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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特点是：热、细、活三个字。 所

谓“热”，是指考题与现实生活中的热点紧密结合。现实生

活中的许多热点问题，比如改革开放30周年、航天突破、奥

运成功、金融危机以及地震都在试题中有体现。可以说，看

这套试卷，我们好象把2008年又复习了一遍。在我的印象中

，这是近年来与现实生活结合得最紧密的一套卷子，鲜明提

体现了今年的命题人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看重。如果说今年试

题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这个。对个人特点，我认

为是值得肯定的。 所谓“细”，是指对基础知识的考察比较

精细。除了单项选择题考察的知识点比较具体外，分析题里

所涉及的知识点也比较“边缘”。例如毛概的分析题，放过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内容，却考察其提出的历史

背景及这些理论的重大意义；邓论的分析题，放过改革的依

据和成就，却考察过程和内容。这些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所

以，有的押题试卷，尽管材料和真题一样(为什么材料都会一

样，是否存在内外勾结的违法行为，建议教育部考试中心本

着对考生对法律负责任的原则，认真调查清楚)，但考点的具

体指向却和真题并不同。面对这种情况，要求考生们对知识

点的掌握一定要完整、全面，不能存在空白区。 所谓“活”

，就是有一些非记忆的能力型的题目。这在时事与当代这两

部分体现的最明显。今年所考察的时事题有9分，至少其中

的4分都考察能力，光靠记忆未必能得分。而当代的分析题即



选做题的第一道，也命制得非常灵活，鲜明地体现了研究生

考试的“注重考察能力”之特点。这种能力型的题目靠临时

抱佛脚是应对不了的，需要下“读书百遍”的功夫。 最后也

有必要指出，今年的试题也存在缺陷，以政治经济学的题目

为例。首先是重复考察过去考过的题目所占的比重太高。第7

题是2001年文科卷子的第4题；而第35题则是2003年第36题的

翻版。不是说不可以重复考过去考过的题目，问题是政治经

济学今年一共考了21分，居然11分是过去考过的，比例未免

太高了。 其次，又一次出现了错题。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原版

的考卷。如果网上挂出来的这个题目在文字上没有错误的话

，那么这道题目就可以论定为错题。 5.流通中的货币需要量

是考察经济生活运行的重要指标，假设某国去年的商品价格

总额为24万亿元，流通需要量为8亿元，若今年该国商品价格

总额增长10%，其他条件不变，今年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为

：A. 4,2亿元B. 3.5亿元 C.3.3亿元D. 2.4亿元 该题目的考核目标

是政治经济学第二章的货币流通规律。其内容是：货币流通

规律是一定时期内商品流通中所需货币量的规律，其内容是

：一定时期内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商品的价格总额成

正比，与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用公式表示为：流通

中所需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总额(商品数量×商品单价)/单位

货币流通速度(单位时间里的流通次数)。 将题目给出的数字

代入公式，为：8亿=24亿/单位货币流通速度(单位时间里的

流通次数)，从而得出单位货币流通速度(单位时间里的流通

次数)=3次； 若今年该国商品价格总额增长10%，则今年的商

品价格总额=24 24X10%=26。4； 再代入货币流通规律的公式

，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26。4/3=8。8亿。 在我的记忆中，这



已经不是硕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考试中第一次出现错题。例

如2007年的第24题也是错题。GWG’是：A、货币资本的循

环公式；B、生产资本的循环公式；C、商品资本的循环公式

；D、资本总公式。当年给定的所谓“标准答案”是：AD。

错误了。货币资本的循环公式是：GW⋯⋯P⋯⋯W’G’。 

而GWG’应该是资本总公式和商业资本公式。 错题的出现，

直接的原因是命题人责任心和学养的缺失；而深层次，则当

归因于近年来高校中“西学”风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冷落

的大环境。 不管怎么样，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出现错题。毕

竟，研究生考试直接关系到百万学子的重大利益；毕竟，避

免错题并不困难。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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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