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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8_80_83_c73_645687.htm 《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思

想政治理论考试大纲》中“形势与政策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

政治”部分的考点为： (一)形势与政策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

府在现阶段的重大方针政策。 2008年11月一2009年10月之间

国际、国内的重大时事。 (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两极格局

解体。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综合国

力竞争。大国关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地区热点问题

。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的地位、作用和面临的挑战。发展

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南北关系。南南合作。中国的和平发

展道路。推动构建和谐世界。 结合今年的考点要求以及往年

的试题命制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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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2009年32题考查胡锦涛与网民交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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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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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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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第16题考查尼泊尔制宪会议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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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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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0年考研政治大纲的较大修订，命题也会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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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

科进行综合考查成为一大常用模式。从题目分布来看，单选

题和不定项选择题难度会保持不变，但同时会出现与时事政

策结合较强分析性题目.综合考查放在分析题目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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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2009年“形势与政策”考试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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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