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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考试大纲 

 

342-1  发展经济学（农综四） 

一、考试性质   

发展经济学是报考武汉轻工大学“农村发展”专业学位硕士的必考内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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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察目标 

（一）考试基本要求 

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引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但影响很大。其原因是，它的

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它所论证的是资本如何积累，人力资源如

何开发，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如何进行，人口在部门之间如何流动，对外贸易

如何开展，国外资源如何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制定，计划与市场调

节的关系如何处理，发展的优先次序如何选择，投资项目的成本与收益如何评

价等等有关经济发展问题。这些都是一切发展中国家为谋求经济发展所必须通

盘考虑的问题，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做出很大努力去解决而尚未得

到妥善解决的问题。鉴于此，本科目的考核评价目标是，学生在掌握发展经济

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和反思，正确思考和解释

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 

（二）本大纲的考核要求 

考核要求如下：考生应重点了解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各种发展要素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了解有关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演变；理解资本、人

力、资源和科技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熟悉外部经济环境、二元经济结构、

经济发展战略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能运用上述有关理论和分析方法，把握我

国在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践问题。 

三、考试形式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农业知识综合四”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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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试卷由试题和答题纸组成，所有题目的答案必须

写在答题纸相上。 

四、考试内容 

(一)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 

1.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概念以及两者间的关系 

2.经济发展的目标及度量 

3.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与发动因素 

4.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5.新古典增长模型 

6.新增长理论 

7.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总结 

8.经济落后的历史分析：劣势抑或优势 

(二)资本形成 

1.资本形成的含义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资本形成的过程与来源 

(三)人力资本 

1.人力资本的内涵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教育与人力资本形成 

3.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特点与结构 

(四) 收入分配、贫困、结构变化 

1.贫困的概念和衡量 

2.二元经济结构 

3.农业-非农产业的收入差异 

4.中等收入陷阱 

5.后发优势 

6.出口导向发展模式 

7.全球化 

8. 传统农业的改造与乡村转型发展 

(五)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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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持续发展的有关概念 

2.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3.农村贫困和环境破坏 

4.资源过度使用与环境恶化的原因分析 

5.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交互作用 

6.气候变化与发展方式 

7.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经济 

（六）技术进步  

1.技术进步的含义与类型 

2.技术进步原理：创新与扩散 

3.技术转移、技术引进与技术选择 

4.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变革的途径 

5.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 

（七）战略 

1.平衡与不平衡增长战略 

2.内向型与外向型发展战略 

3.增长与分配战略 

（八）制度 

1.制度的内涵 

2.制度变迁理论 

3.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制度问题 

4.市场与政府作用 

5.制度创新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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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2  农村社会学（农综四） 

一、考试性质   

农村社会学是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农村发展专业硕士入学考试科

目“农业知识综合四”（初试）所涵盖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 

二、考察目标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农村发展学科对核心主干课程“农村社会学”

的基本要求，科学、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农村社会学相关的基本素质和综合

能力，为学科发展挑选具有农村社会学基本知识和研究能力的专业人才。 

三、考试形式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农业知识综合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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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题目的答案必须

写在答题纸相上。 

四、考试内容 

1.农村社会学学科性质及学科简史 

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农村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农村社会学在我国的传入以及本土化发展 

2.农民及其社会化 

农民身份及社会化特点，我国农民问题 

3.人地关系 

人地关系相关理论，我国人地关系的演变 

4.农村社会关系 

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农村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 

5.农村婚姻家庭、社会组织 

农村家庭结构、功能及关系，农村家族功能，农村社会组织的内涵及特征，

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6.农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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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的特点，村落的内涵及类型，农村社区权力结构 

7.农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农村社会流动的历史演变，当

代中国的农村社会流动 

8.农村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 

农村人口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农村社会控制体系的完善 

9.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社会现代化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及发展趋势，农村城市化 

10.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乡村振兴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与实践，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设定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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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3  农村政策学 

一、考试性质   

农村政策学是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农村发展专业硕士入学考试科

目“农业知识综合四”（初试）所涵盖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 

二、考察目标 

（一）考试基本要求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农村政策学课程的基本要求，科学、准确、规

范地测评考生农村政策学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具体考察考生对农村政策学

基本原理、基本体系、政策分析原理与方法的掌握与运用，能够运用所学农村

政策学理论，去观察和分析现实的农村政策问题，正确把握农村政策内在规律，

具备较强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国家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

素养、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农村发展专业人才。 

（二）本大纲的考核要求 

本大纲的考核要求分为：识记、领会、应用三个层次，具体含义是： 

识记：能解释有关的概念、理论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 

领会：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方法。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综合运用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分析和解

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三、考试形式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农业知识综合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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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题目的答案必须

写在答题纸相上。 

四、考试内容 

1、政策及其基本要素 

政策的涵义，政策的基本特征，政策的基本要素，政策目标，政策手段，

政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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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政策的制定 

农村政策的内涵、农村政策的目标、农村政策的基本特征、农村政策手段、

构建农村政策问题的基本方法。 

3、农村政策的执行过程 

农村政策执行，浴盆模型及其启示，农村政策执行的基本程序。 

4、农村政策的实施、评估与控制 

农村政策评估的涵义，农村政策评估的基本内容，农村政策控制的基本原

则，农村政策多变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5、农业结构政策 

农业结构，农业结构政策，农业生产结构的合理性，调整农业结构的目标，

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路径。 

6、农村土地政策 

基本农田，农业土地，土地产权，承包地使用权的流转，农村土地制度的

发展历程，《土地承包法》的相关具体规定，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重要性。 

7、农村人力资源政策 

人力资源，农村就业政策，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现状与面临的形势，解决农

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基本思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政策。 

8、农业科学技术政策 

农业科技政策，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政策的内容，农业技术推广，现代农业

科技推广的内涵演进，我国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的基本思路。 

9、农产品流通政策 

价格政策，市场结构政策，市场失灵，政府、市场与农村政策之间的关系，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农村政策干预手段，农产品流通政策的主要手段，农产

品市场结构的主要类型，粮食流通的“四分开，一完善”的政策。 

10、农村财政与金融政策 

农村财政政策，农村金融政策，农村投入机制，农业投资来源渠道，我国

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农村金融政策的主要内容。 

11、农村可持续发展政策 

农村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农村的三大共识，可持续农村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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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村的主要特征，可持续农村发展的原则，我国为实现人口、农业、资

源与环境协调发展而实施的政策，加强资源环境保护的政策展望，。 

12、农村社会发展政策 

社会保障，贫困的涵义，贫困的类型及其发生原因，我国扶贫政策的发展

历程，精准扶贫，精准扶贫面临的形势及外部环境。 

13、案例分析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