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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中，反映了历来考题的一些特点即政治理论考试的选拔性

考试的特点，但仍以基本理论的考核为主。比如说政治经济

学的第7题，22题等考查的都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

2009年考研政治真题的政治经济学部分，可以看出这样几个

命题特点： 一、难度适中 有的同学反映试题的单选题比较容

易，而多选题较难把握。但其实，在多选部分也没有难题、

偏题，都是符合大纲考核标准的，并且这部分试题可以充分

反映同学们的应试能力。比如第21、23、24题，都是考核综

合能力的题，要求在理论扎实的基础之上进行相应的能力训

练。 二、当前的形势与政策结合紧密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分析

题上，2008年最大的热点无疑是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蔓延。与

此相对应的是，我国采取了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此外

，金融危机还在政治经济学的选择题中得到了体现。选择题

第21题，事实上就是要求考生用马克思关于“信用”和“信

用制度”的两面性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信用”急剧膨胀

和金融创新泛滥与当前金融危机的关系。 另一个热点是，十

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在第23题中得到了体现。十七届三中全

会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有关意见，突出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

置，完善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职能。同时，土地也是重要的生

产要素，推动土地经营权的合法流转，当然也就进一步完善

了生产要素市场。但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绝不能动摇，



因此，十七届三中全会并没有调整农村土地所有制度。 三、

突出强调对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考查 由于对非经济学专业

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通常过于晦涩和难懂。如果考得太

深入，考生往往都考得不理想。因此，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

一般都是政治经济学考查的主体内容。这一点也是我们在上

课过程中反复向考生强调的。2009年试题中，对“流通中所

需货币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生活进

行干预和调节的实质”以及“劳动力价值的构成”等的考查

，都是考查基本概念和基本常识，较为简单，属于送分类习

题。 四、综合性更强 如34题分析题，让你根据给出材料自己

总结出材料反映的问题及原因，这就是把理论知识运用到现

实问题了，尤其第二问，让你根据材料说出我国运用的宏观

调控政策。无疑都是在考查学生的理论应用能能力。 综合以

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目考查的难度

并不大，但单纯依靠背诵，是不能获得高分的，而是要在学

习过程中多理解、多运用、多分析，记忆固然是最基本的，

但要在掌握基本原理、基本知识点的情况下，多去理解这个

知识点，并且学会多运用这个知识点来分析一些社会的热点

，分析一些现实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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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