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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西部大开发（理论依据，客观依据，意义，相互关系

） 2002年 贫富差距（客观依据，相互关系，政策措施） 2003

年 宏观调空（材料分析，政策措施，必要性） 2004年 三农问

题（材料分析，政策措施，重要性） 2005年 改革，发展和稳

定的关系 就业失业问题 可持续发展 特点：1）都是改革开放

以来的重大现实问题 2）考察次热点，不考最热点 今年涉及

的最热点问题：和谐社会（可出2道题） 社会分配公平问题

，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社会矛盾问题 今年涉及的次热点问题：

理论上-------1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2科学发展观 3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 实践上------1分配问题 2能源资源压力大，经济过

热 3新世纪下，人民内部矛盾 分析题得分点：1材料分析 2理

论依据 3客观依据 4政策措施 5重要意义 6相互关系 第一章邓

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本章2006年考试大纲没有

新变化。 一、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 (

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三大成

果）★★★（多选） 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先后进行过两

次革命：一次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已经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改造，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社

会主义的新中国；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领导人民

进行的新的革命，就是通过改革开放，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道路。 在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马

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

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

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

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

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

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之为邓小平理论。 (二)邓小平理论是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党

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论是在我国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

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作了初步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关

于这条正确道路的主要理论观点。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

式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

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即

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

★（单选）。(1999年理科第9题，单选题) 党的十二大之后的

五年，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党在经

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逐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视野。 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单选），对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理论观点作

了科学概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

基本路线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并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第

二次历史性飞跃。 以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

同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1992年的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单选），主要

内容有★★★（多选）（1998年文科第15题，多选）：社会

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三个有

利于”的改革判断标准；“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坚持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不动摇；防左反右，主要是防左等。 1992

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科学命题★★（单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论从九个主要方面作了更为全面的阐述，并提出要用这一理

论武装全党，把这一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十四大以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我国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从多方面进一步深化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理论与实践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单选）1997年党的

十五大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直接命名为邓小平理

论，并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党章。邓小平理论是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党

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邓小平理论形成和

发展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四大依据）★

★（多选）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

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

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依

据。邓小平理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

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结合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时代要求，用新的

思想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成果。 第二，当代国际局势的

新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

代依据。邓小平精辟地分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

形势，为我们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科学

的基础。 第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

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理

论形成的历史依据。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

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 第四，我

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

依据。邓小平理论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结果。 二、邓小平理论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一)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阅读知识点）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邓

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是因为(2001年文科第24题，多选题)： 第一，邓小平理论开

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把继承与发展、

坚持与创新结合起来，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研究新情况，提出新理论，解决新问题，不断开拓我国社

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从而极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



，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精神。 第二，邓小平理论把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坚持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

主义的本质，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

平。 第三，邓小平理论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

学判断。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

，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

态势和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这是

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四，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

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

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

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并指导

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邓

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

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

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总之，

上述“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这

四个“新”，充分表明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

发展的新阶段。 (二)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继承、坚持和发展、创新 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绝对不能丢，丢了就会

丧失根本，就会走到邪路上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又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丰富、发

展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尽管创立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时代课题，但

从本质上看，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多选）首先，它

们的思想基础是一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其次

，它们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

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具有完

全相同的价值取向。 再次，它们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

己的行动指南，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发展着的实践相

结合，具有完全相同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最后，对根本

任务的认识上是一致的。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他们都认为，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都把无产阶

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解放、幸福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

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马克

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和最高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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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