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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_E4_BA_AC_c26_463726.htm 政治常识在近年北京社招的考

试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它作为考核考生政治素养的核心内容

在考试中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政治常识主要来源于一些基

本的理论知识以及当前多个领域内的政策、热点等内容。具

体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当代国际经济

与政治、我国的各项制度、政策、以及最新时事等。这几个

部分的内容广大考生在大学阶段已有学习，但行职测验在这

方面的考查要求与大学阶段的考试侧重点有所不同，大学阶

段的测试属于基本理论、观点、概念方面记忆性的考查；而

行职则属运用这些概念、观点等分析实际问题的运用性的测

试。 考生朋友们要想在这部分拿到理想的分数，就不能单纯

地依赖考前的死记硬背，突击复习，而要在平时生活中做个

“有心人”，多多关注、积累这方面的内容，并且要善于思

考各种社会问题。 下面我们就一些考生应知应会的要点作一

个简要论述，以期能帮助考生朋友们明确复习重点。 一、哲

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世界的客观

性 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

，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要以承认自然的客观性

为前提，社会及其发展规律是客观的。 2.人的意识是对客观

存在的反映 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意识能反作用

于客观事物，不同的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着不同的反作

用。 3.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具有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的能力。人们可以并且能够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

主观能动性，通过实践去探索、认识并掌握客观规律。 4.物

质和意识的关系：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 5.联系的普遍性：事物的联系是普遍的、客观性。 6.运动

和发展：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变化中，一切事物都有其产生

、发展、灭亡的过程。 7.规律：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都

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 固有的、本质的、必然

的联系。人们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活动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 8.辩

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 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是承认矛盾，

主张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形而上学的根

本观点是否定矛盾，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 9.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同事物的矛盾具有不同的特点，同一事物

的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也有其不同的特点。对事物的特点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 10.内

因和外因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

的必要条件。坚持内因和外因同时起作用的观点。 11.量变和

质变 量变、质变的关系，先有量变，当量变达到一定阶段，

突破了一定的限线就会发生质变。 12.事物发展的趋势 事物发

展的总趋势的前进的，新事物必定战胜旧事物，事物的发展

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13.发挥主观能动性 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主、

客观因素的制约。 14.透过现象看本质 认识的根本认务是经过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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