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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期末考试回忆版试题

编者&回忆者：夏提雅

新特点：本次考试不再额外发放草稿纸，而是将原试卷第 7、8页留空作为草稿纸。

免责声明：本试题是在离开考场后回忆出来的，不存在任何作弊行为；本试题不保证题干、

选项与原题一致，但考察的中心思想一致。（考试时间：2023年 12月 17日）

考生须知：本次考试为闭卷考试，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满分 100分。

一、单项选择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

答案务必写在下方表格里。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1. 下列选项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内容的是（ ）

A.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B. 科学社会主义

C.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D. 空想社会主义

2. 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是（ ）

A. 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

B. 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生物进化论

C. 法国唯物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德国理性主义

D. 法国历史哲学、英国科学主义、欧洲人文主义

3.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探索，探索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 ）不包括在其中。

A. 进一步巩固苏维埃政权时期 B. 改革开放时期

C.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 D. 新经济政策时期

4. 毛泽东“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诗句包含的哲学道理是（ ）

A. 物质运动的客观性和时间空间的主观性的统一

B. 物质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的统一

C. 物质运动的多样性和静止的单一性的统一

D. 物质运动的无限性和时间空间的有限性的统一

5. 先有工程设计图，然后按工程设计图施工，建成大厦。这一事实说明（ ）

A. 意识在先，物质在后 B. 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

C. 意识对物质有决定作用 D. 物质对意识有决定作用

6.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 ）

A. 探索的 B. 认识的 C. 实践的 D. 创造的

7. “学而不思则罔”是指（ ）

A. 感性认识需要上升到理性认识 B. 理性认识需要上升到感性认识

C. 理性认识是对事物的正确反映 D. 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的正确反映

8. 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 ）

A. 阶级斗争 B. 社会革命 C. 社会基本矛盾 D. 社会改革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第 2 页 共 6 页

9. 经济基础是指（ ）

A. 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B. 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C. 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一切社会的生产方式

D. 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一切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

10. 社会存在不包括（ ）

A. 自然地理环境 B. 人口因素 C. 物质生产方式 D. 社会心理

11. 劳动力价值是由（ ）决定的

A. 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

B. 人的劳动能力

C. 人的体力和脑力

D. 劳动的质和量

12. 金融寡头在经济上的统治主要是通过（ ）实现的

A. 参与制 B. 个人联合 C. 竞争机制 D. 价格机制

13.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是（ ）

A. 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

B. 社会主义必须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

C. 社会主义很难实现

D.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14. 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命题是（ ）

A.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B.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C.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D. 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

15. 从时间上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间的关系是（ ）的

关系。

A. 可能目标与现实目标 B. 最终理想与阶段性理想

C. 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 D. 全人类理想与全体中国人民理想

16. 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空想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

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建立在（ ）

A. 科学的思想体系上 B. 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

C. 批判空想社会主义上 D. 共产主义者同盟上

17. 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是（ ）

A. 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B. 社会关系高度和谐

C. 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D.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18. 马克思、恩格斯适应社会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立和发展了（ ）和剩余价值

学说，为实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A. 劳动价值理论 B. 无产阶级斗争学说 C. 价值规律 D. 唯物史观

19. 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以建立（ ）的国家为目的。

A. 工人阶级专政 B.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

C. 资产阶级专政 D. 无产阶级专政

20.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 ），它与共产主义社会具有根本性质上的一致性。

A. 高级阶段 B. 发展阶段 C. 初级阶段 D. 萌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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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答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1. 简述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

2. 简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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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简述在垄断条件下竞争的新特点。

4. 简述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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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述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

1. 毛泽东：“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请结合矛

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对推动事物发展的重要作用，谈谈你对中美两国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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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论述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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