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农业大学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 938

考试科目： 农业政策学

本考试大纲由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通过。

一、考试性质

农业政策学考试是为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农业

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入学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

有效地测试学生掌握农业政策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情况以及运用

该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本科毕业

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农业政

策学基础理论素质，并有利于其他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相关专业的择

优选拔。

二、考查目标

农业政策学考试涵盖农业政策学总论（农业政策分析的经济理论

与方法、农业政策制定、农业政策执行、农业政策的评估及调整）；

农业政策学各论（农业结构政策、农业土地政策、农业经营政策、农

民收入政策、农村劳动力政策、农产品流通政策、农业财政与金融政

策、农村社会发展政策）、当前农业农村新政策以及国外农业政策及

启示。要求考生：

（一）掌握农业政策分析的经济理论与方法、农业政策制定、农

业政策执行、农业政策的评估及调整、农业结构政策、农业土地政策、



农业经营政策、农民收入政策、农村劳动力政策、农产品流通政策、

农业财政与金融政策、农村社会发展政策、国外农业政策等基本理论

和方法。

（二）能够运用农业政策分析的经济理论与方法、农业政策制定、

农业政策执行、农业政策的评估及调整、农业结构政策、农业土地政

策、农业经营政策、农民收入政策、农村劳动力政策、农产品流通政

策、农业财政与金融政策、农村社会发展政策、国外农业政策分析和

解决具体农业政策实际问题。

三、适用范围

本大纲适用于参加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硕士农业管

理领域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所有考生。

四、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试卷内容结构

农业政策总论（20%）；农业政策学各论（60%）；国外农业政策

（10%）；当前农业农村新政策（10%）

（三）试卷题型结构及分值比例

名词解释约 20%；简答题约 40%；论述题约 40%。

五、考查内容



1.农业政策分析的经济理论与方法：农业政策与福利经济学的关

系；农业政策分析方法。

2.农业政策制定：农业政策问题的确定；农业政策目标；农业政

策手段选择与方案设计；农业政策方案论证与决策。

3.农业政策执行：农业政策执行内涵、特点与作用；农业政策执

行模型；农业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农业政策具体执行。

4.农业政策的评估及调整：农业政策评估的原则和标准；农业政

策评估的方法和程序；农业政策的调整。

5.农业结构政策：农业结构政策目标；农业结构调整政策。

6.农业土地政策：农业土地政策目标；农业土地流转政策；农业

土地保护政策。

7.农业经营政策：农业家庭经营政策；农业规模经营政策。

8.农民收入政策：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总体要求、基本思路

与政策选择。

9.农村劳动力政策：农村劳动力政策目标；农村就业政策；农村

劳动力流动政策。

10.农产品流通政策：农产品国内价格政策；农产品对外贸易政策。

11.农业财政与金融政策：农业财政投入政策；农业金融政策。

12.农村社会发展政策：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农村扶贫政策。

13.国外农业政策：美国、日本、欧盟农业政策及启示。

14.农业新政策：十九大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新政策等现行三农

政策。

六、参考书目

张广胜：《农业政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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