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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考试说

2025年石河子大学研究生初试科目考试大纲

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明

一、考查目标

《农业知识综合四》侧重于农村发展综合知识考查，考试内容主要涵盖发展

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农业政策学等课程，要求考生理解和掌握相关课程基础知

识和基本理论，能够运用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实际问题。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农业硕士农村发展领域的考生。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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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答题方式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农业政策学》各50分。

四、参考书

1.《发展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9年。

2.《农业经济学》（第四版），李秉龙，薛兴利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21年。

3.《农业政策学》，钟甫宁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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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考试要点

《发展经济学》部分

1.发展经济学导论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及最新发展趋势；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

发展的衡量方法以及发展的本质与核心；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发展经济学的演变与

发展；早期经济发展思想；当代发展理论的主要流派；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阶

段。

2.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模型；新增长理论；罗斯托

经济增长阶段论；波特竞争发展阶段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3.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

资本的含义、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贫困恶性循环；大推进理论；起飞理论；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资本形成的来源；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

4.人口、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

人口转变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理论；人力资本的概念；智力外流；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教育的类型和教育在人力资

源开发中的作用。

5.自然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自然资源的含义与分类；增长极限论；资源诅咒现象；自然资源与环境和经济

发展的关系；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6.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

技术进步的含义；技术进步的类型；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技术进步的

途径；技术引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技术引进的方式与途径。

7.二元经济发展

二元结构的基本含义及特点；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模型；拉尼斯—费景汉

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二元结构的基本特征；二元结构理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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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含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托达罗模型；霍夫曼系数；配第—克拉克

定理；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8.经济发展战略

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平衡增长战略与不平衡增长战略；“发展极”

理论；回波效应；扩散效应；倒“U”理论；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替代战略；内向

型发展战略与外向型发展战略；增长与分配战略的类型。

9.市场、政府与制度

交易费用理论与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的原因与类型；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10.发展中国家（含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问题与政策（参见有关报刊文章）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经验与教训；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中国经

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未来中国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与政策。

《农业经济学》部分

1.农业经济学导论

农业的概念与特性；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一般地位和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地位；

农业的多功能性；中国农业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2.农产品供给与需求

农产品供给与需求的概念；影响农产品供给和需求的因素；农产品供给价格弹

性和需求价格弹性的概念、类型及影响因素；蛛网理论的三种模式及应用。

3.农产品市场体系

农产品市场流通主体与客体；农产品流通特点与渠道；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含义、

功能；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种类与流通渠道模式；农产品零售市场的含义与特点；

农产品连锁经营产生的原因与条件；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含义、作用及主要模式；农

产品期货市场的概念、构成及特性；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功能与作用。

4.农产品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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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WTO有关农产品贸易的基本规则；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格

局的演变及结构特征；加入WTO后中国在农业方面的主要承诺及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5.土地与水资源

土地的概念、分类、特性及作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土地集约经营的概念与

类型；提高我国土地集约经营水平的途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土地制度的含义与特点；土地所有制与土地使用制；土地产权的含义与权能构成；

中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含义；农村土地承包原则与承包权

的保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与原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

及其权利；水资源的概念与经济学特性；中国水资源状况与面临的问题；水资源合

理配置与利用。

6.农业劳动力资源

农业劳动力的概念及其特殊性；农业劳动力供给、特点及决定因素；农业劳动

力的需求、特点及决定因素；中国农业劳动力的供求特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般

规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模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概念与类型；中国农业剩余

劳动力形成的原因；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标的计算；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途径。

7.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的内涵与特点；农业技术进步的内容及对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诱导性技术进步理论；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机制；农业技术的经济类型；农业技术

进步的成功道路；中国农业技术进步道路的选择与未来发展方向。

8.农业资金

农业资金的含义与分类；农业资金的运动规律与运动特点；农业资金在农业经

济发展中的作用与趋势；农业财政资金、农业信贷资金、农户资金的含义。

9.农业信息

农业信息的内涵；农业信息技术的内涵与内容；农业信息化的内涵与作用；农

业信息资源的内涵与经济特征；农业信息资源开发的主要环节。

10.农业家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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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家庭经营的含义与历史演变；农业家庭经营存在的原因；农业家庭经营的

兼业化；农户兼业化的原因；农户兼业化的利弊得失与发展趋势；中国农业家庭承

包经营体制的产生、绩效、障碍及未来发展。

11.农业合作社

合作社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含义、原则及作用；农业合作社运行

的基本特征；农业合作社的产权界定；农业合作社的委托代理关系。

12.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涵与特征；农业产业化经营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农业产业

化经营组织形式的契约关系；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的主要因素。

13.农业保护政策

农业保护政策的含义；实施农业保护政策的理论依据；全国实施农业保护政策

的判断标准；农业保护政策的发展与演变；现代农业保护政策的改革方向与基本趋

势。

14.食品质量安全

食品质量安全的内涵；食品质量安全的基本特点；影响食品质量安全的主要途

径；食品质量安全的经济特性；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市场主体行为。

15.农业产业结构

农业产业结构的概念、基本关系、基本特征及形成条件；农业产业结构的演进

趋势；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含义及标准；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中国农业产

业结构的调整。

16.传统农业改造与农业现代化

农业发展阶段的划分；传统农业基本特征；传统农业改造的主要措施；农业现

代化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与主要内容；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农业现代化发展

战略。

17.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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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现代农业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与基本特征；影响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国特色生态农业的内涵；中国生态农业的特征；持续

农业发展趋势。

《农业政策学》部分

1.农业政策学导论

政策与政策科学、农业政策及重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政策形成的逻辑起

点；政府干预政策的目标及缺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政策。

2.农业政策的经济原理与方法

农业政策相关的经济福利理论、帕累托最优理论；农业政策与经济福利的关系；

农业政策分析方法的基本内容；农业政策分析的具体方法。

3.农业政策的制定

农业政策问题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农业政策问题的认定与论证；确定农业政策

目标的原则、确定农业政策目标的基本思路与要求、不同经济制度下的农业政策目

标；农业政策手段的选择；农业政策方案设计。

4.农业政策的执行过程

农业政策执行的背景分析；农业政策执行的内涵与作用、农业政策执行模型（

四因素理论、浴盆模型等）；农业政策方案的优劣、农业政策资源、农业政策执行

环境、农业政策执行机构与人员、农业政策对象；农业政策执行的具体程序和方法。

5.农业政策的评估与调整

农业政策评估的作用与原则、农业政策评估的基本内容、农业政策评估的指标

体系；农业政策评估方法、农业政策评估的基本程序；农业政策调整的内容及形式；

农业政策调查的内容及其作用。

6.农业结构政策

区域及区域经济理论、中国的农业区域划分、农业区域结构政策目标、农业区

域结构政策手段；农业部门结构的概念、农业部门结构政策手段；农业经营规模结

构政策概念、农业经营规模结构政策目标、农业经营规模结构政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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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农业土地政策

8.农业可持续发展政

土地的概念特征、中国农业土地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农业土地政策的目标；

农业土地所有政策的含义及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中国农业土地所有政策；土地使用

及其权属的内涵，土地使用的效能与作用、农业土地使用政策、中国农业土地使用

政策的演变。

策

可持续发展及持续农业的概念、持续农业的基本特征、中国农业可持续面临的

问题；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依据和目标、农业持续发展政策内容、政策措施；中国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保护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