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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3/2021_2022__E6_94_BF_

E6_B2_BB_E7_BB_8F_E6_c67_153531.htm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原理”的考试中，考生答题错误大致如下： 主要反映

在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和简答题上。政治经济学许多概念的

表述是非常规范和严谨的。单项选择由于题目难度不大，主

要为识记题，因此总体情况比较好，得分率较高，有不少考

生得到满分。多项选择和简答题考核学生对一些基本概念和

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把握，稍有难度，失分较多。 单项选择出

错较多的，如两种商品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就是商品的(

)。备选答案：A。使用价值；B。交换价值；C。价值；D。

价格。正确答案是B。又如，马克思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

心问题是( )。备选答案：A。社会总产品的生产问题；B。社

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C。社会总产品的实物构成问题；D。

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问题。正确答案是B。再如，社会资本

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是( )。三道题有两道是关于社会

总资本再生产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如果平时没有很好地理解

，那么其中的几个公式是很难死记的。 多项选择题失分较多

的，如不少考生不能准确判断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有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些考生干脆把备选答案

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也选了。对“下

列关于劳动二重性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一题的选择上，备

选答案：A。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B。抽象劳动形

成商品的价值；C。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是统一的；D。具体

劳动与抽象劳动是两个劳动过程；E。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是



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正确的选择应当是A、B、C、E，但考

生普遍都漏选。这个问题考核对劳动二重性及商品二因素和

劳动二重性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又如，对“资本积聚”这个经济范畴的理解。资本积聚：

“1.是靠剩余价值资本化实现的；2.会增大社会总资本；3.要

受社会财富增长的限制。”在教科书中，“资本积聚”与“

资本集中”两个概念是放在同一章节中论述的，于是相当部

分考生把“资本积聚”与“资本集中”两个概念混淆起来，

以致无法作出正确选择。 简答题错误的，如在社会主义经济

中，社会总产品在分配给个人之前应首先进行哪些社会扣除

？此题共有6个要点。①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②用于

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③社会后备基金和保险基金；④社会

管理费用；⑤用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部分；⑥为丧失劳动

能力的人所设立的基金。多数考生不能完整回答，部分考生

虽然答有六七点甚至更多，如应扣除折旧费、失业救济金、

国防开支等，都是对的，但由于没有用专门的经济范畴来表

述，总是挂一漏万，无法获得满分。以上种种，反映了考生

对原理的理解和掌握不够准确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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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