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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因其涉及面广、覆盖内容多且有一定的深度
和难度，而倍受莘莘学子们的重视。
作为按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考生，因其在单位承担了大量的工作，有些考生还是单位的中高层管
理者或技术骨干，让他们保证足够的学习时间以按部就班地复习应试，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为满足这些考生的迫切需要，北京学苑科技开发中心依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学术优势，多年来
一直致力于经济学综合课程的辅导培训与教学研究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应广大考生的要求，我们特邀多年参与经济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命题与阅卷工作的老师共同
编写了《经济学学科综合水平真题及模拟试题汇编》。
    本书紧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最新颁布的《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经济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
考试大纲》编写而成的，旨在帮助参加经济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的考生，在时间零散、工作
压力大的情况下，一步到位地把握重点、难点，熟悉考试题型，掌握应试技巧。
我们愿意把我们多年积累的培训、辅导经验无私地奉献给徘徊在经济学硕士门外的众多学子们，以实
现我们“智力服务于中国，提高企业与个人整体竞争力”的宗旨。
    本书共分两个部分：1999~2007年真题及解析和2008年三套全真模拟试题及详细解析，极大地方便了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的学习。
    本书集权威性、针对性、完整性、实用性于一体，反映了经济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的出题
原则和最新考试动向，无论对同等学力人员，还是对在读研究生，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考试辅导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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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9~2007年同等学力全国统考经济学真题蚕考答案及解析　　1999年同等学力全国统考经济掌真
题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名词解释　　1.理性预期：凯恩斯主义之后的一种经济学理论。
因在经济分析中假定经济行为的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而得名。
又译合理预期。
理性预期的思想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J.F.穆思在《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提出，70年代由芝
加哥大学的R.E.卢卡斯和明尼苏达大学的T.J.萨金特和N.华莱士等人作出了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形成理
性预期学派。
理J生预期理论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①每个经济行为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
也就是说，消费者把获得消费的最大效用作为行动准则，生产者把利润最大化作为行动准则，任何经
济行为主体进行当前决策时所预料的未来会有的情况，总是完全准确地符合未来实际发生的情况。
②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各种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都会通过供求变动，最终使各自的供求
达于均衡。
此时也是处于均衡的充分就业状态，实际存在的失业仅限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及自愿失业。
这种劳动的供给和需求相一致的就业量所决定的就业率被称为自然就业率。
自然就业率的大小取决于一国的技术水平、风俗习惯、资源数量等，而与货币因素无关。
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就业量常常大于或小于自然就业率，这取决于实际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
间的差距。
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就业量大于自然就业率，反之则相反。
这种差距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在短期内对价格水平的误解造成的，例如，商品经营者看到自己经营的商
品价格上涨，误认为是需求量增加，从而会要求更多的劳动量。
但这种误解在长期中会消失，人们会看到所有商品价格都上涨，从而使劳动量恢复原有水平。
因而，理性预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有使就业量等于或趋向于自然率的趋势。
根据这种理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问并不存在一种如凯恩斯主义所说的交替关系。
宏观经济政策仅在具有突如其来的性质，因而使人们预期失误的条件下才会取得指望的结果。
如果假定政府的政策是有规则的，人们会准确预料应有结果，从而会采取相应措施抵消政府政策的作
用。
根据理性预期理论，政府应放弃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金融政策，应把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目标放在
防止和减少通货膨胀而不失业上，把最理想的物价水平作为其唯一的政策目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学学科综合水平真题及模拟试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