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含中共党史）》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代码：859 

适用招生专业：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050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考试主要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部分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

 

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 

2.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 

②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 

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3.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 

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和主要特征 

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4.
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 

①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科学内涵 

②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③坚持科学发展 

④“三步走”发展战略 

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①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②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6.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 

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ⅱ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ⅲ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ⅱ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④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 

ⅱ保障和改善民生 

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ⅰ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 

ⅱ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7.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理论 

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 

②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 

①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②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据和重要意义 

③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9.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理论 

①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②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 

③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④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基本任务 



 

⑤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⑥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⑦人民解放军是保卫祖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⑧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理论 

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②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中共党史》部分
 

 

1.
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①从井冈山斗争到古田会议 

②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动和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③遵义会议 

2.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①克服右倾错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②整风运动 

3.
争夺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②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②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5.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①八大和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②十年建设成就和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 

6.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和结束语

 

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②曲折的经历 

试题类型： 

[1]名词解释 

[2]简述题 

[3]论述题 

要求： 

建议参考书目：
  

【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

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 

【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 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版。 

 



 

兰州理工大学样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代码：764 

适用招生专业：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050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0305Z1 马克思主义法学 

考试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 

2. 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一、哲学及其发展规律 

1． 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世界观 

2． 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派别 

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 

二、世界的物质性 

1． 物质及其存在的形态 

2． 意识及其本质 

3．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三、实践与世界 

1． 实践的本质和类型 

2． 实践的结构与过程 

3． 实践与世界的二重化 

四、世界的联系与发展 

1． 普遍联系与发展 

2． 联系与发展的基本环节 

3． 联系与发展的规律性 

五、联系与发展的基本规律 

1． 对立统一规律 

2． 量变质变规律 

3． 否定之否定规律 

六、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性 

1． 历史与人的活动 

2． 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 

3． 历史规律的作用方式 

七、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2．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3． 社会基本矛盾与阶级斗争 



 

4．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改革 

八、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 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2． 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 

3． 发展先进生产力 

九、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 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 

2． 个人的历史作用 

3． 群众的组织与作用的发挥 

十一、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 文化与社会意识 

2． 文化的社会功能 

3． 文化与民族精神 

十二、认识活动及其规律 

1． 认识的基础与本质 

2． 认识的运动过程 

3． 认识的思维方式 

十三、真理及其检验标准 

1． 真理的本质和特征 

2． 真理的检验标准 

3． 真理的发展规律 

十四、价值与价值观 

1． 价值的本质与形态 

2． 评价及其科学性 

3． 价值的形成与选择 

十五、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1． 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 

2． 人的发展与人的自由 

3． 人的发展与人类解放 

政治经济学部分 

一、政治经济的对象和方法 

1.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二、商品经济 

1. 商品 

2. 货币 

3. 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 

三、资本与剩余价值 

1. 货币转化为资本 

2. 资本的增殖运动 

3. 剩余价值最大化 

4. 工资的本质和生产组织形式 

四、资本流通与交易费用 

1. 资本循环与周转 



 

2. 流通与交易费用 

五、平均利润、利息与地租 

1. 平均利润与竞争 

2. 利息与金融资本 

3. 地租 

六、资本主义再生产与经济危机 

1. 再生产和资本积累 

2.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3. 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和矛盾 

4.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七、资本积累与企业社会化 

1. 大企业的构成及其形成原因 

2. 现代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3. 现代企业中的净剩余分配 

4. 现代企业与市场竞争 

八、资本积累与国家的经济参与 

1. 国家经济参与的发展和原因 

2. 国家经济参与的基本形式 

3. 国家参与的后果与政府管理 

九、资本国际化与国际垄断实践与世界 

1. 生产的国际化 

2. 资本的国际化 

3. 资本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矛盾 

4.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 

科学社会主义部分 

1. 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 

2. 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3. 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 

4. 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5. “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 

 

试题类型：
名词解释题，简答题，判断分析题，论述题，分析综合题。 

要求：
无
 

建议参考书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 年版； 

【2】《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资本主义部分），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重点教材，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