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农业大学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 861

考试科目： 微观经济学

本考试大纲由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于 2014 年 9 月 12 日通过。

一、考试性质

微观经济学考试是为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

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科

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学生掌握大学本科阶段微观经

济学课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情况以及运用该课程的相关理论分

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能达到

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理论素质，并有利于其他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相关专业的择优选拔。

二、考查目标

微观经济学考试涵盖市场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

成本与收益理论、市场理论、生产要素价格决定论、一般均衡与福利

经济学、市场失灵和反市场失灵政策。要求考生：

（一）掌握市场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与

收益理论、市场理论、生产要素价格决定论、一般均衡与福利经济学、

市场失灵和反市场失灵政策等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二）能够运用市场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



本与收益理论、市场理论、生产要素价格决定论、一般均衡与福利经

济学理论以及市场失灵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三、适用范围

本大纲适用于参加 2020 年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

管理学科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所有考生。

四、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试卷内容结构

市场供求理论（约 25%）；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理论（约 35%）；

市场理论（约 20%）；生产要素价格决定论（约 5%）；一般均衡和福利

经济学（约 5%）；市场失灵和反市场失灵政策（约 10%）

（三）试卷题型结构及分值比例

概念题约 20%；辨析题约 20%；计算题约 20%；简答或作图题约

25%；论述题约 15%。

五、考查内容

1.导论：经济学的性质；经济学构成；微观经济学主要的研究方

法；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

2.市场供求理论：需求理论；供给理论；均衡价格理论及其应用；

弹性理论及其运用；蛛网理论。



3.消费者行为理论：效用及其度量；总效用与边际效用；边际效

用递减规律与需求规律；消费者均衡；消费者剩余；无差异曲线；预

算线；消费者均衡；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4.生产理论：一种可变要素合理投入区域的确定，包括几个产量

概念、曲线图及相互关系；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产出弹性与生产的三

个阶段；一种可变要素的合理投入区域及投入点；两种可变要素的最

佳配置，包括等产量曲线、等成本线和生产者均衡。

5.成本和收益理论：经济成本、会计成本、机会成本的概念；短

期成本概念及变化规律，包括总成本、平均成本以及边际成本；长期

成本概念及变化规律：长期总成本、长期平均成本、长期边际成本；

规模经济；总收益、平均收益、边际收益；利润和利润最大化。

6.市场理论：市场和厂商的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包括市场特征、

厂商的需求曲线和收益曲线、短期均衡条件和示意图、长期均衡、完

全竞争厂商的短期供给曲线以及消费者剩余；完全垄断市场，包括市

场特征及成因、厂商的需求曲线和收益曲线、厂商的短期和长期均衡、

价格歧视；垄断竞争市场，包括市场特征以及厂商的短期和长期均衡；

寡头市场，包括市场特征、寡头市场的几种理论模型；各个市场经济

效率的比较。

7.生产要素价格理论：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工资、地租、利

息和利润的决定：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度量。

8.一般均衡与福利经济学：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与

帕累托标准；帕累托最优条件；完全竞争市场与帕累托最优。

9．市场失灵和反市场失灵政策：市场失灵的定义；垄断、公共产

品、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市场；反市场失灵的微观经济政策。



六、参考书目

高鸿业：《微观经济学（第五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王新利、张广胜：《微观经济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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