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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E_97_E6_9C_BA_E4_c73_648899.htm 中国人民大学的经

济学科以其治学严谨而久负盛名。自2006年至今，人大经济

学科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命题由经济学院命题组统一命题

，即人大全校的经济类（分布于经济学院、商学院、公共管

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劳动人事学院等院系）研究生入学

考试的“经济学综合”都是同一份试卷。计算机专业出身的

我，跨考当今最为热门的经济学，在别人的眼里也许是跟风

，但只要自己有兴趣，攻克这个难题不成话下。 考试内容 经

济学综合的考试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

济学。经济学综合考察的是知识的积累和运用，因此，考生

不能偏门，一个环节上的薄弱和生疏将会酿成大错。对于考

生们更大的考验是，自2009年开始人大便不再列出研究生考

试的参考书，这样一来对于跨考经济学专业的考生犹为不利

。 政治经济学部分的考试内容，主要参考高教版逢锦聚主编

的《政治经济学》和人大版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

，考察的主要内容与政治课中的政治经济学部分大致相同，

但是更为深入，并且强调与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结合。因

此，在复习时可以结合公开课的复习，做好笔记，一举两得

。 西方经济学部分的考试内容，主要以人大版高鸿业主编的

《西方经济学》为参考。该版经济学教材的难度大概略微低

于国外的中级经济学教程，其在深度上要比曼昆的初级教材

《经济学原理》以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更深入。高鸿业

版的《西方经济学》优点是比较规范工整，符合国人对于教



材严谨的要求，不像国外教材那样散漫无际，但其缺点也在

于规范严谨所导致的内容较为枯燥。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

学的分数比例大致是五五开，通常情况下是4道政治经济学

，5道西方经济学。复习时需要一个平衡的复习的计划，不能

将两部分内容过于分散复习，更不能只着重复习一门。投机

取巧的复习方式是行不通的，因为研究生入学考试是选拔性

的考试，考查的是考生对学科知识掌握的综合能力。 西方经

济学复习对策 由于政治经济学的复习与考研公共科目政治课

中的政治经济学部分大同小异，对于这一部分的复习策略多

有详述，考生们也相对熟悉，故在此不再赘述。本文主要侧

重阐述大家比较陌生的西方经济学的复习策略。 1.学会研读

专业课课本 知识理论体系的构建，对于复习过程中知识点的

巩固、理解的加深都十分关键。知识理论体系的构建好比武

侠小说中的习武之人打通了任督二脉：各种知识点之间开始

融会贯通，认知水平则能提升一个境界。这种全局把握正是

复习初始阶段的考生所欠缺的。 高鸿业版的《西方经济学》

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部分，其所占的分数比例

大致对等，复习时可以根据自身的强弱项而有所侧重。对于

跨考的同学，可以先阅读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再研读《西

方经济学》，并辅以萨缪尔森或者是斯蒂格利茨的相关经济

学教材来复习，这样不仅可以开拓自身的经济学思维，而且

对于经济学脉络的掌握会有一个全景式的认识。人大经济学

的参考书目虽然比较少，但题目的考察深度和广度却是首屈

一指，所以对经济学知识的积累要求更高，而不是仅仅局限

于几本参考书目。 对于跨考生来说，第一次研读专业课课本

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能记忆的也只是零碎分散的经济学



概念与理论，各个部分还难以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这是一个

痛苦而难以理解的求知过程，我们能做的是要善于苦于作乐

，尽量去领悟高老先生将西方各门各派的经济学理论溶于一

炉的精妙。笔者在第一遍精读教材时，主要是理解基本概念

与理论，而不是急于做每个章节的习题，因为此时刚刚接触

经济学，理解尚未深入透彻，立足未稳。笔者建议，考生在

复习时可随身携带一本小笔记本，把苦涩难懂的知识点抄写

下来，在课余时细细研读体味。 第二次研读的时候，由于有

了第一次的精读，对经济学有了整体的认识，复习起来也就

轻松了许多，此时需要认真做课后练习题。这些课后习题很

有含金量，甚至很多题目稍加修改之后便是考研的真题，因

此必须重点关注。对于课后练习题的复习，笔者建议配合使

用石化出版社出版，金圣才主编的《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笔记和习题详解》。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在使用习题参考书时

，不能完全照搬，而应带有批判的思维，合理使用。 虽然前

两轮的复习周期相对较长，但如果能认真做好笔记，则可以

为之后的几轮复习打好基础，随着理解的加深，复习速度会

不断加快。这种重复复习看似浪费时间，实则很有必要，因

为每一轮复习之后，你对知识点的理解与熟练度都会加深。

在时间紧张的考试中，这种熟练度是决定成败的关键细节。

2.体系中的细节复习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相对独立地

划分为以价格为中心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和以国民收入为中心

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两个部分，它们是承接起经济学理论体系

的桥梁，复习好这两个环节犹为重要。 微观经济学是通过对

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来说明现代西方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的

运行和作用，以及改善这种运行的途径的科学理论。微观经



济学包含了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两个方面，其又分别细

分为市场供给与需求的两方面。微观经济学的第一部分以需

求、供给和均衡价格为出发点，通过效用论研究消费者追求

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并由此推导出消费者的需求曲线，进而

得到市场的需求曲线。紧接着，教材通过生产论、成本论和

市场论的阐述，研究说明了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行为，并

由此推导出生产者的供给曲线，进而得到整个市场的供给曲

线。运用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与市场的供给曲线，则可以决定

市场的均衡价格。推而广之，则可以进一步理解在所有的个

体经济单位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一个经济社会如何

在市场价格机制下，实现经济资源的配置。以上便是整个产

品市场的运行机制与规律的研究。紧接着，教材将这一研究

范围扩大至生产要素市场，从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出发研究

生产要素的需求理论，从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推导生

产要素的供给曲线。在此基础上，教材完整阐述了生产要素

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与效率。这样，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

场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市场理论模型。在以上基础上，教

材进一步阐述了一般均衡理论，讨论了一个经济社会中所有

单个市场的均衡价格的决定问题，推导完全竞争状态下的均

衡状态的存在。由此，微观经济学便完成了对其核心思想“

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证明。在上面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微观

经济学又深入到规范研究的部分，即福利经济学。 宏观经济

学理论可以分为国民收入短期决定与经济对策、长期国民收

入决定问题及其对策、各流派对于短期国民收入的观点与对

策这三个方面。其中，国民收入的短期决定理论是重点与核

心。教材在对国民你收入核算体系进行简介之后，分别论述



了宏观经济中的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并提出了IS-LM分析理

论，这一分析框架直到现在仍被视为宏观经济学中的最为核

心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教材进一步引入价格变量和作为产

品市场特例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以IS-LM分析推导出总量供

给曲线，另一方面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推导出总量需求曲线

，并结合这两条曲线对于短期国民收入的变动进行了初步的

阐述。随后，宏观经济学阐述了与价格水平相关的就业问题

与通货膨胀问题，使得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宏观分析趋于

完整。在此基础上，加入国际市场的影响因素分析，完整地

构建起了短期国民收入的理论体系。在这整个分析过程中，

总量供给曲线与总量需求曲线的理论基础与推导框架，成为

整个宏观经济学中短期国民收入体系的线索与关键所在。相

对于短期国民收入，教材的宏观经济理论还简要阐述了关于

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长期国民收入理论体系。由

于经济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教材通过当前宏观经济的

理论热点短期总量供给曲线的争论，又再进一步阐述了当今

宏观经济各大流派的异同与研究进展。全面地来看，短期和

长期的国民收入理论体系，构成了完整的宏观经济体系。 通

过对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两大知识体系的脉络分析，我们发现

，知识的体系是一环接着一环的，一个小小的零件破损都有

可能影响整个体系。因此，考生在复习时需要把握知识体系

中的细节复习。这些核心细节对于知识体系的理解至关重要

。 真题的运用 临近考前3个月左右的时候，复习的侧重点应

转向对真题的研读。虽然人大每年的考研题目与答案都是不

公开的，但是考生们可以利用网络、师兄等渠道收集考研真

题与答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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