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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80_83_E7_A0_c73_645295.htm 数以万计的考生密切关注

的08年考研政治大纲终于在8月份隆重推出了。《大纲》是考

研命题组成员设置试卷的依据，也是考生备考的指路明灯。

考生的复习如若偏离了《大纲》，就会事倍功半。因此，建

议广大考生，在08年的复习过程中，一定要仔细研读《大纲

》，把握《大纲》的知识体系和框架，掌握基本知识、基本

原理和基本概念，尤其是今年的新增知识点和变动的知识点

。针对政治经济学08年新增的知识点，下面进行深度解析。 

一、新增知识点的分析 (一)在《导论》部分的第二部分中，

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关系包括

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改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 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但

不是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是紧密地联系生产力来考察生

产关系。这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只有联系生产力，才能深刻认识生产关系变化的原因和更

替的依据，才能正确判断某种生产关系是否优越，以及它在

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研究生产关系包括研究经济制度和

经济体制”这个知识点说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具有层次性。

在08年大纲中删去了此知识点，说明只要求考生理解掌握“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在难度上有所

降低。 (二)在第三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发展阶

段》的第一部分中增加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分析

：2007年本章就是重点章，是分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涉及了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范畴。本章内容

庞杂，属于整个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比较难掌握的一章。本章

的复习重点应该放在第一、二两节，也属于在历年考题中比

较常涉及的一章，命题形式也越来越灵活。考生要尤其注意

。 2008年大纲增加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积累的

一般规律，是指由资本积累引起的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和无

产阶级的贫困积累的内在必然联系。它是对资本积累理论的

科学总结，也是对资本积累过程对无产阶级命运影响的科学

概括，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阶级对抗性。

考生同时要理解掌握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资本的积聚

和集中，还要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及它们之间的

内在逻辑关系。通过对历年真题的分析得出，试卷中对本章

内容的考核往往是把各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基本概念综合

起来出题，考查考生融会贯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

在第五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与经济制度》的第三部

分中，将“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

参与分配的原则。”改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 分析：通过对08年大纲和07年大纲的对比，我们可以

看出，08年大纲在本知识点的表述上显得更为简洁，内容上

没有实质性的变动。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结

合起来，是我国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一大特点，是由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所决定的。按劳分配与社会主义

公有制经济联系在一起，按要素分配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关

系在经济上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这两种

不同分配方式的结合。考生对本部分的知识点进行复习时要

了解除按劳分配以外的其它主要分配方式。本章和《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在内容上有交叉的地方

，考生在复习时可以把这两部分结合起来。 (四)在第五章《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与经济制度》的第三部分中，将“

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理顺分配关系，解决收入差距过大

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改为“收入分配调节和社会公平”

。 分析：通过对比可看出， 2008年大纲有所变动的是文字表

达更加简洁，只要求掌握理解“收入分配调节，兼顾效率和

公平。” 考生在把握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基础上要明确建立公

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需要采取的措施，同时还要认识到改

革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和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 (五)在第六章《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第四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调控体系”中新增了内容“政府的经济职能”。 分析：本章

是在2004年大纲中从“邓小平理论概论”中调整过来的，在

命题特点上是较容易结合社会现实进行考查的部分，命题的

概率也是比较高的。2008年大纲要求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政

府的经济职能”。这要求考生要理解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

政府职能直接包揽经济活动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弊端。因此，

政府职能转变是改革中的重要内容。考生要深入理解市场经

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所具有的经

济职能；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所具有的职能；作为国有资产

所有者所具有的职能，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应彻

底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考生在复习本章内容时，还要注意

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等知识点

及相关内容。 二、复习方法及建议 (一)考生要在对政经各章

节的联系中把握本学科的内容结构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考查内容主要有七章：导论、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学

运行的一般原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发展阶段、

资本的运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与经济制度、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关系等

。全部内容按照逻辑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部分： 第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学科总体介绍。这部分即大纲

中的第一章“导论”。它主要介绍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历史背景、理论来源、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等这样

一些基础性的内容 第二，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的一般原

理。这一部分即大纲中的第二章“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

的一般原理”，它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

论和一般原理。把握这些基础理论和一般原理是研究资本主

义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前提。 第三，资本主

义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的原理。这一部分包括大纲中的第三

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发展阶段”和第四章“资

本的运行”这两章的内容。 第四，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

运行的原理。这一部分包括大纲中的第五章“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的实质与经济制度”和第六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和经济运行”这两章的内容。 第五，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

济关系的原理。这一部分即大纲中的第七章“经济全球化与

国际经济关系”。 由此可见，这七章的内容都是有机构成的

一个整体。考生在复习时必须环环相扣，从宏观上把握每一

章的框架，并构建各章节之间的联系。在把握这种联系的基

础上加深对每一个知识点的理解。同时要从制度和运行两个

层面来把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的经济关系。 (二)要注

意把理论、原理和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复习。 从近几



年考查的具体题目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命题

注重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有关原理解释和论证某种观点、分析

和比较有关社会现象或实际问题的能力。通常这一部分的考

查主要体现分析题中。因此考生在复习的时候，要运用联系

和综合的态度来把握问题。要注意本学科所阐述的理论、原

理与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联系，有意识地培养自己运用本学

科的原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对题目的练习加

深对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的理解。 (三)要注重对

历年真题进行分析总结，把握历年命题的方向以及分析题的

答题思路。 在所有的备考资料中，历年真题是最直接、最全

面反映命题方向的。但考生往往对历年真题缺乏科学、系统

的分析。更有甚者，认为考过的题目在今后的考试中不会再

考，这些都是错误的想法。事实上，每年的考试内容都有一

定的试题与往年的试题相似，有的甚至是原题再现。因此，

对真题进行分析，有助于考生把握考题的走向，掌握解考研

题的方法思路，提高自己的解题技巧。同时在选择模拟题的

时候，也会给予自己科学的指导。考生可以把历年真题中所

有考查政治经济学的题目综合起来加以分析，明确考查的重

点、难点、常考点，查找出自己有所欠缺的知识，在下一步

的复习中全力复习，深入巩固。 其实，掌握了考研各个科目

的命题规律，拥有良好的复习心态，考研是一个很轻松的事

情。“庖丁解牛”的事例对考研同样适用。考生应该在备考

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复习效率以及应试技巧。这样的考研过

程何尝不是你一生中的宝贵财富？这样的考研过程走下来，

你何尝不会有拨开云雾见晴天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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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