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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E_E5_AD_A6_E4_c73_390222.htm 经济学复习指导 经

济学是考研的热门专业，很多外专业的学生都在考研时选择

经济学专业，同时本专业的学生也选择在经济学领域作深入

的学习。因此每年经济学专业的报考人数都比较多，初试线

和录取分数线都很高。因此为了能考得高分，同学们必须认

真复习，争取各科都取得高分。为此有关经济学专业课的复

习我们给出以下复习建议与指导： 一、时间安排。 (一)二月

份到暑期前 在校学生一般从大三下学期开始准备考研复习，

如果是外专业的学生考经济学研究生，你可以在平时的学习

生活中多积累一些经济学专业，毕竟你没有接受规范的经济

学学习。如果是本专业的学生这段时间你可以把大部分时间

放在英语与数学的复习上。对于专业课：如果不考数学或者

要求书目比较多就应该看一些吧，如果不是上述情况，建议

不看 (二)暑假到十一前 这段时间学生比较自由，没有什么课

要上，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考研复习中，因此很多学生在这

个阶段都有比较重的复习任务。对于专业课要结合各学校招

生简章，确定所考专业，了解考试科目及确切的复习书目，

认真看书，整理笔记，尤其是历年真题，一定要认真分析 (

三)十一后到十二月前 提高学习效率，养成良好的复习习惯(

结合考试时间制定复习时间) 专业课：开始第一轮背诵 (四)十

二月到考前 冲刺考前两周调整生物钟(十二月份该拼就要拼

了)注意身体专业课：强化记忆，如果是背诵科目最好保证一

字不差背下来⋯⋯ (一) 经济学专业分类及招生院校排名 经济



学是一个大的或者说是比较宽泛的分类，它下面有很多细化

的分枝。首先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和实用经济，其中理论经

济又分为: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等，实用经济分为国际经济、

宏观、微观经济等。 理论经济学共 16个一级学科招生单位：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南开大学、辽宁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吉林大学

、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

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北大学，其中理

论经济学前4强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

大学。理论经济学下面又设有：(020101) 政治经济学

、(020102) 经济思想史、(020103) 经济史、(020104) 西方经济

学、(020105) 世界经济、(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六

个二级学科。 实用经济学共 14个一级学科招生单位：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南开大学、辽宁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复旦大学、上海

财经大学、厦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暨南大学、西南

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其中应用经济学4强：中国人民大

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下面

又设有：(020201) 国民经济学、(020202) 区域经济学

、(020203) 财政学、(020204) 金融学(含∶保险学)、(020205) 

产业经济学、(020206) 国际贸易学、(020207) 劳动经济学

、(020208) 统计学、(020209) 数量经济学、(020210) 国防经济

十个二级学科，在所有的二级学科里面，西方经济学、金融

学、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学、财政学等是报考人数较多的

人们经济类专业。 (二)、专业课复习指导 1、政治经济学专业

(1)、研究内容 本专业研究人类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



运动规律，着重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运动，

研究它们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经济关系的规律及

其具体实现形式。本专业重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

状况及其新现象、新特点和新问题，重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要重

视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及

其规律性。 ●研究方向：《资本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

论与实践，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济学。 ●主要课程除

政治理论和外语等公共课程外，本专业主干课程和方向主干

课程有：《资本论》专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专

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著选读，当代西方经济学评析(

包括原著选读)，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专题研究，发展经济学研

究，比较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2)、相邻学科 世界经济，马

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城市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外国经

济史，消费经济学。 2、西方经济学 (1)、研究内容 ●研究方

向：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经济计量学，

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西方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 ●主要课程除政治理论、外语等公共课程

外，专业主干课程和方向主干课程有：《资本论》专题研究

，微观经济学专题研究，宏观经济学专题研究，国际经济学

专题研究，数理经济学专题研究，经济计量学专题研究，发

展经济学专题研究，比较经济制度专题研究，西方经济学流

派专题研究，西方经济学名著选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专题研究。 (2)、相邻学科 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外国经济

思想史，外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 3、世界经济 (1)、

研究内容 世界经济是研究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上形成的现



代世界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各种类

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特点和变化的基本规律的学科。研究主要

范围包括：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和趋势；各种类

型国家的经济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国民经济的组织结构、运

行机制和发展趋势；国际经济关系；此外还研究国际经济各

专门领域(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与企业等)的基本

情况、问题与运行规律；以及中外经济关系，特别是中国对

外开放中有关对外贸易、金融、投资、企业经营、国际经济

合作等方面的问题。 ●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基本理论，当代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国家经济，原苏联(独立联合体)和东

欧国家经济，现代国际经济理论，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组织、

结构、政策与问题分析)，当代中外经济关系(中国开放经济)

。 ●主要课程除政治理论和外语等共同课程外，专业主干课

程和方向主干课程包括：世界经济理论专题研究，不同类型

国家或国别经济专题研究，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级)，西方微

观经济学(中级)，发展经济学专题，比较经济制度专题，国

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专题，国际经济关系与政策

专题，国际企业经营专题，国际经济法专题。 (2)、相邻学科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外国经济史，国际贸易，国际金

融 4、金融学 (1)、研究内容 本专业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为基础，研究货币流通的规律，货币供求的决定与调节，金

融市场的组织和银行的地位、作用，银行的经营与金融创新

，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与传导机制。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历史

任务，须着重研究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使作为国家宏观调

控手段的货币银行及金融政策，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保证

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



义的货币、信用、银行理论，中国货币供求及其调控，当代

外国货币理论和金融政策，银行经营的现代化，中国货币学

说史和金融发展史，西方货币学说史，金融与发展。 ●主要

课程除政治理论和外语等研究生公共课以外，专业主干课和

研究方向主干课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高级货币银

行学，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级)，国际金融研究，银行业务与

经营调查研究，财政学研究，中国货币学说史，国外货币学

说史，中外金融史。 (2)、相邻学科 国际金融，财政学，企业

财务管理。 以上四个专业是比较热门的经济学专业，对于它

们的复习指导同时涵盖了对相邻学科的指导，同学们应在了

解学科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方向、主要课程的基础上，按照

专业课复习时间安排，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及报考院校

有的放矢进行复习。尽量做到以下几点： 1、明确专业课考

察的范围 对于明确的专业课考察范围，仅仅掌握书本上的东

西是远远不够的，要把一些相关知识搞通、弄懂。对于基础

知识，更是不能疏忽大意，因为即使再偏再难的题目，最终

也是要靠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来解决的。对专业课指定课本

的读法，可以以书前的目录作为一个提纲，在把课本精读两

遍之后，抛开课本，自己要能把这个提纲扩充形成体系，必

要的时候，参阅其他的专业书籍以加深理解。 2、往年专业

试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从往年的专业试卷来分析，你可以了

解该专业命题的基本情况、老师的出题风格、已考点和未考

点等等。从普遍的意义上来分析往年的专业试卷： ● 难易程

度、题型、分值等等一望而知的信息。 ● 各章节的出题比重

。 ● 重要的已考点。 ● 考题中涉及的当年时事，它们是如

何联系起来命题的。经济学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考试就必



然涉及每年的时事热点。对于这方面的准备，我在下面还会

专门讲。 ● 一些可能演变成论述题的简答题。有些同学可能

认为这个考点已经作为简答题考过了，就不会再考了；其实

不然，有些老师认为出简答题远远不能体现该考点的重要性

，因此会把它变作论述题再拿出来考。这其实对每个考生都

是公平的，如果你就想着投机取巧，恐怕会吃些苦头了。 ● 

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各年试题的难易程度，需要有近三年的

试卷才好比较。一般来说，如果今年的某一科的题目又偏又

怪，那明年的考生一定有福了，因为命题者也要接受监督与

评判，如果他今年因了出难题而倍受非难的话，明年就一定

会对舆论和考生有个交待，那就是⋯⋯呵呵！反之，如果今

年的题目简单，明年的考生就要小心了。 ● 各章节的命题风

格，因为每年的同一章节往往是由同一位命题老师命的题，

因此藉此可以洞察他的命题风格，是注重能力、还是注重基

础，课内知识还是课外知识。 3、命题教师的重要著述和研

究方向 每一位命题者都有他在学术方面的专长，要看他的专

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到图书馆查询这个老师的专著。知其

大略，然后有针对性地加强那个方面的复习。有条件的话，

应该尽量跟命题老师接触。 4、留意当年度的相关时事内容 

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如果你只把书本上的知识

掌握了，那你只学会了一半。留意时事内容，并不是像准备

时事政治那样。你可以翻阅当年9、10、11和12月份的重要专

业期刊，以金融学为例，必读的专业期刊有《金融研究》和

《金融参考》。 三、相关参考书目 1.政治经济学专业： 《政

治经济学原理》，卫兴华，顾学荣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 

《高级政治经济学》(导言、第一、二篇)张宇、孟捷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第二版)高鸿业主编，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重要经济政策及文献》(如中共十

六大报告，WTO的影响等)。 2.西方经济学专业、经济思想史

专业： 《西方经济学》(第二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经济学》(第二版)，斯蒂格利茨主编，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说史》(第二版)，鲁友章、李宗正

等主编，人民出版社。 3.经济史专业： 《中国经济通史》，

孙健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济史》，高德步

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世界经济专业： 《世界经济

学》，杜厚文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

》(第二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金

融》，四川人民出版社。 5.国际贸易专业：不指定 6.国民经

济学专业： 《政治经济学》，卫兴华、顾学荣主编，经济科

学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第二版)，高鸿业主著，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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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