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博士考博资料汇总

一、考试形式

申请—审核制

普通招考两段制

二、招生目录

各专业初试采用两种考试方式。一般考生统一考试英语和经济学基础两张试

卷。数量经济学专业考生考试英语和经济数学综合两张试卷。我院部分专业接受

具有数理背景的跨专业考生报考，该类考生可以选择以数理经济考生的方式参加

考试，即考试英语和经济数学综合两张试卷。

专业 导师 拟招人数 初试科目

国际贸易学 林桂军

赵忠秀

洪俊杰

杨军

王健

殷晓鹏

夏友富

卢进勇

刘东升

孙玉琴

崔凡

马捷

徐进亮

荆然

杨国亮

蓝庆新

裴建锁

张梦霞

田巍

裴长洪

沈丹阳

张宏霖

邵祥林

陈文玲

霍建国

0~18 财经考生考试科目为：

①1101英语

②2201经济学基础

数理考生考试科目为：

①1101英语

②2202经济数学综合



吴炳新

毕吉耀

杨长春

王强

赵映雪

杨杭军

丁鼎

何明珂

三、报名条件及需提交材料

（1）、报名条件

1.考生必须具备下列学位条件之一：

（1）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

（2）应届硕士毕业生；

（3）我校不接收以本科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2.以非学历教育方式（单证，只有学位证书而无毕业证书）攻读硕士学位的考生

必须在报名前已获得硕士学位。

3.在境外获得的学位证书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

4.有两名与报考学科有关的教授（或相当职称，正高级职称）以上的专家推荐（不

含考生本人所报考的导师）。

（2）、提交材料

1. 《2019年申请—审核制选拔博士研究生申请表》

2.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3. 个人简历：（教育经历、工作经历、学术活动）

4. 个人陈述

5. 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成绩单（加盖公章）



6. 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和目录

7. 科研成果列表和复印件（注明代表作，包括已发表的论文）

8. 外语水平能力证书复印件

9.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提交应届生证明）

10.两封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推荐书

11. 研究计划：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计划，不少于 3000字

四、考核方式及录取

考核方式

（一）第一阶段考试（初试）

1. 考试时间：2019年 3月 16日

2. 考试科目：①公共英语+②专业基础课

3. 考试地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内。

（二）第二阶段考试

1. 资格审查

①《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

②往届生：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应届硕士毕业生：学生证复印件或所在单位开具的应届生证明；

③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推荐书；

④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单原件或加盖档案部门公章的复印件；

⑤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和目录；

⑥外语水平能力证书复印件；

⑦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所获专利及其它研究成果证明；



⑧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 复试分数线

初试单科分数不低于 40 分，总分不低于 115 分。

3. 复试内容

复试考生应向复试组作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个人科研经历和成果介绍、对拟

从事研究领域的了解和看法、本人拟进行的研究工作设想及理由等。

考核分为专业综合考试（满分 100分）和综合素质测评（满分 100分）。综

合素质测评应包括外语听力水平和口语水平测试、专业课和综合素质面试。

录取

总成绩=第一阶段考试分数（满分 200分）+第二阶段专业综合考试分数（满分

100分）+第二阶段综合素质测评分数（满分 100分）

按所报考导师的考生的总成绩排序，由高分到低分录取。

五、考试大纲

考试内容

一、经济学基础（满分 100分）

（一）大纲

微观经济学部分：

1. 消费者理论

2. 厂商理论

3. 不确定性下的选择

4. 局部均衡

5. 一般均衡



6. 博弈论

7. 信息不对称市场

8. 外部性

9. 公共品

10. 福利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部分：

1. 国民收入核算

2.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3. 增长理论

4. 周期理论

5. IS—LM模型

6. 总供给与总需求

7. 通货膨胀与失业

8.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9. 对外贸易与汇率

10.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11. 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12. 宏观经济学流派

13. 国内宏观经济热点问题

（二）题型结构

宏观经济学 50 分，微观经济学 50 分。具体题型结构及分值如下：

一、计算题 （每小题 10 分，宏观 2 题，微观 2 题，共 4 题，40 分）



二、问答题 （每小题 10 分，宏观 1 题，微观 1 题，共 2 题，20 分）

三、论述题 （每小题 20 分，宏观 1 题，微观 1 题，共 2 题，40 分）

（三）参考书目（仅供参考，不局限于以下教材）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九版 格致出版社，2015 年 [ 美 ]H ·范 里 安 (Hal

R.Varian)著，费方域等译

《宏观经济学》，第十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美]多恩布什，费希尔，

斯塔兹等著；王志伟译

二、经济数学综合（满分 100分）

（一）大纲

涉及《数学分析》、《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三门课程。

1. 《数学分析》除了重积分、线积分和面积分之外的任何内容。

2. 《线性代数》 行列式、矩阵的特征值和分块矩阵。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概率论部分：古典概型，常见的一元离散分布和连续分布，以及相应的数字

特征；常见的多元分布，边际分布，条件分布等；数理统计部分：各种估计方法，

抽样分布，假设检验。

（二）题型结构

《数学分析》、《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所占比例分别为 40分、

25分和 35分。

（三）参考书目

不指定参考书目，三门课程主要测试考试的数学修养（数学知识和技能的掌

握与灵活运用等）



六、导师信息

导师：洪俊杰

研究方向：外商直接投资、城市经济学、国际运输与物流

主要项目：

1. (2014), Logis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erience from China, Transport

Policy, 32:96-104

2. (2014), Capacity planning and allocation with multi-channel distrib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147: 108-116

3. (2014),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forthcoming

4. (2014), Sino-Kor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 China Perspective, China

Economic Journal, forthcoming.

5. 城市规模、幸福感与移民空间优化，《经济研究》，2014年第 1期

6. 加强顶层设计，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综述)《经济研究》，2013年第 8期

7.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出口绩效的关系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14年第 3期

8. 贸易方式与企业出口决定，《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 1期

主要项目：

1. 2013-2014,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配套政策、风险及影响研究，国家自

科基金应急项目，总课题负责人

2. 2014-2016, 新一代贸易与投资规则的特点及我国的应对策略研究，211工程

重大项目，主持人

3. 2013-2015，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主持人



4. 2013-2015，UIBE全球投资环境数据库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特色科研项

目，主持人

5. 2013-2016, 东道国政治和法律环境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研究，中组部“青

年拔尖人才”（万人计划）项目，主持人

6. 2012-2015，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政策与数据库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杰出青年基金培育项目，主持人

7. 2013-2016，提升中国产品海外形象研究，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子课题

负责人

七、参考资料

第一，关于参考书和资料的使用。可以咨询往届的博士学长，也可以和育明考博

联系。专业知识的来源也不能局限于对参考书的研读，整个的备考当中考生还需

要阅读大量的 paper，读哪一些、怎么去读、读完之后应该怎么做，这些也会直

接影响到考生的分数。

第二，专题信息汇总整理。每一位考生在复习专业课的最后阶段都应当进行专题

总结，专题的来源一方面是度历年真题考点的针对性遴选，另一方面是导师研究

课题。最后一方面是专业前沿问题。每一个专题都应当建立详尽的知识体系，做

到专题知识点全覆盖。

第三，专业真题及解析。专业课的试题都是论述题，答案的开放性比较强。一般

每门专业课都有有三道大题，考试时间各 3小时，一般会有十几页答题纸。考生

在专业课复习中仅仅有真题是不够的，还需要配合对真题最权威最正统的解析，

两相印证才能够把握导师出题的重点、范围以及更加偏重哪一类的答案。

第四，导师的信息。导师的著作、研究方向、研究课题、近期发表的论文及研究



成果，另外就是为研究生们上课所用的课件笔记和讨论的话题。这些都有可能成

为初复试出题的考察重点。同时这些信息也是我们选择导师的时候的参照依据，

当然选择导师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还应当考虑到导师的研究水平、课题能力、

对待学生的态度和福利等等。

第五，时事热点话题分析。博士生导师在选择博士的时候会一般都会偏重考查考

生运用基础理论知识来解决现实热点问题的能力，这一点在初试和复试中都有体

现。近几年的真题中都会有联系实际的热点分析。所以考生在复习备考时就应单

多阅读一些本专业本学科的最新研究方向研究成果，权威的期刊上面“大牛们”

都在关心、探讨什么话题，以及一些时事热点问题能不能运用本专业的知识来加

以解释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