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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80_83_E7_A0_c67_287924.htm 一、学科内容概述 “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考查内容共有十二

章，包括：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科学发展观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国两制”和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等。 邓小平理论围

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首要的基

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

证、战略步骤、祖国统一、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

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

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

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

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 

二、新增知识点分析 08年大纲中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部分改动的地方较多。主要分析如下： 第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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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部分中新增了知识点“中国共产党始终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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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把“三个代表”的主要内容又重新

提出来，充分证明了“三个代表”在党的领导建设过程中的

重要性。考生对此知识点仍要加以重视。 第二，在第三章《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第一部分中，把07年大

纲中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改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并不是削弱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

考生仍要重视。 将07年大纲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

求和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归宿。尊重实践、

尊重群众，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体现。与时俱进是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

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邓小平提出的‘三

个有利于’是判断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改

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实事

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精神，推进理论创新。邓小平提出的‘

三个有利于’标准。”在文字表述上更规范、简洁，逻辑性

更严密。 第三，在第四章《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的

第一部分中，把“搞清楚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在坚持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

对社会主义各方面的本质要求进行了阐述，把对社会主义的



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改为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

本质的概括及其意义。”在文字表述上更为简洁。在对考生

掌握本知识点的要求上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第四，在第五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第二部

分中，新增了知识点“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在经

济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对外开放在

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考生对此

知识点的掌握应该结合《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和时事政治

的热点问题加以复习。 在本章的第四部分中，删掉了“这十

条经验，覆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

军等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在文字表

述上更为简洁。在此知识点上，对考生的要求没有实质性的

变化。 第五，在第六章《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战略》的第一部分中，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改为“科学

发展观的内涵和实践要求”。这要求考生在理解科学发展观

内涵的基础上把握其实践要求，明确践行科学发展观理念的

具体实施措施和途径。 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知

识点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列出来，充分说明了本知识点的重

要性。考生要结合社会热点问题理解和谐社会的含义，同时

要重点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实施途径。 把07

年大纲中的“21 世纪头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改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表述更为简洁

，要求无实质性变化。 第六，在第七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的第二部分中，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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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坚

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统一于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改为“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文字表述上更

为简洁，对考生的要求没有实质性变化。 第七，在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第一部分中，新增了知识点“基

层民主政治建设”。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一种基层自治和民

主管理制度，也是作为国家制度民主的具体化，是社会主义

民主广泛而深刻的实践。考生要把握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内

涵、意义以及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途径。考生一定要注

意新增知识点的命题。 在本章第二部分中，新增了知识点“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考生要明确政治体制的含义，推进政

治体制改革的原因、途径。 第八，在第九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第一部分中，删减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知

识点。 在第二部分中，新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知识点。本知识点在07年试卷中已经进行了考查。今年又重

新提出来，证明了其重要性。考生在今年的备考中尤其要注

意。 把07年大纲中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

文化发展水平提高相伴随的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改为“人

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在文字

表述上更为规范、简洁，在对考生的要求上没有实质性的变

化。 第九，在第十一章《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

第一部分中，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改

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在文字表述

上更为具体，考生要深入把握。 三、命题规律及趋势 (一)命

题规律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是一门

现实性很强的政治理论课。通过对该门学科历年考研政治试

题的研究，可以看出这门学科的命题一般具有如下特点： 1.



《考试大纲》新增和调整的知识点必将成为考试命题的重点 

仔细对照历年大纲的“修订说明”与当年的考试试题，我们

就会发现大量题目均直接选自“修订说明”中的内容，除了

在大纲的修订说明中阐述的知识点外，大纲中新增的知识点

更容易成为考试命题的重点。例如200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论考点；2001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7年“建立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 等考点

都是大纲新调整或新增加的考点。这一命题规律，已经为广

大考生所熟知。因此，考生要仔细阅读2008年大纲的“修订

说明”，认真把握。每年新增考点必有试题，对于考试大纲

中的新增考点，考生也应充分重视。 2.与考试大纲考点相关

联的社会热点历来都是命题的重点 《考试大纲》中的第五个

评价目标要求考生结合特定历史条件或国际、国内政治经济

生活的背景，综合认识和评价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结

合“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背景”这样的评价目标通常

会体现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这些

背景知识或材料因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便于考查考生

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因而通常是命题的重点。如2001年试

卷涉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三个代表’重要论断”

、“西部大开发”等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这都是对2000年

度社会各界尤其是大学生们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在考试中的

反映。2006年的考点都是对2005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

社会、和谐世界以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反

映。2007年考点涉及到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等热点问题。此外，考生还应注意，《考试大纲》中有

一些知识点本身可以说是理论重点，在历年大纲修订中均予

以保留，但迄今没有考查或仅以很少的分值考查过，这样的

考点应该引起考生注意。多年未考并不意味着这些考点不重

要，相反这类考点一旦与一定的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就可能

以分析题的形式出现。但是考试毕竟是以《考试大纲》为依

据，并不是仅根据社会热点来命题。 3.从历年命题规律来看

，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的精神和内容是考查的重点 这些内容

不仅当年要考，而且在随后的几年内都要考。例如2003年试

题重点考查了2002年召开的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内

容，多达10分左右。2004年试题中有关十六大内容单选题2

道2分，多选题1道2分，分析题1道9分。关于十六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的内容，2004年考1道多选题，2005年考两道多选题

，1道分析题9分。2006年的考题集中体现了十六届五中全会

的相关精神。2007年的考题集中体现了十六届六中全会的相

关精神。据此可预测，今年下半年召开的十七大肯定是2008

年试题命题的重要依据。 4.从考试的大题来看，近五年内重

复考的几率很小，但往年的客观性试题复现率极高，而且可

能原题出现 一个知识点在去年考过客观题，今年还可能以分

析题的面目出现。例如：(1)2000年文科第9题与1995年文科

第7题考查的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2)2001年理

科第24题与1994年理科第17题考查的都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

主要体现；(3)2003年第10题与1995年理科第9题完全相同，均

是考查“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4)2003年第36题与1994

年文科第29题、1996年文科第7题和理科第8题都是考查“ 宏



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和必要性”；(5)2004年第24题与2002年理

科不定项选择题第24题都是考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6)2005年

第11题、1999年理科第10题和1996年文科第16题考查的都是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7)2006年的第31题与2000年理科第25题近似。(8)2007年依

法治国考点在1999年、2000年、2005年试题中均有体现。因此

，认真研读历年考试真题是考生取得事半功倍效果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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