对乡村的管理主要采用的统治方法是

A.保甲制 B.里甲制 C.乡老人制

D.里社制 E.土司制

29.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对旧的官吏制度进行了革新,文官大致分为

A.简任官 B.荐任官 C.委任官

D.特任官 E.聘任官

30.解放区人民监察机关对查出的违纪行为的处理方式是

A.提交法院审理

B.根据作出的处分决议直接执行

C.提请人民政府主席批复后交有关行政机关处理

D.直接交相关行政机关执行

E.直接交解放区参议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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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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三公宰相制

32.南面官制

33.封驳制度

34.“行宪国大”

3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36.与西欧封建社会相比,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管理具有哪些特点?

37.简述五代时期旧的施政程序影响新机构职能发挥的表现。

38.简述清朝盛京改制方案的主要内容。

39.简述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监督的发展趋势。

40.简述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行政执行所遇到的主要困难。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41.试述战国时期各国变法运动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42.试述南京临时政府强化行政执行的主要措施及行政执行中的各种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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