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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0_91_E4_B8_BB_E4_c73_115229.htm 一、单项选择题 1.D 【

解析】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马关条约》标志着中国社会殖民地化加深了；《辛丑条约》

则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其中的《马关条约》的

“殖民地化”是说走向殖民地社会的发展趋势加深了，不意

味着已经进入殖民地社会。 2.C 【解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对象包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抗日

战争胜利、解放战争已经打响之后的1947年底，蒋介石政权

已经成为这三种势力在国内的总代表，其中尤其官僚资本主

义正式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变成为革命的对象。

所以要特别记住。 3.B 【解析】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

是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为农民所有。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所当然是对

封建地主阶级生产关系的破坏。 4. A 【解析】 国民党统治集

团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力图坚持其一党专政

，不允许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此，国民党反动派

对民主党派进行疯狂镇压和摧残，直到1947年10月宣布民盟

为“非法团体”，对其“严加取缔”，标志着第三条道路的

破产。 5.B 【解析】 中共二大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

最低纲领。其中的最低纲领规定了党当前的历史任务是打倒

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 6.D 【解析】 由于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所以就决定了其前途只能是社会

主义，而不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7.C 【解析】 新民主主义



社会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是因为在革命中存

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这

些不同的革命阶级，由他们团结一致建立的国家，其国体只

能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8.A 【解析】 新民主主义社会

的政体，与上题相同的原因，也只能是民主集中制下的人民

代表大会制。 9.C 【解析】 这道题意在强调三三制政权是共

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其构成是：共产党员、非共产党进

步人士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 10.A 【解析】 民族

资产阶级的出身环境决定了它的最本质的因素是软弱性。这

一软弱性又使其表现出动摇性、妥协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的

特征。 11. C 【解析】 瓦窑堡会议是在1935年为实现党在新形

势下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的转变，迎接抗日新高潮这样一个

背景下召开的。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路线

，从理论和政策上解决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从

而解决了遵义会议以来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重要的党的政治路

线问题，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运用正确的战略和策

略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民族战争的胜利，掌握了政治上的

主动权。 12.A 【解析】 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三

大纲领是在194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那次讲话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切记不要想当然

的认为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 13.C 【解析】 这一时期建

立的是“工农共和国”。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紧迫

，1935年底为团结全国各阶级力量投身抗日战争，中共主动

将工农共和国改名为“民主共和国”。 14.C 【解析】 随着抗

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于1946年5月4日发

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



五&#8226.四指示》，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

给农民的政策。这一政策经过实践总结后形成了1947年的《

中国土地法大纲》。 15.C 【解析】 “三三制”政权之所以成

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其主要特点就是这个政权不同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政权，它吸纳了一部分中间势力

，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人物；而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

不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

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这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好的政权形式

，这种政权形式推广到全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二

、多项选择题 1.ABD 【解析】 中国革命的对象是通常所说的

“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农民

阶级是最重要的革命依靠力量，不能当作革命对象。 2.BCD 

【解析】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目标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一革命的成果就是建立工人阶级

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3.ABCD 【解析

】 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在对待

革命问题上有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既有赞成和加入的一面

，又有惧怕心理。只要能反映这一心理的都是可选的答案。

4.ABD 【解析】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三大纲领其实就是说明中

共对于三类不同的社会力量的态度，即对封建地主阶级、对

官僚资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当然，

同时也包含了对农民等的政策)。 5.BD 【解析】 在这几种经

济形式中，用排除法很容易选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

经济两个正确答案。 6.BCD 【解析】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有

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外，还有三个特殊优点：一是深受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具有彻底的革命

性；二是大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和少数工矿企业，便于集中；

三是与农民有着天然联系，便于结成联盟。A项不是中国无

产阶级的特殊优点，故应排除。 7.CD 【解析】 近代中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

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个方面。题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

盾含义过于狭窄故不选。 8.AC 【解析】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9.ABCD 【解析】 中共的历次大会

中，二大因其重要的实质意义而备受关注。 10.ABCD 【解析

】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来源是相对复杂的。一部分人是由原

来的官僚转变过来的，如张謇，就是清朝甲午年的状元弃官

从商的；一部分由地主演变而来，少数有远见的地主从事工

商业经营从而成了民族资本家；同样商人和手工业者们也有

不少开始新式经营从而成为资本家的。 11.ABCD 【解析】 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四部分基本力量：工人阶级、农民

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全选。

12.ABCD 【解析】 《新民主主义论》中共列举了五类经济形

式，即：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

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本题把其中的两种合成为一个选项

，其它独立列出，所以都可以选。 13.ABC 【解析】 中国社

会的性质决定了本题的前三个选项。D选项中国革命的前途

是由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决定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对革

命的领导决定了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14.ABCD 【解

析】 本题关于五四运动的说法都是正确的。考生应当记住类

似的对于某些重大事件的基本评述，如关于辛亥革命的重要

评述。 15.ABCD 【解析】 中国社会的基本变化，尤其是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考生应当掌握的重要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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