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 

答案： 

（1）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经验的总结、科学成果的升华。首先，它不是脱

离实际的体系吗，永远面对现实世界;其次，它不是宗派主义体系，能正确对待各种非

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后，它不是故步自封的体系，具有自我批评意识，能够根据时代变

化、时代发展不断自我完善。所以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2）与时俱进要求人们站在时代前列，立足新的实践，把握新的时代特点，研究和探

索新的问题； 

（3）与时俱进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富于创造精神，适应新形势、

新任务的要求，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提出新理论。 

 

 

二、简要说明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及其实现条件。 

答案： 

（1）感性认识是对事物表面的、直接的、具体的反映，是不深刻、片面的认识;理性

认识是对事物本质的、全体的、间接的反映，是深刻的、全面的认识。 

（2）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开始，是理性认识的基础;感性认

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二者相互

渗透 

（3）感性材料应是丰富的、全面的，而不是零散不全的，必须合于实际而不是错觉;

必须有正确的思维方法。通过思维加工，即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才能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三、简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答案： 

（1）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

决定着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者的命运。 

（2）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能否转化为社会劳动，决定着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的地位，

以及盈利或亏损的程度。有的商品生产者的商品数量和品种符合市场需求，或者他生

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他就会盈利，发财致富。反之则

会亏损，甚至陷于破产。 

 

 



 

 

 

四、简述经济全球化的消极影响。 

答：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影响。消极影响的表示

是： 

（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归家都有所受益，但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和进程都是发达国家

主导的，所以发展中国家受益少，甚至有被边缘化的风险。一些发展中归家发

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技术水平落后，

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发达国家也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萎缩、失业增

加、金融风险增大、过分依赖国外资源等诸多问题。 

（2） 在经济发展中忽视了社会进步，环境恶化与经济全球化有可能同时发生。 

（3） 各国特别是相对落后国家原有的体制、政府领导能力、社会设施、政策体系、

价值观念和文化都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都出现不同程度

的治理危机。 

（4）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互相依赖越来越强，而有效的

全球性协调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这就使得爆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和风险不断增

大。 

 

五、简述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原因。 

答案： 

（1）这些国家已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化生产 

力，这是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

义最根本的物质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化要求改变束缚其发展的生产资料私有制。 

（2）这些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时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使得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条

件下能够获得革命的成功，即社会矛盾及其尖锐，旧社会内部的渐进改良不能解决社

会基本矛盾，靠资本主义也很难达到强国富民的目标。所以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

锋队，带领工人农民起来进行革命，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起红

色革命政权，从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关系的原理，要求我们在实际

工作中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试述“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的原

理及其现实意义。 

 

答： 



 

 

 

（1）我们在分析问题时，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2）坚持两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 

程中，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忽略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

主要方面，又不忽略次要方面，否则就会陷入片面的“一点论”错误。 

（3）坚持重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时，要着重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

矛盾时，要着重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主次不分，不抓重点，在实际中平均使用

力量，就会导致“均衡论”。 

（4）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就是看问题办事情，既要全面，又要善于抓重点。 

（5）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形势要分清主流和之流，既要抓住主流、坚定信心，又不忽略支流，这都是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的具体体现。 

 

七、结合我国当前改革的实际说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答： 

（1） 当前中国的改革是和发展、稳定相统一的过程。稳定是前提，只有社会稳定，

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 

（2） 改革是动力，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社会稳定才能

获得可靠的保障。 

（3） 发展是关键，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才能使改革得以

持续进行下去，才能使稳定获得坚实的物质基础。 

（4） 当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又是改革的攻坚期、社会发展尤为重要。

为此，必须加强改革措施、发展措施、稳定措施的协调性，把握当前利益与长

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营造良好的促进

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社会氛围；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人们可承

受的程度结合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结合点，在

保持社会稳定中深化改革、推进发展，通过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八、试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及主要内容。 

 



 

 

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与调节的总任务是促进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

主要经济政策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1)财政政策,是国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工具,通过财政把一部分国民收入集

中起来进行分配,从而对生产资源的使用、个人收入的分配以及整个宏观经

济运行都有巨大的影响。主要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 

 

(2)货币政策,是保证货币币值稳定,保证市场经济正常发展运行的必要条件。主

要通过对利率的调节和对货币流动量的调节来实现: 

 

① 利率调节,主要通过利息高低和差别利率来实现某些宏观经济目标; 

 

② 货币流动量调控,主要运用三大手段:一是公开市场业务,即中央银行在货

币资本市场上公开出售或收购有价证券;二是最低准备金率政策,即商业

银行要把一定比例的资金存入中央银行,以保证金融秩序的稳定;三是再

贴现利率政策,即商业银行可以把手中未到期的有价证券拿到中央银行去

再贴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