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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攻读农林经济管理、农业管理硕士研究生初试考试

科目之一。为帮助考生明确考试复习范围和有关要求，特制定本考

试大纲，适用于报考北京农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农业管理硕士研究

生的考生。

1. 了解微观经济学是通过对个体经济单位之经济行为的研究，来

说明现代西方经济社会市场机制的运行和作用，以及改善这种运行

的途径。了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把握整个宏观经

济体系的内容。

2. 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均衡价格理论、弹性理论、消费

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

衡与福利经济学以及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掌握宏观经济学中

的 NI-AE 模型、IS-LM 模型、AD-AS 模型、菲利浦斯曲线、新古典增

长模型，掌握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效果。

3. 能够应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基本分析工具和分析

方法来初步分析市场经济运行中发生的各种现象并具有一定的解决

市场经济中相应的实际问题的能力，依此考察考生是否具备进一步

深造的基本素养和潜质。正确理解当今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特

别是认识政府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背景，提高预见这些政策的

现实影响的能力。

1. 课程组成：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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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容组成：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等方面的内容约占

70%；应用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和综合知识应用题等方面的内容

约占 30%。

3. 考试题型：名词解释、计算题、问答题、分析论述题。

1. 考试方式：笔试

2. 考试时间：3 小时

1. 了解：均衡价格在现实经济中运用的一般原理；

2. 理解：价格调节、市场机制的作用。

3. 掌握：与均衡价格形成相关的系列概念及价格弹性。

4. 关键点：需求与供给；各种弹性的基本涵义及计算；应用竞争分

析。

第一节 供给与需求的市场力量

第二节 弹性及其应用

第三节 供求规律与政府政策

1. 了解：消费者是通过效用最大化来实现消费者均衡的；

2. 理解：消费均衡模型及其消费均衡的条件。

3. 掌握：效用、总效用、边际效用以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含义。

4. 关键点：效用、边际效用、边际替代率、消费者均衡；推导需求

曲线；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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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消费者行为

第二节 从个人需求到市场需求

1. 了解：生产者实现最优的途径：资源既定下的产出最大化和产出

既定下的成本最小化。

2. 理解：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规模

经济。

3. 掌握：能够用等产量曲线与等成本曲线说明产量最大化的条件和

规模，能够用产品转换曲线与等收入曲线说明产品产量的最适组

合。

4. 关键点：边际报酬递减法则；总产量、平均产量与边际产量，短

期生产的三阶段；短期成本的分类及其曲线；长期成本函数与长期

成本曲线；利润最大化原则。

第一节 企业组织

第二节 生产和生产函数

第三节 成本、收益与利润

1. 了解：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特征。

2. 理解：市场结构中四种不同的市场类型之间的主要区别。

3. 掌握：在完全竞争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上厂商最优化产量的实现

和厂商的价格决策。

4. 关键点：完全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收益曲线及短期供给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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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竞争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条件；完

全垄断市场的均衡；

第一节 完全竞争市场

第二节 完全垄断市场

1. 了解：西方社会的关于分配的一般原理。

2. 理解：工资和利息率的决定。

3. 掌握：引致需求、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含义。

4. 关键点：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及其应用；帕累托最优。

第一节 收入的决定

第二节 工资的决定

第三节 收入分配

第四节 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

5. 了解：市场机制在某些领域不能起作用或不能起有效作用。

6. 理解：与校正市场失灵相关的微观经济政策

7. 掌握：导致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垄断、外部影响、公共物品

和不完全信息

8. 关键点：外部不经济；公共物品。

第一节 外部性

第二节 公共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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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不对称信息

1. 了解：有关国民收入如何核算的—系列问题。

2. 理解：有关国民生产总值核算的一系列概念。

3. 掌握：几种核算方法。

4. 关键点：衡量宏观经济学总量的几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国民

收入的计算方法；国民收入核算中的恒等关系。

第一节 国民收入的核算

第二节 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

第三节 国民收入的循环

1. 了解：国民收入的决定因素以及经济社会的生产和收入水平是怎

样决定的。

2. 理解：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的内容及关系。

3. 掌握：国民收入决定条件和乘数理论。

4. 关键点：消费函数、储蓄函数及其关系；不同部门经济国民收

入的决定；乘数原理。

第一节 消费与储蓄

第二节 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及投资乘数

第三节 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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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IS-LM 模型。

2. 理解：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利率与国民收入之间

的相互关系。

3. 掌握：两个市场分别均衡和共同均衡的条件，公式表达，图形

表述。

4. 关键点：IS、LM 曲线的推导；IS-LM 模型：两个市场的失衡及

其调整：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体系。

第一节 IS-LM 模型分析

第二节 有关 IS-LM 曲线操纵的影响

第三节 IS-LM 曲线的极端

1. 了解：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

2. 理解：产量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

3. 掌握：总需求曲线的推导，不同的总供给曲线和不同的 AD-AS

模型的依据及特点。

4. 关键点：总需求曲线的推导；古典的总供给曲线和凯恩斯主义

总供给曲线的推导：用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分析说明均衡国民收

入、均衡就业量和价格总水平的变动。

第一节 总需求

第二节 总供给

第三节 总需求总供给分析

第四节 凯恩斯的基本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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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它们的效果。

2. 理解：两种政策的局限以及两种政策的协调使用。

3. 掌握：财政政策内容及效果和影响效果的原因，货币政策内容

及效果和影响效果的原因。

4. 关键点：财政政策和自动稳定器、挤出效应；IS、LM 曲线斜率

与财政政策效果；货币政策及局限性；IS、LM 曲线斜率与货币政策

效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混合使用。

第一节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第二节 财政政策工具及其应用

第三节 货币政策工具及其应用

第四节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

1. 了解：通货膨胀和失业是当代经济中存在的主要经济难题。

2. 理解：通货膨胀的种类、原因、效应和对策。

3. 掌握：失业的种类、原因、对策。

4. 关键点：通货膨胀的种类、原因和经济效应；失业的种类、原

因和对经济的影响；运用菲利普斯曲线说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

关系；降低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对策。

第一节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描述

第二节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成因

第三节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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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第五节 失业和通货膨胀原理述评

1. 了解：经济增长的概念、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2. 理解：经济增长的原因

3. 掌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4. 关键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第一节 经济增长概述

第二节 新古典增长理论

第三节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第四节 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

1. 微观经济学何忠伟郑春慧主编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9 年。

2. 宏观经济学何忠伟主编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6 年。

3.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第七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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