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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硕士2011年政治理论考试大纲 1.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

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揭示出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的规律。是世界观和方

法论的统一。 2.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根本特征。 3.运动与静止的辩证关系：任何事物都

是运动和静止的辩证统一。运动和静止是互相渗透、互相包

含的。运动之中包含了静止的因素，静止之中也包含了运动

的因素。掌握运动和静止辩证关系原理，对于我们认识当前

改革开放中保持安定团结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4.时间的特

点是一维性。空间的特点是三维性。 5.主观唯心主义：将世

界的本原归结为人的精神的产物，如感觉、意志、观念等；

客观唯心主义：将世界的本原归结为先于或外在于客观世界

的某种精神，如理、理念、道、绝对观念、上帝等。 6.实践

的基本特点：直接现实性（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社

会历史性。 实践的基本形式：生产斗争、处理社会关系和科

学实验是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 7.意识的产生：意识是自然

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的产物。 8.意识的本质：意识是

人脑的机能；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 9.客观规律性与

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以遵循客观规律为

前提，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认识、利用客观规律。

10.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两大基本特征。 

联系是指一切事物和现象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



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 掌握事实普遍联系的原理

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我们用联系的、全面的和系统的观点来

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从普遍联系的总体上把握事物的本

质和功能，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在实践中尽可能全

面分析和把握复杂多样的联系。 11.规律是事物内部的、本质

的必然的联系。规律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稳定性和重复性

的特点。 12.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1）同一性是指矛

盾双方相互吸引的性质和趋势；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排

斥，相互否定的性质和趋势。2）同一性与斗争性相互联结。

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斗争性存在于同一

性之中，同一性之中包含着斗争性。没有斗争性也没有同一

性，没有同一性，也没有斗争性。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

的，永恒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暂时的。斗争性

和同一性相结合，构成了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事物

的向前发展。3）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辩证关系的原理，要

求我们从对立中把握同一、在同一中把握对立、不断地去解

决矛盾、推动事物的发展。任何分裂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都会导致“左”的或右的错误。 13.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在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中实现的。

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第一位原因。外因是

一事物和他事物之间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内

因是根据，它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和前途。外因是条件，它

影响事物发展的方向、速度和具体过程。外因通过内因起作

用，割裂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都会导致形而上学片面性

的错误。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是我们党的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方针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哲学基础。 14.质变与量变



的辩证关系：1）质变是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

；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增减或场所的变更。2）量变是质变的必

要准备。3）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4）质变体现量变的成

果，并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 15.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关系

：1）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

证统一。2）事物总的发展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3）事物

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 16.把握事物的度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在一切工作中要做到“胸中有数”，要有一个基本的数量分

析。要注意适度的原则。努力找出“最佳度”，防止“过”

与“不及”，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17.辩证的否定是事物

发展和联系的环节。1）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2）它是发

展的环节。3)它是联系的环节。4)是“扬弃”，就是既克服

，又保留，既批判，又继承。我们在实践工作中要坚持辩证

否定观，反对形而上学否定观，（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

否定一切；肯定一切会导致复古主义，否定一切会导致虚无

主义）对一切事物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一分为二，取其

精华，弃其糟粕）。 18.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1)实践是认

识的源泉；2)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3)实践是检验认识正

确与否的唯一标准；4)实践是认识的目的。认识对实践具有

指导作用。 19.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1)理性认识

依赖于感性认识。2)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3)感

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又是相互渗透的。 20.真理的属性绝对真理

与相对真理：1）绝对真理或真理的绝对性。任何真理都是对

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都有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客

观内容，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人类的认识按其本性来说

，是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的。每一个真理的获



得，都是对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接近，这是无条件的、

绝对的。相对真理或真理的相对性。任何真理性认识都只是

对客观世界的某些领域、某些事物和过程的一定范围的正确

反映。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只是对特定具体事物的一定程度

、一定层次的近似正确的反映。上述两种情况的认识都是有

条件的、相对的。2）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绝对

真理和相对真理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相对之中有绝对，任

何相对真理中都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分、颗粒。认识是一个

的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是由相对真理

向绝对真理转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割

裂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各走一个极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 21.真理的具体性：1)真理有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2)真理

是历史的。3)真理是全面的。 2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

它对现代生产力发展起着第一位的变革作用。2)它日益成为

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先导和基础。3)它日益成为推动国民经济

增长的首要因素。 23.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1)社会意识的

发展同社会存在的发展的不同步性。2)社会意识发展的水平

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性。3)社会意识具有历史继承性。4)

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5)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

识会推动社会存在的发展，落后的社会意识会阻碍社会存在

的发展。 2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2)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构成了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 25.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基本

矛盾；生产力；科学技术；人民群众；社会交往；社会改革

；社会革命。 26.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1)人民群众是物



质财富的创造者。2)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3)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27.劳动生产率取决于：科

学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劳动的熟练程度、生

产过程中的分工和协作的合理程度，生产管理的效能，以及

自然资源的丰度。 28.简单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是私人劳动与

社会劳动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使用价值与

价值的矛盾，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 简单商品经济的

基本矛盾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 29.货币的职能：价

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 30.价

值规律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

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必须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

则进行交换。 31.价值规律主要作用：1)价值规律对社会资源

的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2)价值规律促进企业和整个社会劳

动生产力的提高。3)价值规律对商品生产者具有优胜劣汰的

鞭策作用。 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是按照各处的私人利益从

事生产和经营活动。市场价格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每个商品

生产者和经营者经济利益的多少，这就调节着商品生产者将

生产资料的劳动力从商品供过于求、价格低、利润少的部门

转移到商品供不应求，价格高，利润大的部门，从而按照社

会需要的比例将社会资源分配到社会各个部门。 32.劳动力的

价值包括：1)劳动者本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于劳

动力的再生产。2)劳动者繁衍后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3)劳动者所需要的教育和训练费用。4)劳动力的价值和自

然历史条件的制约。 33.工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价值或者价

格的转化形式。 34.影响利润变动的因素主要有：1)剩余价值

率。2)资本的有机构成。3)资本周转速度。4)不变资本的节省



状况。 35.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分配：1）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

要素是指资本、劳动力、技术、企业家的才能、土地、信息

等。它按照生产要素在生产中所起作用大小参与分配，并得

到报酬。它的依据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生产要素本身不创

造价值，但价值创造离不开生产要素。2）剩余价值转化为平

均利润后，剩余价值在产业、商业资本家和地主之间进行分

配，这种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实质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3）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工资是工人劳动的收入，利润

和利息是资本产生的，地租是土地生产要素创造的。4）我国

收入分配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是基本经济

制度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有利

有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生产力发展。 热点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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