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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适用专业: 

            （877）公共经济学                      

一、名词解释（共 6题，每题 5分，共 30分） 

                          公共管理一级学科                                  

1、逆向选择 

2、消费者剩余 

3、 无差异曲线 

4、 价格歧视 

5、 效率工资 

6、规模经济 

二、简答题（共 5题，每题 10分，共 50分） 

1、用需求价格弹性原理画图并说明“谷贱伤农”的道理。 

2、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曲线与微观经济学的需求曲线有何不同？两者向下倾斜的原因有何不同？ 

3、为什么说 GDP 不是衡量福利的完美指标。 

4、什么是帕累托效率？为什么说帕累托效率准则不足以对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方案进行排序？ 

5、简述财政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及其差异。 

三、画图解释题（共 1题，每题 10分，共 10分） 

画图说明外部性产生的经济原因是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 

四、计算题（共 1题，每题 20分，共 20分） 

假定某社会只有甲乙丙三个公民，他们对公共用品的需求分别为：P1=100-X，P2=100-2X，P3=100-3X，

其中 X是公共用品数量，每单位公共用品成本是 4元。 

（1）求社会对公共用品需求函数。  

（2）该社会公共用品最优数量是多少？ 

（3）每个公民的价格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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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述题（共 2题，每题 20分，共 40分） 

1、请分别论述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短期与长期问题，并举例说明。 

2、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年均 10%左右的高速增长态势，但从 2012年至今，经济增

速持续低于 8%。同时，我国的物价上涨率也在 2012 年 5 月降到了 3%以下，从此之后在 1.7-3.2%

之间波动。尤其是 2013年 10月以来，中国的 CPI月度同比上涨率不断下跌，到 2014年 4月降到 

1.8%，达到了 18个月以来的新低，以上数字意味着我国经济运行进入了“新常态”阶段。 2015 年

作为“十二五”计划收官之年，正值经济“爬坡过坎”，李克强总理在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未来一段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GDP增长率要保持在 7%上下，CPI指数涨幅控制

在 3%左右。根据这些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谈谈你对“新常态”出现根源的理解。 

（2）试论述在“新常态”阶段如何实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短期组合？ 

（3）目前可以选择的供给管理政策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