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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政治经济学》考试大纲

《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科目，《政治

经济学》考试大纲根据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了解考生

对于经济学及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而制定。

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政治经济学》考试科目由《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部分）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组成。其中《政治经

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占 70%、《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占 30%。

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政治经济学》由各招生院校按照本大纲列明

的考试范围自行命题，考试满分为 150 分。

一、《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考试范围（占总分 70%）

（一）导论

1.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

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出发点、研究任务。

3.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学习意义。

（二）劳动价值理论

1.商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商品的二因素、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的价

值量、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2.货币的产生和本质、货币的职能、货币的流通规律、货币形态及其

发展。

3.价值规律的内容、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价值规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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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剩余价值理论

1.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力的买和卖。

2.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本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剩余价

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3.剩余价值生产的基本方法。

4.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5.资本主义的工资的本质和形式、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

（四）资本积累理论

1.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

2.资本积累的实质和影响因素、资本有机构成及其提高、相对过剩人

口。

3.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

（四）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

1.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职能形式、产业资本的三种循环形

式、产业资本循环顺利进行的条件。

2.资本的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固定资本和流

动资本、预付资本总周转、资本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

（五）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1.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社会总产品的

构成和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

2.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过程、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3.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实现过程和实现条件、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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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优先增长。

4.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二战

以后经济危机的新特点。

（六）资本和剩余价值具体形态理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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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

2.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商业流通费用及其补偿、商业资本家对商业

店员的剥削。

3.借贷资本的形成和利息、银行资本和银行利润、股份公司、股息和

股票价格、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

4.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地租、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土地

价格。

5.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和阶级结构。

（七）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

1.资本社会化和垄断的形成：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集中和

生产社会化、股份公司的出现体现资本社会化的初步发展、垄断的形成。

2.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生产集中和垄断、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资

本输出、国际垄断同盟在经济上瓜分世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领土

的瓜分。

（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

1.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2.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自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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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和历史过渡性：

4.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过程：

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考试范围（占总分 30%）

（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理论

1.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和根

本任务。

2.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规律、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模式和运行模式。

（十）社会主义微观经济运行理论

1.社会主义微观经济运行及其主体。

2.企业经营机制与经济行为。

3.农户经营机制与经济行为。

4.居民（个人）经济行为。

（十一）社会主义市场和价格理论

1.市场的含义与结构、市场的特征与功能、社会主义市场的性质、特

点和作用。

2.社经济机制与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特点、市场机制作用的具体形

式。

3.市场体系及其构成、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格的形成、社会主义的价格体系、社会主义

价格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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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及其分配理论

1.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形成和增长、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分配。

2.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与职能、国家预算和财政收支平衡。

3.社会主义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4.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和作用、健全和

完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

（十三）社会主义的个人收入和消费理论

1.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必然性、按劳分配方

式、非按劳分配方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的性质和作用、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结构、社

会主义社会的消费水平、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方式。

（十四）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

1.经济增长的指标、影响和评价、经济增长的源泉或主要因素分析、

经济周期波动规律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

2.经济发展的概念、内容和理论、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衡量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

3.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理论模型、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十五）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

1.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客观必

然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

2.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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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外开放格局。

（十六）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

1.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2.宏观经济调控的总目标和具体目标。

3.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和政策。

二、初试科目参考书目：

《政治经济学教程》，宋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