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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0_8D_E5_B8_88_E6_c73_494569.htm 一、“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原理”复习建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是

整个考研政治各学科中理论性最强的一个学科。这部分内容

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它的理论性，在考研政治试卷涉

及的各个学科中，它是理论性最强的一个学科。它所阐述的

是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理论

分析，它的各个章节、各个知识点之间存在着比较严密的逻

辑关系，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另一个是它的一

般性，它虽然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其中的许多内

容都具有一般性，即对于社会化大生产、对市场经济是完全

适用的，可以用来分析说明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某些问题

和现象。 考虑到上述两个特点，尤其是考虑到近年来考纲中

《政治经济学》部分内容变动较大，增加了许多知识点，本

学科在试卷中的分值也有所提高，同学们在学习《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一学科的内容时，应特别注意把握以

下几个环节： 1.要注意对本学科中各章节所阐述的基本理论

、概念、范畴、规律和观点的全面系统把握。由于本学科自

身的理论性比较强，概念、观点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比较紧

密，考生在学习中一定要注意全面系统准确地理解有关的知

识点。事实上，在每年政治试卷“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

试题中，有相当一部分(约25%)属于直接考查基本概念、范畴

和规律；甚至某些主观性试题的回答，也要求以基本概念、

基本知识的熟练掌握为基础，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原理》中的有关理论和知识，去分析说明现实经济运行

中的现象和问题。 2.对某些重要的概念、范畴和规律，要力

求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即不仅要知道概念、规律本

身的含义，还要进一步把握这些概念、规律本身的来龙去脉

，了解这些概念、范畴、规律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是因为

，在历年政治考研试卷中，政治经济学部分的试题，往往并

不是简单地考查某个概念、范畴和规律，而是把几个相互联

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范畴放在一起，要求考生分析说明它

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一点在多项选择题中表现得最为明

显，而多项选择题往往又是难度最大、最容易失分的一个题

型。 3.要在平时学习中就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即运用所学的

知识去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现象、问题以至党的有关方针

政策。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分内容本身

就具有一般性，可以用它来分析、说明和指导我们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实践，并且近年来考纲中还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的分析，因此，在试卷出题时，往往要求考生运用

所学知识，分析现实经济现象和问题。例如，在2001年试卷

中有一道材料题，要求运用价值规律的有关原理，分析说明

邯钢成功的经验及其原因。又例如，在2002年理科试卷中有

一道材料题，要求考生运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关原理，分析、

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及我国应有的基本对策。4.要注意学

科之间的联系和融会贯通。近年来考研政治试卷命题的一个

明显趋势，是往往给出一个或几个材料或观点，要求用不同

学科的知识分别加以分析和说明，考生要重视这一命题趋势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说，要特别注意它

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有关经济



建设、经济体制改革部分的联系。预计今后试卷中有相当一

部分试题，会要求考生综合运用这两个学科中的有关知识、

原理去加以分析说明。这是因为，我们现在从事的经济体制

改革和经济建设，是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它必然要求

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自身的规律办事，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原理》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在分析和阐述市场经济

运行一般规律和相应的概念、范畴。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原理”命题规律及命题趋势分析 1.从近年来的试卷出

题情况看，每年必出单选题、多选题，并总有一道10分左右

的材料分析题；从试题分布情况来看，第二、三、四、六章

很重要，各种题型的命题比例都比较高；第一章只出过3次单

选题；第七章往往和“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出

跨学科的综合材料分析题。 2.近年来在试卷出题中往往偏重

对基本原理、基本概念的考核，尤其是其中关键点、细微点

的考核。例如在考查“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时，要求考生

精确把握资本的技术构成、价值构成和有机构成三者之间的

关系及其细微点。 3.政经中的多选题和材料分析题，在试卷

出题时往往采取了跨章节出题的模式，即不是考察某个孤立

的概念和观点，而是考察不同章节讲到的一些原理之间的联

系和区别。例如，命题在考察第二章“价值规律”这一原理

时，往往和第六章“整顿规范市场秩序”，“政府宏观调控

”等内容结合起来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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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