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首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考试大纲（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考试科目名称：微观经济学

一、试卷结构

1) 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2)答题方式：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泛函分析 100%

4)题型结构

a: 名称解释题， 20分

b: 选择题， 20分

c: 计算题， 40分

d：简答题， 20 分

二、考试内容与考试要求

第 1章 经济学十大原理

1. 了解：（1）理性人；（2）交易；（3）整体经济的运行。

2. 理解：（1）关于个人做出决策的基本结论；（2）关于人们之间相互交易

的基本结论；（3）关于整体经济的基本结论。

3. 运用：（1）通过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对理性人的决策；（2）运用市场协

调人们之间经济活动的一种方法。

第 2章 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1. 了解：（1）循环流量图；（2）微观经济学；（3）生产可能性便捷。

2. 理解：（1）经济模型；（2）经济学的特点及分类。

3. 运用：（1）生产可能性边界；（2）经济循环流量图。

第 3章 相互依存性与贸易的好处



1. 了解：（1）绝对优势；（2）比较优势；（3）机会成本。

2. 理解：（1）比较两个人在生产一种物品时的能力的方法。

3. 运用：（1）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支持各国间的自由贸易。

第 4章 供给与需求的市场力量

1. 了解：（1）需求定理；（2）供给定理；（3）均衡；（4）互补品。

2. 理解：（1）需求的影响因素；（2）供给的影响因素。

3. 运用：（1）均衡分析。

第 5章 弹性及其应用

1. 了解：（1）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2）需求、供给价格弹性；（3）需求

收入弹性。

2. 理解：（1）需求价格弹性的影响因素；（2）供给价格弹性的影响因素

3. 运用：（1）需求收入弹性的计算、应用；（2）需求交叉弹性的应用；（3）

需求与供给价格弹性的应用。

第 6章 供给、需求与政府政策

1. 了解：（1）价格上限、下限；（2）税收归宿。

2. 理解：（1）价格控制；（2）弹性与税收归宿。

3. 运用：（1）价格控制的应用与影响；（2）税收对市场的影响。

第 7章 消费者、生产者与市场效率

1. 了解：（1）福利经济学；（2）生产者、消费者剩余；（3）效率。

2. 理解：（1）生产者剩余；（2）消费者剩余。

3. 运用：（1）市场效率。

第 8章 应用：赋税的代价

1. 了解：（1）无谓损失。

2. 理解：（1）无谓损失产生的原因；（2）无谓损失的影响因素。

3. 运用：（1）弹性、税收规模对无谓损失的影响。

第 9章 应用：国际贸易

1. 了解：（1）世界价格；（2）关税。

2. 理解：（1）贸易对进口国、出口国的影响；（2）限制贸易。

3. 运用：（1）关税对贸易的影响；（2）进口配额对贸易的影响。

第 10章 外部性

1. 了解：（1）外部性；（2）矫正税；（3）外部性内在化。

2. 理解：（1）交易成本；（2）科斯定理。

3. 运用：（1）外部性的解决方法。

第 11章 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



1. 了解：（1）排他性；（2）公共物品、公共资源；（3）搭便车者。

2. 理解：（1）不同类型物品分类；（2）公共物品的特征及供给方式.

3. 运用：（1）期权市场供给失灵的原因；（2）公共资源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公地悲剧”。

第 13章 生产成本

1. 了解：（1）生产函数；（2）成本（固定、可变、边际、显性、隐性）。

2. 理解：（1）成本的特性及衡量；（2）短期成本与长期成本的关系。

3. 运用：（1）生产函数与总成本的关系；（2）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

第 14章 竞争市场上的企业

1. 了解：（1）竞争市场；（2）边际收益；（3）沉没成本。

2. 理解：（1）竞争市场的特征根；（2）市场供给曲线的定义及推导。

3. 运用：（1）竞争市场的企业决策。

第 15章 垄断

1. 了解：（1）垄断企业；（2）自然垄断；（3）价格歧视。

2. 理解：（1）垄断的成因；（2）垄断的福利代价。

3. 运用：（1）垄断企业均衡结果的福利分析；（2）价格歧视的应用及结果。

第 16章 垄断竞争

1. 了解：（1）寡头；（2）垄断竞争。

2. 理解：（1）垄断竞争的定义、市场特征。

3. 运用：（1）垄断竞争均衡的特征、均衡分析。

第 17章 生产寡头

1. 了解：（1）卡特尔；（2）纳什均衡；（3）占优策略。

2. 理解：（1）寡头均衡的特征；（2）博弈论基础。

3. 运用：（1）占优策略；（2）针对寡头的公共政策。

第 18章 生产要素市场

1. 了解：（1）生产要素；（2）边际产量递减；（3）资本。

2. 理解：（1）劳动需求曲线的移动；（2）劳动供给曲线的移动；（3）生产

要素之间的联系。

3. 运用：（1）劳动市场均衡分析方法。

第 19章 收入与歧视

1. 了解：（1）效率工资；（2）工会；（3）人力资本。

2. 理解：（1）均衡工资的决定因素；（2）歧视经济学。

3. 运用：（1）均衡工资的决定因素分析。

第 20章 收入不平等与贫困



1. 了解：（1）效用；（2）生命周期；（3）持久收入。

2. 理解：（1）不平等的衡量；（2）收入再分配的政治哲学。

3. 运用：（1）减少贫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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