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 

（1） 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它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2） 外因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即外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条件。 

（3） 相互关系：内因和外因相互联系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 

（4） 内和外的划分因一定条件而具有相对性。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

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5） 在考察单个事物时，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内因，此事物和他事物的关系是

外因。当把上述两个事物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时，它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又

成了内因。对同一事物来说，内因和外因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 

 

2、 生产关系包括什么，为什么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1） 生产关系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1．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2． 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

关系； 

3． 完全以上述两项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 

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生产关系的

性质。 

（2） 因为它决定整个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

关系；决定产品的分配方式它决定整个的生产关系的性质。 

 

3、 简述商品经济产生和存在的条件。 

（1） 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对立物，是商品的生产、交换、出售的

总和。商品经济是指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生产

和商品交换。 

（2） 商品经济产生和存在的一般条件有两个：一是社会分工；二是生产

资料和产品属于不同的物质利益主体所有。 

 

4、 垄断利润的来源。 

（1） 归根结底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甚至包括



 

 

一部分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 

（2） 垄断利润获得的途径是： 

第一， 加强对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 

第二， 垄断组织以垄断低价购买非垄断企业的产品，并以垄断高价出售

自己的产品来掠夺非垄断企业剥削到的一部分利润。 

第三， 加强对国外人民的剥削。 

第四， 通过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和信贷，对国民收入进行有利于垄断资

本家的再分配。 

 

5、如何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 

（1） 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反对背离这些原则的错误倾

向。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阐明

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否则就背离了社会

主义运动的目的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 

（2） 要善于把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本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

和解决革命、建设、改革中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行动的

指南，必须把社会主义一般原则运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

的实践，才能发挥这些原则指导实践的巨大威力，才能真正认识和

把握社会主义的真谛。 

（3） 要紧跟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在不断总结新鲜经验中进一步丰富和发

展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

的教条，而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学说。 

 

6、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党的思想路线。 

（1） 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

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2）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 党的思想路线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第二， 党的思想路线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第三，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及其认识论的精髓； 

第四， 党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样，都坚持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张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7、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1） 延长工作日要受到工作日界限的限制，而且遭到工人阶级的反抗。因

此，资本家还要采取另外一种提高剥削程度的方法，这就是在工作日

既定的条件下，改变工作日中必要劳动时间和生于劳动时间的比例，

以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 

（2） 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由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

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 

（3） 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必须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要缩短必要劳动时间，

就需要降低劳动力价值。而劳动力价值是由工人及其家庭必要生活资

料价值所构成，因而就需要降低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 

（4）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以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为条件的。 

 

8、 经济全球化本质。 

（1） 资本的不断增殖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进行新的、急剧的扩张，

使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

间的矛盾扩展到全球范围，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是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发展的新现象，是资本国际化进程的新的高级阶段。 

（2） 内容： 

1. 国际贸易迅速的发展，国际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2. 国际金融的发展，巨额资金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 

3. 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呈现多元化格局。 

4. 跨国公司遍及世界各地，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5. 国际组织的建立。 

6. 经济管理制度的国际化等。 



 

 

（3）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明显加快，范围和规模大

大扩展，其根本原因是： 

1. 新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通信技术、信息网络的广泛应用。 

2. 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 

3. 国际资本流动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