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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5/2021_2022__E8_80_83_E

7_A0_94_E6_94_BF_E6_c73_385757.htm 研究近几年“形势与

政策”考试试题，我们发现“形势与政策”总的命题思想是

在稳中求变，其中既有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每年又有新的命

题思路。总的看来，以下几点值得考生注意： (一)以国内为

主，紧密贴合当年的国内外热点，注重反映重大突破性事件

1.就国内而言，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制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公布的重要文件，以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文章

和讲话的内容为重点而展开命题。具体来讲，每年的“两会

”，特别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全会特别是通过的有关

文件；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当年

的重大事件，重大社会、现实、理论热点，这些往往是命题

的重要信息源和出题点。 从近几年的考研试题分析，中央全

会文件报告和领导人讲话在国内部分中占比重最大。例如，

以中共中央全会文件和报告为考查点的命题，2001年文、理

科第14、27题考查了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文件有关内容，十

五届六中全会则在2002年文、理科第15题中考查，十六届三

中全会在2004年多项选择30题中考查，十六届四中全会在2005

年多项选择27、28题中予以考查。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更成

为命题考查重点，接连在2003年试题的14、15、27、28题

，2004年分析题36题和2005年多项选择题17题中出现。以主要

领导人讲话为出题点的命题有2001年文、理科第28题，考查

江泽民同志视察广东时在讲话中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2002年文、理科第29题考察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



，2006年第32题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

的讲话，2007年第15题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

上的讲话等。 2.就国际而言，以中国国家民族利益为外交政

策的出发点，围绕中国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和主张，内容涉及

大国外交，中外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国际重大事件特别是

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

欧盟等等。 如果将近年国际部分试题归类的话，大致可分为

以下几类：一是考查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国际局势的把握，特

别是中国对发展对外关系、应对国际重大事件、回答国际重

大问题等方面的立场、观点和看法。如2001年文理科的29题

考查中国提出的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遵循的原则。二是

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新变化和大突破，特别是中美、

中日、中欧。例如中美关系方面，在2001年文理科第15题考

查因《与台湾关系法》而引发的中美关系危机。2004年第14

、15题考查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欧盟关系取得的新进展。朝

韩关系方面，2001年文理科第30题考查了朝韩最高领导人的

历史性会晤。日朝关系方面，2003年第29题考查了《日朝平

壤宣言》。三是国际社会重大时事、热点和大国动态，如美

、英、法、俄、日、印等国发生的重大时事。例如2002年文

理科第28、30题分别考查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和第九次APEC

上海会议。2003年第30题继续考查上海合作组织。2004年第13

题考查欧盟建立欧元区的进展问题，第28题考查中东和平问

题，第29题考查朝核问题。2005年第15题考查以色列“单边

行动计划”，第29题考查朝核六方会谈，2007年的中俄互办

“国家年”的意义等。 (二)命题方式由原来的单一知识记忆

型为主开始向复合材料分析型转换 从历年试题分析来看，时



事与政策作为考研政治理论的组成部分，相对而言是考生花

费时间较少而又得分率比较高的科目。这与命题方的思路和

方式有很大关系，即重大时事重点命题，命题方式单一直接

，造成考查点较为集中和记忆性选择题目多的命题特点。但

是随着考研政治大纲的逐年修订和对综合应用能力要求的提

高，近年的“形势与政策”命题也相应出现出一些新的趋向

，开始注重与多学科交叉出题，复合式分析性命题增加，特

别是在大题上利用时政材料结合其它学科进行综合考查成为

一大常用模式。从题目分布来看，直接考查主要放在选择题

目上，单项选择往往十分简单，多项选择在选项由5项改为4

项后难度自然下降，但同时也开始出现分析性较强的题目；

综合考查放在辨析与分析题目上，时事政治被命题者作为材

料运用，为考查其它知识点提供相关背景和材料。取消辨析

题后，时事政治在分析题中充当材料的作用会更加明显。 

以2004年考研试题为例，该部分单项选择题目三道，分值3分

，比2003年增加一道，考查欧盟、中印关系和中欧关系，多

项选择题三道，分值6分，绝大部分还是命题方式直接，较易

得分，但多项选择第28题则不再是单纯记忆性题目，而是在

设计上从题干到选项都有深度和难度。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

道比较有代表性的多项选择题。 28.“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

实施过程困难重重，主要原因有 A.以色列右翼势力的阻拦 B.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干扰 C.美国偏袒以色列 D.伊拉克战争的

爆发 E.俄罗斯对“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持反对态度 这道题

命题方式灵活，不再直接考查中东和平问题中的表层现象，

而是深入问题的里层，要求考生分析“中东和平路线图”计

划实施困难的原因，设计的选项迷惑性较大，需要考生在熟



练掌握相关国际背景的情况下进行分析才能正确选择。首先

，“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是由美国提出的反映美国中东政

策的产物，它的实施建立在巴以双方共同合作的基础上，但

是以色列国内右翼势力极力反对这一计划，认为损害了本国

利益，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亦是同样态度，再加上美国中东

政策一直对以色列倾斜，而美国打伊拉克主要是基于萨达姆

政权的不合作和对石油战略利益的追求。所以，选项ABC是

正确答案，D项与该计划没有本质必然联系，构不成主要原

因。E项俄罗斯是“中东和平路线图”提倡者之一。 2004年考

研试题中的辨析32题，时事政治被命题者作为材料运用，为

考查其它知识点提供相关背景和材料。下面我们看一下这道

题： 32.2003年9月初，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等七部门联手出

击开展屠宰市场集中整治，严把肉品市场准入关，规定进入

市场销售的肉品必须是由定点屠宰厂(场)生产、经检疫合格

的产品。对失信企业实行“黑名单”制度，其违法违规行为

将被记录在案，公开曝光。根据材料辨析：有必要限制市场

机制的作用，让拥有强制力的政府来干预。 该题就属于运用

时政作为材料考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这种题型的设计中

，命题者考查的是考生通过解读材料运用基本原理来分析现

实问题的能力。考生只要紧紧围绕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关系展

开分析，牢牢把握政府必要的干预和市场有序运行的内在关

联，就不难得到高分。同样2005年的第35题也体现了这个趋

向，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大题中时政与多学科知识交叉

复合出题已成为某种方向。 (三)以考研大纲为纲，与新增知

识点结合出题是今后命题的一个方向 考研政治大纲是考生备

考政治的基本武器，也是研究命题规律的基本依据。每年的



考研政治大纲根据教育部要求都要修订，调整学科体系，删

减一些知识点，新增一些知识点。因此，对考生而言，把握

大纲十分重要。考生所学的政治知识可能与考纲规定的知识

点不完全一致，只有精研大纲复习才能有的放矢。特别是从

近几年的考题来看，新增知识点命题率比较高，与之相结合

也是命题者考虑的方向之一。 摘自齐鹏飞著《2008考研政治

形势与政策理论热点剖析及命题预测》(原子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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