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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AA_8C_E5_88_86_E4_c79_644334.htm 考博对我来说已成为

一种“痛并快乐着”的回忆了，最终很幸运的被中国农大经

管院录取了。今天我终于想理清思绪来整理这段难忘的备考

经历。我一共报考了三所学校：北航、中农、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个人建议考博尽量多报几所，以增加被录取的概率，

只要各学校的考试时间不在同一天就行，报考专业尽量是同

专业和相近专业，这样复习起来就比较轻松。虽然都达到了

这三所学校的录取线，但我个人认为还是中农相对公平，中

农经管在报考时不用选导师，复试时才选导师，录取过程也

是很公平的，我是成绩出来后才开始联系导师的，导师看重

的是你的初试分数和你过去的科研经历，所以不用太早联系

导师，不像大多数学校早早就得联系导师。这对像我这样的

不屑和不善于用一些非学术的手段来联系导师的学生来说是

大有好处的。值得一提的是中农今年实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

革，导师得给学生发每月的生活费，我们这届第一年每月给

发补助700，以后每年递增100（现在已统一为每个月1500元了

）。前两年每年发12个月，第三年发10个月，待遇还是挺不

错的。我报考的是农业经济管理（金融与财税）专业，该专

业是中农的招牌专业，国家重点学科，师资很强的，毕业的

出路也很不错（这个貌似现在还真不好说）。该专业考三门

课程：英语、经济学（包括宏、微观）、农业经济管理，下

面我就这几门考试谈谈我自己的复习心得。 一、英语 不用说

，这是所有学校非英语专业考博都得考的一门课程。英语在



考博中的地位也就不用我多说了，想必志在考博的同仁都知

道它的重要性。我的英语基础自认为还是可以的，也就没作

什么专门复习。只是每天保证看至少一篇以上的英语阅读文

章，看的过程中，把一些比较长的句子先用自己的语言翻译

出来，然后对照提供的汉语翻译，比较自己翻译过程中的不

足，久而久之，阅读能力和翻译能力就上来了。看完文章后

就是记生单词，每天保证记2030个左右，这样日积月累，使

自己的词汇量得到保证，不至于考试时望着卷子两眼发黑。

我用的是《英语文摘》杂志，个人觉得该杂志是挺适合用来

应付英语考试的，该杂志精选各大英语报刊杂志的一些文章

，而且提供译文和生词注释。是一本国内难得的英语学习材

料。中农今年的英语题型有：词汇（单项选择）、阅读（6篇

涵盖经济、科技、历史等各个方面，有两篇左右比较难）、

完形填空（关于对当前学术界盲从“学术权威”的现象的揭

露和批判）、汉译英、作文一篇（观点型作文，谈谈对学术

压力是利大于弊or弊大于利的看法，从两种观点选择其中一

种进行论述，200字左右。），个人觉得英语不太难，过了六

级的，好好准备一下考个|华慧考博/网|自己满意的分数应该

不难。其他水平的考生只要好好准备，过线应该没问题（今

年线是50分）。需要说明的是平时阅读英文材料时应该各个

领域的文章都得涉猎，因为六篇阅读几乎涵盖了社会、经济

、科技、文化、历史等方面，其中今年以历史方面的文章最

为难懂。只有平时多做准备才能在考试中得心应手。作文基

本都是写议论文，这方面的复习资料不少，考前半个月好好

准备一下，多看一些范文和背诵一些自己觉得好的句型，然

后组织成一个文章模板，考个高分应该不成问题。我的英语



今年考了76，我知道的最高分是78。 二、经济学 我在这门课

上花费的复习时间是最长的，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自从

大二时学过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后，就再没接触过那玩意。

所学的已经大部分都还给老师了，中农的经济学不指定教材

，不过考试的难度属于中级宏微观的难度。我一共复习了四

遍，我刚开始复习时用的是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该版

本特适合初学者，通俗易懂。第二遍复习时用的是平狄克的

微观和曼昆的宏观。复习经济学时要特别重视做题和章节总

结，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体系，不容易遗忘。我的习题

资料用的是金圣才主编的经济学考博专业课真题与难题详解

（分宏微观两本），中国石化出版社。这本书上罗列了各大

高校历年的考博试题，个人觉得相当不错，考试中就有原题

或类似的题型。中农今年的经济学考题出得很活，不像往年

那么简单，有相当的难度。一共有八道题，简答、计算、论

述；其中判断说明四道，计算说明二道、论述说明两道，题

量还是挺大的。历年微观是出题重点，宏观今年就考查了两

道题，一道是关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对外贸易平衡问题。一

道是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其它都是微观的内容；有一道三级价格歧视的计算说明题

；一道关于最高定价和最低限价的福利损失的画图分析题（

比较难）；一道关于企业成本核算方面的判断说明题；一道

是关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判断说明题（需要用显示性偏弱

定理来解释说明，有难度，因为我当时没有掌握该定理）；

一道是与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有关的计量经济学问题，题

中列出了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出的各估计量， 让你结合基尼系

数说明其经济含义，该题结合计量经济学的有关内容，有点



偏，当时就把我考懵了，结果是空了没做（需要说明的是中

农的导师都特别偏爱用计量模型来研究问题，所以比较偏爱

有这方面基础的学生，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和你的研究经

历中用过计量模型的话，那么你在复试就会有相当的优势）

；一道是关于企业污染的外部性成本补偿的判断说明题。考

完后一打听，微观部分老师出题用的教材是范里安的微观经

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出版社，黄皮的），|华慧考博/ 

网|看来我第二遍复习时用错了教材。不过每部教材主体内容

都差不多，只是某些内容论述的详略不同。但复习时还是紧

跟老师命题用的教材比较好。在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如果

时间和精力不够的话把高鸿业主编的教材好好看看，理解透

彻，多做一些题就够用了。另外，复习时经济流派和新古典

经济学的有关内容可以不看，基本不考。宏观复习时得结合

当前的宏观经济走势和经济政策，来分析我国的宏观经济问

题。我的经济学当时考得感觉不好，能上线就不错了，结果

成绩出来后考了 70，最高分78，挺满意的。 三、农业经济管

理 这门课复习基本占用不了太多时间，一个月甚至半个月就

够用，考得是与当前农业有关的经济热点问题，基本上每年

考45道论述题。根据热点问题，然后看看与这些问题有关的

期刊文章，把人家分析的原因和对策记住就行了。这些热点

问题基本上在当年中央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中都体现出

来了，所以复习时建议把从04年到现在的一号文件都好好看

一下，里面有的内容可以直接作为答案写在卷子上。答题时

尽量做到有条理，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内容，有条理的组织

出来就行了。我个人觉得当前的农业经济的热点问题有：农

田水利建设与粮食安全、区域经济发展与民工荒、农产品价



格与农民增收、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城乡（侧重农民工）就业

问题、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农

业保护政策、农业基础地位的建设、农产品贸易、农业结构

调整、农村土地问题、粮食安全问题、食品质量安全、农村

金融改革等等。复习教材可以用李秉龙教授（我现在的导师

）主编的《农业经济学》，一个哥们说他就是只看这本教材

就考了90多分，牛人。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考博感受，希望能

对志在考博的兄弟姐妹们有所帮助，个人认为考博只要早作

打算并坚持下来，都能够考上，最后祝大家都能考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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