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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3/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7_A0_94_c80_233636.htm 目前，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是为国家选拔研究型、高层次人才而在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设置的一种高规格的人才遴选形式，它是检查考生是否具

备基本的政治理论素养的水平考试。 近年来，或者是出于继

续深造的目的，或者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的需要，或者是为

了提高自己在工作中的竞争力等原因，众多学子都挤到考研

大军的行列中，使得考研情势一路走热，而且还在不断升温

。为了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复习中做到有

的放矢，在考试中稳操胜券，考生在复习备考之前就很有必

要搞清楚有关考试的一些情况，其中，对考试科目及其具体

情况、要求的了解，应作为动手复习之前的重点之重点工作

来做。政治是每位报考者必考的一个科目，也是让许多报考

者感到头痛的一个科目。为了使考生做到胸有成竹，减少无

为而劳之苦，这里先就考研政治科目的有关情况作一概述，

以起到抛砖引玉之目的，达到事半功倍之收效。 一、政治理

论在考研中的地位 近几年，特别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由原

来的五门课变为四门课之后，政治课的地位日显突出，也日

显重要。 考研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不仅仅是让考生极不情愿地

重新捡起在大一大二已经学习过的、当时就没怎么重视的政

治理论课本再做一次系统、扎实地复习，也不仅仅迫使本来

就不喜欢关心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当前重大时事（本应关心

的，部分学生就是不关心！）的同学把眼睛由书本堆中抽出

，投往窗外，作“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举，



而是政治理论课在整个考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硕士研

究生入学考试的四大科目中，政治理论课属于国家统考的科

目之一，而且是内容最多、知识点最零碎、要求又最高（用

有关原理解决实际问题）、考生往往兴趣最不浓的科目。国

家统考，相对于各学校命题的专业课，就显得难度大、要求

高，增加了备考的难度。而且，在我国的硕士研究生录取标

准中，既要考生总分靠前（考研总分在所报考考生中名次靠

前才有考取的可能），又要单科成绩过线（不过国家每年划

定的单科最低分数线，即使总分很高，也没有面试的机会，

考取就更是无望了），在这双重标准的剪裁下，政治课分数

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考生在所报考考生中的位次，以至最终

能否考取。所以，考生要为了“过线”，又为了政治课不但

不拉分、拖后腿，而是能提高总分，就必须加强这门课的复

习，抓好复习过程，提高应试能力，早日实现读研夙愿。 二

、考试基本科目 硕士研究生入学政治理论考试包括：马克思

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

论、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

，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或有关理论在这一领域中的运

用)。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

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它是

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关

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考研《大纲》把马克

思主义哲学划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绪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三部分内容

。第二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世界的物质性和人的



实践活动，包括物质及其存在形式、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

、意识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三部分内容。第三章为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辩证法：世界的联系、发展及其规律，包括世界的

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量变和质变、肯定

和否定及其关系以及对立统一规律。第四章为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认识论：认识的本质和过程，包括认识的发生和本质、

认识的发展过程、真理和价值、辩证思维的主要方法等内容

。第五、六、七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论：人类社

会的本质和基本结构(包括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本质、社会

的经济结构、社会的政治结构、社会的观念结构)、社会发展

规律和历史创造者（包括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发展的

动力、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包括社会发

展的历史进程、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互为前

提，两者的统一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世界观即辩证唯

物主义世界观。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前提，以实践为基

础，揭示人的认识的本质和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是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和产生、发展

的一般规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论。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简

言之，是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包括历史在内的辩证唯物主

义。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考研《大纲》把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划分为七章内容，第一章是导论，是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学科总体介绍，主要介绍和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研究对象、研

究任务等内容。第二章为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的一般原



理，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一般原理

，这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前

提，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社会经济的两种基本形

态、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三方面内容。第三章为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发展阶段，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四章为资本的运行，包括资本运行的一般原理、垄断阶

段的资本运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向国际范围的扩展等内容

。这两者都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的原理，是对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的揭示。第五章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的实质与经济制度（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

配制度）和第六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包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控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障体系）都揭示和反映的是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的原理。第七章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

济关系则以当今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为主线，阐述了经济

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物质条件和现实基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与发展、以及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我

国应有的态度等内容。 （三）毛泽东思想概论 考研《大纲》

也分七章内容。第一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

论成果，从纵向的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到横向

的毛泽东思想学科体系框架，对毛泽东思想作总体的介绍。

第二章到第六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



结、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成果、社会主义建设

的方针政策集中讲授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

其中第二、三章讲述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原则和经验

总结；第四章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

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相关内容；第五、六章集中讲

述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第七章是在

前六章的基础上，专门讲授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实

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马

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独立自

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立足点；最后讲授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

和发展。 （四）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考

研《大纲》将《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分为十二章内容来讲述。其中第一章“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第二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本学科的总体介绍，介

绍了其形成、内容、地位以及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第

三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第四章“社会主

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和第五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

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讲述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

提内容。主要阐述党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

、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等，回答了建设中国社

会主义必须首先明确的前提性、纲领性问题。第六章“科学

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第七章“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第八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第九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第十章“‘一国两制’和实现



祖国的完全统一”和第十一章“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阐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和我们党领导全

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历史任务：推进现代化

建设、完成全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第十

二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阐述

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等内容

。 （五）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考研《大纲》将《当代世界经

济与政治》划分为八章内容。其中第一章“当代世界经济的

发展变化与基本趋势”、第二章“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

与基本趋势”和第三章“当今时代主题与建立国际新秩序”

是本门课的总论，从宏观的角度全面阐述了我国政府对当今

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看法与观点。这三章内容是本

课程的重点，是历年考研真题的集中轰炸区。后面五章内容

以分论的形式分别概述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

政治”、“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战后社会主

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独联体成员国与冷战后东欧国家

的经济与政治”、“中国对外关系及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

”，内容相对庞杂，但出题点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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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