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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考试大纲

947 经济学

一、考试性质

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各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考试的专业

基础课程。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系统理解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掌握经济学的分

析方法，能够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

三、考试形式

本试卷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试卷结构：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比例为 50%，分值为 75分；

宏观经济学部分的比例为 50%，分值为 75分。

四、考试内容

（一）微观经济学部分

1.需求、供给、市场均衡等概念，供求定理，均衡价格。

2.消费者行为理论，基数效应论与序数效应论，弹性，边际效用分析和无差

异曲线分析，消费者均衡条件。

3.生产者行为理论，成本理论。

4.市场结构理论，完全竞争市场分析，短期均衡，长期均衡。

5.不完全竞争市场分析，垄断市场的厂商均衡，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

场，博弈论和市场定价。

6.要素市场理论，生产要素的需求理论，生产要素供给原则，劳动市场及工

资的决定，土地市场和地租的决定，资本市场和利息率决定。

7.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社会福利函数，效率

与公平。

8.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外部性与公共物品，信息不对称。

（二）宏观经济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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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宏观经济学数据及衡量：宏观经济数据，国民收入核算指标，国民收入核

算方法，生活成本和失业的衡量。

2.简单国民收入决定论：凯恩斯消费理论，两部门收入决定，三部门收入决

定，四部门收入决定，乘数理论。

3.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IS 曲线，LM 曲线，IS-LM 模型分析，凯

恩斯理论的基本框架。

4.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总需求曲线，总供给模型和劳动市场均衡，不同假

定的总供给曲线，短期经济波动的原因，总需求和总供给均衡。

5.失业和通货膨胀：失业的不同类型，失业存在的原因，通胀理论，货币制

度、银行和货币供给、货币供给与通胀，通货膨胀的成本、菲利普斯曲线。

6.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货币乘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

配合，货币政策工具，政策的单一规则和斟酌使用，政府债务，总需求管理政策

和供给管理的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

7.开放经济条件下短期经济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浮动（固定）汇率制

度下的小型开放经济，物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购买力平价假说。

8.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资本积累，人口增长，索洛模型，技术进步与经济

增长，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经济周期理论。

9.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消费，投资，货币需求。

10.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

斯主义经济学，目前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共识。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431 金融学综合

初试考试大纲由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教指委编制。见文末附 1。初试允许携带

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初试考试大纲由全国国际商务专业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编制，见文末附 2。

初试不允许携带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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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保险专业基础

初试考试大纲由保险硕士专业学位教指委编制，见文末附 3。初试允许携带

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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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考试大纲

F1301 国民经济学

一、考试性质

国民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专业硕士入学复试考试的专业基础课程。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国民经济学专业的特点，科学、准确、规范地测

评报考国民经济学专业同学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具体考察国民经济系统、国

民经济运行以及国民经济管理的应用，为国家培养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学

思维能力、具有较强的应用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高层次、宽口径、复合型

的国民经济学专业人才。

本考试旨在三个层次上测试考生对国民经济学的知识掌握的程度和运用能

力。三个层次的基本要求分别为：

1、熟悉记忆： 对国民经济学理论记忆方面的考核。

2、分析判断： 用国民经济学理论分析判断某一具体观点和问题。

3、综合运用： 运用所学的国民经济学理论综合分析具体实践问题。

三、考试形式

本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名词解释 20%；简答 50%；论述 30%。

四、考试内容

1.绪论

国民经济的研究对象；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2.国民经济系统概论

国民经济的概念；国民经济系统的构成；国民经济系统的性质；国民经济系

统的功能

3.国民经济系统结构

产业结构的划分方法；产业关联的含义；直接消耗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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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的波及效应；产业结构演进及其制约因素；区域经济结构的主要理论；城

乡结构的主要理论

4.国民经济系统环境

国民经济发展观念的演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经济系统与人口系统

的协调发展；经济系统与人口系统和资源系统的协调发展；经济系统与社会、人

口、资源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系统的开放；经济全球化

5.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分析

社会总产出与经济总量；社会总供给及其形成；社会总需求及其形成；社会

总需求对社会总产出的长期分析；社会总供求的平衡；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社

会总供求失衡及原因

6.国民经济运行的需求动力

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消费需求与决定；消费结构；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因

素；净出口需求与国际贸易；外贸乘数理论；进出口结构优化；国际收支；纠正

贸易逆差；我国汇率制度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7.国民经济运行的供给推力

索罗——斯旺模型；自然资源；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技术进

步、产业机构、地区结构合理化、城乡一体化、制度创新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关系

8.国民经济运行的周期波动

经济周期的含义及类型；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及传导机制；通货膨胀类型及

成因；通胀的度量；通货紧缩及成因；我国的通货特征

9.国民经济管理目标

国民经济长期稳定运行的目标；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国民经济管

理的终极目标；构建和谐社会；如何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跨越

10.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

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内涵与类型；国民经济规划

11.国民经济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价

国民经济监测预警系统的作用、目标、内容、类型；扩散指数；合成指数；

国民经济效益

12.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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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的涵义及必要性；政府职能；宏观调控原理与手段；价格杠杆、税

收杠杆、信贷杠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宏观经济

政策效应评价

13.国民经济微观规制

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经济性规划；投资回报率规制；价格上限规制；激励

性规制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F1302 区域经济学（含专业英语）

一、考试性质

《区域经济学》是中国海洋大学区域经济学硕士复试笔试的专业基础课程。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区域经济学硕士学位培养要求的特点，以科学、

系统、全面地测评考生对区域经济学原理的基本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具体涉及区

域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主要原理及其相关政策研究等内容，重点考核学生对基本

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灵活运用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区域发展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

试卷结构：名词解释 20 分，简答 30 分，论述 35 分，英译汉 15 分。

四、考试内容

1.基本概念

2.要素禀赋与经济空间

3.区位

4.区位选择与聚集经济

5.聚集经济、经济功能区域经济区域形成

6.区域经济发展

7.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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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厂商与居民

9.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地方政府

10.区域协调组织与区域治理

11.区域经济学知识英译汉（15 分）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F1303 货币银行学与国际金融

一、考试性质

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是中国海洋大学金融学专业硕士入学复试考试的专业

基础课程。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金融学专业硕士学位的特点，科学、准确、规范

地测评考生对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在理解基本

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考察学生灵活运用金融学专业知识与理论，并且结合

现实分析热点金融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货币银行学部分 50 分，国际金融部分 50 分。

四、考试内容

复试笔试内容包含货币银行学与国际金融两部分。

《货币银行学部分》

一、货币与货币制度

1.货币的本质与职能

2.货币制度

3.货币层次和衡量

二、信用

1.信用形式



9

2.信用工具

三、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

1.金融市场（构成、特征）

2.金融机构（种类、功能）

四、利息与利率

1.利息的本质与职能

2.利率决定理论

3.利率期限结构

五、商业银行

1.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

2.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与管理理论

3.商业银行的职能

4.商业银行的业务

六、中央银行

1.中央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2.中央银行的性质与职能

3.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

4.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

七、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及其目标

2.货币政策工具

3.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4.货币政策效应

八、货币供求与均衡

1.货币供求理论

2.货币均衡与社会总供求

九、通货膨胀

1.通货膨胀的成因机理

2.通货膨胀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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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货膨胀的治理

《国际金融学部分》

一、国际收支

1.国际收支平衡表

2.国际收支失衡及其调节

3.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4.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部均衡

二、外汇与汇率

1.外汇

2.汇率制度

3.汇率变动及其影响

4.汇率决定理论

三、外汇管制

1.外汇管制的类型

2.人民币自由兑换

四、外汇业务与外汇风险

1.外汇业务的基本形式

2.汇率折算与延期支付条件下的进出口报价

3.外汇风险及其防范

五、国际储备

1.国际储备的构成及其变化

2.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

六、国际货币体系

1.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2.欧洲货币体系

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七、国际金融市场

1.国际金融市场的构成及其价格变动

2.国际金融市场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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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欧洲货币市场

八、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金融危机

1.国际资本流动的类型及动因

2.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

3.投机性冲击与货币危机

九、国际融资

1.贸易融资

2.项目融资

3.国际租赁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F1304 产业经济学

一、考试性质

产业经济学是产业经济学专业硕士入学复试考试的专业基础课程。

二、考查目标

熟练掌握产业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论知识及分析方法，深入理解产业经济

学的框架体系和理论渊源，对产业经济学及其相关领域新的研究成果有所认识，

能够运用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及工具等对现实的产业经济问题进行分析。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名词解释 20%，简答题 30%，论述题 50%。

四、考试内容

（一）产业组织

产业组织理论的形成和发展，SCP 分析范式，不同产业组织理论流派的主要

观点，影响市场结构的因素，衡量市场集中度的指标，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进

入退出壁垒，产品差异，企业的定价行为与非价格行为，市场绩效的度量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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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垄断模型

（二）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与产业布局

产业分类，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产业结构优化，主

导产业，产业关联的内涵及分析方法，产业布局的理论基础，产业布局的影响因

素

（三）产业政策与产业规制

产业政策的基本概念，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产业政策的评价，产业政策在

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等方面的作用，产业规制的内涵，产业规制的理

论基础，自然垄断产业及其规制。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F1305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含专业英语）

国际贸易理论部分

一、考试性质

国际贸易理论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硕士入学复试笔试的专业基础

课程。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国际贸易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准确、规范地

测评考生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知识和应用的掌握，具体考察国际贸易理论、国际

贸易政策以及国际贸易现象等内容，为国家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具有较强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硕士专业人才。

三、考试形式

本试卷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45 分，考试时间为 50 分钟。

试卷结构：基本概念 20 分，分析简述 25 分。

四、考试内容

1.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比较优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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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贸易理论:概念以及理论内容

（2）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概念以及理论内容

（3）多个国家和多种产品贸易模型：结论

2.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1）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贸易模型：假设条件、基本概念、结论

（2）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贸易理论的扩展：要素价格均等化

（3）古典贸易理论的机会成本分析：假设条件、基本概念、分析内容、结

论

3.国际均衡价格的形成

（1）基于局部均衡分析的国际均衡价格形成：基本概念及结论

（2）基于一般均衡分析的国际均衡价格：提供曲线的基本概念、分析推导、

结论

4.当代国际贸易理论

（1）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概念与现象

（2）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国际贸易理论：相互倾销模型、坎姆模型、

内部规模经济与贸易

（3）产品生命周期与贸易模式的变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4）需求决定的贸易模式：需求偏好相似理论

5.贸易保护政策

（1）关税的基本概念以及经济效应分析（基于局部均衡分析法）

（2）关税的有效保护率

（3）非关税壁垒的特点及几种典型非关税壁垒的经济效应（进口配额、进

口竞争产业补贴）

（4）出口鼓励的种类

6.贸易保护理论

（1）贸易保护的传统依据：保护幼稚产业理论、新重商主义

（2）贸易保护的新理论：战略贸易政策

7.世界贸易组织与区域经济合作

（1）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原则、职能等。

（2）区域经济合作的类型与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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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国际贸易实务部分

一、考试性质

国际贸易实务是国际贸易学硕士入学复试考试的专业基础课程。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系统掌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科学规范地订立国际货物

买卖合同的技能与方法，能够运用相关概念、理论分析进出口业务中实际问题。

三、考试形式

本试卷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45 分，考试时间为 50 分钟。

试卷结构：概念解释 10 分，选择题 15 分，计算题 10 分，案例分析 10 分。

四、考试内容

1、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研究对象、国际贸易的特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

主要内容及进出口业务的一般业务程序及本课程研究的主要内容。

2、品名、品质、数量与包装条款的主要内容及其规定方法，以及在规定上

述条款时应注意的问题。

3、国际贸易术语的含义及其作用、国际贸易惯例的含义、性质及其作用，

有关贸易术语国际贸易惯例、《2010 通则》中解释的 11 种贸易术语的含义、买

卖双方的主要义务以及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象征性交货与实际交货的含义及区

别等。

4、国际货物运输方式、装运条款、运输单据；海洋运输、班轮运输、租船

运输的特点，班轮运费的计算，定程租船装卸费的规定方法；集装箱运输、国际

货物多式联运、大陆桥运输的概念以及集装箱运输、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特点；

装运时间和交货时间的区别；装运时间的规定方法及注意的问题；装运港（地）

和目的港（地）的规定方法及注意事项；分批装运和转运、滞期、速遣、OCP 的

概念及应用；海运提单的概念、性质与作用、种类；各种运输单据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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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承保的风险与损失的种类、我国海洋货物运输保

险主要险别的承保范围及其保险期限、了解保险协会海运货物保险条款的主要内

容；其他运输方式货运保险的主要险别及其保险期限；保险条款的规定及其注意

事项。

6、国际货物买卖中价格的掌握、作价方法、计价货币的选择、佣金与折扣

的运用以及合同中的价格条款等。进出口业务中的作价原则、作价方法、价格的

构成以及主要贸易术语的换算，掌握出口成本核算的三个公式、计价货币与支付

货币的选择，合理运用佣金与折扣，充分考虑影响价格的各种因素，科学规定合

同中的价格条款。

7、国际货款的收付。汇票的使用，各种支付方式的特点、支付的一般程序、

主要种类及其国际惯例，在实际业务中根据具体情况，能够灵活运用各种支付方

式，防范收汇风险，安全、及时、十足地收回货款。

8、商检条款、索赔条款、仲裁条款和不可抗力条款的基本内容、规定方法

及注意事项。

9、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步骤，及其相关规定，合同生效的要件，合同

的形式及其主要内容，进出口合同履行的主要步骤、主要内容及注意事项，主要

进出口单据的内容及缮制时的注意事项。

10、国际贸易中常用的贸易方式的概念、特点等。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专业英语部分

专业英语英译汉（10 分） 考试时间 20 分钟。

F1306 计量经济学

一、考试性质

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课程之一，其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经济分析能

力，考核学生所掌握的数量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以及运用

其分析现实经济现象与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以达到选拔优秀考生进一步进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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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经济学领域的深入学习和研究的目的。

二、考查目标

计量经济学考试在考查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考生运用计

量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考生：

1、准确地理解和掌握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

2、正确理解和掌握有关概念、原理和方法，准确、恰当地使用学科专业术

语。

3、正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定量分析和评价有关经济社会现象或实际问

题。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概念解释 15 分，简答题 35 分，证明题 20 分，分析题 30 分。

四、考试内容

1、计量经济学的内涵、外延，计量经济学模型构建、应用；

2、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因果分析；

3、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基本假设、参数估计、模型检验、受约束回归；

4、放宽基本假定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5、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虚拟变量模型、滞后变量模型、模型设定

偏误问题；

6、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识别、估计、讨论；

7、选择性样本计量经济学模型、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平行数据计量经济学

模型；

8、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模型、平稳性及其检验、随机时间序列分析模型、

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

9、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类型设定、总体回归模型设定、模型函数关系设定、

模型变量性质设定。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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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307 货币银行学与国际金融

一、考试性质

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是中国海洋大学金融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考试的专业

基础课程。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金融硕士学位的特点，科学、准确、规范地测评

考生对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在理解金融学基本知

识与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考察考生运用金融学专业知识，结合现实分析热点金融

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货币银行学部分为 50 分，国际金融部分为 50 分。

四、考试内容

货币银行学部分

一、货币与货币制度

● 货币的职能

● 货币制度

二、利息和利率

● 利息

● 利率决定理论

● 利率的期限结构

三、金融市场与机构

● 金融市场及其要素

● 货币市场

● 资本市场

● 衍生工具市场

● 金融机构（种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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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业银行

● 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

● 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

● 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

● 商业银行的风险特征

五、现代货币创造机制

● 存款货币的创造机制

● 中央银行职能

● 中央银行体制下的货币创造过程

六、货币供求与均衡

● 货币需求理论

● 货币供给

● 货币均衡

●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七、货币政策

● 货币政策及其目标

● 货币政策工具

●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中介指标

八、金融监管

● 金融监管理论

● 巴塞尔协议

● 金融机构监管

● 金融市场监管

国际金融部分

一、国际收支

 国际收支平衡表

 国际收支失衡及其调节

二、外汇与汇率

 外汇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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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率制度

 汇率变动及其影响

 汇率决定理论

三、外汇管制

 外汇管制的类型

 人民币自由兑换

四、外汇业务与外汇风险

 外汇业务的基本形式

 外汇风险及其防范

五、国际储备

 国际储备的构成及其变化

 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

六、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欧洲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七、国际金融市场

 国际金融市场的构成及其价格变动

 国际金融市场的类型

 欧洲货币市场

八、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金融危机

 国际资本流动的类型及动因

 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

 投机性冲击与货币危机

九、国际融资

 贸易融资

 项目融资

 国际租赁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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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F1308 国际商务理论基础

一、考试性质

国际商务理论基础是中国海洋大学 MIB 专业硕士复试笔试的专业基础课程。

包括西方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实务两部分。

二、考查目标

西方经济学部分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 MIB 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

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对西方经济学相关知识和理论的掌握，具体考察消费者选

择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博弈论、一般均衡理论、经济增长理论、

失业、货币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波动理论等内容，为国家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

德和职业素养、具有较强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

硕士专业人才。

国际贸易实务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国际贸易学硕士学位的特点，科学、

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对国际贸易实务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具体考察国

际贸易术语、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条款、交易磋商与进出口合同的履行以及国际贸

易方式等内容，重点考核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灵活运用基本知识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

本试卷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西方经济学部分 50 分，包括概念解释 12 分,选择题 15 分，计算

8分，案例分析 15 分。

国际贸易实务部分 50 分，包括概念解释 10 分,简答题 15 分，计算 15 分，

论述题 10 分。

四、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西方经济学

第一章 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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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微观经济学的含

义、机会成本的含义及理解、社会生产可能性曲线、实证与规范经济学的含义及

相互关系。

第一节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和发展

第二章 均衡价格理论

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需求与供给的概念、影响

需求与供给的因素、均衡价格的含义及形成、支持价格和限制价格。

第一节 需求

第二节 供给

第三节 均衡价格与产量的决定

第三章 弹性理论

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掌握弹性的含义、弹性的计算、弹性理论的应用，

了解收入弹性、交叉弹性及影响弹性的因素。

第一节 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

第二节 交叉弹性

第三节 弹性的应用

第四章 消费者行为理论

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掌握商品的效用、边际效用、消费者剩余、消费者

均衡、无差异曲线、消费可能性线、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概念，理解分析消费者

均衡所运用的两种方法：基数效用论的消费者均衡和序数效用论的消费者均衡，

收入效应、替代效应与需求曲线的形状。

第一节 基数效用论与消费者均衡

第二节 序数效用论与消费者均衡

第三节 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第五章 生产理论

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掌握生产函数、生产等量线、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等成本曲线、规模报酬等概念。理解生产要素合理投入区域的形成、要素最适组

合、规模报酬变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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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产函数

第二节 短期生产函数

第三节 规模报酬

第六章 成本理论

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掌握外显成本与隐含成本的含义、三条短期总量成

本的含义及相互关系、四条短期单位成本的含义及相互关系、厂商的利润最大化

原则。

第一节 成本的概念和种类

第二节 短期成本理论

第三节 长期成本理论

第七章 市场理论（一）：完全竞争市场

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完全竞争的含义及条件、完全竞争厂商的需求与收

益线、完全竞争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完全竞争短期的厂商供给曲线、完全竞

争市场的效率评价。

第一节 利润最大化原则

第二节 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厂商的短期均衡

第三节 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厂商的长期均衡

第八章 市场理论（二）：不完全竞争市场

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完全垄断的含义、条件及形成，完全垄断厂商的需

求与收益线，完全垄断、垄断竞争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完全垄断、垄断竞争

市场的效率评价。

第一节 完全垄断市场

第二节 垄断竞争市场

第三节 寡头垄断市场

第九章 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和收入分配理论

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掌握边际生产率、边际收益产品等概念，理解以边

际生产率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和以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工资

的决定，掌握完全竞争厂商使用要素的原则和要素供给原则。

第一节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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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要素需求

第三节 要素供给

第四节 工资理论

第十章 一般均衡与福利经济学

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掌握一般均衡的含义和条件，两个部门的一般均衡，

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及实现条件。了解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

第一节 一般均衡理论

第二节 福利经济学

第十一章 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

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掌握垄断与市场失灵，外部性与市场失灵、公共物

品与市场失灵，了解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失灵。

第一节 垄断与市场失灵

第二节 外部性与市场失灵

第三节 公共物品与市场失灵

第四节 信息经济学

第十二章 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与方法

考核知识点与要求：本章主要介绍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的原理和方法，要求掌

握：国民收入的概念、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方法、五个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及国

民收入循环流量模型。

第一节 宏观经济学概述

第二节 国民生产总值及其核算

第三节 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其他总量

第四节 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缺陷及弥补

第十三章 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简单的凯恩斯模型

考核知识点与要求：本章主要分析决定国民收入的主要变量以及这些变量之

间的相互关系，要求掌握：国民收入流量的三种动态形式；二部门、三部门及四

部门经济中决定国民收入的主要因素；乘数对一国经济的影响。

第一节 现代宏观经济模型与古典宏观经济模型的区别

第二节 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与消费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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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

第四节 三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

第五节 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

第六节 乘数理论

第十四章 货币均衡理论

考核知识点与要求：本章主要介绍货币市场的基本理论。要求掌握货币供给

理论、货币需求理论及货币市场均衡利率的决定及变动。

第一节 货币的基础知识与货币供给

第二节 货币需求理论

第三节 均衡利率的决定与变动

第十五章 国民收入的决定：IS—LM 模型

考核知识点与要求：本章着重分析引进利率决定后的国民收入模型。要求掌

握 IS 曲线的含义及形成，LM 曲线的含义及形成。IS—LM 模型的形成及其政策含

义。

第一节 利率、资本的边际效率与投资

第二节 产品市场的均衡：IS 曲线

第三节 货币市场的均衡：LM 曲线

第四节 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同时均衡：IS—LM 模型

第五节 IS—LM 模型与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第十六章 宏观经济政策

考核知识点与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西方国家宏观调节的两大政策

体系：宏观财政政策、宏观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效果。

第一节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与工具

第二节 财政政策

第三节 货币政策

第十七章 国民收入决定：AD—AS 模型

考核知识点与要求：本章从长期分析一般价格水平和总供给变动对国民收入

决定所产生的影响。要求掌握 AD—AS 模型的含义及推导。长、短期总供给曲线

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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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总需求曲线

第二节 总供给曲线

第十八章 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

考核知识点与要求：失业与通货膨胀是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共同面对的问

题，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失业的类型、传统经济学的失业理论与现代经济

学的失业理论的异同，通货膨胀的定义、种类、形成原因及效应，菲利普斯曲线

的含义及作用。

第一节 失业理论

第二节 通货膨胀理论

第三节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菲利普斯曲线

第二部分 国际贸易实务

1.国际贸易术语

国际贸易惯例；每一种国际贸易术语的含义、买卖双方的主要义务以及在实

际业务中应注意的问题。

2.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条款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条款的主要内容以及订立该条款应注意的问题。

3.交易磋商与进出口合同的履行

交易磋商各程序的含义；发盘与接受的构成条件；发盘的撤回与撤销；有条

件接受和逾期接受；接受的撤回；进出口合同履行的程序；各种主要单据的含义、

作用以及在缮制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4.国际贸易方式

主要贸易方式的含义、特点。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F1309 货币银行学与保险学

一、考试性质

货币银行学、保险学是中国海洋大学保险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考试的专业基

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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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保险硕士学位的特点，科学、准确、规范地测评

考生对货币银行学和保险学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重点考察考生灵活运用

金融学与保险学基本知识及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复试考试内容由金融学基础和保险学原理构成。其

中金融学基础占 50%、保险学原理占 50%。

四、考试内容

一、金融学基础考试范围（占总分 50%）

（一）货币与货币制度

1、货币的起源与货币形态变迁；

2、货币的本质及形式；

3、货币的职能；

4、货币制度构成要素；

5、货币制度类型。

（二）信用

1、信用的主要形式及其含义、特点和作用；

2、信用工具的种类及特点；

3、信用对经济的影响；

4、利息率的定义及种类；

5、决定和影响利息率变化的因素；

6、利率的作用。

（三）金融市场

1、金融市场的概念、基本要素及分类；

2、金融市场的功能；

3、各类货币市场上的交易活动；

4、金融工具的种类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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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本市场上各类证券的发行与交易。

（四）金融机构

1、 金融机构的概念、种类；

2、 我国现行金融机构体系的构成；

3、 各类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和功能。

（五）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的含义；

2、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3、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4、货币政策工具；

5、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二、保险学原理考试范围（占总分 50%）

（一）风险与保险

1、风险及其特征与类型；

2、风险管理与风险管理的基本方法，风险处理的方法和可保风险的构成；

3、保险的基本概念及其主要分类，商业保险与类似行为的联系和区别；

4、保险基金；

5、保险的职能与作用；

6、保险的形成与发展。

（二）保险的基本原则

1、最大诚信原则；

2、可保利益原则，各类保险的可保利益；

3、损失赔偿原则，被保险人请求损失赔偿的条件，保险人履行损失赔偿的

限度，代位追偿权的产生和行使的条件，委付的成立条件；

4、近因原则；

5、运用保险的基本原则解决实务问题。

（三）保险合同

1、保险合同的概念与特点；

2、保险合同的主体与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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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险合同的形式与内容；

4、保险合同的订立与有效性；

5、保险合同的履行；

6、保险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与争议处理；

7、保险合同涉及的法律关系。

（四）保险经营

1、保险经营的特点与原则；

2、保险费率的构成与厘定、保险费的计算与保险金额的确定；

3、保险展业与承保；

4、保险赔偿与给付；

5、保险准备金与偿付能力；

6、保险经营涉及的财务指标及其测算。

（五）保险市场

1、保险市场的构成，原保险市场与再保险市场；

2、保险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3、保险市场的组织形式；

4、保险市场的管理，政府监管与行业管理的内容；

5、我国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F1310 企业物流管理与供应链管理

一、考试性质

复试阶段主要以企业物流管理与供应链管理内容为主的综合性能力测试。

二、考查目标

复试的目的是发现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具有较强分析问题与解决

问题能力的物流人才，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物流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考察应

用知识去分析现实社会中的物流问题以及物流与经济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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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五个大题，每题 20 分。

四、考试内容

1.本科期间所学的物流知识

2.物流案例分析及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流问题等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F1311 思想政治理论

一、考试性质

思想政治理论考试是为招收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入学考试

科目。

二、考察目标

要求考生能系统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具备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着重掌握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把握时代脉搏，坚定“四个自信”。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单项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

四、考试内容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重要意义和历史进程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社会

历史条件、科学体系、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有一个基本的把握；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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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必须实现其中国化。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与党的思想路线之间的关系。系统把

握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重新确立以及丰富发展的过程。认识到党的思

想路线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

（3）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了解和把握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和历史

经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及其重大意义。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

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4）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理解邓小平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认识到发展问题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把握科学技术在发展

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认识到过去我们遇到的一些挫折和产生的困惑都是源于

没有认识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的实际。认识这一阶

段国内的主要矛盾以及进入新时代以后主要矛盾的变化，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发展战略。从而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6）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

认识和理解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推行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主要内容，

正确认识改革的性质以及改革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认识和理解实

行开放基本国策的客观必然性，了解和认识我们开放的历程及其进一步扩大开放

的举措。从而加深对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一基本点的认识。

（7）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分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经济制度和体制，经济发展的

重大战略方针。认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选择的

历史过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和内容。了解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新概括，强调应当全面理解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含

义及其主体地位，坚持主体地位的重要意义。搞清楚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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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非公经济。

（8）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认识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把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是要把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分析如何深化社会主义政治体

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分清社会主

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不同本质。正确认识依法

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性。

（9）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阐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地

位、根本任务和指导方针,阐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的主要内

容和方针政策,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思

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主要内容和基本方针政策。

（10）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分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

目标任务，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涵义和重要意义，了解关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以及推进以改善民主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理论

认识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坚持的领导

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文化水平，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设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加强组织、纪律和作

风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1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背景、形成过程、主要内容、

重要意义。了解并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生态、

教育、科技等一系列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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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形势与政策

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现阶段的重大方针政策。了解两年内（截止到

考试日期）国际、国内的重大时事。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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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431《金融学综合》考试科目命题指导意见

一、考试性质

《金融学综合》是 2011 年金融硕士（MF）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

科目之一。《金融学综合》考试要力求反映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公

平、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选拔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

才入学，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具有较强分析与解决实际问

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金融专业人才。

二、考试要求

测试考生对于与金融学和公司财务相关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掌握和运用

能力。

三、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金融学

1、货币与货币制度

● 货币的职能与货币制度

● 国际货币体系

2、利息和利率

● 利息

● 利率决定理论

● 利率的期限结构

3、外汇与汇率

● 外汇

● 汇率与汇率制度

● 币值、利率与汇率

● 汇率决定理论

4、金融市场与机构

● 金融市场及其要素

● 货币市场

● 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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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工具市场

● 金融机构（种类、功能）

5、商业银行

● 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

● 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

● 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

● 商业银行的风险特征

6、现代货币创造机制

● 存款货币的创造机制

● 中央银行职能

● 中央银行体制下的货币创造过程

7、货币供求与均衡

● 货币需求理论

● 货币供给

● 货币均衡

●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8、货币政策

● 货币政策及其目标

● 货币政策工具

●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中介指标

9、国际收支与国际资本流动

● 国际收支

● 国际储备

● 国际资本流动

10、金融监管

● 金融监管理论

● 巴塞尔协议

● 金融机构监管

● 金融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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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公司财务

1、公司财务概述

● 什么是公司财务

● 财务管理目标

2、财务报表分析

● 会计报表

● 财务报表比率分析

3、长期财务规划

● 销售百分比法

● 外部融资与增长

4、折现与价值

● 现金流与折现

● 债券的估值

● 股票的估值

5、资本预算

● 投资决策方法

● 增量现金流

● 净现值运用

● 资本预算中的风险分析

6、风险与收益

● 风险与收益的度量

● 均值方差模型

●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 无套利定价模型

7、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 贝塔（β）的估计

●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8、有效市场假说

● 有效资本市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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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资本市场的形式

● 有效市场与公司财务

9、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

● 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

● 资本结构

● MM定理

10、公司价值评估

● 公司价值评估的主要方法

● 三种方法的应用与比较

四、考试方式与分值

本科目满分 150分，其中，金融学部分为 90 分，公司财务部分为 60 分，由各培

养单位自行命题，全国统一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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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初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是 2011 年国际商务硕士(MIB)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统

一考试的科目之一。《国际商务专业基础》考试要力求反映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

位的特点，科学、公平、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专业基础素质和综合能力，以

利于选拔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入学，为国家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培养具有良

好职业操守和国际视野、具有较强跨文化沟通以及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

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商务专业人才。

二、考试要求

测试考生对于国际商务相关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以

及综合运用分析和解决国际商务现实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方式与分值

本科目满分 150 分，由各培养单位自行命题，全国统一考试。答题方式为闭

卷、笔试。考试时间 180 分钟。

四、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第一章 国际贸易理论

第一节 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论

第二节 要素禀赋论

第三节 贸易保护理论

第四节 国际贸易新理论

第二章 国际贸易政策与壁垒

第一节 关税措施

第二节 非关税措施

第三节 国际贸易摩擦

第四节 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环境保护政策

第三章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

第一节 货物贸易及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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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服务贸易与服务外包

第三节 技术贸易与国际劳务合作

第四节 国际贸易的创新方式

第四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贸易组织

第二节 欧洲一体化实践

第三节 其他区域自由贸易安排

第四节 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实践

第二部分 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第一章 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理论

第二节 水平与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

第三节 跨国公司发展及其主要类型

第四节 中国式跨国公司的理论与实践

第二章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决策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选址决策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机决策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决策

第三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与东道国效应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利益和代价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效应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府行为

第四节 国际企业与政府的议价能力

第三部分 国际金融

第一章 国际货币体系与汇率制度

第一节 金本位制度

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三节 浮动汇率制度

第四节 国际货币体系及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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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人民币汇率改革

第二章 外汇市场、外汇业务与风险

第一节 外汇市场与外汇业务

第二节 汇率决定

第三节 外汇风险

第三章 国际金融市场

第一节 国际金融市场概述

第二节 货币市场

第三节 债券市场

第四节 股权市场

第四章 国际金融危机

第一节 90 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

第二节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商务环境

第三节 国际金融创新

第四节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第四部分 国际商务环境与运营(只作复试考试参考，不作初试考试要求)

第一章 国际商务环境

第一节 国际商务文化环境

第二节 政治、法律和商业伦理

第二章 国际营销

第一节 目标市场选择

第二节 营销管理

第三章 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第一节 国际物流定义与问题

第二节 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第四章 国际会计与税收

第一节 跨国间主要会计差异

第二节 国际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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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保险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基础课》考试大纲

《专业基础课》是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入学考试科目，《专业基础课》

考试大纲根据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了解考生对于经济学、金融

学和保险学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而制定。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基础课》

考试科目由经济学、金融学基础和保险学原理。其中经济学占 40%、金融学基础

占 20%、保险学原理占 40%。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基础课》由各招生

院校按照本大纲列明的考试范围自行命题，考试满分为 150 分。

一、经济学的考试范围（占总分 40%）

（一）需求、供给与市场均衡

1、需求与需求函数，需求定律，需求量的变化与需求的变化；

2、供给与供给函数，供给量的变化与供给的变化；

3、弹性的定义，点弹性，弧弹性，弹性的几何表示；

4、需求价格弹性、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交叉弹性；

5、市场均衡的形成与调整，市场机制的作用；

6、需求价格弹性与收益。

（二）消费者行为理论

1、效用的含义，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效用的基本假定；

2、总效用与边际效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3、无差异曲线、预算线与消费者均衡；

4、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三）生产理论

1、生产函数，短期与长期，边际报酬递减法则；

2、总产品、平均产品与边际产品，生产的三阶段论；

3、等产量线、等成本线与生产者均衡，生产的经济区；

4、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ES 生产函数。

（四）成本理论

1、会计成本与经济成本，会计利润与经济利润；

2、短期成本函数与短期成本曲线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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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期成本函数与长期成本曲线，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规模报酬的测度与

变化规律；

4、长期成本曲线与短期成本曲线的关系，成本曲线与生产函数的关系。

（五）宏观经济学基础

1、国民收入核算；

2、GDP 的概念与核算范围；

3、GDP 的三种计算方法；

4、GDP 与 GNP 的关系。

二、金融学基础考试范围（占总分 20%）

（一）货币与货币制度

1、货币的起源与货币形态变迁；

2、货币的本质及形式；

3、货币的职能；

4、货币制度构成要素；

5、货币制度类型。

（二）信用

1、信用的主要形式及其含义、特点和作用；

2、信用工具的种类及特点；

3、信用对经济的影响；

4、利息率的定义及种类；

5、决定和影响利息率变化的因素；

6、利率的作用。

（三）金融市场

1、金融市场的概念、基本要素及分类；

2、金融市场的功能；

3、各类货币市场上的交易活动；

4、金融工具的种类及作用；

5、资本市场上各类证券的发行与交易。

（四）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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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机构的概念、种类；

2、 我国现行金融机构体系的构成；

3、 各类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和功能。

（五）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的含义；

2、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3、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4、货币政策工具；

5、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三、保险学原理考试范围（占总分 40%）

（一）风险与保险

1、风险及其特征与类型；

2、风险管理与风险管理的基本方法，风险处理的方法和可保风险的构成；

3、保险的基本概念及其主要分类，商业保险与类似行为的联系和区别；

4、保险基金；

5、保险的职能与作用；

6、保险的形成与发展。

（二）保险的基本原则

1、最大诚信原则；

2、可保利益原则，各类保险的可保利益；

3、损失赔偿原则，被保险人请求损失赔偿的条件，保险人履行损失赔偿的限度，

代位追偿权的产生和行使的条件，委付的成立条件；

4、近因原则；

5、运用保险的基本原则解决实务问题。

（三）保险合同

1、保险合同的概念与特点；

2、保险合同的主体与客体；

3、保险合同的形式与内容；

4、保险合同的订立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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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险合同的履行；

6、保险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与争议处理；

7、保险合同涉及的法律关系。

（四）保险经营

1、保险经营的特点与原则；

2、保险费率的构成与厘定、保险费的计算与保险金额的确定；

3、保险展业与承保；

4、保险赔偿与给付；

5、保险准备金与偿付能力；

6、保险经营涉及的财务指标及其测算。

（五）保险市场

1、保险市场的构成，原保险市场与再保险市场；

2、保险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3、保险市场的组织形式；

4、保险市场的管理，政府监管与行业管理的内容；

5、我国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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