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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财经类考生的一门基础课程，从2005年1月份开始启用2004

版新教材。根据以往的辅导经验和学生复习应试的情况，我

深切地感受到“在对比中加深印象，在联系中掌握考点”是

有效的复习方法之一。这要求考生在复习时，应将内容上有

联系的知识点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找到它们的差别点

和共同点，进行强制性记忆，以便准确应对试题。 政治经济

学中有这样一些考点，答案要点分布在几章内容中，如果没

有事前准备，没有对教材掌握到非常熟练的程度，很难临场

发挥好。例如，试题“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马克

思用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分析和说明了哪些问题？”就是很典

型的一例。该题的答案要点如下：“（1）用资本有机构成提

高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和资本积累，分析了相对过剩人

口产生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2）用技术进步、资本

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说明生产资料优先

增长规律。（3）用各部门的利润率与资本有机构成按反方向

变化，以及各部门资本家为追求高利润率展开的部门之间的

竞争，说明了平均利润的形成。（4）用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

于工业资本有机构成说明在土地私有权垄断条件下，农产品

社会价值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会形成绝对地租。” 在新版

《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上述要点（1）、（2）、（3）、

（4）分别来自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考生要想掌握该题

，必须事前做有意识的准备。 试题“怎样正确认识垄断资产



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的自我调节？”也是较为典

型的一例。尽管在教材的第十一章有该题较为完整的答案，

但其较为细致的阐述性内容却分布在前面的几章中。考生若

对相应章节的内容缺乏必要的了解，很难真正明白“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局部的自我调整”指的是什么，也不容易抓住答

案要点中的关键词。下面是该问题的较为完整的答案： “当

权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整体利益，在不触动其统治

地位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进行局部地调整。这些调整具体表现在：（1）股份资本的产

生和发展，使资本的形式由单个私人资本变成为股份公司的

联合资本，这种联合资本已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社会资本的性

质，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它自身范围内的局部调整，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2）垄断的产生

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自身范围内的又一次”微调

“，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利于生

产力的发展。（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日益占有

重要地位，标志着有相当大的资本已在形式上取得了社会性

质，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又一次较大的局部调整。（4）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发展，国

际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联盟得到很大的发展，这种新的经济

现象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继续进行部分调整。” 答案

中的黑体部分是要点的关键词，考生在记住这些关键词的基

础上若能用自己的话做适当地解释，就等于抓住了问题的关

键和主要的得分点。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看相关章

节的详细讲解。虽然会花费些时间，但做这样的工作是值得

的，因为它可以大大减少答案的记忆量，达到准确完整记忆



得分点的目的。 政治经济学中还有几个重要的考点，如果能

将其放到一起进行对比，找出细微差别，则可提高记忆的准

确性，可以有效对付相应的辨析性选择题。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