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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A_A6_E5_88_86_E6_c73_115448.htm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原理”部分 不管是相对于今年大纲中的其他科目而言，

还是相对于去年的同科目内容来说，2007年新大纲《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部分其内容变化都是最少的，就是与

在内容上有重叠或交叉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概论》中的相关知识点也基本上没有做新的修订。稍微

有文字变化的只有几处，表现为： 第四章第一节中将“制约

资本周转速度的因素”中的“制约”修订为“影响”，将“

资本周转速度对商品生产和价值增值的影响”概括为“资本

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 第五章第二节将“坚持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修订为“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 第六章第五节将“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中

的“完善”修订为“健全”。 这些变化除了使表述更为明确

，或者使内容更为具体之外，其实在相关知识点的基本内容

上没有多大变化。这是今年本科目新大纲的最显著特点。 但

是，这不能说今年就没有明显的考点重点。在出题老师最容

易将新大纲修订的内容作为当年热门考点的惯常思维下，结

合历年的试题考查规律，今年的考点还是比较明确的。这些

考点除了最基础的知识之外（这是2006年的试题凸现的一大

最新导向），最具可能性的就是去年新修订（尤其是新增）

而没有被考查的知识点，这也是历年真题命题中的一条不成

文定律。这样的知识点不是很多，重要的如“经济规律的客

观性”，“经济规律的类型”，“价值形式的发展与货币的



起源”，“公有制的内涵及其主体地位”，“加大收入分配

调节力度、理顺分配关系，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促进社

会公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宏观调

控”等，但是考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希望考生能把其

他科目的相关知识联系起来复习，以备这些考点以综合性试

题的形式在真题中出现。 “毛泽东思想概论”部分 总体上看

，2007年考研《政治理论考试大纲》中“毛泽东思想概论”

部分在五门学科中的变化还是较大的。主要表现为润色、修

订三个考点，重大调整一个考点，新增一个考点。最大变化

表现在第五章有关内容的调整和新增。 （一）润色、修订的

三个考点 1.第三章的第一节标题“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

”，修改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样

修改主要是明确主题，强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理论”的主题内容和意义。这个考点是历年考试中的重点

考点，选择题和分析题都考查过。 2.将第三章第一节考点“

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基本理论”修改为“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就使“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表述更为科学、规范。考生应重

点掌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提出的依据、

主要内容和重大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这个考点近几年主

要通过选择题来考查，分析题没有考查过。考生一定要高度

重视该理论提出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3. 第六章考点“适

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修改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

工业化道路”。这主要是为了表述更为完善，强调以毛泽东

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工业化的过

程中，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借



鉴苏联工业化道路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走适合中国国情

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二）重大调整一个考点 “毛泽东思想

概论”重大调整的一个考点就是将第六章第四节考点“执政

条件下党的建设”调整到第五章，并作为本章第四节的内容

。考点由原来的三个变为两个，即保留了“加强执政党的建

设，提出‘两个务必’”、“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

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两个考点。删除“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考点。把“执政条件下党

的建设”调整进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成果中意

义非常重大。这表明把执政党建设问题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

针政策这样具体的层面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这样调整

的背景是随着胡锦涛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提出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尤其是胡锦涛在纪念建

党85周年的“七一”讲话中再次强调总结党的历史，保持党

员的先进性建设教育之后，中央和理论界都认识到党的第一

代领导集体对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取得

了许多有益的成果。这些探索成果对于今天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和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现实意义。 （三）新增一个考点 第五章第五节“社会主义

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意义”是新增的一节，考查的知识

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这个

新增考点与胡锦涛在纪念建党85周年的“七一”讲话是有紧

密联系的。胡锦涛在“七一”计划中提出中国共产党85年干

了三件大事，其中第二件大事就是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取得的成果。第五章“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



探索成果”前四节从四个方面叙述探索的成果，第五节强调

这些探索的意义。这从逻辑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例，同时

强调这些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启迪，表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起于毛、成于邓”，是和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因此，考生对这个知识点要高度重

视，不仅要掌握这些探索的具体内容，而且要深刻理解这些

探索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部分

2007年考研《政治理论考试大纲》“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部分总体上没有太大变化，主要是润色、修订了七个考点。

这七个修订的考点集中在第一章、第五章和第八章。这些在

字句上的润色和修订，主要是为了使考点的表述更为精炼和

科学。这些修订主要表现为： 第一章第三节考点“世界各国

调整经济结构”修订为“世界各国不断调整经济结构”。这

意在强调世界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仍在不断进行之中。考生

要重点把握世界各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总体趋势和特点。这些

趋势和特点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启迪意义。 第五章“战后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中第一节考点“第三世界的形成

与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作用”修订为“

第三世界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作用”。

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在国际舞台上作用的加强，第

三世界在促进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反对霸权主义，维护

和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节考

点“发展中国家普遍奉行的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

”修订为“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这个考点强

调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以及自身的利益，

普遍奉行的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考生应掌握发



展中国家普遍奉行这一对外政策的原因以及意义。 第八章“

中国对外关系及在社会上的地位与作用”中第一节考点“新

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进程”修订为“

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进程”。考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

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修订为“20世

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这两个知识点重在叙

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进程。考生应重点把握中国外交政策

在不同阶段调整的原因及影响。 第二节考点“独立自主是中

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修订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

”。考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对邓

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修订为“邓小平国际战略

思想及其发展”。考生重点应把握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内

容及其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新发展。 由于“当代世界经

济与政治”部分没有新增知识点，考生还是要结合“形势与

政策”，尤其是2006年中央有关全会的精神来把握对2007年

考点重点。依据历年命题规律，考生应重点把握前四章内容

，尤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与特点；当今世界政治发

展的趋势与特点；大国关系的调整与变化，如美国、欧盟、

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调整；地缘政治折射的大国关

系，如中东、中亚和东亚问题；南北问题；人口、环境、资

源等问题；构建和谐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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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