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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MBA 教育中心 

 

复试考试大纲 

F2001 思想政治理论 

一、考试性质 

思想政治理论考试是为招收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入学考试

科目。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系统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具备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比较和分析有关社会现象或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中

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运用有关原理，解释

和论证某种观点，辨明理论是非；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或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

社会生活背景，认识和评价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试卷结构：单项选择题 30%，简答题 40%，论述题 30% 

四、考试内容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历史进程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对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科学体系、主要内容、历史

地位和指导意义有一个基本的把握；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必

须实现其中国化。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与党的思想路线之间的关系。系统把

握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重新确立以及丰富发展的过程。认识到党的思

想路线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 

（3）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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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把握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和历史

经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及其重大意义。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

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4）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理解邓小平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

设社会主义。认识到发展问题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把握科学技术在

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认识到过去我们遇到的一些挫折和产生的困惑都

是源于没有认识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的实际。认识这一阶

段国内的主要矛盾，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发展

战略。从而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6）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     

认识和理解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推行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主要内容，

正确认识改革的性质以及改革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认识和理解实

行开放基本国策的客观必然性，了解和认识我们开放的历程及其进一步扩大开放

的举措。从而加深对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一基本点的认识。   

（7）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分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经济制度和体制，经济发展的

重大战略方针。认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选择的

历史过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和内容。了解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新概括，强调应当全面理解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含

义及其主体地位，坚持主体地位的重要意义。搞清楚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有制

经济和非公经济。 

（8）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认识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把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是要把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分析如何深化社会主义政治体

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分清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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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不同本质。 

（9）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阐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地

位、根本任务和指导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阐释加强思

想道德建设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方针政策,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的重

要性、主要内容和基本方针政策。 

（10）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分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

目标任务，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涵义和重要意义，了解关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以及推进以改善民主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理论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

和人民的选择。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文化水

平，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设党与制度

治党相结合,加强组织、纪律和作风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1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13）形势与政策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现阶段的重大方针政策。年度间（2020 年 12 月

-2021年 12月）国际、国内的重大时事。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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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02 管理学原理 

一、考试性质 

管理学原理考试是为招收管理类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入学

考试科目。 

二、考察目标 

本考试大纲根据工商管理专业硕士（MBA）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求，科学、

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在管理方面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考察考生对管理学原

理的掌握与运用程度，旨在为企业和社会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具

有较强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实践型的中高级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试卷结构：单项选择题 40%，判断题 20%，案例分析题 40% 

四、考试内容 

（1）管理、管理者与组织：管理的含义；管理者的分类与角色；组织与环

境；企业与企业管理；组织的道德与社会责任。 

（2）管理思想的演进：早期的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古典管理理论；人际

关系学说与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理论。 

（3）计划与决策：计划的含义与内容；决策的含义与过程；决策的类型；

决策的方法。 

（4）组织职能与组织结构：组织职能的含义及内容；管理宽度与组织层次；

组织中的职位设计；部门划分；组织结构的类型；团队的类型与特点；委员会管

理；影响组织结构选择的因素。 

（5）组织中的职权配置：权力、职权与指挥链；授权；组织成员的活性化；

分权和集权；职权的分化。 

（6）领导职能：领导职能的含义和作用；领导的原理和要求；领导艺术与

领导者的修养。 

（7）沟通：沟通的含义；沟通的类型；有效沟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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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控制职能：控制的含义；控制的过程；控制的基本类型；有效控制的

原则。 

（9）管理道德与社会责任：管理道德观的主要观点；影响管理道德观的因

素；改善管理道德观的途径；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及范围。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