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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翻译硕士英语】
一、考试目的

《翻译硕士英语》作为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入学考试的外国语考试，其目的是

考察考生是否具备进行 MTI 学习所要求的外语水平。

二、考试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是一种测试应试者单项和综合语言能力的尺度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范围包括 MTI

考生应具备的外语词汇量、语法知识以及外语阅读与写作等方面的技能。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有良好的外语基本功，认知词汇量在 10，000 以上，掌握 6000 个以上（以英语为例）

的积极词汇，即能正确而熟练地运用常用词汇及其常用搭配。

2. 能熟练掌握正确的外语语法、结构、修辞等语言规范知识。

3．具有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外语写作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各项

试题的分布情况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以下部分：阅读理解、完型填空、英汉互译、外语写作等。总分为 100 分。

I．阅读理解

1. 要求

能读懂常见外刊上的专题文章、历史传记及文学作品等各种文体的文章，既能理解其主旨和

大意，又能分辨出其中的事实与细节，并能理解其中的观点和隐含意义。能根据阅读时间要

求调整自己的阅读速度。

2. 题型

1) 单项选择题：包括信息事实性阅读题和观点评判性阅读题。

2) 简答题：要求根据所阅读的文章，用 3-5 行字数的篇幅扼要回答问题，重点考查阅读综

述能力。

本部分题材广泛，体裁多样，选材体现时代性、实用性；重点考查通过阅读获取信息和理解

观点的能力；对阅读速度有一定要求。

II．完型填空

1．要求

要求考生能综合运用语法、修辞、结构等语言知识对文章形成正确、全面的理解。

2. 题型：

单项选择题。本部分由 1篇短文组成，短文中有 10个空白。要求考生在全面理解内容的基

础上，通过对题后有四个选择项的判断，选择最佳答案，使短文的意思完整和结构正确。

III．英汉互译

1. 要求

旨在测试考生的双语互译能力。考生能准确理解常用英汉词汇及其常用搭配，能正确运用英

汉语法、句法、修辞、语用、文化等知识进行语码转换，实现语义对等、功能对等及文化对

等。

2. 题型

英译汉 1篇短文；汉译英 1篇短文。

Ⅳ．外语写作

1.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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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能根据所给题目及要求撰写一篇 400 词左右的记叙文、说明文或议论文。该作文要求语

言通顺，用词得体，结构合理，文体恰当。

2. 题型：命题作文。

《翻译硕士英语》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考试内容 题型 分值 时间（分钟）

1 阅读理解
1) 选择

2) 简答
30 60

2 完型填空 单项选择 10 20

3 英汉互译
1) 英译汉

2) 汉译英
30 40

4 外语写作 命题作文 30 60

合计 100 180

【213 翻译硕士日语】
一、考试目的：

《翻译硕士日语》作为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入学考试的外国语考试，其目

的是考察考生是否具备进行 MTI 学习所要求的外语水平。

二、考试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是一种测试应试者单项和综合语言能力的尺度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范围包括

MTI 考生应具备的外语词汇量、语法知识以及外语阅读与写作等方面的技能。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有良好的外语基本功，认知词汇量在 10，000 以上，掌握 6000 个以上的积极词汇，

即能正确而熟练地运用常用词汇及其常用搭配。

2. 能熟练掌握正确的外语语法、结构、修辞等语言规范知识。

3．具有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外语写作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方法。

各项试题的分布情况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以下部分：词汇语法、阅读理解、外语写作等。总分为 100 分。

I．词汇语法

1. 要求

1）词汇量要求：

考生的认知词汇量应在 10,000 以上，其中积极词汇量为 5,000 以上，即能正确而熟练

地运用常用词汇及其常用搭配。

2）语法要求：

考生能正确运用外语语法、结构、修辞等语言规范知识。

2. 题型：

单项选择题。

II. 阅读理解

1.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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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读懂常见外刊上的专题文章、历史传记及文学作品等各种文体的文章，既能理解

其主旨和大意，又能分辨出其中的事实与细节，并能理解其中的观点和隐含意义。

2）能根据阅读时间要求调整自己的阅读速度。

2. 题型：

单项选择题（包括信息事实性阅读题和观点评判性阅读题）

本部分题材广泛，体裁多样，选材体现时代性、实用性；重点考查通过阅读获取信息和

理解观点的能力；对阅读速度有一定要求。

III．外语写作

1. 要求：

考生能根据所给题目及要求撰写一篇 400 词左右的记叙文、说明文或议论文。该作文要

求语言通顺，用词得体，结构合理，文体恰当。

2. 题型：命题作文

《翻译硕士日语》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考试内容 题型 分值 时间（分钟）

1 词汇语法 单项选择 30

2 阅读理解 单项选择 40

3 外语写作 命题作文 30

共计 —— —— 100 180

【214 翻译硕士法语】
一、考试目的

《翻译硕士法语》作为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入学考试的外国语考试，其目的是

考察考生是否具备进行 MTI 学习所要求的法语水平。

二、考试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是一种测试应试者单项和综合语言能力的尺度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范围包括 MTI

考生应具备的法语词汇量、语法知识以及法语阅读、翻译与写作等方面的技能。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有良好的外语基本功，认知词汇量在 8000 以上，掌握 4000 个以上法语词汇，即能正

确而熟练地运用常用词汇及其常用搭配。

2. 能熟练掌握正确的法语语法、结构、修辞等语言规范知识。

3．具有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和法语翻译、写作等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各项

试题的分布情况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以下部分：词汇语法、阅读理解、完型填空、法译汉、汉译法、写作等。总分为

100 分。

I．词汇语法

1. 要求：

考生的认知词汇量应在 8000 以上，其中积极词汇量为 4000 以上，即能正确而熟练地运用常

用词汇及其常用搭配。考生能正确运用法语语法、结构、修辞等语言规范知识。

2. 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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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选择题：考察词汇搭配及语法、结构、修辞等语言规范性用法。

II. 阅读理解

1. 要求：

能读懂常见外刊上的专题文章、历史传记及文学作品等各种文体的文章，既能理解其主旨和

大意，又能分辨出其中的事实与细节，并能理解其中的观点和隐含意义。能根据阅读时间要

求调整自己的阅读速度。

2. 题型：

单项选择题：包括信息事实性阅读题和观点评判性阅读题。

本部分题材广泛，体裁多样，选材体现时代性、实用性；重点考查通过阅读获取信息和理解

观点的能力；对阅读速度有一定要求。

III. 完型填空

1. 要求：

语言基础知识扎实，熟练掌握常见词汇、短语、语法规则等。具有较强的语言运用、语篇理

解、逻辑推理等能力，能根据上下文语义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最佳选择。

2. 题型：

单项选择题：考察词汇搭配及语法、结构、修辞等语言规范性用法。

IV. 法译汉

1．要求：

旨在测试学生运用翻译理论与技巧进行法译汉的能力。

2．题型：

段落翻译。考生应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地道的汉语准确、完整地进行翻译。

V. 汉译法

1．要求：

旨在测试学生运用翻译理论与技巧进行汉译法的能力。

2．题型：

段落翻译。考生应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地道的法语准确、完整地进行翻译。

VI．写作

1. 要求：

考生能根据所给题目及要求撰写一篇 300 词左右的记叙文、说明文或议论文。该作文要求语

言通顺，用词得体，结构合理，文体恰当。

2. 题型：命题作文。

《翻译硕士法语》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型 题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词汇语法 30 题 30 45

2 阅读理解 10 题 20 35

3 完型填空 10 题 10 20

4 法译汉 1 题 10 25

5 汉译法 1 题 10 25

6 作文 1 题 20 30

合计 10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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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翻译硕士阿拉伯语】
一、考试目的：

《翻译硕士阿拉伯语》作为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入学考试的外国语考试，

其目的是考察考生是否具备进行 MTI 学习所要求的外语水平。

二、考试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是一种测试应试者单项和综合语言能力的尺度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范围包括

MTI 考生应具备的外语词汇量、语法知识以及外语阅读与写作等方面的技能。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有良好的外语基本功，认知词汇量在 8,000 以上，掌握 5,000 个以上的积极词汇，即

能正确而熟练地运用常用词汇派生规律及其常用搭配。

2. 能熟练掌握正确的外语语法、结构、修辞等语言规范知识。

3．具有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外语写作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方法。

各项试题的分布情况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以下部分：词汇语法、阅读理解、外语写作等。总分为 100 分。

I．词汇语法

1. 要求

1）词汇量要求：

考生的认知词汇量应在 8,000 以上，其中积极词汇量为 5,000 以上，即能正确而熟练地

运用常用词汇派生规律及其常用搭配。

2）语法要求：

考生能正确运用外语语法、结构、修辞等语言规范知识。

3. 题型：

单项选择题。

II. 阅读理解

1. 要求：

1）能读懂常见外刊上的专题文章、历史传记及文学作品等各种文体的文章，既能理解

其主旨和大意，又能分辨出其中的事实与细节，并能理解其中的观点和隐含意义。

2）能根据阅读时间要求调整自己的阅读速度。

2. 题型：

单项选择题（包括信息事实性阅读题和观点评判性阅读题）

本部分题材广泛，体裁多样，选材体现时代性、实用性；重点考查通过阅读获取信息和

理解观点的能力；对阅读速度有一定要求。

III．外语写作

1. 要求：

考生能根据所给题目及要求撰写一篇 400 词左右的记叙文、说明文或议论文。该作文要

求语言通顺，用词得体，结构合理，文体恰当。

2. 题型：命题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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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硕士阿语》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考试内容 题型 分值 时间（分钟）

1 词汇语法 单项选择 30

2 阅读理解 单项选择 40

3 外语写作 命题作文 30

共计 —— —— 100 180

【255 德语（二外）】
综合描述：考试旨在检查考生对德语词汇与语法的掌握情况，读写译等语言技能和语言应用

表达能力。难度不超过英语专业本科生德语（二外）约 200个学时的水平。满分 100分，考

试时间 180分钟。

具体要求：

I．词汇语法：共 20题；占 20分；30分钟

A．测试要求

要求考生掌握 4000个左右常用词汇（词形、词义和常用词的搭配使用），能熟练运用 2000
个单词；能根据具体语境、句子结构或上下文判断一些非常用词的词义。要求考生掌握词法

（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句法（如祈使句、虚拟式、被动、主从关系）等方面的基础

德语语法知识。

B．题型：

单项选择题。要求考生从每题四个选择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II．阅读理解：共 10题；占 20分；50分钟

A. 测试要求

要求考生针对所给材料既能理解个别句子的意义，也能理解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既理解字面

的意思，也能理解隐含的意思；既理解事实和细节，也能理解所读材料的主旨和大意；能就

文章的内容进行判断、推理和信息转换。

B．题型

单项选择题。要求考生阅读 2篇题材涉及人物传记、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叙述文、说明文或

议论文；每篇文章的长度约 150－200字。文章的语言难度以教学大纲中的规定为准，无法

猜测而又影响理解的关键词，如超出范围的词汇，用汉语或德语注明词义。每篇短文后有 5

个问题，考生应根据文章内容从每题 4个选择项中选出 1个最佳答案。

III. 句型转换：共 10题；占 20分；30分钟

A. 测试要求

旨在测试考生对基本语法现象的理解水平和运用能力。

B. 题型

改写句子、对划线部分提问。

Ⅳ. 德汉互译：共 2题；占 25分；35分钟

A. 测试要求

旨在测试考生的双语互译能力。

B. 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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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译中 1篇短文；中译德 1篇短文。

V. 写作：共 1题；占 15分；35分钟

A. 测试要求

旨在考查考生综合运用德语的能力，包括语法、词汇等。

B. 题型

要求考生根据题目要求，用德语撰写一篇 100字左右的文章。

《硕士德语（二外）》题目数、计分和考试时间列表如下：

序号 题 号 各部分名称 题目数 分值 考试时间

Ⅰ 1-20 词汇语法 20 题 20 分 30 分钟

Ⅱ 21-30 阅读理解 10 题 20 分 50 分钟

Ⅲ 31-40 句型转换 10 题 20 分 30 分钟

Ⅳ 41-42 德汉互译 2 题 25 分 35 分钟

V 43 写作 1 题 15 分 35 分钟

合计 43 题 100 分 180 分钟

【256 法语（二外）】
综合描述：该考试是一种水平测试。难度为大学法语四级。本考试是标准化考试，包括六个

部分：词汇和语法选择题、改错题、阅读理解、法译汉、汉译法、作文题。考试范围主要是

大学法语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基础阶段的全部内容。

具体要求

I．词汇语法：共 15题；占 15分；20分钟

A．测试要求

要求考生掌握 3000个词汇，熟练掌握 2000个词汇及其最常用的搭配。

B. 题型

单项选择题。本部分共有 15个小题，其中约 60%为语法结构，约 40%为词和短语的用法。

要求考生从每题四个选择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答案。考试范围包括教学大纲词汇表及语法结构

表一级至四级的全部内容。

II. 改错题：共 5题；占 10分；10分钟

A. 测试要求

旨在考察考生对语法及词汇理解、使用的准确度。

B. 题型

改错题。要求考生对给出的 5个法语句子中的错误进行标注并更正。其中，标出错误部分得

1分，标出错误部分后并能给出正确答案再得 1分，每个小题 2分。

III. 阅读理解：共 15题；占 30分；50分钟

A．测试要求

要求考生针对所给材料既能理解个别句子的意义，也能理解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既理解字面

的意思，也能理解隐含的意思；既理解事实和细节，也能理解所读材料的主旨和大意；能就

文章的内容进行判断、推理和信息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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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题型

单项选择题。要求考生阅读 3篇题材涉及人物传记、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叙述文、说明文或

议论文；文章的语言难度以教学大纲中的规定为准，无法猜测而又影响理解的关键词，用汉

语或法语注明词义；总阅读量不超过 3000 词。每篇短文后有 5 个问题，考生应根据文章内

容从每题四个选择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IV. 法译汉：共 5题；占 15分；30分钟

A．测试要求

旨在测试学生运用翻译理论与技巧进行法译汉的能力。

B．题型

句子翻译。考生应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地道的汉语准确、完整地进行翻译。

V. 汉译法：共 5题；占 15分；30分钟

A．测试要求

旨在测试学生运用翻译理论与技巧进行汉译法的能力。

B．题型

句子翻译。考生应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地道的法语准确、完整地进行翻译。

VI. 写作：共 1题；占 15分；40分钟

A．测试要求：

要求考生根据要求正确表达思想，意义连贯，文理基本通顺，无重大语言错误。

B．题型：

短文写作。要求考生写出一篇不少于 150 词的短文，试卷上可能给出题目，或要求看图表作

文，或给出关键词等等。写作的内容包括为科技、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一般常识。

《硕士法语（二外）》题目数、计分和考试时间列表如下：

序号 题号 项目 题目数 分数 考试时间

I 1-15 词汇语法 15 题 15分 20分钟

II 16-20 改错题 5题 10分 10分钟

III 21-35 阅读理解 15题 30分 50分钟

IV 36-40 法译汉 5 题 15分 30分钟

V 41-45 汉译法 5题 15分 30分钟

VI 46 写作 1 题 15分 40分钟

合计 46题 100分 180分钟

【258 西班牙语（二外）】
综合描述：本考试旨在考查考生西班牙语基本知识（词汇，语法）和语言基本技能（读，写）

的基本功。考试内容包括四个部分：词汇语法、阅读理解、双语翻译和作文。

具体要求：

I．词汇语法：共 30题；占 30分；50分钟

A．测试要求

要求考生掌握 3800个左右常用词汇，能熟练运用 2500个单词；掌握各种词类的概念、词形

变化及基本用法，熟练运用各类复合句。

B．题型：

（1）单项选择题：本部分有 15个空白处，要求学生从所给的 4个选项中选择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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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态选择题：本部分有 15个空白处，要求学生从所给的选项中选择原形动词最适当的

时态和人称。

II．阅读理解：共 10题；占 20分；45分钟

A. 测试要求：

要求考生针对所给材料既能理解个别句子的意义，也能理解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既理解字面

的意思，也能理解隐含的意思；既理解事实和细节，也能理解所读材料的主旨和大意；能就

文章的内容进行判断、推理和信息转换。

B．题型：

单项选择题。要求考生阅读 2篇文章，题材涉及人物传记、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叙述文、说

明文或议论文；语言难度以教学大纲中的规定为准，无法猜测而又影响理解的关键词，如超

出范围的词汇，用汉语或西班牙语注明词义。共 10个问题，考生应根据文章内容从每题的

选择项中选出 1个最佳答案。

III．西汉互译：共 10题；占 30分；50分钟

A.测试要求

旨在测试考生的双语互译能力。

B.题型

西译中 5题；中译西 5题。

IV．写作：共 1题；占 20分；35分钟

A 测试要求

要求考生根据要求正确表达思想，意义连贯，文理基本通顺，无重大语言错误。

B 题型

短文写作。要求考生写出一篇不少于 150 词的短文，试卷上可能给出题目，或要求看图表作

文，或给出关键词等等。写作的内容包括为科技、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一般常识。

《硕士西班牙语（二外）》题目数、计分和考试时间列表如下：

序号 题 号 各部分名称 题目数 分值 考试时间

Ⅰ 1-30 词汇语法 30 题 30 分 50 分钟

Ⅱ 31-40 阅读理解 10 题 20 分 45 分钟

Ⅲ 41-50 西汉互译 10 题 30 分 50 分钟

Ⅳ 51 短文写作 1 题 20 分 35 分钟

合计 51 题 100 分 180 分钟

【331 社会工作原理】
一、考试目的

《社会工作原理》是全日制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

的是考察考生的社会工作基础知识掌握水平，以及运用知识和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对社会工作基础知识掌握程度和综合分析能力的选拔性考试。考试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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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包括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理论基础、过程模式等社会工作知识及其综合运用。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备扎实的社会工作基础知识，包括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等。

2. 具备一定的社会工作基本方法运用能力。

3. 具备较强的社会工作议题分析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主观试题的形式，注重考察考生对社会工作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

的掌握程度，强调考生的社会工作专业思维以及分析具体社会工作议题的能力。试题分类参

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三个部分：简答、论述和案例分析。总分 150分。

I.简答

1.要求

该部分要求考生对与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相关的基本问题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要求考

生理解准确，思路清晰，表达精炼。

2.题型

要求考生回答与社会工作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相关的 4个专业基础问题。每小题 10分，

总分 40分。考试时间为 40分钟。

II.论述

1.要求

该部分要求考生能够根据背景信息，结合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理论基础、过程模式对社

会工作领域相关问题展开分析与阐述。要求考生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与方法运用熟练，逻辑

性强，论点明晰，论证充分，体现考生的社会工作专业思维与综合分析能力。

2.题型

包括论述题 3个，每题 20分，总分 60分。考试时间为 60分钟。

III.案例分析

1.要求

要求考生能够熟练掌握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根据题中材料信息结合社会工作个案、小组

和社区三大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述，注重对于理论视角、服务模式的实际应用能力，准确界定

并聚焦问题和需求，将理论与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要求考生论述的过程具有较强的逻辑性，

观点明确，语言通顺，体现考生对于社会工作基本理论的理解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2.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掌握、运用社会工作实务相关方法和技巧，案例分析共 2题，每题

25分，总分 50分。考试时间为 80分钟。

《社会工作原理》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简答 4 40 40

2 论述 3 60 60

3 案例分析 2 50 80

合计 15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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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一、考试目的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是全日制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

试科目，其目的是考察考生的新闻传播综合能力。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是考察新闻传播业务综合能力的考试，涉及采访、写作、编辑、

评论等新闻实务的基本知识和能力。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要求考生了解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规律、基本方法，了解新闻

记者的基本职责，分析判断稿件新闻价值的基本方法，并能运用相关知识分析稿件、编写消

息。

2. 要求考生了解新闻评论的历史、现状与趋势，了解新闻评论运作的基本流程，熟悉不同

媒介、不同体裁新闻评论的概念、特点及写作要求，掌握新闻评论写作的基本技能与基本规

范，并能运用相关知识分析评论作品。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的方式，强调考生的综合新闻传播业务能力。试题分

类参见“考试内容一览表”。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答题时间为 180 分钟。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三个部分：简答、论述、消息及评论写作。总分 150 分。

1. 简答：30分，要求考生准确回答相关理论。

2. 论述：45分，要求考生能够结合观点或材料展开论述。

3. 消息写作：30分，要求考生能够结合材料撰写消息。

4. 评论写作：45分，要求考生能够结合材料撰写评论。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简答 3题 30 30

2 论述 2题 45 60

3 消息写作 1题 30 30

4 评论写作 1题 45 60

合计 150 180

六、考试教材

1.《新闻评论教程(第二版)》，马少华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2.《中国新闻采访写作学（新修版）》，刘海贵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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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出版综合素质和能力】
一、考试目的

《出版综合素质和能力》是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的是

考察考生的出版综合素质与业务能力。

二、考试的基本要求

考试主要测试考生从事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学习所必须具备的出版综合素质、能力和知识。其

主要内容包括出版基础理论、出版业及出版行政管理、著作权常识、中国出版历史、出版物

的文字规范、汉语语法与修辞知识、形式逻辑常识、古代汉语知识、常用工具书使用以及中

国古代文化常识等。要求考生熟悉基本概念，掌握基本原理，有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较强

的综合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题型

考试采用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的方式。

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试卷题型：简答、论述、材料分析。

1.简答：40 分，要求考生准确回答相关理论。

2.论述：60 分，要求考生能够结合观点或材料展开论述。

3.材料分析：50 分，要求考生能够利用理论进行分析或者文本批阅。

《出版综合素质和能力》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简答 4题 40 50

2 论述 2题 60 70

3 材料分析 1题 50 60

合计 150 180

四、考试教材

[1]《出版专业基础》（初级），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编，崇文书局，2020年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
要求学生掌握心理学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并能够以此对心理实践做出合理分析。

心理学专业综合考试，由各招生单位根据应用心理专业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提出的指导性考

试大纲自行命制，全国统一考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满分为 300 分。

一、普通心理学

第一章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第一节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 心理学的任务

第三节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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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心理学的过去和现在

第二章 心理的神经生理机制

第一节 神经系统与脑的进化

第二节 神经元

第三节 神经系统

第四节 脑功能学说

第三章 感觉

第一节 感觉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视觉

第三节 听觉

第四节 其他感觉

第四章 知觉

第一节 知觉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知觉的特性

第三节 空间知觉

第四节 时间知觉与运动知觉

第五节 错觉

第五章 意识和注意

第一节 意识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几种不同的意识状态

第三节 注意的一般概念

第四节 注意的认知-神经机制

第六章 记 忆

第一节 记忆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记忆的神经生理机制

第三节 感觉记忆

第四节 短时记忆

第五节 长时记忆

第六节 内隐记忆

第七章 思 维

第一节 思维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表象

第三节 概念

第四节 推理

第五节 问题解决

第六节 决策

第八章 语言

第一节 语言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语言的神经生理机制

第三节 语言理解

第四节 语言产生

第九章 动机

第一节 动机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动机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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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动机的理论

第四节 工作动机与组织行为

第十章 情绪

第一节 情绪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情绪与脑

第三节 表 情

第四节 情绪理论

第五节 情绪的调节

第十一章 能力

第一节 能力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能力的种类和结构

第三节 能力的测量

第四节 情绪智力

第五节 能力发展与个体差异

第十二章 人 格

第一节 人格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人格理论

第三节 认知风格

第四节 人格测验

第五节 人格成因

第十三章 学习

第一节 学习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学习理论

第三节 认知和动作技能学习

第四节 学习的规律

第十四章 人生全程发展

第一节 个体发展

第二节 身体、动作与感知觉的发展

第三节 语言与认知发展

第四节 社会性发展

第五节 中老年时期的发展

二、管理心理学

第一章 管理心理学的发展及其在心理科学中的地位

第一节 管理科学的发展

第二节 组织管理心理学的发展概况

第三节 组织管理心理学在心理科学中的地位

第四节 行为科学与心理学

第二章 管理心理学研究方法

第一节 模型

第二节 行为变量的测量

第三节 研究的具体方法

第四节 研究结果数据处理的方法

第三章 人性的假设与管理

第一节“经济人”的假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C%E4%B8%BA%E7%A7%91%E5%AD%A6/104806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4%BA%BA/450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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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入”的假设

第三节 “自我实现的人”的假设

第四节 “复杂人”的假设

第四章 个性

第一节 个性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气质

第三节 能力

第四节 性格

第五节 心理测验

第六节 个性研究在管理中的应用

第五章 知觉与归因

第一节 知觉的概念

第二节 影响知觉的因素

第三节 对人的知觉的偏见

第四节 归因理论

第五节 知觉研究在管理中的应用

第六章 需要与动机

第一节 需要和动机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需要层次论

第三节 ERG 理论

第四节 双因素论

第五节 麦克利兰的权力、合群和成就需要理论

第六节 期望理论

第七节 公平理论

第八节 强化理论

第九节 激励的综合模型

第十节 挫折理论

第七章 需要与动机理论在管理中的应用

第一节 目标设置

第二节 奖励制度

第三节 工作设计

第四节 工作绩效评估

第五节 职业发展机会的激励作用

第八章 工作态度与工作满意感

第一节 态度

第二节 工作满意感

第三节 组织承诺

第九章 群体心理的一般问题

第一节 群体的概念和分类

第二节 群体的发展：五阶段模型

第三节 社会助长作用和社会抑制作用

第十章 工作群体特征与对群体成员行为的控制

第一节 工作群体特征

第二节 群体如何控制其成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8D%E6%9D%82%E4%BA%BA/74382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94%E8%B4%A8/1735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3%E7%90%86%E6%B5%8B%E9%AA%8C/817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92%E5%9B%A0%E7%90%86%E8%AE%BA/110008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82%E6%AC%A1%E8%AE%BA/99443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RG%E7%90%86%E8%AE%BA/100328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C%E5%9B%A0%E7%B4%A0%E8%AE%BA/35725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0%E5%B0%B1%E9%9C%80%E8%A6%81%E7%90%86%E8%AE%BA/60194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5%B9%B3%E7%90%86%E8%AE%BA/8576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BA%E5%8C%96%E7%90%86%E8%AE%BA/54020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C%E5%90%88%E6%A8%A1%E5%9E%8B/126103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AB%E6%8A%98%E7%90%86%E8%AE%BA/1328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A8%E6%9C%BA%E7%90%86%E8%AE%BA/85876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AE%E6%A0%87%E8%AE%BE%E7%BD%AE/90280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D%9C%E8%AE%BE%E8%AE%A1/53828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4%E7%BB%87%E6%89%BF%E8%AF%BA/106355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6%E6%AE%B5%E6%A8%A1%E5%9E%8B/6124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6%8A%91%E5%88%B6/22847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D%9C%E7%BE%A4%E4%BD%93/804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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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化：群体成员如何学习角色、规章 制度和规范

第十一章 有效的工作群体与团队

第一节 处理不当的损失、处理得当的收益与群体的有效性

第二节 群体任务与群体绩效

第三节 群体决策

第四节 群体凝聚力

第五节 工作群体与工作团队

第十二章 群体的沟通和冲突

第一节 群体的沟通

第二节 群体的冲突

第十三章 群体中的人际关系

第一节 群体中人际关系的一般问题

第二节 管理系统中的人际关系

第三节 人际关系的测量——社会测量方法

第四节 人际关系的改善——相互作用分析

第十四章 领导心理

第一节 领导概述

第二节 特性理论

第三节 作风理论

第四节 行为理论

第五节 应变理论

第六节 领导理论研究的新动向

第七节 领导者的决策

第十五章 组织结构和组织设计

第一节 组织结构与设计概念

第二节 组织结构设计的一般原则

第三节 一般组织的结构形态

第四节 决定组织结构设计的一些关键因素

第十六章 新经济时代的组织结构

第一节 直线式组织结构的兴衰

第二节 计算机的发展与组织管理方式的滞后

第三节 新型组织结构

第十七章 组织文化

第一节 组织文化的概念与作用

第二节 组织文化的历史背景

第三节 组织文化的分类

第四节 组织文化的创造、保持和培育

第五节 管理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

第十八章 组织变革与组织发展

第一节 组织变革的一般问题

第二节 组织变革的动力和阻力

第三节 变革的管理：行动研究

第四节 组织发展

第十九章 工作应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A4%E4%BD%93%E7%BB%A9%E6%95%88/84823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A4%E4%BD%93%E5%86%B3%E7%AD%96/91303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A4%E4%BD%93%E5%87%9D%E8%81%9A%E5%8A%9B/103751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D%9C%E7%BE%A4%E4%BD%93/804485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2%86%E5%AF%BC%E5%BF%83%E7%90%86/94226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4%E7%BB%87%E8%AE%BE%E8%AE%A1/103748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BB%8F%E6%B5%8E%E6%97%B6%E4%BB%A3/37900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4%E7%BB%87%E7%AE%A1%E7%90%86/59013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4%E7%BB%87%E5%8F%98%E9%9D%A9/103752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4%E7%BB%87%E5%8F%91%E5%B1%95/60196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4%E7%BB%87%E5%8F%98%E9%9D%A9/103752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C%E5%8A%A8%E7%A0%94%E7%A9%B6/1076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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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应激的概述

第二节 引起工作应激的原因

第三节 工作应激的后果

第四节 工作应激的对策

三、社会心理学

第一章 社会心理学导论

一、为什么要学习社会心理学

二、什么是社会心理学

三、社会心理学简史

第二章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

一、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二、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

三、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过程与方法选择

第三章 自我

一、关于自我研究的历史

二、和自我有关的概念

三、自我偏差

四、自我与文化

第四章 社会认知

一、社会认知

二、个人知觉

三、归因

第五章 社会行为

一、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

二、人类的侵犯行为

三、人类的亲社会行为

第六章 态度与偏见

一、态度概述

二、态度的形成

三、态度改变

四、说服

五、偏见

第七章 人际关系

一、人际吸引

二、亲密关系

三、爱情

四、中国人的人际关系

第八章 社会交换与社会影响

一、社会交换

二、社会影响

三、从众、顺从与服从

第九章 团体与领导

一、团体概述

二、团体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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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体内部沟通

四、团体决策

第十章 健康心理学

一、与健康相关的概念

二、压力

三、应对方式

第十一章 文化心理学

一、文化心理学概述

二、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三、对中国文化的分析

第十二章 积极心理学

一、积极心理学的基本问题

二、积极心理学的基本内容

三、积极心理学与人类幸福

四、心理学研究方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心理的科学研究

第二节 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与取向

第二章 研究选题

第一节 研究课题的选择

第二节 问题与假设的提出

第三章 文献查阅与综述

第一节 文献查阅

第二节 文献综述

第四章 研究设计

第一节 研究设计的内容与类型

第二节 研究设计的效度

第三节 概念操作与测量

第五章 实验法

第一节 实验法概述

第二节 实验设计的模式

第六章 调查法

第一节 调查法概述

第二节 问卷的设计

第三节 测验的原理与设计

第七章 观察法

第一节 观察法概述

第二节 主要观察策略

第三节 观察的记录与分析

第八章 访谈法

第一节 访谈法概述

第二节 访谈法的设计

第三节 访谈实施与分析

第九章 单个案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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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个案研究

第二节 单被试实验

第十章 非介入性研究方法

第一节 内容分析法

第二节 元分析

第十一章 专用方法与技术

第一节 社会测量法

第二节 认知研究方法

第十二章 科学描述与推理

第一节 描述变量关系

第二节 科学推理的形式

第十三章 理论建构

第一节 理论建构概述

第二节 心理学理论的类型

第三节 哲学与科学方法论的应用

第十四章 研究报告写作

第一节 研究报告的结构

第二节 问题提出部分的写作

第三节 研究方法部分的写作

第四节 结果部分的写作

第五节 讨论部分的写作

第六节 其他部分的写作

考试参考书目：1.《普通心理学（第五版）》，彭聃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管理心理学（第四版）》，卢盛忠著，浙江教育出版社，2008
3.《社会心理学（第四版）》，侯玉波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4.《心理学研究方法(第二版)》辛自强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说明：如考试参考书目中有共同的知识点，以普通心理学中的知识点为准。

【357 英语翻译基础】
一、考试目的

《英语翻译基础》是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的是

考察考生的英汉互译实践能力是否达到进入 MIT 学习阶段的水平。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是否具备基础翻译能力的尺度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的范围包括 MTI 考生

入学应具备的英语词汇量、语法知识以及英汉两种语言转换的基本技能。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备一定中外文化，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背景知识。

2. 具备扎实的英汉两种语言的基本功。

3. 具备较强的英汉/汉英转换能力。

四、考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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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强调

考生的英汉/汉英转换能力。试题分类参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二个部分：词语翻译和英汉互译。总分 150 分。

I. 词语翻译

1. 要求

要求考生准确翻译中英文术语、缩略词或专有名词。

2. 题型

要求考生准确地写出题中的 30个汉/英术语、缩略语或专有名词的对应目的语。汉/英文各

15个，每个 1分，总分 30分。考试时间为 60分钟。

II. 英汉互译

1.要求

要求应试者具备英汉互译的基本技巧和能力；初步了解中国和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等背

景知识；译文忠实原文，无明显误译、漏译；译文通顺，用词正确、表达基本无误；译文无

明显语法错误；英译汉速度每小时 350-450 个英语单词，汉译英速度每小时 250-350 个汉字。

2. 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翻译出所给的文章或段落，英译汉为350-450个单词，汉译英为250-350

个汉字，各占 60分，总分 12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英语翻译基础》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词语

翻译

英译汉
15 个英文术语、缩略语

或专有名词
15 30

汉译英
15 个中文术语、缩略语

或专有名词
15 30

2
英汉

互译

英译汉
两段或一篇文章，

350-450 个单词。
60 60

汉译英
两段或一篇文章，

250-350 个汉字。
60 60

合计 150 180

【359 日语翻译基础】
一、考试目的

《日语翻译基础》是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

的是考察考生的日汉互译实践能力是否达到进入 MTI 学习阶段的水平。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是否具备基础翻译能力的尺度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的范围包括 MTI

考生入学应具备的外语词汇量、语法知识以及日汉两种语言转换的基本技能。

三、 考试基本要求

1. 具备一定中外文化，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背景知识。

2. 具备扎实的日汉两种语言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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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备较强的日汉/汉日转换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方法，

强调考生的日汉/汉日转换能力。试题分类参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二个部分：词语翻译和日汉互译。总分 150 分。

I. 词语翻译

1. 考试要求

要求考生准确翻译中日文术语或专有名词。

2. 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写出题中的 30个汉/日术语、缩略语或专有名词的对应目的语。汉

/日文各 15个，每个 1分，总分 30分。考试时间为 60分钟。

II. 日汉互译

1. 考试要求

要求应试者具备日汉互译的基本技巧和能力；初步了解中国和日本的社会、文化等背景

知识；译文忠实原文，无明显误译、漏译；译文通顺，用词正确、表达基本无误；译文无明

显语法错误；日译汉速度每小时 350-500 个日语字，汉译日速度每小时 150-250 个汉字。

2. 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翻译出所给的文章，日译汉为350-500个日语字，汉译日为150-250

个汉字，各占 60分，总分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日语翻译基础》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词语

翻译

日译汉
15 个外文术语、缩略语

或专有名词
15

汉译日
15 个中文术语、缩略语

或专有名词
15

2 日汉

互译

日译汉
两段或一篇文章，

350-500 个日语字。
60

汉译日
两段或一篇文章，

150-250 个汉字。
60

总计 —— —— 150 180

【360 法语翻译基础】
一、考试目的

《法语翻译基础》是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的是

考察考生的法汉互译实践能力是否达到进入 MIT 学习阶段的水平。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是否具备基础翻译能力的尺度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的范围包括 MTI 考生

入学应具备的法语词汇量、语法知识以及法汉两种语言转换的基本技能。

三、考试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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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备一定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背景知识。

2. 具备扎实的汉/法两种语言的基本功。

3. 具备较强的法汉/汉法转换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强调

考生的法汉/汉法转换能力。试题分类参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二个部分：词语翻译和法汉互译。总分 150 分。

I. 词语翻译

1. 要求

要求考生准确翻译中法文习语、谚语、术语、缩略词或专有名词。

2. 题型

要求考生准确地写出题中的 30个汉/法习语、谚语、术语、缩略语或专有名词的对应目的语。

汉/法文各 15个，每个 1分，总分 30分。考试时间为 60分钟。

II. 法汉互译

1.要求

要求应试者具备法汉互译的基本技巧和能力；初步了解中国和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等背

景知识；译文忠实原文，无明显误译、漏译；译文通顺，用词正确、表达基本无误；译文无

明显语法错误；法译汉速度每小时 300-400 个法语单词，汉译法速度每小时 200-300 个汉字。

2. 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翻译出所给的文章或段落，法译汉为300-400个单词，汉译法为200-300

个汉字，各占 60分，总分 12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法语翻译基础》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型 题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词语

翻译

法译汉
15 个法文术语、缩略语

或专有名词
15 30

汉译法
15 个中文术语、缩略语

或专有名词
15 30

2
法汉

互译

法译汉
两段或一篇文章，

300-400 个单词。
60 60

汉译法
两段或一篇文章，

200-300 个汉字。
60 60

合计 150 180

【364 阿拉伯语翻译基础】
一、考试目的

《阿拉伯语翻译基础》是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目，

其目的是考察考生的阿汉互译实践能力是否达到进入 MTI 学习阶段的水平。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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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试是测试考生是否具备基础翻译能力的尺度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的范围包括 MTI

考生入学应具备的外语词汇量及派生规律、语法知识以及阿汉两种语言转换的基本技能。

三、 考试基本要求

1. 具备一定中外文化，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背景知识。

2. 具备扎实的阿汉两种语言的基本功。

3. 具备较强的阿汉/汉阿转换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方法，

强调考生的阿汉/汉阿转换能力。试题分类参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二个部分：词语翻译和阿汉互译。总分 150 分。

I. 词语翻译

1. 考试要求

要求考生准确翻译中阿文术语或专有名词。

2. 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写出题中的 30 个汉/阿术语、缩略语或专有名词的对应目的语。汉

/阿文各 15 个，每个 1 分，总分 30 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II. 阿汉互译

1. 考试要求

要求应试者具备阿汉互译的基本技巧和能力；初步了解中国和阿拉伯的社会、文化等背

景知识；译文忠实原文，无明显误译、漏译；译文通顺，用词正确、表达基本无误；译文无

明显语法错误；阿译汉速度每小时 350-450 个阿语单词，汉译阿速度每小时 150-250 个汉字。

2. 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翻译出所给的文章，阿译汉为 350-450 个阿语单词，汉译阿为

150-250 个汉字，各占 60 分，总分 12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阿语翻译基础》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词语

翻译

阿译汉
15 个外文术语、缩略语

或专有名词
15

汉译阿
15 个中文术语、缩略语

或专有名词
15

2 阿汉

互译

阿译汉
两段或一篇文章，

350-450 个阿语单词。
60

汉译阿
两段或一篇文章，

150-250 个汉字。
60

总计 —— —— 150 180

【431 金融学综合】
一、考试性质

按照教育部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统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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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金融学综合〉考试科目命题指导意见》，《金融学综合》是金融硕士（MF）专业学位研究

生入学统一考试的科目之一。《金融学综合》考试要力求反映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

学、公平、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选拔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入

学，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具有较强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

应用型、复合型的金融专业人才。

二、考试要求

测试考生对于与金融学和公司财务相关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三、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金融学

一、货币与货币制度

● 货币的职能与货币制度

● 国际货币体系

二、利息和利率

● 利息

● 利率决定理论

● 利率的期限结构

三、外汇与汇率

● 外汇

● 汇率与汇率制度

● 币值、利率与汇率

● 汇率决定理论

四、金融市场与机构

● 金融市场及其要素

● 货币市场

● 资本市场

● 衍生工具市场

● 金融机构（种类、功能）

五、商业银行

● 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

● 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

● 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

● 商业银行的风险特征

六、现代货币创造机制

● 存款货币的创造机制

● 中央银行职能

● 中央银行体制下的货币创造过程

七、货币供求与均衡

● 货币需求理论

● 货币供给

● 货币均衡

●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八、货币政策

● 货币政策及其目标

● 货币政策工具

●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中介指标



25

九、国际收支与国际资本流动

● 国际收支

● 国际储备

● 国际资本流动

十、金融监管

● 金融监管理论

● 巴塞尔协议

● 金融机构监管

● 金融市场监管

第二部分 公司财务

一、公司财务概述

● 什么是公司财务

● 财务管理目标

二、财务报表分析

● 会计报表

● 财务报表比率分析

三、长期财务规划

● 销售百分比法

● 外部融资与增长

四、折现与价值

● 现金流与折现

● 债券的估值

● 股票的估值

五、资本预算

● 投资决策方法

● 增量现金流

● 净现值运用

● 资本预算中的风险分析

六、风险与收益

● 风险与收益的度量

● 均值方差模型

●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 无套利定价模型

七、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 贝塔（）的估计

●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八、有效市场假说

● 有效资本市场的概念

● 有效资本市场的形式

● 有效市场与公司财务

九、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

● 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

● 资本结构

● MM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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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司价值评估

● 公司价值评估的主要方法

● 三种方法的应用与比较

四、考试方式与分值

本科目满分 150 分，其中，金融学部分为 90 分，公司财务部分为 60 分，由浙江工商大学命

题，全国统一考试。

五、参考书目

1、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著，《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十二版。

2、斯蒂芬 A.罗斯、伦道夫 W.威斯特菲尔德、杰弗利 F.杰富著，《公司理财》，机械工业出

版社，第十一版。

【432 统计学】
一、考试目的

《统计学》是全日制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的是考察考

生的统计基础理论与应用能力是否达到进入应用统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水平。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是否具备基本统计理论基础的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的范围包括应用统计

专业硕士考生入学应具备的经济统计基础和概率数理统计基础。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备一定的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等数学背景知识。

2. 具备扎实的经济统计与概率数理统计知识水平。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分析技能相结合的方法，强调

考生的统计基本思想、理论和分析方法，允许使用计算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经济统计和概率论数理统计。总分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考试题型：简

答题、推导计算题、应用分析题。

（一） 经济统计

1.绪 论

（1） 统计的含义，统计学科性质和作用

（2） 统计数据的类型、特征以及计量尺度

（3） 统计学的基本概念

2.统计数据的整理与描述分析

（1） 统计数据收集的方式、方法、统计分组

（2） 集中趋势与平均指标

（3） 离中趋势与离散指标

（4） 分布形状与形状指标

3.时间数列分析

（1） 时间数列的含义与种类

（2） 序时平均数的计算、平均速度指标

（3） ARMA 模型建模

（4） ARIMA 模型建模，包括加法模型和乘法模型

（5） ARCH 模型和 GARCH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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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统计指数分析

（1） 统计指数的含义与分类

（2） 综合指数的编制

（3） 平均指数的编制

（4） 平均指标指数的编制

（5） 指数体系与因素分析

5.统计综合评价

（1） 统计综合评价基本问题

（2） 当量平均综合评价法

（3） 评价权数的构造方法

6.计量经济学基础分析

（1） 经典回归的基本假设条件

（2）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3） 异方差性、自相关性、多重共线性

（4） 虚拟变量与随机解释变量

（5） 滞后变量模型

7.国民经济核算原理

（1） 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基本问题、增加值核算、最终产品使用核算、GDP 总体核算及

其扩展

（2） 投入产出核算：投入产出表的结构与内涵、编制投入产出表的调查方法及非调查方

法、投入产出表的应用

（3） 资产负债核算：资产负债核算的基本问题、资产负债时点存量核算、资产负债存量

变化核算、资产负债表的应用

8.多元统计

（1）多元正态分布

（2）聚类分析与判别分析

（3）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

（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随机事件与概率

（1） 条件概率

（2） 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独立性

2.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1） 二项分布，Poisson 分布，几何分布，均匀分布，正态分布和指数分布

（2） 分布律，分布函数，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3） 随机变量的方差与标准差

3.多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1） 联合分布，边缘分布，条件分布与独立性

（2） 随机变量和的分布，独立随机变量最大值、最小值的分布

（3） 常见分布的数学期望和方差，协方差、相关系数；矩和协方差矩阵

4.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

（1） 特征函数、大数定律

（2） 中心极限定理

5.统计量及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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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样本均值，样本方差和顺序统计量

（2） 三大抽样分布（T 分布、卡方分布和 F分布）

（3） 样本容量确定

6. 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1） 矩法和最大似然法

（2） 无偏性、有效性和相合性区间估计

（3） 假设检验的概念、含义与步骤

（4） 两类错误

（5） 正态总体的均值和方差的假设检验

7.方差分析

（1） 方差分析的基本概念

（2） 单因素方差分析

（3） 双因素方差分析

六、参考资料

《统计学》李金昌 苏为华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第 5 版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陈振龙 陈宜治 龚小庆编著，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与中国实践》，高敏雪 李静萍 许健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4

版；

《计量经济学》孙敬水 马淑琴著，清华大学出版社，第 5 版。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第 5 版）》易丹辉、王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5 版。

《统计预测》洪兴建、惠琦娜主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多元统计分析（第 5 版）》 何晓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一、考试性质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是 2011年国际商务硕士（MIB）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科

目之一。《国际商务专业基础》考试要力求反映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公平、

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专业基础素质和综合能力，以利于选拔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入

学，为国家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培养具有良好职业操守和国际视野、具有较强跨文化沟通以

及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商务专业人才。

二、考试要求

测试考生对于国际商务相关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综合运用分析

和解决国际商务现实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方式与分值

本科目满分 150分，由各培养单位自行命题，全国统一考试。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

时间 180分钟。

四、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第一章 国际贸易理论

第一节 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论

第二节 要素禀赋论

第三节 贸易保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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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国际贸易新理论

第二章 国际贸易政策与壁垒

第一节 关税措施

第二节 非关税措施

第三节 国际贸易摩擦

第四节 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环境保护政策

第三章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

第一节 货物贸易及其类型

第二节 服务贸易与服务外包

第三节 技术贸易与国际劳务合作

第四节 国际贸易的创新方式

第四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贸易组织

第二节 欧洲一体化实践

第三节 其他区域自由贸易安排

第四节 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实践

第二部分 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第一章 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理论

第二节 水平与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

第三节 跨国公司发展及其主要类型

第四节 中国式跨国公司的理论与实践

第二章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决策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选址决策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机决策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决策

第三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与东道国效应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利益和代价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效应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府行为

第四节 国际企业与政府的议价能力

第三部分 国际金融

第一章 国际货币体系与汇率制度

第一节 金本位制度

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三节 浮动汇率制度

第四节 国际货币体系及其改革

第五节 人民币汇率改革

第二章外汇市场、外汇业务与风险

第一节 外汇市场与外汇业务

第二节 汇率决定

第三节 外汇风险

第三章 国际金融市场

第一节 国际金融市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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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货币市场

第三节 债券市场

第四节 股权市场

第四章 国际金融危机

第一节 9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

第二节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商务环境

第三节 国际金融创新

第四节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第四部分 国际商务环境与运营

第一章 国际商务环境

第一节 国际商务文化环境

第二节 政治、法律和商业伦理

第二章 国际营销

第一节 目标市场选择

第二节 营销管理

第三章 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第一节 国际物流定义与问题

第二节 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第四章 国际会计与税收

第一节 跨国间主要会计差异

第二节 国际税收

【435 保险专业基础】
一、考试性质

按照教育部保险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基础

课>考试大纲》，《保险专业基础》是保险硕士（MI）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科目之

一。《保险专业基础》考试要求反映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公平、准确、规范地

测评考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选拔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入学，培养能够从事风险评

估与管理、保险产品设计、保险精算、保险财务管理和保险运营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的应用

型、复合型保险专业人才。

二、考试要求

测试考生对于经济学、金融学和保险学相关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

三、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经济学

一、需求、供给与市场均衡

1. 需求与需求函数，需求定律，需求量的变化与需求的变化

2. 供给与供给函数，供给量的变化与供给的变化

3. 弹性的定义，点弹性，弧弹性，弹性的几何表示

4. 需求价格弹性、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交叉弹性

5. 市场均衡的形成与调整，市场机制的作用

6. 需求价格弹性与收益

二、消费者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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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效用的含义，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效用的基本假定

2. 总效用与边际效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3. 无差异曲线、预算线与消费者均衡

4. 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三、生产理论

1. 生产函数，短期与长期，边际报酬递减法则

2. 总产品、平均产品与边际产品，生产的三阶段论

3. 等产量线、等成本线与生产者均衡，生产的经济区

4.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ES 生产函数

四、成本理论

1. 会计成本与经济成本，会计利润与经济利润

2. 短期成本函数与短期成本曲线族

3. 长期成本函数与长期成本曲线，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规模报酬的测度与变化规律

4. 长期成本曲线与短期成本曲线的关系，成本曲线与生产函数的关系

五、宏观经济学基础

1. 国民收入核算

2. GDP的概念与核算范围

3. GDP的三种计算方法

4. GDP与 GNP的关

第二部分 金融学

一、金融概览

● 金融概述

● 金融工具

● 金融市场

● 金融机构

二、货币与货币制度

● 货币的起源与演变

● 货币的职能

● 货币层次的划分

● 货币制度

三、利息与利率

● 利息与利率概述

● 利率的计算

● 利率的决定

● 利率的结构

四、货币市场

 货币市场概述

 同业拆借市场

 回购协议市场

 票据市场

 其他货币市场

五、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概述

 股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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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市场

 投资基金市场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

六、金融衍生产品市场

 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概述

 金融远期市场

 金融期货市场

 金融期权市场

 金融互换市场

七、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概述

 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

 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

八、其他金融机构

 专业银行

 政策性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

九、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和中间目标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效果分析

第三部分 保险学

一、风险与保险

● 风险及其特征与类型

● 风险管理与风险管理的基本方法，风险处理的方法和可保风险的构成

● 保险的基本概念及其主要分类，商业保险、社会保险、政策保险的联系和区别

● 保险基金

● 保险的职能与作用

● 保险的形成与发展

二、保险的基本原则

● 最大诚信原则

● 可保利益原则，各类保险的可保利益

● 损失赔偿原则，被保险人请求损失赔偿的条件，保险人履行损失赔偿的限度，代位追

偿权的产生和行使的条件，委付的成立条件

● 近因原则

● 运用保险的基本原则解决实务问题

三、保险合同

● 保险合同的概念与特点

● 保险合同的主体与客体

● 保险合同的形式与内容

● 保险合同的订立与有效性

● 保险合同的履行

● 保险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与争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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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合同涉及的法律关系

四、保险费率

● 保险费率的含义与构成

● 保险费率的特点和厘定原则及厘定的一般方法

● 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费率的厘定

● 保险责任准备金及其计算

五、财产保险

● 财产保险的概念及特征、承保和理赔方式

● 火灾保险的基本内容及主要险种

● 运输保险的基本内容及主要险种

● 责任保险的概念和特点

六、人身保险

● 人身保险的概念、特点和分类

● 人寿保险的含义和特点，传统人寿保险和创新人寿保险的主要内容

●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特点及主要险种

● 健康保险的特点、特定条款与主要险种

七、海上保险

● 海上保险的概念与特点

● 海上风险、海上损失和海上费用的内容

● 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的主要险别

八、再保险

● 再保险的概念和作用

● 原保险与再保险的关系

● 再保险的分类和方式，比例再保险与非比例再保险

● 再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

九、社会保险

● 社会保险的概念、特点、功能和构成要素

● 社会养老保险的概念和内容

● 社会医疗保险的概念和内容

●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

十、保险经营

● 保险经营的特点与原则

● 保险展业与承保

● 保险赔偿与给付

● 保险准备金与偿付能力

● 保险经营涉及的财务指标及其测算

十一、保险市场

● 保险市场的构成，原保险市场与再保险市场

● 保险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 保险市场的组织形式

● 保险市场的管理，政府监管与行业管理的内容

● 我国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四、考试方式与分值

本科目满分 150 分，其中，经济学部分为 60 分，金融学部分为 30 分，保险学部分为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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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浙江工商大学命题，全国统一考试。

五、参考书目

1、赵英军主编，《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五版。

2、钱水土主编，《货币金融学》，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一版[《货币银行学》（第 3 版）]。

3、施建祥主编，《保险学》，浙江大学出版社，第一版。

【437 社会工作实务】
一、考试目的

《社会工作实务》是社会工作专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目，其

目的是考察考生的社会工作实务理论与实践能力是否达到进入 MSW 学习阶段的水平。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对社会工作实务基础、通用过程、具体方法、常用模式、基本技能、

主要领域和相公资源等基本问题的掌握，并能了解和掌握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专

业工作技巧与基本技能的参照性水平考试。

三、考试基本要求

1.了解并掌握并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社会工作实务方法的涵义与适用范围。

2.了解并掌握社会工作实务的基本理论、过程和技巧，并能运用分析实务中的典型案例。

3.了解并掌握社会工作相关实务方法和各种工作模式，以及社会工作行政、社会政策与法规

等基本理论与方法。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主观试题测试，强调考生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能力。试题分类参见“考试

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三个部分：简答、论述和案例分析。总分 150 分。

I.简答

1.要求

考生掌握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基础，包括社会工作实务通用过程、社会工作行政、社会政

策与法规等基本原理和方法。

2.题型

要求考生掌握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简答共 4 题，每题 10 分，总分 40

分。考试时间为 40 分钟。

II.论述

1.要求

考生掌握社会工作实务关于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社会工作实务方法的涵义

与适用范围，以及实务方法等各种工作模式及工作技巧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2.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掌握、运用社会工作实务相关方法和技巧，论述共 3 题，每题 20

分，总分 60 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Ⅲ.案例分析

1.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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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考生能够根据题中材料信息，结合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基础、过程模式以及社会工作

领域实务方法展开分析与阐述。要求考生对实务理论基础知识和技巧熟练运用，逻辑性强，

观点明确，论证充分，体现考生的社会工作实务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2.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掌握、运用社会工作实务相关方法和技巧，案例分析共 2 题，每题

25 分，总分 50 分。考试时间为 80 分钟。

《社会工作实务》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型 题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简答 4 40 40

2 论述 3 60 60

3 案例分析 2 50 80

合计 150 180

【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一、考试目的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是全日制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

目，其目的是考察考生对新闻学与传播学方面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的理解运用能力。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是关于新闻与传播专业基本概念和理论的考试，涉及到新闻学和传

播学的相关知识。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要求考生掌握新闻学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并能做案例分析。

2. 要求考生掌握传播学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并能做案例分析。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强调考生综合的新闻传播业务能力。试题分类参见

“考试内容一览表”。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答题时间为 180 分钟。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三个部分：简答、论述、案例分析。总分 150 分。

1.简答：30分，要求考生准确回答相关理论。

2.论述：60分，要求考生能够结合观点或材料展开论述。

3.案例分析：60分，要求考生结合案例展开论述。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简答 3题 30 50

2 论述 2题 60 70

3 案例分析 1题 60 60

合计 150 180

六、考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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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学概论（第七版）》，李良荣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年。

2.《传播学教程（第二版）》，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 年。

【441 出版专业基础】
一、考试目的

《出版专业基础》是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的是测试考

生从事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学习所必须具备的出版相关的基础知识。

二、考试的基本要求

考试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检索、编辑工作、书刊整体设计、书刊校对工作、书刊印刷、出版物

发行、编辑应用文写作等。要求考生能系统地掌握出版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方法论，

具备与出版有关的语言文字能力以及拥有运用出版学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题型

考试采用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的方式。

试卷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试卷题型：简答、论述、写作。

1.简答：40分，要求考生准确回答相关理论。

2.论述：60分，要求考生能够结合观点或材料展开论述。

3.写作：50分，要求考生能够结合专业理论进行应用文本写作。

《出版专业基础》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

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简答 4题 40 50

2 论述 2题 60 70

3 写作 1题 50 60

合计 150 180

四、考试教材

[1]《出版专业实务》（初级），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编，崇文书局，2020年

【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一、考试目的

本考试是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入学资格考试之专业基础课，各语种考生统一用

汉语答题。

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百科知识和汉语写作水平的尺度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范围包括本大纲规

定的百科知识和汉语写作水平。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备一定中外文化，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背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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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作为母语（A 语言）的现代汉语有较强的基本功。

3. 具备较强的现代汉语写作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强调

考生的百科知识和汉语写作能力。试题分类参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三个部分：百科知识、应用文写作、命题作文。总分 150 分。

I. 百科知识

1. 要求

要求考生对中外文化、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法律以及中外人文历史地理等方面有一定的了解。

2. 题型

要求考生对中外文化、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百科知识做出判断与选择。每题 2
分，总分 50分。考试时间为 60分钟。

II. 应用文写作

1. 要求

该部分要求考生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和场景写出一篇 450词左右的应用文，体裁包括说明书、

会议通知、商务信函、备忘录、广告等，要求言简意赅，凸显专业性、技术性和实用性。

2. 题型

试卷提供应用文写作的信息、场景及写作要求。共计 40分。考试时间为 60分钟。

III. 命题作文

1. 要求

考生应能根据所给题目及要求写出一篇不少于 800词的现代汉语短文。体裁可以是说明文、

议论文或应用文。文字要求通顺，用词得体，结构合理，文体恰当，文笔优美。

2. 题型

试卷给出情景和题目，由考生根据提示写作。共计 60分。考试时间为 60分钟。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型 题量 分值 时间 （分钟）

1 百科知识 25 个单项选择题 50

2 应用文写作 一段应用文体文章，约 450 个汉字 40

3 命题作文 一篇 800 汉字的现代汉语文章 60

合计 150 180

【601 数学分析】
一、考试目的

《数学分析》是计算科学全日制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的是考察

考生的数学基础是否达到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的水平。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是否掌握基础概念、是否具备相应的逻辑分析能力的考试。考试的范围包

括《数学分析》（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编，第三或四版）中不带星号章节所涉及的基本

概念、性质、定理及其综合运用。

三、考试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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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备扎实的基础功底。

2. 具备较强的分析能力和逻辑能力。

3. 具备较强的综合运用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强调考生的基础功底和综合运用能力。试题分类参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二个部分：计算题和证明题。总分 150 分。

I. 计算题

1. 要求

要求考生准确掌握基本概念、性质和定理

2. 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写各题的计算步骤。总共 9题，总分 90 分。需时约为 90 分钟。

II. 证明题

1.要求

要求应试者具备较强的逻辑能力和分析功底，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2. 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严谨地给出证明过程，共 4 题分，总分 90 分。需时约为 90 分钟。

《数学分析》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计算题 9 题 90 90

2 证明题 4 题 60 90

合计 150 180

【611 法学综合 1】
法学综合（1）包括法理学和宪法学两大部分，考试内容和范围如下：

一、《法理学》

（一）法学导论。包括：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与相邻学科的关系；中、西方法学发展的历史；

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二）法的本体。包括：法的概念；法的形式与效力；法的要素；法律体系；法律行为；法

律关系；法律责任。

（三）法的起源与发展。包括：法的起源；法的历史类型；法律发展；法制现代化；法治与

法治国家。

（四）法的作用和价值。包括：法的作用；法的价值；法与利益；法与秩序；法与自由；法

与效率；法与正义。

（五）法的运行。包括：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法制监督；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

程序。

（六）法与社会。包括：法与文化；法与经济；法与政治；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

二、《宪法学》

（一）宪法总论。包括：宪法的概念和本质；宪法的分类；宪法的基本原则；宪法结构；宪

法的制定与修改；宪法解释；违宪审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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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宪法的产生与发展。包括：外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三）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包括：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

政党制度。

（四）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包括：基本权利的内涵和特点；平等权；政治权利；人身自

由和人格尊严；精神、文化活动的自由；社会经济权利；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公民的基本

义务。

（五）选举制度。包括：选举制度的历史发展；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选举的民主程序。

（六）国家机构。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

考试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或案例分析题

【61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一、考试目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全日制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

试科目，其目的是考察考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能力是否达到进入硕士学习阶段的水平。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是否具备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力的尺度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的范围

包括考生入学应具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及发展史等知识和写作能力。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础。

2. 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功和分析、解决理论问题的能力。

3. 具备较好的写作水平。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主观试题，强调考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理解能力。试题分类参见“考试内

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二个部分：简答题和论述题。总分 150 分。

I. 简答题

1.要求

要求考生准确回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与范畴以及基本观点的含义。

2.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回答 6 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简答题，每个 15 分，总分 90 分。

II. 论述题

1.要求

要求应试者具备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具备观察和理解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能

够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范畴、基本观点，立场与方法，分析中国和当

代世界的现实问题。

2.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全面深刻地回答 2 个题目，写出题目所要求的内容，每个 30 分，总分 60 分。

以上两项内容合计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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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简答题 6 90 90

2 论述题 2 60 90

合计 150 180

【615 综合英语】
综合描述：该考试是一种水平测试。难度相当于《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八级

所要求的综合语言技能和交际能力。内容包括 5个部分：改错、完型填空和文章概括。满分

150分，需时 180分钟。

具体要求：

I. 词汇语法：共 30题；占 30分； 30分钟

A．测试要求：

要求考生能认知 10，000－12，000个词汇，且能熟练地使用其中 5,000－6,000个及其最常

用的搭配；要求考生能掌握句子之间和段落之间的衔接手段，如照应、省略、替代等。

B．题型：

单项选择题。要求考生从每题四个选择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Ⅱ. 阅读理解：共 25题；占 50分；60分钟

A．测试要求：

要求考生对一般英美报刊杂志上的社论、政治和书评既能理解其主旨和大意，又能分辨出其

中的事实与细节；对一般历史传记及文学作品既能理解其字面意义又能理解其隐含意义；并

且能够在阅读中调整自己的阅读速度。

B．题型：

单项选择题。本部分由数篇题材涉及社会、文化、科技、经济、日常知识、人物传记等方面，

体裁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描写文等的材料组成，大约含 3000个单词，每篇材料后

面有若干小题，要求考生从四个选择项中选择出最佳答案。

III. 改错题：共 10题；占 20分；30分钟

A．测试要求：

要求学生能运用语法、修辞、结构等语言知识识别短文内的语病并提出改正的方法。

B．题型：

识别错误并改错。本题由 1篇 250词左右的短文组成，短文中有 10行标有题号, 该 10行均

含有一个语误。要求考生在全面理解内容的基础上指出错误，并通过“增添”、“删去”或“改
变其中的某一单词或短语”的方法，改正语误。

IV．完型填空：共 10题；占 20分；20分钟

A．测试要求

要求考生能综合运用语法、修辞、结构等语言知识对文章形成正确、全面的理解。

B. 题型：

单项选择题。本部分由 1篇短文组成，短文中有 10个空白。要求考生在全面理解内容的基

础上，从给出的 15个备选答案中选择最佳答案，使短文的意思完整和结构正确。

Ⅴ. 文章概括：共 1篇文章；占 30分；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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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测试要求：

要求考生综合运用阅读和写作能力，对文章进行缩写概括，能做到内容精确完整,条理清楚,
结构严谨,语法正确,语言通顺,表达得体.。
B．题型：

能根据所给的文章（议论文或说明文）,写一篇 150个单词左右的概括。要求只忠实概括原

文核心内容，尽量做到客观，不掺杂考生本人的评主观评论。

《综合英语》题目数、计分和考试时间列表如下：

序号 题 号 各部分名称 题目数 分值 考试时间

Ⅰ 1-30 词汇语法 30 题 30 分 30 分钟

Ⅱ 31-55 阅读理解 25 题 50 分 60 分钟

Ⅲ 56-65 改错 10 题 20 分 30 分钟

Ⅳ 66-75 完型填空 10 题 20 分 20 分钟

Ⅴ 76 文章概括 1 题 30 分 40 分钟

合计 76 题 150 分 180 分钟

【616 综合日语】
《综合日语》日本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基础课考试科目。该考试科目以

教育部制定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教学大纲》为依据，在此基础上要求考生系统掌握

日语的文字、词汇、语法及翻译、写作等各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重点考查学生对日语语

言的综合理解与灵活运用的能力。

该考试科目的考试内容、命题形式、学习要点如下：

一、文字部分

1．考试内容

（1）音读词的汉字写法

（2）读法较为特殊的音读词的汉字写法

（3）音读词语的读法

（4）训读词语的读法

（5）「重箱読み」或「湯桶読み」词的读法

2. 命题形式

全部为选择填空。

二、词汇部分

1．考试内容

（1）同音异形或近义词等有关词汇的含义和用法

（2）根据上下文选择合适的词汇（包括谚语、惯用语等的用法）

2. 命题形式

全部为选择填空。

三、语法部分

1．考试内容

分为“基础语法”和“敬语表达”两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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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法”部分除了考查日语中的一些助词、助动词的基本用法之外，还会出现一些

较为固定的表达形式，即在日语能力测试出题基准中称之为「文型」的结构。要求考生对于

这些表达形式的意义、接续和近义表达之间的相互区别较为熟悉。同时，其在句中表达的意

义往往不能仅仅通过字面推导出来，因此必须通过有针对性的准备和反复练习加以提高。此

外，本部分还将考查一些副词和形容词、形容动词的掌握情况，也须予以注意。

“敬语表达”部分涉及到人际关系、语法结构、恰当使用等多个方面，涉及范围比较广

泛，是日语学习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内容。

2. 命题形式

全部为选择填空。

四、阅读理解部分

1．考试内容

分为“短文读解”和“文章读解”两块内容。

“短文读解”部分要求考生在几篇短文中吃透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并在每篇短文后所

提供的四个选项中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所选短文通常出自日本原版图书，以论述文居多。

“文章读解”部分主要测试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为一篇 800～1500 字的文章。文章体

裁多样，有说明文、论说文、随笔、小说、对话等。另外，还会有一些关于近义词、反义词、

单词构成以及语法方面的一些问题。

2. 命题形式

全部为选择填空。

五、翻译部分

1．考试内容

在规定的时间内翻译一篇 250 字（中译日）以上的文章，要求译文准确，语言通顺。

2. 命题形式

中译日，以论述文为主。

六、写作部分

1．考试内容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篇约 500 字的日语作文。文章体裁以感想文、论述文为主。

2. 命题形式

根据命题要求，使用合适的文体，完成规定字数的作文。

《综合日语》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考试内容 题型 分值 时间（分钟）

1、2 文字、词汇 单项选择 40

3 语法表达 单项选择 40

4 阅读理解 单项选择 30

5 翻译 中译日 15

6 外语写作 命题作文 25

共计 —— —— 150 180

【617 艺术设计理论】
一、考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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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理论》是设计学、设计管理及艺术硕士（艺术设计领域）研究生入学考试的

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的是考察考生设计学、设计管理、艺术设计的相关理论知识。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是否具备基础设计知识的水平考试。考试的范围包括设计理论、设计

史及设计管理相关知识。

三、考试基本要求

1.具备基础的设计学、设计管理、艺术设计等理论知识及相关实践知识。

2.具备一定的设计与艺术视野。

3.掌握艺术与设计的历史知识，了解当下设计学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个知识点与综合知识架构相结合的方式，强

调设计学、设计管理、艺术设计相关知识的掌握。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三个部分：名词解释、简答题与论述题。总分 150 分，时间 3 小时。

（一） 名词解释

1.要求

考生准确解释设计学、设计管理、艺术设计方面的概念和术语。

2.题型

较为准确地写出 5个设计学、设计管理、艺术设计方面的概念和术语，每小题 6 分，

共 30 分。

（二） 简答题

1.要求

考生根据设计学、设计管理和艺术设计的相关问题，围绕知识点展开分析论述。

2.题型

较为准确地回答 5 个设计学、设计管理和艺术设计方面的相关问题，每小题 10 分，

共 50 分。

（三）论述题

1.要求

考生运用理论知识，结合自身观点展开论述。

2.题型

系统地论述 1-2 个设计学、设计管理、艺术设计方面的相关问题，共 70 分。

【618 政治学】
一、考试目的

主要考察考生对政治学科的基本内涵、研究领域、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的了解和掌握情

况，考察考生各类研究方法的掌握应用情况，以及考生在专业领域中运用理论工具和方法分

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性质和范围

本考试主要是考生对政治学相关知识掌握的广度和深度的水平测试。推荐参考资料主要

有：《政治学基础》（第四版）王浦劬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罗杰·皮尔斯：《政治

学研究方法：实践指南》，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考生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政治学理论相关知识，包括政治与政治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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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治发展、国际政治等；另一部分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相关知识点，包括政治学研究方法

论、信息收集方法、数据分析方法、定性分析方法、案例研究方法等。

三、考试基本要求

1.掌握政治学相关的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包括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体系、

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

2.掌握政治学研究的相关路径和方法，包括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信息收集方法、数据分析方

法、定性分析方法、案例研究方法等；

3.具有运用政治学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分析实际问题的良好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主要采用知识记忆测试和问题分析能力测试相结合，考查知识掌握

和知识运用能力。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总分 150 分，主要题型包括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研究设计等。

【627 土地资源与经济】
《土地资源学》（第 6版）主要考核学生对土地资源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

法等问题的了解和掌握情况，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构成要素分析、土地类型、土地资源类型、

土地资源调查、土地资源评价、土地资源承载潜力分析、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土地

资源保护与整治、中国土地资源概况及区域分析等相关内容，为今后从事土地管理、土地规

划、相关工作打下一定的理论基础。

《土地经济学》（第 8版）：主要考核学生对土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

法等问题的了解和掌握情况，能够运用常规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表达、分析土地利用、规划与

管理问题。主要包括土地市场、土地的供给与需求、地租理论及应用、土地价格理论及应用、

土地金融、土地税收、土地制度概论、土地利用概论、土地分区利用、土地规模利用、土地

可持续利用。

主要参考教材：

《土地资源学（第 6版）》，刘黎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 年版；

《土地经济学》（第 8 版），毕宝德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

主要题型：名词解释、简答、辨析、案例分析、论述等。

【628 评论与写作】
一、考查内容

1. 文学理论的基础内容，从事文学研究所需的知识和分析技能（文学类考生）

2. 语言学基本理论（语言类考生）

3. 写作方面要求能阐述个人观点，具有较高的文字表达能力。

二、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和题型

1. 考试采用基础理论和作文相结合的方式。

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2. 试卷结构

试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考察文学理论基础（针对文学类考生），语言学基本理论（针对语

言类考生），第二部分为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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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卷题型

(1)问答与分析题（文学类考生：对文学基本理论的回答和辨析，评述各体文学文本。报考

文学类不同二级学科在具体题目上有不同选择）；论述与分析题（语言类考生：对语言学基

本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共 50 分。

(2)作文题（命题或话题作文）。共 100 分。

三、考试教材

《文学理论教程》（第 5 版），童庆炳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文学类考生）

《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著，王洪君 李娟（修订），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语

言类考生）

写作能力部分，无参考书。

【629 城乡规划学基础】
一、考核内容

城乡规划与设计主要理论、我国城乡规划体系、各类型规划编制内容与方法、城乡规划与管

理、城乡规划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城市道路与交通、城市发展历史与保护更新、国土空间

规划领域相关热点问题等。

二、考核要点 （考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此大纲如下所列内容）

(一)城市及城市发展

（1）城市概念、历史发展过程与阶段特征

（2）城镇化概念及世界城市化发展过程与特点

（3）现阶段中国城镇化发展特点、城镇群规划

(二)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

（1）现代城市规划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

（2）主要理论与实践

1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

2 卫星城、新城的理论与实践

3 现代建筑运动的影响及《雅典宪章》(Charter of Athens)

4 马丘比丘宪章(Charter of MachuPicchu)

5 有机疏散思想

6 邻里单位、小区规划与社区规划

7 理性主义规划理论及其批判

8 城市规划的社会学批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

9 从环境保护到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思想

10 精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

11 从交往型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到合作性规划(collaborative planning)

12 全球城(Global city)和全球化理论

13 韧性城市、健康城市相关理论

14 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

（3）当代城乡规划管理与方法的变革

(三)城乡规划的工作内容和编制序列

（1）城乡规划的任务

（2）城乡规划工作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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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土空间规划体制

1 城乡规划纲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近期建设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建性详细规划的主要内容及成果要求。

2 国土空间规划的体系结构、工作框架、技术标准体系。

3 我国城乡规划编制序列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4）省级与区域国土空间规划

（5）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内容。

（6）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内容。

（7）村庄空间规划相关内容。

（8）交通与网络链接系统相关内容。

(四)城市性质与人口

（1）城市性质的含义，确定城市性质的依据和方法，城市类型划分。

（2）城市人口的含义，城市人口的构成，预测城市人口发展规模的方法。

(五)城市用地的评价与分类

（1）城乡用地、城市用地及用地规模的概念

（2）城市用地适用性评价

（3）城市建设用地评价及选择

（4）城市用地构成：用地分类及代码，用地平衡表、用地指标

(六)主要类型的用地规划

（1）居住用地：居住用地的组成与分类，规划布置要求

（2）工业用地与物流仓储用地：工业布置的基本要求，工业在城市中布置的一般原则和形

式，工业用地布局与城市的关系

（3）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用地分类及布局要求，城市中心的

组织与布局

（4）城市绿地与开敞空间：城市绿地的分类及指标，城市绿地系统的布局要求

（5）城市对外交通及道路广场用地

(七)城市总体布局

（1）城市功能、结构与形态

（2）城市总体布局的基本原则

（3）城市总体布局方案优化的方法、规划方案比较的内容与方法

（4）城市空间管制规划

（5）规划区概念及空间利用规划、城市空间增长边界、“四线”等概念与划定

（6）总体城市设计

（7）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八)城市规划中的工程规划

（1）城市给水工程规划：给水水源选择及保护要求，给水系统的组成，给水管网布置要求

（2）城市排水工程规划：排水工程的组成、布置形式，排水制度，污水处理厂用地选择要

求

（3）城市电力工程规划：发电厂、变电所、电力走廊的选址及布置要求

（4）城市燃气工程规划：燃气厂及各种煤气供应设施在城市中的选择与布置要求

（5）城市供热工程规划：城市供热的方式，热力干线布置要求

（6）城市电讯工程规划：邮政、电讯设置布点要求

（7）城市防灾规划：城市防灾规划内容，生命线工程内容，城市防洪标准及防洪措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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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站布点及占地要求。

(九)国土空间规划的详细规划。

（1）详细规划主要内容与编制。计划部门、规划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各自在城市土地使用

管理职责上的内容及差异

（2）用地区划、控制性详规、用地兼容性、土地细分、各类规划指标的概念及内涵；控规

中的规划控制指标

（3）控规成果内容及成果表达模式特点，控规的强制性内容

（4）控规与城市设计相互关系、规划内容

(十)居住区规划

居住区的组成与规模、居住区的规划结构、居住区规划设计要求、居住区规划设计的

技术经济指标

(十一)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新系统相关内容

（1）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1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地段的概念

2 历史文化名城的分类，保护规划的内容

3 历史地段(街区)的基本特征与划定原则，保护内容，整治与更新内容

（2）城市更新

1 旧城更新的概念

2 我国旧城更新中的主要矛盾及其产生的根源

3 城市更新的主要类型及常见的更新方式

4 国外城市更新的经验与教训

(十二)城乡规划管理与法规

（1）城市规划管理的基本知识

城市规划管理的概念，城市规划管理系统，城市规划管理的原则

（2）城市规划管理运作

1 城市规划管理系统的构成

2 城市规划组织编制与审批管理、建设项目选址规划管理、建设用地规划管理、建设

工程规划管理的主要内容

3 城市规划实施监督检查管理的主要内容

（3）法规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主要的技术规范

(十三)城乡规划政策

（1）科学发展观与城市规划

（2）健康城镇化

（3）区域协调与城乡统筹规划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要旨

（5）乡村规划与建设

（十四）城乡规划信息技术与方法

（1）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信息技术与应用

（2）城市多源异构大数据

（3）城乡规划的技术与方法

（十五）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治理与评价优化

（1）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与治理相关内容

（2）国土空间规划评价优化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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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学基础》题型

序号 题型 分值

1 名词解释 30 分

2 简答题 60 分

3 论述题 60 分

合计 150 分

【630 专业外语】
“专业外语”是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基础考试科目，目的是

了解学生对日语或韩语文字词汇、语法等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基本的阅读、翻译、写作

的能力，考查其日语或韩语综合能力是否达到进行专业研究的水平。该科目分为 A日语和 B
韩语两部分，考试时考生可自主择一（A或 B）作答。

A 日语

一、文字词汇部分

单词注假名、假名写汉字、中文写外来语、外来语写中文

二、语法部分

本部分除了考查日语中的一些助词、助动词的基本用法之外，还将考查一些副词和形容

词、形容动词、敬语的掌握情况。另外，还会出现一些较为固定的表达形式，即在日语能力

测试出题基准中称之为“文型”的结构。

三、翻译部分

本部分为短句的中翻日及日翻中两部分，要求译文准确，语言通顺。

四、阅读理解部分

仔细阅读短文及文章，充分理解其内容，并从每篇后问题所提供的四个选项中选择一个

最正确的答案。

五、写作部分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篇约 400 字的日语作文。

《专业外语》A 日语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考试内容 题型 分值

1 词汇 单词写假名 10

2 词汇 假名写汉字 10

3 词汇 中文写外来语、外来语写中文 10

4 语法 单项选择 30

5 翻译 日译汉 10

6 翻译 汉译日 10

7 阅读理解 单项选择 30

8 写作 小作文 40

共计 150



49

B韩语

一、词汇部分

固有词、汉字词、外来语、常用词组

二、语法部分

本部分考察韩语中的终结词尾、连接词尾、时制词尾的基本用法，还考察一些各类惯用

型、敬语的使用以及否定形式的基本掌握情况。

三、翻译部分

题目中的中文翻译成韩文，韩文翻译成中文，要求逻辑正确、内容完整、用词恰当。

四、阅读理解部分

仔细阅读短文及文章，充分理解其内容，并从每篇后问题所提供的四个选项中选择一个

最正确的答案。

四、写作部分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篇约 500 字的韩语作文，要求内容完整、条理清晰、结构严谨、

书写格式和语法正确。

《专业外语》B 韩语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考试内容 题型 分值

1 文字词汇 固有词、汉字词 10

2 文字词汇 外来语 10

3 文字词汇 常用词组 10

4 语法 单项选择 30

5 翻译 韩译中 30

6 翻译 中译韩 10

7 阅读理解 单项选择 10

8 写作 小作文 40

共计 150

【811 西方经济学】
一、考试目的

《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类全日制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的是考察

考生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掌握能力是否达到进入硕士生学习阶段的水平。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是否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尺度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的范围包括微观经

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备一定经济学理论、方法和研究工具等方面的背景知识。

2. 具备扎实的高等数学的基本功。

3. 具备较强的逻辑思辨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强调

考生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掌握和运用能力。试题分类参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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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五个部分：总分 150 分。

I. 名词解释

1. 要求

要求考生准确理解专有名词。

2. 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写出题中 6 个专业术语的含义，每个 5 分，总分 30 分。考试时间为 20

分钟。

II. 辨别和分析题

1.要求

要求考生对经济学相关知识点的融会贯通，能够根据经济学知识对相关命题进行判断并给出

解释。

2. 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判断出命题的真伪，每个 10 分，总分 20 分。考试时间为 25 分钟。

Ⅲ. 计算题

1.要求

要求考生能够运用基本分析方法对相关经济问题进行计算。

2. 题型

要求考生准确的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均衡进行计算，每个 10 分，共

20 分，考试时间为 35 分钟

Ⅳ. 简述题

1.要求

要求考生对微观和宏观经济基本理论进行图形和数理方面的推导，对经济学知识能够达到理

论结合实际的应用能力。

1. 题型

要求考生能够运用几何或代数的方法对经济学问题进行描述和分析，每题 10 分，共 40 分。

考试时间为 50 分钟。

Ⅴ. 论述题

1.要求

要求考生能够将微观经济学内容之间进行联系，宏观经济学内容之间进行联系，以及微观和

宏观经济学内容之间进行联系，能够更为全面的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

2. 题型

要求考生在全面掌握经济学方法理论基础上对较为复杂的经济问题进行一定层面的分析，每

题 20 分，共 40 分，考试时间为 50 分钟。

《西方经济学》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名词解释 6 30 20

2 辨别和分析题 2 20 25

3 计算题 2 20 35

4 简述题 4 40 50

5 论述题 2 40 50

合计 15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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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统计学概论】
一、考试目的

《统计学概论》是全日制统计学(授经济学学位)(学术型)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

目，其目的是考察考生所掌握的统计学基本知识结构是否达到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的水平。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是否掌握经济统计学基本理论与统计方法初步应用能力的尺度参照性水

平考试。考试的范围包括考生入学应具备的统计学基本概念、较完整的统计方法体系、运用

统计理论和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基本要求

1.熟知统计学一些基本概念，掌握比较完整的统计理论和方法体系；

2.熟知国民经济核算一些基本概念，掌握国民经济基本核算表的具体构成与核算原理；

3.具备基本的运用统计理论和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具备基本的国民经济核算能力，尤其针对五大基本核算表；

5.具备一定的统计分析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方法，试题分类参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三个部分：简答、论述和计算。总分 150 分。

I.简答

1.要求

要求考生准确解释题中所涉及的统计学基本概念、统计方法原理或国民经济核算相关基础知

识点。阐述逻辑清晰、要点明确、书写清楚。

2. 题型

简答题 5 题，每题 10 分，共 50 分。

II.论述

1.要求

要求考生准确阐释题中所涉及的统计方法基本原理与运用要点、国民经济核算基本方法与应

用要点，用统计定量分析思维阐释题中所涉及的社会经济现象。阐述逻辑清晰、层次分明、

观点明确。

2. 题型

论述题 3 题，每题 20 分，共 60 分。

III.计算

1.要求

要求考生准确解答题中所涉及统计方法和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计算题。计算公式正确、计算

过程清晰、计算结果准确。

2. 题型

计算题 4 题，每题 10 分，共 40 分。

《统计学概论》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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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答 5题 50 30

2 论述 3题 60 75

3 计算 4题 40 75

合计 150 180

【81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一、考试目的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全日制统计学（理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

科目，其目的是考察考生掌握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识和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是否达到进入

硕士学习阶段的水平。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识和应用这些知识能力的水平考试。考试的范围

是茆诗松，程依明，濮晓龙编著《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第一章到第七章的内容。

三、考试基本要求

1.具备扎实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知识。

2.具备较强的应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识的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主观试题。试题分类参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二个部分。总分 150 分。

1.要求

要求考生掌握概率的定义及计算方法，一元和多元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常用数学特征，大数

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数理统计基本概念，抽样分布，常用的点估计和区间估计方法及评价

标准，假设检验基本概念和正态分布等的检验方法。

2. 题型

计算与证明。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型 题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概率论
计算题和证

明题
5-6 个题目 约 80 约 100

2
数理

统计

计算题和证

明题
4-5 个题目 约 70 约 80

合计 15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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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
一、考试目的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日制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

的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的是考察考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否达到进入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生专业学习的水平。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是否具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功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的范围包括考生

入学应具备的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范畴、重大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

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素养。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知识。

2. 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和理解能力。

3. 具备较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和应用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的方法，强调考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问题

相结合能力。试题分类参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两个部分：简述与论述题。总分 150分。

I. 简述题

1.要求：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概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能够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回答 6个简答题，每个 15分，总分 90分。考试时间为 90分钟。

II. 论述题

1.要求：要求考生能够熟练地运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析和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2.要求考生较为全面深刻地回答 2个论述题，每个 30分，总分 60分。考试时间为 90分钟。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简述题 6 90 90

2 论述题 2 60 90

合计 150 180

【818 专业日语】
《专业日语》是日本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课考试科目。该科目以教育部

《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教学大纲》为依据，并根据各研究方向的特点，要求考生系统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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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日语语法、文学、历史、文化的专业知识。

该考试科目分 A语言、文学方向和 B 文化方向两大部分，考试时，考生可自主择一（A

或 B）回答。

A.语言、文学方向

本考试科目以日语语言问题为主，文学只涉及日本著名作家、作品或流派的一般性知识。

语言部分要求完整阅读一部日语概论类教程或著作（如翟冬娜、潘均主编《日语概论》、顾

海根编著《日本语概论》等），系统掌握日语语言的内部运用规律及与语言运用相关的各种

基础知识。重点考查学生的综合基础知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方向要求考生用日语

回答问题。

本方向考试内容、命题形式、学习要点如下：

一、基本概念部分

1．考试内容：

（1）假名的性质、产生过程；罗马字的标记规则；日语汉字的性质；中日汉字的异同比较

等。

（2）日语词汇的构成、日语的词汇系统、日语词的构成、日语词的语感。

（3）日语语义的分类、构成相态、变化规则等。

（4）日语的语法范畴，如格、体、语态等。

（5）日语句子、语篇的构成、种类、性质、衔接与连贯。

（6）日本历代文学名著主要作家、文学流派的基本情况。

2．命题形式：

名词术语解释等

二、分析部分

1．考试内容：

（1）对日语主要语音、音韵现象的思考和举例分析。

（2）对日语主要语法范畴的思考和举例分析。

（3）对于日语语法、句法单位构成情况的思考和举例分析。

2．命题形式：

简述（简答）、论述等。

考试内容分配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名词术语解释题
10 个有关日语语法或文学的

名词术语
50

2 简述（简答）题
2个有关日语语言基础理论

的问题
50

3 论述题
1个有关日语语言理论和综

合运用的问题
50

合计 150 180

B.文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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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向要求考生至少完整阅读两部国内出版的文化通史性著作（如王勇《日本文化》、

叶渭渠《日本文化史》），把握日本历史的整体脉络，了解日本文化的主要特征。

考试分成“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三个部分，分数分别占 40%、36%、24%。

名词解释要求对日本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圣德太子、空海）、事件（如遣唐使、

明治维新）、文化现象（如茶道、古坟）作出简明扼要的解释，一般不涉及很具体的时间、

地点；简答题要求对日本文化史上某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历史源流等作简明分析与介绍；论

述题要求对日本历史文化中比较复杂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主要考察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和要点归纳能力。

本方向的考题用中文出卷，可以用中文答题，内容范围以 1925 年昭和时代开始以前为

主。

【820 翻译与写作】
综合描述：本考试旨在检验考生的翻译和写作能力，要求考生能运用汉译英和英译汉的理论

与技巧翻译常用文体的段落；能根据所给篇章及引导提问撰写一篇 300字左右的英语评论，

并能根据命题及要求撰写一篇 400 词左右的英语说明文或议论文。满分 150 分，需时 180
分钟。

具体要求：

I．翻译：共 4题；占 80分
A．测试要求：

要求考生能运用汉英互译的理论和技巧，翻译报刊杂志上的论述文和国情介绍，以及一般文

学作品的节录等普通文本。同时也要求应试者能运用汉英互译的理论和技巧，翻译有关经贸

内容的商务文本。翻译速度为每小时约 250-300词。译文要求忠实原意，语言流畅，术语恰

当。

B．题型：

英汉互译。要求考生将所给的 2个段落的普通文本（英、汉各 1段）翻译成相应的汉语和英

语；将所给的 2个段落的商务文本（英、汉各 1段）翻译成相应的汉语和英语。

II．写作：共 2题；占 70分
A．测试要求：

(1) 要求考生能运用语言、社会和文化等知识正确理解所给篇章的主旨和思想内容。

(2) 要求考生根据所给的命题和要求正确表达思想，逻辑意义连贯，语言流畅无误。

B．题型：

(1) 引导性作文：通读所给篇章，在理解基础上就提出的问题，撰写 300词左右的英语作文。

(2) 命题作文：根据所给题目及要求撰写 1篇 400词左右的英语说明文或议论文。

《翻译与写作》题目数、计分和考试时间列表如下：

序号 题 号 各部分名称 题目数 分值 考试时间

Ⅰ 1-4 翻译 4 题 80 分

180 分钟
Ⅱ 5-6 写作 2 题 70 分

合计 6 题 1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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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专业设计】
一、考试目的

《专业设计》是设计学、设计管理、艺术硕士（艺术设计领域）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

课考试科目，其目的是考察考生的设计实践能力。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设计能力及设计思路的专业考试，考试的范围包括设计学、设计管理

及艺术设计的相关内容。

三、考试基本要求

1.具有基础的设计学、设计管理、艺术设计的相关实践知识。

2.具有设计能力与徒手表现能力。

3.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图文表达能力、逻辑推演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用命题创作的形式，考生可运用设计方案、图形、图表、图示等形式，图文并

茂地表现设计、艺术等相关主题。

五、考试内容

（一）设计学、艺术硕士（艺术设计领域）考试为命题创作，分为设计与设计说明。总

分 150 分，时间 3 小时。

1.设计

（1）要求

考生根据命题要求进行设计学、艺术设计相关的创作。

（2）题型

结合相关主题及答题要求进行设计与创作，总分 120 分。

2.设计说明

（1）要求

考生根据所做设计进行创意说明。

（2）题型

根据所做设计与答题要求进行创意说明，总分 30 分。

（二）设计管理专业考试为命题创作。分为设计思维表达、设计分析与策划。总分 150

分，时间 3小时。

1.设计思维表达

（1）要求

考生根据命题要求进行设计管理相关的设计思维表达。

（2）题型

结合相关主题及答题要求进行设计与创作，总分 120 分。

2.设计分析与策划

（1）要求

考生根据案例进行设计分析与策划，要求逻辑性强且图文并茂。

（2）题型

根据要求做设计分析与策划，总分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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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生物化学】
一、考试目的

《生物化学》是全日制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和生物与医药（食品工程领域）专业的硕士研究

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的是反映考生对普通生物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理

解和掌握程度、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以此作为我校选拔硕士

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着重考察考生对生物化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以及运用生物化学知识解决食品科

学领域的科研和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考试范围为如下的相关知识点：

1. 糖类化学和脂质化学：单糖、寡糖、多糖的概念和理化性质，糖缀合物的种类；脂肪的

皂化作用、皂化值（价）、氢化、卤化、碘值（价）、酸值（价）等概念。

2. 蛋白质化学：氨基酸的重要理化性质，蛋白质的四个结构层次概念和特征，蛋白质的重

要理化性质，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蛋白质的分离、纯化和鉴定。

3. 核酸化学：核酸的概念、类别和组成，DNA的一级结构和二级结构，真核细胞染色体

DNA结构特点，RNA的一级结构和二级结构，核酸的主要理化性质，核酸的生物学功

能，核酸的鉴定和含量测定。

4. 酶化学：酶的化学本质和结构，酶的特性，酶的活性部位、酶的专一性，酶的作用机制，

酶活力的测定，影响酶反应速率的因素，调节酶、同工酶、诱导酶和多酶复合物的概念。

5. 维生素：维生素的类别和作用机制。

6. 细胞和细胞膜：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结构比较，细胞膜的结构以及物质跨膜运输的方

式和特点。

7. 生物氧化：生物氧化、呼吸链、氧化磷酸化的概念，氧化磷酸化的抑制和解偶联机制。

8. 糖代谢：糖原的分解与合成途径，糖酵解途径和三羧酸循环途径的过程、关键酶的调节、

生理意义，丙酮酸的主要代谢途径，磷酸戊糖途径生理意义，糖的异生作用及其调节。

9. 脂质代谢：脂肪的酶促水解，甘油的分解代谢途径，脂肪酸的β-氧化途径，饱和脂肪酸

的生物合成，三酰甘油的生物合成。

10. 蛋白质的降解和氨基酸的代谢：蛋白质的酶促水解、氨基酸的共同分解代谢，体内尿素

的合成途径。

11. 核酸的降解和核苷酸代谢：核酸的酶解，单核苷酸的从头生物合成途径和补救途径的概

念。

12. 物质代谢的相互联系和调节控制：糖、脂质、蛋白质代谢间的相互关系，核酸代谢与糖、

脂质及蛋白质代谢之间的关系，通过控制酶的生物合成调节代谢（乳糖操纵子），通过

控制酶活性调节代谢。

13. DNA 的生物合成：原核生物 DNA半保留复制过程及其参与的主要酶和蛋白，DNA的生

物合成过程，DNA复制的忠实性。

14. RNA 的生物合成：原核生物的转录过程及其参与的酶和主要蛋白，真核生物 RNA 前体的

加工。

15. 蛋白质的生物合成：遗传密码的概念及其特征，原核生物蛋白质生物合成的过程，蛋白

质多肽链合成后的加工和折叠。

16. 基因表达的调控：转录水平调控过程中相关重要元件的概念。



58

17. 综合性内容：经典性生物化学实验及其意义，现代生物化学前沿问题的见解与分析，生

物化学实验现象的分析，运用生物化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食品科学领域中的实际问题。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备一定的有机化学、无机化学、普通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的背景知识。

2. 明确掌握一般性生物化学的科学问题及概念和原理。

3. 具备综合运用多个知识点分析生命及食品科学问题的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强调

考生对生物化学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试题分类参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四个部分：名词解释，简答题，问答题和论述题。总分 150 分。

I. 名词解释

1. 要求

要求考生准确解释上述考试知识点范围内中英文术语或专有名词。

2. 题型

共 15 小题，每题 3 分，总分 45 分。考试时间 45 分钟。

II. 简答题

1. 要求

要求考生在充分理解上述考试知识点范围所含原理基础上，简要回答所考察知识要点，要求

用词正确、表达基本无误。

2. 题型

共 5 题，每题 7分，总分 35 分。考试时间 55 分钟。

III. 问答题

1. 要求

要求考生在充分理解和掌握上述考试知识点范围所含原理基础上，综合运用多个知识点，通

过逻辑串联，详尽回答考察知识要点及应用价值，要求用词正确、表达基本无误。

2. 题型

共 2 题，每题 15 分，总分 30 分。考试时间 30 分钟。

IV．论述题

1. 要求

要求考生在理解和掌握生物化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问题，对生物化学某一科学问

题或现象进行综合讨论或方案设计。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楚，科学合理。

2. 题型

共 2 题，每题 20 分，总分 40 分。考试时间 50 分钟。

《生物化学》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名词解释 15 个汉/英术语、缩略语或专有名词 45 45

2 简答题 简答知识点，5 题 35 55

3 问答题 综合阐述知识点，2 题 30 30

4 论述题 讨论和分析知识点，2题 40 50

合计 15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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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环境学概论】
一、考试目的

《环境学概论》是全日制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学术型研究生、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环境工程领

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的是考察考生掌握的环境领域专业研究

所必备的基础知识是否达到进入硕士学习阶段的水平。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是否具备环境领域专业研究基础知识的水平考试。考试范围包括：

第一部分为环境学基础，要求掌握环境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了解环境学的研究方法、

生态学的基本规律和观点、环境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等。

第二部分为环境学基本原理，包括

（1）水污染原理，了解水体污染情况、水体中主要污染物的来源及危害、水体自净作

用、污染物在水体中的转化等；

（2）大气污染原理，了解大气的组成和结构、大气污染及重要污染物、污染物在大气

中的转化、污染物在大气中的迁移和扩散；

（3）土壤污染原理，了解土壤的组成与性质、土壤化学农药污染及重金属污染行为、

土壤污染修复等；

（4）物理污染原理，包括噪声、光、热、电磁辐射和放射性污染；

（5）环境污染生态效应，包括生态毒理及效应的相关原理；

（6）环境微生物原理，包括环境微生物生长与繁殖、遗传与变异、营养与代谢特性，

微生物与物质循环、微生物生态、废水处理微生物学原理等。

第三部分为环境技术，包括

（1）水污染控制技术，掌握废水的物理、化学、物理化学及生物处理的方法；

（2）大气污染控制技术，掌握二氧化硫、烟气、氟化物等气态污染物的治理技术，粉

尘的控制和防治技术；

（3）固体废物处理与利用技术，掌握固废填埋、焚烧、堆肥及资源化等废物处理处置

与利用技术；

（4）噪声污染控制技术，掌握噪声的测量技术以及吸声、隔声、消声等噪声污染控制

技术。

第四部分为环境管理，了解环境规划的程序和主要内容，掌握环境规划的评价方法及技术，

掌握建设项目、区域开发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及工作内容，了解环境风险评价、环境法

规体系等。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备扎实的环境领域专业研究所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

2. 具备运用废水处理、废气治理、固废处置、土壤修复及噪声控制等专业知识进行污染防

控的技能。

3. 具备对知识的综合分析和运用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强调考生对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及综合运用能力，试题分类参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总分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I. 名词解释

1. 要求

要求考生掌握环境领域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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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题型

要求考生完成 8个名词解释，每个 5分，总分 40分。考试时间为 40分钟。

II. 简答题

1.要求

要求考生掌握环境领域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污染控制技术。

2. 题型

要求考生完成 6个简答题，总分 70分。考试时间为 80分钟。

Ⅲ. 论述题

1.要求

要求考生综合运用环境领域的基本原理、控制技术等知识分析解决实际环境问题。

2. 题型

要求考生完成 2个论述题，总分 40分。考试时间为 60分钟。

《环境学概论》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名词解释 8个名词解释 40 40

2 简答题 6个简答题 70 80

3 论述题 2个论述题 40 60

合计 150 180

【830 运筹学】
一、考试目的

《运筹学》是全日制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的是

考察学生是否掌握运筹学的基础理论与基本方法，并具备运用所学知识方法解决经济管理中

实际问题的能力，考察考生运用建模方法对定量决策问题进行优化，培养学生使用系统优化

的观点和数量分析的方法解决管理决策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考试的范围包括能够掌握分析决策优化问题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技巧；能够

根据实际问题建立运筹学模型并进行计算求解；能够根据分析和计算来评价求解结果以及理

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备扎实的数学、自然科学基础及基本的经管类知识。

2. 具备一定的分析理论问题并建模的能力。

3. 具备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闭卷考试，采取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强调考生的综合计

算和分析能力。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四种题型：填空题、计算题、应用题和证明题，具体考试范围如下 。总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80 分钟。

（一）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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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是信息管理、电子商务、物流工程等管理科学与工程相关学科的重要基础课。本

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线性规划与单纯形法、对偶理论与灵敏度分析、运输问题、整数规划、动

态规划、图与网络分析等内容。通过学习，学生应该掌握上述模型的基本原理和求解方法，

领会运筹学在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的基本思想和的基本思路；并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详细说明：

一、线性规划

掌握单纯形法的原理，了解线性规划基本定理和单纯形表的推导，并熟练掌握和利用单纯形

法求解线性规划问题。

主要内容：

1) 线性规划的数学模型介绍

2) 线性规划问题的求解

3) 单纯形法的原理与求解过程

4) 线性规划的应用

二、 线性规划的对偶理论与灵敏度分析

掌握原问题与对偶问题的相互转换，并利用单纯对偶问题的性质对问题进行求解；了解线性

规划的灵敏度分析和参数规划，重点掌握价值系数 C和资源系数 b灵敏度分析问题。

主要内容：

1) 线性规划的对偶问题及其基本性质

2) 对偶单纯形法

3) 灵敏度分析

三、运输问题

掌握表上作业法求解运输问题，并能够对实际问题利用运输问题模型建立相应的模型并求

解。

主要内容：

1) 运输问题数学模型及其特点

2) 运输问题的表上作业法（确定初始解的三种方法、解的最优性检验、解的改进）

3) 产销不平衡的运输问题处理和求解

4) 应用举例

四、目标规划

重点理解多目标规划及其相关问题的概念，能够针对具体问题建立多目标规划模型。

主要内容：

1) 目标规划的基本概念、图解法和目标规划的数学建模

五、整数规划

理解整数规划问题的求解方法——隐枚举法、割平面法和分支定界法，并需要学生能够利用

隐枚举法求解简单问题，用分支定界法和割平面法求解整数规划问题。

主要内容：

1) 整数规划的数学模型及与一般线性规划问题区别

2) 整数规划求解方法（一） ─── 割平面法

3) 整数规划求解方法（二） ─── 分枝定界法

4) 整数规划特例 ─── 0-1 规划及隐枚举法

5) 0—1 整数规划特例 ─── 指派问题

6) 应用举例

六、动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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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动态规划求解问题的步骤和方法。

主要内容：

1) 阶段决策过程的最优化（动态规划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最优化原理））

2) 动态规划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3) 动态规划的应用（背包问题、投资问题、生产经营问题、设备更新问题和货郎担

问题等）

七、图与网络分析

掌握图和树的基本概念，特别是对最短路和最小生成树的求解；还有最大流的求解方法——

标号算法的求解过程与原理的学习。

主要内容：

1) 图与网络的基本知识

2) 最小生成树问题求解

3) 最短路问题求解

4) 最大流问题求解

主要参考书目：

主要教材

胡运权，运筹学教程（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

参考书

[1] 张莹，运筹学基础，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年

[2] 韩伯棠，管理运筹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3] 张文杰，管理运筹学，中国铁道出版社，2000 年

[4] 刁在筠，运筹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题型：填空题、计算题、应用题、证明题

【832 管理学原理】
一、考试性质

《管理学原理》考试要力求反映企业管理专业的特点，科学、公平、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

的管理基础知识和综合管理能力，以利于选拔具有管理潜力的优秀人才入学，为国家开放型

经济体系建设培养具有良好管理专业知识以及具有较强分析与解决管理实践问题能力的高

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企业管理专业人才。

二、考试要求

测试考生对于《管理学原理》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掌握情况以及综合运用分析和

解决管理实践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方式与分值

本科目满分 150 分，由各培养单位自行命题，全国统一考试。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

时间 180 分钟。

四、考试内容

第一章 管理基础

第一节 管理的本质

第二节 管理者的认知

第三节 管理职能与技能

第二章 管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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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企业环境分析

第二节 企业环境的新变化及企业的应对方式

第三章 管理决策

第一节 决策概述

第二节 决策的过程及影响因素

第三节 决策方法

第四章 目标设置

第一节 企业的目标体系

第二节 目标设置与分解

第三节 目标管理

第五章 计划工作

第一节 计划工作概述

第二节 计划的编制与执行

第三节 战略管理

第六章 组织结构与组织设计

第一节 组织设计概述

第二节 组织设计方案

第三节 组织中的权力配置

第七章 人员配备

第一节 招聘与甄选

第二节 绩效管理

第三节 培训与职业发展

第八章 组织变革

第一节 基本概念

第二节 组织变革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 组织变革的策略与方法

第九章 领导

第一节 领导与领导者

第二节 领导行为

第三节 领导艺术

第十章 激励

第一节 需要、动机与行为

第二节 激励理论

第三节 激励实物

第十一章 沟通

第一节 沟通基础

第二节 人际沟通

第三节 组织沟通

第十二章 控制基础

第一节 控制概述

第二节 控制的基本过程

第三节 有效控制的原则

第十三章 控制方法

第一节 常用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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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质量控制

第三节 管理信息系统

第十四章 创新管理

第一节 创新概述

第二节 创新的动力、过程与管理

第三节 企业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

第十五章 西方管理论发展历程

第一节 早期的管理理论

第二节 古典管理理论

第三节 现代管理理论

第四节 当代管理的新

【833 旅游学概论】
一、旅游发展史

1.考核内容

了解人类旅行和旅游活动的发展，认识人类旅行和旅游活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并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一最基本的旅游活动发展规律，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经营市

场的变化及其演进原因。

2.考核范围

（1）19 世纪以前旅游发展史

（2）近代旅游发展史

（3）现代旅游发展史

（4）我国旅游业的历史发展

二、旅游活动的概念、性质和特点

1.考核内容

了解旅游活动的概念，掌握旅游活动的构成要素与特征，掌握旅游活动的类型及分类依据，

掌握旅游活动的性质，掌握现代旅游活动的特点，了解现代旅游活动变化与趋势。

2.考核知识点

（1）旅游活动的概念

（2）旅游活动的要素与特征、类型、性质

（3）现代旅游活动的特点

三、旅游者

1.考核目的和要求

掌握我国旅游统计中对游客范围的划定和解释，熟悉国内外旅游统计口径的异同，掌握影响

个人旅游需求的客观因素和和主观因素及其认识意义，了解旅游者类型的划分方法，并熟悉

不同类型旅游者的需求特点。

2.考核范围

（1）旅游者的基本概念

（2）决定个人旅游需求的主、客观因素

（3）旅游者类型及其需求特点

四、旅游资源

1.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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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旅游资源的概念及旅游资源对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性，熟悉旅游资源的分类方法，了解旅

游资源的特点及其认识意义；认识旅游资源开发的必要性，熟悉其开发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应

遵循的原则，认清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并熟悉旅游资源保护工作的实施原则

和基本措施。

2.考核范围

（1）旅游资源的基本概念

（2）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五、旅游业

1.考核内容

了解旅游业与传统产业在划定标准上的差异，熟悉旅游业的构成，了解旅游业在推动旅游活

动发展中的作用，熟悉旅游业的一般特点，熟悉旅游业主要经营部门的基本常识并掌握旅游

产品的概念及其特点。

2.考核范围

（1）旅游业的概念、性质和特点

（2）旅游业在推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

（3）旅行社

（4）饭店与住宿业

（5）旅游交通

（6）旅游景点

（7）旅游产品

六、旅游组织

1.考核内容

了解政府支持发展旅游和旅游业的动机以及对旅游发展行使干预的必要性；熟悉政府干预旅

游发展的主要手段；掌握国家旅游组织的概念及其主要职能；熟悉我国旅游组织的基本状况

并了解同我国有关系的主要国际旅游组织。

2.考核范围

（1）政府对旅游发展的干预

（2）国家旅游组织

（3）我国旅游组织

（4）国际旅游组织

七、旅游市场

1.考核内容

掌握旅游市场的概念以及对旅游市场进行划定的必要性、意义和常用的划分标准；熟悉全球

国际旅游客源和客流的地区分布格局，并能据以分析国际旅游客流的主要流动规律；了解我

国旅游业的入境旅游市场、国内旅游市场和出境旅游市场的基本状况，熟悉选择海外客源市

场时应重点考虑的因素，并能够分析和认识我国旅游业在国际客源市场竞争中存在的问题；

了解我国旅游业的国内旅游市场和出境旅游市场的特点。

2.考核范围

（1）旅游市场的概念和划分

（2）全球国际旅游客流状况

（3）我国旅游业的入境、国内和出境旅游市场

八、旅游的影响

1.考核内容

既要应当熟悉旅游和旅游业的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产生一系列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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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和消极影响所带来的基本表现之外，还应了解其产生的基本原因以及决定其程度大小的条

件，从而为探讨和认识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途径打下基础。

2.考核范围

（1）旅游的经济影响

（2）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

（3）旅游的环境影响

《旅游学概论》题型

序号 题型 分值

1 名词解释 20 分

2 简答题 60 分

3 论述题 40 分

4 案例分析题 30 分

合计 150 分

【836 公共管理学】
一、考试目的

目的是考察考生公共管理学及公共管理各领域相关的基本概念体系和基础知识掌握情况，以

及运用公共管理相关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性质和范围

本考试主要是考生对公共管理相关知识掌握的广度和深度的水平测试。考试的范围包括参考

文本（《公共管理学（第二版）》张康之，郑家昊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

以及相关拓展知识：（1）公共管理学经典著作；（2）对公共管理学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学、经

济学、管理学、法学经典著作；（3）国内外主要公共管理学专业期刊；（4）相关时政要闻。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了解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征、公共管理各领域的基本特征。

2. 熟悉公共管理理论、公共组织理论、公共政策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公共管理伦理

理论、绩效评估理论等的演进过程及其理论流派；深入理解领导体制、公务员制度、危机管

理体制、政策过程以及公共部门改革等方面的实践。

3. 掌握公共政策分析、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财政管理、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公共危机

管理、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方法以及公共管理各种具体方法与技术。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主要采用知识记忆测试和问题分析能力测试相结合，强调知识掌握和知识运用的融合

和转化能力。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总分 150 分，主要题型包括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研究设计等。

【842 法学综合 2】
法学综合（2）包括民法学（民法总论部分）和刑法学（刑法总论部分），考试内容和范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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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民法学》

（一）民法调整对象；性质；渊源；效力。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含义与功能；平等原则；自愿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公序

良俗原则；绿色原则。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与意义；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民事法律事实；民事权利、民事

义务和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与物权请求权的关系。

（四）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监护；自然人居所；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

法人的概念和特征；法人的分类；法人的民事能力；法人的机关和分支机构；法人的成立、

变更和终止；法人的登记；非法人组织。

（五）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概念和特征；物的概念、特征和分类；有价证券的概念、特征和

类型；智力成果概念、特征和类型。

（六）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与类型；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民事法律行为、民事事实

行为、准民事行为的关系的区分；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意思表示的概念与构成要素；意思

表示的分类及意义；意思表示解释的含义、原则与方法；意思与表示不一致；意思表示不自

由；民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的含义和要件；附条件、附期限的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的概念、形态和效果。

（七）代理的概念和特征；代理的分类；代理权与授权行为；代理权的行使与滥用；代理权

的消灭；无权代理的概念、特征、类型和效力；表见代理的概念、原理、构成、类型和效力。

（八）时效的概念、作用和类型；诉讼时效的含义、效力与适用范围；诉讼时效的分类；诉

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中止、中断与延长；除斥期间的概念、特征、性质与作用；除斥期间的

适用范围；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区别；期限的概念、特征、确定与计算方法。

二、《刑法学》

（一）刑法的体系与解释。

（二）刑法的基本原则和效力范围。

（三）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包括：犯罪概念；犯罪构成及其要件；罪体、罪责、罪量。

（四）正当行为。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其他正当行为。

（五）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六）共同犯罪形态。

（七）竞合论。

（八）刑事责任与刑罚。包括：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刑事责任的根据，刑事责任的解决

方式；刑罚的概念、目的、功能；刑罚的体系和种类；刑罚裁量；刑罚裁量制度；刑罚执行

制度；刑罚的消灭等。

考试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

【843 会计学】
一、考试目的

《会计学》是全日制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的是考察考生会计

专业能力是否达到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水平。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是否具备会计专业能力的尺度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的范围主要包括会计

基础理论、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量、财务报表列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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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备与会计专业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背景知识；

2. 具备扎实的会计专业基础理论知识；

3. 具备一定的应用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名词解释题、简答题、实务题和论述题相结合的方式，强调考生的会计专业素养

及能力。试题题型及分值参见“《会计学》考试形式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1. 总论（会计概述；财务报告的目标、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基础；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

会计要素及其确认与计量；财务报告）

2. 存货（存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发出存货的计量；期末存货的计量）

3. 固定资产（固定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固定资产的处置）

4. 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内部研究开发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无形资产的

后续计量；无形资产的处置）

5. 投资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的特征和范围；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投资性

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和处置）

6. 金融资产（金融资产的定义和分类；金融资产的初始计量；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金融

资产的减值；金融资产转移）

7. 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长期股权投资核

算方法的转换及处置）

8. 资产减值（资产减值概述；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与计量；资产

组的认定及减值处理）

9. 负债（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

10. 所有者权益（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其他综合收益；留存收益）

11. 收入、费用和利润（收入；费用；利润及利润分配）

12.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认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

13. 债务重组（债务重组的定义和债务重组方式；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

14. 借款费用（借款费用概述；借款费用的确认与计量）

15. 所得税（所得税会计概述；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及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负债及递

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与计量；所得税费用的确认与计量）

16. 财务报告（财务报告概述；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附

注）

17. 或有事项（或有事项概述；或有事项的确认与计量；或有事项会计的具体应用；或有事

项的列报）

18.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概述；调整事项的会计处理；非调整事项的

会计处理）

19.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会计政策及其变更；会计估计及其变更；前期差

错及其更正）

《会计学》考试形式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名词解释题 8 小题，每小题 5分 40

2 简答题 3 小题，每小题 10 分 30

3 实务题 5小题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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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述题
两段或一篇文章，

150-250 个汉字。
30

合计 150 180

【846 高等代数】
一、考试目的

《高等代数》高等代数是本科数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是学习其它数学学科和其它现代科学

学科的必备基础和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其主要任务是使学生获得多项式理论、行列式、线

性方程组、矩阵论、二次型、线性空间、线性变换、欧氏空间等方面的系列基本知识和思想

方法。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是否具备基本的高等代数理论与方法的考试。考试的范围包括多项式理

论、行列式、线性方程组、矩阵论、二次型、线性空间、线性变换、欧氏空间共八章内容。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掌握基本的代数运算方法。包括多项式计算、行列式计算，矩阵计算，线性方程组计算

等。

2. 掌握基本的代数分析技巧。包括向量的线性无关性、线性空间的基和维数、线性方程组

解的结构、矩阵可对角化、二次型与对称阵等。

3. 具备代数的基本几何背景，理解代数和几何的关系。包括欧式空间、正交变换与正交矩

阵等。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全部采用主观试题，考察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试题分类参见“考试内容

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二个部分：计算题和证明题。总分 150 分。

I. 计算题

1. 要求

要求考生掌握基本的代数运算方法。

2. 题型

要求考生对多项式理论、行列式、线性方程组、矩阵论、二次型、线性空间、线性变换、欧

氏空间等内容的四道计算题进行准确计算。总分 75 分。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II. 证明题

1.要求

要求考生掌握基本的代数分析技巧和推理能力。

2. 题型

要求考生对多项式理论、行列式、线性方程组、矩阵论、二次型、线性空间、线性变换、欧

氏空间等内容的四道计算题进行准确计算。总分 75 分。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高等代数》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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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题

4道题（内容取自于多项式理

论、行列式、线性方程组、矩

阵论、二次型、线性空间、线

性变换、欧氏空间）

75 90

2 证明题

4道题（内容取自于多项式理

论、行列式、线性方程组、矩

阵论、二次型、线性空间、线

性变换、欧氏空间）

75 90

合计 150 180

【858 中国语言文学基础】
一、考查目标

1.中国现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文学理论基础知识（针对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

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方向考生）。

2.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基础知识（针对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方向考生）。

3.中国古代文学史与文献学基础知识（针对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方向考生）。

二、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试卷分值及考试持续时间

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试卷分为 I、II、III 三部分，每部分适用不同学科方向，这点请考生特别注意，要根据所

报考二级学科方向选择相应部分试题作答。

“第 I部分”限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方向考生作答，着重考

察中国现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分值分配约为 50 分、50 分、50 分。

“第 II 部分”限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方向考生作答，着重考察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基础知识，

分值分配约为 75 分、75 分。

“第 III 部分”限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方向考生作答，着重考察中国古代文

学史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基础知识，分值分配约为 75 分、75 分。

4. 试卷题型结构

判断对错（15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30 分）。

名词解释（6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60 分）。

评述与分析（3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60 分）。

（说明：“第 II 部分”试题中，“名词解释”题型含部分古文翻译题）

三、考试教材

《外国文学史（上）》（第三版），郑克鲁、蒋承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钱理群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学理论教程》（第 5版），童庆炳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以上对应第 I 部分试题）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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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著，王洪君、李娟（修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中华书局，2011 年。

（以上对应第 II 部分试题）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中国古典文献学》，张三夕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

（以上对应第 III 部分试题）

【861 金融学基础】
一、考试性质

《金融学基础》是金融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的是

考察考生的经济学、金融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掌握能力是否达到进入硕士生学习阶段的水

平。

二、考试要求

测试考生对于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金融学相关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掌握和

运用能力。

三、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微观经济学

一、 绪论

● 微观经济学的主题

● 什么是市场？

● 为什么要学习微观经济学？

二、 供给和需求的基本原理

● 供给和需求

● 市场机制

● 市场均衡的变动

● 供给和需求的弹性

● 短期弹性与长期弹性

● 政府干预的后果--价格控制

三、 消费者行为

● 消费者偏好

● 预算约束

● 消费者选择

● 显示偏好

● 边际效用与消费者选择

四、 个人需求和市场需求

● 个人需求

● 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市场需求

● 消费者剩余

● 网络外部性

五、 生产



72

● 厂商及其生产决策

● 一种可变投入（劳动）下的生产

● 两种可变投入下的生产

● 规模报酬

六、 生产成本

● 成本的测度：哪些成本重要？

● 短期成本

● 长期成本

● 长期成本曲线与短期成本曲线

● 两种产品的生产--范围经济

七、 利润最大化与竞争性供给

● 完全竞争市场

● 利润最大化

● 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和利润最大化

● 选择短期产量

● 竞争性厂商的短期供给曲线

● 短期市场供给曲线

● 长期的产量选择

● 行业的长期供给曲线

八、 竞争性市场分析

● 政府政策的损益评价--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

● 竞争性市场的效率

● 最低限价

● 价格支持和生产配额

● 进口配额与关税

● 征税或补贴的影响

九、 市场势力：垄断和买方垄断

● 垄断

● 垄断势力

● 垄断势力的来源

● 垄断势力的社会成本

● 买方垄断

● 买方垄断势力

十、 有市场势力的定价

● 攫取消费者剩余

● 价格歧视

● 跨期价格歧视和高峰负荷定价

● 两部收费制

十一、 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

● 垄断竞争

● 寡头垄断

● 价格竞争

● 竞争 vs.共谋：囚徒困境

● 囚徒困境对寡头定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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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特尔

十二、 投入要素市场

● 竞争性要素市场

● 竞争性要素市场的均衡

● 有买方垄断势力的要素市场

● 有卖方垄断势力的要素市场

十三、 一般均衡与经济效率

● 一般均衡分析

● 交换的效率

● 公平与效率

● 生产的效率

● 自由贸易的好处

● 总结--竞争性市场的效率

● 市场为什么会失灵？

十四、 信息不对称的市场

● 质量不确定性与“柠檬”市场

● 市场的信号传递

● 道德风险

● 委托-代理问题

第二部分 宏观经济学

一、宏观经济学科学

● 宏观经济学家研究什么?
● 经济学家是如何思考的?
二、宏观经济学的数据

● 衡量经济活动的价值：国内生产总值

● 衡量生活成本：消费者价格指数

● 衡量失业：失业率

● 结论：从经济统计数字到经济模型

三、 国民收入：源自何处?去向何方?
● 什么决定了产品与服务的总生产?
● 国民收入如何分配给生产要素?
● 什么决定了产品与服务需求?
● 什么使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
四、 货币系统：它是什么?如何起作用?
● 什么是货币?
● 银行在货币系统中的作用

● 中央银行如何影响货币供给

五、 通货膨胀：起因、影响和社会成本

● 货币数量论

● 货币铸造税：从发行货币得到的收益

● 通货膨胀与利率

● 名义利率与货币需求

● 通货膨胀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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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通货膨胀

● 结论：古典二分法

六、失业

● 失去工作，寻找工作，以及自然失业率

● 工作搜寻和摩擦性失业

● 实际工资刚性与结构性失业

七、 经济增长Ⅰ：资本积累与人口增长

● 资本积累

● 资本的黄金律水平

● 人口增长

八、 经济增长Ⅱ：技术、经验和政策

● 索洛模型中的技术进步

● 从增长理论到增长经验研究

● 促进增长的政策

● 超越索洛模型：内生增长理论

九、 经济波动导论

● 关于经济周期的事实

● 宏观经济学的时间范围

● 总需求

● 总供给

● 稳定化政策

十、 总需求Ⅰ：建立 IS—LM 模型

● 产品市场与 IS曲线

● 货币市场与 LM曲线

● 结论：短期均衡

十一、 总需求Ⅱ：应用 IS——LM 模型

● 用 IS-LM模型解释波动

● 作为总需求理论的 IS—LM模型

● 大萧条

十二、 总供给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

● 总供给的基本理论

● 通货膨胀、失业和菲利普斯曲线

十三、 一个经济波动的动态模型

● 模型的要素

● 模型求解

● 运用模型

● 两个应用：对货币政策的启示

十四、 关于稳定化政策的不同观点

● 政策应该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 政策应该按规则实施还是斟酌处置?
十五、 政府债务和预算赤字

● 政府债务的规模

● 衡量问题

● 传统的政府债务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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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图学派的政府债务观点

● 关于政府债务的其他观点

十六、 金融系统：机会与危险

● 金融系统是做什么的?
● 金融危机

十七、 消费和投资的微观基础

● 什么决定消费支出

● 什么决定投资支出

● 结论：预期的关键作用

第三部分 货币金融学

一、为什么研究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

● 为什么研究金融市场

● 为什么研究金融机构和银行

● 为什么研究货币和货币政策

● 为什么研究国际金融

● 我们如何研究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

二、金融体系概览

● 金融市场的功能

● 金融市场的结构

● 金融市场工具

● 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 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间接融资

● 金融中介机构的类型

● 金融体系的监管

三、什么是货币

● 货币的含义

● 货币的功能

● 支付体系的演进

● 货币的计量

四、理解利率

● 利率的计量

● 利率与回报率的区别

● 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区别

五、利率行为

● 资产需求的决定因素

● 债券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 均衡利率的变动

● 流动性偏好理论:货币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 流动性偏好理论:均衡利率的变动

● 货币与利率

六、利率的风险结构与期限结构

● 利率的风险结构

● 利率的期限结构

七、股票市场、理性预期理论与有效市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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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普通股价格

● 市场如何确定股票价格

● 理性预期理论

● 有效市场假说:金融市场中的理性预期

● 为什么有效市场假说并不意味着金融市场是有效的

● 行为金融

八、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 世界各国金融结构的基本事实

● 交易成本

● 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 次品车问题:逆向选择如何影响金融结构

● 道德风险如何影响债务合约和股权合约的选择

● 道德风险如何影响债权市场的金融结构

九、银行业与金融机构的管理

● 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 银行的基本业务

● 银行管理的基本原则

● 信用风险管理

● 利率风险管理

● 表外业务

十、金融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 信息不对称是金融监管存在的原因

● 金融监管的类型

十一、银行业:结构与竞争

● 银行体系的历史发展

● 金融创新与“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

● 美国商业银行业的结构

● 银行并购与全国范围的银行业

● 银行业与其他金融服务业的分离

● 储蓄业:监管与结构

● 国际银行业务

十二、金融危机

● 什么是金融危机

● 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

● 全球金融危机:2007—2009 年

● 金融监管的反应

● “太大不能倒闭”和未来的金融监管

十三、中央银行与联邦储备体系

● 联邦储备体系的起源

● 联邦储备体系的结构

● 联邦储备体系的独立性如何

● 美联储应当保持独立性吗

● 解释中央银行的行为

● 欧洲中央银行的结构和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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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外国中央银行的结构和独立性

十四、货币供给过程

● 货币供给过程的三位参与者

●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 控制基础货币

● 多倍存款创造:简化模型

● 货币供给的决定因素

● 货币供给过程概览

● 货币乘数

十五、货币政策工具

● 准备金市场和联邦基金利率

● 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 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与量化宽松

● 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

十六、货币政策操作:战略与战术

● 物价稳定目标与名义锚

● 货币政策的其他目标

● 物价稳定是否应作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目标

● 通货膨胀目标制

● 美联储货币政策战略的演进

● 全球金融危机对于货币政策战略的启示

● 中央银行是否应制止资产价格泡沫

● 战术:选择货币政策手段

● 战术:泰勒规则

十七、货币数量论、通货膨胀与货币需求

● 货币数量论

● 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

● 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

● 货币需求的组合理论

● 货币需求的实证分析

十八、IS 曲线

● 计划支出与总需求

● 总需求的组成部分

● 商品市场均衡

● 理解 IS 曲线

● 推动 IS 曲线位移的因素

十九、货币政策与总需求曲线

● 美联储与货币政策

● 货币政策曲线

● 总需求曲线

二十、总需求—总供给分析

● 总需求

● 总供给

● 总供给曲线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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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均衡分析

● 均衡的变化:总需求冲击

● 均衡的变化:总供给（通货膨胀）冲击

● 对其他国家经济周期的总需求—总供给分析

二十一、货币政策理论

● 货币政策对冲击的反应

● 政策制定者需要多积极才能稳定经济活动

● 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

● 通货膨胀型货币政策的起因

● 零利率下限的货币政策

二十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对货币政策的启示

四、考试方式与分值

本科目满分 150 分，其中，微观经济学部分 45 分左右，宏观经济学部分 45 分左右，货币金

融学部分 60 分，由浙江工商大学命题，全国统一考试。

五、参考书目

1、罗伯特·S·平狄克、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著，《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九版。

2、N·格里高利·曼昆著，《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十版。

3、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著，《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十二版。

【862 信号与网络通信基础】
【第一部分 信号与系统】

一、简要说明：

《信号与系统》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重要核心基础课程。要求考生比较系统地掌握信号与

系统的基本概念，掌握信号及系统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能综合运用所学的基本原

理和基本方法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及实际问题。

二、考试题型：

综合运用题：共 6 道大题，每题 10－15 分不等，总计 75 分

三、考试内容详细说明

第一章、信号与系统

1.信号

2.信号的基本运算

3.阶跃函数和冲激函数: a) 广义函数：定义及运算 b) 奇异函数的性质

4.系统的描述：数学模型，系统框图

5.系统的性质: a)线性：定义，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 b)时不变性、因果性、稳定性

第二章、连续系统的时域分析

1.冲激响应和阶跃响应

https://book.jd.com/writer/%E4%B8%B9%E5%B0%BC%E5%B0%94%C2%B7L%C2%B7%E9%B2%81%E5%AE%BE%E8%B4%B9%E5%B0%94%E5%BE%B7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N%c2%b7%e6%a0%bc%e9%87%8c%e9%ab%98%e5%88%a9%c2%b7%e6%9b%bc%e6%98%86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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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卷积积分：卷积积分及图示

3.卷积的性质:a) 卷积的代数运算：运算律及物理意义 b) 普通函数与冲激函数的卷积：

平移特性，梳状函数

第三章、离散系统的时域分析

1.单位序列和单位序列响应

2.卷积和

第四章、连续系统的频域分析

1.傅立叶级数:a) 周期信号：傅立叶级数 b)傅立叶系数

2.周期信号的频谱:a) 频谱：幅度频谱和相位频谱 b)周期矩形脉冲 c)功率、带宽

3.非周期信号的频谱:a) 傅立叶变换 b)奇异函数的傅立叶变换

4.傅立叶变换的性质：线性，奇偶性，对称性，尺度变换，时移特性，频移特性（频谱搬移），

卷积定理（时域，频域）

5.周期信号的傅立叶变换: 正弦，余弦函数

6.系统的频域分析:a) 频率响应：虚指数函数，幅频特性，相频特性 b) 无失真传输 c)

理想低通滤波器：阶跃响应和冲激响应

7.取样定理：取样，时域取样定理，奈奎斯特频率，奈奎斯特间隔

第五章、连续系统的频域分析

1.拉普拉斯变换:a) 收敛域 b) 单边拉氏变换

2.拉氏变换的基本性质：线性，尺度变换，时移特性，复频移特性，卷积定理，时域微分，

s域微分

3.拉普拉斯逆变换：部分分式展开法

4.复频域分析:a)微分方程的变换解 b)系统函数 c)系统的 s 域框图

第六章、离散系统的 Z 域分析

1.Z 变换：定义，收敛域

2.Z 变换基本性质：线性，移位特性，z域尺度变换，卷积定理，z 域微分，k 域反转，部分

和

3.逆 Z变换：部分分式展开法

4.Z 域分析:a) 差分方程的变换解 b) 系统函数 c) 系统的 z 域框图

第七章、系统函数

1.系统的因果性、稳定性及判别

【第二部分 计算机网络】

一、简要说明：

要求理解和掌握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网络各层协议及常见的网络应用，掌握一定通信理

论和图论知识，并能基于这里理论知识分析和网络中的信道计算和算法设计。考察学生具备

利用计算机网络理论知识进行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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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题型：

基本计算题：共 5 题，每题 5分，总计 25 分。

系统分析题：共 5 道大题，每题 10 分，总计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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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内容详细说明

第一章、概述

1.网络分类：a）根据传输技术划分，点到点和广播；c）根据网络规模划分，局域网、城域

网和广域网

2.参考模型：OSI 参考模型、TCP/IP 参考模型及其评判和比较

3.网络标准化：有影响力的组织

第二章、物理层

1.有导向的传输介质：双绞线、同轴电缆和光纤

2.公共电话交换网络：系统结构、本地回路、中继和多路复用、交换

第三章、数据链路层

1.数据链路层的设计：成帧、差错控制和流量控制

2.差错检测和纠正：纠错码和检错码

3.基本的数据链路协议：无错信道上的单工停等协议、有错信道上的单工停等协议

4.滑动窗口协议：1位滑动窗口协议、回退 N 帧协议和选择性重传协议

第四章、介质访问控制子层

1.多路访问协议：a）CSMA 和 CSMA/CD 的工作方式、分析及比较；b）冲突窗口和最小帧长

的关系

2.以太网：a）802.3 和 DIX Ethernet 2 协议；b）以太网性能；c）交换式以太网、快速以

太网和千兆以太网

3.数据链路层交换：a）网桥、生成树网桥、集线器、交换机和路由器网关；b）虚拟局域网

第五章、网络层

1.网络层的设计问题：a）存储转发式的包交换；b）无连接和面向连接的服务；c）虚电路

和数据包网络的比较

2.路由算法：a）最短路径 Dijkstra 算法、洪泛算法、距离矢量算法、链路状态路由；b）

分层路由、广播和组播路由

3.拥塞控制：拥塞控制的途径、流量感知路由、准入控制、流量调节、负载脱落

4.服务质量：流量整形、包调度、准入控制、综合服务和区分服务

5.网络互连：隧道、互联网路由和数据包分段

6.Internet 网络层：a）IPv4 协议各字段的作用；b）有类的 IP 地址的划分和无类的 IP 地

址（CIDR）；c）ICMP 各协议的工作原理和作用

第六章、传输层

1.传输服务：a）传输层存在的作用及意义；b）传输服务原语和 Berkeley 套接字

2.传输协议的要素：寻址、连接建立、连接释放、错差控制、流量控制、多路复用和崩溃恢

复

3.UDP 协议：概述、UDP 报文头字段含义、远程过程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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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CP 协议：概述、TCP 报文头字段含义、三次握手建立连接、连接释放、连接管理模型

滑动窗口、计时器管理和拥塞控制实现

第七章、应用层

1.DNS 域名系统：DNS 名字空间、域名资源记录、名字服务器

2.电子邮件：邮件传输（SMTP）和接收（POP）

3.万维网：体系结构概述、动态 Web 和 HTTP

4.内容分发：内容和 Internet 流量、内容分发网络、对等网络

【864 规划设计与表现（3 小时快图题）】
1、考核内容

考核考生综合运用城市规划的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出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设

计方案初步成果。包括城市规划设计理解、场地及其周边条件分析、功能解析与合理布局、

空间秩序建构、道路交通与绿化配置、图形化分析与空间表达、综合技术经济分析等能力，

以及设计构思、研究创新能力等。

2、考试形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作图），本科目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3 小时

3、考核要点

考核重点在于设计理念、构思能力、设计创造性、特定问题的针对性解决，功能布局应趋于

合理，对技术经济指标与成果表达不作严格要求和重点考核，工程技术条件、可操作性、适

应性等方面以有实现可能为限，不作深入设计与表达的要求。

4、考试内容及要求

（1）类型层次

城市修建性详细规划或城市设计。

（2）用地规模

一般 5-15 公顷。

（3）场地条件

一般以城镇中心区、住宅区、滨水区、历史地段、城市过渡地段等为主。

考核项目 评 价 标 准 分值

条件分析 分析问题全面、深入，并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20～30

方案构思能力 立意确切，构思新颖，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 30～50

用地功能布局及交

通组织

功能全面、结构清晰、布局合理，道路交通体系完整，

符合规范要求
30～50

技术经济评价 项目完整，指标合理，符合规范、题目要求 10～20

图面表达 符合制图规范，表达准确清晰，色彩适宜，表现力强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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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试用具说明

（1）图面表达形式不限；用于表达设计意图的绘图工具；

（2）图纸材质不限（除硫酸纸外），规格为国标 A3 号图纸；

（3）计算器、必要的绘图工具与耗材；

6、考试参考书目

（1）吴志强、李德华.城市规划原理（第四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2）王建国，《城市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年

【865 东亚历史文化】
一、考试目的

《东亚历史文化》是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基础课考试科目，以东亚

文化关系史为重点考察方向，其目的是考察考生的东亚区域历史、文化关系知识和理论基础

以及分析运用能力是否达到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的水平。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东亚区域历史、文化关系理论基础与知识运用的融合和转化能力的参

照性水平考试。考试范围包括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硕士考生入学应具备的东亚区域历史、文

化关系基础。

三、考试基本要求

1.掌握古代东亚区域内诸文化的接触、渗透、交融与再创新的演进轨迹及其丰富内涵。

2.清楚中国与日本、朝鲜半岛在文字、文学、思想、哲学、宗教、典籍等不同文化层面的交

流情况。

3.把握古代中国与日本、朝鲜半岛文化相互影响、融合共生、彼此促进与发生新变的基本线

索。

4.理解东亚不同民族的文化各自内在结构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5.认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世界性、历史性意义。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闭卷笔试。强调考生的专业素养、知识运用的融合和转化能力以及综合分析

能力。试题题型及分值参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1．理论基础

（1）汉字文化圈

（2）中国古籍文献中的日本、朝鲜记载及相关术语

（3）东亚思想、哲学、儒学、佛教交流及相关术语

（4）东亚跨国交流人物

（5）日本、朝鲜儒学代表人物

（6）日本、朝鲜汉文学的形成与发展、经典作家与代表性作品

（7）中国、日本、朝鲜的创世神话、古典诗歌、古典小说与通俗文学

（8）中国汉文典籍东传与汉籍海外刊刻及相关术语

2．分析运用



84

（1）古代东亚国际秩序

（2）近代东亚国家发展和互动关系

（3）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关系

（4）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关系

（5）东亚文化双向交流、交融与环流情况

（6）东亚思想、哲学、儒学、佛教的跨国传播与交流

（7）中国文学、文化因素与日本、朝鲜半岛文学的关联

（8）东亚汉籍传播的轨迹、形式及汉籍刊刻

《东亚历史文化》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名词解释 5 题 30

2 简答题 4 题 60

3 论述题 2 题 60

合计 15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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