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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广东财经大学专插本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劳动经济学

I.考试性质与试题命制的原则

一、考试性质

《劳动经济学》是我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本科插班生招生专业课考试科目。《劳动经济学》全面、系

统地介绍了劳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体系严谨，内容丰富，包括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劳动力

市场（包括内部劳动力市场）、劳动时间、生命周期与劳动参与决策、工资与收入分配、就业与失业、人力

资本投资、劳动歧视、政府行为与劳动力市场、劳动关系等。

《劳动经济学》课程考试目的是：准确、简明地考核考生对《劳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

核心理论、基本要素、分析方法及其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水平和掌握程度，衡量考生理解、掌握和运用《劳

动经济学》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测试考生是否达到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本科生的学习要求。

二、试题命制的原则

1．《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是《劳动经济学》教学以及质量评估的主要依据，也是本科目考试命题

的基本依据。

2．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目标和考核内容命题，考试命题具有一定的覆盖面且重点突出，侧重考核考

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作为一项选拔性考试，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本科插班生《劳动经济学》考试试题在设计上具有必要

的区分度和合理的难度系数。

4．考试主要参考书为《劳动经济学（第五版）》，杨河清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

Ⅱ.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1．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

2．试卷能力层次结构的分数比例为：识记占 40%，理解占 40%，应用占 20%。

3．试卷的难度结构：试题难易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其分数比例为，易约占 20%，较

易约占 30%，较难约占 30%，难约占 20%。

4．试卷的题型结构：单项选择题（20%）、多项选择题（10%）、判断题（10%）、名词解释（15 分）、简

答题（35%）、应用题（10%）等六种题型。(各种题型的具体样式参见题型示例)

Ⅲ.考核内容和要求

下面分章节列出《劳动经济学》的考核内容及要求，其考试目标要求分为识记、理解、应用三类：识

记是要求记住有关基本知识；理解是要求能够领会知识要点，掌握其内在联系；应用是指能够运用有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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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第 1章 劳动力需求

第 1 节 劳动力与劳动力需求（理解）

第 2 节 企业劳动力需求行为（理解）

第 3 节 资本积累与长期劳动力需求（理解）

第 4 节 劳动力需求弹性（应用）

第 5 节 技术进步与劳动力需求（理解）

第 6 节 短期劳动力需求与长期劳动力需求（理解）

第 7 节 政府的特殊政策与劳动力需求（理解）

第 2章 劳动力供给

第 1 节 劳动力供给的含义（识记）

第 2 节 人口与劳动力供给（识记）

第 3 节 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供给曲线（理解）

第 4 节 最佳劳动供给时间的选择机制（理解）

第 5 节 市场劳动力供给曲线（理解）

第 6 节 不同时期的劳动力分配（理解）

第 7 节 劳动力流量表（应用）

第 3章 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分割与内部劳动力市场

第 1 节 均衡的基本含义（识记）

第 2 节 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理解）

第 3 节 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意义（理解）

第 4 节 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理解）

第 5 节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解）

第 6 节 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解）

第 4章 劳动时间

第 1 节 劳动投入量的计量尺度（识记）

第 2 节 从劳动供给者的立场看劳动时间（理解）

第 3 节 从企业的立场看劳动时间（理解）

第 4 节 制度劳动时间、不规则劳动时间与有效劳动时间供给（识记）

第 5 节 经济状况对劳动时间的影响（理解）

第 6 节 劳动时间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第 7 节 劳动时间的国际比较（识记）

第 5章 生命周期与劳动参与决策

第 1 节 生命周期的变化（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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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就业与就学的决策（理解）

第 3 节 结婚生育决策（理解）

第 4 节 就业与转换工作决策（理解）

第 5 节 退休决策（理解）

第 6章 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生成理论

第 1 节 马克思主义工资理论的主要思想（理解）

第 2 节 西方经济学中的工资生成理论（识记）

第 3 节 补偿性工资差异理论（理解）

第 4 节 工资设计和员工激励（理解）

第 7章 工资差别与收入分配

第 1 节 工资差别（识记）

第 2 节 工资收入不均等程度加剧的原因（理解）

第 3 节 收入不平等的测量（应用）

第 4 节 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与趋势（识记）

第 5 节 缩小我国收入差距的政策（理解）

第 8章 就业与失业

第 1 节 就业与失业的界定（识记）

第 2 节 就业理论综述（识记）

第 3 节 失业类型及成因分析（应用）

第 9章 人力资本投资

第 1 节 人力资本概述（识记）

第 2 节 教育投资分析（理解）

第 3 节 培训的成本效益分析（应用）

第 4 节 劳动力的流动（理解）

第 10 章 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

第 1 节 歧视的概念及类型（识记）

第 2 节 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识记）

第 3 节 收入歧视的测定（应用）

第 4 节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歧视现象（识记

第 5 节 消除歧视的对策（识记

第 11 章 政府行为与劳动力市场

第 1 节 国家财政与劳动力市场（理解）

第 2 节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结构与竞争（理解）

第 3 节 就业与收入的宏观调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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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劳动关系

第 1 节 劳动关系概述（识记）

第 2 节 劳动关系的调整（理解）

Ⅳ.参考书目

《劳动经济学》考试主要参考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人力

资源管理系列教材《劳动经济学（第五版）》，杨河清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

V.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1.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无限需要而言，客观上存在着制约人类需要的力量。经济学将此种力量定义为

（ ）。

A．需求弹性 B.资源的稀缺性 C.机会成本 D.边际生产力

二、多项选择题

1.生产要素价格变动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表现为（ ）。

A.收入效应 B.替代效应 C.规模效应 D.自然失业 E.季节性失业

三、判断是非题

1.充分就业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就业率达到了 100%。（ ）

四、名词解释

1.人力资本

五、简答题

1.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

六、应用题

1.假设一地区总人口有 1 亿，其中 700 万人失业但在积极地寻找工作，1500 万人在 16 岁以下被相关制

度限制就业，2500 万人符合工作条件但不参与劳动，5300 万人就业，求该地区的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

2.结合当前经济形势，说明财政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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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广东财经大学专插本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学

I.考试性质与试题命制的原则

一、考试性质

《社会保险学》是我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本科插班生招生专业课考试科目。《社会保险学》立足于我

国社会保险改革实际，努力探索社会保险运行机制、运行规律的内在要求，着重介绍社会保险的基本理论、

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和国内外社会保险改革与实践的新发展，全面和系统地反映我国社会保险研究的新成

果。

《社会保险学》课程考试目的是：准确、简明地考核考生对社会保险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基础知识

以及国内外社会保险发展与改革的基本内容和趋势，测试考生是否达到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本科生的学习

要求。

二、试题命制的原则

1．《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是《社会保险学》教学以及质量评估的主要依据，也是本科目考试命题

的基本依据。

2．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目标和考核内容命题，考试命题具有一定的覆盖面且重点突出，侧重考核考

生对《社会保险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社会保险发展中实际问题

的能力。

3．作为一项选拔性考试，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本科插班生《社会保险学》考试试题在设计上具有必要

的区分度和合理的难度系数。

4．考试主要参考书为《社会保险（第四版）》，林义编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 年版。

Ⅱ.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1、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

2、试卷能力层次结构的分数比例为：识记占 40%，理解占 30%，应用占 30%。

3、试卷的难度结构：试题难易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其分数比例为，易约占 20%，较

易约占 30%，较难约占 30%，难约占 20%。

4、试卷的题型结构：单项选择题（15%）、多项选择题（10%）、名词解释（15%）、判断题（15%）、简答

题（30%）、论述题（15%）等六种题型。（各种题型的具体样式参见题型示例）

Ⅲ.考核内容和要求

下面分章节列出《社会保险学》的考核内容及要求，其考试目标要求分为识记、理解、应用三类：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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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是要求记住有关基本知识；理解是要求能够领会知识要点，掌握其内在联系；应用是指能够运用有关知

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绪论

第一章 社会保险的功能与内涵

第一节 现代社会的经济保障问题（识记）

第二节 社会保险的基本规定性（识记）

第三节 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理解）

第四节 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体系（理解）

第二章 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演变

第一节 西方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演变（理解）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演变（理解）

第三节 社会保险起源发展的制度基础与理论基础（理解）

第三章 社会保险运行机制

第一节 社会保险的保障范围与给付结构（识记）

第二节 社会保险的财务机制（理解）

第三节 社会保险管理（理解）

第四章 社会保险基金与基金管理

第一节 社会保险基金概述（识记）

第二节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理解）

第三节 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营运（理解）

第四节 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理解）

第五章 养老保险制度

第一节 养老保险模式（识记）

第二节 养老保险给付结构及其要素（识记）

第三节 养老保险与退休制度（应用）

第六章 养老金计划

第一节 养老金计划的定位和重要意义（识记）

第二节 养老金计划的运行规则（理解）

第三节 政府对养老金计划的监管（理解）

第七章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发展

第一节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路径演进（应用）

第二节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应用）

第三节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应用）

第四节 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发展（应用）



7

第八章 医疗保险制度

第一节 社会医疗保险的概念和原理（识记）

第二节 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理解）

第三节 医疗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识记）

第四节 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应用）

第九章 生育保险制度

第一节 生育保险概述（识记）

第二节 生育保险基金筹集与管理（识记）

第三节 生育保险待遇（识记）

第四节 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现状和改革（应用）

第十章 失业保险制度

第一节 现代经济中的失业风险及其处置（识记）

第二节 失业保险制度概述（识记）

第三节 就业保障体系（理解）

第四节 我国失业保险制度改革（应用）

第十一章 工伤保险制度

第一节 工伤风险与工伤范围（识记）

第二节 职业病（识记）

第三节 工伤保险的发展（应用）

第四节 工伤保险的主要内容（识记）

第十二章 社会保险的经济影响

第一节 社会保险与经济发展（理解）

第二节 社会保险的经济效应（理解）

第十三章 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制度

第一节 社会救助概述（识记）

第二节 社会福利概述（识记）

第三节 统筹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发展（应用）

Ⅳ.参考书目

《社会保险学》考试主要参考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社会保险（第四版）》，

林义编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 年版。

V.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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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发源地，其标志是（ ）。

A.1883 年疾病保险的创立 B.1884 年疾病保险的创立

C.1883 年生育保险的创立 D.1884 年生育保险的创立

二、多项选择题（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至少有两个选项符合要求。）

1.社会保险筹资模式是指，通过特定的方式筹集社会保险资金，以实现收支平衡和制度的稳定运行的

技术机制。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可划分为（ ）。

A.现收现付筹资模式 B.征收社会保险税

C.基金完全积累筹资模式 D.基金部分积累筹资模式（混合制）

E.征收社会保险费

三、 判断题（判断正误，并对错误判断给出理由。）

1.我国企业年金给付形式实行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的管理方式。

四、名词解释

1.养老保险

五、简答题

1.比较现收现付制与完全积累制（基金制）的优缺点。

六、论述题

1.面对社会保险支出规模日益庞大，一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进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