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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金融学综合 

一、考试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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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 

（一）金融学 

1、货币与货币制度：货币的职能与货币制度、国际货币体系 

2、利息和利率：利息、利率决定理论、利率的期限结构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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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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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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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的风险特征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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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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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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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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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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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金融 

1、公司金融概述：什么是公司金融、财务管理目标 

2、财务报表分析：会计报表、财务报表比率分析 

3、长期财务规划：销售百分比法、外部融资与增长 

4、折现与价值：现金流与折现、债券的估值、股票的估值 

5、资本预算：投资决策方法与比较、自由现金流、项目净现值、增量现金流、净现值运用、

资本预算中的风险分析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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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贝塔(β  )的估计、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8、有效市场假说：有效资本市场的概念、有效资本市场的形式、有效市场与公司金融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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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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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部分 

《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胡庆康，复旦大学出版社 

《国际金融学》新版，姜波克，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际金融》马君潞、陈平等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2、公司金融学部分 



《公司金融》（第三版），朱叶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另外《证券投资学》(第二版)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证券投资学》(第二版)霍文

文，高等教育出版社，可供参考。 

651 哲学综合 

一、考试目标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哲学硕士考试科目《哲学综合》旨在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

考生是否具备攻读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所必须的知识水平、学习能力、研究分析和文字表达

等基本素质，选拔具有一定深造潜力的优秀学子，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层次的专业研究和教

学人才。 

要求考生： 

1. 了解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 

2. 掌握主要哲学人物、流派的基本观点。 

3. 具有分析和研究哲学概念和问题的一般能力。 

二、考试内容 

（一）中国哲学部分： 

1. 孔子的仁的思想。 

2. 孟子的四端说。 

3. 荀子礼论。 

4. 老、庄哲学。 

5.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6. 慧能禅宗思想。 

7. 朱熹的天理说。 

8. 陆九渊的心学思想。 

9. 王阳明的良知学。 

10.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11.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二）西方哲学部分： 

1.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 

2. 苏格拉底的哲学。 

3. 柏拉图的理念论。 

4.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 

5. 贝克莱的哲学。 

6. 休谟的怀疑论思想。 

7. 笛卡尔哲学思想。 

8. 莱布尼兹的“单子论”。 

9. 康德的“范畴”学。 

1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基本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部分 

  1、哲学基本问题 

  2、哲学基本原理 

  3、哲学基本概念（物质观、自然观、实践观等） 

  4、哲学原著选读 

（1）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2）马克思和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3）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4）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 

 

85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一、考试目标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专业学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考试是

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收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生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考试科目。其目的

是科学、公平和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所必须的基本素质、

一般能力和培育潜能，以便选拔具有深造潜力的优秀人才入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培养高级人才。 

二、考试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 

2、具有阅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基本素养。 

3、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解和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内容 

（一）哲学基本问题 

1、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 

2、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 

3、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 

4、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 

5、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 

（二）哲学基本原理 

1、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历史唯物主义

的通信） 

2、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内容。 

3、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4、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

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 

5、劳动价值理论基本内容。 

6、自然辩证法基本内容。 

（三）哲学基本概念 

1、马克思的物质概念及其物质观 

2、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及其自然观 

3、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及其实践观 

4、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及其自由观 

（四）哲学原著选读 

1、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2、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3、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6、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7、毛泽东：《新民主义主义论》 

8、毛泽东：《实践论》 



852 中国哲学史 

一、考试目的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中国哲学硕士专业是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招收硕士

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考试科目。目的在于公平而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中

国哲学专业所应有的基本素质、一般能力，以及培养前途，以利于选拔具有发展潜能的

优秀人才入学，为国家的文化建设培养具有较强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的高层次的基础研

究人才。 

二、考试要求 

意在测试考生掌握解读古代哲学典籍、分析哲学观点、论证哲学问题的方法与能力。

具体说来，要求考生掌握： 

1、古代哲学典籍的基本阅读能力，了解其基本概念与思想内容； 

2、分析其中的哲学原理，具有一定的评价能力； 

3、著名哲学家的主要哲学观点及其影响； 

4、基本的行文表达能力。 

三、考试内容 

先秦诸子学 

1、儒、道、墨、法诸家的代表人物及基本思想 

2、《论语》、《老子》、《庄子·逍遥游》、《墨子·兼爱》、《孟子·梁惠王》、《荀子·性

恶》等 

3、《易传》 

两汉经学 

1、董仲舒与《春秋繁露》 

2、扬雄、《白虎通义》 

魏晋玄学 

1、王弼的思想 

2、范缜与“神灭论” 

隋唐佛学 

1、智顗与天台学 

2、玄奘与法相学 

3、法藏与华严学 

4、慧能与禅宗 

宋明理学\心学 

1、张载、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李贽的主要思想 

2、理学、心学的基本概念及内容 

清代朴学 

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戴震的主要思想 

近代思潮 

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人的思想 

 

853 西方哲学史 

一、考试目标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西方哲学史》科目考试的目标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

备攻读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所必须的知识水平、学习能力、分析思维、文字表达等基本

素质，选拔出具有一定发展空间的优秀学子，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具有一定思想气质、批判精



神和学术研究能力的高层次理论人才。 

要求考生： 

1. 了解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2. 掌握西方哲学主要代表人物与流派的基本观点。 

3. 具有分析和研究西方哲学发展趋势的一般能力。 

二、考试内容 

1. 古希腊哲学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 

2. 中世纪哲学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 

3. 近代唯理论哲学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 

4. 近代经验论哲学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 

5. 康德的哲学思想。 

6. 德国古典哲学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 

7. 实用主义哲学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 

8. 现象学运动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 

9. 分析哲学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 

10. 其他当代哲学流派及其主要思想。 

 

855 伦理学 

一、考试目标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伦理学硕士专业《伦理学》考试是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招收伦理学硕士生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和有效地测试考生

是否具备攻读伦理学专业硕士所必须的基本素质、一般能力和培育潜能，以便选拔具有深造

潜力的优秀人才入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伦理道德建设培养高级人才。 

二、考试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2、熟悉中外伦理学史； 

3、关注现实伦理问题； 

4、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现实伦理问题的基本能力。 

三、考试内容 

1、伦理、道德和伦理学 

2、伦理学的主要类型和主要伦理学理论 

3、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产生、意义和特点 

4、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与道德的关系 

5、道德同上层建筑中其它因素的关系 

6、道德的起源及其历史演变 

7、道德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 

8、道德行为和道德评价 

9、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的联系与区别 

10、个体道德规范和道德人生 

11、社会伦理规范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伦理 

12、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在当代的发展 

 

 

 



858 科学哲学 

 

本 《科学哲学》考试大纲适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主要包括 20 世纪以来科学哲学的整体发展脉络，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批判理性

主义、科学实在论、工具主义、建构经验主义等流派的产生与发展概况，每个流派的重要代

表人的基本观点，他们之间的争论与分歧等。 

 

657 宗教学原理 

宗教学原理应了解： 

（1）世界宗教学学科发展史、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以及理论模型； 

（2）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 

（3）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 

 

857 世界文化史 

世界文化史应了解： 

（1）世界各主要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 

（2）东西方各国的文化特点和基本内涵； 

（3）世界文化中的宗教因素的认识、理解以及文化和宗教的基本关系。 

 

911 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专业基础理论） 

1、 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  

2、 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  

3、 运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分析现实问题。 

 

参考书目： 

1.宋涛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程(第 12 版)》(资本主义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

版。 

2.洪银兴主编：《新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 

3.沈开艳、陈建华等著：《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年版 

4.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 19 版），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 

 

912 中国经济思想史 

1、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 

先秦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人物、著作、事件、观点） 

两汉至明清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人物、著作、事件、观点） 

2、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人物、著作、事件、观点） 

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人物、著作、事件、观点）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人物、著作、事件、观点） 

3、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现实意义 

 

参考书目： 

1、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2、叶世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3、赵晓雷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4、钟祥财：《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年版。 

 

913 中国经济史 

中国古代经济史（1840 年以前）30% 

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949 年）70% 

参考书目： 

王玉茹主编《中国经济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 1 月出版 

 

914 西方经济学（经济研究所） 

微观部分 

1.消费者选择理论：偏好、效用、优化选择与需求、斯勒茨基方程、跨期选择、不确定性 

2.生产者理论：技术、成本最小化、成本曲线、利润最大化与厂商供给 

3.市场结构理论：完全竞争市场、市场需求与行业供给、均衡与效率、垄断市场、寡头垄断

市场、要素市场理论 

4.博弈论：战略式博弈、扩展式博弈、纳什均衡、重复博弈 

5.一般均衡理论：交换经济、生产经济中的一般均衡、交换经济中的福利经济学两大定理 

6.公共品、外部性和信息 

宏观部分 

1.国民收入核算：宏观经济指标及核算国民收入的基本方法 

2.经济增长理论：索罗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 

3.失业、货币与通货膨胀理论 

4.总需求理论：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IS－LM 模型与总需求、财政、货币政策与总需求 

5.总供给理论：粘性工资模型、价格错觉模型、不完全信息模型、粘性价格模型、菲利普斯

曲线与总供给 

6.开放经济：国际收支、汇率、浮动和固定汇率下开放经济、国际利差 

7.宏观经济政策争论、政府债务与赤字 

8.基于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分析：消费、投资、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 

 

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七版），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七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出版。 

 

916 人口经济学（经济研究所） 

人口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我国的重大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如人口增长、人口

政策、人口流动、城市化、就业、社会保障、老龄化、资源环境等有关现实人口问题的现状、

问题与解决的对策思路。 

 

参考书目： 

1、杨云彦主编《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2、 张善余著《人口地理学》 ，3、马寅初《新

人口论》 ，等等。 

 

 

915 统计学 



（一）概率论部分： 

1．随机事件和样本空间，事件的关系和运算。 

2．概率的概念和基本性质，古典概型，几何概型。 

3．条件概率和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事件的独立性。 

4．随机变量的概念，离散型随机变量和连续型随机变量，分布函数和特征函数的概念和性

质。 

5．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列和分布函数，0-1 分布、二项分布、几何分布和泊松分布。 

6．泊松定理及其运用。 

7．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函数和分布函数，均匀分布、正态分布和指数分布。 

8．随机变量函数分布的推导，t 分布、F 分布和卡方分布。 

9．多维随机变量，联合分布、边际分布和条件分布，随机变量的独立性。 

10．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期望、方差、标准差、协方差和相关系数，随机变量函数的期望

与方差，条件期望，切贝雪夫不等式。 

11．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随机变量的各种收敛定义。 

（二）统计学部分：  

1．调查的组织和实施，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  

2．数据的预处理，用图表展示定性数据，用图表展示定量数据。 

3．用统计量描述数据的水平：平均数、中位数、分位数和众数。 

4．用统计量描述数据的差异：极差、标准差、样本方差。 

5．参数估计的基本原理，极大似然估计，矩估计，估计的优良性质。 

6．正态分布下的区间估计。  

7．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假设检验的两类错误，显著性水平和 p 值。 

8．正态分布下，一个总体和两个总体的参数的假设检验。 

9．方差分析的基本原理，单因子和双因子方差分析。  

10．变量间的关系，相关关系和函数关系的差别。  

11．一元线性回归的估计和检验，用残差检验模型的假定。  

12．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检验，多重共线性现象。 

 

参考书目： 

1）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茆诗松、程依明、濮晓龙，高等教育出版社。        

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浙江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919 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微观经济学 

1.现代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 

2.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3.偏好与效用 

（1）理性选择理论 

（2）效用理论 

（3）效用函数与无差异曲线 

（4）特殊的偏好形式 

（5）效用最大化与选择 

4.需求函数与需求曲线 

（1）收入和商品价格变化的效应 



（2）需求函数与消费者剩余 

（3）斯拉茨基方程 

5.市场需求与交换 

（1）个人需求与市场需求 

（2）需求弹性及其分类 

（3）弹性间的关系 

（4）相互得益的交换 

6.技术与生产函数 

（1）生产函数的由来 

（2）技术边界与生产函数 

（3）边际生产力及其递减规律 

（4）技术进步的作用 

（5）短期生产函数与边际技术替代率 

（6）长期生产函数与规模报酬 

7.生产成本及厂商选择 

（1）成本函数：生产成本与产量的关系 

（2）短期生产成本及其关系 

（3）长期生产成本及其关系——扩张线与长期总成本 

8.利润最大化的拓展讨论 

（1）利润最大化与企业供给 

（2）市场供给与弹性 

9.市场理论结构 

（1）完全竞争市场 

（2）完全垄断市场及其模型 

（3）垄断竞争市场及其模型 

（4）寡头市场及其模型 

10.要素市场与要素分配理论 

（1）生产要素的需求 

（2）生产要素的供给 

（3）要素市场均衡及其分配原理 

11.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 

（1）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 

（2）福利经济学概述 

12.外部性、科斯定理与公共品 

（1）外部性的界定及解决方法 

（2）科斯定理 

（3）公共品 

13.博弈论概述 

（1）博弈概念及分类 

（2）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3）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14. 新制度经济学 

（1）制度的构成与制度的起源 

（2）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 



 

宏观经济学 

1.国民收入的核算与循环 

（1）基本概念 

（2）深入理解：国民收入的构成与多部门国民收入决定 

2.国民收入决定 

（1）总需求、总共给的决定因素 

（2）总供求均衡及其变动 

（3）总收入—总支出（NI—AE）模型分析 

（4）完全的“NI—AE”分析 

3.货币市场的均衡 

（1）货币的定义 

（2）凯恩斯货币理论的主要观点 

（3）货币需求 

4.双重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 

（1）IS-LM 分析 

（2）IS-LM 的操纵 

5.财政政策 

（1）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2）自动的财政政策 

（3）税收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4）综合财政政策 

6.银行制度与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的定义、内涵、分类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3）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在货币政策上的争论 

7.开放的宏观经济模型 

（1）国际收支平衡、资本项目、经常项目、浮动汇率、固定汇率、外部均衡等该概念 

（2）蒙代尔模型原理及其实践意义 

8.经济周期 

（1）乘数—加速数模型 

（2）希克斯经济周期 

（3）长期波动——康德季耶夫周期 

9.经济增长理论 

（1）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2）哈马模型 

（3）索罗模型 

10.其他 

（1）通货膨胀的类型 

（2）菲利扑斯曲线 

（3）通货膨胀与失业对经济的影响 

（4）奥肯定律 

（5）区域经济学基本概念等 

 



参考书目： 

微观经济学：理论扩展与应用，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宏观经济学：蔡继明，南开大学出版社 

区域经济学：大学统编教材 

 

676 国际关系史 

676 国际关系史: 

(一)1648 年后各国际体系 

1、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冷战后体系;形成

的时间。 

2、各国际体系性质、特点及其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意义。  

(二)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三十年战争、反法联盟、神圣同盟、俄奥普三次瓜分波兰、四国同盟、1848 年欧洲革命、

东方问题、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摩洛哥危机、波斯尼亚

危机、 两次巴尔干危机、萨拉热窝事件、法绍达事件、9.18 事件、柏林-罗马轴心、珍珠港

事件、柏林危机、阿以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海湾战争、苏联解体、里约

环境大会、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9.11 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国际金融危机、

中东剧变（2011）。  

(三)重要国际会议与条约 

乌得勒支条约、维也纳会议、柏林会议(1884-1885)、巴黎和会、热那亚会议、拉巴洛协定、

鲁尔危机、洛桑条约(1923)、道威斯计划、洛迦诺公约、非战公约、贝尔福宣言、伊犁条约、

朴斯茅斯条约、布列斯特和约、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大西洋宪章、开罗宣言、布雷顿森林会

议、联合国宪章、雅尔塔会议、日美安全条约、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2015）、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六

方会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伊核协议。 

(四) 重要国际组织与合作机制 

国际联盟、联合国、欧洲共同体、欧盟、经合组织、欧佩克、国际能源机构、77 国集团、

不结盟运动、北约、10+3 合作机制、八国集团、20 国集团、联合国改革、北美自由贸易区、

阿盟、东盟、非盟、亚太经合组织、美洲国家组织、亚欧会议、上海合作组织。  

(五) 重要的概念、倡议 

均势、结盟、维也纳体系与大国协调、俾斯麦外交、门罗主义、威尔逊十四点、租借法案、

中立法案、杜鲁门主义、冷战、马歇尔计划、第三世界、舒曼计划、艾森豪威尔主义、尼克

松主义、巴勒斯坦问题、星球大战计划、单极、两极、多极、核竞赛与核军控、恐怖主义、

全球治理、中美关系与三个公报、单边主义、多边主义、新保守主义、文明冲突论、北约东

扩、和平崛起、和谐世界、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新安全观、“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书目：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上、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主编：《国际关系史》（第 11-12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袁明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俞正梁等：《战后国际关系史纲》，世界知识出版社。 

顾关福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2010）》，天津人民出版社。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876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中国外交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部分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流派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全球治理理论; 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

增长理论；世界体系理论。 

(二)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主要内容 

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投资体制；非国家行为体;现代化理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国家对外政策分析;相互依赖；世界生产体系;区域经济一体化；贸

易自由化；全球经济再平衡；国际经济协调；世界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经济。 

(三)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重大事件 

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贸易摩擦；RCEP；债务危机;“一带一路”倡议；新兴经济体崛起;G20

峰会;APEC 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人民币汇率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颜色革命;中东政治格局变化; 

北极开发;海洋权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

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东盟；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 

(四)国际政治经济重要概念  

全球化；逆全球化；全球治理;软实力;国际体系；相互依存；公共产品；全球公域；气候变

化;能源安全;中国模式;发展问题;金砖国家; 国际经济失衡;全球价值链；世界市场；跨国公

司;要素流动；国际货币市场；国际资本市场；国际经济组织；国际金融中心；全球城市；

长周期；包容性发展；科技革命；全球性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                                                                      

中国外交部分 

(一)重大事件 

  抗美援朝;金门危机;中苏论战;珍宝岛事件;中美建交;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中美南海撞

机事件 

(二)重要会议 

  万隆会议;日内瓦谈判;朝鲜半岛六方会谈;中非论坛;联合国气候大会; 

(三)中国与国际组织、国际体系 

中国与联合国;中国与不结盟运动;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 APEC;中国与 77 

国集团;中国与欧盟;中国与 G20;金砖国家;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四)重要概念 

“一边倒”外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理论;集体安全与集团外交; 大国外交；周边外

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人权外交;危机外交(包括中国的斡旋外交、中美之间的危

机管理等);软实力；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两份白皮书);公共外交；伙伴外交；上海精神；“一带

一路”；世界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书目： 

张幼文、金芳：《世界经济学》（第四版），立信会计出版社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卡伦·明斯特 伊万·托夫特：《国际关系精要》，上海人民出版社 

约瑟夫•奈：《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杨公素、张植荣：《当代中国外交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与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普雷斯顿：《发展理论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31 世界经济 

一、 世界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1. 世界经济 

2.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性 

3. 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意义 

4. 信息时代的到来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二、 国际分工 

1． 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 

2． 国际分工的发展规律 

3． 当代国际分工格局及其影响 

4． 当代国际分工的发展趋势 

5．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与特点 

三、 世界市场 

1. 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2. 世界市场结构 

3. 世界市场的性质和特点 

4. 世界市场的区域化与一体化 

5. 世界市场的价格机制 

四、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1. 区域经济一体化概述 

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3.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界定和特征 

4. 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五、 国际贸易投资体制改革的新主题 

1. 国际贸易投资体制新特点 

2. 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发展趋势 

3. 重大国际贸易投资谈判议题焦点、分歧与对中国的影响 

六、 贸易自由化 

1. 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历程 

2.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对贸易自由化的推动 

3. 世贸组织与国际贸易体系 

七、 金融国际化 

1. 金融国际化的内容与发展 

2. 国际货币市场 

3. 国际资本市场的特点及其运行机制 

4. 金融创新对金融国际化的意义 

5. 银行业的国际化 

八、 生产一体化 

1. 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特征 

2. 跨国公司：一体化世界经济中的企业组织形式 

3. 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九、 跨国公司与世界生产体系 



1.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及其特征 

2. 影响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因素与环境 

3. 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变化对当代世界生产体系的影响 

十、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与全球化经济的运行机制 

1. 世界经济学的发展与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 

2. 世界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十一、世界经济的增长 

1. 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轨迹 

2. 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 

3. 一体化与世界经济增长 

4. 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内涵、趋势与影响 

十二、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周期问题 

1.世界经济的周期性与周期的同步性 

2.长周期的性质和解释 

3.世界经济周期同步性的根源和影响 

4.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重大主题 

十三、当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1.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额不平衡 

2. 发达国家的经济特点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3. 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特点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4. 新兴经济体的特点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5. 转型经济的特点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6. 全球化经济的要素分布与收入分配 

十四、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全球性问题 

1. 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及其认识 

2. 环境问题 

3. 资源问题 

4. 人口问题 

十五、要素流动的结构与全球经济再平衡 

1. 要素流动的结构与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布局 

2. 全球化经济的生产布局及其贸易效应 

3. 全球发展协调与后全球化时代的主题 

4. 中国参与全球再平衡与发展战略的调整 

十六、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 

1. 相互依赖的产生 

2. 相互依赖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3. 国际经济传递机制 

十七、国际经济协调 

1. 国际经济协调的背景及其理论分析 

2. 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 

3. 国际货币体系与汇率协调 

4. 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 

5. 全球化冲击下的新问题 

十八、国际经济组织 



1. 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 

2. 国际经济组织的类型与功能 

3. 联合国经济机构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 

4. 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方向 

十九、国际投资政策协调与体制建构新趋势 

1. 国际投资体制与政策协调的研究综述 

2. 国际投资体制建构与政策协调的发展演化 

3. 国际投资体制建构与政策协调的新特征 

4. 新一代国际投资政策的发展框架 

二十、中国推动全球治理的主张与影响 

1. 应对挑战，共商规则——中国推进全球治理的目的与意义 

2. 民主平等，改革创新——中国推进全球智力的原则与主张 

3. 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中国推进全球治理的路径与影响 

 

参考书目： 

1、张幼文、金芳著 《世界经济学》（第四版） 

2、克鲁格曼著《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2011 年 

 

932 金融学 

货币银行学部分 

一、货币、信用与金融 

（一）货币的职能 

（二）货币制度 

（三）人民币制度的建立 

（四）移动支付与无现金社会 

二、国际货币体系与汇率制度 

（一）国际货币体系 

（二）外汇与外汇管理 

（三）汇率与汇率制度 

（四）汇率与币值、汇率与利率 

（五）汇率的决定 

（六）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化 

（七）最优货币区与欧元 

三、信用、利息与信用形式 

（一）信用及其与货币的联系 

（二）利息 

（三）现代信用活动的基础 

（四）现代信用的内容与形式 

（五）国际信用 

（六）信用缺失与信用秩序 

（七）消费信贷 

四、金融范畴的形成与发展 

（一）现代银行的产生与金融范畴的形成 

（二）金融 



（三）金融体系 

（四）金融结构 

（五）金融发展 

五、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 

（一）金融中介及其包括的范围 

（二）西方国家的金融中介体系 

（三）中国的金融中介体系 

（四）国际金融机构体系 

（五）中国的金融改革 

六、存款货币银行 

（一）存款货币银行的类型与组织 

（二）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 

（三）金融创新 

（四）不良债权 

（五）存款保险制度 

七、中央银行 

（一）中央银行的类型 

（二）中央银行的职能 

（三）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八、金融市场 

（一）金融市场及其要素 

（二）货币市场 

（三）衍生工具市场 

（四）投资基金 

（五）外汇市场 

（六）黄金市场 

（七）风险投资与创业板市场 

（八）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九、资本市场 

（一）股票市场 

（二）长期债券与长期债券市场 

（三）初级市场与二级市场 

（四）证券价格与证券价格指数 

（五）资本市场效率 

十、金融体系结构 

（一）金融体系与金融功能 

（二）金融体系的两种结构 

（三）中介与市场相互渗透发展的趋势 

（四）互联网金融 

（五）影子银行 

十一、金融基础设施 

（一）支付清算系统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十二、货币均衡与宏观政策 



（一）利率及其种类 

利率的决定 

利率的作用 

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主观货币需求与客观货币需求、名义货币需求与实际货币需求 

货币需求分析的微观与宏观角度 

古典货币需求理论 

凯恩斯主义货币需求理论 

货币主义货币需求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信贷配给理论 

十三、现代货币的创造机制 

（一）信用货币 

存款货币的创造 

中央银行体制下的货币创造过程 

货币乘数与大萧条 

十四、货币供给 

（一）货币供给及其口径 

经济主体行为与货币供给 

（三）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外生性 

（四）超额货币 

十五、货币均衡与总供求 

（一）货币均衡与非均衡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我国对均衡境界的追求与理论探索 

十六、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一）核心价格指数 

通货膨胀的需求拉上说 

通货膨胀的成本推动说 

通货膨胀的社会经济效应 

通货膨胀与经济成长 

通货膨胀对策 

通货紧缩 

十七、货币政策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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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政策效应 

十八、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一）财政收支与货币供给的理论模型 

（二）国债与货币供给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组合 

IS-LM 模型 

十九、开放条件下的政策搭配与协调 

汇率的作用与风险 



（二）政策冲突与搭配 

（三）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与政策协调 

二十、金融运行的微观机制 

（一）利率的风险结构与期限结构 

资产组合与资产定价 

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 

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 

二十一、货币经济与实际经济 

（一）两分框架 

虚拟资本 

货币中性与货币非中性 

二十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一）金融与经济增长 

金融压抑与经济增长 

（三）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 

（四）普惠金融 

二十三、金融脆弱性与金融危机 

（一）金融脆弱性生成的内在机制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 

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防范与治理 

中国的金融脆弱性与金融危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 

二十四、金融监管 

（一）金融监管及其相关理论 

（二）金融监管体制 

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 

 

国际金融学部分 

一、国际收支和国际收支平衡表  

（一）国际收支概念与账户分类 

（二）国际收支平衡表分析  

（三）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含义 

（四）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  

（五）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可持续性 

二、国际收支调节及其理论分析 

（一）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机制与政策调节工具 

1. 自动调节机制：货币-价格机制、收入机制、利率机制等 

2. 政策调节工具：支出转换型政策、支出增减型政策、融资型政策、供给型政策等 

（二）国际收支调节的理论分析 

1．弹性分析法：马歇尔-勒纳条件、J 曲线效应 

2．吸收分析法 

3．货币分析法 



4．结构分析法 

三、外汇与汇率理论 

 （一）外汇与汇率的基本概念 

 1．直接标价法与间接标价法 

 2．名义汇率、实际汇率与有效汇率 

 3．即期汇率与远期汇率 

（二）汇率变动及其影响 

 1.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  

 2.汇率变动的经济影响：本币升值与本币贬值 

（三）汇率决定理论  

1.购买力平价理论 

2.利率评价理论 

3.国际收支说  

4.粘性价格货币分析法 

5.弹性价格货币分析法 

6.资产组合分析法 

四、内部均衡与外部平衡的调节 

（一）内部均衡与外部失衡的概念 

（二）内部均衡与外部失衡的调节理论 

1.米德冲突 

2.丁伯根原则  

3.蒙代尔-弗来明模型 

4.斯旺的支出转换与支出增减政策搭配 

5.内外均衡调节理论的新探索 

（三）内部均衡与外部平衡的长期调节机制 

1．双缺口模型 

2．长期均衡汇率 

五、外汇管理与汇率制度选择 

（一）外汇市场与外汇管制 

1．外汇交易的基本方式 

2．外汇管制的内涵 

3．外汇管制的原因 

4．外汇管制的方式 

5．外汇管制的经济效应 

（二）汇率制度与汇率政策 

1．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 

2．汇率制度的选择分析 

3．汇率干预政策：冲销式干预与外汇占款 

4．其他汇率制度：联系汇率制 

（三）国际储备相关问题 

1. 外汇储备用途 

2. 外汇储备管理 

3. 特别提款权 SDR 

六、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资本流动 



 （一）国际金融市场的构成和特点 

 1．国际货币市场 

 2．国际资本市场 

 3．欧洲货币市场 

 4．国际外汇市场 

 5．境外人民币市场：离岸人民币汇率走势 

（二）国际资本流动及其影响 

1．国际资本流动概念 

2．国际资本流动特点 

3．国际资本流动影响：三元悖轮 

4．资本外逃与金融风险监管 

七、国际货币危机理论 

（一）国际货币危机的概念与种类 

（二）国际货币危机的影响与特征 

（三）国际货币危机的新变化：次贷危机 

（四）国际货币危机理论 

1.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2.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3.货币危机成因的其他解释：道德风险论、金融恐慌论、危机传染论等 

八、国际货币体系 

（一）国际货币体系内涵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背景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征：双挂钩制度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困境：特里芬难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原因 

（三）牙买加体系  

 牙买加体系的特征 

 牙买加体系的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九、区域货币一体化与国际政策协调与合作 

 （一）区域货币合作内涵 

 （二）最适度通货区理论 

 （三）欧洲货币一体化 

 （四）欧元诞生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意义及其影响 

 （五）亚洲货币合作和一体化问题 

 

参考书目： 

黄达 张杰编著《金融学》（第四版）（（货币银行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4 月版 

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六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年 6 月版 

 

 

 



930 数量经济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第一章 计量经济学的相关概念 

第一节 经济变量 

第二节 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经济数据的类型 

第四节 经济数据的特征 

第二章 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理论与应用 

第一节 普通最小二乘法（基础矩阵形式） 

第二节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其估计 

第三节 假设检验 

第四节 标准化系数和偏相关系数 

第五节 带约束的最小二乘估计及其性质 

2.5.1 多个回归参数检验的统计量的构造 

2.5.2 回归系数显著性的联合检验 

第六节 回归模型参数最小二乘估计量的性质 

第七节 虚拟变量的使用 

2.7.1 虚拟变量的使用 

2.7.2 有关虚拟变量系数的检验 

第三章 最大似然估计 

第一节 对数似然函数 

第二节 二点分布模型 

第三节 简单回归模型（与最大似然估计的关系） 

第四节 一般线性回归模型 

第五节 最大似然估计量的性质 

第四章 多重共线性的概念，诊断与克服的基本方法 

第一节 多重共线性的概念 

第二节 多重共线性的症状与诊断 

4.2.1 多重共线性的症状 

4.2.2 多重共线性的存在性.严重性以及诊断 

第三节 多重共线性问题的解决 

4.3.1 克服多重共线性的一些常用方法 

4.3.2 严格的线性约束 

第五章 违背高斯-马尔柯夫假设的模型处理 

第一节 存在异方差干扰的模型处理 

5.1.1 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干扰的参数的最小二乘估计 

5.1.2 广义最小二乘估计（FGLS） 

5.1.3 存在简单形式异方差干扰的模型处理 

5.1.4 异方差性的检验（戈德菲尔德-匡特检验、残差图法等） 

第二节 自相关 

5.2.1 一阶自回归 

5.2.2 D.W 检验及统计量 

 

 

参考书目： 



1.《现代计量经济学》，朱平芳编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高级应用计量经济学》，李子奈，叶阿忠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3.《计量经济学导论》伍德里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17 人口经济学（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 

主要考点： 

(1)人口资源与环境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兴起；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可

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人口数量、质量、结构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资

源与发展、发展中的资源困境与持续利用；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配置管理；中国的资

源与可持续发展；环境与发展、发展中面临的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和管理；

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2)发展经济学：20 世纪以来世界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透视；人口和经济发展； 

结构变化与城市化； 剩余劳动力和二元经济结构；规模报酬递增和经济发展；荷兰病和“资

源的诅咒”；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平等和经济发展；制度和经济发展。 

 

参考书目：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钟水映,科学出版社，2011； 

2.《发展经济学（第 2 版）》姚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918 生态经济学 

一、生态经济学的学科性质 

    生态经济学的内涵特征、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态经济学学科思想发展史、生态经

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的联系及区别 

二、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生态经济系统结构、生态经济系统功能、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生态经济系统物质流、能

量流、信息流、价值链的关系 

三、生态经济产业原理、分类与评价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生态产业园区建设、生态产业政策创新、生态消费 

四、自然资源资产核算与管理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观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方法、自然资源资产概念内涵、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创新 

五、生态经济学理论前沿 

    超越不经济增长、可持续贸易、共享经济等新经济业态、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

生态公平等国内外生态经济学理论前沿 

六、生态经济学实践应用 

生态环境政策评估与分析、国内外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实践案例和生态经济学实

践应用热点问题分析 

 

参考书目： 

赫尔曼•E.戴利：《21 世纪生态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版； 

乔舒亚•法利：《超越不经济增长：经济学、公平与生态困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年版； 

周冯琦：《生态经济学国际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年版； 

周冯琦：《生态经济学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年版； 



沈满洪(主编)，《生态经济学》，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2016 年版。 

 

920 经济学综合 

【微观经济学部分】 

一、需求、供给与均衡价格 

基本知识：市场需求曲线及特点、需求函数、需求定理、影响需求变动的因素、需求水平与

需求量的区别、需求价格弹性、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交叉弹性。供给曲线、供给函数、供给

定理、影响供给变动的因素、供给水平与供给量的区别、供给弹性。均衡价格、均衡价格的

自动调节机制、均衡价格与实际价格、供求定理。 

理解运用：求解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上任意一点的弹性（几何推导），需求价格弹性与个人

消费支出的关系、完全替代品与完全互补品的判断、求解均衡价格水平、税收（从量税与从

价税）对均衡价格的影响及在消费者和生产者间的分摊、限价措施对均衡水平的影响及可能

产生的效应。 

二、消费者行为 

基本知识：偏好理论及其特点、基数效用论、总效用、边际效用及递减规律、序数效用论、

无差异曲线、预算约束线、边际替代率、消费者均衡原则、恩格尔定律、替代效应、收入效

应、边际收益、总收益。无差异曲线的形状及特点、边际替代率变动趋势、消费者均衡原则

的推倒、个人需求曲线与市场需求曲线的关系、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与个人需求曲线。 

理解运用：收入—消费曲线与恩格尔曲线、价格—消费曲线与个人需求曲线、价格消费曲线

与需求价格弹性的判断、正常品、低档品、高档品（收入弹性）、必须品、奢侈品以及吉份

商品（价格弹性）的判断。需求曲线与替代效应、收入效应的关系。市场需求曲线的求解、

边际收益曲线和函数的求解、边际收益与弹性。（不同人当对同样两种商品替代率不同时，

如何进行交换。） 

三、生产者行为 

基本知识：可边投入、固定投入、短期与长期、生产函数、TP、AP、MP、边际生产力递减

规律、等产量线、等成本线、边际技术替代率、规模收益、扩展线、三种短期总成本（TC、

TVC、TFC）、三种短期平均成本、短期边际成本、长期总成本、长期平均成本、长期边际成

本。 

理解运用：投入的合理区间、生产者均衡条件、短期边际成本与 ATC、AVC 之间的关系、

短期平均成本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形状的原因、长期平均成本与短期平均成本的关系、长期

边际成本与短期边际成本的关系；规模收益变动的表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形状的推导、长

期平均成本曲线形状的推倒、给定生产函数和成本约束额求解最优的要素使用量、判断各种

函数形式的规模收益情况、短期 7 条成本曲线间的相互关系。 

四、四大市场理论 

（一）完全竞争 

基本知识：完全竞争、平均收益、边际收益、停止营业点、收支相抵点理解运用：短期厂商

均衡分析、长期均衡调整过程分析、短期（厂商）供给曲线推导、市场（行业）供给曲线分

析、长期均衡条件分析（厂商、行业）、市场容纳厂商数目、三种长期供给曲线推导；计算

完全竞争市场均衡时变量的情况。 

（二）完全垄断市场 

基本知识：完全垄断、成因、自然垄断、价格歧视含义、条件及形式、消费者剩余、福利三

角、边际成本定价、平均成本定价；垄断厂商的需求曲线和市场需求曲线、垄断厂商的 TR 和 

MR、垄断厂商的短期均衡（经济利润、正常利润、亏损）、垄断厂商的长期均衡、没有供给

曲线、价格歧视的经济含义和图形、公共管制——边际定价（AC 最小在内侧）、平均定价。 



理解运用：：三度价格歧视对两个市场价格的求解、完全垄断市场均衡求解、完全竞争与完

全垄断比较（价格、产量、福利、均衡过程等） 

（三）垄断竞争与寡头市场 

基本知识：垄断竞争市场、产品差别、产品集团、垄断竞争厂商需求曲线和市场需求曲线、

寡头垄断（相互勾结）及类型（纯粹、差异；双头、多头、三头；勾结、非勾结）。 

理解运用：垄断竞争市场的短期（SMC=MR=交点）和长期均衡（LMC=MR、AR=LAC）、古诺

模型的核心（依存、产量竞争）、公开勾结的卡特尔均衡、非公开勾结卡特尔均衡（低成本

模型、支配型厂商模型、晴雨表型价格领先制）、成本加成定价；古诺模型求解、公开勾结

卡特尔均衡求解、低成本模型求解、支配型厂商模型求解。 

（四）四大市场比较 

基本知识：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厂商、行业）、均衡条件、福利、价格和产量、资源配置、

特征、经济效率 

五、要素市场 

基本知识：边际产品价值（VMP）、边际收益产品（MRP）、边际要素成本（MFC）及形状、

厂商要素需求曲线、市场要素需求曲线（不是简单加总，要考虑要素价格变动多产量的影响，

进而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最终对厂商要素需求曲线的影响）、劳动力供给曲线（背弯）、土地 

 

六、一般均衡理论 

基本知识：机会成本、帕累托标准、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定理； 

理解运用：解释最优条件的原因（生产、消费、交换） 

七、博弈论 

基本知识：定义、类型、囚徒困境及其解释 

理解运用：解释实际经济现象 

 

【宏观经济学部分】 

一、国民收入的核算与循环 

基本知识：GNP、GDP、NNP、NI、DPI、DI、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支出法、增值法、收入

法）、失业率、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需求不足的失业、充分就业的失业率、实际利率

与名义利率。 

理解运用：两部门三市场模型、四部门模型、国民收入的构成与决定国民收入的变量（需求）、

国民收入恒等式、政府收支平衡、区别漏出量和注入量、理解国民收入的需求构成。 

二、国民收入决定 

基本知识：1、总需求决定因素、总需求函数、曲线形状；2、总供给决定因素、总供给函数、

图形（凯恩斯、古典）；3、总供求均衡及其变动：包括总供求的自动均衡机制、总需求变动

的影响、总供给变动的影响（供求定理）。 

理解运用：1 、总收入—总支出（NI—AE）模型分析：包括（1）消费函数、边际消费倾向

递减规律；（2）投资函数、边际投资倾向、投资与利率的关系 ；（3 ）模型推算 ：均衡国

民收入计算、均衡国民收入的自动调整、收入乘数及推导、均衡的调整与充分就业（国民收

入差额除以乘数等于投资额 ）。2 、5 、完全的“NI —AE ”分析：（1 ）加入政府部门：

财政收支与可支配收入； （2 ）税收乘数； （3 ）平衡预算乘数； （4 ）加入税收函数

的乘数； （5 ）加入投资函数的乘数 3； （6 ）加入进口函数的乘数 4； （7 ）加速数

（资本产出率）； 

三、货币市场的均衡 

基本知识：1、货币的定义 2、货币需求的内容；； 



理解运用：凯恩斯货币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与古典经济学的差别； 

四、双重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 

基础知识：1、IS-LM 分析，包括 IS 曲线及推倒、斜率、含义；LM 曲线推导、斜率、含义；

双重均衡分析、四个区间的含义、IS-LM 模型与国民收入的决定（暗含 AD-AS）。 

2、IS-LM 的操纵： 影响 LM 曲线的变量，影响 IS 曲线的变量。 双重调整——IS 和 LM 曲

线同时移动；挤出效应。 

五、三重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 

基本知识：1、凯恩斯效应、实际余额效应；2、三重均衡的凯恩斯模型；3、投资陷阱与灵

活偏好陷阱；4、刚性工资及原因。 

理解运用：凯恩斯总需求曲线的推导 

六、财政政策知识及运用： 

1、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2、自动的财政政策；3、税收对国民收入的影响：4、综合财政政

策：(自动政策和相机政策的综合作用) 

七、银行制度与货币政策 

基本知识：法定准备率与必要准备金；过度储备；货币创造——银行乘数；货币政策的手段

及其传导机制 

理解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机理的分析；中国货币政策的思考 

八、综合的宏观经济政策知识及运用： 

1、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在货币政策上的争论 

2、财政赤字货币化及其形成机理 

3、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纷争 

九、开放的宏观经济模型知识及运用： 

1、国际收支平衡、资本项目、经常项目、浮动汇率、固定汇率、外部均衡 

2、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3、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十、经济周期知识及运用： 

1、乘数—加速数模型；2、希克斯经济周期；3、长期波动——康德季耶夫周期 

十一、经济增长理论 

知识及运用： 

1、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2、哈马模型：合意增长率、实际增长率、自然增长率与刃锋均衡 

3、索罗模型；  

十二、其他 

知识及运用： 

1、通货膨胀的类型：需求、成本；2、菲利浦斯曲线； 

3、通货膨胀与失业对经济的影响；4、奥肯定律； 

 

【区域经济部分】 

一.基本概念理解 

区域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经济学如何认识空间；经济区位论；区域科学；新经济地理学及其

拓展  

二.产业空间组织与产业结构演进  

产业地域分工；产业集聚；产业布局与产业空间组织 ；产业转移 ；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中

国产业结构演进；地区专业化与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结构趋同  



三.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协调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模式；从增长到发展 ；区际经济联系；空间格局与

区域差异 ；区域发展模式 ；区域协调发展 ；交通运输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  

四.城市化、城市体系与城乡协调发展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城市化 ；新型城镇化；城市化的生态效应；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体系 ；

城市空间结构；城市规模与城市体系 ；城市群与都市圈 ；未来城市 ；工业化进程与城乡

二元经济；农业和农村政策；农村组织化与农业产业化；城乡统筹发展与乡村振兴  

 

五.全球化与区域发展  

国际贸易理论 ；地理与国际贸易 ；全球生产网络与全球价值链 ；共建“一带一路”与区

域发展  

六.环境可持续性与区域发展  

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自然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环境可持续性与环

境治理；区域发展的环境效应 ；环境治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区域发展

绿色转型  

七. 区域发展管理  

政府与市场的作用 ；区域发展管理的政策手段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区域发展管理 ；

优化国土开发空间 

 

 

【空间经济部分】 

一、劳动力流动性与区域发展 

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及其空间含义；中心与外围；多个地区与连续空间；农

业运输成本 

 

二、 城市体系 

城市体系的空间模型：启发式的介绍； 单中心经济体；新城市的出现；城市层级体系的演

化；港口、交通枢纽与城市区位 

 

三、国际贸易 

国际专业化； 经济发展与产业扩散；产业集群；无缝的世界 

 

参考书目： 

[1] N.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Mankiw） 著，梁小民，梁砾 译.经济学原理（第八版）：

宏观分册+微观分册[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2] 石敏俊.区域经济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3] 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 著，梁琦 译.空间经济学：城市、区

域与国际贸易[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921 经济学（含宏、微观） 



微观部分 

一、需求、供给与均衡价格 

基本知识：市场需求曲线及特点、需求函数、需求定理、影响需求变动的因素、需求

水平与需求量的区别、需求价格弹性、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交叉弹性。供给曲线、供给函数、

供给定理、影响供给变动的因素、供给水平与供给量的区别、供给弹性。均衡价格、均衡价

格的自动调节机制、均衡价格与实际价格、供求定理。 

理解运用：求解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上任意一点的弹性（几何推导），需求价格弹性

与个人消费支出的关系、完全替代品与完全互补品的判断、求解均衡价格水平、税收（从量

税与从价税）对均衡价格的影响及在消费者和生产者间的分摊、限价措施对均衡水平的影响

及可能产生的效应。 

二、消费者行为 

基本知识：偏好理论及其特点、基数效用论、总效用、边际效用及递减规律、序数效

用论、无差异曲线、预算约束线、边际替代率、消费者均衡原则、恩格尔定律、替代效应、

收入效应、边际收益、总收益。无差异曲线的形状及特点、边际替代率变动趋势、消费者均

衡原则的推倒、个人需求曲线与市场需求曲线的关系、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与个人需求曲线。 

理解运用：收入—消费曲线与恩格尔曲线、价格—消费曲线与个人需求曲线、价格消

费曲线与需求价格弹性的判断、正常品、低档品、高档品（收入弹性）、必须品、奢侈品以

及吉份商品（价格弹性）的判断。需求曲线与替代效应、收入效应的关系。市场需求曲线的

求解、边际收益曲线和函数的求解、边际收益与弹性。（不同人当对同样两种商品替代率不

同时，如何进行交换。） 

三、生产者行为 

基本知识：可边投入、固定投入、短期与长期、生产函数、TP、AP、MP、边际生产

力递减规律、等产量线、等成本线、边际技术替代率、规模收益、扩展线、三种短期总成本

（TC、TVC、TFC）、三种短期平均成本、短期边际成本、长期总成本、长期平均成本、长

期边际成本。 

理解运用：投入的合理区间、生产者均衡条件、短期边际成本与 ATC、AVC 之间的关

系、短期平均成本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形状的原因、长期平均成本与短期平均成本的关系、

长期边际成本与短期边际成本的关系；规模收益变动的表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形状的推导、

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形状的推倒、给定生产函数和成本约束额求解最优的要素使用量、判断各

种函数形式的规模收益情况、短期 7 条成本曲线间的相互关系。 

四、四大市场理论 

（一）完全竞争 

基本知识：完全竞争、平均收益、边际收益、停止营业点、收支相抵点 

理解运用：短期厂商均衡分析、长期均衡调整过程分析、短期（厂商）供给曲线推导、

市场（行业）供给曲线分析、长期均衡条件分析（厂商、行业）、市场容纳厂商数目、三种

长期供给曲线推导；计算完全竞争市场均衡时变量的情况。 

（二）完全垄断市场 

基本知识：完全垄断、成因、自然垄断、价格歧视含义、条件及形式、消费者剩余、

福利三角、边际成本定价、平均成本定价；垄断厂商的需求曲线和市场需求曲线、垄断厂商

的 TR 和 MR、垄断厂商的短期均衡（经济利润、正常利润、亏损）、垄断厂商的长期均衡、

没有供给曲线、价格歧视的经济含义和图形、公共管制——边际定价（AC 最小在内侧）、

平均定价 

理解运用：：三度价格歧视对两个市场价格的求解、完全垄断市场均衡求解、完全竞



争与完全垄断比较（价格、产量、福利、均衡过程等） 

（三）垄断竞争与寡头市场 

基本知识：垄断竞争市场、产品差别、产品集团、垄断竞争厂商需求曲线和市场需求

曲线、寡头垄断（相互勾结）及类型（纯粹、差异；双头、多头、三头；勾结、非勾结） 

理解运用：垄断竞争市场的短期（SMC=MR=交点）和长期均衡（LMC=MR、AR=LAC）、

古诺模型的核心（依存、产量竞争）、公开勾结的卡特尔均衡、非公开勾结卡特尔均衡（低

成本模型、支配型厂商模型、晴雨表型价格领先制）、成本加成定价；古诺模型求解、公开

勾结卡特尔均衡求解、低成本模型求解、支配型厂商模型求解。 

（四）四大市场比较 

基本知识：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厂商、行业）、均衡条件、福利、价格和产量、资

源配置、特征、经济效率 

五、要素市场 

基本知识：边际产品价值（VMP）、边际收益产品（MRP）、边际要素成本（MFC）及

形状、厂商要素需求曲线、市场要素需求曲线（不是简单加总，要考虑要素价格变动多产量

的影响，进而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最终对厂商要素需求曲线的影响）、劳动力供给曲线（背

弯）、土地、 

理解运用：推导厂商要素需求曲线、均衡工资率求解、生产函数与边际生产力（要素

分配）；卖方垄断（产品）对劳动的剥削，工会的作用 

六、一般均衡理论 

基本知识：边际产品转换率（总成本既定 TC（X、Y），求全微分既可）、机会成本、

帕累托标准、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定理； 

理解运用：解释最优条件的原因（生产、消费、交换） 

七、博弈论 

基本知识：定义、类型、囚徒困境及其解释 

理解运用：解释实际经济现象 

宏观部分： 

一、国民收入的核算与循环 

基本知识：GNP、GDP、NNP、NI、DPI、DI、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支出法、增值

法、收入法）、失业率、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需求不足的失业、充分就业的失业率、

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 

理解运用：两部门三市场模型、四部门模型、国民收入的构成与决定国民收入的变量

（需求）、国民收入恒等式、政府收支平衡、区别漏出量和注入量、理解国民收入的需求构

成。 

二、国民收入决定 

基本知识：1、总需求决定因素、总需求函数、曲线形状；2、总供给决定因素、总供

给函数、图形（凯恩斯、古典）；3、总供求均衡及其变动：包括总供求的自动均衡机制、总

需求变动的影响、总供给变动的影响（供求定理） 

理解运用：1、总收入—总支出（NI—AE）模型分析：包括（1）消费函数、边际消费

倾向递减规律；（2）投资函数、边际投资倾向、投资与利率的关系；（3）模型推算：均衡国

民收入计算、均衡国民收入的自动调整、收入乘数及推导、均衡的调整与充分就业（国民

收入差额除以乘数等于投资额）2、5、完全的“NI—AE”分析：（1）加入政府部门：财政

收支与可支配收入；（2）税收乘数；（3）平衡预算乘数；（4）加入税收函数的乘数 2；（5）

加入投资函数的乘数 3；（6）加入进口函数的乘数 4；（7）加速数（资本产出率）； 



三、货币市场的均衡 

基本知识：1、货币的定义 2、货币需求的内容；； 

理解运用：凯恩斯货币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与古典经济学的差别； 

四、双重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 

基础知识：1、IS-LM 分析，包括 IS 曲线及推倒、斜率、含义；LM 曲线推导、斜率、

含义；双重均衡分析、四个区间的含义、IS-LM 模型与国民收入的决定（暗含 AD-AS）。2、

IS-LM 的操纵：影响 LM 曲线的变量，影响 IS 曲线的变量，。双重调整——IS 和 LM 曲线

同时移动；挤出效应。 

五、三重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 

基本知识：1、凯恩斯效应、实际余额效应；2、三重均衡的凯恩斯模型；3、投资陷

阱与灵活偏好陷阱；4、刚性工资及原因。 

理解运用：凯恩斯总需求曲线的推导 

六、财政政策 

知识及运用： 

1、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2、自动的财政政策；3、税收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4、综合财政政策：(自动政策和相机政策的综合作用)  

七、银行制度与货币政策 

基本知识：法定准备率与必要准备金；过度储备；货币创造——银行乘数；货币政策

的手段及其传导机制 

理解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机理的分析；中国货币政策的思考 

八、综合的宏观经济政策 

知识及运用： 

1、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在货币政策上的争论 

2、财政赤字货币化及其形成机理 

3、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纷争 

九、开放的宏观经济模型 

知识及运用： 

1、国际收支平衡、资本项目、经常项目、浮动汇率、固定汇率、外部均衡 

2、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3、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十、经济周期 

知识及运用： 

1、乘数—加速数模型；2、希克斯经济周期；3、长期波动——康德季耶夫周期 

十一、经济增长理论 

知识及运用： 

1、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2、哈马模型：合意增长率、实际增长率、自然增长率与刃锋均衡 

3、索罗模型；3、卡尔多模型 

十二、其他 

知识及运用： 

1、通货膨胀的类型：需求、成本；2、菲利浦斯曲线； 

3、通货膨胀与失业对经济的影响；4、奥肯定律； 

 

661 社会学原理 



全面考察考生对社会学基本原理、基本概念、代表人物及主要流派的基本思想的掌握程

度，以及利用社会学理论和研究视角分析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通过这样的考试，目的是为

了选择具有较好的社会学知识和理论素养的考生，以及具有较好的运用社会学理论和视角分

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考试内容分两大类：其一、主要考察考生对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代表人物及

主要流派的基本思想的掌握程度。其二、主要考察考生对社会学原理和研究视角的融会贯通

能力，以及运用这些基本的原理和研究视角分析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 

 

参考书目： 

1.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2.（法）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著， 葛秉宁 译《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

社，2015。 

 

861 社会研究方法 

要求学生了解并掌握社会研究方法的基本知识点，形成比较完整的定量和定性社会研究

方法的知识体系。掌握社会研究的方法论、研究建构的方式和具体研究方法与技术；要求学

生具备一定的社会研究实际能力，能够具体运用社会研究方法针对不同议题和研究目的，确

定研究问题、设计研究方案，并选择恰当的定性或定量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对研究主题展开实

证研究，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 

考核内容包括：社会科学中科学的含义，社会研究中的范式、理论和研究伦理，定量研

究与定性研究及其相互关系；社会研究的研究建构（研究设计、测量和指标设计、抽样）；

具体研究方法和技术（实验法、调查法、实地研究、非介入研究等）；定性和定量资料的处

理分析方法。 

 

参考书目： 

1.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 11 版），华夏出版社，2009. 

2.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862 人口学概论 

人口学、人口统计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对我国重大的

现实人口问题的认识和了解，如人口政策、人口增长、人口流动、城市化、就业、社会保障、

人口结构变动与老龄化等有关现实人口问题的现状、问题与解决的对策思路。 

 

参考书： 

人口学概论，董银兰，周艳华，解鸿泉 著，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人口社会学（第二版），杨菊华，靳永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 

人口统计学，温勇，尹勤，帅友良 编，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年。 

《中国人口科学》、《人口研究》、《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发展》杂志。 

 

701 法学概论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法学概论科目。法学

概论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体系的理解和掌握。本科目要求考生

熟练掌握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究方法，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法理学  

法的形式；法的本质、作用和价值；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的过程；法

与其他社会现象； 

第二章 中国法律史  

法律的起源、发展与历代立法活动；历代法律的主要内容；历代司法与诉讼制度；近代

法制的演变； 

第三章 宪法  

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机构；宪法的运行； 

第四章 行政法  

行政法概述；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 

第五章 民法  

民法总论；物权；债权；亲属；继承； 

第六章 商法  

商法概述；商事主体；商行为；商事登记；商号及商号权；商事组织； 

第七章 经济法  

经济法概述；竞争法；消费者法；税法；金融法；劳动法； 

第八章 环境法  

环境与环境保护法概述；环境与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第九章 刑法学  

刑法概述；犯罪；刑罚；刑法分则； 

第十章  

诉讼法概述；诉讼法原则；诉讼制度；诉讼证据；诉讼程序； 

第十一章 国际法  

国际法概述；国际法上的国家、居民与领土；国际组织；海洋法、国际航空法和外层空

间法；条约法；外交与领事关系法；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第十二章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国际私法概述；冲突规范与准据法；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国际经济法概述；国际贸

易法；国际投资法。 

 

参考书目：叶青主编：《新编法学简明教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年版。 

 

801 法理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法理学科目。  

要求考生掌握本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并能运用基本原理对法律现象进行

分析。  

 

二、考试内容  

导论：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框架和方法  

第一章 法的概念  

第二章 法的作用  

第三章 法的价值  



第四章 法的历史发展  

第五章 社会主义法的产生和发展第六章 法制和法律调整机制  

第七章 法治  

第八章 法的原则  

第九章 法与经济  

第十章 法与政治  

第十一章 法与文化  

第十二章 法与社会、社会建设和管理  

第十三章 法与人权  

第十四章 法与现代化  

第十五章 法与全球化  

第十六章 法的制定  

第十七章 法的渊源  

第十八章 法律规范  

第十九章 法律体系  

第二十章 法的实施  

第二十一章 法的适用 

第二十二章 法律关系 

第二十三章 法律解释、推理和论证 

第二十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章 法律监督 

第二十六章 法律文化 

第二十七章 法律意识 

第二十八章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 

第二十九章 西方法律思想 

第三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 

 

8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宪法行政法学科目。

宪法行政法学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体系的理解和

掌握。本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究方法，具有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宪法学：  

第一章 宪法的基本理论  

宪法的概念；宪法的起源与发展；宪法的基本原则；宪法的渊源与结构；宪法的价值、

功能与作用；宪法意识；宪法与宪政  

第二章 国家性质  

我国的国家性质；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的政党制度  

第四章 国家形式  

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  

第五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公民权利和基本权利；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内容；公民义务与公民的基本义务；

我国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及特点  

第六章 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选举程序  

第七章 中央国家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八章 地方国家机关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特别行政区的

国家机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第九章 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关系  

第十章 宪法运行  

宪法的制定；宪法的修改；宪法的解释；宪法实施；宪法监督与违宪审查；我国的宪法

监督制度  

 

行政法学  

第一章 行政法概述  

行政法的概念；行政法的渊源；行政法的分类；行政法律关系  

第二章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含义；行政法治原则；行政法治原则与行政裁量  

第五章 行政立法与行政规定  

行政立法；行政规定 

第六章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概述；行政许可的种类 

第七章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概述；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行政处罚的实施 

第八章 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概述；行政强制执行 

第十四章 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概述；行政复议的范围；行政复议的管辖；行政复议的决定 

第十五章 行政诉讼概述 

行政诉讼法律关系；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第十六章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不予受理的事项 

第十七章 行政诉讼管辖 

管辖概述；级别管辖；地域管辖 

第十八章 行政诉讼当事人 

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第三人 

第十九章行政诉讼的证据 

行政诉讼证据概述；举证责任及规则 

第二十一章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 

 

 

参考书目： 



叶必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殷啸虎主编：《宪法学原理与运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年版。 

 

804 刑法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刑法学科目。  

刑法学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中国刑事立法的进程和现状，对刑法总则的基本知识、基本

原理、犯罪论和刑罚论的基础理论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与把握，能够对总论的前沿性理

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独立的分析与思考；对刑法分则的结构编排，立法特点，内在逻辑等各方

面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与把握，掌握刑法分则研究的基本方法，正确分析犯罪构成的要

件要素，科学判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熟悉基本、常用罪名，能够运用犯罪构成原理分

析案例。  

本科目总体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刑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究方法，具

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总则部分  

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的渊源、刑法的解释、刑法

的效力、犯罪的概念、犯罪构成、犯罪客体、法益、犯罪的客观方面、危害行为、危害结果、

因果关系、犯罪主体、单位犯罪、犯罪故意、犯罪过失、不可抗力、意外事件、认识错误、

正当行为、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犯罪既遂、共同犯罪的种

类及其刑事责任、罪数、刑罚的本质、刑法的种类、法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累犯、

自首、立功、缓刑、减刑、假释、数罪并罚、缓刑  

分则部分  

总则和分则的关系，罪状，法定刑，罪名，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间谍罪，危害公

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

扰乱公共秩序罪，妨害司法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 

 

805 民商法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民商法学科目。  

主要考察学生对民商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体系的理解和掌握。本科目要求考生熟练

掌握民商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究方法，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民法学  

第一篇 民法总则  

第一章 民法绪论  

第二章 自然人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监护、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第三章 法人 

一般规定、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 

第四章 非法人组织 

第五章 民事权利 



第六章 民事法律行为 

 一般规定、意思表示、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和附期限 

第七章 代理 

第八章 民事责任 

第九章 诉讼时效 

第十章 期间计算 

第二篇 物权 

第一章 物权通论 

一般规定、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物权的保护 

第二章 所有权 

一般规定、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相邻关系、

共有、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 

第三章 用益物权 

一般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居住权、地役权 

第四章 担保物权 

一般规定、抵押权、质权、留置权 

第五章 占有 

第三篇 合同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 

第三章 合同的效力 

第四章 合同的履行 

第五章 合同的保全 

第六章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第七章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第八章 违约责任 

第九章 典型合同 

第十章 准合同 

第四篇 人格权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二章 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 

第三章 姓名权和名称权 

第四章 肖像权 

第五章 名誉权和荣誉权 

第六章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 

第五篇 婚姻家庭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二章 结婚 

第三章 家庭关系 

第四章 离婚 

第五章 收养 

第六篇 继承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二章 法定继承 



第三章 遗嘱继承和遗赠 

第四章 遗产的处理 

第七篇 侵权责任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二章 损害赔偿 

第三章 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 

第四章 产品责任 

第五章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第六章 医疗损害责任 

第七章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第八章 高度危险责任 

第九章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第十章 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 

 

第二部分 商法学  

第一篇 商法总论  

第一章 私法体系中的商法  

商法的概念、商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商法特征、商法渊源、商事习惯  

第二章 商事主体及其法律控制  

商事主体确立的政策、传统商法上的商事主体的分类、我国法律上商事主体的分类、商事主

体资格的取得、商事辅助人、商事登记及种类、登记的法律效力、违反枪支登记义务的法律

责任、商业账簿的法律价值、商业名称、商业名称与商标、商业名称的转让及债务处理、 商

业名称的法律要求、商业名称的法律保护  

第三章 商行为及法律控制  

商行为概念、商行为的种类、商事买卖及其特别规则、商事担保制度的特别规则  

第四章 商事主体的清算制度  

清算概念及种类、清算意义、公司清算程序、合伙清算程序、三资企业清算程序  

第二篇 公司法  

公司概述、公司法概述、公司的设立、公司的名称、公司住所的法律意义、公司章程、公司

机关、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公司资本、公司的变更、公积金制度、股利及分配制度、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特征、有限责任公司的分类、股权转让、公司资本的增减程序、一人有限

责任公司概念与特征、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制度、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连带责任、

国有独资公司概念与特征、国有独资公司的组织机构、股份有限公司的概念与特征、股份公

司设立的法律要求、董事的义务与责任、监事会的法律地位与职权、公司债概述、公司债的

种类、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制度  

第三篇 商事合伙 

商事合伙概念、分类、法律地位、普通合伙与特殊合伙、合伙事务执行效力、有限合伙与特

殊合伙、合伙的解散与清算  

第四篇 票据法  

票据的意义、票据的法律分类、票据性质、票据法的意义、票据关系及种类、票据行为及种

类、票据行为的代理、票据权利、票据权利取得、票据权利的消灭、票据伪造与变造、票据

抗辩权、票据丧失后的救济方法、票据背书、票据承兑、票据保证、追索权  

第五篇 保险法  



保险的分类、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保险合同、保险代为、人身保险的特殊条款、人身保险的

种类、保险组织、保险公司设立条件、保险经营规则、保险中介人、保险监管 

注：命题组将根据当年考试需要进行适当调整 

 

806 刑事诉讼法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刑事诉讼法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刑事诉讼法学”科目。刑事诉讼法学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知识、

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的理解和掌握。本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概念、基

本理论、基本制度和基本程序等方面的知识，考察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司法实践问

题的能力。  

二、主要考试内容  

第一章 刑事诉讼法学概述  

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任务和价值  

刑事诉讼的主体、客体、职能、结构和价值 

第二章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独立行使司法权原则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  

法律监督原则  

罪从判定原则  

认罪认罚从宽原则 

职权原则 

依法不追究原则  

第三章 刑事诉讼法基本制度  

管辖制度  

回避制度  

辩护与代理制度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第四章 刑事证据  

刑事证据的种类、分类 

诉讼证明  

刑事证据的基本原则和刑事证据规则  

第五章 刑事强制措施  

监视居住  

取保候审 

逮捕  

拘留  

第六章 侦查程序 

讯问犯罪嫌疑人  

询问证人和被害人  

勘验、检查  



搜查  

查封、扣押物证、书证  

鉴定与辨认  

技术侦查措施  

通缉  

侦查终结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自行侦查  

第七章 提起公诉程序  

审查起诉  

不起诉  

提起起诉  

第八章 审判程序概述  

刑事审判的原则  

审判组织  

第九章 第一审判程序  

公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审判程序  

自诉案件的第一审审判程序  

简易程序  

速裁程序 

第十章 第二审审判程序  

第二审审判程序的提起 

第二审程序的审判程序  

上诉不加刑  

第十一章 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第十二章 审判监督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的重新审判  

第十三章 刑事执行程序  

各种刑事判决的执行  

刑事执行的变更  

第十四章 未成年人诉讼程序  

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特有原则  

未成年人诉讼程序  

第十五章 公诉案件和解程序  

我国的刑事和解  

第十六章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的具体程序  

第十七章 缺席审判程序 

缺席审判适用情形 

缺席审判的具体程序 

第十八章 强制医疗程序  

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  



    

807 经济法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经济

法学科目。经济法学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经济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本

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经济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究方法，具有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编 经济法总论  

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经济法的概念、本质和特征；经济法的地位和体系  

第二编 经济法主体  

经济法主体概述 企业概述 特殊企业和国有企业  

第三编 市场规制法  

市场规制法原理 竞争法 消费者法 产品质量法 价格法 会计、审计法  

第四编 宏观调控法  

宏观调控法原理 国有资产管理法 财税法 金融法 对外贸易法 

 

参考书目： 

张守文：《经济法学（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5 月出版； 

史际春：《经济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2 月出版。  

 

8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科目。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

和体系等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本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相关知识，具

有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节 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 

环境、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概述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相关概念与特点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目的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调整对象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关系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体系 

第三节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与主要制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原则与主要制度的概念与意义 

协调发展原则 

预防为主原则 

环境责任原则 

环境民主原则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主要制度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三同时制度 

环境税费制度 

环境许可证制度 

区域限批制度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 

第四节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责任 

环境行政责任 

环境民事责任 

环境刑事责任 

第五节 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制建设热点问题 

第六节 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环境问题与国际环境保护 

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相关概念、特点 

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基本原则 

当代主要国际环境问题的法律控制 

 

809 国际法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考试范围和要求适用于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国际法学科目。国际

法学科目主要考察学生对国际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体系的理解和掌握。本科目要求

考生熟练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研究方法，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国际公法 

国际法概述； 

国际法上的国家、居民与领土； 

国际组织； 

海洋法、航空法和外空法； 

条约法； 

外交和领事关系法； 

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第二章 国际私法 

国际私法的渊源； 

国际私法的主体； 

法律适用理论和法律选择方法； 

冲突规范； 

适用冲突规范的一般制度； 

准据法及其确定； 

几种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人的身份和能力、物权、债权、家庭、继承等） 

第三章 国际经济法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国际货物买卖法； 

国际贸易管理法； 

国际服务贸易法； 

国际技术贸易法； 

国际投资法； 

国际货币金融法； 

国际税法； 

国际经济组织法； 

国际经济争端处理法 

 

752 信息管理学基础   

（1）情报学基础理论：情报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科发展、信息交流理论、情报信息计量学、

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获取。 

（2）信息经济：信息不对称理论（不确定性、风险与信息，博弈论基础，委托代理与激励，

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信号发送与信息甄别，信息搜寻与信息系统选择）、信息经济与信息

产业、信息系统评估、信息政策法规、城市信息化、智慧城市。 

（3）信息社会：网络条件下的社会变革、信息化与国家治理、文化软实力、网络传播与网

络舆情。 

 

参考书目： 

（1）信息管理学基础（第三版）. 马费成、宋恩梅、赵一鸣.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

年 08 月 

（2）信息经济学（第四版）. 谢康 肖静华.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 年 06 月   

 

952 信息管理技术与方法 

（1）数据库系统：数据库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关系数据库理论、结构化数据库语言（SQL）、

数据库系统的分析设计方法和实现技术。 

（2）信息分析与预测：常用逻辑方法（比较、分析与综合、推理、标杆法）、专家调查法（德

尔菲方法、头脑风暴法、交叉影响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法、

竞争情报分析、SWOT 分析。 

 

参考书目： 

（1）信息分析. 查先进.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1 年 09 月  

（2）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 版）. 王珊 萨师煊.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 年

09 月 

 

873 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概念和范畴；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关于无产

阶级革命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关于革命战略策略

的理论，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发展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基本关系的理论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

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等），社会主义国家革命与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教训。 

 



874 网络空间治理 

互联网与网络安全的基本知识、网络空间战略和法规、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沿革与现状等，

考生不仅需要掌握相关基础知识和术语，还需运用这些知识对网络平台治理、互联网治理体

系、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构建、网络地缘政治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参考书目： 

《互联网治理》（清华出版社，2019） 

惠志斌等《中国网络安全发展报告（2018）》（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 

鲁传颖《网络空间治理与多利益攸关方理论》 

 

671 政治学原理 

“政治学原理”的出题重心是政治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和近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新的理

论发展动态，简答题的出题范围一般不超出参考书目的理论范畴，要求考生对政治学理论的

基本框架和发展历程有较清晰的认识和把握，问答题一般要求考生在掌握了政治学理论的基

本原理基础上，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当前的理论现

象，或者当前中国政治发展中涉及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参考书目： 

1、政治学（第三版）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经典教材系列·“十二五”国家重

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英] 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 著，张立鹏 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3 

2、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 10 版），[美] 小 G.宾厄姆·鲍威尔等 著，杨红伟、

吴新叶、曾纪茂、汪仕凯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3、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王沪宁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西方政治学说史，浦兴祖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6、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著，新星出版社，2010 

7、政治科学（第 12 版），[美] 迈克尔·G·罗斯金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8、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浦兴祖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行政学原理，丁煌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871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出题重心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知识性和体制性问题，要求考

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过程有比较全面

的掌握，简答题的范围一般也不超出参考书目的范畴，要求考生对中国政治的基本制度性问

题做出回答；问答题将适度超出参考书目的范畴，要求考生对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涉及

的重大问题有所关注和思考，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特别鼓励考生在回答问题时展现出创

新意识。 

 

参考书目： 

1、政治学（第三版）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经典教材系列·“十二五”国家重

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英] 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 著，张立鹏 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3 

2、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 10 版），[美] 小 G.宾厄姆·鲍威尔等 著，杨红伟、



吴新叶、曾纪茂、汪仕凯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3、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王沪宁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西方政治学说史，浦兴祖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6、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著，新星出版社，2010 

7、政治科学（第 12 版），[美] 迈克尔·G·罗斯金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8、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浦兴祖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行政学原理，丁煌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716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   

一、总体要求 

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了解其理论流派、发展和历史演变，了解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趋势和当前学界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分析现实社会问题；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情

况、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一定了解，能够把经典著作的解读和研究同时代发展

结合起来。 

二、硕士生考试大纲：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三、硕士生考试参考书： 

1、《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选读》，郑祥福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3、《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816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一、总体要求 

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与理论成果，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

实践基础、理论来源和历史地位；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今世界和中

国的重大现实问题展开分析。 

二、硕士生考试大纲： 

1、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发展； 

3、国际视野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硕士生考试参考书：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程伟礼等，学林出版社 2009  

2、《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纲》，方松华等，学林出版社 2011 

3、《国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陈祥勤等；学林出版社 2018 

 

817 传统文化与现代公民教育 
一、总体要求： 

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现实国情和未来走向具有一定认识水平；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把握近代

以来中国公民教育的历程、特点和意义；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

较宽的知识面；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历史和

现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二、硕士生考试大纲： 

1、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发展历程;                                                                       

2、近代以来的中国公民教育                                                                          

3、思想政治教育前沿 

硕士生考试参考书： 

1、《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陈万柏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2、《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王易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3、《公民教育:理论、历史与实践探索》，蓝维等著，人民出版社 2007 

 

691  文学综合 

一、考试性质 

本考试科目是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招收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所属各专业方向硕士研

究生而设置的专业统考课程。其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相同专业及相近专业本科毕业生能达到

的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文学素养并有利于今后的进一步学术研

究 

二、考试目标 

文学综合是文学及文化专业的重要基础理论课。它以丰富的古今中外文学及文化实践为基础，

探求文学及文化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律。 

考生须具备以下能力： 

1、认真研读文学方面的基础教材，系统掌握文学相关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以及基本的发

展脉络； 

2、在本科期间阅读大量文学文本的基础上，较为深刻地理解文学创作与文学文本的基本方

法； 

三、考试内容纲要： 

 （一）文艺理论 

1.文学四要素及其关系； 

2.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发展； 

3.文学反映论； 

4.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 

5.关于文艺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 

（二）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1.1911——1937：文学革命；新文学社团；鲁迅《呐喊》《彷徨》；左翼文学；老舍、巴金、

沈从文等人的创作 

2.1937——1949：战争背景中的文艺与宣传；赵树理小说；孙犁的创作 

3.1949——1976：文艺从属政治论；三突出原则；《创业史》 

4.1976——2000：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先锋写作；《白鹿原》；《长恨歌》 

5.2000——：移动互联时代当代文学发展呈现的新变化 

（三）关于中国古代文学 

1.《诗经》的赋、比、兴 

2.《史记》的艺术特色 

3.李杜名篇 

4.苏轼名篇 

5.唐宋八大家 

6.四大名著的艺术特点 

7.王国维《人间词话》 



（四）关于比较文学研究 

1、形象学和译介学的学科定位、理论基础及研究重点； 

2、接受美学理论和传播学理论在影响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五）关于文化研究   

1.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对象； 

2.资本、流动性与城市研究； 

3.文化产业与区域文化建设。 

4.文化产业的多元化研究； 

5.文化产业与中国电影发展。 

 

参考书目： 

1.《文学概论》，童庆炳著 

2.《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朱立元著 

3.《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 

4.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 

5.《文学与文化理论前沿》，荣跃明主编。 

 

892 中国古代文学 

一、考试性质 

本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是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招收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而设置的专业课考试。其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以

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古代文学专业素质并有利于今后的进一步学习研究。 

二、考试的学科范围 

中国古代文学。 

三、评价目标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在考查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考生对中国古

代文学文献的阅读、分析能力，以及对相关学术研究情况的了解和掌握程度。 

考生应能： 

1．准确地解释或再现中国古代文学的有关知识。 

2．正确理解和掌握学科的有关范畴、规律和论断。 

3．运用相关知识，解释和论证某种观点，辨明理论是非。 

4．运用古代文学的阅读经验，对古代文学文献加以正确的句读和解释。 

5．结合以往的阅读兴趣，就特定的学术问题及其研究历史加以分析概括。 

6．准确、恰当地使用本学科的专业术语，层次清楚、有论有据、合乎逻辑地表述。 

四、考试内容纲要： 

一、历代作家作品 

1．先秦作家作品；2．汉代作家作品；3．魏晋南北朝作家作品；4．唐代作家作品 5．宋代

作家作品；6．元明清作家作品 

二、古籍名著 

1．“四书”、“五经”；2．《诗经》；3．《左传》；4．《国语》；5．《楚辞》；6．《吕氏春秋》；7．《山

海经》；8．《战国策》；9．《玉台新咏》；10．《乐府诗集》；11．二十四史；12．四史；13.

《四库全书》；14.永乐大典 ；15.《文心雕龙》；16.《诗品》 

三、文人集团 

1．初唐四杰 ；2．唐代古文运动和宋代诗文革新运动；3．唐宋八大家；4．三苏；5．元曲



四大家；6．复社；7．桐城派 

四、文学体裁 

1．赋；2．骈文；3．原；4．辩；5．说；6．论；7．奏议；8．序、跋；9．赠序；10．铭；

11．祭文；12．传奇 

五、史书体例 

1．编年体；2．纪传体；3．纪事本末体；4．国别体；5．语录体；5．通史；6．断代史 

 

参考书目： 

1.《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著 

2.《唐研究论文选集》，池田温著 

3.《唐代科举与文学》，傅璇琮著 

4.《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著 

5.《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程千帆著 

6.《唐诗求是》，陈尚君著 

7.《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罗宗强著 

8.《唐代的外来文明》，谢弗著 

9.《宋诗选注》，钱钟书著 

10.《人间词话》，王国维 

11.《宋词三百首笺注》，唐圭璋注 

12.《唐宋词通论》，吴熊和著 

13.《唐宋名家词论稿》，叶嘉莹著 

14.《宋代文学编年史》， 曾枣庄、吴洪泽著 

15.《宋代诗学通论》，周裕锴著 

16.《才女之累 李清照及其接受史》，艾朗诺著 

 

893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考试性质 

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卷，是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招收中国现当

代文学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主要考试科目，旨在考量建基于高等学校本科教育上的相关知识

和专业能力，以此评判应试者是否具备进一步深造的条件与录取资格。 

二、考试的学科范围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要作家作品。 

三、评价目标 

重点考察考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作家作品的了解广度和理解深度，

及其读解、分析、表达能力。 

考生应能： 

（一）较全面地掌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基础知识（包括文学史现象，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内

蕴，相关思潮与批评）。 

（二）较熟练、恰当地运用已掌握的中外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给定的文学现象进行阐释、

论证。 

（三）在论述中提出独到、合理的观点；作出富于个性、合乎逻辑的论证。 

（四）在表述通顺的基础上，较熟练、准确地使用本专业术语。 

 

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卷纲要 



一、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 

（一）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二）近代市民小说的新变，鲁迅、郁达夫的小说，早期的新文学小说及其类型 

（三）早期白话诗，郭沫若的新诗与早期新月诗派 

（四）新文学散文的流派与风格 

（五）文明新戏与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 

（六）主要文学社团及其刊物 

二、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1928—1937） 

（一）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二）茅盾、老舍、巴金等的小说 

（三）京派、海派与左翼文学 

（四）市民小说的流变 

（五）新诗的流变与流派 

（六）散文的流变与流派 

（七）戏剧运动的代表作家与作品 

三、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1937—1949） 

（一）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二）四种文学现象与类型：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与“孤岛”文学 

（三）赵树理的小说与文体新变 

（四）海派文学的新发展及其代表作家作品 

（五）新诗的流变、流派与代表作家 

（六）散文（包括杂文、小品文、报告文学）的流变、流派 

（七）戏剧的形式与功能的分殊 

四、中国当代文学前十七年（1949—1966） 

（一）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二）主要小说作家及其作品 

（三）主要诗歌作家及其作品 

五、文革后的中国当代文学（1976—） 

（一）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二）“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及其意义、经验、教训 

（三）文学潮流：伤痕、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新市民文学等 

（四）当代重要作家作品及其思想内蕴、艺术风格 

（五）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学的发展、网络文学的兴起 

 

参考书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2、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 

3、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 2003 年。 

4、汪晖、钱理群等著：《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5、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 2002 年。 

6、何锐主编《回应经典：70 后作家小说选》，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年。 

7、荣跃明主编《中国城市文学研究读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8、王光东：《城乡关系视野中的新世纪小说创作》，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895 文化产业 

一、考试性质 

本考试科目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招收文化产业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专业课考试科

目，其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

良好的文化产业专业素质并有利于今后的进一步学习研究。 

本学科培养的人才，主要是具有文化产业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的文字写作能力，

具备文化产业经营、策划、运营、管理、市场开拓能力，有广泛国际视野的文化产业骨干人

才和复合型专业人士。 

二、考试学科范围 

考试对象为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相关考生。 

三、评价目标 

本专业的考试要求考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文化产业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能力，能够运

用所学的知识和理论分析当前一般的文化产业问题，既考核学生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

发展的熟悉情况，也考察学生对全球一般文化产业理论和实践的了解情况，从而综合考核学

生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基本理论修养和从事文化产业工作的基础能力。 

四、考试内容纲要： 

（一）文化产业的概念与内涵 

文化产业的定义、内涵、特征等。 

（二）文化产业理论 

文化产业理论流派、文化产业经济学及相关理论、国外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发

展等。 

（三）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异同、关系等。 

（四）文化产业与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的含义与特征、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文化产业分类等。 

（五）文化产业竞争力与文化软实力 

文化产业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发达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和借鉴、中外学者有

关提升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研究、传统文化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等。 

（六）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 

文化产业集群、区域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途径等。 

（七）文化原创力与文化产业 

文化原创力、创意写作、文化人才的相关概念及相互关系等。 

（八）文化产业链与产业的联动 

文化产业链的基本构成和主要特点。 

（九）文化产业政策与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产业政策的含义和作用、西方国家文化产业政策及管控模式、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及问题、

国家文化安全与对策等。 

 

参考书目： 

（一）《文化产业》 

作者：[英]大卫•赫斯蒙德夫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 年 

（二）《文化研究导论》 



作者：陆扬、王毅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 年 

（三）《重新思考文化政策》 

作者：[英]吉姆·麦圭根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 

 

864 民俗学概论 

一、 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 

１、民俗的概念与分类 

２、民俗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目标 

３、重要的民俗研究理论与流派 

４、民俗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关系 

二、 民俗学史 

１、近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发端 

２、欧美民俗学发展的主要历程 

３、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 

４、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分期 

三、 民间文学的理论与方法 

１、民间文学概念与分类 

２、民间文学的特征与功能 

３、民间故事类型的研究 

四、 民间文学史 

１、中国民间文学的起源 

２、中国民间传说的历史分期 

３、神话、传说与故事的区别与联系 

４、中华创世神话 

五、 城市民俗学专题研究 

１、中国城市民俗学的起源 

２、城市民俗学的特征及功能 

３、中国城市民俗学的重要著作及主要观点 

４、日本城市民俗学、美国都市传说研究的重要观点 

六、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1、“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变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 

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关系 

 

参考书目： 

1.【英】泰勒：《原始文化》 

2.【英】弗雷泽：《金枝》 

3.【美】邓迪斯：《世界民俗学》 

4.【美】布鲁范德：《消失的搭车客：美国都市传说及其意义》 



5.【日】柳田国南：《传说论》 

6.钟敬文：《民俗学概论》 

7.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 

8.刘锡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9.苑利：《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 

10.田兆元、敖其：《民间文学概论》 

11.蔡丰明：《上海都市民俗》 

12.毕旭玲：《中国二十世纪前期传说研究史》 

（以上各版本均可） 

 

897 比较文学基础理论与研究实践 

一、考试性质 

本考试科目是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招收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所属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专业统考课程。其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相同专业及相近专业

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比较文学学科素养并

有利于今后的进一步学术研究。 

 二、评价目标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及文化研究。它以丰富的古今中外文学文

化理论和知识为基础，探求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学及文化间的异同及相互关系。 

 

 

考生须具备以下能力： 

1、认真研读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教材，系统掌握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科

的基础知识、基本的理论体系以及学科发展史； 

2、在本科期间阅读和观摩大量中外文学及影视艺术作品的基础上，能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对

文学和艺术作品、文化现象以及不同民族间相互关系进行较为深刻的理解和批评； 

 

三、考试内容纲要： 

（一）比较文学学科基础知识和学科发展史 

1、比较文学研究范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理论依据；学科发展史 

2、新批评派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及其共同构建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 

3、形象学和译介学的学科定位、理论基础及研究重点 

（二）中外艺术理论与批评 

1、电影理论中的作者理论与类型理论：概念及理论演变 

2、电影美学两大风格流派的美学价值、代表人物及代表作                                           

（三）近代东亚文化研究 

1、晚清小说的主要类型与作家、作品 

2、近代翻译小说概况（林纾及林译小说，日语小说的主要类型与代表作品、作家） 

 

参考书目： 

1， 陈惇 孙景尧 谢天振著，《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 谢天振著，《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 孟华著，《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5， 张沛主编：《比较文学基础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6， 罗伯特·斯塔姆：《电影理论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7， 杨远婴主编：《电影理论读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8， 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世界电影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9， 阿英：《晚清小说史》 

10，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樽本照雄：《林纾冤案事件簿》，商务印书馆，2018 

 

898 城市文化 

一、考试性质 

本考试科目是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招收城市文化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专业课考试，

其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

的城市文化专业素质并有利于今后的进一步学习研究。 

二、考试的学科范围 

城市发展史、城市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城市公共文化相关理论。 

三、评价目标 

本考试科目注重考查考生对城市文化专业的理解与分析能力，以及对相关学术研究动态和学

术研究方法的了解和掌握程度。 

考生应能： 

1．准确解释城市文化有关基础知识。 

2．能够运用相关的学科专业知识，解释和论证某种学术观点，辨明理论是非；或者综合分

析某种特定的城市文化现象。 

3．及时跟踪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和研究前沿。 

4．结合以往的阅读兴趣，就特定的学术问题及其研究理论和历史加以分析概括。 

5．准确、恰当地使用本学科的专业术语，能够层次清楚、史论结合、合乎逻辑地表述。 

6. 对中西城市文化和公共文化的实践进展有基本的了解。 

四、考试内容纲要： 

（一）城市文化 

1、城市文化的内涵、功能及发展历程。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城市的理念与实践。 

3、刘易斯.芒福德关于城市文化的相关理论。 

4、西美尔、本雅明、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尔等学者关于城市文化的主要观点。 

5、近代以来上海发展的阶段及特点。 

6、海派文化的定义、源流、阶段及内涵。 

7、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理论及实践。 

8、当代城市文化的最新发展、存在问题及未来趋势。 

（二）公共文化 

公共文化服务相关概念及其特征；文化生产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

服务理论；文化治理理论；第三部门理论；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设计；公共文化服务的

国际经验；当代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最新实践。 

 

参考书目： 

1.《城市文化》，刘易斯•芒福德著 

2.《城市文化读本》，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 



3.《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张仲礼主编 

4.《愚园路》，徐锦江编著 

5.《公共文化服务概论》，毛少莹等著 

6.《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多元内涵：上海探索与实践》，郑崇选等著 

 

694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 

“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主要考察学生在以下几个领域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检验考生综合

运用所学概念和理论分析新闻传播事件的能力。主要涵盖：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起源、发展和历史； 

2.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和经典理论； 

3.新闻传播学的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 

4.新闻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 

5.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前沿情况； 

6.舆论学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 

 

894 新闻业务（含采、写、编） 

“新闻业务”主要考察学生运用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采写、编辑和评论的基本能力。 

 

896 传播实务 

“传播实务”主要考察学生对传播学理论和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检验学生运用理论和方

法来分析传播现象、媒介问题，以及利用传播规律改进传播与媒介实践的能力。主要内容涵

盖： 

1.传媒经济与传媒管理； 

2.新媒体传播； 

3.网络舆情； 

4.互联网治理。 

 

新闻所所有考试科目参考书目： 

1、《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世界新闻传播史》（第二版），陈力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3、《新闻学概论》（第六版），李良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4、《新闻采访教程》（第二版），刘海贵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5、《新闻编辑教程》，张子让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6、《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舆论》，沃尔特·李普曼，常江、肖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8、《舆论的结晶》，爱德华·L.伯纳斯，胡百精、董晨宇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9、《网络传播概论》（第四版）， 彭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10、《传媒经济学教程》，喻国明、丁汉青、支庭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11 世界中国学综合 

世界中国学基础知识、主要范式、核心问题。 

主要涵盖： 

1、世界中国学相关的概念、研究范式、重要学人、著述及研究机构等； 

2、海外中国学史； 



3、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热点、焦点问题。 

参考书目： 

王战、褚艳红：《世界中国学概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年版； 

何培忠：《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 

周武主编：《世界的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年版） 

许光华：《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发展史 : 以历史学为中心》（中西书局 2015年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编：《世界中国学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