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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一】：《机械设计基础》  

1.1 考核目标 

本课程考试旨在考察学生对机器和机构的基本概念的理解、机构的基

本设计理论、简单机构的基本设计方法、对通用零件的设计理论和设计

方法、标准零件的选用原则和校核计算方法的掌握等情况，为后继专业

课程学习和今后从事设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2 考试内容 

1.机械设计的一般要求和过程 

2.平面机构的自由度和速度分析 

机构的组成，运动副、运动链、约束和自由度等基本概念；了解常

用机构的机构运动简图的绘制；计算平面机构的自由度。 

3.平面连杆机构 

平面连杆机构的组成及特点；平面连杆机构的基本型式、判别、演

化和应用，曲柄存在条件、传动角、死点、急回运动、行程速比系数、

运动确定性等基本概念。 

4.凸轮机构 

凸轮机构的分类及应用，从动件常用的运动规律及从动件运动规律

的选择原则；在确定凸轮机构的基本尺寸时应考虑的主要问题（包括压

力角对尺寸的影响、压力角对凸轮受力情况、效率和自锁的影响及失真

等问题）。 

5.间歇运动机构 

几种常用间歇运动机构的工作原理、运动特点及应用。 

6.机械的调速和平衡 

机械速度波动的调节、机械的静平衡与动平衡。 

7.螺纹与键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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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及螺纹联接件的类型、特性、标准、结构、应用及防松方法；

了解螺栓联接的强度计算的理论与方法；螺栓组联接的受力分析方法；

键连接的类型与结构形式。 

8.带传动 

带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场合；普通 V带的结构及其标准；带传

动的工作原理、受力情况、弹性滑动及打滑等基本理论、V带传动的失

效形式及设计准则；了解 V带传动的设计方法和步骤。 

9.链传动 

链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场合；了解套筒滚子链的标准、规格及

链轮的结构特点。 

10.齿轮机构 

齿轮机构的类型和应用；平面齿轮机构的齿廓啮合基本定律；渐开

线直齿圆柱齿轮的啮合特性；渐开线齿轮传动的正确啮合条件和连续传

动条件；渐开线齿轮各部分的名称、基本参数及各部分几何尺寸的计算；

渐开线齿廓的展成切齿原理及根切现象；渐开线标准齿轮的最少齿数；

斜齿圆柱齿轮齿廓曲面的形成、啮合特点，并能计算标准斜齿圆柱齿轮

的几何尺寸；标准直齿圆锥齿轮的传动特点及其基本尺寸的计算；不同

条件下齿轮传动的失效形式、设计准则、基本设计原理、设计程序；直

齿、斜齿轮的受力分析，各分力的大小计算及方向判断的方法；了解直

齿、斜齿轮的强度计算方法，注意计算公式中各系数、参数对强度的影

响。 

11.蜗杆传动 

蜗杆传动的几何参数的计算及选择方法；蜗杆传动的受力分析。 

12.轮系 

轮系的分类和功用；轮系传动的应用；定轴轮系、周转轮系、复合

轮系的传动比计算。 

13.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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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主要类型和特点；轴的结构设计方法，明确轴的结构设计应考

虑的主要因素；了解轴的强度计算和刚度的计算方法。 

14.滚动轴承 

滚动轴承的基本类型、特点和应用场合；滚动轴承代号的构成，构

成中的“基本代号”的具体含义，能熟练解读滚动轴承代号；轴承寿命、

基本额定寿命、基本额定动载荷、当量动载荷的基本概念；寿命计算；

当量动载荷计算；了解角接触球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轴向载荷的计算方

法；轴承组合设计、安装和定位。 

15.联轴器和离合器 

常用联轴器和离合器的主要类型、工作原理、结构特点；常用联轴

器的选择。 

1.3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填空题；单选题；判断题；简答题；绘图题；分析题；

计算题 

1.4 参考书目 

王立波、郭桂萍，《机械设计基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3版。  

  

【考试科目二】：《机械制图》 

1.1 考核目标 

本课程考试旨在考察学生对点、线、面、基本形体、基本形体的截

切和相贯、组合体、机件表达方法等投影理论的掌握和理解；掌握标准

件和常用件的表示法，掌握螺纹、键、销等标准件的联接画法；掌握零

件图、装配图的读图和绘图；了解展开图画法及焊接图的读图；为后续

专业课程学习和今后从事机械设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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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考试内容 

1.制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掌握直线与圆弧连接，圆弧与圆弧连接的画法；掌握平面图形的线

段分析，尺寸注法和画图步骤。 

2.投影基础 

掌握点、线、面的投影规律；线上取点和面内取点、取线的作图方

法；学会判断点是否在线上，判断点、线是否在面内；学会判断两直线

的相对位置。 

3.基本立体 

掌握平面立体（底面平行于投影面的棱柱、棱锥）三视图的画法；

掌握回转体（轴线垂直于投影面的圆柱、圆锥、球）三视图的画法；熟

悉立体表面上取点的基本作图方法；了解简单叠加体的叠加形式及特征；

掌握简单叠加体三视图的画图；掌握已知两视图求第三视图的方法。 

4.常见立体表面交线 

掌握平面立体、回转体截交线的画法；掌握常见的平面立体与回转

体的相贯线画法；掌握回转体与回转体相贯线画法。 

重点掌握棱柱、圆柱截交线的画法和两圆柱正交相贯线的画法。 

重点掌握特殊相贯线（圆柱与圆球、两圆柱等径相贯）的画法。 

5.组合体 

熟练掌握形体分析法和线面分析法在组合体的画图与读图中的灵

活运用；掌握组合体三视图的画法；重点掌握已知组合体两视图求第三

视图的作图步骤。 

熟悉组合体尺寸标注的基本要求；重点掌握组合体的尺寸标注的方

法与步骤。 

6.机件表达方法 

了解基本视图的概念及其投影规律；掌握局部视图的形成，了解其

标注、配置及画法；掌握斜视图的形成，了解其标注、配置及画法；能

辨别向视图、局部视图、斜视图三者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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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各种剖视图的概念及画法；重点掌握常见物体全剖视图、半剖

视图、局部剖视图的画法。 

了解重合剖面、移出剖面的画法及标注；重点掌握移出剖面的画法

及标注。 

了解习惯画法、简化画法及表达方法综合举例。     

7.标准件和常用件 

掌握螺纹的规定画法及标注；了解螺纹紧固件螺栓、双头螺柱、螺

钉、 

垫圈、螺母的规定画法及标注；掌握螺栓连接、双头螺柱连接、螺钉连

接的比例画法。 

重点掌握掌握螺栓连接、双头螺柱连接画法。 

掌握键、销装配图的规定画法及标记；了解滚动轴承的规定画法及

标记；重点掌握直齿圆柱齿轮的规定画法及其啮合画法。 

8.零件图 

了解零件图内容及作用；掌握典型零件的视图选择原则；了解零件

的工艺结构；掌握表面结构（粗糙度）、极限与配合概念及在图样中的

标注。 

了解零件图中主要尺寸与非主要尺寸的概念、尺寸基准概念；了解

合理标注零件尺寸时需注意的一些问题；熟悉常见零件结构的尺寸注法。 

重点掌握轴类、盘盖类、支架类零件图读图的方法和步骤。  

9.装配图 

了解装配图的内容、要求、用途；掌握装配图的规定画法与特殊画

法；掌握装配图的视图选择的原则；掌握装配图的尺寸标注、零件编号、

明细栏；了解装配的结构的合理性；掌握画装配图的方法和步骤；掌握

读装配图方法、步骤。 

重点掌握读装配图及由装配图拆画零件图的方法与步骤。 

10.读第三角画法视图 

了解第三角视图的画法及读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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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展开图 

了解圆柱管和棱柱管的展开图画法；了解圆锥管和棱锥管的展开图

画法。 

12.焊接图 

了解焊缝的图示法及符号；了解焊缝的标注方法；能识读简单的焊

接图。 

1.3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填空题；选择题（包含单选题和多选题）；补线题；作

图题；尺寸标注题；读图题。 

1.4 参考书目 

王其昌、翁民玲、常小芳，《机械制图》，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年，第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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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一】：《电工与电子技术》  

 1.1 考核目标 

本课程考试依据高职高专阶段《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标准和刘江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汽车电工电子技术基础》教材要求，考查学生是

否具备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要求的学科基础知识。 

1.2 考试内容 

1.直流电路 

直流电路的基本概念、常用元件电气特性；利用基尔霍夫定律、叠

加原理和戴维南定理分析电路问题。 

2.正弦交流电路  

正弦交流电的基本概念；分析计算单相交流电路；三相交流电路电

压、电流和功率的概念和分析。 

3. 变压器 

理解耦合电感的工作原理和电气特性；理解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和作

用；能分析含有理想变压器电路。 

4.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构造、旋转磁场、转动原理；三相交流电动

机机械特性；能分析计算三相交流电动机运转特性；分析、设计三相异

步电动机的控制电路。 

5.稳压电路分析 

半导体二极管特性和电路分析；晶体管特性；整流电路；滤波电路；

稳压电路。 

6.放大电路的分析与应用 

基本放大电路工作原理及动静态分析；集成放大电路特点、工作原

理及其应用。 

7.数字电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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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电路基本概念；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集成触发器功能；

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 

8.安全用电 

电流对人体的影响；安全电流和安全电压；安全用电注意事项；防

触电措施；触电的紧急救护。 

1.3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填空题；单选题；判断题；简答题；分析题；计算题。 

1.4 参考书目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基础》，刘江，王慧丽，张勇，机械工业出版

社，2021年。 

 

【考试科目二】：《新能源汽车技术》  

 1.1 考核目标 

本课程考试旨在考察学生对新能源汽车发展概况、动力电池的类型

与工作原理、充电与驱动控制类型与工作原理，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

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增程式电动汽车的原理及控制要点，为后继

专业课程学习和今后从事设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2 考试内容 

（1）新能源汽车的概念、类型 

（2）新能源汽车常用电力电子器件的工作原理 

（3）新能源汽车电力驱动方面的主要结构形式 

（4） 新能源汽车主要行驶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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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充电、放电、极化等概念；动力电池的

分类、性能指标、性能要求 

（6）铅酸蓄电池、锂离子电池、燃料电池的分类、结构和特点、

工作原理、充放电特性和充电方法、SOC估计方法；太阳能电池、空气

电池、飞轮电池、超级电容器、镍氢电池、钠硫电池的分类、特点。 

（7）新能源汽车对驱动电机的要求、驱动电机的种类；直流电动

机的分类、构造、工作原理与性能、控制特性；交流异步电动机结构、

特点、工作原理与运行性能、驱动控制系统；永磁无刷直流电动机分类、

结构、特点、控制原理；永磁同步电动机结构、特点、工作原理、控制

原理；开关磁阻电动机结构、工作原理、运行性能、特点、控制原理；

轮毂电动机结构、特点、驱动方式。 

（8）纯电动汽车的分类、组成与原理、驱动布置、特点和关键技

术、动力传动系统参数设计(电动机、传动比、动力电池组、)；行驶里

程模型、影响因素；电源系统组成、功能；电池管理系统构成、功能，

电量管理、均衡管理、热管理、安全管理、通信系统的原理；能耗经济

性指标、能量利用率、能耗的计算与评价。 

（9）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分类、组成、特点和关键技术、主要指标；

串联、并联、混联电驱动系统的的组成、运行原理、特点、能量管理的

策略；动力系统设计原则，发动机、电动机、储能装置、动力分配装置

的设计方法，控制方法。 

（10）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类型、特点、基本要求、关键技术、基本

结构与方案；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能量控制系统组成、管理策略；燃料电

池电动汽车动力系统（发动机、辅助动力源、DC-DC变换器、驱动电机）

组成、动力电控系统的构成；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传动系统的参数及设计。 

（11）增程式电动汽车概念、原理、特点，增程器分类，传动系统

参数匹配、蓄电池参数匹配、增程器参数匹配设计；增程式电动汽车控

制策略要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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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能源汽车蓄电池充电方法；充电装置的分类、充电模式；

充电机的类型、要求；充电接口的要求、形式；不同充电设施的类型。 

1.3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填空题；单选题；判断题；简答题；计算题 

1.4 参考书目 

李玉忠、李全民编著，《新能源汽车技术概论》，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年，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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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一】：《电路》  

 1.1 考核目标 

本课程考试依据高职高专阶段《电路分析基础》课程标准和赵辉主

编机械工业出版社《电路基础（第三版）》教材要求，考查学生是否具

备自动化专业要求的学科基础知识。 

1.2 考试内容 

1.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定律 

     电路及电路模型；电压、电流和电功率等基本物理量概念和含义；

电阻元件、电容元件与电感元件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及其功率；电压源模

型、电流源模型；电源模型等效变换；无源网络的等效化简；基尔霍夫

定律列写节点电流和回路电压方程的列写；含受控源二端电路的分析。 

2.直流电路分析 

    支路电流法、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与诺顿定理、节点分析法、网

孔分析等电路分析方法的使用。 

3.正弦交流电路 

    正弦量的相关概念；正弦量的相量表示法；电路基本定律的相量形

式；复阻抗与复导纳的概念、意义和计算；用相量法分析正弦交流电路；

正弦交流电路中的瞬时功率、平均功率、功率因数、无功功率和复功率

的概念、意义和计算；功率因素的提高方法。 

    4.谐振与互感电路 

串联谐振与并联谐振的概念、发生条件；含耦合电感元件的电路分

析；理想变压器两个端口电压、电流关系以及阻抗变换作用及其应用。 

5.三相电路 

三相交流电动势的产生；三相电源的联结及线、相电压关系；对称

三相电路电压、电流以及功率的计算。 

6.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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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路定律及电路初始条件的确定；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一阶电

路的零状态响应、一阶电路的全响应的概念；时间常数的物理含义；三

要素法求解一阶电路动态响应。 

1.3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填空题；单选题；判断题；简答题；分析题；计算题。 

1.4 参考书目 

赵辉，《电路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第 3版。 

【考试科目二】：《模拟电子技术》  

 1.1 考核目标 

本课程考试依据高职高专阶段《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标准和周良权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教材要求，考查学生是否具

备通信工程专业要求的学科基础知识。 

1.2 考试内容 

1.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基本应用电路 

本征半导体、杂质半导体、PN结的单向导电性、PN结反向击穿；半

导体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温度特性；二极管电路直流等效模型和微变等

效模型、半导体二极管应用以及含半导体二极管的电路分析；稳压二极

管的特性以及应用；    

2.半导体三极管及其基本放大电路   

双极型三极管的电流分配和载流子运动；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判定； 

共发射极基本放大电路的组成及放大原理、静态分析、动态分析；射极

偏置电路的功能、稳定静态工作点原理、动静态分析；共集电极放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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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共基极放大电路特点和动静态分析； 三极管放大电路和开关电路的

应用。 

3.集成运算放大器及其应用基础 

差分放大电路构成和作用；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的特点；恒流源类型

和作用；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特点和功能；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分析方法及其

基本运算电路的分析。利用集成运算放大器实现比例运算、加减运算、积

分、微分等运算电路的分析和使用。 

4.负反馈放大电路 

反馈的基本概念；正、负反馈的判定；负反馈的四种反馈组态的判

定和特点；深度负反馈放大电路放大倍数计算；利用深度负反馈实现电

压（电流）-电流（电压）转换电路。 

5.集成运放在信号处理方面的应用 

一般电压比较器分析；过零比较器分析；滞回比较器特性及波形整

形作用；有源滤波电路特点和工作原理。 

6.信号发生电路 

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组成和功能；文氏桥正弦波产生电路工作原理、

信号频率；LC正弦波产生电路工作原理、振荡频率；矩形波信号产生电

路构成和信号周期。 

7.直流稳压电源 

直流稳压电源的组成和功能；分析硅稳压二极管稳压电路的性能指

标、限流电阻的大小、输出电压等；具有放大环节的串联型稳压电路电

路构成、工作原理、输出电压；集成三端式稳压器的使用。 

1.3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填空题；单选题；判断题；简答题；分析题；计算题。 

1.4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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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权，《模拟电子技术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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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一】：《计算机科学导论》  

 1.1 考核目标 

本课程考试要求学生掌握计算机系统的基本原理、组成结构及平台

应用，具备基本计算思维并运用现代办公工具熟练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了解计算机技术的新应用和新趋势，掌握运用计算机知识和工具获取问

题的解决方案，能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工具进行模拟、预测、分析并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1.2 考试内容 

1.计算机概述：了解计算机发展历史、特点、分类和发展趋势。掌

握信息在计算机内部的表示方式和编码，了解信息存储、传输和检索的

常用方法。 

2.掌握数据在计算机中的表示、存储与运算；掌握二、八、十六、

十进制间相互换算的方法，能进行简单的换算，掌握数据存储的基本单

位。 

3.计算机系统组成：了解计算机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的组成与工作

原理；掌握微型计算机硬件基本结构和系统性能的主要技术指标。 

4.系统软件与操作系统：理解计算机操作系统的作用和功能，了解

主流操作系统（例如 Windows、Linux、Android、iOS等）的特点，掌握

常用操作系统软件安装、维护和使用方法。 

5.应用软件：理解常用字处理软件、电子表格软件和演示文稿软件

的基本 概念；掌握运用字处理软件进行办公文书、表格、版式设计与内

容编辑的技能；掌握运用电子表格软件进行数据存储、计算、分析、排

序、筛选等操作的方法。 

6.计算机网络技术：掌握网络基础知识、计算机网络的几种典型的

拓扑结构和 OSI模型和 TCP/IP模型；了解网络常见的拓扑结构以及常用

的网络协议概念和应用（如:ARP、IP、TCP、ICMP、HTTP、FTP、DHCP、



17 
 

DNS 等）。掌握 Internet 协议、地址和域名和常用的上网方式，掌握

Internet基础应用。掌握简单局域网的组建与应用，了解常用的网络硬

件设备。 

7.多媒体技术：理解多媒体的基本概念，掌握多媒体和 Web基础知

识；了解多媒体的类型和信息表示方法。 

8.计算机编程：掌握计算机语言的发展与现状；掌握编程基础知识，

掌握过程化编程方式、方法；了解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思想。 

9.计算机安全：了解计算机安全基础知识、概念，掌握常用的计算

机安全防护措施（病毒防护、隐私保护、数据备份等）；了解无线网络、

因特网等多种应用下的安全知识，了解信息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 

10.计算机新技术与新应用：了解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概念，

了解实现这些功能的关键技术；了解实现移动网络及其应用的关键技术；

了解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 

1.3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填空题；单选题；判断题；简答题；分析题；计算题 

1.4 参考书目 

吕云翔、李沛伦，《计算机导论》，电子工业岀版社，2016年， 第

1版。 
 

 

 

【考试科目二】：《C程序设计》  

 1.1 考核目标 

依据本科专业人才培养基础要求和高职（大专）阶段计算机相关专

业《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标准制定。旨在使学生掌握程序设计的基本

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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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计算思维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具有基本的纠错和调试

程序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计算机应用奠定良好的基础。 

1.2 考试内容 

1.熟悉 C程序基本结构、开发环境、编辑调试过程、算法基本概念

等。 

2.数据类型，标识符，常量与变量，运算符优先级与结合性，表达

式，不同类型数据之间运算的转换规则。 

3.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C语言的语句分类，基本输入输出函数，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4.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If语句，switch语句，break语句，分支（选择）结构的嵌套。 

5.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循环的基本概念，while语句、do-while语句和 for语句的使用方

法，break语句与 continue语句的使用，循环嵌套的使用。 

6.数组 

一维数组、二维数组和字符数组的定义、初始化及数组元素的使用，

字符串与字符数组操作。 

7.函数 

各类函数的定义、声明与调用，形式参数与实际参数，参数的值传

递与地址传递，函数的嵌套调用与递归调用，全局变量与局部变量。 

8.预处理命令 

不带参数的宏定义、带参数的宏定义和使用方法，文件包含。 

9.指针 

指针的基本概念，指针变量的定义与使用，指针的运算，指向数组

的指针变量，指针作为函数的参数，字符串指针及指向字符串的指针变

量。 

10.结构体与共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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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体的概念，结构体类型的定义，结构体变量的定义与使用，结

构体数组的使用，共用体的概念，共用体类型的定义，共用体变量的定

义与使用，枚举类型的定义与使用，typedef的使用方法。 

11.文件 

文件指针的概念及使用方法，文件的打开、关闭、读写与定位等操

作。 

1.3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题型可以有单选题；判断题；填空题；阅读程序题；程

序设计题等 

1.4 参考书目 

谭浩强，《C程序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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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一】：《工程力学》 

 1.1考核目标 

《工程力学》是运用力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构件在荷载作用下的平

衡规律及承载能力的一门课程。本课程旨在考察学生对工程力学基础知

识的理解，要求学生理解和掌握工程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

方法，学会用工程力学的基本知识分析和处理工程中简单的力学问题。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和今后从事工程结构设计工

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2考试内容 

1.静力学基本知识 

力、力矩、力偶、荷载、刚体、平衡、约束、二力杆等基本概念；

静力学公理及常见约束类型；构件受力图的画法及步骤。 

2.平面力学的合成与平衡 

力系、投影、静定结构等基本概念；合力投影定理、合力矩定理、

力偶等效定理、力线平移定理；求解平面任意力系、平面平行力系、平

面汇交力系等的平衡问题；解决工程中物体系统的平衡问题；计算单跨

梁的支座反力。 

3.空间力系与重心 

计算力在空间直角坐标轴上的投影；力对轴的矩；空间力系的平衡

方程；物体重心的概念及求解。 

4.轴向拉伸和压缩 

内力、应力、应变等基本概念；用截面法求解轴向拉（压）杆件的

内力；轴力图的绘制方法；轴向拉（压）杆件横截面上的正应力计算；



21 
 

轴向拉（压）杆件的强度计算和变形计算；材料在拉伸和压缩时的力学

性能。 

5.连接件的实用计算 

剪切和挤压的概念；剪切和挤压的实用计算；剪切胡克定律和剪应

力互等定理。 

6.扭转 

扭转及扭矩的概念；扭矩的符号规定及扭矩图的绘制方法；圆轴扭

转时的强度、变形和刚度计算。 

7.截面的几何性质 

静矩、形心坐标、惯性矩、惯性积、极惯性矩的概念及计算；惯性

矩的平行移轴公式及组合截面惯性矩的计算；转轴定理、主惯性轴和主

惯性矩。 

8.梁的内力 

弯曲变形、平面弯曲、剪力和弯矩等基本概念；剪力和弯矩的符号

规定；截面法计算梁内力；单跨梁剪力图及弯矩图的绘制。 

9.梁的应力及强度计算 

常用平面图形的几何性质；平面弯曲时梁横截面上正应力和剪应力

的计算及强度条件；梁弯曲强度提高的措施；梁的主应力及强度理论。 

10.梁的弯曲变形 

弯曲变形的概念；用积分方法分析梁的弯曲变形；梁的刚度计算；

梁弯曲刚度提高的措施。 

11.组合变形 

斜弯曲与偏心压缩的强度计算；截面核心的概念。 

12.压杆稳定 

压杆稳定的概念；临界力及临界应力的计算公式；柔度的概念及计

算；压杆的稳定条件及稳定计算；压杆稳定性提高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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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填空题；单选题；判断题；简答题；绘图题；分析题；

计算题 

1.4参考书目 

孔七一，《工程力学》，人民交通出版社，2020年，第五版。 

 

【考试科目二】：《材料力学》  

 1.1考核目标 

本专业考试大纲主要参考《高等学校土木工程本科指导性专业规

范》中对土木工程专业知识体系中的核心知识领域“力学原理与方法”

所涵盖的主要核心知识单元与知识点进行编制，考核对土木工程学科相

关力学原理与计算方法的掌握情况，为后继专业课程学习和今后从事设

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2考试内容 

1.材料力学基本概念 

（1）了解可变形固体的性质及其基本假设； 

（2）了解内力和应力的概念、杆件的基本变形。 

2.轴向拉伸和压缩 

（1）理解材料在拉压时的力学性能； 

（2）掌握拉（压）杆的变形与胡克定律； 

（3）了解简单拉压超静定问题。 

3.平面图形的几何性质 

（1）了解静矩、惯性矩、惯性积、惯性半径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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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简单几何图形的静矩、惯性矩、惯性积、惯性半径的计

算； 

（3）掌握平行移轴公式以及复杂几何图形的惯性矩的计算。 

4.弯曲内力 

（1）理解平面弯曲、对称弯曲的概念、梁的分类与计算简图； 

（2）熟练掌握梁弯曲内力计算及内力图画法； 

（3）了解叠加法作弯矩图。 

5.弯曲应力 

（1）熟练掌握纯弯曲时及横力弯曲时梁横截面上的正应力计算及

强度条件； 

（2）掌握梁横截面上的切应力计算及强度条件。 

6.弯曲变形 

（1）掌握用叠加法求解梁的变形； 

（2）掌握梁弯曲变形的刚度计算。 

7.应力状态与强度理论 

（1）理解一点的应力状态、主单元体、主应力、主方向的概念； 

（2）熟练掌握二向应力状态分析的解析法； 

（3）了解二向应力状态分析的图解法； 

（4）了解广义虎克定律； 

（5）理解强度理论的概念，掌握四种常见的强度理论。 

8. 组合变形 

（1）理解组合变形的概念； 

（2）掌握组合变形问题的求解方法及步骤； 

（3）掌握工程中常见的组合变形（拉弯、压弯组合）的强度和刚

度计算。 

9. 压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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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压杆稳定的概念，了解欧拉公式的推导； 

（2）理解临界应力总图及其在压杆稳定性计算中的作用； 

（3）掌握压杆稳定性条件及计算。 

1.3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计算题与作图题等 

1.4参考书目 

何芝仙、崔建华等，《材料力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二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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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一】：《工程计量与计价》  

 1.1 考核目标 

《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是工程造价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在工程

造价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工程造价相关概念、

基本理论、业务流程以及案例的教学，使学生熟悉工程估价的基础知识，

掌握工程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具备工程估价的基本能力。具体包括： 

（1）熟悉工程估价的基本原理，掌握工程计算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熟悉工程量计算的基本规则，了解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原理和方法。 

（2）掌握工程造价费用的构成，熟悉工程造价费用计算方法和程序。 

（3）熟悉工程定额的编制原理和方法，掌握工程定额的应用。 

（4）熟悉投资估算的基本原理，掌握投资估算的编制方法。 

（5）熟悉设计概算的基本原理，掌握设计概算的编制方法。 

（6）熟悉施工预算及施工图预算的基本原理，掌握施工预算及施工

图预算的编制方法。 

（7）熟悉工程结算及竣工决算的基本原理，了解工程结算及竣工决

算的编制方法。 

1.2 考试内容 

（一） 绪论 

建设项目的分解，基本建设程序，基本建设预算的分类和作用，基

本建设预算与基本建设程序各阶段的关系。 

（二） 建筑工程定额计价 

预算书的分类及作用、编制内容及步骤，工程量的概念及作用，工

程量计算顺序和计算方法。 

（三）建设工程工程量计算与定额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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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费、材料费和机械台班单价的确定，建筑工程费用项目构成，

建设工程费用定额计价程序，建设工程费用工程量清单计价程序，计算

建筑面积的范围和不应计算建筑面积的范围。 

（四）土石方工程 

土壤及岩石分类，土石方工程量计算规则，工作面宽度计算，场地

平整的范围，土石方工程量计算与定额应用。 

（五）地基处理与边坡支护工程 

垫层种类，垫层工程量计算，基坑和边坡支护工程量计算。 

（六）桩基础工程 

预制桩的种类，打桩工程量计算，送桩工程量计算，灌注桩基础工

程量计算，截桩工程量计算。 

（七）砌筑工程 

标准砖砌体计算厚度，基础和墙身的划分，大放脚的概念，砌体工

程量计算。 

（八）钢筋及混凝土工程 

现浇混凝土工程量定额说明及计算，混凝土构件的分类界限，钢筋

定额说明及工程量计算，保护层，弯钩长度，锚固长度，钢筋施工图识

读。 

（九）木结构工程 

木屋架的分类，简支檩和连续檁的概念。 

（十）屋面及防水工程定额说明 

屋面种类，刚性防水，柔性防水，屋面工程工程量计算，防水工程

工程量计算，平面防水，立面防水，屋面排水工程量计算。 

（十一）保溫、隔热、防腐工程 

保温工程工程量计算。 

（十二）楼地面装饰工程 

找平层概念及做法，整体面层种类，找平层及整体面层的定额说明，

找平层、整体面层、块料面层的定额说明及工程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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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墙、柱面装饰与隔断、幕墙工程 

抹灰层种类及做法，抹灰工程量计算，块料面层定额说明及工程量

计算。 

（十四）天棚工程 

抹灰层种类及做法，抹灰工程量计算，天棚龙骨构造做法及工程量

计算，天棚饰面工程的构造做法及工程量计算，平面天棚及跌级天棚的

划分。 

（十五）油漆、涂料及裱糊工程 

抹灰面油漆、涂料、基层处理的构造做法。 

（十六）构筑物及其他工程 

渗井的划分，垫层、路面的划分，厂区道路定额说明及工程量计算。 

（十七）脚手架工程 

外脚手架、里脚手架、满堂脚手架假设方法。 

（十八）模板工程 

模板搭设方法，现浇混凝土模板定额说明。 

（十九）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招标控制价，投标报价，竣工结算和支付，结算款支付，质保金和

最终结清，招标控制价投诉与处理，工程量清单的一般规定。 

（二十）工程量计算规范应用 

工程量计算，计算综合单价，工程量清单的编制。 

1.3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单选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和案例分析题五种

题型。 

1.4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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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明和等编著，《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四版。  

 

【考试科目二】：《工程项目管理》 

1.1考核目标 

旨在贯彻国家和安徽省的相关要求，依据有关政策文件，根据“宽

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原则，实现培养工程造价中高级应

用性人才的目标。考查内容以工程生命周期建设过程为主线，围绕工程

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进度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等内容展

开，使学生具备培养学生发现、分析、研究、解决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实

际问题的基本能力，为考生从事有关建设项目管理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考试以工程项目管理相关理论知识为基础，强调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应

用性，通过对各章节知识要点的扎实掌握和融会贯通实现创新性。 

1.2考试内容 

主要内容包括工程项目管理概论、工程项目范围管理、工程项目组

织管理、工程项目进度管理、工程项目成本管理、工程项目质量管理、

工程项目合同与风险管理、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及职业健康管理，培养学

生对工程造价相关领域的学习与探究兴趣，解决工程造价领域基本问题

与现象的能力，使得学生具备更为扎实和全面的学科素养。具体考试范

围及要求如下: 

1.了解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及过程;工程项目类型、工程项目利益相

关方；理解工程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项目生命周期等

相关概念;工程项目组织策划主要内容;项目经理的责权利；掌握项目的

概念与特征;工程项目的概念与特征、工程项目的分类与分解;工程项目

经典发包方式及其特点、业主方项目管理方式;工程项目管理组织结构常

见类型及其特点。 

2.了解我国现行工程项目决策立项制度；理解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

主要内容及作用；掌握工程项目决策的概念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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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现行法律法规对我国工程招标主要内容的一般规定（含程

序、评标方法与标准、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关键时间节点等；理

解工程项目招标策划的主要内容;我国工程招标范围及标准；掌握工程项

目招标内涵及其主要方式;工程项目标段的划分及考虑因素。 

4.了解工程施工合同管理的一般问题；理解资格审查的类型及其主

要内容;标准施工合同文件的组织及解释优先次序；掌握工程项目合同类

型及其特点;工程变更、索赔的概念与程序。 

5.了解进度计划的优化类型；理解横道图的概念、特点;进度计划

检查与偏差分析方法;进度控制措施；掌握工程项目进度相关概念及进度

计划系统的分类;活动排序分类及表示方法、活动时间估计的方法与技术;

网络图的类型及双代号网络图的绘制;基于双代号网络图的时间参数计

算(六时标法);关键线路、关键活动的概念及作用。 

6.了解工程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组织体系、过程体系和对象体系);

工程项目设计质量和施工质量控制要点;工程项目施工质量验收的组织；

理解设计和施工阶段项目质量计划的主要内容；掌握质量、工程项目质

量的内涵及特点;质量管理过程体系、PDCA循环;工程项目质量计划与控

制的概念;施工质量控制点的含义及设置原则;工程项目质量的影响因

素。 

7.了解清单计价与定额计价的区别；理解决策、招标和施工阶段投

资控制主要环节或内容；掌握投资、工程造价的含义、工程项目投资的

概念及其构成;工程估价文件的类型及其区别与作用;工程投资计划的编

制方法;设计阶段投资控制方法。 

8.了解工程项目环境评价方法；理解工程项目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和环境体系的基本要素；掌握工程项目安全的内涵。 

9.了解风险识别、估计和评价方法；理解风险分配的一般原则；掌

握风险、风险管理的内涵、风险管理过程、风险分类;风险应对的一般策

略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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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了解工程项目后评价的作用、方法；理解房屋建筑工程、水利

工程竣工验收程序、条件和依据;工程项目投产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掌

握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的概念与作用。 

1.3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单选题、判断题、简答题、案例分析题、计算题五种题

型。其中，客观题占比 30%-40%，主观题占比 60%-70%。 

1.4参考书目 

银花，《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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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一】：《管理学原理》  

 1.1 考核目标 

本课程考试旨在考察学生对“管理学”中关于管理活动、管理理论、

管理环境、决策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部分中涉及的基本

概念、基本理论、原理及方法的掌握，并能结合实际对管理理论原理加

以理解运用分析，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和今后从事设计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 

1.2 考试内容 

1.管理导论 

管理概念及内涵特征；管理的本质；管理的基本原理；管理的职能

及管理过程；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研究管理学的科学思维。 

2.管理理论的历史演变 

古典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

一般管理理论、韦伯的组织管理理论）；现代管理流派概况。 

3.决策与计划 

决策的概念及内涵；决策的分类与特征；决策的功能与任务；决策

的影响因素及决策过程；决策与计划。 

环境分类；环境分析的常用方法；决策理论（西蒙行为决策理论）；

决策方法概况。 

计划及计划工作的概念；计划的本质与特征；计划的类型与作用；

目标管理；PDCA循环。 

4.组织 

组织及组织工作的概念内涵；组织结构及组织设计概念内涵；组织

设计的任务和原则；组织设计的影响因素；组织结构的概念含义；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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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组织与有机式组织；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包括直线制、职能制、直

线职能制、事业部制；矩阵制）。 

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管理幅度与管理层级；管理幅度设计的影

响因素；集权与分权；授权。 

直线权力与参谋权力。 

组织文化的概念及特征；组织文化构成；组织文化的功能作用。 

5.领导 

领导的概念内涵；领导和管理；领导的作用；领导的权力来源；领

导风格类型；领导理论。 

激励的概念内涵；人性假设；激励的行为基础理论（含需要层次理

论、双因素理论、X理论和 Y理论）；过程激励理论（含期望理论、公

平理论）；激励方法。 

沟通概念及其作用；沟通过程；沟通的类别。 

6.控制 

控制的概念内涵；控制的必要性；控制的原则；控制的过程。 

7.创新 

创新的概念内涵；创新职能的基本内容；组织变革与创新。 

1.3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名词解释题；单选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 

1.4 参考书目 

陈传明主编，《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版。 

 

【考试科目二】：《物流管理概论》  

 1.1 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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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考试旨在考察学生是否达到升入本科继续学习的要求。以现

代物流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为基础，考察学生掌握物流基础原理和应

用方面是否具有本科学习的能力。 

1.2 考试内容 

1.现代物流概论 

物流的产生与发展、物流的类型、物流的概念和特点、物流管理的

内容与特征、物流标准化的特点、物流标准化的主要内容。 

2.物流系统 

物流系统的构成、物流系统的特征和模式、物流系统优化目标、物

流系统的要素。物流系统分析的概念和目的、物流系统评价的概念和目

的、物流系统评价的标准和指标。 

3.运输管理 

运输的概念和作用、运输管理的原则、各种运输方式的应用和特点、

运输合理化的因素、运输合理化的途径。 

4.仓储管理 

仓储管理的概念、仓库的类型、仓储的功能、仓储管理的内容、仓

储的业务内容、仓储合理化的概念和标准、库存控制的类型、库存控制

的方法。 

5.配送管理 

配送的概念、要素和特点，配送的类型，配送线路的选择，配送的

流程，配送的模式，配送合理化，配送中心的类型、概念和功能，配送

中心选址的影响因素。 

6.包装管理、装卸搬运管理和流通加工管理 

包装的概念、功能、类型、材料，包装的技术和包装的合理化。装

卸搬运的概念、类型、特点，装卸搬运的原则和合理化。流通加工的概

念、作用、类型，流通加工的合理化。 

7.物流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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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信息的概念、类型和特点。物流信息系统的概念、结构、特点

与功能。EOS、EDI、条码技术、全球导航系统、RFID、POS。 

8.企业物流 

企业物流的概念、类型，企业物流的合理化。供应物流、生产物流、

销售物流、回收物流和废弃物物流。 

9.国际物流 

国际物流的概念、特点，国际物流与国内物流的比较。国际化采购、

国际化生产、国际物流的运输方式。保税物流的概念、功能。 

10.物流成本管理与物流服务管理 

物流成本的概念、影响因素、特征、构成。物流成本管理的概念、

意义、内容、方法。物流成本控制。物流服务的概念、物流服务水平的

概念。 

11.第三方物流与物流业务外包 

第三方物流的概念、类型、特征，第三方物流企业的选择，第三方

物流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三方物流的服务内容和运作模式。物流业务外

包的概念、类型、产生背景，物流业务外包矩阵、注意事项、作用、优

势、劣势，物流业务外包方式。 

12.绿色物流、精益物流、冷链物流与共享物流 

绿色物流的作用，绿色物流系统的构成和绿色物流的实施。精益物

流的概念、实施条件，精益物流的特点、基本框架和策略。冷链物流的

特点、优势与劣势，常见的冷链物流的商业模式。共享物流的模式。 

13.电子商务物流 

电子商务物流的特点、一般流程，我国电子商务物流的发展，电子

商务物流的运作模式，电子商务物流发展的趋势。 

1.3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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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题型：单选题；判断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

分析 

1.4 参考书目 

蔡昭君、范兴兵、陈新鸿，《现代物流管理基础》，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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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一】：《管理学原理》  

 1.1 考核目标 

本课程考试旨在考察学生对“管理学”中关于管理活动、管理理论、

管理环境、决策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部分中涉及的基本

概念、基本理论、原理及方法的掌握，并能结合实际对管理理论原理加

以理解运用分析，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和今后从事设计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 

1.2 考试内容 

1.管理导论 

管理概念及内涵特征；管理的本质；管理的基本原理；管理的职能

及管理过程；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研究管理学的科学思维。 

2.管理理论的历史演变 

古典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

一般管理理论、韦伯的组织管理理论）；现代管理流派概况。 

3.决策与计划 

决策的概念及内涵；决策的分类与特征；决策的功能与任务；决策

的影响因素及决策过程；决策与计划。 

环境分类；环境分析的常用方法；决策理论（西蒙行为决策理论）；

决策方法概况。 

计划及计划工作的概念；计划的本质与特征；计划的类型与作用；

目标管理；PDCA循环。 

4.组织 

组织及组织工作的概念内涵；组织结构及组织设计概念内涵；组织

设计的任务和原则；组织设计的影响因素；组织结构的概念含义；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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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组织与有机式组织；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包括直线制、职能制、直

线职能制、事业部制；矩阵制）。 

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管理幅度与管理层级；管理幅度设计的影

响因素；集权与分权；授权。 

直线权力与参谋权力。 

组织文化的概念及特征；组织文化构成；组织文化的功能作用。 

5.领导 

领导的概念内涵；领导和管理；领导的作用；领导的权力来源；领

导风格类型；领导理论。 

激励的概念内涵；人性假设；激励的行为基础理论（含需要层次理

论、双因素理论、X理论和 Y理论）；过程激励理论（含期望理论、公

平理论）；激励方法。 

沟通概念及其作用；沟通过程；沟通的类别。 

6.控制 

控制的概念内涵；控制的必要性；控制的原则；控制的过程。 

7.创新 

创新的概念内涵；创新职能的基本内容；组织变革与创新。 

1.3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名词解释题；单选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 

1.4 参考书目 

陈传明主编，《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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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二】：《会计学原理》 

1.1 考核目标 

本课程考试旨在考察学生对会计的基本理论、会计职业与管理、会

计核算的基本方法、基本技能和基本经济业务、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

会计报表等账务处理方法和程序、财产清查的方法和流程的掌握等情况，

为后继专业课程学习和今后从事财会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2 考试内容 

1.总论 

会计的意义，会计的对象与任务，会计的方法，会计核算的基本前

提，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计量，会计职业与管理。 

2.账户与复式记账 

会计要素，会计恒等式，账户的设置，复式记账原理，总分类账户，

明细分类账户。 

3.复式记账的运用 

复式记账运用的概述，供应过程的核算，生产过程的核算，销售过

程的核算，财务成果的核算，其他经济业务的核算拓展。 

4.会计凭证 

会计凭证的作用，会计凭证的种类，会计凭证的填制，会计凭证的

审核，会计凭证的传递，会计凭证的保管。 

5.账簿 

账簿的意义，账簿的种类，账簿的设置和登记，对账和结账，记账

规则。 

6.财产清查 

财产清查的作用，财产清查的种类，财产清查的范围，财产清查的

方法，财产清查结果的处理。 

7.财务会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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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报告概述，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会计报表附注。 

8.账务处理程序 

账务处理程序概述，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

理程序，科目汇总表账务处理程序，多栏式日记账账务处理程序，日记

总账账务处理程序。 

1.3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简答题；业务与计算题 

1.4 参考书目 

葛军，《会计学原理（第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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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一】：《管理学原理》  

 1.1 考核目标 

本课程考试旨在考察学生对“管理学”中关于管理活动、管理理论、

管理环境、决策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部分中涉及的基本

概念、基本理论、原理及方法的掌握，并能结合实际对管理理论原理加

以理解运用分析，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和今后从事设计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 

1.2 考试内容 

1.管理导论 

管理概念及内涵特征；管理的本质；管理的基本原理；管理的职能

及管理过程；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研究管理学的科学思维。 

2.管理理论的历史演变 

古典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

一般管理理论、韦伯的组织管理理论）；现代管理流派概况。 

3.决策与计划 

决策的概念及内涵；决策的分类与特征；决策的功能与任务；决策

的影响因素及决策过程；决策与计划。 

环境分类；环境分析的常用方法；决策理论（西蒙行为决策理论）；

决策方法概况。 

计划及计划工作的概念；计划的本质与特征；计划的类型与作用；

目标管理；PDCA循环。 

4.组织 

组织及组织工作的概念内涵；组织结构及组织设计概念内涵；组织

设计的任务和原则；组织设计的影响因素；组织结构的概念含义；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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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组织与有机式组织；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包括直线制、职能制、直

线职能制、事业部制；矩阵制）。 

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管理幅度与管理层级；管理幅度设计的影

响因素；集权与分权；授权。 

直线权力与参谋权力。 

组织文化的概念及特征；组织文化构成；组织文化的功能作用。 

5.领导 

领导的概念内涵；领导和管理；领导的作用；领导的权力来源；领

导风格类型；领导理论。 

激励的概念内涵；人性假设；激励的行为基础理论（含需要层次理

论、双因素理论、X理论和 Y理论）；过程激励理论（含期望理论、公

平理论）；激励方法。 

沟通概念及其作用；沟通过程；沟通的类别。 

6.控制 

控制的概念内涵；控制的必要性；控制的原则；控制的过程。 

7.创新 

创新的概念内涵；创新职能的基本内容；组织变革与创新。 

1.3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名词解释题；单选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 

1.4 参考书目 

陈传明主编，《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版。 

【考试科目二】：《市场营销》  

1.1 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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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考试旨在考察考生对市场营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掌

握情况以及运用基础理论知识进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核考

生是否达到了升入本科继续学习相关专业的要求。 

1.2 考试内容 

1. 基础概念与营销观念（重点） 

市场，市场营销，需求及其分类，产品，交换；营销组合及其本质

特征；营销观念及其演进。 

2. 市场营销环境 

微观环境因素；宏观环境因素；营销环境分析方法。 

3.市场营销调研 

市场营销调研步骤；市场营销调研方法。  

4.消费者市场购买行为(重点) 

消费者市场的概念；消费者市场的购买特征；消费者行为过程（购

买决策过程）；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 

5.目标市场营销战略（重点） 

市场细分的内涵，消费者市场细分变量（细分标准），市场细分的

步骤；目标市场选择依据；市场定位的内涵，影响市场定位的主要因素，

市场定位的步骤。 

6.市场竞争战略 

竞争对手识别（市场领导者、市场挑战者、市场跟随者、市场利基

（补缺）者） 

7.产品策略 

产品层次，产品组合，产品组合决策（重点）；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新产品的概念，新产品开发过程；品牌与商标，品牌策略（重点）。  

8.价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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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定价的基本因素，定价目标；成本导向定价方法，需求导向定

价方法，竞争导向定位方法；常见的定价策略。 

9. 分销策略 

分销渠道，中间商；密集分销，选择性分销，独家分销；分销渠道

策略。 

10. 促销组合 

促销的内涵；促销组合，影响促销组合选择的因素；广告，人员推

销，营业推广，公共关系；促销策略。 

1.3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单选题；判断题；简答题；案例分析题。 

1.4 参考书目 

毕思勇，《市场营销》，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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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一】：《经济学原理》  

 1.1 考核目标 

本课程考试旨在考察学生对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基本概念的理

解、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的掌握等情况，为后继专业课程学习和今后从

事设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2 考试内容 

1.经济学基础知识 

2.供需理论 

需求概念；供给概念；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 

3.弹性理论 

需求价格弹性；供给价格弹性。 

4. 消费者行为 

偏好与效用概念；无差异曲线；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消费者均衡及

条件。 

5. 生产与成本理论 

生产函数；短期生产函数；长期生产函数；机会成本；短期成本；

长期成本；边际成本递增规律；规模报酬。 

6. 市场结构与厂商行为 

市场结构；垄断利润；囚徒困境。 

7. 收入分配理论 

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税收与福利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8. 市场失灵 

“搭便车”行为；公共地悲剧的形成原因；外部性概念及治理策略；

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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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宏观经济学概述 

各种宏观经济指标；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概念与区别。 

10. 国内生产总值 

GDP、GNP的概念与区别；GDP的局限性；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 

11. 失业与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含义、形成原因及影响；失业概念、形成原因及治理对策；

菲利普斯曲线的内涵。 

12. 开放经济 

外汇与汇率概念；购买力平价理论；影响汇率的经济因素。 

1.3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填空题；单选题；判断题；简答题；绘图题；分析题；

计算题 

1.4 参考书目 

冯瑞，《经济学基础(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 2

版。 

 

【考试科目二】：《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1.1 考核目标 

本课程考试旨在考察学生：⑴系统了解并掌握有关国际贸易的基本

理论、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发展创新；⑵掌握以 WTO 为代表的贸易政策国

际协调的主要规则，及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⑶能够准确把握国际货

物买卖合同主要条款及其内容；⑷熟悉并掌握商品跨越国界进行交换的

具体操作过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同学们能够熟悉和了解有关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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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基本理论、政策和实践，以及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并能够运用所

学理论解释并指导我国对外贸易实践，为后继专业课程学习和今后从事

国际经济与贸易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2 考试内容 

（1）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国际贸易的种类 

（2）国际贸易理论：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

新新贸易理论，贸易保护理论 

（3）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政策概述，保护贸易政策，自由贸易

政策，中国对外贸易政策 

（4）国际贸易措施：关税措施，非关税措施，鼓励出口措施，鼓

励进口措施，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改革 

（5）公平贸易救济措施：倾销与反倾销，补贴与反补贴，特别保障

措施 

（6）GATT与 WTO：GATT概述，WTO概述，多哈回合 

（7）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服务贸易概述，国际服务贸易协议 

（8）国际贸易合同的签订：国际贸易的交易磋商，国际贸易合同

的签订 

（9）商品的品名、品质、数量和包装：商品的品名，商品的品质，

商品的数量，商品的包装 

（10）国际货物运输：海洋运输，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内河运输、

航空运输、邮政运输，集装箱运输与国际多式联运，大陆桥运输，海运

提单，不可转让海洋运单，租船合约提单，多式联运单据，合同中的装

运条款 

（11）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保险的基本原则，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

款，我国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伦敦保险协会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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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空、邮货物运输保险，出口信用保险，海运货物保险投保实务，海

运货物保险承保实务 

（12）进出口商品的价格：进出口商品作价的基本方法，合同中的

价格条款 

（13）国际货款的收付：票据，汇付和托收，信用证，信用证种类，

银行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各种支付方式的选用 

（14）商品检验、索赔、不可抗力和仲裁：商品的检验，索赔，不

可抗力，仲裁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15）出口合同的履行：备货和落实信用证，报验和申报出口，托

运、投保和报关，交单、结汇、核销和退税，出口结汇的主要单据 

（16）进口合同的履行：申领进口许可证，开立信用证，运输与投

保，审单和付款，报关和纳税，商品检验，进口索赔 

（17）国际贸易方式：经销与代理，寄售与展卖，招标、投标与拍

卖，期货交易，对销贸易，加工贸易，跨境电子商务 

1.3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分数：满分 15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试卷题型：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简答题；案例分析题；计算

题；论述题。 

1.4 参考书目 

陈岩，《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第 4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