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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农业经济与管理》是现代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专科）的必修课程，也是一

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

《农业经济与管理》服务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立足于我国农村的实际，帮

助考生运用经济与管理基础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

带有普遍性的实际问题。本课程不仅有助于考生了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般知识

和原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现实，掌握科学方法，从而做到学以致用，

理论联系实际。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现代农业的发展，不仅必须依靠

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同时也需要采用科学的农业经济管理手段，因此，本课程

在整个专业知识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本课程的基本任务在于帮助考生了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把握现

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了解当前农业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及产业化经营机制，理解

农业产业的基本结构和市场供求规律，进行科学的管理，做出正确的经营和投资

决策，合理防范农业风险；学会运用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金、农业机械在内的

各种自然和社会资源从事和经营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益，促进

农业发展。在帮助考生系统掌握农业经济管理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其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自学考试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课程目标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考生对农业经济与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有

一个全面和正确的了解，并掌握农业经济分析和经营管理的基本方法。具体要求

达到以下要求：

1.正确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

2.理解市场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并能够运用市场规律进行生产经营和管理；

3.了解农业经营组织的主要形态，把握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趋势和运行机制；

4.能够认识不同农业资源的特征，并科学合理地运用各种自然和社会资源开

展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5.学会农业经济核算和效益评价方法，并能进行正确的农业生产和投资决策；

6.了解各类农业风险，正确采取风险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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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的重点为：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经济

组织的概念、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农业家庭经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农业企业；

农产品市场与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农业自然资源的概念、特点和种类以及农业土

地资源管理和水资源管理；农业劳动力资源管理的概念和特点、农业劳动力供给

与需求、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培训、农业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农业资

金特征与分类、农业资金的筹集、农业金融和农业资金的管理；农业生产结构、

农业中的分工及农业生产布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产生与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的组织形式、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运行机制；农产品销售的概念、特征、功能及影

响因素、农产品销售渠道、销售主体和销售策略、农产品价格稳定。

本课程的难点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形式、农业产业化经营

的运行机制；农产品销售的影响因素、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形式及影响因素、农产

品销售主体的作用及农产品市场的主体结构、农产品的主要销售策略、农产品销

售价格变动的风险分析以及稳定农产品销售价格的机制。

Ⅱ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规定

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四个能力层次是递进关系，各个能力层次的含义是：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农业经济与管理的概念及原理

的主要内容，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正确的表述、选择和判断。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有关农业经济与管理的概念及原理

的内涵及外延，理解相关农业经济与管理知识的区别和联系，并能根据考核的不

同要求对农业生产经营中的问题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做出正确的判断、解释和

说明。

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农业生产经营或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事实，

运用相关知识、原理和方法对问题在某一特定的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得出正确

的结论或做出正确的判断。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与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事实，对农业生

产和经营和农业发展中的问题，综合运用相关知识、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证，

并得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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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导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应当了解农业发展的整个过程及其今后的发展方向，并且了

解农业的地位和作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识记：①农业及现代农业的概念；②农业现代化的概念及其基本内容。

领会：①狭义农业和广义农业的含义。

简单应用：①农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及不同阶段的主要特点。

（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识记：①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原因；②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领会：①不同时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三）农业经济管理概述

本节不做考核要求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农业的概念及其基本内涵和外延；②农业含义的狭义和广义解

释；③农业的起源；④农业的主要发展阶段。

本章难点：①农业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及其特点；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

位及其具体表现。

第二章 农业经营组织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应当了解农业经营组织的概念、特征及影响因素，熟悉农业

家庭经营的特征和兼业化的原因、农业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了解农业

合作经济组织的类型、基本原则和组建条件，了解农业企业的概念和主要特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经营组织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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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农业经营的概念；②农业经营组织的特征。

领会：①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形式；②农业经营组织的影响因素。

（二）农业家庭经营

识记：①农业家庭经营的基本特征；②农业家庭经营存在的原因。

领会：①农户兼业经营的含义和原因。

简单应用：①农户兼业化的利弊得失。

综合应用：①农业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识记：①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③合

作经济组织的基本原则。

领会：①合作经济组织的类型。

简单应用：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建条件。

（四）农业企业

识记：①农业企业的概念。

领会：①广义农业企业和狭义农业企业的区别；②农业企业的特点。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与农业经营组织相关概念、特点及影响因素；②不同农业经营

组织形式的特征。

本章难点：①农业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

建条件。

第三章 农业中的市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农产品市场的含义、特点及分类，理解农产品需求与供给的基本特征和

主要定理，熟悉影响农产品需求与供给的主要因素。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市场概述

识记：①市场的职能；②市场对农业的引导。

领会：①市场的特征。

简单应用：①主要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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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产品市场

识记：①农产品的概念；②农产品市场的特点；③农产品市场的分类。

领会：①农产品市场的含义；②农产品需求的含义；③农产品供给的含义。

简单应用：①农产品需求定理；②农产品需求的特征；③农产品供给定理；

④农产品供给的特征。

综合应用：①影响农产品需求的因素；②影响农产品供给的因素。

（三）农业生产资料市场

本节不作考核要求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市场的基本职能；②市场对农业所起到的引导作用；③农产品

市场的特点和分类；④农产品供需特征和主要定理。

本章难点：①影响农产品需求的主要因素；②影响农产品供给的因素。

第四章 农业自然资源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农业自然资源的概念、特点、类型及利用原则，掌握农业土地资源的特

点、农业土地经营的类型以及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的途径，熟悉农业土地级差收

入的含义和形态，了解水资源和我国农业水资源的分布特点，理解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内容和途径。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中的自然资源

识记：①农业自然资源的概念和特点；②农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原则。

领会：①农业自然资源的种类。

（二）农业土地资源管理

识记：①土地的自然特点；②农业土地资源的概念；③土地集约经营和土地

粗放经营的概念；④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的途径；⑤土地级差收入的概念。

领会：①我国农业土地资源的特点；②农业集约经营的类型。

简单应用：①土地级差收入形成的条件；②土地级差收入的形态。

综合应用：①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途径。

（三）农业水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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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水资源的概念。

领会：①水资源多寡的判断标志；②水资源的特点。

简单应用：①我国水资源分布的特点。

（四）农业可持续发展

识记：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容；②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领会：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质。

简单应用：①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模式。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农业自然资源的概念、特点和总体开发利用的原则；②农业土

地资源和水资源的概念、特点和现状；③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和途径。

本章难点：①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途径；②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模式。

第五章 农业劳动力资源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明确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概念和特点，了解农业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特征及影

响因素，掌握农业劳动力利用率的内涵及评价的经济指标，了解农业劳动力流动

的特点，掌握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劳动力资源概述

识记：①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概念；②农业劳动力资源的特点。

领会：①决定农业劳动力资源数量的因素；②农业劳动力资源质量的内涵。

简单应用：①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数量特征；②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质量状

况。

（二）农业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

识记：①农业劳动力供给的特征；②影响农业劳动力供给的因素；③农业劳

动力需求的特征；④影响农业劳动力需求的因素。

领会：①农业劳动力供给的含义。

（三）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培训

识记：①农业劳动的特点；②劳动力利用率的概念；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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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劳动生产率基本公式及其内涵。

简单应用：①评价农业劳动力利用程度的经济指标及其作用。

（四）农业劳动力流动与转移

识记：①农业劳动力流动的特点；②农业富余劳动力的概念；③农业富余劳

动力转移的途径。

领会：①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式。

简单应用：①影响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因素；②我国农业劳动力大量富余的原

因。

综合应用：①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途径。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概念和特点；②劳动力供需特点及影响因素；

③劳动利用率经济指标的作用和劳动生产率基本公式的内涵。

本章难点：①评价农业劳动力利用程度的经济指标及其作用；②农业富余劳

动力转移的途径。

第六章 农业资金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农业资金的概念、特点，熟悉资金的时间价值，了解资金需求量的预测，

制定最佳的资金筹集决策；熟悉农业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了解流动资金和固定

资金的基本特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资金特征与分类

识记：①农业资金的概念；②农业资金的时间价值的概念。

领会：①狭义和广义农业资金概念的区别；②资金时间价值计算两种方法的

含义。

简单应用：①农业资金的特点；②农业资金的分类。

（二）农业资金的筹集

领会：①农业资金需要量的预测。

简单应用：①筹资决策的基本分类。

（三）农业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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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农业金融的概念；②小额贷款公司的概念。

领会：①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

简单应用：①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性质及业务特点。

（四）农业资金的管理

领会：①流动资金的特点；②固定资金的特点。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农业资金及其时间价值；②农业金融的主要渠道；③农业生产

经营中所需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的主要特点。

本章难点：①农业资金的时间价值的概念；②筹资决策的基本分类。

第七章 农业机械经营与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农业机械化的概念、特点及对农业发展的作用，熟悉农业机械化发展条

件，了解农业机械经营的主要形式。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机械化

识记：①农业机械化的概念；②农业机械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领会：①农业机械化的特征；②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条件。

（二）农业机械经营

简单应用：①农业机械经营形式。

（三）农业机械管理

识记：①定额的概念。

领会：①制定机务定额必须遵循的原则；②农机销售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农业机械化的特征；②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条件；③农业机械经

营形式。

本章难点：①农业机械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第八章 农业生产决策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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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农业生产函数及其相关的概念，了解农业生产函数变化的三个阶段；认

识和掌握收益边际递减规模、等产量曲线、等成本曲线和生产扩展线的含义；理

解生产可能性曲线、机会成本和边际转换率等概念；了解产品之间存在的互竞、

互助、互补三种关系，了解等收益线的含义；掌握各种要素投入条件下的生产决

策原理，两种产品生产时的决策原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一种变动要素投入的决策

识记：①生产函数的概念；②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的概念。

领会：①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三条曲线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特征；

②生产函数变化的三个阶段；③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含义。

（二）两种变动要素投入的决策

识记：①等产量曲线、等成本线的概念；②生产扩展线的概念。

简单应用：①两种变动要素最优组合的条件。

（三）两种产品生产的决策

识记：①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概念；②等收益线的概念。

领会：①机会成本的概念；②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移动。

简单应用：①两种产品最优组合的条件。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农业生产函数的相关概念；②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概念；③等收

益线的概念。

本章难点：①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三条曲线之间的相互关系；②生

产函数变化的三个阶段；③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移动。

第九章 农业生产的合理组合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农业生产结构的概念，熟悉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因素及评价；掌握农业

生产专业化的含义、类型及其标准；理解农业生产布局的概念、基本原则，并了

解农业生产布局的影响因素。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生产结构



第 11 页 共 19 页

识记：①农业生产结构的概念；②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因素；③合理农业生

产结构的共同特征。

领会：①农业生产结构的多层次性及一级结构。

综合应用：①农业生产结构的评价标准。

（二）农业中的分工

识记：①农业生产专业化的概念；②农业生产专业化的类型；③农业生产专

业化的标准；④农业生产专业化的条件。

简单应用：①农业分工的特点。

（三）农业生产布局

识记：①农业生产布局的概念；②农业生产布局的原则；③农业生产布局的

影响因素。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农业生产结构的概念以及影响因素；②农业生产结构的评价标

准及合理农业生产结构的共同特征；③农业生产专业化的概念、类型。

本章难点：①农业生产专业化的标准和实现条件；②在农业生产布局方面必

须遵守的基本原则；③影响农业生产布局的主要因素。

第十章 农业风险及其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农业风险的概念、特点及分类；熟悉农业风险的影响因素及如何进行农

业风险的决策；了解农业生产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及主要应对措施；掌握农业保险

的特点，并了解主要农业保险的基本涵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风险的概述

识记：①农业风险的概念；②农业风险决策的概念；③订单农业的概念。

领会：①农业风险的特点；②农业风险的分类；③农业风险的影响因素。

简单应用：①农业风险管理和风险应对的区别；②农业风险管理的手段。

（二）农户风险决策

识记：①农业风险管理原则；②农业风险管理的对策。

（三）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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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农业保险的特点。

领会：①不同类别农业保险的含义。

简单应用：①农业保险的功能。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农业风险的概念；②农业保险总体特点；③农业保险的种类。

本章难点：①农业风险管理的主要原则和对策；②农业保险的功能。

第十一章 农业产业化经营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理解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含义和发展趋势，掌握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与

运行机制。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产生与发展

识记：①农业产业化经营含义应当注意的共性问题。

简单应用：①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趋势。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

识记：①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原则；②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

简单应用：①不同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的主要特点。

综合应用①不同类型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中与农户的联结方式。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运行机制

识记：①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利益分配机制；②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保障机

制。

综合应用：①不同利益分配和基本保障机制的主要涵义。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含义；②理解农业产业化经营应当注意的共

性问题；③不同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的主要特点。

本章难点：①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原则；②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组织形

式及其与农户的联结方式；③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利益分配机制及基本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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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农产品销售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理解农产品销售的特点，熟悉农产品销售的影响因素，掌握农产品销售的主

要渠道、机构，并了解农产品价格风险的来源，掌握价格稳定机制。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产品销售概述

识记：①农产品销售的特征；②农产品销售的影响因素。

领会：①农产品销售的内涵。

（二）农产品销售渠道

识记：①农产品销售渠道的概念；②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形式；③农产品销售

渠道的影响因素。

领会：①农产品品牌化。

综合应用：①农产品销售不同渠道的优缺点。

（三）农产品销售主体

识记：①农产品销售主体的概念；②农产品销售主体的作用；③农产品市场

主体结构。

简单应用：①农产品批发商的类型；②不同产品市场主体结构的优缺点。

（四）农产品销售策略

领会：①农产品的三个层次。

简单应用：①农产品主要的价格策略。

（五）农产品价格稳定

识记：①稳定农产品销售价格的机制；②期货合约的概念。

简单应用：①农产品价格变动的主要风险来源。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农产品销售的总体特征；②农产品销售主体结构；③农产品的

三个层次。

本章难点：①农产品销售的影响因素；②农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及其途径；

③农产品价格变动的主要风险来源。



第 14 页 共 19 页

第十三章 农业投资项目决策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理解农业投资项目投资的特征及决策，了解农业投资项目可行性论证的内涵。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投资项目概述

识记：①农业投资项目的概念；②农业投资项目的特征；③农业投资项目决

策的原则。

简单应用：①农业投资项目的分类。

综合应用：①农业投资项目决策的原则。

（二）农业投资项目可行性论证

识记：①可行性论证的概念。

（三）农业投资项目的评价

本节不作考核要求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农业投资项目的特征；②农业投资项目的分类。

本章难点：①农业投资项目决策的原则。

第十四章 农业经济核算和效益评价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农业成本效益的范畴；掌握农业成本分析的内容及方法；了解农业经济

效益的含义以及制约因素，农业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农业成本核算的含义，农

业成本费用项目的构成，掌握农产品成本核算的要求与方法；了解农业资金的分

类，掌握固定资产和农业盈利的核算；了解农业经济效益的评价原理、评价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掌握农业经济效益评价的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中的成本与效益

识记：①农业成本效益的相关概念；②农业经济效益的相关概念。

简单应用：①农业生产成本分析。

（二）农业经济核算

领会：①农业经济核算的意义；②农业经济核算的三方面内容；③农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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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的基本方法。

综合应用：①在全面实行承包责任制的现状下，进行农业经济核算的意义。

（三）农业经济效益评价

识记：①农业经济效益评价的概念。

领会：①农业经济效益评价的原则；②农业经济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

综合应用：①农业经济效益评价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意义。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农业经济核算的内容和方法。

本章难点：①农业经济核算的意义；②农业经济效益评价的意义。

Ⅳ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而确定。

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

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

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考生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

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则列出了考生学习本门课

程的基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

课程内容在教材中可以体现一定的深度或难度，但在大纲中对考核的要求一定要

适当。

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课程内容应基本一致，大纲中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点，

教材里一般也要有；反过来，教材里有的内容，大纲里就不一定体现。

三、关于自学教材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农业经济管理》（第二版），郭庆海主编，中国农业

出版社，2012 年。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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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

知识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核知

识点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为了有效地指导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在章节的基本要求中一般也指明了章节内容的重点和难点。

考生在自学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理解和掌握基本理论、基本方法

学习时应注意以下几点：①要把握全册教材的结构体系，掌握内在线索；②

学习各章时要理清知识要点和脉络，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③注意区分相近

的概念和相通的方法，并掌握它们之间的联系；④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要掌

握重点。

2.理论联系实际，将方法的原理学习与应用相结合

理论联系实际，包括联系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实际，从实际社会生活

中发现和提出问题，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以不断提高自己的分析和

学习能力，同时要具体、丰富、深刻地理解教材内容。

五、应考指导

1.如何学习

周全的计划和组织是学习成功的法宝。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①在学习时，

一定要跟紧课程并完成作业。②为了在考试中做出满意的回答，必须对所学课程

的内容有很好的理解。③可以使用“行动计划表”来监控学习的进展。④阅读课

本时最好做读书笔记，如有需要重点主要的内容，可以用彩笔来标注。如：红色

代表重点；绿色代表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黄色代表可以运用在工作之中的知识

点。还可以在空白处记录相关网站、文章等。

2.如何考试

一是卷面要整洁。评分教师只能为他能看懂的内容打分，而书写工整、段落

与间距合理、卷面赏心悦目有助于教师评分。二是在答题时，要回答所问的问题，

而不能随意地回答，要避免超过问题的范围。

六、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社会助学者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要求，认真钻研指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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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本课程与其他课程不同的特点和学习要求，对考生进行切实有效的辅导，引

导他们防止自学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偏向，把握社会助学的正确导向。

2.正确处理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的关系，努力引导考生将识记、领会与应用

联系起来，有条件的应适当组织考生开展科学研究实践，学会把基础知识和理论

转化为应用能力，在全面辅导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和提高考生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要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课程内容有重点与一般之分，但考试内容

是全面的。社会助学者应指导考生全面系统地学习教材，掌握全部考试内容和考

核知识点，在此基础上突出重点。总之，要把重点学习与兼顾一般相结合，防止

孤立地抓重点，甚至猜题、押题。

七、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课程中各章

的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

试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

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

四个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2.在考试之日起 6个月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颁布或修订的法律、

法规都将列入相应课程的考试范围。凡大纲、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符的，

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命题时也会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的重大方针

政策的变化予以体现。

八、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应根据本大纲所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要求来确定考

试范围和考核要求，不能任意扩大或缩小考试范围，提高或降低考核要求。考试

命题要覆盖到各章，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体现本课程的内容重点。

2.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 35%，领

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25%，综合应用占 10%。

3.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课程内容、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

核的内容。考试命题既要覆盖到章，又要避免面面俱到。要注意突出课程的重点、

章节的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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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题，考核要求不得高于大纲中所

规定的相应的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考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

基本理论是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熟练运用。不应出与基本要求

不符的偏题或怪题。

5.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

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

必须注意试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不是等同的概念。

在各个能力层次中对于不同的考生都存在着不同的难度。请考生特别注意，切勿

混淆。

6.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 分

为及格。考生只准携带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铅笔、圆规、直尺、三角板、

橡皮等必需的文具用品。不可携带计算器。

7.本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题、简

答题、论述题等。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以下属于土地资源特点的是（ ）

A．位置不确定性 B．面积无限性

C．质量差异性 D．功能暂时性

参考答案： C

二、填空题

1. 影响农业劳动力供给的因素包括：人口自然增长率、劳动报酬和 。

参考答案：农民的价值观

三、名词解释题

1.农业生产结构

参考答案：农业生产结构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农业企业的农业生产各部门和

各部门内部的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比例关系。

四、简答题

1. 简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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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农业劳动力现代化。（2）农业生产手段现代化。（3）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4）

农业生产管理现代化。（5）农业生产过程现代化。

五、论述题

1. 试述提高我国农业集约化水平的途径有哪些。

参考答案：（1）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2）扩

大复种面积，提高复种指数。（3）优化产业结构，提高集约化程度较高农业生产部门的比

重。（4）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5）加大对农民教育培训力度，全面提

高农民素质。（6）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创造有利生产经营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