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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答案要点： （1）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从感性认识发

展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实现这一飞

跃的条件是：必须占有丰富而真实的感性材料：运用科学的

思维方法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丁玲对成仿吾的“合理

想象”之所以会“全错了”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她在这

种“合理想象” 前没有占有丰富而真实的感性材料，特别是

忽略了他是一个经过长征的革命老干部、红军战士，一个正

派憨厚的共产党员这一事实材料；第二，这种“合理想象”

是一种简单化的判断和推理，没有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 马

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过程具有反复性和无限性。由于

客观事物本身包括人的复杂性及发展过程的无限性，人对事

物包括人的的认识要受到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受

到具体的实践水平的限制。这也是丁玲对成仿吾的“合理想

象”之所以会“全错了”的重要原因。 （2）丁玲对成仿吾

的认识的“转变”过程说明：认识的发展要经过“实践、认

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就某

个具体事物而言，人们对它的正确认识．往往要经过由实践

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对于过程的推

移而言，人们的认识又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这对我们正



确认识事物启示主要有： 认识运动的反复性和无限性决定了

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也就是

说，人们的认识和客观过程的符合是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

的符合，是在社会实践发展的一定的具体历史阶段上的符合

。反对割裂二者统一的“左”和右的错误。人类的实践和认

识是永无止境的过程，要求我们不断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使我们的思想和理论不断

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以实

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辩证唯物

主义认识论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哲学基础。党的“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正是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 34答案要点：(1)丁玲对

成仿吾的“合理想象”之所以发生错误，一是他对成仿吾的

认识缺乏直接经验；二是占有材料不全；三是没有抓住反映

成仿吾品格的主要事实；他从已有观念出发进行推论。因而

他的想象缺乏客观的现实基础，势必造成他对成仿吾的想象

与实际脱节。(4分) (2)人们要正确认识事物，必须做到：第一

，经过实践和调查研究，掌握非富而真实的感性材料。(2分)

第二，要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感性材料加工制作，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特别要抓住表现事

物本质的主要事实。(2分)第三，事物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发

展的过程，我们的认识也要随着事物的变化而不断深化。人

对事物的认识是否正确，最终要由实践来检验。(2分) 35：答

案要点： （1）区别的标准在于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

并存中是否占据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多种经济成

分并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



位条件下的并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

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

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就在于剩余产品

归劳动者共同占有，这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而当

代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条件下的多种经济成

分并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就是以生产资料资本主

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 （2）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

基本经济制度。在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的条件下，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这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的原则。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

、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

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

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主要表现：第一，公有

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

质特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

发展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才能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实现

共同富裕，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2 ）我

国的生产力水平是多层次、不平衡的，要求有多种所有制经

济与之相适应。根据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建立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这样能够更好地符合初级阶

段的实际，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外，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公有制经济本身还不完善、不成熟，还没有能力包



罗社会经济的一切领域，这就需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与

公有制经济一起共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3 ）一切符

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应该利用它来为社会主

义服务。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有

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

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5答案要点：(1)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的基础。在一

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成分

城决定这个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性质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

成分根本不同。(3分) (2)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

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其他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中公有制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并取得了多种实现形

式。非公有制经济也因此得到改变和发展。因此，必须毫不

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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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