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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

性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毛泽

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科学体系 ２．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

主义社会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

线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 ３．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社

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中国工业

化的道路 ４．统一战线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 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

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团

结 实现祖国统一 ５．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

命的主要形式 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 人民军队的宗旨、任务

和党指挥枪的原则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 ６．党的领导和党

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党

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新考验 ７．

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思想政治工

作的基本内容和根本原则 ８．政策和策略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

生命 从实际出发制定和实行政策和策略 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

过程中形成的若干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政策和策略原则 ９．



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针 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及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１０．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

魂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 群众路线是党的

根本工作路线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１１．毛泽东思想的历史

地位 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

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三）邓小平理论 １．邓小平理论的历史

地位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

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２．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党的思

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 坚持党的思想

路线的重大意义 ３．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根本任务 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的

根本任务 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 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５．社会主义

改革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

善和发展 “三个有利于”标准 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６.社会主义对外开放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中国的发展

离不开世界 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 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 ７．社

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 “三步走”发展战略 现代化建设的战略

重点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８．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

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重大意义 ９．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关系 坚持社会主义

基本政治制度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１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



社会的重要特征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

要硬” １１.“一国两制”构想与祖国统一 “一国两制”科

学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国两制”构想的主要内容 “一国两

制”构想的伟大实践及其意义 １２．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按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１３．社会主义

事业的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党

的领导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巩固和

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方位 中国共产党８０年奋斗的基

本经验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 深化对“三个规律”

的认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２.“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

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党必须长期坚持

的指导思想 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３.“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 “三个代表”的内在联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系统的

科学理论 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

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

制度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尊重劳

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



机统一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依法治国和以德

治国相结合 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

发展 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 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 党

的建设的总方针 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５．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 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 核心

在坚持党的先进性 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

状态 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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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