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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80_83_E7_A0_c73_221042.htm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学科概要 考研《大纲》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划

分为七章内容，第一章是导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原理的学科总体介绍，主要介绍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创立和发展、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等内容。 第二章为

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一般原理，这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

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前提，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制

度的变革、社会经济的两种基本形态、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

三方面内容。其中，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是马克思分

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是历年考研政治试题的

重点考察章节。 第三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发展

阶段，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的特征、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第四章为资本的运行

，包括资本运行的一般原理、垄断阶段的资本运行、垄断资

本主义经济向国际范围的扩展等内容。这两者都属于资本主

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的原理，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

济运行方式的揭示。 另外，在07年的考试中，第四章资本的

运行没有命题，其试题命制是已考知识点的重复命题，望考

生注意。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

资本主义部分的单节知识点较多，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基本理论（如地租理论、资本循环理论、资本周转理

论等）作为章、节之后的主标题，再将其细化。这样不仅有



助于考生对章节知识点的综合复习，也能提高考生运用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纵观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资本主义部分，我们看到，贯彻

于其中的红线是商品－货币－资本－资本运行。考生在复习

时要结合这条红线建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

部分的宏观框架。另外，要争取用一整段时间完成对本篇某

部分复习，以获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整体认识

。 第五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与经济制度(包括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的实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

主义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第六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

济运行(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

观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调控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障体系)都揭示和反映的

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的原理。 第七章经济全球化

与国际经济关系则以当今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为主线，阐

述了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物质条件和现实基础、经济全球

化条件下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与发展、以及面对经济全球化

的趋势我国应有的态度等内容。 二、命题特点 1、该学科一

般原理和资本主义部分（2、3、4章）突出的选择题特点是：

不仅要求考生判断出选项本身表述正确与否，还要求判断选

项与题干的逻辑关系相符的选项可选，这就要求考生在掌握

知识点的前提下，还要注意认真审题。另外，在政治经济学

中，最难的问题，一般集中在三、四章资本主义运行这部分

，其实讲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原理，如果它不能为社会主义

经济运行所用的话，一般不考分析题，只是选择题，比如相

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的区别，一般只



会考选择题。 2、在分析题部分，首先考察商品经济的一般

原理及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共同面对的经济问题、

共同应遵循的经济原理或经济规律，特别是其对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借鉴意义。比如，价值规律、资本循环理论、加速

资本周转原理、地租理论、股票价格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

产理论、宏观调控问题等，也就是这些原理一定与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衔接起来，都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样具有指导意

义。这需要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的现实问题，综合起来加以思

考。（1）问题提问方式：罗列出材料、数据、图表等，提出

问题：①提出材料体现的经济现象，指出现象反映的经济学

问题②要求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该问题上的异同

③要求指出共同的或不同的解决措施（2）答题思路：（1）

阐述该原理的基本内容；（2）说明该原理体现了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3）把该

原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相结合起来进行。其次考察当

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运行的调整及其局限性答题思路

：①指出材料中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和及其更新的趋

势，指明该情形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调整以适应发展的措施

。②运用辩证否定观进行辩证分析，从肯定和否定两个层面

论述。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来辩证分析。一方面指出

这种生产关系或经济运行的局部调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资本主义社会化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和

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指

出该生产关系或经济运行的局部调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3、08年本

学科与形势与政策相结合的主要方向即08年备考社会主义经



济部分的三大重点是（1）第五章注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注

重社会公平这个问题。（2）第六章，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整

顿市场秩序和宏观调控三大问题来思考。（3）第七章的“世

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这个问题已分别在2000年文

、2006年从当代国际经济角度，2002年理从政治政治经济学

角度分别进行了考察（本篇的第五部分），因而不作为本篇

复习重点。但是否会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角度来考察呢

？这存在着变数，不过这种可能性极小。考生只需注意以上3

年真题的理论要点即可（详见当代国际经济与政治第277281

页）。其出题模式与答题思路是罗列出材料、数据、图表等

，提出问题：（1）要求结合材料，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

设中的某方面的现状（2要求指出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性或者意

义（3）要求指出该问题的原因或者该问题体现的经济规律

（4）要求给出相关的解决措施除此之外，还需要备考的有：

（1）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2）社会保障制度问题最后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08年的出题模式是，以现实的问题和政策

材料为依据，考到两个以上的跨章节考点。此外，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趋势也体现了一般的命题规律，即对近

三年的考点存在着反复出题的现象。比如，货币的职能和剩

余价值的分配等考点上，就明确体现这点。请考生不要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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