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经济学院 2023 年金融学专业专升本招生专业课考试大纲 

课程名称：____经济学原理___ 

一、总纲 

本纲规定《经济学原理》课程的考核目标、考试范围与要求、考

试形式、分值、考试时长、考试题型以及参考书目等内容。本纲编写

以普通高等学校的教学要求为参照标准，并结合我校金融学专业学生

的实际情况进行制订，对有意深入学习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有较好地指

导作用。 

本纲涵盖本课程考试的具体知识点的内容。本课程考试主要测试

考生在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上是否具有本科学

习的能力，从而挑选具备一定金融学专业素质的考生，进一步接受相

关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 

本大纲由合肥经济学院负责解释。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一）考核目标 

按照教学大纲对授课内容、授课进度、重点与难点、考核知识点

及考核要求方面的规范，制定《经济学原理》课程考试大纲。本课程

是以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为基础，考核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理

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以及市场失灵、宏观经济

的基本指标和衡量、国民收入的决定、失业和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政

策等方面。本课程要求考生全面、系统、准确掌握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并能初步应用这些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

方法分析、解决经济开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 

（二）考试范围与要求 

第一章 引论 



西方经济学的由来和演变；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第二章  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 

需求和供给定性分析；市场均衡及其比较静态分析；需求弹性和

供给弹性分析；价格管制。 

第三章 消费者选择 

基数效用理论对消费者均衡的分析；序数效用理论对消费者均衡的

分析；消费者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第四章 生产技术 

厂商和生产的基本概念；短期生产函数；长期生产函数。 

第五章 成本论 

成本的概念；短期成本；长期成本。 

第六章 完全竞争市场 

厂商和市场的类型；利润最大化原则；完全竞争市场厂商行为分析；

行业长期供给曲线。 

第七章 不完全竞争市场 

垄断市场；寡头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不同市场的比较。 

第八章 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 

要素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要素价格决定；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 

第十一章  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市场失灵的原因；市场失灵的纠正。 

第十二章  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 

国内生产总值及核算方法；国民收入的其他衡量指标；国民收入的

基本公式；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第十三章  国民收入的决定：收入—支出模型 

均衡产出；凯恩斯的消费理论；简单国民收入的决定及乘数理论；潜

在国民收入与缺口。 

第十四章  国民收入的决定：IS-LM 模型 

投资的决定及 IS 曲线；利率的决定及 LM 曲线；IS-LM 模型分析。 



第十五章 国民收入的决定：AD-AS 模型 

AD 曲线； AS 曲线；AD-AS 模型的应用。 

第十六章 失业与通货膨胀 

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菲利普斯曲线。 

第十七章  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及影响；财政政策及其效果；货币政策及其效果；

两种政策的混合使用。 

 

三、试卷结构、题型、分值与时长说明 

1.考试形式与分值：闭卷考试，150 分 

2.考试时长：120 分钟 

3.考试题型：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计算

题、论述题。 

四、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八版 

 

 

 

 

 

 

 

 

 

 

 

 

 

 

 



课程名称：   金融学     

一、总纲 

本纲规定《金融学》课程的考核目标、考试范围与要求、考试形

式、分值、考试时长、考试题型以及参考书目等内容。本纲编写以普

通高等学校的教学要求为参照标准，并结合我校金融学专业学生的实

际情况进行制订，对有意深入学习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有较好地指导作

用。 

本纲涵盖本课程考试的具体知识点的内容。本课程考试主要测试 

考生在掌握金融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上是否具有本科

学习的能力，从而挑选具备一定金融学专业素质的考生，进一步接受

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 

本大纲由合肥经济学院负责解释。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一）考核目标 

按照教学大纲对授课内容、授课进度、重点与难点、考核知识点

及考核要求方面的规范，制定《金融学》课程考试大纲，主要考查学

生通过金融学课程学习，要求学生系统掌握货币的基本理论、信用与

利率理论、货币的供给理论、货币的需求理论；了解和熟悉银行、金

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的构成和主要业务；并在此基础上掌握金融宏

观调控的基本方法。同时结合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导学习，使学生了解

国内外金融问题的现状，掌握观察和分析金融问题的正确方法，培养

辨析金融理论和解决金融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范围与要求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货币的含义、产生与演变；货币的本质和职能；货币制度的内容



及构成、货币制度的类型及演变；我国的货币制度； 

第二章  信用与利息 

信用的定义、特点、基本要素和作用；信用形式；信用工具；利

息、利率的概念及计算；利率的种类、影响因素和作用；我国利率市

场化改革； 

第三章  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的概念、分类和功能；金融机构体系的构成；我国金融

机构体系；国际金融机构体系； 

第四章  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的产生、类型、组织制度及发展趋势；商业银行的性质

和职能；商业银行主要业务；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基本原则； 

第五章  非银行类金融机构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组成；证券和保险机构基本业务；金融市场的

概念、功能和构成要素； 

第六章  金融市场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特征及其主要构成； 

第七章  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的产生与发展；中央银行的性质、职能和主要业务； 

第八章  货币需求与供给 

货币需求的概念和影响因素；货币供给的概念；我国货币层次的

划分；货币乘数；货币供求均衡的含义与货币失衡调节； 

第九章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的概念、类型及成因；通货膨胀的影响及治理；通货紧

缩的概念、类型及成因；通货紧缩的影响及治理； 

第十章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含义和类型；货币政策的目标及其协调；货币政策工

具及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与配合； 

第十一章  金融风险与监管 



金融风险的含义、影响和种类；金融监管的含义、目标与原则；

金融监管体制类型；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 

第十二章   国际金融 

外汇、汇率的概念及种类；汇率的标价方法、影响汇率波动的主

要因素；国际收支的概念；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内容；国际金融市场的

概念和分类；国际货币体系的内涵与演变。 

三、试卷结构、题型、分值与时长说明 

1.考试形式与分值：闭卷   150 分 

2.考试时长：120 分钟 

3.考试题型包括但不限于：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名词解释、

判断题、填空题、计算题、简答题、论述题。 

四、参考书目 

《金融基础》，郭福春、吴金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第 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