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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门课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在揭示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一般原

理的基础上，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经济运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和经济运行，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以下作者从考查内容、

考查过的题型、命题方式、命题的指导思想等方面介绍一下本门课程的复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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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的性质、特点、主要内容及逻辑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门课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在揭示社会经济制度与

经济运行一般原理的基础上，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经济运行，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的实质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运行，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与中国经

济发展的基本问题。 

  学习本门课程的目的：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深刻认识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把握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的经济运行的一般

规律，全面认识资本运行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问题，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

以及认识在这一趋势下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从而科学认识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共分七章，这七章的内容结构是： 

  第一章、导论。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发展以及研究对象等内容。 

  第二章、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包括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社会经济的

两种基本形态以及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等内容。中心是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 

  第三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发展阶段。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垄断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征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等内容。重点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

生产、实现理论和垄断资本主义理论。 

  第四章、资本的运行。包括资本运行的一般原理，垄断阶段的资本运行和垄断资本主义

经济向国际范围扩展等内容。 

  第五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与经济制度。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等问题。 

  第六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运行基础，调控体系和保障体系等内容。 

  第七章、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关系。包括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

响，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等内容。 

本学科在考研中的地位、分值、题型 

  从 1991 年以来，本学科虽各个年份试卷分值略有差别，但基本都在 10 分以上，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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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大纲将本学科所占分值比例提高到约 20分。本学科在考研政治试卷中的地位十分重

要，考生要引起重视。 

  从考查题型来看，本学科多为选择题和辨析题。从 1991年以来，文科考过两道大题，

理科考过 5道大题。值得注意的是，本学科在 2001年和 2002年试卷中各考了一道材料题，

2003年考查的分析题第 36题关于“宏观调控”问题也涉及到本学科的原理。2004年考了一

道分析题。这是该学科命题的一个新动向，这要求在今后的复习中更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活学活用。由于本学科从 2004年起在结构体系上作了较大调整，加入了社会主义部分的相

关内容，命制分析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本学科命题特点及趋势 

  本学科命题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从考查内容来看，着重考查资本主义部分，关于社会主义部分放在《邓小平理论概

论》中考查。现在加进了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使得本学科考查内容会作相应调整。 

  (2)从考查过的题型来看，本学科每年必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辨析题，用以考

查考生对基本概念的认识和全面把握，以及对概念之间联系和区别的理解和掌握。从 2004

年开始，命制大题的可能性更大了。 

  (3)从命题方式来看，选择题出题的方式比较少，多数为直接的理论题，近几年增加了

以引语，尤其是以实际生活例子作为题干或备选项的试题。辨析题多为考查考生对概念与概

念之间的关系、对基本原理和观点的理解。已考过的大题一般是理论结合实际。值得注意的

是，近两年出题越来越灵活了。 

  (4)从命题的指导思想来看，本学科注重联系实际，它既要求联系资本主义尤其是当代

资本主义实际，也要求联系社会主义实际，尤其是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现实。 

  从对历年命题情况的分析和 2005年大纲修订情况来看，今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

理的命题趋势是： 

  (1)本学科试题所占的分值一般会稳定在 20分左右。 

  (2)本学科的命题方式，由于其内容比较稳定，且规范性的名词概念比较多，因此本学

科今后命题的题型及方式仍然是以围绕着基本概念的选择题和辨析题为主。但值得注意的

是，随着大纲的修订，本学科在试卷中的分值有所增加，今后出分析题的可能性也增大了，

如出现分析题，则多为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的题目。 

本学科考研大纲修订情况 

  2005 年《考试大纲》对本学科进行了微调，主要是增加了“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

这个知识点，其他只是删除了几个知识点和对部分知识点的文字表述进行了调整。 

  本学科复习方法与答题技巧 

  正确的复习方法主要体现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在普遍联系中把握本学科的内容结构体系，把教学辅导书作为学习的工具。“政经”

是一门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科学体系的经济学科，由于其自身理论性比较强，抽象性概念比

较多，一开始可能比较难以理解。因此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去理解本学科中

大量的概念和范畴。 

  更为重要的是，本学科中大量概念的出现有着先后及内在的逻辑联系，对其理解应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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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顺序，在普遍联系中把握本学科的内容结构体系。对一些跨学科跨章节比较重要的知识

点，要前后相互对照着复习。 

  例如，在复习第二章商品经济、价值规律时可以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内容

一起思考。在复习资本循环和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股份公司、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干预

和调节的内容和形式等一些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规律和经济运行方式、企业组

织形式的原理时，可结合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

等知识点来加以复习，这样可以提高理解深度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具体内容分析如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有关适合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要

特别引起重视，如价值规律的内容、表现形式和作用等。因为无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市场是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方式，而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都是价值

规律这个共同的东西。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不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金的循环和周转能否顺利进行，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方

面和微观方面的顺利进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类型、条件的原理对

社会主义社会的再生产有着理论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注意概念、观点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一大特点就是抽

象性的概念比较多，且许多概念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从近几年的试卷可以看出，一些重

要的概念和容易混淆的考点可以变化不同的角度反复考查。比如 1998年刚考过区分固定资

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依据，1999年考的则是产业资本的划分依据，2000年考了产业资本循

环的职能形式，2001 年又考了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及其与生产资本

之间的关系。 

  另外，本学科还有许多有着紧密联系的概念和观点。考生一定要根据教材仔细地理解，

对有这种关系的概念和观点，很容易出选择题和辨析题。如：商品的二因素与生产商品的劳

动二重性；劳动力、劳动和资本主义工资的关系等。在复习中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是第一

步，还应该掌握它们之间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关系，做到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学习好政治经济学课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参加辅导活动，如听辅导课或阅

读辅导材料。当然，参加辅导活动应以教材为基础，决不能以参加辅导活动代替个人自学和

阅读教材。 

  (2)要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弄懂重点问题。研读材料的方法是由“粗读”到“精读”，

在“粗读”的基础上“精读”。“粗读”就是浏览全书的框架体系和章节结构；“精读”则是

认真地学习每一章的具体内容，掌握每一个知识点。“粗读”和“精读”的结合，就是对全

书体系的把握，对章节结构的把握，以及对每一章具体内容的把握。 

  在由“粗读”到“精读”的过程中，考生会遇到如何正确处理好系统学习与重点掌握的

问题。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有其重点问题。所谓重点是指在政治经济学

整个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关键性原理，它们是理解其他问题的枢纽。复习必须有重点，即对

整个学科的重点理论，要重点学习和掌握。比如资本主义部分中，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是重点理论，学好这部分理论，对其他理论的学习和理解有直接的帮助。此外，对学习中的

难点和疑点，要尽量弄清楚，一方面可以在联系性思考中，对难点、疑点逐渐解难释疑；另

一方面可通过助学、辅导来解决自己搞不懂的问题。 

  但是，进行复习，决不能只是单纯地抓重点，而应首先抓好系统全面的学习。这是因为：

第一，政治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理论性和逻辑性很强的学科，具有严密的科学体系，有关政治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只有通过系统学习才能理解和掌握。第二，硕士生入

学考试题型多样，几乎覆盖教材的各个章节，并非只考重点问题，非重点问题也要考，所以

必须以全面系统学习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深入领会重点问题和重点章节。如果单纯孤立地

抓重点，或是在临考之前短时间内突击学习，做不到系统自学和全面理解，必然不能取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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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 

  (3)在对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中加强记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通过采用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运用具有内在联系的经济范畴建立起来的。学习这门课程，采取

死记硬背的办法是不可能奏效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既不可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基本原理，在入学考试中面对变化了的题目也不可能做到自如地运用理论原理。 

  要做到真正能够牢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必须以对原理的理解为基础，在理解

的基础上记忆。这种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由“思考”到“做题”，在“思考”的基础上“做

题”。“思考”就是对每个理论问题及其内在联系认真地想；“做题”则是建立在想清楚了的

基础上，通过做题来检验和考查自己理解和领会的程度。凡是理解了的原理，很快就能记住，

也不会轻易忘记，并且在考试解题中能运用自如；凡是不理解的原理，通过死记硬背，虽然

短期内能够记住，但时间长了也就忘记了，并且在考试解题中很容易出现丢三落四、张冠李

戴的现象。可见，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是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并取得理想考试

成绩的最好学习方法。 

  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重要文献有机结

合起来，尤其要认真学习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 

 

http://www.jyb.com.cn/gb/2004/10/20/zy/kssx/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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