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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进入“拔尖”期 如何做到完美冲刺

随着 2018 考研现场确认时间的到来，也就意味着考研"拔尖"期正式来临，对

于广大小伙伴来讲，考研复习时间正在一天天飞速流逝，愈加弥留珍贵，如何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扎实专业课，巩固公共课、准确把握今年考研最新命题趋势、

有效提升"拔尖"阶段复习效果成为了考研复习致胜的关键。那么，在考研最后的

40多天里，考生究竟该如何才能做到完美冲刺呢?

1、明确学习计划

从整个考研阶段进度来看，进入到 11月份，考生除了需要在月初对网报信息

进行现场确认，缴费和拍照之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结束二轮复习计划，进入到

三轮复习计划上来了，也即是进入到"拔尖"阶段，即调整复习计划和战略，认真

扎实专业课，巩固公共课，精准高效把握今年政治科目时政热点和难点，准确把

握今年考研最新命题趋势、方向和动态，有效提升"拔尖"阶段的整体复习效果。

这一点是考研复习的方向性和原则性问题，考生一定要注意，以免偏离复习方向。

2、关注院校动态

从历年考研情况来看，"拔尖"阶段不仅是弃考高峰期，更是筛选考生的最佳

时机，对于考生来讲，除了进一步消化专业课、公共课疑难考点，易错知识点，

大量冲刺真题和模拟题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及时掌握今年考研最新趋势和

动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及时关注目标院校和目标院校所在省份最新热点事

件和考研相关信息，及时了解最新考研动态，把握命题趋势。此外，还要关注所

报专业导师的学术报告，学术论文及研究方向，及时向学姐、学长咨询有关复习

资料信息，争取掌握第一手资料。

3、调整自己的心态

大家都知道，考研不仅是一场选拔性考试，更是一场淘汰赛，谁能够以强大

的毅力和高效的学习方法应战，谁就能在这场比赛中脱颖而出。尤其是对于现阶

段的考生而言，以平和的态度对待考研，才是考研攻坚阶段的上上策。那么，该

如何应对呢?编者建议大家，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考研的输赢，考研只是实现梦想

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注定会有输赢，注定会淘汰一些人。因此，考生应直面现实，

乐观面对输赢，只有这样，才能进退自如，也才能以全局之见取得最后的胜利。

来源：文都教育 2017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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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方法，让你的考研复习事半功倍！

距离考研初试只有 1个月左右的时间了，“时间不够用”可能是现在最困扰

2018考研党的一个问题。今天新东方在线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中心为大家

提供几个提高复习效率的小方法，希望能帮助你们的考研复习事半功倍!

一、短期多轮法

很多同学一想到还有1个月就要考试了就会慌神，因为自己专业课还没背熟、

政治还没背、专业课真题也还没真正练过……感觉自己到上考场的时候还不能复

习完!我们不妨采用“短期多轮”的方法，来看看你还有多少备考时间。例如，分别

以 15天、10天、5天为周期，那你到考试前还能复习 3轮，是不是突然就觉得

有信心多了?之所以第 1个周期设定的时间为 15天，是因为对大部分同学来说，

只要你不是现在才开始复习，15天足够把你的专业课完整地背一遍或者过一轮。

同时，大家要把自己目前的复习任务梳理一下，然后按照这个方法制定一个

新的复习日程表，提高复习效率。即使你无法真正地在 15天内完成任务，时间

也不会相差太多(比如可能延长到了 20天)。如果你直接按照 30天的周期来安排，

那很有可能你上考场前，所有的内容还没温习完一遍。

二、框架+专题法

这个方法特别适用于考前复习。大家可以用手机软件(例如思维导图、幕布等)

制作框架图，每一节或者每一章的内容做一张框架图，导出成图片或者文件之后

打印出来。框架图上的空白区域，我们可以把一些其他的重点知识点手写补充上

去。此外，我们可以把内容关联性比较强的一些框架图放在一起，成为一个专题。

并用一张 A4纸，列出这个专题中的一些常见考点。通过这些框架图和专题，我

们就能够快速地回顾这个大专题下的相关内容。

框架和专题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等我们真正到考场上做题的时候，往

往会因为紧张、知识掌握不熟练等原因而想不起来该怎么答疑，框架和专题则会

成为我们的记忆线索，帮助我们记起整个知识框架和下面的枝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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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扫雷法

所谓的扫雷，是指解决那些你做错过的题和模棱两可的知识点。我们可以通

过错题、笔记或者自己看书时在书上做的标注，找出这些“雷”。每个同学或多或

少都给自己埋下了这样一些“雷”，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知识点一一学

到位，该背的背熟，该练的多练几遍。

有些专业课里面可能会有一部分很难背下来的知识点，不少同学每次都是背

几句就看一下提示，总也不能完整地背下来。或者出于畏难心理，干脆放弃这些

知识点。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这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点，那不管多难背，你都要

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不要想着现在多读几遍，考场上肯定能记起来。因为真实

的情况往往是：你平时背不下来，考场上能想起来的更少!这些知识点，往往就

是你和别人拉开差距的关键所在。

最后还要强调一点，如果你有自己的一套复习方法和计划，并且在你之前的

复习中被证明是有效的，那就可以继续按照你的节奏进行复习。上面这些方法，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用。希望大家谨记一点：只要能让你效

率提高、信心更足的，都是好方法!

来源：新东方在线 2017年 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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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考研专业课的冲刺指导

一、名词解释

▶总分总结构。把一个名词解释清楚，你可以用到"总分总"结构：开头第一

句话开门见山，对这一名词给出一句概括性解释;然后对这个名词展开具体论述，

往往是根据教材提供的内容来，可能涉及的方面有时间、背景、内容、特点、性

质、原因等，具体情况需具体分析;最后要有概括提升的结尾句，一般涉及该名

字的意义、价值、影响等，既算是一个总结，也算是一种拔高。这三部分，完整

连贯，缺一不可。

▶5~6 分钟，150~200 字。名词解释考查对基础知识的掌握能力，不同于论

述和分析，无需长篇大论。一般一个名词解释用时 5~6分钟，篇幅 150~200字最

为合适，无需分段。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合理规划考场上的精力和时间，另一

方面，名词解释考查的就是考生的概括能力，以简洁为上。

▶踩点给分。名词解释也是踩点给分的。"总分总"结构的三段论基本能保证

答题结构的完整，但在"分"的部分，要答的点比较多，考生在复习过程中注意整

理、全面记忆。此外，话语要简洁明了，切忌模棱两可、重复啰嗦。

▶整理与积累。要想答好名词解释，需在平时复习过程中注意整理和积累。

一般来说，容易出名词解释的考点都是比较好判断的：首先必须得是名词，动词

或其他词不会拿来出题;其次都是重点，比如重要的人物、事件、作品、制度、

原理、法规等;其次是有话可说的，如果一个词书上只是提了一提，并没有展开

论述，一般不会考，因为"无话可说"。通过以上三个特征的判断，你基本能对本

学科的名词解释心中有数，在平时复习中有意识地积累，按照"总分总"的结构整

理并记忆，到了考场上就会轻松许多。

名词解释，既是考场上拿分的关键，又是对基础知识的整理和记忆，是文科

类考研专业课必过的一关。希望小伙伴们都能重视起来，把名词解释的分稳稳握

在手里，专业课妥妥通关!

二、简答题

简答题是诸多专业课考试常见的一种题型，要想多拿分，考生就必须掌握对

不同题型的答题方法策略，有的放矢才能拿高分，下面针对简答类题型分享 6

大技巧，大家学习参考。

▶解析。简答题一般位于试题的第二部分，基本考察对某些重要问题的掌握

程度。难度中等偏低。考生在复习的时候要把课本重要问题梳理清楚，要比较扎

实的记忆。一般来说书本看到 5遍以上可以达到记忆的效果。

▶考研答题攻略：简答题定义框架答题法（定义--框架--总结）

第一，先把简答题题干中涉及到的最重要的 1-2 个名词进行阐述，类似于"

名词解释"。很多人省略了这一点，无意中丢失了很多的分数。

第二，按照要求，搭建框架进行回答。回答要点一般 3-5点。

第三，进行简单的总结。

▶简答题答题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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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简析绩效管理和绩效考评的区别和联系。

1."绩效管理"和"绩效考评"的定义。

2.区别

3.联系

4.总结

▶危机应对。当遇到自己没有见过，或者复习时遗漏的死角。首先要有自信；

其次无限的向课本靠拢，将相关的你能够想到的内容，有条理的全部列出来，把

困难抛给改卷老师。

▶温馨提示

第一，在回答简答题的时候，一定要有头有尾，换言之，必须要进行核心名

词含义的阐释。

第二，在回答的时候字数一般在 800-1000为佳，时间为 15-20 分钟。

三、论述题

论述题虽难，但答题得分思路也有迹可循。下面是几点得分策略，考生们进

行参考。

▶解析。论述题在考研专业课中属于中等偏上难度的题目，考察对学科整体

的把握和对知识点的灵活运用，进而运用理论知识来解决现实的问题。但是，如

果我们能够洞悉论述题的本质，其实回答起来还是非常简单的。

论述题，从本质上看，是考察多个知识点的综合运用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必

须对课本的整体框架和参考书的作者的写书的内部逻辑有清楚的认识。

▶答题攻略：论述题三步走答题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

1.论述题中重要的核心概念，要阐释清楚;论述题中重要的理论要点要罗列到

位，也是进一步分析的理论基点，可在书中找到。

2.要分析目前所存在问题出现的原因。这个部分，基本可以通过对课本中所

涉及的问题进行总结而成。

摘自：跨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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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考研管理类联考数学考试趋势

各位考生要了解 2018管综数学考试趋势，并充分使用大纲指导学习。今天

跨考教育名师张亚男老师与各位分享管综考试情况。

一、管理类联考数学考试趋势

近几年随着考试日渐成熟，管理类联考数学学科的考试有些固定的规律和变

化的趋势。

生活化。近些年题目越来越接地气，其场景都与生活实际相关，如装修需要

多少瓷砖?怎样定价利润最大?分期付款采取等额本金应付多少钱?等等。这一趋

势，凸显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各位先把生活实例数据化、模型化，转化为

熟悉的知识，运用方程等数学工具解题。

动态化。以往考察几何题，都较为固定，近些年试题趋于动态化，如平面图

形的平移、翻转、对折、旋转等，几何体组合、拆分等，让图形动起来，就会出

现组合图形、几何体等多种变化形式。这不仅考察知识，更要求考生有良好的空

间想象能力，将动态转化为静态，并从中找到不变的因素。

细节化。数学历年真题往往通过计算量高低、难题数量多少，达到区分考生

的目的，而近些年真题不断回归本质，凸显数学的严谨性，增多了陷阱题的设置，

若不注意细节，很容易做错，如考察均值定理，运用均值的量要求是正实数，若

忽略这点就错了。考生基础知识必须扎实，熟练掌握易错点、陷阱。

抽象化。近几年在条件充分性判断这一新题型中，常出现这样一类题，题目

结论说能确定数量，如题干、条件中没有给具体数值，只说已知平均值、人数、

人数比等，却没有给出具体数值。考生要把抽象化的事物具体化，掌握考点命题

规律，通过引入变量、赋值等方式解题。

新颖化。最值问题是考试重点，也是考试难点，基本每年都花样翻新，年年

不重样地考。只看历年真题就考察过多种形式，如均值求最值、二次函数求最值、

和为定值求最值、不等式求最值等等，而去年更是考到一个较为新颖的绝对值最

值问题(并非三角不等式)，因此要求考生基础扎实，能拆掉题目的包装，直击问

题内核。

特殊化。近些年部分试题看起来较复杂，一旦将其特殊化，如变量、边长、

角度取特殊值，就变得极为简单。去年真题就有一题，给三角形取特殊角度，90

度变为直角，快速解题。

二、复习及考试指导

1.时间指导应试

管综 3个科目 5大题型，给 180分钟。管理类综合试卷的特点，就是题量大，

时间紧。要想得高分，势必要有一套适合自己的应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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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分配好每一题型时间，如问题求解与新题型均分数学的用时，条件

充分性判断题不仅变化多且易错，要在仿真测试中，不断优化调整;

其次，要培养快速解题习惯，如问题求解，可用特值法、挑答案、固定结论

等，如条件充分性判断，可用举反例、缺条件、定性定量等，逻辑要求快速聚焦

关键信息等;

最后，考场上难免遇到问题或阻碍，各位想在 180分钟内尽量得分，就要通

过日常仿真测试中出现的情况，如纠结某些题浪费时间等，制定个性化的应试策

略，解决考场上可能遇到的问题，充分的准备让各位在真正的考场上应对自如、

游刃有余。

2.考试范围指导学习

大纲明确了考试范围。数学大纲可以分为七个章节，每个章节分为若干模块，

恰好包含大纲全部知识点。各位学习过程中，对于掌握好的章节保证不失分，薄

弱章节要重点攻克，优先保证薄弱章节中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得分，再攻克薄弱章

节的难题。

当然，大纲有两个弱点，各位要补充上。一是没有提示考察频率、重点、难

点;二是历年真题会有超出大纲的考点或知识，如余式定理、绝对值函数、分式

方程等诸多知识。

来源：跨考教育 2017年 10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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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考研数学最后冲刺应该回归到书本！

时下已到十一月中旬，距离 2018年考研仅剩 30多天了。时间一点点逼近，

一点点地向着 18考研的日期流去了，又或者是溜去了，说句溜去了也未尝不可。

对一部分同学而言，已是渐渐有了有些喘不过气的紧迫感和不觉而起的间歇性失

眠。压力都会有的，同学们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戒骄戒躁，坚持，再坚持。

最近一直在集训基地，发现有些学生现在的状态比较焦躁，按照我们有些老

师的说法就是躁动期。毕竟临近考研了，这个时期出现此类情况还是可以理解的，

而在这个时候，跨考教育数学教研室吴方方老师提醒同学们一定不能放松，再坚

持这最后的四十余天的时间，毕竟咱们是大多都是努力了一年甚至两年，一定要

顶住压力，砥砺前行。在这最后时间段，希望同学们能够把握好数学以及其他各

科的冲刺。

考研数学大纲的基本知识点很多，从知识点的层次上来讲，它的知识结构很

严实。它的概念、定义、公理以及推论之间的层层递进的大体趋势是其他各科所

不具备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回归课本，再重温那最基础的部分，如果我们

忽视了数学最基础的知识，就可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在这个最后的

阶段，跨考教育数学教研室吴方方老师告诉大家有时候可能会对某道题百思不得

其解，而这其中的因果也许仅仅是因为你对某个概念定理的理解没那么透彻。

我们考研数学需要掌握的知识点相互之间联系是比较复杂，这也是其他各科

不具备的，而其中的逻辑关系以及深层次的框架结构难于理清是我们大部分学生

都会出现的问题。有很多同学反应，知识点都懂，可是就是做不来题，这个就是

我们对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没能理清弄透，此时，我觉得我们得静下心来，钻研和

分析题型，会分析题干中的关键点，即，自己要会“划重点”。其实不管什么学科

学到一定的高度都必然会要求我们同学对这门学科的知识结构框架有一个很好

的把握，就是你一定要能合上书本，自己把结构框架列出来。而这里其实也就意

味着我们要把所有的知识点都能够深入透彻的理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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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学基本理论知识时，其所涉及到的数学思想和方法是我们一定要掌握

的。我们在学习一个定理或者性质时，一定要牢记其所适用的条件和范围。而我

们考研数学考试实质上就是考察那些基本定理、性质以及推论的运用。我们只要

能把其理解透，无论怎么出题，你都可以顺其自然的应对。

因此，到了后期冲刺的关键阶段，对基本概念以及基本知识点的透彻理解是

非常重要的。跨考教育数学教研室吴方方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够做到不留下一个不

确定的知识点或者结论。如果我们在做题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些还不太确定又或者

不是很透彻的内容一定要再回归课本，真正的理解和记忆。

在这考研的最后四十余天的时间里，希望同学们善于回归课本。现在我们在

做真题或者模拟题时，只要遇到知识点不清晰的地方，就要及时的翻翻书，进而

把它们牢记。

最后，在这里祝愿同学们都能有个好的成绩，加油!

来源：跨考教育 2017年 1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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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考研政治答题基本步骤

考研政治主观题答题考验的是考生知识的积累和语言的组织能力。鉴于政

治包含有多个模块，每一部分的答题要点其实都有所区别。想要最精准的戳中得

分点，就要把握好每一个模块的特点，做好针对性的答题。

考研政治答题的基本步骤

1、先回答基本原理；

2、其次回答方法(手段)要求；

3、把方法细化成几个方面，与材料层次对接，用材料替代原理，一一对应。

那么，各科如何有针对性的答题呢，一起来看下！

1、马原

答案不一，沾边即给分。

马原是最具有"纸老虎"特质的题目。很多人以为自己考点没写对就得不到分，

其实其答案设置有多个标准。

因为哲学部分的题目可以从不同的原理角度进行理解，因此只要大家认真审

题，联系相关考点就不用担心自己的答案跑偏。

如果你还不是很放心的话，还可以将模棱两可的几个原理都写上去，这样就

相当于给自己上了双保险。

2、史纲、毛中特

时间轴法是万金油。

近年来这两个题目的出题策略都是二者相结合的考。

比如第一问考史纲的背景，第二问就可能考毛中特的意义。

在答史纲的题目时，有一个小窍门可以拿来参考：

即使你不知道这个题该怎么做，但是据题目给出的时间阶段在脑海中画出这

一阶段的历史时间轴，梳理这段时间的重大事变、原因、意义、失败的教训等，

然后对照题目依次列举出来。

根据按点得分的原则，这样至少可以得到一半的分数。

3、思修

关注热点，轻松拿分。

思修的考点也是和社会热点紧密相连的，比如 12年的信义兄弟、14年的“鹦

哥岭的大学生”和 15年的“法治中国”。

思修的题目一般很容易理解，考点清晰，如果考生在考前用心背诵，就可以

轻松拿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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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时政

押题命中率最高。

最后一道大题就是时政题了，虽然说每年从一月份开始到十二月份有很多的

时政新闻，但是重点的时政大事件屈指可数，我们自己完全可以预测出哪些时政

热点适合出主观题。

因此，在备考时只要准备这些很明显的必考知识点，就可以轻松应对。

总之，时政题出题不会很偏，一定会在你准备的范围内。

答题注意事项:

1、一段话要有条理，不能东一句西一句，整体上要层次清楚，绝对不能不

管题目是什么，一下子把挨边的东西全写上去，这样找不着重点。

2、要审题，回答题目所真正问的东西。与题目有关的知识点可能很多，但

哪个才是真正要你答的，你要想好，如果一气都答上，会让老师很反感。

3、要在答案中分析材料，材料所反映的东西虽然是显而易见的，但你一定

要写出来，不要不管材料，就开始写哲学原理什么的，要注意题目要求的是“结

合材料分析”。

4、要有自己的思想。能把身边的一些问题与原理对应起来，然后写出自己

的观点和想法，这就是政治大题的答案。

来源：中国研究生教育网 2017-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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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考研时政聚焦：厦门金砖会议四大精彩看点

9 月 3 日至 5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中国福建厦门举行，会晤

主题为“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期间，还将举行主题为“深

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并举行迄今

规模最大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在这次全球瞩目的会议上，有哪些精彩看点？

一、哪些中外政要亮相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是金砖合作机制的成员国，五国领导人无

疑是厦门会晤的主角。巴西总统特梅尔、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和南非

总统祖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共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会晤期

间，还将举办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埃及总统塞西、几内亚总统孔

戴、墨西哥总统涅托、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泰国总理巴育等将齐聚厦门。

厦门会晤期间举办的对话会具有鲜明的全球特征。如埃及地跨亚非两大洲，

是中东国家的代表，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阿拉伯国家；几内亚是非盟

轮值主席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两国传统友谊深厚；

墨西哥则是拉美地区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国家代表，是与中国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一带一路”倡议

的重要伙伴；泰国则是东盟核心成员，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

方在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保持着良好协调与配合。这五国实现了亚非拉的全覆盖，

真正体现了金砖国家“朋友圈”遍天下，金砖伙伴到处有，代表了广泛的新兴市

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二、表达哪些“中国主张”

参加国际会议，一大亮点是聆听中国领导人演讲，尤其是中国作为东道国时

领导人的主旨演讲。今年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

的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引发各界热议，国际社会从

中看到了推动全球化的中国担当。今年 5 月份，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发表的《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旨演讲，国际社会从中读

懂了中国未来要建成一条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背后的层层深意。

当前，国际形势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复苏并不稳固，单边主义倾向

逆流而动，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面对新形势，金砖国家要加强团结合作，维

护共同利益，才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迈上新的台阶。今年元旦期间，国家主席习

近平就中国正式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致信其他四国领导人，期待同各国一道凝聚

合作共识，规划合作蓝图，尤其是在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全球治理，开展人文交

流，推进机制建设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在厦门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主持



13

召开金砖领导人小范围会议、大范围会议。中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全球治理、

南南合作、伙伴关系等各方高度关注的话题，发出什么“中国声音”，表达怎样

的“中国主张”？国际社会充满期待。

三、注入哪些全新动力

今年，金砖合作进入第二个十年。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节点，中

国承担起金砖国家主席国的责任。厦门会晤如何开启崭新合作历程，将给金砖机

制留下哪些鲜明历史印记？

2010年 12月份，中国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轮值主席国，与俄罗斯、印度、

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机制，“金砖四国”变成“金

砖五国”。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了次年 4 月份在三亚举行的领导人会晤。会议

通过的《三亚宣言》，反映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对国际金融和发展等领域重大事务

的共识，并对金砖国家的未来合作作出了规划，这是中国留给金砖机制的重要印

记。

中国今年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以来，为厦门会晤作了充分准备，着力推

动经济务实合作实现新突破，政治安全合作取得新进展，人文交流合作成为新支

柱。厦门会晤有望在以下五方面为金砖机制再次打上“中国印记”：一是形成更

强大的发展合力；二是发出更响亮的金砖声音；三是打造更牢固的社会根基；四

是构建更广泛的伙伴关系；五是形成更有力的机制建设。经济、政治、人文并驾

齐驱的“三轮驱动”新格局，为会晤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金砖合作进

入第二个“金色十年”注入强大活力。

四、如何展示金砖智慧

9月 3 日至 4 日将在厦门举行金砖国家工商论坛。论坛嘉宾既有金砖国家和

受邀国领导人，也有联合国工发组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负责人，

还有来自 25个国家不同领域的企业，与会总人数接近 1200人，其中工商界代表

突破 1000人。论坛上，中外企业家将围绕“贸易与投资”“金融合作与发展”“互

联互通”“蓝色经济”等议题展开讨论，以务实行动夯实金砖合作。

目前，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 23%，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 16%，对外

投资总额占全球的 1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 50%。金砖国家自身市

场需求庞大，自然资源丰富，经济互补性强，企业深化合作积极性高，为五国在

贸易、投资、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扩大合作提供了巨大潜力。10 年来，金砖

五国经贸合作不断向机制化、系统化、实心化迈进，在促进各国自身发展的同时，

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贸易与投资一直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不

牢固、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波折的背景下，本届工商论坛将围绕建设金砖国家贸

易投资大市场展开深入讨论，并表达工商界在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

等方面的关切，展现企业家的“金砖智慧”。

来源：中国研究生教育网 2017-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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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经济学考研热点：二手车电商出题点在哪？

随着弱势平台接连倒下，共享单车领域的战火逐渐平息，但二手车电商领域

的“战火”却日益升级，融资、上市、打官司、大打广告，好不热闹。

10月底的三天内，几家二手车电商接连放出重磅消息。10月 29 日，易车旗

下汽车零售交易平台易鑫集团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并最快在今年内上市交易。

10月 30 日，二手车线上拍卖平台天天拍车宣布获得 C2 轮 8000万美元融资。10
月 31 日，瓜子二手车正式宣布升级为车好多集团，其不仅推出基于融资租赁模

式的新车零售平台毛豆新车网，还宣布已完成近 6 亿美元的 B 轮融资，未来车好

多集团将推行瓜子、毛豆双品牌运行。

另一“老牌”二手车电商优信二手车也“不甘寂寞”，发布消息称，第三方

平台的研究报告显示，优信二手车是用户最常使用的二手车平台。言下之意，“我

才是老大”。同时，有消息称优信二手车也在谋取上市，但经济观察报记者就此

事致电优信二手车，对方表示暂无计划。

除此之外，在舆论争夺战的另一大主战场，优信与瓜子二手车的广告大战激

战正酣，无论是电视、网络的视频广告，还是楼宇、地铁里的平面广告，两家的

广告总是“相伴相随”。自易鑫集团 6 月底发布生态战略之后，其旗下的淘车网

也加入广告大战。

考研出题点：

说起二手车市场，我们很容易想到经济学里经典的“柠檬问题”。逆向选择

问题本身不难，但是跨考教育郑炳老师告诉大家要学会用这个原理去解释一些经

济学现象。具体到材料中提到的这个例子，和“柠檬问题”又有些差异，因为这

些二手车电商扮演的角色是连接买卖双方的中介，它们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竞争，

更有些垄断竞争的味道，它们的“产品”不是二手车本身，而是平台，是信息;
它们的竞争策略也不是传统的“降价”，主要是广告等非价格竞争手段，这些是

需要注意的。

背景知识补充：

逆向选择是指在买卖双方信息非对称的情况下，差的商品总是将好的商品驱

逐出市场;或者说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在交易中总是趋向于做出尽可能有利于

自己而不利于别人的选择。逆向选择的存在使得市场价格不能真实地反映市场供

求关系，导致市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一般在商品市场上卖者关于产品的质量、

保险市场上投保人关于自身情况等等都有可能产生逆向选择问题。

还是以二手车市场为例。如果没有信息不对称问题，次品车问题将不存在。

如果买主对于二手车质量的了解和卖者一样充分，所有的参与者都能识别好车和

坏车，买者将愿意对好的二手车支付其足额价值。由于好的二手车的所有者现在

能获得公正的价格，他们也将愿意在市场上卖车。这样，市场上就会有大量的交

易，该市场将发挥其预计的功能：提供渠道，将好车卖到需要它们的人的手中。

依此类似，如果证券的购买者能识别优良公司和不良公司，他们将为优良公司的

证券支付足额的价值，优良公司也将愿意在市场上推销它们的证券。这样，证券

市场就会把资金转移到有最佳生产投资机会的优良公司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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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金融市场中逆向选择问题的办法，是向资金供应者提供那些正在为投资

寻求资金的个人或公司的详细情况，以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然而，由于存在所

谓搭便车伺题，私人生产和销售信息的系统并不能完全解决证券市场中的逆向选

择问题。当一些人不付费地利用了其他人付费所得到的信息时，搭便车问题就发

生了。

由于个人很难获得足够的关于二手车的信息，大多数的二手车都不是直接在

个人之间转手，而是由一个中介机构——二手车的交易商来销售，这些交易商从

一些人手中买来二手车，再将它们卖给其他人。二手车交易商成为鉴别二手车优

劣的专家，从而在市场上生产信息。一旦他们知道车的质量良好，在销售时就会

提供某种形式的担保：这种担保或是直接的，如提供担保书，或是暗含着的，以

交易商的诚实信誉为保。由于有交易商居中担保，人们更愿意买二手车，经纪人

也由于能够以高于购入价的价格售出二手车，他们通过生产关于汽车质量的信息

也获得了利润。如果交易商在生产信息的基础上购买和转销二手车，就会防止其

他人在其信息生产上搭便车的问题。

如同在汽车市场上二手车交易商帮助解决了逆向选择问题一样，金融中介机

构在金融市场上发挥了类似的作用。金融中介机构(比如银行)成为生产公司信息

的专家，从而能分辨信贷风险的高低。然后，它们能够从存款者那里获得资金，

再将资金贷放给好的公司。由于银行贷款的大部分是发放给好公司的，它们就能

够从其贷款上获得比支付给存款者的利息为高的收益。结果，银行获得盈利，这

使它们能够从事此类生产信息的活动。

一般而言，有如下几种方式来解决逆向问题：

(1)声誉。当交易双方的行为不是一次性的，那么代理人建立好的声誉会为

自己赢得持续的交易。同时，为了让声誉发挥作用，就必须使买方能够识别或记

住特定的卖方，比如品牌、固定的卖场。

(2)政府和制度。通过政府或制度强制性的措施来阻止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

比如要求所有职工都买保险。

(3)信号发送和信号甄别。信号发送是指拥有私人信息的代理人通过采取某

种可被观察的行动(即发送信号)来向委托人显示自己的真实信息的情形，比如求

职时提交学位证书、、卖电器时提供保修承诺等。

注意：信号发送是有成本的，代理人要想自己的真实信息能够被正确明晰地

发送，必须让自己发送信息的成本对于别的代理人来说足够大，这样才能避免委

托人无法分辨信息的情况发生。跨考教育郑炳老师告诉大家一般情况下，质量较

低的卖方发送信号的成本较高。

信息甄别是指委托人设计某种方案来主动识别代理人的私人信息的情形，比

如不同的薪酬制度对不同代理人的甄别。

来源：跨考教育 2017年 11 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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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考研英语阅读最后一个多月的杀手锏
在考前最后阶段的冲刺关头，不能说英语没救了，只能说你没找到恰当的方

法。在最后阶段阅读的复习上，跨考教育英语教研室王朋彦老师提出以下三个方

面的建议。

1、横向总结题型

阅读已经做过无数遍了，答案已经刻在脑子里了，可怎么提高?看真题，真

题都记住答案了;做模拟题，题目质量太烂了。如何是好?重新买一本真题册(只

要是真题册就成，不是在推荐辅导书)。怎么使用?把近十年(08-17)所有真题的

题型进行重新洗盘。注意：不是按年份，按题型。考研阅读的题型主要包含如下

六大类：主旨题、态度题、例证题、词义句意题、推断题和细节题。

举个例子，我今天要总结主旨题，那么把 08-17年所有的主旨题扣出来，重

新梳理他们的共性：08年 text 1 的 25题，08年 text 2的 30题，08年 text 3

的 35题;09年 text 2的 30题;10年 text 1的 25题，10年 text 2的 30题……这

样一直梳理到 2017年的题目。然后你会发现，主旨题基本都是最后一道题，并

且答案总是会在文章开篇的位置，以及转折的位置有相应的体现，而且最后一段

总是会出现部分的干扰选项。

2、纵向整理题材

考研阅读英语的题材包括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各种题材。同种题材之

间必然有共同点，包括出题思路以及文章主旨上(像早年真题 01年 text 4，02年

text 3，和 03年 text 3，虽然是不同年份，但均是跟兼并和并购的考查，而且都

有共性)。纵向整理题材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考场上遇到同类型的题材犯怵的心

理，从心理上给自己打好这场有准备的战争。比如，以 08年为例，text 1社会

类(女性压力)，text 2科普类(网络出版)，text 3科普类(人类身高)，text 4 政治

类(开国元勋)……等等。纵向是梳理相关的题材文章，归类到一起来看，你会发

现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法律类、政治类、经济类。

3、保证做题时间

阅读理解 A节做题时间是一篇文章 17分钟左右，4篇文章 72分钟左右。当

然，在考场上既可以四篇阅读一起做，也可以两篇两篇分开做，这个做题顺序看

个人。这里我要说的是，一定要保证每天一篇真题阅读;每周两篇模拟阅读。什

么意思?每天一篇真题阅读，大家按照上述的横向纵向来重新梳理真题，目的是

抓住命题人的出题思路、命题方向。每周两篇模拟阅读，就是避免在考场上突然

看到了一篇从没见过的陌生题目，无从下手的慌张情况。所以拿一些模拟题练练

手，达到遇到这类新题目不慌张的目的即可。

来源：跨考教育 2017年 1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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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终极答题技巧

一、英语答题顺序及时间安排

▶时间分配

考研英语的传统阅读理解（40 分）和作文（30 分）共 70 分。一般来说，四篇阅读理解

文章，做题时间在 60 分钟到 70 分钟之间；建议每篇文章花费 15 分钟时间，如果有个别较

难的文章，可以多花点时间，但是不要超过 20 分钟。作文时间则应该严格控制在 40 分钟之

内，小作文 15 分钟，大作文 25 分钟足矣，其关键是要紧扣题目、层次清晰、思路明确，并

辅以标准的语言表达。剩下的三类题型，完型填空、翻译、新题型，各占 10 分。从近年的

真题走势来看，新题型部分的难度并不是很大，20 分钟足以又快又好地将其完成；翻译既

考察翻译能力，又考察阅读技巧，有一定难度，考生普遍不高，建议将时间控制在 20 分钟

以内；完形填空题量大，难度高，分值低，包括填涂答题卡在内，最多花 15 分钟。

▶做题顺序

开考后，建议考生优先解答作文、阅读两大题型。关于作文，大部分考生都会在考前复

习时准备不同题材的作文模板，趁着刚刚开考，记忆尚且清晰，审题结束后便可直接套用。

阅读则因为涉及大量细节的比对、思考，也应安排在前面解答。剩下的三类题型，翻译和新

题型孰先孰后并无太大影响，考生可自行安排。完形填空应放在最后做，因为此时考试时间

往往已是所剩不多，对于难度高、分值低的完型而言，大概看一看，直接填涂答题卡，或是

索性蒙答案，与其他同学相比得分差距也不会很大。

二、阅读理解考前提醒

▶提醒一：一个中心，牢记心中

从整体把握，阅读每一段的中心句，找出这个中心句的关键词。解题时要谨记文章的中

心主旨和各段落的大意，其实阅读理解考的就是这个"中心句"。

▶提醒二：按序出题，迅速定位

每一个问题在原文中都要有一个定位，而且命题人是按顺序出题的。如果你认为不是，

很有可能就是你做错了。文章基本以 5 段为主（也有 6 段、7 段的），要把握每段之间的关

系。一般来说，一段一个题，只是一般来说哦。

▶提醒三：常考题型，解题秘诀

我们把阅读理解题型分为 7 种：推理题,例证题,词汇题,句子理解题,指代题,主旨题,态度

题.下面就有一套命题规律小结:

(一)推理题

推理题一般包括数字推理、知识推断和逻辑推理,它常常考查考生有关的判断、推理和

引申理解作者的意图、观点或态度等，逻辑词常用的有:"infer,imply,suggest,conclude"等。

秘诀：1.看是否通过题干返回原文(或根据选项返回)

2.依据原文的意思进行:三错一对"的判断

3.注意推理时的"最近答案"原则

注意:不要"想的太多,推得太远."推理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是原文的重现不易定非要经

过逻辑推理从原文得出。

（二）例证题

区分论点和论据；理解文章的总体结构以及单句之间、段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考察考

生通过段落,句子来推测文章的主旨,支持的观点等。

标记词有："example,illustrate,case,exemplify,illustratio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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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诀：1.返回原文,找出该例证出现,即给该例证定位。

2.90%向上,10%向下,搜索该例证周围的区域,找出例证支持的观点.找出该论点,并

与四个选项进行比较,的出选项中与该论点最一致的正确答案。注意:举例的目的是为了支持

论点,例子看不懂也没关系。

3.错误选项特征就是就事论事!

4.常识判断。如果一个选项仅仅符合常识,不一定是 answer，如果不符合常识,一

定不是 answer。

(三)词汇题

主要测试考生根据上下文正确推测判断词义的能力。标志是：The word"…"inline…refers

to…

秘诀:1.返回原文,找出该词汇出现的地方

2.注意结合上下文,理解该词的意思

3.可判断该词汇是否超纲,如果是纲内词汇,则字面意思,必然不是正确答案

4.词汇的正确答案,经常蕴藏在原文该词出现的前后

(四)句子理解题

理解文中的具体信息；理解文中的概念性含义

秘诀：1.返回原文，找到该句子。

2.对原句进行语法和词义上的精确剖析,应该重点抓原句的字面含义,不要进行归

纳,演绎,推理。

3.一般说来,选项中的正确答案意思与原句完全相同,只不过是用其他英语词汇表

达而已，正确选项与原句之间没有任何推理关系。

(五)指代题

主要考察考生整体理解文章的能力，并推断出该处指代词所代表的含义。

秘诀：1.返回原文，找出题的指代词。

2.向上搜索,找最近的名词,名词性词组或句子。

3.将找到的词,词组或句子代入,替换该指代词,看意思是否通顺。

4.将找到的词,词组与四个选项想比较,找出最佳答案。

（六）主旨题

理解主旨要义,主要测试考生对短文整体理解概括的能力。一般是第一或最后一个题。

标志词有："mainly about;mainly discuss;best title;digest"等。

秘诀：1.注意首段和各段第一句话,将其含义连接成一个整体

2.小心"首段陷阱",不要一看开头就选择答案.(参考 94 年第 2 篇最后一题)

3.快速作文法解题.做题前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如果是我写这个题目,我会怎么写?"

(七)态度题

理解作者的意图、观点或态度的能力，标志词:attitude,purpose 等。

秘诀:

1.精确理解四个选项词语的含义

表示作者态度的词：常作为正确答案的态度词汇：

（1）表肯定态度：positive(adj.)、 favorable(adj.)、approval(n.)、enthusiasm(n.)、

supportive(adj.)、defensive

（2）表积极的态度：objective、concerned、confident(adj.)、interested(adj.)、optimistic(adj.)、

positive、impressive(adj.)

（3）表否定态度：negative(adj.)、disapproval、objection、opposition、critical、criticism、

disgust(v.)、detestation(n.)、indignation、contempt(n.)、compromising(n.)、worried(a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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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表怀疑态度：suspicion(n.)、suspicious(adj)、doubt(v.)、doubtful(adj.)、question(v.)、

puzzling(adj.)

（5）中立态度：impartial(adj.)、neutral(adj.)、impersonal(adj.)、factual(adj.)、detached

不太可能选为正确答案的态度词汇：subjective(adj.)、indifference(n.)、tolerance(n.)、

pessimism(n.)、gloomy(adj.)、optimistic(adj.)、sensitive、scared(adj.)、reserved(adj.)、radical(adj.)、

ironic(adj.)、confused(adj.)、amazed(adj.)、concerned(adj.)、apprehensive(adj.)、mixed、biased

2.不要搀杂自己的观点。

3.可以寻找文中一些具有感情色彩的词。

4.可以抓论述的主线及举例的方式。

三、完形填空规律破解

1、常作为正确选项出现的词汇：however、although、yet、because、but、by、capacity、

however、of、moreover、offer、only if、that、which、against、any、apparent、as if、available、

frequently、message、nevertheless、nor、publication、such as、something、upon等；

常作为错误选项出现的词汇：about、since、at、if only、if、nowthat、restrict、provided、

similar、since、stimulate、unless、what、incase 等。

2、同现和复现是词汇的衔接手段。完形填空所给出的文章往往有明确的主线，作者会

使用一些关键词围绕主线贯穿全文。这些关键词可能会原封不动地重复出现，也可能会以其

他形式出现(例如同义词、近义词、上义词等)。我们可以根据文章的关键词和文章的导向来

解答一下题目，例如，如果判断出一个空格是上下文关键词的复现，那么我们只要从选项中

选出与关键词意义相同的表达即可。

3、"态度一致"。考研完型填空文章通常"完美"，通篇作者态度一致，从一个高度去指

导整个行文。有些题目没有具体线索可以找到时，可以从作者态度去判断答案。

4、选项里面有任何修辞意义的词汇，基本上是正确答案。我们用角色互换的感觉去体

会出题人的用意，就不难理解，即可确认答案也可做验证。同时，考生们也可积极寻找和思

考其他没有出题处的类似情况。

5、如出现陌生的选项词汇，这里注意，两个原则，选择相对简单的词汇，不要选择偏

的怪的词汇。

6、选项特点。绝对同义选项两个都错：11%的分数，也就是 1.1 分;相对同义选项，也

就是约等于选项，这就是出题点或是题眼，细微的差别就是考试的考点;二选一，其中一个

必须对：18%的分数，也就是 1.8 分。大家还是要认真的思考。而所谓的"反义选项"，理论

上应该是二选一，但是实际有反例，请大家注意。当四个选项都有一个共同意义时，该意义

往往不能入选，要看选项的特殊含义。

7、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大部分词都填出来了，只有一、两个难词绞尽脑汁仍不得

要领，如果考试时间允许，不要轻易放弃，要穷追不舍，先从语法角度考虑，再从逻辑角度

考虑是否有隐含意思、作者的情感以及背景文化和习俗等。有时句子好像什么也不缺，读上

去很完整，就必须考虑，很可能缺的就是连词 and，副词 then、always、sometimes 等，如

果还未填出，应反复默念几遍，有些词就会悄然而至，在你的记忆中浮现出来。

8、如果同学在考场上最后做完型时实在没有时间了，可以快速浏览文章，把自己能快

速判断答案的题目做出来，然后剩下的其他题目蒙同一个选项(要蒙已经做出的确定对的答

案中没有或很少的选项)。A 作为正确选项的个数最多，没有连续三个答案都一样的情况。

来源：考研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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