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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综合》（431）

一、考试性质

《金融学综合》是金融硕士(MF)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科

目之一。《金融学综合》考试要力求反映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

公平、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选拔具有发展潜

力的优秀人才入学，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具有较

强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金融专业人才。

二、考试要求

测试考生对于与金融学和公司财务相关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

掌握和运用能力。

三、考试分值

本科目满分 150分，其中，金融学部分为 90分，公司财务部分为

60分。

四、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金融学

一、货币与货币制度

●货币的职能与货币制度

●国际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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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息和利率

●利息

●利率决定理论

●利率的期限结构

三、外汇与汇率

●外汇

●汇率与汇率制度

●币值、利率与汇率

●汇率决定理论

四、金融市场与机构

●金融市场及其要素

●货币市场

●资本市场

●衍生工具市场

●金融机构(种类、功能)

五、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

●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

●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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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的风险特征

六、现代货币创造机制

●存款货币的创造机制

●中央银行职能

●中央银行体制下的货币创造过程

七、货币供求与均衡

●货币需求理论

●货币供给

●货币均衡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八、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及其目标

●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中介指标

九、国际收支与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收支

●国际储备

●国际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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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理论

●巴塞尔协议

●金融机构监管

●金融市场监管

第二部分公司财务

一、公司财务概述

●什么是公司财务

●财务管理目标

二、财务报表分析

●会计报表

●财务报表比率分析

三、长期财务规划

●销售百分比法

●外部融资与增长

四、折现与价值

●现金流与折现

●债券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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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的估值

五、资本预算

●投资决策方法

●增量现金流

●净现值运用

●资本预算中的风险分析

六、风险与收益

●风险与收益的度量

●均值方差模型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无套利定价模型

七、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贝塔(β)的估计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八、有效市场假说

●有效资本市场的概念

●有效资本市场的形式

●有效市场与公司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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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

●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

●资本结构

●MM定理

十、公司价值评估

●公司价值评估的主要方法

●三种方法的应用与比较

参考书目

1.金融学（第 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黄达等编著；

2.货币金融学（第 2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许传华等编著；

3.公司理财（第 11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美]斯蒂芬 A.罗

斯等著，吴世农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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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432）

一、考试目标

本考试旨在全面考查考生对统计学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理解与

掌握程度，以及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分析实际数据、解决复杂统计问

题的能力。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考试时不可使用任何形式的计算器。

考试时间：3小时。

试卷总分：150分。

试卷结构：

1.单项选择题（约 30分）

2.填空题（约 20分）

3.简答题（约 30分）

4.计算题（约 40分）

5.综合应用题（约 30分）

三、考试内容

统计学的基本概念：总体与样本、变量与数据、统计量等。

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展示：调查方法、数据预处理、频数分布表、

直方图、折线图、饼图等。

数据分布特征的描述：均值、中位数、众数、方差、标准差、偏

度、峰度等。

概率论基础：随机变量及其分布、数字特征（期望、方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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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定律及中心极限定理。

抽样分布：样本均值、样本比例的分布，t 分布、F分布、χ²分

布等。

参数估计：点估计与区间估计，置信区间的构建。

假设检验：基本原理、步骤，单样本与双样本的 t 检验。

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双因素方差分析。

相关与回归分析：相关系数、一元线性回归、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建立、估计、检验、预测等。

分类数据统计分析：列联表分析、卡方检验等。

时间序列的分析与预测：时间序列的组成、趋势分析、季节变动

分析等。

统计指数：指数的概念、编制方法、应用与解读。

综合应用：综合运用上述方法分析实际经济社会问题。

四、参考教材

1.统计学（第 8 版），贾俊平、何晓群、金勇进编著，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21年。

2.统计学，曾霞等编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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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专业基础》（433）

一、考试性质

《税务专业基础》是全国税务专业硕士入学初试考试的专业基础

课程。

二、考试要求

本考试旨在测试考生对税收学原理、中国税制实务和中国税收征

管制度等知识掌握的程度和运用能力。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试卷由试题和答题纸组成，答案必须写

在答题纸相应的位置上。考试时不可使用任何形式的计算器。

（三）试卷结构

税收学原理约为 40%；

中国税制实务约为 40%；

中国税收征管制度约为 20%。

（四）考试题型

名词解释、简答题、计算题、材料分析题（案例分析题）、论述

题。

四、考试内容

（一）税收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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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产品与政府税收。公共产品的含义和类型；税收的概念与

本质。

2.税收作用机制。税收内在稳定器；相机抉择；税收乘数；税收

收入效应；税收替代效应。

3.税收原则。税收的公平原则；税收的效率原则；税收的稳定原

则；税收的财政原则。

4.税收政策。税收政策目标；税收政策手段。

5.税收负担。税收负担的概念；税收负担的影响因素；税收负担

的衡量指标；税负转嫁与税负归宿。

6.税制结构。税制分类与税制结构；税制结构的国际比较；税制

结构优化。

7.商品劳务税。商品劳务税的经济意义与特征；商品劳务税的发

展趋势。

8.所得税。所得税的经济意义与特征；所得税的发展趋势。

（二）中国税制实务

1.税法概述。税法要素、现行税法体系、税法分类。

2.流转税。（1）增值税。增值税类型及优缺点；基本税制要素及

应纳税额计算方法；税收征管。（2）消费税。纳税人和征收范围；应

纳税额计算方法；消费税改革与完善。

3.所得税。（1）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和税率；所得来源地确定；

核算法下应纳税额的计算；农业项目所得、基础设施项目、节能节税

环境保护项目所得、加速折旧、加计扣除、税额抵免、创业投资抵扣

应纳税所得额和小型微利企业等税收优惠；纳税地点、纳税期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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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基本税收要素；所得来源的确定；主要税收优惠和应纳

税额计算方法；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与完善。

4.其他税类。城市维护建设税及附加的基本要素和计税方法；资

源税、环境保护税和土地增值税基本税制要素；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耕地占用税基本税制要素、计税方法和主要税收优惠；契税、

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的基本税制要素和计税方法；地方税改革展望。

（三）中国税收征管制度

1.税收管理概论。税收管理的概念、原则、内容；税收管理必要

性。

2.税收法制管理。税收立法原则；税收立法程序；税收执法责任。

3.税收征管制度。税务登记管理制度；纳税申报制度；税款征收

制度；纳税评估制度；税务行政处罚制度；税务行政救济制度。

4.纳税服务。纳税服务的基本理论；纳税服务主要内容。

五、主要参考书目

1.黄桦主编：税收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

8月；

2.林颖、马佳丽、艾华主编：税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年 8 月；

3.吴旭东主编：税收管理（第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年 5月。



13

《保险专业基础》（435）

一、考试性质

《保险专业基础》是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入学考试科目。

《保险专业基础》考试要力求反映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

公平、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选拔具有发展

潜力的优秀人才入学，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具

有较强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保险专

业人才。

二、考试要求

测试考生对于经济学、金融学和保险学相关的基本概念、基础理

论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三、考试分值

本科目满分 150分，包括经济学、金融学基础和保险学原理。其

中经济学占 40%、金融学基础占 20%、保险学原理占 40%。

四、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经济学的考试范围（占总分 40%）

一、需求、供给与市场均衡

1、需求与需求函数，需求定律，需求量的变化与需求的变化；

2、供给与供给函数，供给量的变化与供给的变化；

3、弹性的定义，点弹性，弧弹性，弹性的几何表示；

4、需求价格弹性、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交叉弹性；

5、市场均衡的形成与调整，市场机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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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需求价格弹性与收益。

二、消费者行为理论

1、效用的含义，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效用的基本假定；

2、总效用与边际效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3、无差异曲线、预算线与消费者均衡；

4、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三、生产理论

1、生产函数，短期与长期，边际报酬递减法则；

2、总产品、平均产品与边际产品，生产的三阶段论；

3、等产量线、等成本线与生产者均衡，生产的经济区；

4、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ES 生产函数。

四、成本理论

1、会计成本与经济成本，会计利润与经济利润；

2、短期成本函数与短期成本曲线族；

3、长期成本函数与长期成本曲线，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规模报

酬的测度与变化规律；

4、长期成本曲线与短期成本曲线的关系，成本曲线与生产函数的关

系。



15

五、宏观经济学基础

1、国民收入核算；

2、GDP 的概念与核算范围；

3、GDP 的三种计算方法；

4、GDP 与 GNP 的关系。

第二部分金融学基础考试范围（占总分 20%）

一、货币与货币制度

1、货币的起源与货币形态变迁；

2、货币的本质及形式；

3、货币的职能；

4、货币制度构成要素；

5、货币制度类型。

二、信用

1、信用的主要形式及其含义、特点和作用；

2、信用工具的种类及特点；

3、信用对经济的影响；

4、利息率的定义及种类；

5、决定和影响利息率变化的因素；

6、利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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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市场

1、金融市场的概念、基本要素及分类；

2、金融市场的功能；

3、各类货币市场上的交易活动；

4、金融工具的种类及作用；

5、资本市场上各类证券的发行与交易。

四、金融机构

1、金融机构的概念、种类；

2、我国现行金融机构体系的构成；

3、各类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和功能。

五、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的含义；

2、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3、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4、货币政策工具；

5、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第三部分保险学原理考试范围（占总分 40%）

一、风险与保险

1、风险及其特征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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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险管理与风险管理的基本方法，风险处理的方法和可保风险的

构成；

3、保险的基本概念及其主要分类，商业保险与类似行为的联系和区

别；

4、保险基金；

5、保险的职能与作用；

6、保险的形成与发展。

二、保险的基本原则

1、最大诚信原则；

2、可保利益原则，各类保险的可保利益；

3、损失赔偿原则，被保险人请求损失赔偿的条件，保险人履行损失

赔偿的限度，代位追偿权的产生和行使的条件，委付的成立条件；

4、近因原则；

5、运用保险的基本原则解决实务问题。

三、保险合同

1、保险合同的概念与特点；

2、保险合同的主体与客体；

3、保险合同的形式与内容；

4、保险合同的订立与有效性；

5、保险合同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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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险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与争议处理；

7、保险合同涉及的法律关系。

四、保险经营

1、保险经营的特点与原则；

2、保险费率的构成与厘定、保险费的计算与保险金额的确定；

3、保险展业与承保；

4、保险赔偿与给付；

5、保险准备金与偿付能力；

6、保险经营涉及的财务指标及其测算。

五、保险市场

1、保险市场的构成，原保险市场与再保险市场；

2、保险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3、保险市场的组织形式；

4、保险市场的管理，政府监管与行业管理的内容；

5、我国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参考书目

1.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8年,高鸿业主编

2.货币金融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许传华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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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险管理与保险，中国金融出版社，2019 年，孔月红等主编

4.保险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年，魏华林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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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宏观经济学》（801）

I．考查目标

微宏观经济学考试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和基本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分析、

判断和解决有关经济理论问题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II．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试卷题型结构为名词解释、简答题、计算题、论述题

四、考查内容及比例

1、微观经济学约 50%

2、宏观经济学约 50%

Ⅲ．考查范围与考试要求

第一部分：微观经济学

考试内容

一、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

（一）需求曲线

（二）供给曲线

（三）均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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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求弹性

（五）供给弹性

（六）蛛网模型

二、消费者选择

（一）无差异曲线

（二）预算线

（三）效用最大化与消费者选择

（四）价格变化和收入变化对消费者均衡的影响

（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六）市场需求曲线

三、生产技术

（一）生产函数

（二）短期生产函数

（三）长期生产函数

四、成本

（一）成本与成本最小化

（二）短期成本曲线

（三）长期成本曲线

五、完全竞争市场

（一）厂商和市场的类型

（二）利润最大化

（三）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和短期供给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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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全竞争行业的短期供给曲线

（五）完全竞争厂商的长期均衡

（六）完全竞争行业的长期供给曲线

（七）完全竞争市场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

（八）完全竞争市场的福利

六、不完全竞争的市场

（一）垄断

（二）垄断竞争

（三）寡头

（四）不同市场的比较

七、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

（一）完全竞争厂商使用生产要素的原则

（二）完全竞争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

（三）从厂商的需求曲线到市场的需求曲线

（四）劳动供给曲线和工资率的决定

（五）土地的供给曲线和地租的决定

（六）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的决定

（七）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

八、不平衡均衡和福利经济学

（一）一般均衡

（二）经济效率

（三）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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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五）交换和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六）完全竞争和帕累托最优状态

（七）社会福利函数

（八）效率与公平

九、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一）不完全竞争

（二）外部影响

（三）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

（四）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

考试要求

1、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前提，掌握稀缺性、理性人、

生产可能性曲线、机会成本等基本概念及其所包含的经济意义，区分

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两对范畴，了解经济学家

观点产生分歧的根源。

2、区分掌握需求量与需求、供给量与供给两对范畴，了解促使

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位移的因素；熟练掌握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两个

概念及影响弹性大小的因素，会用中点法和公式法求解需求价格弹

性，能从需求收入弹性、价格弹性、交叉价格弹性等数值中判别物品

的正常物品或劣等品、必需品或奢侈品、互补品或替代品等性质；掌

握供求定律的经济含义，并能利用供求模型分析经济现象；了解蛛网

模型的三种情况；能够求解市场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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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练掌握效用、无差异曲线、预算约束线、消费者均衡、消

费者剩余、价格——消费曲线、收入——消费曲线、吉芬商品等概念，

以及边际效用递减与相等边际原则，掌握消费者均衡的经济含义与计

算方法；了解价格变化和收入变化对消费者均衡的影响；了解无差异

曲线的特点及其与边际替代率的关系，掌握完全替代品与完全互补品

的无差异曲线；掌握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含义，能说明收入效应和

替代效应如何共同决定了物品的正常物品、劣等品或吉芬商品性质；

了解不确定和风险条件下消费者的决策行为。

4、了解厂商的行为目标、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和两个具体的生产

函数：固定比例生产函数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重点掌握一个典

型厂商的短期生产函数，明白其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曲线的

形状及各曲线的相互关系；熟悉长期生产函数、等产量线、边际技术

替代率递减、等成本线、等斜线、扩展线以及规模报酬等概念，掌握

长期中最优生产要素组合的求解及其经济含义；掌握规模报酬情况的

判别方法。

5、掌握显性成本和隐含成本概念，明白如何由生产函数推导出

成本函数；了解一个典型厂商的短期成本曲线及各曲线间的相互关

系；掌握短期成本曲线与短期生产曲线之间的关系；熟悉长期平均、

边际成本曲线与短期平均、边际成本曲线的关系，掌握规模经济与规

模不经济、规模报酬不变等概念。

6、比较掌握四种不同类型市场结构的特征；了解完全竞争厂商

的需求曲线、收益曲线、生产者剩余及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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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完全竞争厂商短期均衡的条件，了解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供给曲

线及完全竞争市场的短期供给曲线；掌握完全竞争厂商长期均衡的条

件和三种情形下的完全竞争行业长期供给曲线。

7、比较掌握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以及寡头市场的特征；了

解垄断厂商的需求曲线、收益曲线及其相互关系，掌握垄断厂商的短

期均衡及长期均衡，明白垄断厂商没有供给曲线的原因及其实行价格

歧视的条件、效率，掌握自然垄断及管制悖论；重点掌握垄断竞争厂

商的需求曲线、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的条件，了解垄断竞争厂商的广

告、名牌策略；掌握古诺模型及古诺均衡的求解，了解斯威齐模型的

经济意义，掌握博弈论的基本概念，会运用经典博弈模型分析寡头市

场的不合作问题；会对不同市场的经济效率展开比较分析。

8、掌握要素需求、边际产品价值等概念，能够推导完全竞争厂

商的要素需求曲线；掌握要素市场均衡的推导及使要素需求、供给曲

线发生移动的因素；掌握要素使用原则与利润最大化产量原则之间的

关系；了解卖方垄断与买方垄断条件下的生产要素需求；掌握要素供

给原则，会用无差异曲线对要素供给原则展开分析；掌握劳动供给曲

线向后弯折的原因；掌握均衡工资、均衡地租和均衡利率的决定；掌

握租金、准租金和经济租金的联系和区别；会对消费者的长期消费决

策进行分析；了解欧拉定理、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

9、掌握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超额需求函数、瓦尔拉斯定律和

不动点定理；了解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及其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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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掌握帕累托标准、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状态、交换的契

约曲线、生产的契约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以及产品的边际转换率等

概念；熟悉交换、生产以及交换与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理解完全

竞争经济如何满足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了解效用可能性曲线、

社会福利函数以及不可能性定理。

11、掌握市场失灵、外部影响、公共物品、不完全信息、科斯定

理等概念；掌握垄断导致低效率的机制及对政府对垄断的公共管制；

比较掌握外部影响的类型及其导致资源配置失当的原因、政府减轻外

部性的相关政策；理解公共物品导致市场失灵的机制及公共选择理论

的基本内容；了解信息不完全给商品市场、保险市场与劳动市场所带

来的影响。

12、理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双重性质，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判

性把握供求理论、消费者选择理论、生产者选择理论、市场结构理论

以及市场失灵理论。

第二部分：宏观经济学

考试内容

一、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

（一）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核算方法

（二）国民收入的其它衡量指标

（三）国民收入的基本公式

（四）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五）失业和物价水平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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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收入的决定：收入-支出模型

（一）均衡产出

（二）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三）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四）三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

（五）潜在国民收入与缺口

三、国民收入决定：IS—LM 模型

（一）投资的决定

（二）IS 曲线

（三）利率的决定

（四）LM 曲线

（五）IS—LM 分析

（六）凯恩斯的基本理论框架

四、国民收入的决定：AD—AS 模型

（一）AD 曲线

（二）总供给的一般说明

（三）AS 曲线

（四）考虑时间因素的 AD—AS 模型

五、失业与通货膨胀

（一）失业的描述、原因

（二）失业的影响与奥肯定律

（三）通货膨胀的描述、原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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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

六、宏观经济政策

（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以及经济政策影响

（二）财政政策及其效果

（三）货币政策及其效果

（四）两种政策的混合使用

（五）供给管理的政策

七、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一）汇率、净出口和资本净流出

（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结构及应用

八、经济增长

（一）国民收入长期趋势和波动

（二）经济增长的描述和事实

（三）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四）构建和分析新古典增长模型

（五）应用新古典增长模型

（六）内生增长理论

（七）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九、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一）消费

（二）投资

（三）货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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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四）一个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 AD—AS 模型

（五）新凯恩斯主义形成的理论背景和特征

（六）名义黏性

（七）一个新凯恩斯主义的 AD—AS 模型

考试要求

1、掌握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含义和衡量，区分名义 GDP、实

际 GDP 和与 GDP 相关的其他指标，理解衡量价格水平的主要指标及

其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了解失业的分类、充分就业和自然失业率的含

义，理解自然失业率这一概念的意识形态色彩，掌握国民收入的基本

公式及核算方法。

2、了解均衡国民收入决定原理和凯恩斯主义关于均衡国民收入

决定的基本原理，掌握短期国民收入的决定因素（消费、投资、政府、

国外）和影响因素（乘数）、IS 曲线的含义和推导，掌握货币市场均

衡的含义、LM 曲线的含义和推导，理解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均

衡的含义及其变动。

3、掌握总需求曲线、总供给曲线的含义、推导、变动及影响因

素，理解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含义、基本类型和变动，掌握 AD—AS

模型、IS—LM 模型和凯恩斯主义国民收入决定模型的比较和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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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失业的宏观经济学解释、失业的影响和奥肯定律，掌握

通货膨胀的类型、原因、成本和影响，理解失业与通胀的关系。

5、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体系及其抉择，比较掌握财政政策与

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效应，了解“相机抉择”和“规则”之争，理解并

能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二者间的协调分析现实问题，了解博弈

论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应用，掌握供给管理的政策。

6、了解国际收支平衡表与不同的汇率制度，比较掌握价格不变

和价格变动条件下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比较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

制度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辨析凯恩斯主义开放宏观

经济理论的借鉴性和局限性。

7、了解国民收入波动及其长期趋势，掌握增长核算方程，了解

经济增长及其决定因素，比较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理解

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征，比较不同的经济

发展战略，运用经济增长和发展相关原理分析现实问题。

8、掌握消费与投资如何构成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掌握货币

需求理论。

9、掌握经济周期的定义、阶段和类型，比较经济周期理论和实

际经济周期理论，比较掌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

学，了解名义粘性，理解宏观经济学的当前共识。

10、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科学认识方法；辩证看待西方微观经济学

与我国经济改革的关系以及西方宏观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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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借鉴性和局限性，掌握国际经济学与经济全

球化的最新发展趋势。

Ⅳ．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第八版），高鸿业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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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专业基础》（802）

I．考查目标

数字经济专业基础考试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相关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分

析、判断和解决有关有关经济理论问题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

题。考生应能够对数字经济领域中的创新与发展提出有见地的观点。

II．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试卷题型结构为名词解释、简答题、计算题、论述题

四、考查内容及比例

1、微观经济学 约 50%

2、数字经济学导论 约 40%

3、《“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约 10%



33

Ⅲ．考查范围与考试要求

第一部分：微观经济学

考试内容

1、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由来和演变、对待西

方经济学应持有的态度。

2、需求与供给、供求模型、供求弹性及应用、蛛网模型。

3、效用论与无差异曲线、预算线与消费者均衡、替代效应与收

入效应、单个需求到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和风险。

4、厂商行为目标、短期与长期生产函数、等成本线、最优生产

要素组合、扩展线、规模报酬。

5、成本概念、短期总产量与短期总成本、短期总成本与长期总

成本、长期平均成本与长期边际成本。

6、不同市场结构及特征、利润最大化、完全竞争厂商的需求与

收益、长短期均衡与供给曲线、完全竞争市场的长短期供给曲线及长

短期均衡。

7、垄断、垄断竞争、寡头、不同市场的效率比较。

8、要素分配论、完全竞争厂商的要素需求原则与曲线、完全竞

争市场的要素需求曲线、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生产要素需求。

9、要素供给、劳动力供给曲线及工资的决定、土地供给曲线及

地租的决定、资本供给曲线及利息的决定、欧拉定理、洛伦兹曲线、

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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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

11、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生产的帕累托最优、交换与生产的帕累

托最优、完全竞争和帕累托最优、社会福利函数。

12、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非对称信息、对市场失灵的微观

经济政策。

考试要求

1、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前提，掌握稀缺性、理性人、

生产可能性曲线、机会成本等基本概念及其所包含的经济意义，区分

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两对范畴，了解经济学家

观点产生分歧的根源。

2、区分掌握需求量与需求、供给量与供给两对范畴，了解促使

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位移的因素；熟练掌握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两个

概念及影响弹性大小的因素，会用中点法和公式法求解需求价格弹

性，能从需求收入弹性、价格弹性、交叉价格弹性等数值中判别物品

的正常物品或劣等品、必需品或奢侈品、互补品或替代品等性质；掌

握供求定律的经济含义，并能利用供求模型分析经济现象；了解蛛网

模型的三种情况；能够求解市场均衡。

3、熟练掌握效用、无差异曲线、预算约束线、消费者均衡、消

费者剩余、价格—消费曲线、收入—消费曲线、吉芬商品等概念，以

及边际效用递减与相等边际原则，掌握消费者均衡的经济含义与计算

方法；了解价格变化和收入变化对消费者均衡的影响；了解无差异曲

线的特点及其与边际替代率的关系，掌握完全替代品与完全互补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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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差异曲线；掌握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含义，能说明收入效应和替

代效应如何共同决定了物品的正常物品、劣等品或吉芬商品性质；了

解不确定和风险条件下消费者的决策行为。

4、了解厂商的行为目标、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和两个具体的生产

函数：固定比例生产函数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重点掌握一个典

型厂商的短期生产函数，明白其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曲线的

形状及各曲线的相互关系；熟悉长期生产函数、等产量线、边际技术

替代率递减、等成本线、等斜线、扩展线以及规模报酬等概念，掌握

长期中最优生产要素组合的求解及其经济含义；掌握规模报酬情况的

判别方法。

5、掌握显性成本和隐含成本概念，明白如何由生产函数推导出

成本函数；了解一个典型厂商的短期成本曲线及各曲线间的相互关

系；掌握短期成本曲线与短期生产曲线之间的关系；熟悉长期平均、

边际成本曲线与短期平均、边际成本曲线的关系，掌握规模经济与规

模不经济、规模报酬不变等概念。

6、比较掌握四种不同类型市场结构的特征；了解完全竞争厂商

的需求曲线、收益曲线、生产者剩余及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熟悉完全竞争厂商短期均衡的条件，了解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供给曲

线及完全竞争市场的短期供给曲线；掌握完全竞争厂商长期均衡的条

件和三种情形下的完全竞争行业长期供给曲线。

7、比较掌握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以及寡头市场的特征；了

解垄断厂商的需求曲线、收益曲线及其相互关系，掌握垄断厂商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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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均衡及长期均衡，明白垄断厂商没有供给曲线的原因及其实行价格

歧视的条件、效率，掌握自然垄断及管制悖论；重点掌握垄断竞争厂

商的需求曲线、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的条件，了解垄断竞争厂商的广

告、名牌策略；掌握古诺模型及古诺均衡的求解，了解斯威齐模型的

经济意义，掌握博弈论的基本概念，会运用经典博弈模型分析寡头市

场的不合作问题；会对不同市场的经济效率展开比较分析。

8、掌握要素需求、边际产品价值等概念，能够推导完全竞争厂

商的要素需求曲线；掌握要素市场均衡的推导及使要素需求、供给曲

线发生移动的因素；掌握要素使用原则与利润最大化产量原则之间的

关系；了解卖方垄断与买方垄断条件下的生产要素需求；掌握要素供

给原则，会用无差异曲线对要素供给原则展开分析；掌握劳动供给曲

线向后弯折的原因；掌握均衡工资、均衡地租和均衡利率的决定；掌

握租金、准租金和经济租金的联系和区别；会对消费者的长期消费决

策进行分析；了解欧拉定理、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

9、掌握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超额需求函数、瓦尔拉斯定律和

不动点定理；了解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及其不足之处。

10、掌握帕累托标准、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状态、交换的契

约曲线、生产的契约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以及产品的边际转换率等

概念；熟悉交换、生产以及交换与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理解完全

竞争经济如何满足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了解效用可能性曲线、

社会福利函数以及不可能性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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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掌握市场失灵、外部影响、公共物品、不完全信息、科斯定

理等概念；掌握垄断导致低效率的机制及对政府对垄断的公共管制；

比较掌握外部影响的类型及其导致资源配置失当的原因、政府减轻外

部性的相关政策；理解公共物品导致市场失灵的机制及公共选择理论

的基本内容；了解信息不完全给商品市场、保险市场与劳动市场所带

来的影响。

12、理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双重性质，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判

性把握供求理论、消费者选择理论、生产者选择理论、市场结构理论

以及市场失灵理论。

第二部分：数字经济学导论

考试内容

1、数字经济的内涵，数字经济相关概念的辨析，数字经济规模

核算的范围、方法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特

点、优势、政策及重要意义。

2、网络效应的基本概念和类型，梅特卡夫定律，规模效应，双

边市场与正反馈机制，数字经济中的“成本效应”。

3、互联网的基本概念，物联网的运行模式、经济效应，消费互

联网与工业互联网的区别及其应用。

4、大数据的定义、类型及 4V 特点，大数据采集、预处理、存

储与分析，云计算的作用及其与大数据的关系，数据资产、数据确权

与消费者隐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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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工智能的定义、组成条件及与经济增长、就业、收入分配

和产业组织的关系。

6、区块链的基本概念、哈希算法、时间戳及共识机制，区块链

在农业、工业和金融领域的应用。

7、价格离散的定义及分类，搜寻—价格离散模型和消费者在线

搜寻的特点。

8、各类拍卖方式及其在在线市场中的应用，如升价拍卖、降价

拍卖和搜索引擎广告定价机制。

9、匹配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其在平台市场中的应用，零工经济与

互联网平台的匹配效率。

10、在线市场中的声誉机制及其对买卖双方行为的影响，声誉机

制的有效性与缺陷。

11、数字贸易的概念、流程与关键环节，数字贸易的理论基础及

发展趋势。

12、多边平台的概念、类型及市场结构，基于“价格结构非中性”

和“间接网络效应”的多边平台模型。

13、数字经济中的价格歧视概念及其福利效应。

14、在线广告与信息搜寻，定向广告与隐私保护。

15、数字经济中的竞争新特征，用户注意力与竞争策略，线上—

线下竞争，数字经济的反垄断与平台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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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要求：

1、掌握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了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脉络及

其与传统经济的区别与联系。

2、理解网络效应的表现形式，掌握其在现实经济中的运用与影

响。

3、了解互联网与物联网的基本概念及其经济效应。

4、掌握大数据及云计算的基本技术与应用，理解数据确权与隐

私保护的重要性。

5、掌握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对产业的影响。

6、理解区块链技术及其在各行业中的应用。

7、掌握搜寻理论及其在数字经济中的应用，分析价格离散现象。

8、理解在线市场中各类拍卖形式及其对市场效率的影响。

9、掌握平台市场中的匹配效率，理解零工经济的特征。

10、了解声誉机制在在线市场中的运作与效果，分析其优缺点。

11、掌握数字贸易的基本概念与流程，理解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12、理解多边平台的特征与发展历程，掌握多边平台市场结构的

基本模型。

13、分析数字经济中的价格歧视现象，理解其对市场福利的影响。

14、掌握信息搜寻与隐私保护的基本概念，理解定向广告的经济

效应。

15、理解数字经济中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竞争特征，分析线上—线

下竞争的基本原理，掌握平台企业反垄断治理的必要性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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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数字经济基础知识

考试内容

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与具体举措，

信息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产业化，公共服务数字化，新

业态新模式，数字政府建设，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数据要素，数字化

服务，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数字经济安全体系，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Ⅳ．参考书目

1.《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八版），高鸿业著，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21年.

2.《数字经济学导论》，李涛、刘航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

3.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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