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612        科目名称：民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I．考查目标 

民族经济专业基础综合考试涵盖民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基础课程。要求考生系

统掌握上述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

基本方法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民族经济理论问题和民族地区区域发展的实际问题。 

 

 

  II．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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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题型分为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类。名词解释 5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40 分；

简答题 6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60 分；论述题 2 小题，每小题 25 分，共 50 分。 

 

 

  Ⅲ．考查范围 

 

第一部分：民族经济学 

 

一、民族经济学的主体、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 

（一）民族经济学主体：各民族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 

（二）对象：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 

（三）主义：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指导下的各民族劳动者经济意识的概括 

（四）方法：实证与抽象的辩证统一 

（五）主题：探讨各民族劳动者自主发展经济的目的、方向、根据、条件和方式 

（六）内容：揭示和论证民族经济发展及民族经济关系中的矛盾 

（七）范畴：民族经济矛盾的层次与主干概念规定 

（八）民族经济学的体系 

二、经济的民族性和民族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关系 

（一）民族是历史形成的人类社会存在方式 

（二）民族是经济的必要社会形式和属性 

（三）经济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四）民族经济发展的动因与矛盾 

（五）民族间的经济关系与矛盾 

三、民族经济的政治机制与文化内涵 

（一）民族与国家：统一与差异 

（二）民族经济受国家政治制度的制约 



（三）民族经济受本民族特殊政治体制、政策等制约 

（四）民族经济以民族文化为内涵 

（五）国家的统一文化对民族经济的制约 

（六）文化变革对民族经济的促进 

四、生产方式与民族的形成发展 

（一）生产方式概念 

（二）氏族和氏族联合体的采集渔猎生产方式 

（三）部族和部族联盟的游牧生产方式 

（四）从氏族到民族的农耕生产方式 

（五）工业生产方式与近现代民族的形成 

五、民族经济制度 

（一）民族经济制度的划分标准：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 

（二）民族经济制度的内容 

（三）民族经济制度的演进 

（四）民族经济制度和国家经济制度的统一与差异 

（五）变革经济制度是民族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 

六、民族经济体制 

（一）民族经济体制概念 

（二）近现代民族经济体制的具体形式 

（三）民族性对民族经济体制的制约作用 

（四）以自主积极的民族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民族经济发展 

七、民族经济结构与运行机制 

（一）民族经济结构及其动态性和层次性 

（二）民族经济运行机制是民族经济结构功能的动态发挥 

（三）民族经济结构在国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四）各民族劳动者的素质技能结构是社会主义民族经济结构的核心 

（五）民族经济的投资结构与就业结构 

（六）民族经济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七）民族经济的流通、分配、消费结构 

（八）民族经济的区域结构 

（九）民族经济结构是民族经济运行机制的根据 

八、民族经济的经营管理 

（一）政府对经济的总体调控 

（二）个体生产的经营管理 

（三）私有企业的经营管理 

（四）公有企业的经营管理 

（五）各民族经济经营管理的发展趋势 

九、民族经济关系与交往 

（一）民族间经济关系是民族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二）国内民族经济关系 

（三）国际民族经济关系 

（四）密切交往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五）民族经济国际交往的主权和利益冲突 

（六）民族经济在交往中的融合与发展 



十、民族经济发展 

（一）民族经济发展的内涵与根据 

（二）经济制度变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更新观念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必要内容 

（四）民族经济发展中的自主与开放 

（五）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特点的保持和传承 

十一、现代经济大趋势中民族经济发展的共性与特性 

（一）资本全球化主导的现代工业化 

（二）工业化是现代化民族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 

（三）现代工业化的实质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 

（四）不进行工业化的民族经济必然衰亡 

（五）在工业化中落后的民族经济只能居依附地位 

（六）工业化先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前途在于否定资本统治制度 

（七）工业化落后民族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加速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和素质技能 

（八）社会主义是现代各民族经济发展的共同趋势 

十二、中华民族经济的现代化 

（一）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统一体 

（二）中华民族经济中的支民族成分 

（三）中华民族经济历史上的先进与现代的落后 

（四）主权完整和自主发展是中华民族经济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五）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经济现代化的指导 

（六）工业化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根本任务 

（七）市化是中华民族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八）中华民族经济发展中各支民族的和谐互动 

十、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一）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规定与分布 

（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差异 

（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主体 

（四）社会主义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五）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主题 

（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体制改革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七）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少数民族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中的规范作用 

（八）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途径 

 

 

第二部分：区域经济学教程 

 

一、导论 

（一） 区域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二）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三） 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四） 现代区域经济学及其主要流派 

二、区域资源环境 

（一）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自然环境 



（二）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人力环境 

（三） 区域经济的制度环境 

（四） 案例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 

三、区域经济增长 

（一） 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 

（二） 区域经济开发模式 

（三） 案例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四、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 

（一） 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内涵 

（二） 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 

（三） 地区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发展 

（四）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 

五、区域产业布局 

（一） 产业布局的区位选择 

（二） 产业布局的指向 

（三） 产业布局的地域合理规模 

（四） 新产业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布局 

六、区域贸易 

（一） 古典区域贸易理论 

（二） 现代贸易理论 

（三） 中国的区域贸易 

七、区域经济合作 

（一） 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理论 

（二） 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 

八、区域城市化与城乡结构 

（一） 城市化的概念与实质 

（二） 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三） 城市化规律 

（四） 中国城乡结构转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九、区域城镇体系建设 

（一） 中心地理论与城市的形成 

（二） 区域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 

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 

（一） 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特征及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二）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轨迹及中外比较 

（三） 能源的建设与发展 

（四） 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十一、区域空间结构 

（一） 区域经济重心的判断 

（二） 区域经济核心与外围的关系 

（三） 经济区划 

十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区域规划 

（一）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概念 

（二）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 



（三） 区域经济规划 

十三、区域经济政策 

（一） 区域经济政策的概念和作用 

（二） 区域经济政策的类型 

（三） 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 

十四、区域投资环境和地区形象塑造 

（一） 区域投资环境 

（二） 地区形象塑造 

十五、区域经济学发展展望 

（一） 21 世纪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机会与挑战 

（二） 21 世纪区域经济学将进一步综合和分化 

（三） 区域经济学对区域经济运行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