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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6_161674.htm 2001年研究生政治理论课入学考

试中邓小平理论概论部分共出了六道单选题，六道多选题，

半道辨析题，一道论述题。其中理科4道单选，3道多选，

占10分的比例，一道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论述题文理通用；半

道辨析题是指理科辨析题之三"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过渡

时期的所有制结构是不同的"，此题是关于《邓小平理论概论

》和《毛泽东思想概论》两部分知识的综合，但以"邓论"为

主，所以称"半道"辨析题。 文科选择题，单选两道与理科相

同；多选三道，一道相同两道另出，适当加了点难度。除去

文理科重复的题，2001年研究生政治理论课入学考试中邓小

平理论概论部分实际上是四道单选题，五道多选题，半道辨

析题，一道论述题。在理科考试中占20%的比分，在文科中

至少占21%的比分，在政治理论课五门课中仍占有突出的地

位，即比分最高。 单选题4道是：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

心是⋯⋯ (2)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是⋯⋯ (3)我

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 (4)我国现阶段存在主要劳动力价值

分配的方式，其重要原因之一是⋯⋯ 以上除第四题略有难度

外，其余三题都较明了，表明"邓论"单选的特点是强调最基

础的知识；与往年考试相比，难度有所降低。 第一题选错的

是极个别同学，有选"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有选"坚持人

民民主专政"的，正确答案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二题选

错的比第一题多5个百分点，有选"培育四有新人"的，也有选"

双为和双百方针"的，正确答案是"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



文化建设"。 第三题选错的近20%，有选"多党派和政治协商制

度"的，有选"人民民主专政"的，也有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的(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正确答案是"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也有的地方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把国体、政体上的根本政治制度放在一起讲全了。 第四

题选错的也是20%，大多错选"股份合作制经济"，少数错选"

个体经济"，正确答案为"私营经济"。 多选题五道是： (1)公

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 A.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

势 B.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C.

公有资产在各个地方和产业中都占优势 D.国有经济在国民经

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E.国有经济比重大于集体经济 本题正确

选项为AB，考生一般都能选对。 (2)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

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理论命题的

涵义是 A.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B.民主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C.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目标 D.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保证 E.民主是社会

主义的内在属性 本题全选(A、B、C、D、E)，题不难，可选

错的高达80%，有选A、D、E，有的B、D、E，有选C、D、E

，有选A、B或B、E的，可见"邓论"的复习首先在弄清基本概

念，基本观点，真正打好基本功。 (3)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邓小平理论 A.开拓

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B.提出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C.把对

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D.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

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E.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本题选A、C、D、E，关键是排

除B项，但却有相当多数的同学选了B项，甚至有只选B、C项



的，表明考生基础知识的缺乏，也表明考研复习偏重于基本

原理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大题的把握，而对选择题的复习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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