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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介绍  

一、金融学院 

（一）学院简介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成立于 2003 年，其前身是组建于 1951 年的中央财政学院金融系。在 60

年的发展历程中，作为新中国最早的金融人才培养基地之一，学院及其前身为社会培养了两万多名

金融、保险和贸易等领域的专门人才，其中不少后来成为各级政府财经管理部门、全国性金融机构

和企业集团的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同时，学院在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为推动中国高等院校金融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应有的重要作用。学院所属的金融学科于 2002 

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2007 年顺利通过评估，再次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学院设有金融学系、应用金融系、金融工程系和国际金融系四个教学单位，以及证券期货研究所、

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和民泰金融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学院开设“金融学”和“金

融工程”两个本科专业；“金融学”、“国际金融学”和“证券投资学”三个研究生专业和“金融

学”博士研究生专业；拥有“金融硕士”专业学位项目；拥有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金融学专业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 

（二）师资力量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45 人，其中教授 18 人、副教授 18 人、讲师 9 人。长期以来，学院一直高

度重视师资团队的建设。在上个世纪，刘光第、俞天一、张玉文、王佩真和潘金生等知名教授为学

院前身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学院已形成一支以王广谦教授为带头人的优秀师资团队，

其中包括 2 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入选者、 6 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名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1 名国家教学名师、 1 名全国优秀教师、 5 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工程”入选者、 3 名财政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以及一支以金融学系为主体的国家级优秀教学

团队。学院聘请了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罗纳德· 麦金农（ Ronald 

McKinnon ）、约翰·威廉姆森（ John Williamson ）、胡永泰 (Wing Thye Woo) 和巴瑞·艾青格林

（ Barry Eichengreen ）等国际著名经济学家，以及戴相龙、吴晓灵、吴念鲁和李扬等国内知名专

家学者担任荣誉教授、讲座教授和兼职教授。 

（三）科研机构 

1. 证券期货研究所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在全国著名的金融专家刘光第教授亲自倡导下，成立于 1994 年 

4 月， 是国内第一家专门从事证券期货研究的高级研究机构， 我国著名的金融证券专家贺强教授

担任所长。十多年以来，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总计主编专著、教材 12 部，合作编写 12 部，共 

24 部著作。发表有关的金融及证券市场的论文 300 多篇，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课题等项目共 3 项，参加项目 5 项，总计共 8 项。 

2. 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3 年 9 月。本中心依托国家重点学科 — 中央财经

大学金融学院的学科优势和研究队伍，广泛联系国内外相关学术机构，致力于对国际金融等领域的

最新理论发展和政策实践进行研究。其宗旨是在积极推动基础性理论研究的同时，面向社会，为政

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组织等提供信息咨询和决策参考服务。本中心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国际金

融、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和公司融资等。 

  中心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其中绝大多数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受过良好的经济学教育，

掌握先进的数理和计量分析方法，并对中国经济与金融的运行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中心成立以来， 张礼卿教授带领中心人员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全球经济失衡、资本流动和资本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所深度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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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以及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等若干重大问题开展了研究，多次组织学术报告会和研讨会。

其中， 2003 年 10 月 30 日 召开“人民币汇率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6 年 10 月 26-27 日召

开“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与制度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

响。此外，中心还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

目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并出版了多期工作论文。 

3. 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5 年 2 月。中心以高等院校、金融机构和国家宏

观部门的专家、教授为依托，以银行业产业发展、银行管理理论与实务为主要研究对象。 宗旨是在

积极推动基础性理论研究的同时，面向社会，为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组织等提供信息咨询和

决策参考服务。 现任主任为郭田勇 教授。 近年来，中心完成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项目、国家科技部

和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委托的多项课题研究。 

（四）专业介绍 

1．金融学（学术硕士）&金融学（专业硕士） 

（1）基本情况  

金融学系研究领域包括货币信用理论、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金融宏观调控等。金

融学系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货币银行学》、《金融学》、《中央银行学》、《中国金融史》、《金融统计与

分析》、《当代西方货币金融学说》、《货币金融理论前沿》、《金融概论》、《当代西方金融理论比较研

究》、《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等》，讲授对象涵盖博士、硕士、本科和专科等层次。 

（2）师资队伍 

  金融学系现有教师 16 人，其中 10 人拥有博士学位，2 人拥有硕士学位，4 人拥有学士学位，有

2 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教授职称 9 人，具有副教授职称 6 人。金融学系主要从事金融基础理论

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该系拥有优良的教学传统，规范的教学管理；注重教学法研究，创设了综合性

教学与考核方法体系；重视课程建设，率先打造“国家级精品课程”——《货币银行学》，2006 年获

我校“优秀教研室称号”。 

2．国际金融学 

  国际金融系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方面。开设课程主要包括：《国

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学》、《国际金融管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金融市场》等。 

3．证券投资 

应用金融系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金融市场理论与实践，金融机构，证券投资

理论与实务，公司理财，房地产金融，投资银行学，信用管理等方面。开设课程主要包括：《商业银

行经营管理》、《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金融中介学》、《公司理财》、《房地产金融》、《信托与租赁》、

《投资银行学》、《金融市场学》、《信用管理》等，讲授对象涵盖博士、硕士、本科和专科等层次。    

 

二、财政学院 

（一）学院简介 

财政学院前身是成立于 1949 年的中央税务学校的财政系，2006 年 9 月更名为财政学院，是新中

国成立后国内最早的财税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财政学科于 2002年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2007

年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财政学院下设财政系、资产评估研究所、财政税收研究所、中国财政史

研究所等教学、科研机构，和学院办公室、科研教学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资料中心等管理及

教辅机构。 

  财政学院致力于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专业知识、精通财政税收实际业务的多层次复

合型创新人才。人才培养覆盖本科、硕士、博士等三种教育层次，设有博士后流动站，现有在校博

士、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 300 多人。50 多年来，财政学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了近

万名中高级经济管理专门人才，分布在财政、税务、国有资产管理等经济管理部门和各类企业、机

构，以及大专院校、科研部门等，他们的工作受到多方的肯定和好评。学院近年来的毕业生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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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评价，也一直保持在国内同类学科专业的前列。 

（二）师资力量 

财政学院拥有一支实力雄厚、专业结构合理的师资团队，现有教职工 28 人，其中教授 9 人，副

教授（副研究员）11 人，拥有博士学位者 15 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者 2 人，有 3 位教师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待遇，1 名教师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4位教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多位教师获得财政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青年学科带头人、北京

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等称号。学院还聘请了数十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学

院客座教授。 

财政学院教师积极利用专业知识从事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参与国家重大财税改革方案设计

的实践。近 3 年来，我院教师公开发表或出版的科研成果达 200 多项，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10

余项，主持或参与承担了 30 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同时，学院同美国、加拿大、

日本、德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及台湾地区高校的相关院系、科研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和人才培养关系。 

（三）专业介绍 

1.财政学 

财政学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财政学基础理论和知识，能创造性地承担政府财税、财务等

财经管理工作，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财会业务工作，以及学校、科研单位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高素

质复合型专门人才。 

本专业学生应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全面深入了解古今中外的财政思想和实

践经验，全面掌握财政、税收基本理论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熟悉政府预算管理、国有资产管

理与评估的理论与实务，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外语阅读能力及相当的外语听、说、写、

译能力，能利用外语获取专业信息，通过国家大学外语六级水平测试，能够熟练地使用计算机从事

业务工作。 

本专业的主要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经济学、计量

经济学、财政学、中国税制、政府预算管理、公共支出分析、公债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社会保障

管理、政府采购管理、外国财政、比较财政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等。本专业的学生修满规定的

学分，并达到学位授予要求的，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2．资产评估（专业硕士）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是：面向资产评估行业，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

道德，系统掌握资产评估基本原理，具备从事资产评估职业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对资产评估实务

有充分的了解，具有很强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的资产评估专门人才。 

研究方向:资产评估理论与方法、税务评估、企业价值评估 

 

三、商学院 

（一）学院简介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 1984 年的中央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系，2003 年 9 月更名为商

学院。学院下设工商管理系、营销管理系、人力资源管理系、物流管理系，以及管理研究中心、国

际企业研究中心、创业和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等教学科研机构。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以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商学院”为战略目标，建院以来，在人才培养、

教学科研、团队建设等多个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先后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教

育部人才创新培养试验区”、“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并被搜狐教育评为“建国 60

周年最具影响力商学院品牌”。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办学层次齐全，拥有本科学士、研究生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目前在校本

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共 800 余人，其他非全日制学生 500 余人。设有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

资源管理和物流管理四个本科专业，企业管理、旅游管理和技术经济与管理三个硕士研究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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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跨国公司管理博士研究生专业。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在教学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大量的国内有影响的教材，其中多本

为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教材、市级精品教材。多门课为北京市精品课程，并获得北京市教改奖。 商

学院建有大量的实践教学基地供学生实习调研之用，设有企业家发展论坛、创业家论坛和管理学名

家讲堂，用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设有现代工商管理实验室为学生开设多门实验课，并供研究生开

展研究之用；建有学生自己的媒体《商音》杂志和《学生天地》网页。 

长期以来，商学院紧跟管理学科的理论发展动态，密切结合中国国情，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在有

关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企业战略、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承担并完成了

大量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

成果。同时，商学院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承担并完成了大量的各级政府部门和著名企业的科研课题

和规划项目，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商学院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先

后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和知

名企业建立了人才培养、师资交流、合作研究等友好合作关系。 

（二）师资力量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拥有一支具有深厚而广博的教育背景、精深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

验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目前共有专职教职员工 56 人，其中专职教师 49 人。在专职教师中，教

授 9 名，副教授 18 名，拥有博士学位者 47 名，有海外留学经历者 12 名，有商界或政界工作经历者

10 名，外籍教师 1 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 2 名，获部级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和北京市优秀青年骨

干教师称号多名。另外，商学院聘请 10 多名中外知名专家和企业家作为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 

（三）专业介绍 

旅游管理专业硕士 

（1）学科内容 

旅游管理学科以旅游产业与管理以及各类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具体内容涉及，

旅游产业规划与管理、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运营、旅游企业的战略规划、服务运营、营销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等。 

（2）研究方向：旅游企业管理与营销、旅游规划与开发。 

（3）师资队伍：目前校内专职正、副教授 3 名，另聘用北京市相关专家学者 1 名。 

（4）培养目标与业务要求 

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坚实的管理学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系统掌握旅游管理专业知识，了解旅游管

理国内外发展动态；掌握现代管理方法与技术，具有从事旅游管理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的能力；

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胜任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企业及有关单位经营管理工作，或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的教学科研工作。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5）学习年限和学位：本学科学习年限为二年，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2. 技术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 

（1）学科概况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以各类企业的投资、金融及物流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具体内容侧重企业并

购、内部控制、公司治理、风险投资、全面风险管理以及物流管理等相关领域。与战略管理、企业

运营、公司理财、投融资管理、金融工程、数学等学科具有密切的联系。研究过程中注重通过技术

手段对各种方案进行分析、对比、论证和优化。研究方法强调数学模型的运用与实际操作的结合，

为经济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更好地满足社会人才需求，为社会服务。 

（2）研究方向：公司金融、风险投资、物流管理。 

（3）师资队伍：目前校内专职正、副教授 5 名，另聘用香港知名高校学者 1 名。 

（4）培养目标与业务要求 

具备坚实的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基础；系统掌握公司治理和公司金融以及企业运营理论与实践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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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掌握现代投资与运营的分析方法和技术，能对各种投资方案进行比较和优化，降低投资风险；

掌握价值发现、价值管理和内部控制技能，能够独立从事公司金融、全面风险管理以及物流管理的

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胜任政府有关经济管理部门、金融管理、和物流管理工作或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的教学科研工作。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5）毕业去向：（1）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经济管理和金融管理；（2）投资公司和财务管理公司从事

投资分析和实际操作；（3）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4）公司董事会、投资部、战略部等从事与

公司金融相关的工作；（5）各类企业的物流管理工作；（6）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6）学习年限和学位：本学科学习年限为二年，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3. 企业管理学学科硕士研究生 

（1）学科内容 

企业管理学科以第一、二、三产业的各类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具体内容涉及，企

业的战略规划与决策、市场与行业分析、投融资决策、生产运作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

财务管理等。 

（2）研究方向：管理理论与实务 、企业跨国化经营与战略 、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3）师资队伍：目前校内专职正、副教授 15 名，另聘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3 名。 

（4）培养目标与业务要求 

本学科研究生应具备坚实的管理学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系统地掌握企业管理专业知识，了解企

业管理国内外发展动态；掌握现代管理方法与技术，能够独立从事管理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

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胜任政府有关经济管理部门及各类企业管理工作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教学

科研工作。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5）学习年限和学位：本学科学习年限为二年，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四、经济学院 

（一）学院简介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立于 2003 年，是在经济系的基础上合并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成立的，也

是中央财经大学实行学院制以来建立的第一批学院。经济学院坚持“崇尚经济科学、培养优秀人才、

服务社会进步”的宗旨，坚持“兼容并蓄、学术自由、国际标准、关注本土”的办院思路。 

学院现设有经济学系、国民经济学系、国际经济学系、应用经济学系四个教学机构和经济史研

究中心、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与社会研究所三个科研机构。目前有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管

理两个本科专业招生，拥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世界经济、国民经济学、产业经济

学、区域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八个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拥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产业经

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五个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拥有国民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

济学、区域经济学四个国家级重点学科，是我校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最多的学院，政治经济学为北

京市重点学科，并设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学院一贯重视教育教学、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努力使学生全面发展。学院积极实施“本

科生全面导师制”；根据学生的志向和学习成绩，学院在高年级试行 “分类培养制”：将学生分成

科研型和实践型两类，强化科研型学生的经济学理论功底；为实践型学生开设更多实务性课程，在

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企业和其它机构设立了一批实践基地，为学生创造更多实践机会。由于学生

理论和实践能力的优势，就业一直非常理想，就业后，深受用人单位的肯定和赞誉。 

学院非常重视教师和学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强调与国内其它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合作与交

流。与国内外许多大学及研究机构，建立了实质性、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合作的重点是具体科研课

题及学生的共同培养；要强化合作与交流的实力；强调凭论文参加国际高水平学术会议；强调按国

际惯例进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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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队伍 

学院拥有一支知识结构合理、富有创业精神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教师 54 人，其中教授 16 人、

副教授 11 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 13 人。共有博士生导师 8 人。特别是一批中青年学者潜力很大，

是学院师资的主力军。学院教师在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收入分配、劳动经济学、博

弈论和企业理论、产业经济学等领域有较好研究，在国内顶尖和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了一批重要论

文。近几年全院教师承担和完成了一大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部委、北京

市等科研项目。 

（三）专业介绍 

1.政治经济学 

学科介绍：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一门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

对象的科学，它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 

研究方向：01.产权理论与企业理论 02.市场国际化理论与实践 03.《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研究 04.企业经济与资本市场研究 

2.西方经济学 

学科介绍：西方经济学是指流行于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被称为

“社会科学之王”。  

研究方向：01.微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02.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03.制度经济学研究 

3.经济史 

研究方向：01.中外经济发展比较 02.中国经济史 03.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4.世界经济 

学科介绍：世界经济是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世界范围的经济整体。它是

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把世界范围内的各国经济通过商品流通、劳务交换、资本流动、

技术转让、国际经济一体化等多种形式和渠道，把各国的生产、生活和其他经济方面有机地联系在

一起。 

研究方向：01.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内贸易 02.当代世界经济理论与实践 

5.国民经济学 

学科介绍：国民经济学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经济环节、

经济层次、经济部门和经济地区构成的。国民经济这一概念突出强调经济的整体性和联系性。 

研究方向：01.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 02.国民经济战略与规划 03.产业结构理论与政策 04.资本运营与

经济运行 05.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 

6.产业经济学 

学科介绍：产业经济学(Industrial Economics)，是应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分支。现代西方经

济学中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新兴应用经济理论体系。产业经济学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产业”出

发，探讨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中产业间的关系结构、产业内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的规律以及

研究这些规律的方法。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规律、产业本

身的发展规律、产业与产业之间互动联系的规律以及产业在空间区域中的分布规律等。 

研究方向：01.产业组织分析 02.产业政策研究 

7.区域经济学 

学科介绍：区域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在一定自然区域或行政区域中变化或运动规律及其作

用、机制的科学。是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相结合的产物。（1）区域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观点，研

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空间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综合性应用科学。（2）区域经济学是研

究和揭示区域与经济相互作用规律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及发展

规律，探索促进特定区域而不是某一企业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措施，以及如何在发挥各地区优势的基

础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区域整体经济效益，为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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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包括区域特征分析,目标与政策、手段,产业结构演进,人口

增长与移动,城市建设与布局,区域国土规划,区域联合与区际利益的协调,区域比例关系。学科主要

研究方向包括：城市化与城市经济问题、空间结构理论、区域生产力布局、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农

村经济、区带规划及管理、区域投融资等。 

研究方向：01. 产权理论与企业理论 02. 市场国际化理论与实践 03.《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研究 04.企业经济与资本市场研究 

8.劳动经济学 

学科介绍：研究活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科。

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劳动投入费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 

研究方向：01.就业与劳动力市场 02.人力资本理论与政策 

 

■中财 801经济综合全攻略 

一、「中财 801 经济综合」科目简介 

1．题目包含哪些学科、分值及复习时间分配 

中央财经大学的经济类专业中,除了精算专业和新成立的三个研究院之外,其余专业全把 801经济

学作为初试专业课。其中包括西方经济学(高鸿业第四版)90分,政治经济学(逄锦聚主编)60 分。  

时间分配：用 80%的时间用在复习西经上，20%的时间用在政治经济学上。 

2．题目特点及答题注意事项。 

中央财经大学的经济学专业课向来不是很难，其试题特点为：知识点多、覆盖面广、题量大、题

型多样，与人大、对外经贸、北大、清华专业课相比,难度不是很大，一般根据指定教材的知识都可

以解决。但每年的西方经济学的最后一部分计算题中，都会有一道较难的题目（一般不能从高鸿业

老师的书中找到类似的题目）。例如 2005、2006 分别原题引用了平新乔《微观经济学 18 讲》的例题

及课后计算题；2007 年为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的一道课后习题的简单变形。因此，复

习的重中之重就是对于课本的掌握程度，直接关系到专业课的成绩高低。 

二、「中财 801 经济综合」备考策略 

1．参考书目 

科目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高鸿业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四版)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逢锦聚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四版) 

 

2．准备方法——中央财经大学 801 经济学复习建议 

（1）西方经济学复习建议及时间规划 

西方经济学建议从 6 月份开始准备，复习至少三遍以上，其中第二遍是重点。 

第一遍，通读课本，数理脉络，理解为主。这一步对于学过的同学比较轻松，但是对于跨专业

同学的确实还是有点难度，最好一句一句研读，要把基本的概念原理能够看明白理解，当然如果有

特别难懂的地方也不要太深究，完全可以放到第二遍来认真研究。如果看不下去的话不妨做笔记，

让自己的注意力能够更集中一些。最好在八月前完成。 

第二遍，在第一遍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整理，把书上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让书本越

读越薄。建议把每章的知识点以问答的形式自己总结出来，比如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竞争市场，首

先把每章的所有可能出的名词解释列出来，当然中财的名词解释要当成简答题要答，只答概念肯定

是不行的，要把相关的性质特点答上。有图的话一定要画图，这些都可以参考辅导书来完成。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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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知识点都以问答的形式总结出来，比如完全竞争市场的短期长期均衡（分析画图）、几个市场

的相互比较等，这样的好处是把书上所有的知识点总结成自己的东西，遇到相似的题就可以直接作

答，而且出题的范围就在你总结的知识点内，因为你已经把所有可能会出的知识点都以题的形式总

结了出来。随着报考中财人数的增加，中财考试题的难度也有所加大，特别是对知识点的相互比较

情有独钟，而不是以前简单的问答，所以大家要联系知识点，做好横向纵向串联，当线索理清楚了，

就可以说读书笔记做好了，考试就成功了 90%。第二遍最好在十月前完成。 

第三遍，把证明计算作为一个专题来攻克。比如效应论这一章比较容易出证明题，就设一个专

题把效应所有相关的题型都写出来。历年考题中就有从平新乔的十八讲的课本中直接出的两道原

题，所以建议把十八讲所有相关的内容都总结出来了，以此类推，其他的知识点也是这样。完成之

后你应该已经把西经的所有知识点也总结了，这样一来就可以完全背自己总结的材料了，因为你已

经把两本书总结成自己的材料了，而且好处是你不用再去转换，只要背你总结的题型就可以了。最

后要达到一个程度就是，可以从头到尾把所有的题复述出来。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很难，但是慢慢的

你就会找到感觉，就会对号入座，所以今年的考试时感觉都能从笔记中找到出处。最后的这段时间

就是用来背诵你总结的笔记。 

当然三遍只是最少的遍数，如果你时间足够充裕，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再看几遍，看的遍数越多

理解越深刻。 

（2）政治经济学的复习建议及时间规划 

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脉络比较清晰，首先不用很早就开始准备，九月份以后开始看时间上应该够

了。政治经济学的复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需要研究课本，至少看两遍，以理解为主。第二阶

段，寻找相关的题目和参考资料学习，以记忆为主。参考资料有金圣才编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和课

后习题详解》，基本上是完全的覆盖了政经的知识点。当然记忆并不是盲目的去机械重复，可以应用

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去重复背诵的，最好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记忆背诵方法，而这样的方法是可以

运用在任何知识的学习上的。  

（3）考试时间分配 

对于考试时间分配上建议大家政治经济学一个小时内做完，政治经济学的名词解释也不要答的

过于详细，因为分值为 3 分*4=12；而西方经济学为 5 分*6=30，所以应该花更多的时间给西方经济

学。建议政经 1 个小时，西经 2 个小时，大家可以按这个时间把握调整。大家在考前一定要给自己

做几次模拟考试，因为中财的题量相当大，如果不学会控制时间，在考场上很可能就会看着最后几

道掌握了的大题而没有时间答的困境。 

（4）推荐辅导书、复习资料及其作用 

数目资料名称 作用及使用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类 

历年真题及其解析 

范围 1997—2011 年，重点要 2005 年以后，用于模考和考题整理，熟悉

考点 

政治经济学课后题答案 打印出来，一定要看熟，会基本背出要点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 入门教材，跨考同学可以看一看 

高鸿业教材的同步配套辅导（金圣

才） 

作为第一轮复习配套辅导 

西方经济学红宝书的配套题（陈恳） 作为第二轮复习配套辅导 

范里安微观经济学 高鸿业的书不理解的地方，可以查看下范里安的微观 

平心乔微观十八讲 想加深的话看平新乔的 18讲的消费者理论和效用论那部分，没有时间直

接放弃 

尹伯承的习题库 本上常见的西方经济学题型都在里面 

西方经济学考题（金圣才） 题目均是各个学校考研的真题，缺点是答案总结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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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财 801经济综合」学科知识体系 

1．政治经济学部分重要知识点分析 

（1）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及章节汇总如下： 

内容 包括的大纲章节 

第一部分 导论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 

一、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 

二、商品和价值 

第二部分 一般理论 

三、货币与货币流通量 

四、资本及其循环和周转 

五、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 

六、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 

七、竞争与垄断 

第三部分 资本主义经济 
八、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剩余价值的生产 

九、资本主义的分配 

第四部分 社会主义经济 

十、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 

十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 

十二、 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 

十三、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十四、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十五、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 

十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体制改革十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十八、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 

十九、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二十、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对外经济关系 

二十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 

 

（2）部分总结及章节重点分析 

第一部分是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是考试的非重点章，做简单的了解

即可。 

第二部分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是基础、是必须要理解的部分。这一部分包括七章。学习

第一章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要准确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

的相互关系；产权理论极其意义；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及其发展途径。注意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

生产力性质的原理正确分析经济社会现象，提高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自觉性。该章节出名词解释的可

能性比较大，也有可能会出论述分析题。学习第二章商品和价值，要求准确地把握关于商品和价值

范畴，深刻领会马克思的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该章节出辨析题的机会较大。

学习第三章货币与货币流通量，要了解货币的产生、发展过程，把握货币的本质、货币流通规律以

及纸币流通规律；培养和提高运用货币流通规律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该章节有可能出辨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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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第四章资本及其循环和周转，要深刻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及其重要意义；正确地认识资

本的本质，以及资本的运动形态和表现的特点；学会运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来分析现实的经济活动。

名词解释、辨析、简答题都有可能在此章节出题，一定要理解把握。学习第五章社会总资本再生产

和市场实现，深入理解和重点掌握社会总产品的含义、社会生产部门的分类以及社会再生产的核心

问题；社会简单再生产及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等市场态势的变化；培养理

论联系实际，运用这些基本知识分析和研究我国的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名词解释、辨析题的出题

可能性比较大。学习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要准确理解虚拟资本的本质，运动特点，与实体

资本的关系，以及虚拟资本发展与信用的关系等；正确认识虚拟资本及信用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

用及运用本章理论解释现实经济问题，如金融危机。本章就虚拟资本问题考过名词解释、辨析和论

述题，所以一定要注意把握。学习第七章竞争与垄断，要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垄断与竞争这两

种经济现象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无论是过度竞争，还是垄断，都无法实

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既要保护有效竞争，同时又要反对垄断。 

第三部分是资本主义经济篇，主要介绍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剩余价值生产及分配理论，资本

主义下的企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及资本主义的历史

地位和发展趋势。共分为六个章节。学习第八章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要了解资

本主义制度的形成，深刻理解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生产和分

配的基本规律，明确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在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的问题上极

易出辨析题，所以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本章的专业性名词较多，容易出名词解释，主义理解和记忆。

学习第九章资本主义的分配，正确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

分配关系，认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实质。注意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资本主义工资的实质是劳动

力的价值或价格；注意三个转化，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

格，理解名词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理解商业利润、借贷利息和地租的本质，以防出辨析题。学习第

十章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掌握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了解并分析

现代股份公司的所有制和产权关系；跟踪在当代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企业组织形式和治理

结构发生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学会正确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综合来看，我认

为第一、二节了解认识即可，重点在第三节企业组织与治理结构。其中企业组织的创新曾经考过简

答题。学习第十一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要正确理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

认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深刻把握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经济运行的特征。我认为

本章为非重点章，建议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记大点，并在其基础上加以发挥。学习第十二章经济

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实质及其后果；进一步加深对资本主义

经济制度的本质、发展趋势及其内在矛盾的认识。学习第十三章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基本矛盾；明确资本主义积累与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经济

危机周期性地爆发；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必定会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的信念。重点理解平均利润的

下降趋势并不排斥利润总量的绝对增加，此知识点出过辨析题。 

第四部分是社会主义经济篇，与我国的现实联系相当紧密，要着重理解和把握一些基本概念和

理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初级阶段理论及基本经济制度、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体制改革、微观基础、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

会主义经济中的对外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通过学习我们应该正

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微观基础和宏观调控理论。 

具体来讲，学习第十四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要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与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必然性和过程；认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

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般特征有进一步的认识。掌握运用

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进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一切从实

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提高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自觉性。学习第十五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要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的

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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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及其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学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紧

紧围绕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探索深化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的途径和措施；努力掌握一切从实

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其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曾经出过辨析题，要

注意把握。还要着重理解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学习第十六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体制

改革，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的功能、市场体系的内涵、市

场规则和市场秩序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建立和完善。思考运用现代市场经

济的有关知识，进一步探索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和措施。学习第十七章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所包含的主要对象；正确理解各微观主体

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要正确理解中国国有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探讨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途径。个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本章重点，要多看几遍。

学习第十八章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了解与掌握社会总供给、社会总需求的涵义；社会总需求和

总供给平衡的条件；社会总供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总供

求失衡的可能性和形式。同时，提高应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来观察、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和处

理宏观经济问题的能力。学习第十九章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掌握经济增长、经

济发展的有关知识，包括：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

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的转变，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城镇化，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等问题，积极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波动

的规律性和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与措施。学习第二十章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

主义经济中的对外经济关系，理解与掌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的必要性、理论依据和客观依据；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形式和战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利

用外资等基本理论和知识；对外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总量平衡的条件和失衡的可能性

以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学习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掌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内含及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波

动；政府调控模式的分类和选择调控模式的依据；积极激励同学们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

政策等有关知识，来探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宏观调控体系改革、以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途径

和措施。 

2．对西方经济学部分重要知识点的分析 

（1）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各部分组成以及每部分及章节

重点的分析如下： 

内容 包括的大纲章节 

第一部分 微观经济学 

一、引论 

二、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概述以及有关的基本概念 

三、效用论 

四、生产论 

五、成本论 

六、完全竞争市场 

七、不完全竞争市场 

八、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需求方面 

九、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供给方面 

十、 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 

十一、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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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宏观经济学 

十二、国民收入核算 

十三、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十四、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 

十五、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十六、宏观经济政策实践 

十七、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十八、失业与通货膨胀 

十九、国际经济的基本知识 

二十、国际经济部门的作用 

二十一、知识增长和经济周期理论 

二十二、宏观经济学在目前的争论和共识 

二十三、西方经济学与中国 

 

（2）部分总结及章节重点分析 

对比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体系相对清晰、明朗、连贯性较好，比较容易理解记忆。

宏观经济学显得有点散，知识点较多，有的内容不太好理解。现在把宏观经济学分为五大板块来记。

凯恩斯续期理论（十二、十三、十四章）、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十四、十五章）、失业和通胀理论

（十七、十八章）、国际经济理论（十九、二十章）、经济增长理论（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主要介

绍宏观经济学在目前的争论和共识，主要介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两大派别

在总供给曲线上的分歧及某些共识。二十三章作为了解内容看一下就可以了。下面分析一下每章需

要重点把握的内容。 

微观部分 

第一章 引论 

这一章只是了解性的内容，考试时不会涉及。 

第二章 需求和供给曲线 

本章主要内容是需求和供给曲线,内容较简单，大家只需掌握基本概念即可。以下术语可能会考

名词解释：需求函数，需求曲线，需求弹性（包括价格弹性和交*弹性），供给函数，供给曲线，供

给弹性，恩格尔定律，等等，但考试几率较小，不过这些概念都比较基本，所以掌握也比较容易。

同时要了解影响需求，供给弹性的因素。总体上来说，本章考点不多。 

第三章效用论（重要） 

本章重要知识点较多。 

（1）如下术语容易出名词解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消费者均衡，消费者剩余，无差异曲线，

边际替代率， 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预算约束线，补偿预算线，三个曲线（价格消费曲线，收入消

费曲线，恩格尔曲线）[三个曲线容易出名词解释]回答时要把曲线画出来，直观清晰，替代效应和

收入效应，低档物品，吉芬物品。 

（2）常见的问答题： 

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的比较；正常物品，低档物品，吉芬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需

求曲线的推导（序数效用论由价格消费曲线推导；基数效用论由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边际效用递减

来推导）；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需求曲线上的每一点都满足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预

算约束线的含义（回答时要画曲线）注：回答名词解释时遇到有曲线的最好把曲线画出来！ 

第四章 生产论 

本章也比较重要，复习的时候要与成本论结合起来，相互对照，相互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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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概念:生产函数（包括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TP, MP, AP，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边

际技术替代率，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等产量曲线，等成本线边际技术替代率，边际技术替代

率递减规律，等斜线，扩展线，规模报酬递增，递减，不变 

（2）以下重要知识点容易出问答题：生产要素最优组合与利润最大化的关系,利润函数，利润

最大化的条件；既定成本下的产量最大化，既定产量下的成本最小化的条件；短期生产的三个阶段

（第二阶段是生产者进行短期生产的决策期间）；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原理对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启示；注：分析问题时要注意学会用图表分析，那书本上相联系的曲线都画出来，由曲线再联

系到相关的原理，图表曲线可以把所学知识系统的串起来。本章有可能与后几章结合出计算题（生

产函数） 

    第五章 成本论 

    本章与上一章应当联系起来看，总结比较一下两章的关系。 

（1）本章重要的概念有：机会成本，显成本，隐性成本，六个曲线（总成本，总可变成本，平

均成本，平均可变成本，平均不变成本，边际成本曲线）要把六个曲线在图上都画出来，找出它们

的关系。，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又称内在经济和内在不经济） 

（2）重要知识点：边际成本曲线先降后升的 U 型特征（由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决定），边际产量

和边际成本的关系（MC=w/MPL），平均产量和平均可变成本的关系（AVC=w/APL）；长期平均成本线

下降后上升的 U 型特征（由于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作用），注：本章有可能与生产论等结合出

计算题（关于几个成本的计算） 

第六章 完全竞争市场（重要） 

注：要注意总结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四种市场的比较，各种市场的特征，

条件，需求曲线，价格和产量的决定，效率的比较等等。 

（1）重要概念（名词解释）：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结合看，再联系福利经济学），消费

者统治（不太常见，在本章最后一节） 

（2）重要知识点：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完全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的形状及原因；厂商实现利

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MR=MC）；为什么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根据供给曲

线的定义，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单个厂商的短期供给曲线是厂商的平均变动成本以上的边际成本曲

线。这条曲线上的每一个点，都表示了厂商在既定的市场价格下对产量的利润最大化的选择。由于

边际产量递减规律的作用，厂商的边际成本曲线是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

衡的各种情况(AR>AC,AR=AC,AC>AR>AVC,AR=AVC,AR<AVC)及均衡条件（MR=SMC）；完全竞争厂商的短

期供给曲线的形状（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他表示了商品的价格和供给

量之间同方向变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供给曲线表示厂商在每一个价格水平

的供给量是能够给他带来最大利润或最小亏损的最优产量。）；完全竞争厂商的长期均衡条件；完

全竞争行业的长期供给曲线 

（3）本章可能会有关于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等的计算。 

第七章 不完全竞争市场(重要) 

（1）名词解释：自然垄断，价格歧视；納什均衡，占优策略均衡，边际收益 MR=P(1-1/ed)此公

式在计算题中经常用到。（重要）注：在答名词解释时，要考虑到其内涵和外延，不能只答其定义，

要把其包含的情况，产生的原因以及影响列出来，有时还需举例说明。 

（2）重要知识点：注：要注意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比较对照（比较其条件，效率，

需求曲线的情况等，；垄断厂商只有在 MR=SMC 的均衡点上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掌握其原因以及在

短期均衡点上可以获得最大利润，也可以利润为零，也可以蒙受最小亏损）；垄断厂商为什么没有

供给曲线？；垄断竞争市场的条件，厂商的需求曲线（注意有两条：d 和 D 曲线）；垄断竞争厂商的

短长期均衡条件以及利润情况；寡头市场的特征；古诺模型和斯威齐模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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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需求方面（重要） 

（1）重要概念：引致需求，边际产品（MP），边际产品价值[注意与边际收益产品的比较记忆]，

边际收益产品，VMP=MP*P（注意：这个 P 是产品的价格，不是要素的），MRP=MR*MP  MR=Q*dP/dq + 

P(常用)，卖方垄断；买方垄断（厂商在要素市场上是垄断者，在产品市场上是完全竞争者），边际

要素成本（MFC）MFC=W(L)+L*dw(L)/dl (重要) 

（2）重要知识点： 

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使用要素的原则?(要画出图进行分析，完全竞争厂商对生产要素 L 的需求

函数反映的是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完全竞争厂商对要素 L 的需求量与要素价格 W 之间的关系。在根

据公式 P*MP（L）=W 得到结论随着要素价格的上升，厂商对要素的最佳使用量即需求量将下降。从

而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对单一要素的需求曲线将与其边际产品价值曲线完全重合。但同一条线

在这两个场合的含义却是截然不同的。作为边际产品价值曲线，L 表示要素使用量，自变量为 L；而

作为要素需求曲线，L 是表示最优要素使用量或要素需求量，自变量是 W)；方垄断厂商的要素使用

原则 

第九章 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供给方面 

（1）重要概念：价格扩展线；租金；准租金(画图表示，适用于短期分析)；经济租金（画图表

示，适用于长期分析，注意与准租金的对照分析，租金实际上是经济租金的一种特例，即当要素供

给曲线垂直时的经济租金，而经济租金则是更为一般的概念）；基尼系数（先把洛伦兹曲线画出来，

解释其意义，然后 G=A/（A+B），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现在已经超过 0.45 ） 

（2）其他知识点：劳动供给曲线为什么会向后弯曲？土地的供给曲线（图形表示）；资本的供

给曲线 

 

第十章 一般均衡论和福利经济学 

（1）重要概念：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实证经济学（研究实际经济体系是怎样运行的，它对经

济行为做出有关的假设，根据假设分析和陈述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并试图对结论进行检验。回答“是

什么”的问题。再举例说明）；规范经济学；帕累托标准，帕累托最优状态，帕累托改进；交换的

契约曲线 ；生产的契约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边际转换率；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福利函数；不

可能性定理（了解，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有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

注：只要是遇到曲线的，首先把曲线图画出来。 

（2）其他知识点：生产的最优条件，交换的最优条件，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这一部

分内容最好要能画图，并讲出图形所说明的经济意义。 

第十一章 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重要） 

（1）重要概念：市场失灵；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公共物品；免费乘车者（不负担一揽子支

付而享受低价格的好处）；纯损；寻租（为获得和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得到垄断利润亦即垄断租金的

活动）；逆向选择；道德风险 

（2）其他知识点：垄断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及其对策；外部影响如何导致市场失灵？（外部经

济和外部不经济，分别用图表示） 政府应采取的措施（02 年政经）；西方经济学的产权和马克思的

产权的区别（05 年复试中综合面试提到）[西方经济学的产权在政治中就可找到，马克思的需要看高

级政治经济学] 

宏观部分  

宏观部分中内容较多，而且比较难学，在学习时要注意联系比较记忆，比如说各个流派（凯恩

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区别和联系等。 

第十二章 西方国民收入核算 

本章主要是一些基本概念，有时会涉及关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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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GDP，NDP,NI,PI,DPI；名义 GDP 和实际 GDP；最终产品；重置投资（用于重置资本

设备的投资）；消费，投资，物质磨损，精神磨损（资本老化带来的）[这些比较基本，考试可能性

不太大]；重要公式：从支出角度看 Y=C+I+G+（X-M）；从收入角度看 Y=C+S+T+K。这两公式在计算

中会用到。 

第十三章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本章以基本概念和计算为主，很少涉及到问答。 

（1）重要概念：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边际储蓄倾向和平均储蓄倾向（注意：

APC+APS=1;MPC+MPS=1）；消费函数 

(2)计算：注意记忆几个乘数公式以及均衡收入公式：投资乘数 K=1/(1-MPC) ；部门中：政府

购买乘数 kg=1/(1-MPC)（02 年，推导）税收乘数 KT=- MPC/( 1- MPC)；政府转移支付乘数 ktr= MPC/(1- 

MPC) 平衡预算乘数=1（00 年政经）；四部门经济中的乘数（了解） 

第十四章 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 

（1）重要概念：货币中性（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并不影响实际变量，02 年西经）；自主投资；

交易动机，谨慎动机，投机动机；有效需求（02 年）；资本边际效率（02 年政经）；加速原理（重

要）；资本的边际效率，IS 曲线（02 年西经），LM 曲线；流动偏好陷阱；货币供给 

（2）其他知识点：掌握 IS 曲线的推导过程，代数表达式以及 IS 曲线移动产生的影响；掌握

LM 曲线的推导过程，代数表达式以及 LM 曲线移动产生的影响；货币需求函数 L=ky-hr 以及货币需求

曲线；IS-LM 曲线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非均衡情况；要掌握教材中第六节凯恩斯的

基本理论框架中的那个图表，即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纲要，这样有助于理解整个体系。 

第十五章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重要） 

本章为宏观中很重要的一章，考试多次涉及，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析，其中主要用

到 IS和 LM 曲线的分析方法。 

（1）重要概念：挤出效应（99 年，01 年，回答时要全面）；货币幻觉（人们不是对实际价值

作出反应，而是对用货币表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政府为制止一般价格水平的上

升而采取的强制或非强制的限制货币工资和价格的政策）；财政政策乘数( 在实际货币供给量不变

时，政府收支的变化能使国民收入变动多少)和货币政策乘数(当 IS 曲线不变或者说产品市场均衡情

况不变时，实际货币供给量变化能使均衡收入变动多少)；货币政策乘数 

（2）其他概念（要把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内容全部理解，彻底掌握）用 IS-LM 模型分析财政政策

效果大小（因 IS 斜率而异，IS 斜率主要由投资的利率系数所决定，IS 越平坦，表示投资的利率系

数越大，即利率变动一定幅度所引起的投资变动的幅度越大。若投资对利率反应较敏感，一项扩张

性的财政政策是利率上升时，就会使私人投资下降很多，就是“挤出效应”越大，因此，IS 越平坦，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被挤出的私人投资就越多，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得就越少，即政策效果越小。

其他分析类似。00 年政经）；影响挤出效应大小的因素；用 IS-LM 模型分析货币政策效果的大小（类

似上边的财政政策）（04 年）；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极端情况；在何种情

况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3）本章有可能会出关于 IS和 LM 曲线方程的计算题。 

第十六章 宏观经济政策实践 

本章有很多的重要名词解释，在考试中经常出现。 

（1）重要概念：充分就业；摩檫性失业，非自愿失业，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奥肯定律；

自然失业率（03 年,00 年，重要，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

力量作用时，总需求和总供给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一般在 4%-6%之间）；自动稳定器；斟酌使用

的或权衡性的财政政策；功能财政；周期平衡预算；充分就业预算盈余；准备金率，法定准备金率，

超额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道义劝告；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2）其他知识点：货币政策的工具（再贴现率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变动法定准备金率，02

年政经）；货币主义为什么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比较凯恩斯与货币主义的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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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重要） 

（1）重要概念：总需求；总需求函数；利率效应，实际余额效应；潜在就业量或充分就业量，

潜在产量或充分就业的产量；货币中性（重要，在古典供给条件下，名义货币的增加将促使价格水

平上升同一比例而实际利率和实际产出不变，将货币存量的变动只导致价格水平的变动而实际产量

无一发生变化的这种情况称为货币中性）；总供给曲线（在以价格水平为纵坐标，总产量为横坐标

的坐标系中，总计函数的几何表示即为总供给曲线） 

（2）其他知识点：总需求曲线的推导过程；凯恩斯主义的总供给曲线（99 年，01 年国经，世经，

重要，掌握形状，以及推导过程，用图形转换的办法得到）；长期总供给曲线的形状及原因；凯恩

斯主义对经济波动的解释（教材中这一节全部掌握）；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移动效应（教材

中这一节全部掌握），短期总供给模型存在四个方程和长期总供给模型的四个方程的对比 

第十八章 失业与通货膨胀 

（1）重要概念：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温和的通货膨胀，奔腾的通货膨胀，超级通货膨胀；

平衡的通货膨胀，非平衡的通货膨胀；惯性的通货膨胀；消费者价格指数；需求拉动通货膨胀，成

本推动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螺旋；价格调整曲线，有预期的价格调整曲线；菲利

普斯曲线（98 年，画出曲线，在宏观经济学中，价格调整曲线又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西方经济学

家认为，货币工资率的提高是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即货币工资率的增加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加，

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所以，菲利普斯曲线成为当代经济学家用以表示失业率和通货

膨胀之间此消彼长、相互交替的关系的曲线。）；动态总需求曲线（02 年，曲线，通货膨胀率与总

需求变化的关系，可以从 IS-LM 模型中推导出来。在有关变量和参数既定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与

总需求之间存在方向相反的关系，其位置取决于包括上期产量水平、货币增长率和自发支出变化在

内的多种因素。）；动态总供给曲线；牺牲率；收入政策；异端稳定计划 

（2）其他知识点：经济的动态调整过程；说明通货膨胀的种类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西方有哪些

对付通货膨胀的方法 

第十九章 国际经济的基本知识 

本章属了解性内容，近年来并未有考题涉及，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知识点：比较优势理论；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汇率 

第二十章 国际经济部门的作用 

知识点：汇率（直接标价法，间接标价法），实际汇率；汇率制度；购买力平价理论（同一价

格定律）；净出口函数；国际收支；净资本流出或资本账户差额（F）；国际收支差额（BP，重要，

98 年，02 年，先画出 BP 曲线，国际收支差额=净出口-净资本流出，BP=nx-F，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定

义，一国国际收支平衡也称为外部均衡，是指一国国际收支差额为零，即 BP=0）；了解 IS-LM-BP 模

型 

第二十一章 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理论（重要） 

（1）重要概念：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自然增长率；黄金分割率；资本的产出弹性（01 年政

经，增长率的分解式中资本的增长率前边的系数，详见教材第一节）；经济周期；加速原理（重要，

在宏观经济学中，产量水平的变动和投资支出数量之间的关系被称为加速原理。一、增加一单位产

量所需要增加的资本量为加速系数，加速系数=资本产量/产量增量=投资/收入增量，加速系数表示

收入和消费变动对投资的影响，取决于技术工艺的数量关系，即生产一定数量的最终产品所需要的

资本数量，因此，加速系数可看作是倒过来的乘数。二、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加速系数的数

值与资本-产量比率相同。三、加速系数同乘数的相互作用是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之一，但由

于加速原理作用的前提条件是生产资料的全部运转，因此，在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加速系数不起

作用。） 

（2）其他知识点：比较哈罗德-多马模型和新古典增长理论；哈罗德模型和凯恩斯的比较；评述

哈罗德模型；评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乘数-加速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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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宏观经济学在目前的争论和共识 

本章主要内容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观点，要注意两个学派之

间观点的对比。 

（1）重要概念：交易方程；理性预期；市场出清；李嘉图等价定理；菜单成本（00 年，厂商改

变价格，需要重新印刷它的产品价格表，向客户通报改变价格的信息和理由，所有这一切都会引起

一笔开支或费用，正和饭馆由于价格变动而重新印制菜单价目表一样。虽成本数值不是很大，但是

如果菜单价目表变动次数很多，也会给厂商带来一些不利之处。它是新凯恩斯主义为反击新古典宏

观经济学的批判，并证明其所主张的价格刚性的重要理由）；工资黏性；效率工资论；自然率假说；

永久性作用（经济萧条状态的长时期存在可以对自然率的数值造成永久性的作用） 

（2）其他知识点：新古典模型；新货币数量论；货币主义的主要观点及主张；新古典宏观经济

学的基本假设和主要观点；新凯恩斯主义的主要观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分

歧；新凯恩斯主义关于工资黏性的主要理论（01 年，见教材第十节，工资黏性存在的理由：1、合同

的长期性 2、合同分批到期的性质 3、效率工资论 4、就业与失业职工的差别） 

 

■中财 802管理学综合全攻略 

一、「中财 802 管理学综合」科目简介 

802 管理学的主线就是“决策与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一切问题都是围绕这一主线展开的，

管理学知识贵在理解，难在记忆。下面介绍一下中财管理学题目特点。 

中央财经大学的 802 管理学每年试题都会有微小变化，稳重求新。但是总体难度不大，相对稳

定。中财 802 管理学试题与人大、南开、厦大等知名院校的试题相比，与时俱进是一个重要特点，

即“贴近现实管理问题热点分析”。从 2009年考查金融危机下员工培训到 2010年石油购房门到 2011

年的吉利收购沃尔沃是“蛇吞象”，每一年的案例背景信息都给考生耳目一新的感觉，让考生体会

到学以致用的重要性。另外，中财试题突出新增知识点的考查，对于大纲修订及教材新增加的部分，

考生应该特别关注。总体来说，中央财经大学 802 管理学题型每年会有微调，但大体基本不变，并

且一贯重视基础知识的考查，没有难题、偏题、怪题，只要复习仔细，把握细节，就可以做到以不

变应万变。下表是中财 802 管理学常规题型总结，请用作参考。 

题型 数目 

名词解释 5 个 

填空、连线等 每年有所调整 

不定项选择、单选、匹配题 每年有所调整 

简答 5 个 

论述 2 个 

案例 1 个 

二、中财 802 管理学综合的备考策略 

1、参考书目 

重点复习：《管理理论与实务》 赵丽芬 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参考数目：《管理学教程》 赵丽芬 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 5 月）  

《经济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 

《管理理论与实务》配套答案解析 金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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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年 802 管理学真题及答案解析 

2、时间分配及准备方法 

【7 月中旬】 

通读课本。将课本头到尾浏览一遍，基本上一天一到两章的速度快速看完，不用急于记忆，但

是需要对整本书的框架有所了解，做到心中有数。 

【8 月到 9 月】 

精度课本。一个月的时间，以两天一章的速度精读课本，利用标记的方法把整本书按照自己的

理解将重点标记在书上，为了加强印象可以随时做笔记。 

【9 月到 10 月】  

开始研究真题，并且对照真题把课本又看了一遍，这个阶段大体知道考试的重点，和题目风格，

因为每年出题的套路都是大同小意。 

【10 月-12 月】 

开始自己总结全书中的所有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并且一道一道的总结到本子上，这种

做法虽然速度有限，但是写过一遍能够加强记忆及理解。如果觉得浪费时间，可以去中财论坛寻找

资料，有前人总结过 整本书中的 名词解释 简答 论述，以及案例，可以提高效率。另外注意，中

财的管理学考的很细致入微，绝对不要抱什么侥幸心理，自认为哪个是重点，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所

有可能考的内容全部总结，不缺不漏才能万无一失。  

【1 月到考试前两天】 

真题训练，模拟考试。将所有的真题 就当模拟考试，每天做一份，并且自己规定考试时间，三

个小时认真答题，选择适合的答题速度，开始时候一般情况下三个小时答不完，但随着练习的增多，

书写速度会越来越快。 这点很关键，否则如果自己平时不搞模拟练习的话 考场上一定会有点搓手

不及的。 

【最后两天】 

考前的最后两天，不用看书，回忆每一章的内容，每一章可能考的名词解释和简答。这时应该

做到胸有成竹，知识点烂熟于心，偶尔遇到想不起来的再翻看课本，能做到这个程度主要取决于 10

月到 12 月这三个月的基本功。可以适当看下辅导书或者辅导机构的猜题押题，但是不可盲目相信。 

【考场上】 

在平时大家觉得三个小时做不完的话，不必太担心，因为事实证明，在考场上你会跟平时自己

在自习室做模拟不一样的感觉，考场压力会使你写字速度加快，精力高度集中。有时背的不是很熟

或者如果模拟打不出来的时候，会在这种压力下文如泉涌的感觉。当你考完后有种大汗淋漓，胳膊

手臂酸痛的感觉，你可以开心的休息了，成绩一般不会差。 

三、学科知识体系 

按照赵丽芬的《管理理论与实务》来介绍管理学学习的知识体系。  

1.基本知识框架 

部分 内容 章节 

第 1 部分 管理概论 第 1、2、3 章 

第 2 部分 计划 第 4、5、6、7 章 

第 3 部分 组织 第 8、9、10 章 

第 4 部分 领导 第 11、12、13、14 章 

第 5 部分 控制 第 15、16 章 

第 6 部分 管理发展 第 17、1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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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知识点 

第一章 管理概述 

【知识点 1】管理的概念、性质和作用 

一、管理的概念：管理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下，管理者通过执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职能，

整合组织中的各种资源，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过程。 

二、管理的性质：（一）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二）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三、管理的作用 

【知识点 2】管理的职能 

（一）计划职能（Planning），（二）组织职能（Organizing） 

（三）领导职能（Leading），（四）控制职能（Controlling） 

【知识点 3】管理者 

一、管理者的定义；二、管理者的角色；三、管理者的技能 

第二章 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知识点 1】早期的管理思想 

  亚当斯密的管理思想：劳动分工（专业分工、产业分工、地区分工），经济人查尔斯·巴贝

奇的管理思想, 罗伯特·欧文的管理思想 

【知识点 2】古典管理理论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古典组织理论；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理论 

简述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理论的观点及其官僚制的特征 

【知识点 3】西方现代管理理论 

一、行为科学理论：霍桑的人际关系学说 

二、管理科学理论 

三、热带丛林管理学派说—现代管理理论的丛林 

第三章 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建设 

【知识点 1】对社会责任的基本认识 

 一、社会责任的概念 

（一）社会责任，社会义务，社会响应。 

（二）与社会责任相关的三个概念：企业的社会契约；企业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审计 

（三）社会责任的基本要素：市场行为要素；监督行为要素；自愿行为要素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演进趋势 

福利政策阶段（20—50 年代）关注环境和有害行为（60 年代） 

道德起源运动（70—80 年代）国际贸易标准（90 年代） 

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观点： 

四、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 

【知识点 2】企业社会责任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原则 

  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关系原则；法律要求与社会要求原则；企业契约与社会契约原则 

二、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知识点 3】企业的道德建设：一、道德的内涵；二、不同的道德观；三、影响道德水平的主要

因素；四、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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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计划概述 

【知识点 1】计划的概念与特点 

一、计划的概念和内容，二、计划的特点，三、计划的作用 

【知识点 2】 计划的分类 

一、战略计划与行动计划；二、长期、中期和短期计划（相应的时间长短） 

三、具体计划与指导性计划；四、专题计划与综合计划 

【知识点 3】计划的编制过程 

【知识点 4】战略管理 

一、战略管理的概念和起源；二、战略分析；三、战略选择 

第五章 计划技术与组织实施 

【知识点 1】 

一、计划的前提—预测；二、预测分类；三、预测方法 

【知识点 2】时间管理 

一、时间管理在管理学中的含义；二、管理者的时间；三、有效的时间管理 

【知识点 3】目标管理 

一、目标的概念和内容；二、目标的特点差异性；多元性；层次性；时间性 

三、目标管理；四、目标管理的典型步骤 

第六章 决策 

【知识点 1】决策的概念与分类 

一、决策的概念；二、决策的分类；三、决策的作用 

【知识点 2】决策的过程（罗宾斯决策过程）（西蒙是将决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的） 

【知识点 3】决策方法 

（一）定性决策方法（适用于非规范化的综合决策问题） 

（二）定量决策方法（适用于常规性的程序化决策） 

【知识点 4】决策行为 

一 决策的有效性（effective decision）二 群体决策 

第七章 组织概述 

【知识点 1】组织的概念与分类  

一、组织的概念及其功能 

二、组织的分类：（一）按组织性质划分；（二）按组织形成方式划分 

【知识点 2】组织结构 

一、组织结构的概念；二、影响组织结构的主要因素 

三、组织结构的具体形式；四、组织结构的变化趋势 

【知识点 3】组织设计 

一、组织设计的内涵 

（一）组织设计的内涵：组织设计就是以组织结构安排为核心的组织系统的整体设计工作。 

（二）指导理论：静态的组织结构设计理论；动态的组织结构设计理论 

二、组织设计的任务和原则 

组织设计的任务： 建立有益于管理的组织，有效地实现组织各项目标。 

三、组织设计的内容 

（一）组织结构设计；（二）组织责权关系设计；（三）组织制度设计 

四、组织设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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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人力资源管理 

【知识点 1】人力资源管理基础 

一、人力资源的概念与特征 

（一）人力资源的概念 

（二）人力资源的特征：能动性；再生性；时效性；生产与消费的两重性；社会性 

二、人力资源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三、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 

（一）宏观人力资源管理；（二）微观人力资源管理 

【知识点 2】人力资源规划 

一、人力资源规划概念 

二、人力资源规划的内容 

（一）人力资源的整体规划（二）人力资源业务计划 

三、人力资源规划的基本程序 

【知识点 3】员工招聘 

一、招聘的作用与程序 

二、人员选拔：（一）内部选拔；（二）外部选拔 

三、人员录用：背景调查 ；健康检查；签定试用协议 ；注册报到 

【知识点 4】员工的培训与发展 

一、员工培训的目的与内容二、员工的培训方法 

【知识点 5】绩效评估 

一、绩效评估的目的与标准；二、绩效评估的方法；三、绩效评估的实施 

第九章 组织文化与管理 

【知识点 1】组织文化建设与管理 

一、组织文化的概念与特征；二、组织文化的结构与内容 

三、组织文化的功能；四、组织文化的塑造（当前许多组织导入ＣＩＳ系统） 

【知识点 2】组织变革的基本规律 

一、组织变革的动因 

二、组织变革的推动力量 

【知识点 3】组织变革管理 

一、变革的阻力：现状考察；职务分析 

二、变革阻力的产生的原因 

三、排除组织变革阻力的方法 

（一）增进内部沟通（二）加强教育培训（三）发动全员参与（四）把握策略与时机 

【知识点四】组织变革的内容与程序 

一、组织变革的内容；二、组织变革的程序；三、组织变革方式 

第十章 领导概述  

【知识点 1】领导概述及其职能 

一、领导的概念 

（一）领导： 领导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或群体内，为实现组织预定目标，领导者运用其法定权

力和自身影响力影响被领导者的行为，并将其导向组织目标的过程。 

（二）领导者：领导者是指担任某项职务、扮演某种领导角色，并实现领导过程的人。 

      领导＝领导者×被领导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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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领导的特点：领导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领导是一种“投入”和“产出”；领导是

领导者、被领导者及环境的函数；领导作用的“互惠效应” 

（四）领导与管理的区别联系 

二、领导职能 

（一）目标确立职能（二）总体规划职能（三）激励职能 

（四）监督指导职能（五）协调控制职能 

【知识点 2】领导者的权威 

一、领导者的权威的影响因素 

   领导的实质：是在人际交往中影响和改变他人心理和行为的能力，领导的基础是权威。 

   领导的权威来源：权利性影响因素；非权利性影响因素 

【知识点 3】人性假设与领导理论 

一、人性假设；二、领导作风与领导行为理论；三、领导权变理论 

一、菲得勒有效领导的权变模型 

二、豪斯的通路—目标模型理论  

三、卡曼的领导生命周期理论  

第十一章 激励原理  

【知识点 1】激励的概念及其作用 

一、激励的概念 

(一）激励的概念 

    激励指的是激发人的动机，诱导人的行为，使其发挥内在潜力，为实现所追求的目标而努

力的过程。激励的特性：相容性、奖惩性、过程性、可变性 

二、激励的作用 

【知识点 2】个体及群里行为分析 

一、个体行为分析；二、群体行为分析 

【知识点 3】激励过程 

一、需要（一）需要的概念：需要是个体对其生活和发展的某些条件感到缺乏而力求获得满足

的一种心理现象。（二）需要的特点：针对性；复杂性；发展性；重复性；竞争性；驱动性（三）

需要与个体行为 

二、动机 

三、行为与激励 

1.行为的概念及特征 2.激励过程 

第十二章 激励理论 

本章节的知识点讲述采取综合的办法。 

（二）物质激励法：晋升工资、颁发奖金、实物奖励、分红、员工股份制和产权激励 

一．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二．赫茨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 

三．麦克利兰的三种需要理论（后天需要理论） 

四．斯金纳的强化理论 

五．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社会比较理论） 

六．弗鲁姆的期望理论 

七．波特和劳勒的期望激励理论 

八．激励的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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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常用的激励方法 

第十三章 沟通与冲突管理  

【知识点 1】沟通原理 

一、沟通的概念及其过程 

沟通是指信息或想法的传递过程，其目的在于激励和影响他人的行为。 

沟通的定义：沟通就是指信息发送者通过一定的渠道，把信息传递给其他人的活动。沟通有双

向和单向。沟通具有感情色彩，不同于信息传递和信息反馈。  

（一）沟通的作用 

（二）沟通的过程：沟通有发送过程、传递过程和接受过程。 

二、沟通的类别 

三、组织内部的沟通：（一）人际沟通（二）团队沟通 

三、组织之间的沟通 

组织沟通：组织为了实现目标与其他组织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 

【知识点 2】组织沟通的原理 

一、有效沟通的障碍，二、有效沟通的实现 

【知识点 3】组织冲突与谈判 

一、产生冲突的原因 

（一）关于冲突的不同观点 

（二）冲突原因的具体分析： 沟通差异、结构差异、个体差异 

二、冲突管理：处理管理冲突的方式 

三、有效谈判的实施 

（一）谈判策略（二）阻碍有效谈判的决策偏见（三）开发有效的谈判技能 

第十四章 控制概述 

【知识点 1】控制的概念 

一 定义：管理者运用事先制定的标准，衡量实际工作绩效，寻找偏差及其产生的原因，并采取

纠正措施的过程。 

二 一般管理与管理控制的关系：（一）共同点，（二）区别 

【知识点 2】控制的分类与原则 

一、控制的分类 

二、控制的原则（重点） 

（一）计划控制原则（二）组织适宜性原则（三）及时控制原则（四）重点控制原则（五）关

键点控制原则（六）直接控制原则（七）例外控制原则（八）灵活控制原则（九）经济性控制

原则 

【知识点 3】控制过程 

控制标准—偏差信息—矫正措施是控制工作的三项基本要素 

【知识点 4】有效控制的前提 

一、控制必须有一个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计划 

二、控制应有专司控制职能的组织机构和人员 

三、组织中控制系统的控制对象是整个组织的活动 

四、控制必须要有畅通的信息反馈渠道 

第十五章 控制方法 

【知识点 1】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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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的编制 

预算就是以财务数据为主要形式把组织任务具体化、将资源分配给特定活动的数字计划。 

预算控制就是主管部门或主管人员依据组织规定，对照预算规定的收支标准，逐项监督和检查

下属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保证各部门完成计划，达到对组织资源的综合开发和有效利用。 

二、预算的种类（一）收入预算（二）费用预算（三）利润预算（四）现金预算（五）投资预

算（六）可变预算 

三、预算的作用及其特点： 

【知识点 2】生产控制 

生产控制主要包括：供应商控制�库存控制�质量控制�时间控制 

一、对供应商的控制；二、库存控制；三、质量控制；四、时间控制 

时间控制通常使用时间网络分析法，与项目管理紧密结合。 

【知识点 3】其他控制方法 

一、比率分析：（一）财务比率（二）经营比率 

二、经营审计：（一）外部审计（二）内部审计（三）管理审计 

第十六章 管理前沿 

【知识点 1】知识经济发展对其管理的影响 

一、知识经济的内涵 

知识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后出现的又以个崭新的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建立在知识和信

息的生产、处理、传播、应用基础上的经济。 

二、知识经济向传统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知识经济为管理变革与创新奠定了现实基础 

【知识点 2】管理变革与创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流程再造——管理变革与创新的最新构想 

二、知识管理—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 

【知识点 3】21 世纪管理发展大趋势 

第十七章 企业管理实践的国际比较 

一 美国企业管理的一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二 日本企业管理的一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三、美日企业管理差异的文化根源 

四 中国企业管理的演进及其发展趋势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传统企业管理及其文化背景 

（二）、中国企业管理现状及其文化背景 

（三）、加入ＷＴＯ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影响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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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介绍  

（一）经济学院简介 

1953 年，原华中工学院建校，成立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81年，原华中工学院成立经济研究所；

1983 年，原华中工学院成立经济与管理工程系；1985 年，原华中工学院成立经济管理学院，下设经

济学系、数量经济学系、管理工程系、社会学系；1988 年，原华中理工大学成立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1994 年 4 月，分别组建原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由原经济学系、数量经济学

系、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组成；2000 年 6 月，原华中理工大学与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建学院组

建新校，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硕士学位授予专业如下，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招生专业有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二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招生专业有数量经济学、金融学、国际

贸易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劳动经济学等二级学科。现有在校硕士研究

生 300 多人。 

在刚刚结束的“十一五”期间，学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其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有了较大的提

高。如：学院新大楼的建成，西方经济学成为全国重点学科，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实现零的

突破，学院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同时获批，学院期间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三项重

大项目等等，这些都将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成为你们的选择添加上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二）师资力量 

学院现有在岗教师50余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24人；博士生导师15人；80%以上的教师具

有博士学位，70%以上的教师具有出国进修或者访问半年以上的经历。还聘请了石寿永、田国强、艾

春荣、谭国富、徐滇庆、宋敏、夏振坤、谢伏瞻、巴曙松等国内外知名学者担任兼职博士生导师。 

学院一直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同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日本、俄罗斯、澳大

利亚等国以及港澳台地区的许多同行保持学术联系。学院每年都邀请不少海外学者前来讲学，曾经

来访的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有阿罗（Kenneth Arrow）、西蒙 （Herbert Simon）、克莱茵（Lawrence Klein）、

赫克曼（James J. Heckman）、麦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赫尔维兹（Lenid Hurwicz）、邹

至庄、刘遵义、顾应昌、张五常、戈登（Myron J. Gordon）、阿德曼（Irma Adelman）、杜塔 （Manoranjan 

Dutta）、帕金斯（Dwight Perkins）、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卡塞尔（Dieter Cassel）、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深度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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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瑞（David Hendry）、拉丰（J.J.Laffont）等。 

 

（三）专业介绍 

金融学专业的主要研究方向为：01公司财务 02货币银行学 03金融工程 04证券投资 05国际金融 

（四）招录情况 

                            经济学院历年录取人数及分数线 

年份     初试分数线      报考人数      录取人数 

2009       330      500人左右 125 

2010       330      500-600 126 

2011 

 

      360（学术） 

      310（专硕） 

       ---- 98 

41 

其中。2011年招收的硕士中，98人属于学术型硕士，41人属于专业型硕士。金融学专业的初试

不单独划线，但内部线一般比院线高5%-10%左右，2009年金融学招收35人左右，最低录取分数为342，

2010年金融学招收33人，最低录取分数347，2011年金融学招收了30人。2011年开始招收专业硕士，

学制为2年，学术型研究生学制为2.5年。华科大经济学院一向以偏重数理方向而出名，在这面大旗

下汇集了一批潜心学术的学者，其中以王少平教授、简志宏教授、范子英副教授、杨继生副教授等

成果最为突出，范子英副教授已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2篇，在其他B类权威上发表了若干

篇，有意投身学术的同学可以报考他的研究生。金融系还有欧阳红兵副教授、孔东民副教授等专注

于研究的优秀老师值得报考。 

总体来说，华科大经济学院依托于华科大这个985、211大学的平台，适逢种种机会，顺应时代

潮流，不断壮大，逐渐走出了自己的风格，与武大、财大在经济学方面各有千秋，如果同学们想潜

心学术或想刷新本科学校的，华科大经济学院是你们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华科 853宏微观经济综合全攻略 

第一部分 概要 

一、考试科目分析 

853宏微观经济学是华中科技大学适用于所由经济非专业硕士生必考的专业基础，其考试要求达

到高等学校优秀本科毕业生的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较好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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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答题时间：180 分钟 

（3）各部分内容的考试比例 

微观经济学：50% 

宏观经济学：50% 

（4）题型比例 

选择题（单选）约20 分 

判断题（并说明理由）约30 分 

计算题（约4题）约10 分 

问答题（4-6题，每题10-20 分)）约60 分 

简要分析： 

选择题：考的都是基础知识点的运用，会夹带一点小计算，但主要是考察同学们对概念的理解

程度，不是很难，但概念不清的话做题会模棱两可。 

判断题：对于这一题型，其实考生在复习的过程中也并不陌生。此题型就是对基本概念和范围

考察的延伸，考生在复习中，需要注重总结、比较和分析相近概念和类似的范畴。在平时看书时，

要有意识培养自己批判思维的习惯，什么问题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做到这一程度应对判断题

就轻而易举了。 

计算题：指定参考书目的计算题的考点相对比较集中，因而相对也比较好从微观上把握出题的

知识点。同时，经济类计算题的计算过程不会烦琐，毕竟不是考数学分析过程。考生平常在复习的

过程中，注重计算考点的计算方法和技巧，此部分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但是，此部分，需要考生

有良好的分析问题的能力。 

简答题：此类题型分值较大，在总分中所占比值较大，需要引起考生的重视。但是通过近两年

真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重要知识点会反覆地进行考察，换汤不换药。因此，虽然此题型的分

值高，但是如果对重点考点有了充分和全面的掌握，此部分的难度就有所下降。同时，分值的比重

之大，也要求考生在答题的过程中，先要详细地介绍出书本上相关理论，配合图形进行分析，然后

要结合具体题目联系实际，叙述理论如何在现实中进行运用。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 

（5）参考书目 

1. [美]哈尔·R 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八版)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2月1日) 

2. [美]曼昆，宏观经济学，第7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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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考查要点 

一、微观经济学 

（一）消费者理论 

预算集及性质，预算线及其变动，计价物，税收、补贴和配给。 

消费者偏好，关于偏好的假设，弱偏好集，无差异曲线，边际替代率及解释。 

效用函数，序数效用，基数效用，边际效用，边际效用与边际替代率的关系。 

消费者最优选择，需求束，需求函数，税收类型的选择。 

正常商品，低档商品，收入提供曲线，恩格尔曲线，普通商品，吉芬商品，价格提供曲线，需求曲

线，替代与互补，反需求函数。 

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斯勒茨基方程，需求总变动的构成，变动率，需求法则，斯勒茨基替代效应

与希克斯替代效应，补偿需求曲线。 

或有消费计划，期望效用函数，厌恶风险，偏好风险，风险中性。 

消费者剩余及其解释，消费者剩余的变化，补偿变化，等价变化，生产者剩余及其变化，计算得利

和损失。 

（二）市场 

从个人需求到市场需求，市场需求曲线，需求价格弹性，收益及其与弹性的关系，边际收益及其与

弹性的关系，需求收入弹性。 

供给曲线，市场供给曲线，竞争市场，均衡价格，经济均衡，税收对均衡的影响，税收的额外净损

失，帕累托效率。 

（三）生产、成本论 

生产要素，生产集，生产函数，等产量线，技术的特征，边际产品及其递减规律，技术替代率，长

期生产，短期生产，规模报酬及类型。 

利润，机会成本，不变要素，可变要素，准不变要素，短期利润最大化，长期利润最大化，边际产

品价值，要素需求曲线，利润最大化和规模报酬的关系。 

成本最小化，有条件的要素需求，规模报酬与成本函数的关系，长期成本函数，短期成本函数，不

变成本，准不变成本，沉没成本。 

可变成本，平均成本，平均可变成本，平均不变成本，边际成本，长期平均成本，长期边际成本，

长期成本与短期成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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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结构 

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完全竞争市场，竞争厂商的供给决策，厂商短期供给曲线，利润与生产者剩

余，厂商长期供给曲线。 

短期行业供给，短期行业均衡，长期行业供给，长期行业均衡，零利润的含义，经济租金。 

垄断，垄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成本加成定价，垄断的低效率，额外净损失，造成垄断的原因，自

然垄断，最低效率规模，卡特尔。 

价格歧视及三种类型，搭售，两部收费制，垄断竞争，产品差异化。 

要素市场，边际产品收益，买方垄断，上游垄断，下游垄断。 

寡头垄断，价格领导者，价格追随者，产量领导者，产量追随者，斯塔克尔伯格模型，古诺模型，

伯特兰竞争模型，串谋，卡特尔。 

博弈论，收益矩阵，占优策略，纳什均衡，纯策略，混合策略，囚徒困境，重复博弈，序贯博弈。 

最优反应，协调博弈，零和博弈，鹰鸽博弈，承诺博弈，讨价还价模型。 

（五）一般均衡 

局部均衡分析，一般均衡分析，埃奇沃思方框图，帕累托有效配置，契约曲线，超额需求，瓦尔拉

斯均衡，瓦尔拉斯法则，均衡与效率，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及含义，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及含义。 

鲁滨逊·克鲁索经济，生产与福利经济学定理，生产可能性集合，生产可能性边界，边际转换率。 

（六）福利经济学 

社会偏好，不可能性定理，社会福利函数，效用可能性及和，等福利线，平等配置，公平配置。 

消费外部效应，生产外部效应，科斯定理。 

公共物品及提供问题，搭便车问题，不同水平的公共物品，投票机制，克拉克税。 

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激励体系。 

二、宏观经济学 

（一）导论 

1. 宏观经济学概述 

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别，模型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灵活价格与粘性价格，经济的

衰退与萧条，真实 GDP 与失业，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市场出清与失衡，经济周期，宏观经济

政策。 

2. 宏观经济变量的度量 

GDP 的定义、度量方法及构成，真实 GDP、名义 GDP 及 GDP缩减指数，国民收入账户及国民生产

总值（GNP）、国内生产净值（NDP）、国民收入（NI）、个人收入（PI）、个人可支配收入（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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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与净出口的含义及主要构成，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

价格指数（PPI）及其与 GDP 缩减指数在计算上的差别，劳动力、劳动参与率、失业率及其计算，

劳动供给、劳动需求与劳动力市场均衡，奥肯定律。 

（二）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 

1.  国民收入的生产与分配 

    总量生产函数、生产要素与产出，规模报酬不变、递增和递减，要素的边际产品及其递减规律，

完全竞争市场与要素价格，真实工资与资本的真实租赁价格，经济利润与会计利润，消费函数

与边际消费倾向，真实利率与名义利率，国民储蓄、公共储蓄与私人储蓄，可贷资金市场及其

均衡条件，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 

2.  失业 

    自然失业率及其与离职率和找到工作的概率之间的关系，摩擦性失业、等待性失业和周期性失

业，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最低工资法、工会与效率工资假说对等待性失业的影响，结构变

动和失业救济金对摩擦性失业的影响，长期失业者，如何解释美国和欧洲的失业数据。 

3.  货币与通货膨胀 

    货币及其主要功能，法定货币与商品货币，通货膨胀与恶性通货膨胀，货币供给与货币政策，

中央银行及其公开市场业务，现钞、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宏观经济学中对货币的划分（M0、M1、

M2等），货币数量论，真实货币余额，货币需求函数，货币流通速度，铸币税，费雪方程与费雪

效应，事前与事后真实利率，磨鞋底成本与菜单成本，货币中性与古典二分法，真实变量和名

义变量，通货膨胀的经济效应。 

4.  开放经济 

    净出口与净资本流出量，贸易余额、贸易盈余与贸易赤字，小国开放经济，名义与真实汇率，

购买力平价假说，世界利率，汇率及其标价方法，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 

（三）长期增长理论 

1.  新古典增长理论 

    储蓄率及其在索洛增长模型中对产出水平和资本存量的影响，稳态及其计算，人口增长率对总

产出与人均产出的影响，黄金法则的资本水平及其计算，调整储蓄率达到黄金稳态时消费和产

出的动态调整过程。 

2.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技术进步率在索洛模型中对人均产出的影响，劳动力的效率，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内生增

长理论及其对技术进步的进一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和索洛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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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短期波动理论 

1.  经济波动概述 

    总需求与总需求冲击，总供给与总供给冲击，货币数量方程与总需求曲线右下倾斜的推导，短

期与长期中的总供给曲线。 

2.  IS-LM 模型 

    凯恩斯的简单国民收入决定图与 IS 曲线的推导，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与 LM 曲线的推导，

政府支出和税收的乘数效应，实际支出与计划支出，IS-LM模型的计算及基本的政策含义。 

3.  IS-LM 模型的政策含义 

    从 IS-LM 模型推导出右下倾斜的总需求曲线，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中

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货币传导机制，庇古效应，债务-通缩理论，价格下

降对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 

4.  总供给曲线 

    总供给曲线及其右上倾斜的理论解释，粘性工资模型，不完全信息模型，粘性价格模型，工人

错觉模型，菲利普斯曲线，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自然失业

率与迟滞效应。 

5． AS-AD 模型及其政策含义 

    AS-AD 模型的均衡，外部冲击对产出和价格的影响，AS-AD模型中的货币中性，开放经济的 AS-AD

模型。 

（五）宏观经济政策 

1.  稳定政策 

    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内部滞后和外部滞后，卢卡斯批判及其政策含义，先行指标，自动稳定器，

时间不一致性，货币主义，政治商业周期，泰勒规则，相机决策和规则决策的比较。 

2.  政府债务与预算赤字 

    资本预算，经过周期性调整的预算赤字，李嘉图等价命题及其对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质疑，政府

债务与预算赤字的经济影响，遗赠动机。 

（六）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1.  消费理论 

    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跨时预算约束，贴现，边际替代率，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生

命周期假说，预防性储蓄，持久收入假说，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借贷约束，随机游走假说，

及时享乐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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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资理论 

    企业固定投资、家庭住房投资和存货投资，新古典投资模型，折旧，资本的真实成本，净投资，

公司收入税，投资税收信贷，股票与股票市场，托宾的 q 理论，融资约束，生产均匀，作为生

产要素之一的存货，避免缺货的动机，半成品，加速数模型。 

3.  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 

    保证金，100%保证金制度，比例保证金制度，金融中介，基础货币，保证金-存款比例，现钞-

存款比例，货币乘数，高能货币，公开市场业务，过度准备金，证券投资组合理论，鲍默尔-托

宾模型，准货币，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和交易理论。 

4.  真实商业周期理论 

    真实商业周期（RBC）理论与新凯恩斯经济学，劳动的跨时替代，总需求的外部性，协调失败理

论，劳动储备，新古典经济学，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对经济波动的根源和传导机制的解释。 

补充说明：要求能够运用微宏观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