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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基本动力，也是产生其他矛盾运动的根源，要研究生产关

系，必须在二者的矛盾运动中去把握，才能既搞清楚生产关

系本身的内涵、特点与基本属性，也才可以搞清楚由此引发

的其他矛盾的运动及其发展。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

立统一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考虑

的前提。 2.C 【解析】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物质资料生产的性质和重要作用

的经典命题。 3.A 【解析】 本题属于识记性试题，容易选作

。不过其他选项干扰性较强，须小心。 4.C 【解析】 本题属

于识记性试题。需要强调的是，考生在复习时一定要注意区

分生产资料和劳动资料的内涵与外延及其从属关系，切忌混

淆。 5.C 【解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揭示

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即经济

规律。 6.D 【解析】 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

贯穿人类社会任何形态的一条规律，不象价值规律和剩余价

值规律只是在人类社会的某几种或一种社会形态下发挥作用

。 7.B 【解析】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及其

运动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对立

统一的，政治经济学不能完全脱离开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孤

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生产关系。 8.A 【解析】 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一门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

又是一门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具有无产阶级阶级性的科学，

它实现了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 9.C 【解析】 这里所说的

经济规律的特点，是相对于自然规律等规律而言经济规律特

有的规律，而不是各种规律共有的特点。ABD是二者共有的

规律，只有C是经济规律特有的规律。 10.A 【解析】 人的劳

动是一切生产过程中能动的主体要素，在生产中起着最根本

的作用。 二、多项选择题 1.ACD 【解析】 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暴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及其激化、无产阶级的日

益壮大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历史条件或背

景；马克思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集中，尤其垄断现

象还不明显，故B项不正确。 2.ABCD 【解析】 生产资料所有

制是生产关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是人们进行物质资料生

产的前提，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

首要标志，它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等

一系列关系，它本身是通过社会生产过程的诸环节得到体现

的。 3.ACD 【解析】 本题属于识记性的，容易选择到正确答

案。 4.ABCD 【解析】 经济规律的存在具有客观性、条件性

，以及不同阶级对发现和利用它的态度不同，但是人们还是

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消灭、改变、制定、创造经济规律，而

是可以认识经济规律，可以因势利导地利用经济规律。 5.

ABC 【解析】 选项A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规律，

选项B如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剩余价值规律，选项C如价值规

律，都是正确的；D项错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起作用的

”则是“特有的经济规律”，而不是“共有经济规律”，排



除。 6.BD 【解析】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作出的突

出贡献是他将资本主义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垄断资本

主义时期，指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垄断资本

主义发展的结果是被社会主义取代，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

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选项AC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发现，故排除。 7.ABCD 【解析】 本题考查社会生产力的

概念、内容和属性。 8.ACD 【解析】 人类劳动过程必须具备

的简单要素有三：人类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9.ABCD

【解析】 从经济规律的概念出发，本题不难选出正确答案。 

三、分析题 1.\[参考答案\] (1)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包括生产、

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这四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具体表现在：第一，生产

的性质决定分配、交换、消费的性质。第二，生产的发展状

况决定分配、交换、消费的水平、结构和规模；第三，生产

的内容决定分配、交换、消费的内容。分配、交换、消费的

对象是由生产提供的，只有生产出一定的产品，才能谈得上

分配、交换、消费。因此，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是一种

相互依存的关系。 (2)分配、交换、消费也不是消极的，而对

生产有反作用：第一，它们既是生产的实现，又是生产连续

进行的条件，如果生产出的产品不经过分配、交换、最终被

消费的话，那就等于产品卖不出去，生产也将不能继续。第

二，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交换和分配是中间环节，生

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交换和分配是消费顺利进行的前

提。第三，在现代社会消费的作用越显巨大，已经形成了卖

方市场，顾客是上帝，能否符合消费者的偏好成为影响生产

厂家盈亏与否的重要因素。 【思路点拨】 本题表面上是分析



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分析之后，实为两组概念之间的关系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生产决定后面三者的性质、水平

、结构和规模以及内容，后面三者又对前者具有反作用(分别

分析分配、交换、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容易作答)。有这种清

晰的思路，本题就不难作答了。 2.\[参考答案\] (1)经济制度

是指，在一个社会中经法律确认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

的总和，它构成该社会上层建筑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因此

，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又被称作这个社会的基本制度或基

本经济制度，它规定着这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总体方向和基本

性质。因此，经济制度在一个社会中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

稳定性，将一直贯穿于这个社会发展的始终，其质的规定性

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一旦发生根本性改变或被废止，则意

味着这个社会的社会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 (2)经济体制是指

，社会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经济组织形式和经

济管理制度。它决定着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上应

该怎样从事经济活动和在怎样的相互关系下从事经济活动，

它反映社会经济采取的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

运行的机制。经济体制本身不具有独立的社会制度属性，方

式较为灵活，具体的经济运行方式会随着生产力状况和社会

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3)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关

系: 第一，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经济制

度是经济体制建立的前提和基础，不存在脱离经济制度而孤

立存在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

不存在脱离经济体制而存在的纯粹的经济制度。 第二，经济

体制不仅受到经济制度的制约，而且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军事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如在战



争中的国家往往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中人力、

物力和财力为战争服务。 第三，经济体制对经济制度有反作

用。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对经济制度的完

善和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相反，落后的、不合理的

经济体制则会阻碍经济制度的运行和生产力的发展。因此，

一定的经济制度确立以后，经济体制的选择及其变革就显得

十分重要。 【思路点拨】 试述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各自的内

涵及其相互关系出大题的可能性不大，即使考，也不以如此

简单的方式出现，本题作为练习题出现在这里，主要是让考

生搞清基本概念：什么是经济制度？什么是经济体制？二者

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为回答分析题和多项选择题作的基本

准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