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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AF_BE_E7_A8_c73_382084.htm 中国人民大学 齐鹏飞 和

《200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政治理论考试大纲》

相似，《200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政治理论考试

大纲》除了个别知识点的文字表述和个别章下之节的调整以

及增删的“微调”外，基本的章节目都没有变化，保持了内

容上的稳定。这与前几年(2006年以前)每一年“考试大纲”对

于具体章节和知识点都有比较大幅度的修订显然不同，一个

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200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

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改革。按照惯例，考试课程设置发生大

变动前的考试内容，是要尽可能“维持现状不变”的。 以《

毛泽东思想概论》为例，其前身是《中国革命史》，就是今

年调整较小的部分。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全国普通

高等学校从1999年秋季开始全面实施“两课”(马克思主义理

论课和思想品德课)课程设置新方案，与此相适应，全国硕士

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政治理论“考试大纲”的内容，也要逐

步向新的“两课”教学要求过渡。前几年，依照“课程对应

、内容相接、分课推进、平稳过渡”的工作方针，政治理论

考试大纲的各部分内容渐次向新的课程体系靠拢。其中，变

化最大的是《中国革命史》向《毛泽东思想概论》的过渡与

转型。此乃“两课”教学改革之合理化趋势。严格地说，《

中国革命史》是一门带有鲜明政治课特点的历史课，是通过

自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至社会主义革命和自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至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



会的新中国之历史演进来梳理、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过程、历史规律的。而《毛泽东思想概论》则是规范的政

治理论课，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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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组成的政治理论课群，使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这一统一的科学体系一脉相承。《毛泽东思想概论》的教

学和考试重心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的掌握以

及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历史问题

、现实问题的能力。 此一自“史”至“论”的过渡与转型，

在本科教学中始于1999级，在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

中始于2001年，将结束在2008年。在2009年的硕士研究生的入

学考试中，《毛泽东思想概论》将再一次随本科教学公共思

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变化而改革，再一次自“论”至“

史”，由《毛泽东思想概论》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过渡

与转型(本科教学已经在2006级开始实行)，其中“纯理论”的

部分内容将成为另一门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2008年“考试大

纲”《毛泽东思想概论》自第一章至第七章的“微调”，其

主旨是为了“精炼”和“准确”，其具体内容如下： 1、第

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的章、节、目标题和具体内

容没有任何变化； 2、第一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理论成果”的第一节“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下

面的第二目“毛泽东思想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和必然产物”的标题，修改为“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

条件”，具体内容没有任何变化； 3、第三章“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标题修改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

基本经验”，但是章下之节、目的标题和具体内容没有任何

变化； 4、第六章“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的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下面的第一目“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的标题，修改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具体内容没有

任何变化； 5、第六章“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的第二

节“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下面的第三目“实现民

族平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标题，修改为“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具体内容没有任何变化。 整理/中羽 第一部分 马

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第五章 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本质 社会有

机体和社会结构 第六章 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创造者 交往及其

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三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发展阶段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第六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 政府的经济职能 第

四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第八章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第四部分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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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始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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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第九

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第五部分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八部 中国对外关系及在世界上的地位

与作用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与外交实践 第一，社会有机

体形成于人的实践和交往活动之中； 第二，社会有机体是一



种以人为主体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有机体； 第三，社会有机体

再生和更新的内在机制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

的统一。社会有机体思想为我们全面理解社会的内部结构、

生长机制以及运动规律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一是要求我们把

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 二是要求我们对社会

进行总体研究，从总体中理解和说明部分，也就是要求从个

别现象、领域或过程的研究上升到社会总体的研究。只有把

个别社会现象、领域或过程放到社会总体中才能得到正确的

理解和说明。党的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是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 人类社会是一个

巨大系统，包括许多要素。社会结构是指社会要素之间相互

关联的方式，其内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

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人类三大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形

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三者的有机统一

构成了社会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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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