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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BA_E9_AB_98_E8_c66_465578.htm 6. 国有企业改革的主

要途径是什么？ （1）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

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 （2）把

国有企业的改革同企业改组、技术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

，以构造结构优化和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 （3）鼓励兼并

、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形成

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4）推进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为重

点的配套改革。 7. 简述承认相对静止的意义。 承认相对静止

有重要意义： （1） 相对静止是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

要条件，没有在相对静止状态的量变的积累，就不可能有质

的飞跃。 （2） 承认相对静止是区分事物的必要条件，不承

认事物的相对静止状态，就看不到事物的确定性，就看不到

事物之间的界线。 （3） 只有承认相对静止，才能认识和理

解运动。 8. 为什么说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

式？ 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由中国社

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的。 （1）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部。投有民族独立；在

内部，没有民主。因此没有进行和平斗争的可能性。 （2） 

中国革命的敌人相当残忍，不许人民有丝毫的反抗，要革命

，只能武装起来。 （3） 中国革命的敌人力量相当强大，而

革命的力量相对弱小，只有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革命力量

才能逐渐壮大。 （4）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国家政



权，这也决定了革命只能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9. 简述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十二大”，是邓小平理论形成主题的阶段。停止使用“以阶

级斗争为纲”，确立拨乱反正的政治路线，“一个中心、两

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

基础，并在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2）从“十二大”到“十三大”，是邓小平理论形成轮

廓的阶段。这个阶段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

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理论。并在“十三大”上系统论述了初级

阶段理论和概括了党的基本路线。 （3）从“十三大”到“

十四大”，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体系的阶段。1992年

，南方谈话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等系列问

题，“十四大”则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论体系和内容进行了全

面的论述。 （4）“十五大”，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

导思想，并在公有制实现形式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

的比重等问题的认识上有了重大 10. 为什么说对立统一规律是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1）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

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 （2）对立统

一规律是贯穿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的中心线索，是

理解它们的“钥匙”。 （3）对立统一规律规定矛盾分析方

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 （4）是否承认对立统一规律，

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根本分歧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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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