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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查目标 

《农业知识综合四》侧重于农村发展与农业管理综合知识考查，考试内容主要涵盖发展

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农村政策学、农业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要求考生理解和掌握相关

课程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能够运用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实际问题。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报考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农业管理、农村发展领域的考生。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2.答题方式 

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从发展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农村政策学、农业经济学、管理学等科目中任选三个科

目的内容作答，每部分内容均为 50 分。 

四、考试大纲 

（一）发展经济学（50 分） 

1.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 

1.1 微观经济学基本的理论，消费者理论和生产者理论 

1.2 发展经济学中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比如新古典主义、结构主义、激进主义的代表理论 

1.3 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内涵及二者之间的联系 

1.4 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的指标 

2. 发展要素 

2.1 人力资源中对于教育的投资收益率的分析 

2.2 自然资源与环境中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 

2.3 技术要素中以“绿色革命”为代表的农业技术进步 

2.4 制度要素中制度的概念、制度创新的过程及意义 

3. 发展战略 

3.1 工业部门中联系效应 

3.2 城市化及有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保障分析 

3.3 贸易条件、对外贸易依存度、配额，外贸战略及我国外贸结构 



（二）社会学概论（50 分） 

1. 社会学的概念 

1.1 社会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联系和对比 

1.2 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 

1.3 经典的社会学理论观点 

1.4 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2.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2.1 社会研究的概念特征 

2.2 社会研究的方法论、研究方式及具体方法和技术 

2.3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比较 

2.4 社会研究过程的五个阶段和操作要点 

2.5 社会研究的伦理 

3. 文化与社会化 

3.1 文化的涵义、特性和分类 

3.2 文化的结构和功能 

3.3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3.4 社会化的概念和社会学研究社会化的三种角度 

3.5 社会化的生物基础、社会机构 

3.6 社会化的过程和内容 

3.7 社会失范与再社会化 

3.8 当前我国转型社会中的社会化问题 

4. 社会角色和社会互动 

4.1 社会角色的概念和主要理论 

4.2 社会角色的类型 

4.3 社会角色扮演的过程和角色扮演中的问题 

4.4 社会角色的失调 

4.5 剧场理论的主要观点 

4.6 社会互动的概念和主要理论 

4.7 社会互动的形式 

5. 社会群体 

5.1 社会群体的定义、特征和类型 

5.2 初级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和功能 

5.3 家庭的概念、起源和发展 

5.4 家庭的功能及变迁 

5.5 家庭结构的类型和变迁 

5.6 我国转型社会中的家庭问题 

5.7 社区的概念、构成要素和类型 

5.8 对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解 

6. 社会组织 

6.1 社会组织的涵义和构成要素 



6.2 社会组织的特征、结构和组织过程 

6.3 社会组织变迁的动力 

6.4 社会组织的几种管理方式 

7. 越轨与社会控制 

7.1 社会控制的概念、类型和手段 

7.2 越轨行为的概念 

7.3 对越轨行为的理论解释 

7.4 犯罪的概念和类型 

7.5 社会政策与社会控制 

8.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8.1 社会分层的概念  

8.2 社会地位及差别 

8.3 社会分化及类型 

8.4 阶级、阶层与社会不平等 

8.5 社会分层理论 

8.6 我国的阶级阶层状况  

8.7 社会流动的涵义、类型和原因 

9. 社会变迁与现代化 

9.1 社会变迁的涵义和主要内容 

9.2 社会变迁的类型 

9.3 社会变迁的主要理论 

9.4 现代化的涵义、内容和主要理论 

9.5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主要特点  

10. 社会问题 

10.1 社会问题的概念、一般特征和类型 

10.2 社会转型与社会问题 

10.3 主要的社会问题分析：人口、贫困、环境、教育、健康、就业等 

（三）农村公共政策与分析（50 分） 

1. 公共政策的概念 

1.1 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发展干预的区别与联系 

1.2 公共政策的特点 

1.3 公共政策的要素 

1.4 公共政策的功能 

1.5 公共政策的类型 

1.6 我国农村公共政策的内容与特点 

2. 公共政策系统 

2.1 公共政策系统的主体 

2.2 公共政策系统的客体 

2.3 公共政策环境 

2.4 公共政策的系统划分和运行机制 



3. 农村公共政策过程 

3.1 农村公共政策制定 

3.2 农村公共政策执行 

3.3 农村公共政策的监控与评估 

3.4 农村公共政策终结 

4. 公共政策分析模型 

4.1 公共政策分析概述 

4.2 公共政策分析的派别、框架和内容 

4.3 公共政策分析模型 

5. 公共政策分析方法 

5.1 公共政策分析方法 

5.2 农村公共政策分析方法的特殊性 

6. 农村公共政策分析的实施 

6.1 农村公共政策分析的关注点和切入点 

6.2 农村公共政策分析的步骤和工具 

6.3 公共政策论证和政策分析报告的撰写 

（四）农业经济学（50 分） 

1. 农业资源与利用 

1.1 我国农业资源状况 

1.2 农业的多功能理论 

1.3 农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贡献 

1.4 我国农业经济结构与调整 

1.5 地租、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 

2. 现代农业与可持续发展 

2.1 现代农业的内涵、基本特征和主要类型 

2.2 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及其规律性 

2.3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进展和面临的突出矛盾 

2.4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策略和主要措施 

3. 农业企业和农业经营方式 

3.1 农业企业的界定和组织形式 

3.2 农业企业生产要素的特点和作用 

3.3 我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 

3.4 农业企业的经营形式 

4. 农产品供求与价格 

4.1 农产品需求 

4.2 农产品供给 

4.3 供求均衡与蛛网理论 

4.4 农产品价格 

5. 农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 

5.1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概念 



5.2 农产品质量不安全的特点 

5.3 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的内涵与构成 

5.4 中国的食品安全制度 

6. 农村金融与农业保险 

6.1 农村金融的含义和特点 

6.2 普惠金融体系的构成 

6.3 小额信贷的含义、与传统金融的区别 

6.4 小额信贷发展的国内外经验 

6.5 风险与保险原理 

（五）管理学（50 分） 

1. 管理、管理者与管理学 

1.1 管理的基本概念与内涵 

1.2 管理的必要性和二重性及其特点 

1.3 管理的职能 

1.4 管理者的概念特征与类型 

1.5 有效管理者和特点及习惯 

1.6 管理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 

2. 管理与组织目标 

2.1 组织的含义 

2.2 组织的分类、构成要素 

2.3 组织目标、性质及其目标的类型 

2.4 目标管理的概念和特点 

2.5 目标——手段链理论 

3. 管理与环境 

3.1 组织外部环境的概念和分类 

3.2 组织界限的含义、作用 

3.3 组织界限的影响因素 

3.4 组织环境分析方法 

3.5 组织的社会责任 

4. 古典管理理论 

4.1 马克斯·韦伯和官僚体系 

4.2 亨利·法约尔和管理过程学说 

4.3 泰勒和科学管理 

5. 管理与行为科学理论 

5.1 人群关系 

5.2 系统理论 

5.3 人力资源 

5.4 权变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