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我国现阶段的私营经济属于（  ）。 

A.存在雇佣关系的经济 

B.同个体经济没有区别的经济 

C.国家要消灭的经济 

D.占主导地位的经济 

【答案】A 

 

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  ）。 

A.个体经济 

B.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成分 

C.私营经济 

D.外资独营经济 

E.股份合作制 

【答案】ABCD 

 

关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说法正确的是（  ）。 

A.按劳分配要求各尽所能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 

B.实行按劳分配，就意味着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和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 

C.私营企业主获得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作为管理者获得的劳动报酬， 投入资本的收益也属于按劳分配 

D.居民个人通过持有股票、债券和房产等资产而获得的收入不属于按劳分配 

E.在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劳动者获得报酬也是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的 

 

【答案】ABD 

【解析】在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劳动者获得的报酬并不是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的，而是根据劳动力

市场供求状况把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获得报酬的。私营企业主获得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作为管理者获得

的劳动报酬， 但是大部分收入是根据投入的资本获得的投资报酬。居民个人通过持有股票、债券和房产等资

产而获得的收入属于按资产分配，或者叫财产性收入，不属于按劳分配。同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部

分居民个人或家庭还可能获得政府的转移性支付或者福利性收入，这种收入既不是按劳分配的收入，也不是

财产性收入，而是再分配性收入。 

 

下列关于按劳分配的说法，正确的是（  ）。 

A.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 

B.并不是每个人的劳动都支付报酬 

C.只有在工厂劳动才领取报酬 

D.在公有制或国企中才能领取报酬 

 

【答案】A 

【解析】按劳分配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各尽所能，就是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都必须参加 社会劳动； 

二是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需要强调的是，实行按劳分配，就意味着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和合理的收入分配

差距。 

 

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需要（  ） 

A.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B.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C.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 

D.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 

E.坚持计划经济 

 

【答案】ABCD 

【解析】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一是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

构调整；二是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三是要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

的领导不动摇，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为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需要（  ） 

A.完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 

B.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C.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 

D.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机制 

E.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答案】CE 

【解析】2022 年 12 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必须亮明态度、决不含糊，始

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是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

二是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国企、民企、外企都要依法依规经营。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主要包括（  ）。 

A.配置资源 

B.促进共同富裕 

C.市场监管 

D.社会管理 

E.生态环境保护 

 

【答案】BCDE 

【解析】有为政府，就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好政府在弥补和解决市场失灵方面的重要作用，履行好

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和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职能。 

 

第二章  市场需求、供给与均衡价格 

 

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有（  ）。 

A.消费者预期 

B.生产费用 

C.消费者偏好 

D.生产周期 

E.消费者收入 

 

【答案】ACE 

【解析】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有：消费者偏好；消费者的个人收入；产品价格；替代品的价格；互补品的价

格；预期；其他因素，例如商品的品种、质量、广告宣传、地理位置、季节、国家政策等。 

 

关于对少数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格的说法，正确的有（  ）。 

A.保护价格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 



B.保护价格通常高于均衡价格 

C.保护价格应当低于均衡价格 

D.保护价格易造成市场短缺 

E.政府需要建立收购和储备系统 

 

【答案】BE 

【解析】所谓保护价格，也称支持价格或最低限价，即由政府规定一个具体的价格，市场交易只能在这一价

格之上进行，其目的是保护生产者利益或支持某一产业的发展。在我国，保护价格属于政府对市场价格的干

预措施。当某种或某些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过大，生产者收入过少，有可能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时，政府可以

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干预。我国和世界上一些国家或地区采用保护价格政策来支持农业生产和稳定农民收入水

平。 

 

政府对部分农产品实行最低保护价政策时， 如果保护价格水平高于均衡价格，最可能导致的情况（  ）。 

A.减少农业生产者收入  

B.出现市场短缺  

C.引起产品供给过剩  

D.刺激消费增加  

 

【答案】C  

【解析】由于保护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因此会刺激生产，限制消费，导致市场供给过剩。 

 

如果商品 X 和商品 Y 的需求交叉弹性系数是 2，则可以判断出 X 和 Y（  ）。 

A.都属于高档奢侈品 

B.存在互补关系 

C.都属于生活必需品 

D.存在替代关系 

 

【答案】D 

【解析】需求交叉弹性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 i、j 两种商品为普代品，即 Ej0，这时的交夏弹性系数为正数。

第二种类型是 i、j 两种商品为互补品。即 E0。其交叉弹性系数为数。第三种类型是当 Eij-0，表明 i、j 两种商

品是无关的。 

 

通常情况下，影响商品供给价格弹性的主要因素是（  ）。 

A.替代品数量和相近程度  

B.商品的用途和重要性  

C.投入品替代性的大小  

D.生产自然条件状况  

E.生产周期长短  

 

【答案】CDE 

【解析】影响供给价格弹性的因素。  

（1）时间是决定供给价格弹性的首要因素。  

（2）生产周期和自然条件的影响。  

（3）投入品替代性大小和相似程度对供给价格弹性的影响也很大。  

AB 属于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  

 

关于需求交叉弹性系数，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需求交叉弹性系数等 0 时，两种商品无关 



B.需求交艾弹性系数大于 0 时，两种商品为互补品 

C.需求交叉弹性系数小于 0 时，两种商品为替代品 

D.需求交叉弹性系数等于 0 时，两种商品为互补品 

E.需求交叉弹性系数小于 0 时，两种商品为互补品 

 

【答案】AE 

【解析】需求交叉弹性系数大于 0 时，两种商品为替代品；需求交叉弹性系数小于 0 时，两种商品为互补品；

需求交叉弹性系数等于 0 时，两种商品无关。 

 

在通常情况下，生产者通过提高某产品单位销售价格来增加其销售总收入的前提条件是该产品的（  ）。 

A.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 1 

B.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大于 1 

C.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小于 1 

D.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 1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需求价格弹性。需求价格弹性系数的大小与销售者的收入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需求价格

弹性系数小于 1.价格上升会使销售收入增加，价格下降会使销售收入减少。销售收入与价格变动呈同方向变

化趋势。 

 

第三章  生产和成本理论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观点，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是（  ）。 

A.节约交易成本或交易费用 

B.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C.有利于成本和劳动的有机结合 

D.能够实现大规模生产 

 

【答案】A 

【解析】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在 1937 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一 文中，对企业本质属性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

探讨。他认为企业是为了节的市场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而产生的，企业的本质或者品著特征是作为市场机制

或价格机制的普代物。 

 

关于短期总产量曲线、平均产量曲线边际产量曲线的关系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如果确定总产量的图形，就可以得到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的图形 

B.边际产量为零时，总产量达到最大值 

C.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最终相交时，边际产量是递增的 

D.连续增加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总是存在着一个临界点，临界点之前，边际产量递增 

E.只要边际产量曲线在平均产量曲线的上方，平均产量就是递增的 

 

【答案】BDE 

【解析】本题考查生产函数图形及其位置关系。当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相交时，边际产量开始递减。 

 

某企业的工人人数为 10 人时，其总产量为 2100 个，当工人人数为 11 个时，其总产量为 2200 个，则工人人

数为 11 人时，该企业的边际产量是（  ），平均产量是（  ）。 

A.100，200 

B.210，105 



C.200，100 

D.100，210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的计算。边际产量=（2200-2100）/（11-10）=100 个，平均产量=2200/11=200. 

 

关于短期成本曲线的说法，正确的有（  ）。 

A.总成本曲线从原点开始，并随产量的增加而逐步上升 

B.总成本曲线从纵轴一个截点即产量为零时总成本等于固定成本的那个点开始，并随产量的增加而逐步上升 

C.总可变成本曲线从原点开始，并随产量的增加而逐步上升 

D.总可变成本曲线从纵轴一个截点即产量为零时总成本等于固定成本的那个点开始，并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逐

步下降 

E.总固定成本曲线是平行于横轴的一条直线 

 

【答案】BCE 

【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对短期成本曲线图形的认识。总成本曲线从纵轴的一个截点开始，并随产量的增加而

逐步上升，选项 A 说法有误。总可变成本曲线从原点出发，并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逐步上升。选项 D 说法有误。 

 

关于经济学中成本的说法，正确的有（ ）。 

A.生产成本可分为显成本和隐成本两部分 

B.隐成本实际是一种机会成本 

C.正常利润不应作为隐成本的一部分计入成本 

D.成本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支付的物质费用和人工费用 

E.不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成本均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答案】ABD 

【解析】本题考查成本。正常利润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是作为隐成本的一部分计入成本的。因此经济利润

中不包括正常利润。所谓长期，是指这样一个时期，企业在这段时间内可以调整生产要素，从而一切生产要

素都是可变的，这样，长期成本中就没有什么固定成本，一切成本都是可变的。 

 

某企业在短期内，当产量为 3 个单位时，总成本为 2100 元，当产量增加到 4 个单位时，平均总成本为 562.5

元，则该企业此时的边际成本是（  ）。 

A.100 

B.200 

C.150 

D.250 

 

【答案】C 

【解析】边际成本是指增加一个单位产量时总成本的增加额。产量为 4 个单位时，总成本=平均成本×4=562.5

×4=2250（元），边际成本=2250-2100=150（元）。 

 

从长期看关于成本的说法正确的是（  ）。 

A.所有成本都是变动成本 

B.所有成本都是固定成本 

C.固定成本比重较大 

D.变动成本大于固定成本 

 

【答案】A 



【解析】所谓长期，是指这样一个时期：企业在这个时期内可以调整生产要素，从而一切生产要素都是可变

的。这样，长期成本中就没有什么固定成本，一切成本都是可变的。 

 

关于各种短期成本曲线的关系的说法，正确的有（  ）。 

A.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总成本曲线相交于平均总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B.平均总成本曲线与平均固定成本曲线相交于平均总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C.当平均总成本随产量增加而下降时，边际成本必定小于平均总成本 

D.当边际成本与平均总成本正好相等时，平均总成本处于最低点 

E.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相交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答案】ACDE 

【解析】平均总成本曲线高于平均固定成本曲线，并不相交。选项 B 说法错误。 

 

关于成本的概念的说法，正确的有（  ）。 

A.显成本是指企业购买或租用的生产要素所实际支付的货币支出 

B.机会成本是指当一种生产要素被用于生产单位某产品时所放弃的使用相同要素在其他生产用途中所得到的

最高收入 

C.经济利润中包括正常利润 

D.企业的所有显成本和隐成本共同构成了企业的总成本 

E.隐成本是指企业本身所拥有的并且被用于该企业生产过程的那些生产要素的总价格 

 

【答案】ABDE 

【解析】经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总收益-显成本-隐成本。正常利润属于隐成本中的一种。经济利润不包括

正常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