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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2/2021_2022__E5_A6_82_

E4_BD_95_E5_AD_A6_E5_c67_152610.htm 中英合作开考的“

商务管理”与“金融管理”自学考试，由于其核心课程也是

获得“剑桥商务管理证书”的考试课程，已引起越来越多考

生的关注。在北京召开的由中英双方学者及有关省市担任助

学任务教师参加的讨论会上，笔者曾参加《经济学》组的讨

论，现就有关“商务管理”与“金融管理”专业中《经济学

》的复习和考试作一介绍。 如何学好《经济学》课程 学习《

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员运用基本经济理论去分析和

解释现实社会中的经济现象，考核的主要目的也是围绕这一

思路来进行。所以，这一科目的学习方法与国内同类科目的

学习要求便有很大的不同。按英方专家的说法，要求各位学

员在认知、理解与应用三个层次来把握所学知识。认知，是

要求学员必须掌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不仅能背诵，更重要

的是理解其涵义。理解，则是要求对所学知识的内在逻辑结

构与各个原理之间关系要搞清楚。应用，则是在理解的基础

上，会应用经济学基本原理解释和分析现实问题。应该说，

这些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在学习这门课程时，要把握

如下几点： １. 以《经济学课程考试大纲》（以下简称“大

纲”）指导自己的学习。国外大学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

调学生的自学能力的培养，自学考试就更注重这一点了。自

考大纲提出了对学员学习的具体要求。英方专家特别强调，

考试大纲所规定的内容是命题的主要依据，所以无论选用什

么版本的教材，都要在大纲的指导下学习。 ２. 选一本高水



平的教材。尽管大纲的内容是考核所要求的，但由于大纲不

可能写具体的学习内容，所以，学员要按照大纲的要求，选

一本适合自己学习的教材，把其中的基本理论弄通弄懂，只

有这样才能运用这些理论来分析案例。除了选择全国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组编的中文教材《经济学》（刘汉良

主编）外，还可选用一些国外的原版（或翻译版本）教材，

尤其是这类书中的案例分析应该作为重点来学习。在研修中

，有两个方面要注意： 一是比较大纲与一般国内教材（包括

国外教材）的差别。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后者普遍要

求掌握的内容而大纲并没有要求，如“消费者行为理论和要

素收入理论”；在一般教材并未重点强调的内容或在国内归

其他学科讨论的内容，却列入了大纲，如“有关厂商的其他

理论、经济发展的理论”等。此外，对国际经济部分的要求

也比一般的经济学教材深一些。 二是理解和掌握基本的理论

概念与原理。这里对理解的强调比一般课程更多。靠死记硬

背，在其他一些学科还能应付考试；在这一学科中，如果你

不理解，记忆的效果将非常差，而且也难考出好成绩，因为

即使在客观题中，大部分题也必须理解后才能回答，更不用

说那些知识应用题了。不理解如何做呢？ ３. 注重对案例的

学习。案例分析是对所学知识全面的考核，也是对学员在知

识认知和理解后更高层次上的考核。对学员此项能力的掌握

是经济学课程考核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会议提供的样卷中

也看得出这点，与案例相关的分数占到了４０％！足见案例

题的分量。案例的学习，有两个基本的方法：一是研究在已

有的各类教材中的经典案例，学习教材的分析思路和方法。

如在大纲推荐的参考书ＪＳＬＯＭＡＮ《经济学》中，便有



大量的案例分析。二是在日常生活中有目的地观察和积累一

些与自己学习内容有关的例子，并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它们。 

如何通过《经济学》考试 由于《经济学》在我国只开考了一

次，笔者的分析还是以会议提供的样卷为依据。据英方专家

说，正式考试的试卷模式与样卷没有差别（样卷详见本报１

０月３０日第五版）。 样卷试题包括两部分，必答题６０分

，选答题４０分，满分为１００分，６０分为及格线。必答

题是第一部分，包括三个大问题：第一题是单项选择题，共

２０分，要求在每个小题给出的４个选项中选出一个符合题

目要求的答案。这类题我们在其他考卷中也见过，比较熟悉

。第二、第三题是连在一起的问题，共４０分，要求学员在

阅读一个案例后，回答问题。样卷所选案例是有关石油价格

和欧佩克关系的一段材料，共回答６个问题，其中有与材料

相关的基本经济学概念的解释，如什么是卡特尔，其目的是

什么；有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所读材料的问题，如“运用经济

理论和图形”解释卡特尔是如何实现其目标的；更多的问题

则是综合运用所学材料的分析，如回答下述一些问题：“石

油价格突然的大幅度上涨对世界经济状况可能产生的最重要

的影响是什么？”“运用图形和理论分析１９７３、１９７

４年间石油最初的价格上涨的原因和八十、九十年代出现的

长期石油价格下降。” 选答题是第二部分，包括四个大题，

要求任选两题回答，不得多选，多选者整个第二部分（即选

答题全部）不给分。每个大题有２－４个小问题，基本是微

观部分一二个，宏观部分一二个，这部分考题与我国同类考

试中的简答题和小论述题差不多，如：“给出机会成本的定

义，并解释为什么机会成本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



何为收益递减规律？它是不是既适用于短期又适用于长期？

”“指出政府的四个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两种主张自由

国际贸易的经济理论”等。应该说，这部分对于我国的学生

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回答的，关键是要回答得准确和完整。如

下面的问题还是不容易回答完整的：“利用实际生活中的例

子说明机会成本在实践中对下述经济单位的重要性：（１）

消费者、（２）厂商、（３）政府。”参考答案如下： （１

）消费者 消费者收入是有限的，这就限制了他们的购买力。

因此，他们被迫在或许都喜欢但又不能都买的那些商品和服

务中进行选择。例如，一个家庭可能选择去度假而不是粉刷

房子，一个学生可能选择购买一本书而不是购买ＣＤ片。在

每种情形中，消费者放弃的其他商品带来的好处就构成了消

费这种商品或服务的机会成本。 （２）厂商 厂商在决定生产

何种产品时也不得不做出类似的选择。在厂商最终确定生产

更多的商品“Ｘ”时就会涉及到生产更少的商品“Ｙ”，这

时厂商把其有限的资源从生产Ｙ的用途上转向生产Ｘ。如果

生产两种产品都可以获得利润，那么厂商就必须意识到增加

Ｘ的产量和利润的机会成本是减少Ｙ产品生产所造成的损失

，从而把两种产品的产量确定在适当的水平上，以便获得最

大收益。厂商生产产品Ｘ和Ｙ的可能性曲线可以被用于说明

这种选择和权衡。 （３）政府 政府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国

家增加公共产品和劳务的供给通常最终要涉及到私人消费的

减少，这是因为用于公共产品的支出增加意味着资源由私人

部门转向了公共部门（比如通过增加税收）。类似的，政府

增加某项支出（比如国防支出）也意味着私人消费量的减少

（比如，通过更高的税收），或者随着资源在政府不同的部



门之间进行转移，政府增加国防支出也意味着政府用于其他

公共福利开支支出（例如医疗和福利支出等）的减少。 为了

顺利通过考试，笔者建议考生在对教材有较全面把握的基础

上，要熟练掌握一些基本概念。如果想在短期内有较好的效

果，那么就找一本适合自己水平的西方经济学习题集来帮助

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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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