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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命题考查重点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马克思

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马克思主义是关于

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1．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的含义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思想渊源和

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2．马

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政治立场、理论品质以及社会理想（一）马克思主义是

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1．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含义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实践基

础和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的创立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2

．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政治立场、理论品质以及社会理想本章更改处：将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

”改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实践基础和思想

渊源”命题规律分析：此章跟2011大纲相比没有变化，此章

内容是马原理部分的系统介绍，所涉及考点主要以选择题的

形式出现，考生复习过程中注意用复习选择题方法进行复习

，认真总结，提纲挈领，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的特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

质部分进行识记性复习。详细分析请见《2012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大纲配套强化指导》（

二）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二）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



展规律1．物质世界和实践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内容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创立在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

及其理论意义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物质和运动，运动和静止，

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社会的物质性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实践的

本质含义、基本特征和基本形式实践与人的存在自然界和人

类社会的分化与统一人和自然的关系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2．

事物的普遍联系与发展联系的内涵和特点事物普遍联系原理

的方法论意义联系与发展；发展的实质；发展与过程唯物辩

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及其同一性和斗争性；同一性和斗

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的方法论

意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矛盾普遍性和

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意义矛盾分析方法事物存在的质、量

、度 事物发展的量变和质变及其辩证关系事物发展过程中肯

定和否定及否定之否定辩证否定观及其方法论意义；否定之

否定规律原理的意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原因与结果、

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

容及其方法论意义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

方法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与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致性辩证

思维的主要方法：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辩证思维方法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3．客

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规律及其客观性；自然规律与社会规

律的联系与区别；意识能动作用的表现；主观能动性与客观

规律性的关系；正确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社会历史趋向与主体

选择的关系（二）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1．物质世界和

实践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内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知论和



不可知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在哲

学史上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及其理论意义意识的

起源和本质物质和运动，运动和静止，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

社会的物质性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实践的本质含义、基本特征

和基本形式实践与人的存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分化与统一

人和自然的关系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2．事物的普遍联系与发

展联系的内涵和特点事物普遍联系原理的方法论意义发展的

实质；发展与过程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及其同一

性和斗争性；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矛盾同一

性和斗争性原理的方法论意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含义

及相互关系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意义矛盾分

析方法事物存在的质、量、度 事物发展的量变和质变及其辩

证关系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肯定和否定辩证否定观及其方法论

意义；否定之否定规律原理的意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现象与本

质、形式与内容及其方法论意义唯物辩证法与认识方法和工

作方法的一致性辩证思维的主要方法：归纳与演绎、分析与

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辩证思维方法与现代

科学思维方法3．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规律及其客观性；

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联系与区别；意识能动作用的表现；

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正确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社

会历史趋向与主体选择的关系本章更改处：将“联系与发展

；发展的实质；发展与过程”改为“发展的实质；发展与过

程”；删掉了“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

法”；将“事物发展过程中肯定和否定及否定之否定”改成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肯定和否定”； 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



与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致性” 改成“唯物辩证法与认识

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致性”命题规律分析：作为考研政治马

哲部分命制主观题的重中之重，此章中所有涉及的一些基本

原理必须准确灵活掌握。特别是唯物辩证法部分，以容易出

主观题的对立统一规律为例，其中涉及的矛盾原理必须重点

掌握，在记忆性的理解基础上，把这些知识转化为分析问题

和判断问题的方法。哲学考试侧重于考查考生理论联系实际

的能力，即从知识点考查向知识点运用转化，因此向考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学生在准确把握原理的基础上，必须

灵活贯通。本章唯物论部分的重要考点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形态、物质和运动的关系以及实践的

含义、特征和基本形式。命题形式以单项和多项选择题为主

。具体的命题角度可以是将以往哲学家的典型观点设置为分

析材料，将不同性质的哲学派别作为选项等等，形式多样，

但万变不离其宗。关键是要抓住上述几个考点。本章辩证法

部分非常重要，内容和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各

个部分（唯物论、认识论和唯物史观）之中，对于复习整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具有指导性意义。把握辩证法部分的逻辑

结构，要注意三点：第一，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

征，辩证法的范畴和基本规律都是对联系和发展的进一步展

开和深化。第二，对立统一规律提示了普遍联系的本质内容

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贯穿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中心线

索。第三，注意五对基本范畴的应用性，此点在2009年作为

重点分析题考点出现。从历年考题情况看，每年都有选择题

、析题出现，而且题量大。有的部分连续几年都考到，如矛

盾同一性与斗争性及其辩证关系，矛盾一方面的发展以另一



方面的某种发展为条件的原理，比如1999年单项选择题第2题

、2001年多项选择题第16题，2002年文科多项选择题第16题

、2003年多项选择题第16题和2004年多项选择题第17题和辨析

题第31题、2009年分析题34题，2010年分析题34题连续以不同

形式进行考查过。总之，对立统一规律是这一章的重中之重

，每年必然出题，考生要认真复习知识点，提升运用能力。

详细分析请见《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思想政

治理论考试大纲配套强化指导》（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1．认识的本质及规律实践活动中

的主体、客体与中介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过程实

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认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认识的本

质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辩证唯物主义能动反映论与旧唯

物主义直观反映论的原则区别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

识及其相互关系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认识过程中的

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认识过程的

反复性和无限性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2．真理与价

值真理及其客观性；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及其辩证关系；

真理与谬误、成功与失败；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实践的标

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实践活动的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价

值及其特性；价值评价及其特点；价值评价的功能；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真理和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3．认识与实践的统

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

真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改造客

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1．认识的本质及规律实践和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客体与中

介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过程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



用认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认识的本质两条根本对立的

认识路线辩证唯物主义能动反映论与旧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

的原则区别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及其相互关系从

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认识过程中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

因素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和无限性认

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2．真理与价值真理及其客观性

；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及其辩证关系；真理与谬误、成功

与失败；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

性实践活动的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价值及其特性；价值评

价及其特点；价值评价的功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真理和

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3．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从实际出发、实事

求是和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理论创新和实

践创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

界的辩证统一本章更改处：将“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客体与

中介”改为“实践和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客体与中介”更改

原因分析：这样表述更加完备，使知识点更加全面、综合。

将“实践的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改为“实践标准的确

定性与不确定性”命题规律分析：此章相比于2011年没有明

显变化，考点逻辑顺序与2011年吻合，考生在复习这部分知

识点的时候需要清楚认识论部分的理论地位，即与唯物辩证

法一样，也是马哲命制分析题的重点，在2011年考研政治试

卷中，就作为分析题考点出现。所以考点要提高重视度。这

部分的难点是认识的本质，考生需要区分唯心主义先验论、

唯物主义的两种反映论，因为涉及到西方哲学部分，所以考

生在复习这部分知识点的时候要多多注意系统总结。本部分

命制主观题的重点有三个，第一个是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



，第二个是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三个是真理和价值，其中第

一个考点非常重要，考生一定要认真掌握。详细分析请见

《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大

纲配套强化指导》（四）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四）人类

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1．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唯物史观

与唯心史观的对立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社会存在

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的理论意义生产力的含义和结构生

产关系的含义和内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原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经济基

础的内涵（四）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1．社会基本矛盾及

其运动规律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的内涵及其作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的内容及

其意义生产力的含义和结构生产关系的含义和内容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原理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本章更改

处：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 改为“社会存在

和社会意识的内涵及其作用”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

关系原理的理论意义”改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

原理的内容及其意义”将“经济基础的内涵”改为“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删掉“上层建筑的含义”将“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改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

互关系”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规律

”改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删除“

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将“科学技术社会作用的二重性”改

为“科学技术社会作用的两重性”命题规律分析：此章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部分，命题形式多以选择题形式出现



，在2008年分析题中有一个问考到了唯物史观，问题考点是

人的本质问题。详细分析请见《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

统一考试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大纲配套强化指导》上层建筑的

含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

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规律社会形态的内涵社会形态的更替的统

一性和多样性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与人们的历史选择性社

会形态更替的前进性与曲折性2．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基

本矛盾的内容.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阶级的产生

和本质.阶级斗争的含义和作用.阶级分析方法.社会革命的实

质和根源.革命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改革的性质和作用社会主义

社会的改革.科学技术的含义.科学技术革命的作用.科学技术

社会作用的二重性3．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两种历史

观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对立. 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与社会历史

人的本质唯物史观考察历史创造者问题的原则.人民群众在创

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个人与社会历

史.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

动及其规律社会形态的内涵社会形态的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

性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与人们的历史选择性社会形态更替

的前进性与曲折性2．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基本矛盾的内

容.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阶级的产生和本质.阶

级斗争的含义和作用.阶级分析方法.社会革命的实质和根源.

革命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改革的性质和作用科学技术的含义.科

学技术革命的作用.科学技术社会作用的两重性3．人民群众

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两种历史观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对立. 

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与社会历史人的本质唯物史观考察历史创



造者问题的原则.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群众

观点和群众路线.个人与社会历史.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

用.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在复习这部分知识点的时候，考

生需要理清逻辑顺序，可以按照两条主线来复习，第一条是

社会如何发展，在这部分需要重点掌握社会基本矛盾所属相

关知识点，第二条主线是人如何发展，考点集中在人的本质

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部分，考生在复习这部分的时候

，需要注意命题设置，即多以名人名言的形式进行选项和题

干设置。另外，在复习唯物史观部分知识点时，需要格外注

意社会意识的三个构成成分，社会存在的三个构成成分和上

层建筑的两个分类，从历年的考试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三个

考点频繁以选择题形式出现，选项多是用事例考查构成成分

，需要考生认真辨别和分析。（五）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

质1．资本主义的形成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矛盾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形成商品经济产生的历史条件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

动二重性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

系价值形式的发展与货币的产生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价值规律

及其作用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劳动价值

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2．资本

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本条件劳动力商品

的特点货币转化为资本所有制和所有权；资本主义所有制及

其本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重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

点剩余价值的含义；资本的本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

及其意义剩余价值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

产；超额剩余价值生产自动化条件下剩余价值的源泉资本积



累的含义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的本质

影响资本积累规模的因素资本有机构成相对人口过剩资本积

累的历史趋势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采取的三种职能形

式产业资本实现循环运动的基本条件资本周转影响资本周转

快慢的关键因素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

件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和形式利润和平均利润马克思剩余价

值理论的意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深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的实质、根源和周期性3．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资

本主义国家的对内和对外职能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实质资本

主义民主制度与法制、政权组织形式、选举制度、政党制度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进步作用和局限性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

本质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生和确立资本主义国家意识

形态的本质辩证地分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1．资本主义的形成

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

生。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商品经济

产生的历史条件。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

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价

值形式的发展与货币的产生。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价值规律

及其作用。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劳动

价值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本条件。

劳动力商品的特点。货币转化为资本。所有制和所有权。资

本主义所有制及其本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重性及其特

点。剩余价值的含义。资本的本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

区分及其意义。剩余价值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

价值生产。超额剩余价值。生产自动化条件下剩余价值的源



泉。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的本质与

后果。影响资本积累规模的因素。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过剩

人口。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资本循环。资本周转。资本循

环与周转规律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

及实现条件。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和形式。利润和平均利润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深化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根源和周期性。3．资本主义的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本质。资本主义民

主制度与法制、政权组织形式、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资本

主义政治制度的进步作用和局限性。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

质。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生和确立。资本主义国家意

识形态的本质。辩证地分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章更改处

：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重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

点”改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重性及其特点”。将“绝

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改成“绝对剩余价

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资本积累的含义”删去。

将“资本积累的本质”改成“资本积累的本质与后果”。删

去“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采取的三种职能形式”将“

产业资本实现循环运动的基本条件。资本周转”改成“资本

循环和资本周转。”将“影响资本周转快慢的关键因素。”

改成“资本循环与周转规律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将“资

本主义国家的对内和对外职能。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实质。

”改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和本质。”常考知识点：价值

规律的表现形式、主要作用及其实现；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的基本特征，商品经济的两个发展阶段等。商品内在的使用

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其完备的外在表现；使用价值、交换价



值和价值的关系，价值量的决定及其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正确认识价

值创造与财富生产的关系；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

系；题型分布：此部分考点多，题型杂，几乎所有题型都出

现过，考生应特别注意，把握重点。常考知识点：劳动力成

为商品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重

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点；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

余价值生产与超额剩余价值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资本积累

的实质、规律及其影响因素；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及相对过剩

人口的实质；产业资本循环的概念及其连续性的条件；资本

循环与周转规律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

题及其理论前提；利润及平均利润；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

质、根源和周期性题型分布：此部分考点多，题型杂，考生

应特别注意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把握重点。常考知识点：

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的内容、本质及其进步作用和局限性；

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详细分析请见《2012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大纲配套强化指导

》（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1．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

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生产集中与资本集中

；垄断的形成及本质垄断条件下竞争的特点；金融资本与金

融寡头垄断利润和垄断价格；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形

式及作用；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垄断资本主义的实

质；经济全球化及其表现；经济全球化的动因和后果2．当代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劳资关系和分配

关系的变化；社会阶层、阶级结构的变化；经济调节机制和

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政治制度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新变



化的原因和实质3．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资本主义

的历史地位；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从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从自由竞

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生产

集中与资本集中。垄断的形成及本质。垄断与竞争。金融资

本与金融寡头。垄断利润和垄断价格。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

形成、形式及作用。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垄断资本

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实质；经济全球化及其表现。经济全球化

的动因和后果。2．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政治新变化的表现和特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和

实质。3．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资本主义的历史地

位。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从资本主义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本章更改处：将“垄断

条件下竞争的特点”改成“垄断与竞争。”将“生产资料所

有制的变化。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社会阶层、阶级

结构的变化。经济调节机制和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政治制

度的变化。”改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新变化的表现

和特点。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

过程。”改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性和长期

性。”常考知识点：垄断条件下竞争的特点；金融资本与金

融寡头垄断利润和垄断价格；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经济全

球化及其表现；经济全球化的动因和后果；当代资本主义新

变化的原因和实质题型分布：本章主要题型为选择题，有些

年份出过论述题。详细分析请见《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

学统一考试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大纲配套强化指导》（七）社

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本章删除知识点社会主义的改革；删除



知识点改善党的领导；将发展的前进行和曲折性表述变为社

会主义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删除的这两处知识点其

实仍在考研范围内，在毛中特这门课程中对社会主义改革和

改善党的领导有更详细的论述。而表述的变化更加精确了。

本章增加“社会主义在改革中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本

章内容无明显变化，只是增加“社会主义在改革中的自我发

展和自我完善。”本章内容重要知识点有：无产阶级革命的

特点、形式和发生；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无产阶

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本

章知识点以选择题形式出的可能性较大详细分析请见《201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大纲配套

强化指导》（八）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1．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预见未来社会的科学立场和方法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2．

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

然性共产主义实现的长期性“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

的关系3．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为实现共产主义

而奋斗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关系本章内容今年无变化。重点掌握以下知识点：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

的关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为实现共产主义

而奋斗。本章知识点以选择题形式出的可能性较大，也可以

与哲学原理相结合出分析题。详细分析请见《2012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大纲配套强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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