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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经济学》（901）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考试目的

经济学综合考试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招收经济类专业（含部分管理类专业）硕

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科目，编写《考试大纲》的目的是科学、公平地

测试学生掌握大学本科阶段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研究方法以及运用

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以保证被录取的学生具有

基本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素质，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奠定坚实的经济学基础。

二、考试范围

经济学综合考试涉及的科目包括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部

分。其中政治经济学考试涵盖资本主义部分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两部分内

容；西方经济学考试涵盖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

三、考试基本要求

1、准确掌握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专业术语。

2、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3、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正确的表述、解释和论证。

4、正确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解释、分析经济现象和实际经济问

题。

四、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2、答题时间：180分钟

3、各部分内容考查比例：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各占50%

4、题型及分值：

简答题：90分（6小题，每小题15分）

论述题：60分（2小题，每小题30分）

五、参考书目：

1、《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张连城、马方方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6 年。

2、《经济学教程》（第三版），张连城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2014 年。

六、需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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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除阅读参考书目外,还需要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近两年国内外发

生的重要经济事件以及中国政府当年发布的重要文件中所阐述的经济问题,并

结合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复习。

第二部分 考试内容

一、政治经济学部分

（一） 资本主义部分

导论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商品

（1）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与价值

（2）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

（3）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4）商品的价值量

2、货币

（1）价值形式的发展和货币的产生

（2）货币的本质和职能

（3）商品拜物教

3、价值规律

（1）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作用形式

（2）价值规律的作用

4、资本和剩余价值

（1）货币转化为资本和劳动力成为商品

（2）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

（3）生产剩余价值的基本方法

（4）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与劳动对资本隶属关系的变化

（5）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

5、资本积累

（1）资本主义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实质

（2）资本的有机构成及资本的集聚与集中

（3）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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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本的循环和周转

（1）资本的循环

（2）资本的周转

7、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1）社会总产品的实现

（2）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

（3）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8、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周期性和经济危机

（1）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3）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特点

9、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

（1）成本价格和利润

（2）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

（3）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10、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1）商业资本的本质和职能

（2）商业利润

（3）商业流通费用及其补偿

（4）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

11、借贷资本与信用

（1）借贷资本的形成和特征

（2）利息与利息率

（3）资本主义信用形式

（4）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

12、资本主义地租

（1）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和地租

（2）级差地租

（3）绝对地租

（4）垄断地租、矿山地租和建筑地段地租

（5）土地价格

13、垄断资本主义

（1）私人垄断资本主义

（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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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

（1）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

（2）资本的社会化和经济的虚拟化

（3）资本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

（4）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

（二）中国经济问题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及其发展。

2、解析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经济结构和

经济转型、分配制度、宏观调控、供给侧改革等现实经济问题。

3、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和解释近两年中共中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

涉及的相关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

二、西方经济学部分

（一）微观经济学部分

1、需求与供给的一般原理

（1）微观经济运行

（2）需求分析

（3）供给分析

（4）均衡价格与供求定律

（5）市场的作用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6）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

2、消费理论

（1）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2）消费者选择和效用最大化的均衡

（3）价格变化时的消费者均衡：需求曲线

（4）收入变化时的消费者均衡：恩格尔曲线

（5）对需求曲线形状特征的分析：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6）从个人需求曲线到市场需求曲线

3、生产理论

（1）生产函数

（2）短期生产函数：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最优利用

（3）长期生产函数：两种可变生产要素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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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产扩张的最优路径和规模收益

4、成本、收益与利润最大化的均衡

（1）成本的性质和成本函数

（2）短期成本函数

（3）长期成本函数

（4）收益的性质

（5）利润和利润最大化的均衡

（6）企业的性质和企业的经营目标

5、市场理论

（1）完全竞争的市场

（2）完全垄断的市场

（3）垄断竞争的市场

（4）寡头垄断的市场

（5）博弈论

6、生产要素市场和收入分配理论

（1）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生产要素需求

（2）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生产要素需求

（3）生产要素的供给

（4）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衡量和收入平等程度的变动趋势

7、 一般均衡与经济效率

（1）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

（2）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

（3）经济效率与公平

8、市场失灵与政府的作用

（1）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市场失灵

（2）外部性

（3）公共物品

（4）信息不完全的市场

（5）垄断

（6）政府的经济作用与政府失灵

（二）宏观经济学部分

9、宏观经济运行与国民收入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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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宏观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均衡

（2）经济活动水平的衡量

（3）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

10、总需求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

（1）均衡产出、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

（2）简单国民收入的决定

（3）乘数的作用

（4）加速原理及其发挥作用的条件

11、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

（1）产品市场的均衡和IS曲线

（2）货币市场的均衡和LM曲线

（3）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IS－LM模型

（4）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12、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运行

（1）国际收支平衡表和汇率

（2）引入对外贸易后的宏观经济运行

（3）资本流动与国际收支平衡

（4）宏观经济的内外部均衡和失衡

1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1）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工具和类型

（2）财政制度和货币制度中的内在稳定器

（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

（5）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国际传导

14、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1）总需求函数和总需求曲线

（2）劳动市场的均衡与总供给曲线

（3）决定总供给的因素和总供给曲线的移动

（4）AD－AS模型和经济波动

15、通货膨胀、失业与产出波动

（1）通货膨胀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2）通货膨胀的一般成因

（3）失业与奥肯法则

（4）菲利普斯曲线和总供给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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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价格调整方程和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

（6）反通货膨胀的政策

16、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

（1）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源泉

（2）经济增长模型

（3）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制度创新

（4）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

第三部分 题型示例

一、简答题及参考答案

1、运用基尼系数和库兹涅茨曲线说明一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和变化趋

势。（15分）

基尼系数是根据洛伦茨曲线计算出的反映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如果将

洛伦茨曲线与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用A来表示，把洛伦茨曲线与绝对不平等

折线之间的面积用B来表示（可以作图表示），则计算基尼系数（G）的公式就可

以用下式来表示。

BA
AG




根据上式，当A＝0时，基尼系数等于零，这意味着收入分配是绝对平等的；当B

＝0时，基尼系数等于1，这表明收入分配是绝对不平等的。在现实经济中，由于

绝对平等和绝对不平等的情况不可能存在，因此，实际的基尼系数总是大于零而

小于1。基尼系数越小，说明收人分配越是平等；反之，基尼系数越大，则说明

收入分配越是不平等。

根据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基尼系数如果低于0.2，则说明收入分配绝对平等，

如果在0.2～0.3之间，则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平等，若在0.3～0.4之间，则表示收

入分配基本合理，如果在0.4～0.5之间，则表明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大，而如果基

尼系数在0.5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其中，0.4的基尼系数是国际警戒

线。

在一个平面坐标上，横轴表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指标（通常用人均产出

y来表示），纵轴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用基尼系数G来表示），则经

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变动轨迹就会构成一条倒“U”字形曲线，即库

兹涅茨曲线（可以作图表示）。库兹涅茨倒“U”字形假说描述了经济增长改变

社会经济结构，进而影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趋势。其基本内容是：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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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长期波动构成长期收入分配的特性。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

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的程度会不断扩大；经过一个时期后会变得稳定；到了

增长后期，不平等的程度将会缩小。库兹涅茨曲线描述了一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

发展趋势。

在现实经济中，一个经济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和发展趋势，还会受除

经济增长之外的其他因素，尤其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影响。

2、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及其在现

实经济中经常遭到破坏的原因。（15分）

为了说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

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为第Ⅰ部类，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为第Ⅱ部类。社会总

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

第一，第Ⅰ部类原有可变资本加上追加的可变资本，再加上本部类资本家用

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之和，必须等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加上追加的不变资本

之和，即：

Ⅰ（v+△v+m/x)= Ⅱ(c+△c) （1）

第二，第Ⅰ部类全部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两大部类原有的不变资本加上追加

的不变资本之和，即：

Ⅰ（c+v+m）=Ⅰ(c+△c)+ Ⅱ(c+△c) （2）

第三，第Ⅱ部类生产的全部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两大部类原有可变资本加上

追加可变资本，再加上资本家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之和。即：

Ⅱ（c+v+m）=Ⅰ（v+△v+m/x)+ Ⅱ（v+△v+m/x) （3）

在上述三个条件中，第一个条件是基本的，另两个条件是派生的。它们分别

从不同的侧面，共同决定着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顺利实现。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是扩大再生产，在扩大再生产条件

下，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以及每个部类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都必须保持一定的

比例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由于充满着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使

得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所需要的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这些矛盾主要有：生产的

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所引起的个

别企业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

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等。当这些矛盾发展到尖锐化程度后，资本

主义扩大再生产所必须的比例关系即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就会遭到

破坏，从而爆发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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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述题及参考答案

1、阐述汇率变动对一国的国际收支和短期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影响。（30

分）

汇率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二是对资

本项目的影响。

如果略去经常项目中所占比例较小的单边转移支付，汇率对经常项目的影响

表现在：如果汇率下跌，即本币贬值，本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就会下降，

而外国产品在本国市场的价格则会上升。显然，这将有利于增加本国产品的出口，

而不利于增加外国产品的进口。在此情况下，对外贸易就可能出现顺差，经常项

目就可能出现盈余，至少出口的增加会减少外贸逆差和经常项目的赤字。反之，

如果汇率上升，即本币升值，对外贸易就可能出现逆差，经常项目就可能出现赤

字，至少这会减少外贸顺差和经常项目盈余。

汇率的变动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存在一个时滞。因为在汇率变动后的一段时间

内，外贸公司都是按照以前签订的合同执行进出口产品价格的，故其对经常项目

的影响要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显现出来。宏观经济学通常用J曲线效应来表示两者

的关系。

与经常项目不同，一般而言，汇率的变动对资本项目中的长期资本流动不会

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或者说影响不大。因为长期资本流入一个国家或从一个国家流

出，主要取决于在该国的投资风险和盈利水平，而不是主要地取决于汇率。然而，

汇率的变动对短期资本的流动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短期资本的流动性较强。

如果预期某一国家的汇率下跌，即预期该国的货币贬值，由于会导致金融资产的

相对价值下降，资本的持有者为避免损失，就会在外汇市场上把该国的货币兑换

成坚挺的外币，从而出现资本抽逃的现象，大量的短期资本就会外流；反之，如

果预期该国的汇率上升，即货币升值，短期资本就会大量流入到该国。可见，汇

率的变动会通过短期资本的流动影响资本项目的平衡，进而影响一国的国际收支

平衡。

在供给水平既定的条件下，一国的短期经济增长是由总需求决定的。在总需

求中，政府支出不是用于消费，就是用于投资，因此，经济增长是由消费需求、

投资需求、出口需求（来自国外的需求）拉动的。汇率的变动对短期经济增长的

影响一般表现为，如果一国的本币贬值，通常会刺激本国的出口，从而增加总需

求，总需求的增加又会导致国民收入的增长；反之，如果一国本币升值，由于产

品在国际市场会变得更加昂贵，通常会减少本国的出口，从而减少总需求和总产

出，使经济增速放缓。

汇率变动对一国国际收支和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取决于一国的市场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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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开放程度、货币的国际化程度、进口和出口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等因素。在

不同的条件下，其影响的程度也是不同的。

2、论述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国际传导。分析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QE3）对我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30分）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政策的调整或改变不仅会影响本国的经济运

行，同样会影响到其他国家，这就是经济政策效应的国际传导。经济政策效应的

国际传导机制包括乘数联系和货币联系。乘数联系是指经济政策效应通过国际贸

易的传导而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货币联系是指经济政策效应通过金融市

场的传导而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

在开放经济中，通过贸易和金融两个渠道，一国经济的扩张或收缩会传递到

另一国，使其他国家的经济也相应地出现扩张或收缩，而其他国家经济的扩张或

收缩又会反过来影响最初经济扩张或收缩的国家。当一国的经济扩张或收缩通过

对外贸易和金融市场导致其他国家的经济相应扩张或收缩，所产生的这种效应就

是溢出效应。当其他国家的经济出现扩张或收缩以后，又通过对外贸易和金融市

场反过来影响最初引发溢出效应的国家的经济运行，使其经济加速扩张或收缩

时，这种影响被称之为回振效应或回波效应。

美国第三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美国货币当局第三次增加数量确定的基

础货币以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有可能对我国经济产生如

下影响。

（1）美元供给的增加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因为国际上大宗商品的价格

都是用美元来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肯定会提高进口这些商品国家的生产

成本，进而引发通货膨胀。由于我国是对大宗商品进口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因此

有可能推高我国的物价水平。

（2）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会给其他国家包括我国造成货币升值的压

力。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增加货币供给会导致美元贬值，而美元

贬值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这些国家为稳定本国汇率，就不得不增加本

币投放以购进美元，这当然也会引发其他国家发生通货膨胀。同时，美元贬值会

削弱其他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有利于美国的产品出口，但不利于其他国家

包括我国的产品出口，进而影响我国的总需求和经济增长。

（3）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会导致投机性资金即所谓“热 钱”在国际

间频繁流动，特别是向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流动。因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

国家，为防范通货膨胀，都具有较高的利率水平，同时也存在较多的投机机会。

一旦大量的投机性资金流入这些国家，就会冲击资本市场，并有可能引发资产泡

沫，从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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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中，约70%都是美元储备。伴随美元的贬值，我

国作为国家外汇储备规模世界第一的国家，所遭受到的损失也是最惨重的。当然，

其他拥有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综上所述，在开放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在国家之间传导，一国的经

济政策可能对其他国家不利，也可能对其他国家有利；反之也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