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前面 

1、本次马原考卷题型分布如下：单选题 20 道，每题 1 分，简答题 4 道，每题 10 分，论述

题 2 道，每题 20 分，卷面总分 100 分，占比 50%。 
2、本次马原为闭卷考试，没有划任何重点。 
3、从本次马原主观题的出题来看，题目范围是一到六章，其中第二章没有主观题，第三章

有两道主观题。 
4、群内有我整理的马原复习大纲，涵盖了马原的所有内容，可根据复习需要进行修改删减。 
5、本文档作者为 Tintin。 
6、希望举报者生活幸福美满。 

主观题内容 

简答题 1：简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旧的矛盾

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事物始终在矛盾中运动。 
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各个具体事物的矛盾、每一个矛盾的各个方面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各

有其特点。 
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事物的不同性质。事物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主要矛盾是矛盾体系

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次要矛盾是矛盾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对

事物发展起次要作用的矛盾。不仅如此，在每一对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

一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被支配地位、不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 
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就

是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两点论”是指在分析事物的矛盾时，不仅要

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而且要看到矛盾双方的统一；不仅要看到矛盾体系中存在着主要矛盾、

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要看到次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 “重点论”是指要着重把握主

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的哲学基础。 
 
简答题 2：简述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及决定力量 
 物质生产方式，即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通常简称为生产方式，是指

人们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生产活动的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 
首先，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其他一切活

动的首要前提。 
其次，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结构、性质和面貌，制约着人们的经济生

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全部社会生活。 
最后，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决定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形

态从低级向高级的更替和发展。 
 
简答题 3：简述劳动力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内容和特点 
 劳动力是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特点。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

的。”它包括三个部分：(1) 维持劳动者本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 维持劳动者



家属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3) 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 
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在消费过程中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而且这个新的

价值比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更大。正是由于这一特点，货币所有者购买到劳动力以后，在消费

过程中，不仅能够收回他在购买这种特殊商品时支付的价值，还能得到一个增殖的价值即剩

余价值。而一旦货币购买的劳动力带来剩余价值，货币也就变成了资本。 
 
简答题 4：简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其主要内容 

第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第二，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历史使命。 
第三，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

的。 
第四，社会主义社会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

为生产的根本目的。 
第五，社会主义社会要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第六，社会主义社会要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第七，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第八，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

领导。 
第九，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

同富裕和社会全面进步，并最终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第十，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 

 
论述题 1：结合我国的科学技术成就谈一谈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是一

个复合概念。科学是指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正确认识，是反映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的

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科学主要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技术有广义和狭

义之分。广义的技术包括生产技术和非生产技术。狭义的技术就是指生产技术，即人类改造

自然、进行生产的方法与手段。科学和技术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当今时代，科学和技术日益

融为一体，形成了融合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技术革命”，简称科技革命。 
科技革命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引起了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和社会的巨大进步。 
首先，对生产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其二，改变

了人们的劳动形式。其三，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变革。 
其次，对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科技革命把人们带入了信息时代，要求人们不

断更新和充实知识，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最后，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革。现代科技革命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

现为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通过影响思维主体、思维客体和思维工具，引起了思维方式的

变革。 
 
论述题 2：谈一谈经济全球化及其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指在生产不断发展、科技加速进步、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生产

的社会化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活动越来越超出某一国

家和地区的范围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有：第一，生产全球化。生产全球化是指随着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

生产某些高新技术产品不再由某个国家单独完成，而是多个国家协作完成。第二，贸易全球

化。贸易全球化是指商品和劳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第三，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

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相互协洞、相互渗透、相互竞争不断加

强，使全球金锻市场更加开放、金融体系更加融合、金融交易更加自由的过程。 
从本质上讲，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导致经济全球化迅

猛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点：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

物质基础和根本的推动力。二是跨国公司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适宜的企业组织形式。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地的优势组织生产，大大地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

和国际分工，并由此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三是各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国际经济组

织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体制与组织保障。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商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分工

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可以在国际社会流动和优化配置，由此带

来巨大的分工利益，推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

在：第一，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第二，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三，经济全球化推动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全球化也

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第一，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和收益不平等、不平衡。第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资源

短缺和环境污染。第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经济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