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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A2_9D_E5_A4_8D_E8_c67_257092.htm 经过了辛苦的复习

、紧张的初试、成绩的等待、国家复试分数线划定再到自己

所报院校的分数线划定等漫长的历程后，2007年的研究生考

试总算即将落下帷幕，剩下的只是最后一轮角逐复试。也许

一些同学已经胜券在握，但在此奉劝你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也许一些同学为踩着分数线勉强进复试而信心不足，但在此

告诉你也一定要倍加努力全方位地准备⋯⋯总之，无论你属

于孰者，执着和脚踏实地是使你最终胜出的最可靠的基石！ 

在我们期待着你最后胜利的欢呼和微笑之前，先让我们一起

来对今年的上海财经大学西方经济学初试题目进行一下比较

细致全面的解剖吧！同时，对今年上财复试分数线的一些分

析也希望能为你的复试提供一点有益参考；也希望对2008年

西方经济学考点的预测能为来年准备考上财研究生的朋友们

起到指点的作用。 一、历年经济学出题概况 上海财经大研究

生入学考试经济学试题自2004年以来发生了较大变化以来，

并自2006年开始题型、题量、试题分布均保持相对稳定的状

态。首先是题量明显增加，并逐步固定为20道判断题、40道

选择题、6到主观大题目；其次是宏观题目逐渐增加，2006年

、2007年各题型中，微观：宏观=1：1；再次是小计算题逐渐

增加，并逐渐由客观型、封闭型、识记型逐渐向主观型、开

放型、理解型试题转变；最后，原题重复的现象逐渐减少，

但仍不乏类似题目的出现。明年以及未来几年内这三大状况

很可能会继续维持，这种现象有利于考生更好地复习备考并



适应上财经济学的考试，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考题

模式转变而带来的不适应并在此基础上导致考试不顺的现象

。 二、2007年西方经济学试题解剖 从总体上来看，今年的试

题覆盖面较全，区分度较高，并加强了数学运算，基本没有

偏题怪题，在出题风格上基本上延续了前两年的风格，尤其

是2006年的试题风格。在出题难度上，各类题型的难度较往

年都有所上升，选择题和主观大题尤为明显。但难度还是比

较适中，难易比例适当，并有较多原创性题目，能够起到选

拔优秀考生的作用。 1．客观题目分析 客观题目包括判断题

和选择题两大类型。判断题的难度系数最小，基本上属于对

识记型知识点的考察。选择题的难度明显增大，主要体现在

小型计算题题量增大、计算量增加、理解性增强等方面。与

去年相比，今年的选择题部分有18道计算题，而去年仅有9道

，增加了一倍。客观题中计算题的出题点也不仅仅以微观为

主了，宏观部分计算题量也明显增加，甚至超过了微观小计

算题量。去年一共有4道宏观小计算题，且以考察总需求曲线

、消费曲线、乘数等为主；而今年一共有12道宏观小计算题

，并且涵盖面非常广，从传统的对乘数、总需求等的考察

到GDP构成、GDP Deflator、奥肯定律、费雪两期模型、货币

政策工具、汇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几乎宏观部分可

以出 计算题的部分都有涉及到。这在一定程度上告诉了考生

西方经济学不是一门“微观以数学描述为主、宏观以文字描

述为主”的学科，而是整个学科都在往数理化方向发展，尤

其是到了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的学习时就会体

会更深。上财的所有经管类研究生入学后都要对高级微观和

高级宏观经济学进行系统学习，而高级宏观经济学就是一门



数理化相当强的学科。也许，考研试题的这种微妙变化也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财对学生的选拔是以今后的研究生培养

为导向的，这也有利于大学生和研究生教育的更好衔接。所

以，考生在复习时有必要先对上财研究生经济学的学习状况

进行了解。其实，这种出题思路并不是上财研究生试题所独

有，在我们的小学、初中、高中等升学考试中，一般压轴题

多少都会涉及到下一个阶段学习中的一些简单的知识点，只

不过在研究生出题中，上财的这种思路倒是比较少见。 2．

主观大题分析 今年主观题难度系数较往年增大较多，在出题

风格上也有较大的变化。前几年一般都会微宏观至少各一道

论述题，而且题目简洁但涉及知识点广。而今年只有最后一

题算是论述题，并且也只是针对“消费难题”这个很具体的

知识点进行论述，切入点清晰且细微，主要考察考

察Modigliani生命周期理论和Kuznets“消费难题”。 今年主观

题计算题一共有5道，并且在传统的带有具体数据的计算题基

础上，增加了一般计算题，如第三题对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瓦

尔拉斯竞争均衡的考察。这类题目抽象性更强，但难度并不

是很大，只是历年类似题目考察较少，而且在一般均衡理论

中出现大题目的时候也很少，所以可能很多考生由于没有引

起重视、准备不充分而在此题上有所失分。 并且从今年大题

目知识点的分布来看，第一题考察斯勒茨基方程、第二题考

察垄断、第三题考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第四题考察IS-LM模

型、第五题考察solow经济增长模型、第六题考察消费理论中

的Modigliani生命周期理论和Kuznets“消费难题”。可以说，

在不丢掉历年重点考察的知识点（如垄断、IS-LM、solow经

济增长）的基础上，新增了一些历来不为考生所重视的，尤



其认为不会在大题目中出现的知识点（如瓦尔拉斯均衡

、Modigliani生命周期理论和Kuznets“消费难题”）。所以考

生一定要主要全方位的复习，尤其是微宏观两本指定教材的

后面一些章节的内容，而且要以各类题型的方式对各种知识

点进行练习掌握。其实，这一出题思路也在前两年已经体现

了出来，如04年的“利用信息经济学原理说明假冒伪劣商品

对市场效率的影响”、05年对生产要素理论的考察、06年的

“请用次品市场上的一个具体例子说明不对称信息将导致逆

向选择问题”等都不是传统的重点知识，但却正是现代西方

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考生应对此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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