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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专业综合知识》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考试性质

《专业综合知识》是西南林业大学为招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而设

置的具有选拔功能的入学考试复试科目，主要考查考生对经济学（计量经济）、

农业经济等本学科关键领域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专业技能和学科前沿的了解

和掌握程度及应用相关理论与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三、答题方式

闭卷、笔试。

四、试卷的内容结构

微观经济学 10%

宏观经济学 10%

计量经济学 50%

农业经济学 30%

五、试卷的题型结构

计算题 40%

论述题 30%

案例（或材料）分析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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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考察的知识及范围

考察的知识及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中级微观经济学

1.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原理：供给与需求、市场机制、市场均衡的变动、供给

与需求的弹性、短期弹性与长期弹性、理解并预测市场条件变化的后果、价格控

制。

2.生产者、消费者与竞争性市场：（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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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成本指数。（2）个

人需求与市场需求：个人需求、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市场需求、消费者剩余、

网络外部性，需求的经验估计。（3）不确定性与消费者行为：风险、风险偏好、

降低风险，对风险资产的需求。（4）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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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产成本：成本

的测度、短期成本、长期成本、长期成本曲线与短期成本曲线、范围经济、学习

曲线、成本的估计与预测。（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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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成本与利润大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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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竞争

性市场分析：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竞争性市场的效率、最低限价、价格支

持与生产配额、进口配额与关税、征税或补贴的影响。

3.市场结构与竞争策略：（1）市场势力:垄断与买方垄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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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托拉斯法。

（2）有市场势力的定价：攫取消费者剩余、价格歧视、跨期价格歧视与高峰负

荷定价、两部收费制、捆绑销售、广告。（3）垄断竞争与寡头垄断：垄断竞争、

寡头垄断、价格竞争、囚徒困境、卡特尔。（4）博弈论与竞争策略：博弈与策

略性决策、占优策略、纳什均衡、重复博弈、序贯博弈，威胁、承诺与可信性，

阻止进入、拍卖。

4.信息、市场失灵与政府的角色：（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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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失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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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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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问题、联合一体化企业的管理激励、效率工资理论。（3）外部性与公

共物品：外部性、纠正市场失灵的办法、存量外部性、外部性与产权、共有资源，

公共物品。

二、中级宏观经济学

1.国民收入核算：产出的生产与对生产要素的支付、支出与需求的构成、国

内生产总值的衡量、通货膨胀与价格指数，失业，利率和实际利率、汇率。

2.收入与支出模型：总需求与均衡产出、消费函数与总需求、乘数、政府领

域、预算、充分就业预算盈余。

3.AD-AS 模型：总供给曲线、总供给曲线和价格调整机制；总需求曲线、不

同供给假定下的总需求政策，供给学派经济学，总供求；工资、价格与失业：通

货膨胀与失业、滞胀、菲利普斯曲线、理性预期革命、工资粘性，从菲利普斯曲

线到总供给曲线，供给冲击。

4.IS-LM 模型：商品市场与 IS 曲线、货币市场和 LM 曲线、商品市场与货币

市场的均衡、总需求曲线的推导、IS-LM 模型的规范分析。

5.通货膨胀与失业的解剖：失业、通货膨胀、失业的解剖、充分就业、失业

的代价、通货膨胀的代价、通货膨胀与指数化。

6.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挤出、产出构成与政策配合、

实践中的政策配合。

7.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增长模型、内生增长理论、增长

核算、增长政策。

8.行为的基础：（1）消费与储蓄：消费与储蓄的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理论、

不确定情况下消费的现代分析方法、消费行为的深层原因。（2）投资支出：资

本存量的需求和投资流量；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住宅投资和存货投资；投资和总

供给。（3）货币需求：货币存量的构成、货币乘数、货币的职能，货币需求、

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控制货币的工具、货币乘数与银行贷款，控制货币存量与

控制利率、货币存量目标与利率目标，货币、信用和利率。

三、中级计量经济学

1.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1）简单回归模型：简单回归模型的定义、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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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二乘法的推导、OLS 的操作技巧、OLS 估计量的期望值和方差。（2）多元

回归分析：估计、推断、OLS 的渐进性。

2.含有定性信息的多元回归分析：二值（或虚拟）变量：对定性信息的描述、

只有一个虚拟自变量、使用多类别虚拟变量、涉及虚拟变量的交互作用、二值因

变量：线性概率模型、离散因变量的回归结果解释。

3.异方差性：异方差性对 OLS 所造成的影响、OLS 估计后的异方差-稳健推

断、异方差检验、加权最小二乘估计。

4.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1）时间序列数据的基本回归分析：时间序列

数据的性质、经典假设下 OLS 的有限样本性质、函数形式、虚拟变量和指数，

趋势和季节性。（2）OLS 用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其他问题：平稳和弱相关时间序

列、OLS 的渐进性质、回归分析中使用高度持续性时间序列、动态完备模型和

序列相关、时间序列模型的同方差假定。（3）时间序列回归中的序列相关和异方

差性：含序列相关误差时 OLS 的性质、序列相关的检验、回归元严格外生时序

列相关的修正、差分和序列相关、在 OLS 后的序列相关-稳健推断、时间序列回

归中的异方差性。（4）时间序列高级专题：限分布滞后模型、单位根检验、伪回

归、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预测。

5.简单面板数据方法：跨时独立横截面的混合、利用混合横截面做政策分析、

两时期面板数据分析、用两期面板数据做政策分析、多于两期的差分法。

6.高级的面板数据方法：固定效应估计法、随机效应模型、相关随机效应方

法、把面板数据方法用于其他的数据结构。

7.工具变量估计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简单回归模型中的遗漏变量、多元回

归模型的 IV 估计、两阶段最小二乘、变量误差问题的 IV 解决方法、内生性检验

与过度识别约束检验、异方差条件下的 2SLS、联系 2SLS 应用于时间序列方程、

2SLS 应用于混合横截面和面板数据。

8.联立方程模型：联立方程模型的性质、OLS 中的联立性偏误、结构方程的

识别和估计、多于两个方程的系统、利用时间序列的联立方程模型、利用面板数

据的联立方程模型。

9.限值因变量模型和样本选择纠正：二值响应的对数单位和概率单位模型、

用于角点解响应的托宾模型、泊松回归模型、删截和截断数据的回归模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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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纠正。

四、农业经济学

1.“三农”问题及热点：（1）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2）农

业、农村和农民：农业的内涵、特征、地位和作用；农村的内涵、特征；农民的

内涵；“三农”问题的含义、表现、原因（城乡二元结构）及化解“三农”问题

的对策。（3）农业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阶段与现代农业的特征；农业现代化的主

要内容和发展战略；农业标准化。（4）“三农”热点问题：和美乡村的内涵及策

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策略；三权分置改革的内容；农业强国建设的

内涵、特征与意义；农业信息资源开发的内涵、特征、主要环节及解决的主要问

题；国家粮食安全的意义、内容与战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近 3

年中央一号文件内容；农业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

2.农产品市场：（1）农产品供给与需求：农产品供给；农产品需求；农产品

供给与需求均衡。（2）农产品现货市场：农产品市场与农产品流通；农产品批发

市场；农产品零售市场；农产品电子商务。（3）农产品期货市场：农产品期货市

场的概念与特点；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功能与作用；农产品期货市场功能与现货市

场的关系。（4）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则；农产

品国际竞争力。

3.农业生产要素：（1）土地与水资源：土地集约经营与适度规模经营；土地

制度与土地产权；农村土地经营权及其流转；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2）农

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生产率。（3）

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机制；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4）农业资金：

农业资金的含义、运动规律及特点；农业财政资金；农业信贷资金；农户资金。

4.农业微观经济组织：（1）农业家庭经营：农业家庭经营的历史演变；家庭

经营的理论分析；农业家庭经营的兼业化；中国农业家庭承包经营。（2）农业合

作社：合作社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含义、原则与作用；农业合作社

的运行机制。（3）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涵、产生原因及契约关

系；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的主要因素。

5.农业保护与农业发展：（1）农业保护政策：农业保护政策的内涵、理论依

据与判别标准；农业保护政策的发展与演变。（2）食品质量安全：食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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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与经济特性；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市场主体行为与政府监管。（3）农业产

业结构：农业产业结构的内涵、基本特征与形成条件；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及

评价方法；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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