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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下帷幕，2013年考研复习已经开始，为了辅助2013年度考

生更好复习，跨考教育考研名师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部

分的命题规律进行分析，旨在提供最有效的复习方法。 马原

理部分依旧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

学社会主义三部分构成，考生最关心的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部分将如何命题，在今后的复习中如何根据其特点

展开复习，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几个问题。 2012年考研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特点和命题规律分析 马原理部分由马

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部

分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揭示了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实质，科学

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特点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既相

对独立，作为独立的学科，自成体系，又相互依存、密不可

分，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完整的科

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

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去

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通过从个别上升

到一般和一分为二的方法，着重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

关系，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灭亡作了系统分析和阐发

，因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科学社会主义直接体

现了无产阶级利益和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精髓和主要标志。 从一般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地

回答了“世界是什么？”（辨证唯物论）、“世界怎么样”

（唯物辩证法）、“怎样认识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等三个主要问题。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是什么

”的问题上，不仅指出客观世界是物质的，更指出人类社会

是一个特殊的物质体系，有其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了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克服了旧哲学的缺陷，使马克思主义哲

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政治

经济学原理，从分析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开始，系统地阐述

了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流通及分配，揭示了剩余价值的

运动规律及其作用，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论是马

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揭示

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本质的锐利武器。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

值的发现，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1、马克思在分析剩

余价值的生产、积累、流通以及分配过程，揭示资本主义经

济特殊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商品经济和社会化生产的一般

规律，例如资本循环周转规律，社会再生产规律，积累规律

等。这些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制度

的制约，具有了特殊的表现形式。如果抛开制度因素，则对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2、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只有从理论上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形

成及其本质特征，才能准确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

本质和作用。只有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及

其意识形态的本质，才能深刻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

亡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坚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的信念。 科学社会主义部分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



、创新，特别是重点阐述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立社会

主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及坚

持和完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重要性。同时阐述了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

征及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的命题规律分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着重考察在熟练掌

握基本概念、范畴、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门课是整个政治理论的基础

，它们的特点是理论的内涵小，外延大，考题最灵活。从考

研的出题来看，这门课程考查的特点鲜明：基本概念，原理

和范畴众多，理论联系现实紧密，突出考查学员的应用分析

能力。 1.基础性强——侧重基础知识点的考查 “哲学”和“

政经”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它们主要考两个

问题：一是概念，二是观点，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关于无

产阶级利益和社会形态的阐述，考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基本

观点，二是重要依据。均将侧重于基础知识的考查。 2.综合

性强考查考点与考点的相互联系 随着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改

革的不断深入和对考生能力要求的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的命题规律都已不再孤立的考查考点，而是考查考点

与考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考查考生对同学科不同章节或不同

学科的考点的综合运用能力。考生如果不能理解和掌握某考

点与其它考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想及时准确地做出回答是非

常困难的。 3.灵活性强系统考查对引文、材料的系统分析 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在考查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的基础上，必将注重考查考生运用相关学科的基本立场

、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主要是“运用有



关原理、观点或方法，比较和分析有关社会现象或实际问题

”、“结合特定历史条件或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背景

，综合认识和评价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命题的通常

做法是引用一段名言或材料，包括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实例，

要求考生对引文中的现象进行分析，体现了一个“活”字。

4.现实性强利用中央精神及其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做为命题

材料 2002年以来，考研政治的命题方向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

，就是从以往的以理论考点为中心逐步转变为现在的以现实

问题为中心来命题。现实性与灵活性是紧密相连的，都体现

在对材料的理解和分析上，可以说，现实性包含在灵活性之

中，但又有它自己的特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言，

在考查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点的命题中必将大量引用

相关时政材料进行命题。 相关推荐： #0000ff>2012年考研成

绩查询专题 #0000ff>2012年考研真题及答案专题 #0000ff>2012

年考研考前祝福、考后答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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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