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内容（1）成人高考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7/2021_2022__E7_AC_AC

_E4_B8_89_E7_AB_A0_E7_c66_527973.htm 考纲要求考试大纲

对本章的具体要求是： 1."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

2."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基本特征、主要矛盾和

党的基本路线。" 3."掌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特别

是经济建设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中心。" 考纲分析本章与第

二章共同构成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第二章阐明社会的本

质和根本任务，本章则阐明我国还只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

段，并由此规定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这是本章学习的

重点。 学习本章，要注意掌握好以下问题： 第一，我国将长

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的

国情，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起始阶段

。我国在生产力比较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

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邓小平把这个阶

段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约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第二，

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是党制定路线、方针

和政策的出发点。它决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

路线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第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要求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

的关系。 第四，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它们不可分割的有

机统一，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一、选



择题 1.在我党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使用了"初级的阶段"这一概

念是（A） A.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 B.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 C.1986年《关于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D.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 2.我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D） A.发展生产力与落后

的经济体制的矛盾 B.发展生产力与科技、教育体制的矛盾 C.

发展生产力与政治体制的矛盾 D.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 3.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B

） A.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B.发展社会生产力 C.巩固无产

阶级专政 D.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4.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要完成的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任务是（D） A.大力发展商品

经济 B.实现工业化 C.实现经济的现代化 D.实现工业化和经济

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 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

核心和主体是（A） A.经济建设 B.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C.坚持

改革开放 D.建设精神文明 6.改革的目的是（A） A.解放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 B.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C.实现

共同富裕 D.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社会主义本质（最终目标）

：实现共同富裕 7.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是（A） A.

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

阶段 B.初级阶段是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必须经历的起始

阶段 C.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 D.是新民主主义社

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 8.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

路线的主要内容有（A） A.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B.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C.自力更生 D.艰

苦创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9.中国目前最大的实际是（C）

A.人口多，底子薄，劳动者文化水平低 B.人均资源占有量低

C.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D.没有实现工业化

，80%的人口集中在农村 10.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因

为改革（B） A.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B.是对原有体制进行根本

性变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C.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

善 D.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 革命：原有的生产关系的彻

底的变革改革：保持经济制度不变，对经济、政治等体制进

行变革 11.邓小平指出，全党和全国的工作中心是（A） A.经

济建设 B.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C.坚持改革开放 D.实现共同富裕

A：经济建设—一个中心B、C：两个基本点 12.重新强调并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党的（D）

A.十二大 B.十三大 C.十四大 D.十五大 13.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

保证是（A） A.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B.坚持改革开放 C.实行依

法治国 D.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即：坚持

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4.党的十五大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制

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B） A.基本路线 B.基本纲领

C.基本方针 D.基本政策 15.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B） A.革

命 B.改革 C.阶级斗争 D.无产阶级专政 1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是指（D） A.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起始阶段 B.

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起始阶段 C.发展中国家进

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起始阶段 D.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

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所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17.我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跨度是指（B） A.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 B.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 C.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 D.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实现发达的社会主

义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 18.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关键是（A）

A.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B.坚持两手抓不动摇 C.坚持

改革开放不动摇 D.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 19.我们党制定路

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C） A.我国的政治体制改

革 B.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C.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D.

改革开放 20.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其性质是（C） A.社会主

义根本制度改革 B.原有体制的修补 C.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

善和发展 D.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 二、辨析题 1.我国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错误） 

（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不

是主要矛盾，这种说法把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混为一谈，因

而是错误的。 （2）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主要

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和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他各种矛盾都受它的决定和制约。 

（3）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

活等各方面，都存在着种种矛盾，都要受到这个主要矛盾的

决定和制约。由于国内和国际的各种因素，阶级矛盾还将在

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它不是主要矛盾。 2.改革是社会主

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正确） （1）这是由我国现阶

段社会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

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 （2）我国



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质，决定了它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

内部，通过自觉地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

发展的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自身的不断完善与发

展。 3.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正确） 改革是中国的第

二次革命。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

，即改革开放，将把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富强

、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 （1）这次改革实质

上是一次革命，因为： ①改革也是为了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

，解放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是革命。 ②改革是对原有体制的根

本性变革，而非社会主义中通常的一般性变革，要把高度集

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③改革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一系列重大

变化。因此，从解放生产力，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从政策

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建构的深刻性、广泛性，从由此引

起的社会生活和观念变化的深刻性、广泛性来说，改革是中

国的又一场革命。 ④这种革命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阶级推翻

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也绝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而是党领导下对原有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

。 （2）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①社会主义社会

也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 ②

这一过程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逐步完成的。 ③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改革生产关

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的环节，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

会主义社会的完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是社会主



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4.改革、发展必然破坏稳定，稳定必然

阻碍改革、发展。（错误） "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

针。贯彻这一方针，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

系。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改革、发展、稳定三者

是互相依存和互相促进的。 （1）发展是硬道理，是目的，

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

上去，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2）改革开放是推动发展生

产力，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经之路，发展与改革是社会

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3）稳定是前提。社会稳定

是发展经济和顺利进行改革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发展和改革

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一切都无从谈起。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必须进一步巩

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持社会的稳定。 百考试题编辑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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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