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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商业大学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 

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801               科目名称：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部分 

一、考试要求 

本考试为经济学类硕士研究生的综合基础理论课程考试。考试内容主要涵盖政治经济学

一般理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等内容。目的是考察学生对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的理解及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二、考试形式及时间 

闭卷考试，801 经济学科目总考试时间 180 分钟 

三、考试内容: 

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任务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商品：商品，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商品价值量，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的两层含义，价值规律的内容、作用和形式，劳动价值论。 

货币：货币，货币的本质及职能，货币的形式，货币流通量及其规律，通货膨胀和通货

紧缩。 

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市场经济，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市场经济的特征。 

资本主义生产：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资本总公式及其内在矛盾，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绝对剩余价值和

相对剩余价值的定义及其相互联系，劳动力商品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劳动力商品的买和卖，

资本主义工资的实质和表象。 

资本知本主义流通：资本循环，货币资本循环的内涵及其包含的三个阶段；，资本周转，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划分依据，资本循环时间、生产时间。社会资本在生产的核心问题，

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前提和实现条件， 

剩余价值的分配：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利息，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剩余

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平均利润率如何形成，生产价格形成后价值规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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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形式有什么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新变化，如何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制度。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历史趋势：资本积累的社会经济后果和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危

机及其产生的根源。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含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及其发展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内涵，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

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支持引导非公有制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内涵，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保障社会公平，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与优势，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的宏观经济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的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

域经济布局。 

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遵循，推动绿色发展，推动绿色发展的主要

路径。 

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共建“一带一路”与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四、考试题型及比例（75 分） 

   1．解释概念，20分。 

   2．简答或分析题，35分。 

   3．论述题，20分。 

五、参考书目 

1．（马工程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 4月第 2版（相近版本亦可）。 

2．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政治经济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

（相近版本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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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部分 

一、考试要求 

本考试为经济学类硕士研究生的基础理论课程考试。考试内容主要涵盖西方经济学一般

理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目的是考察学生对相关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

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的理解，及运用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具备较

好的理论基础，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形式及时间 

闭卷考试，801 经济学科目总考试时间 180 分钟 

三、考试内容 

微观经济学部分 

1．导论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的无限性和资源的稀缺性，生产可能性曲线与机会成本，选择、

制度与资源配置，经济学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内容；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的基本假

定，实证方法与规范方法。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及其关系。 

2．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 

关于需求的一般原理：需求函数，需求曲线与需求定理，需求量的变化与需求的变化，

需求弹性；关于供给的一般原理：供给函数，供给曲线与供给定理，供给量变化与供给变化，

供给弹性；均衡价格的形成，均衡价格的变动，供求定理；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均衡

价格模型的应用，最低限价与最高限价，农产品支持价格。 

3．消费者行为与需求 

基数效用论与需求曲线的导出：基数效用论特征，效用函数，总效用与边际效用，消费

者预算与消费者均衡，需求曲线的导出与消费者剩余；序数效用论与需求曲线：序数效用论

特征，无差异曲线，边际替代率，预算线，消费者均衡，收入消费线与恩格尔曲线，价格消

费线与消费者需求曲线，、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4．生产者行为理论与供给 

生产函数：技术系数，长期与短期；单一可变投入要素的生产函数：总产量、平均产量、

边际产量，生产的三个阶段与生产的合理区域，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两种可变投入要素的生

产函数：等产量曲线，边际技术替代率，长期与规模报酬；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成本函数：经济成本与经济利润，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成本方程与等成本线，产量最

大化或成本最小的均衡条件，生产扩展线；短期成本函数分类，几种短期成本曲线及其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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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短期成本曲线与短期生产函数的关系。厂商的长期成本函数及曲线，长期成本曲线与

短期成本曲线的关系，长期成本曲线与长期生产函数关系，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收益函

数：总收益、平均收益与边际收益。厂商利润最大化一般条件。 

5．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与产量 

完全竞争市场的特征，完全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与条件，收

支相抵点和停止营业点，完全竞争厂商的、行业的短期供给曲线，生产者剩余；完全竞争厂

商的长期均衡与条件，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6．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与产量垄断与成因，垄断厂商的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价格

歧视，垄断造成的社会损失，自然垄断和政府管制。 垄断竞争：产品差别，垄断竞争厂商

的短期均衡，垄断竞争厂商的长期均衡； 寡头垄断：古诺模型，斯塔克伯格模型，价格领

导模型；四种市场类型的效率比较。 

7．生产要素价格决定与使用量 

要素市场分析与分配论。厂商使用生产要素一般原则，引致需求，完全竞争 

厂商使用要素的原则，完全竞争厂商和市场对要素的需求曲线，卖方垄断市场厂商使用

要素的原则与均衡条件、买方垄断市场厂商使用要素的原则与均衡条件。双重垄断市场厂商

使用要素的原则与均衡条件。要素的供给原则，劳动的供给曲线，土地的供给曲线，资本的

供给曲线。要素价格决定，租金、准租金和经济租金；洛伦茨曲线与基尼系数 

8．一般均衡论与福利经济学 

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消费或交换的均衡、消费契约线，生产的均衡、生产 

契约线，消费与生产的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的性质，帕累托改进与最优，效用可能性

边界，社会福利函数、社会福利最大化。完全竞争符合帕雷托最优状态。公平与效率。 

9．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 

市场失灵与表现、原因，政府的作用； 公共物品与市场失灵、政府的作用 

方式； 垄断与市场失灵，政府对垄断价格和产量管制，反垄断法案与政策；外部性正

效应与负效应，政府针对外部性的政策，科斯定理、交易费用和产权界定。信息不对称，“柠

檬”市场，道德风险。 

宏观经济学部分 

1．国民收入的核算与循环 

GDP 的核算：GDP 的定义，GDP 与 GNP 的区别联系，名义 GDP 与实际 GDP，GDP 的核

算方法；GDP 的分解：国民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国民收入循环；国民经济中的其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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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一般价格水平，一般利息率水平，失业率。 

2．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总支出的构成，消费函数与储蓄函数，投资类型、投资函数；国民收入的均 

衡，自动均衡的调整过程；国民收入的变动，乘数（1-4），引致投资与加速原理；失业

缺口与紧缩缺口，均衡的调整与充分就业。 

3．货币市场的均衡 

货币的定义与货币市场；货币需求，剑桥方程、费雪方程，凯恩斯货币需求 

的三种动机，货币的总需求（函数）；货币供给，现代银行制度，中央银行的职能，准

备金，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过程，货币供给与银行乘数、基础货币；货币市场的自动均衡过

程，货币供求变动对货币市场均衡的影响；从货币市场到最终产品市场的传导机制。 

4．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 

IS 方程与曲线、表达的意义，影响 IS 曲线斜率和移动的因素、移动幅度；LM 方程与

曲线、表达的意义， LM 曲线斜率及其影响因素、LM 曲线的移动；双重均衡的形成与均衡

的变动，均衡变动的政策意义，“挤出”效应及其原因；投资陷阱、灵活偏好陷阱。 

5．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剑桥效应与古典货币理论，古典的劳动供求函数与古典的总供给曲线；凯恩斯效应与凯

恩斯总需求曲线，凯恩斯劳动供求理论、刚性工资与货币幻觉，凯恩斯的总供给曲线，新古

典综合派的总供给曲线；三重均衡模型，投资陷阱与灵活偏好陷阱两个特例；长期总供给曲

线， 工资粘性与短期总供给曲线，长短期总供给曲线的运用及意义。 

6．失业与通货膨胀 

失业与失业的类型，自然失业率，充分就业与失业，失业的代价，奥肯定律；通货膨胀

及其测度、类型，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

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菲利普斯曲线，临界点，菲利普斯曲线的恶化，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 

7．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与实践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财政 

政策：自动的财政政策（稳定器）；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

政政策，充分就业时的财政赤字（盈余），财政赤字弥补，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及与通货膨胀

关系；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工具及其运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扩张性货币政策、紧缩性

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财政政策效果与 IS 曲线和 LM 曲线斜率，财政政

策挤出效应；货币政策效果与 IS 曲线和 LM 曲线斜率，古典区域与财政政策无效，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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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与货币政策无效，折衷的观点与政策有效区间；宏观经济政

策实施中的时滞，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践。 

8．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理论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与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原理；新古典学

派的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索洛剩余与技术进步的测度；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与收入分

配；经济周期的含义与特征，经济周期理论的简要回顾，类型及其阶段，短周期、长周期、

中周期，乘数—加速数经济模型。 

9．宏观经济学在目前的争论与共识 

从菲利普斯曲线到总供给曲线；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

本假设；一个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 AD-AS 模型；新凯恩斯主义形成的理论背景和特征；名

义黏性；一个新凯恩斯主义的 AD-AS 模型；目前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共识。 

四、考试题型及比例(75 分) 

1．解释概念（15 分） 

2．简答或分析题（25 分） 

3．计算题（20 分） 

4．论述题（15 分） 

五、参考书目 

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经济学》编写组：《西方经济学》

（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第二版。（相近版本亦可） 

2．高鸿业等：《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第七版。（相近版本亦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