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单选题(1 号试卷)

1 思想的主要理论渊源是

空想社会主义

儒家思想

斯大林主义

马列主义

2 思想的活的灵魂是

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武装斗争、农村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

实事、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统一战线、群众路线、农村根据地建设

3 （ ）进一步提出了人民专政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会议之后

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之后

整风之后

三大改造之后

4 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人是 p14

（1938 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这个命题。）

大钊

周恩来

独秀

5 思想写进党章是在

党的七大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党的五大

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 ）论成果

一

二

三

四

7 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是

近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活动的实践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

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文化相结合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相结合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相结合

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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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多选题(1 号试卷)

1 关于独立自主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p13

独立自主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

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中国人民自己处理

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独立自主就是不争取外援，不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

2 群众路线就是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3 以下对思想的理解错误的有

它是个人的思想

它包括晚年所犯错误

它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它没有完全坚持马列主义

4 以下对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的理解错误的有

二者毫无关联

后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前者

二者完全一样

二者都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5 对“实事”的含义作出的界定是p11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部联系，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实事”就是解放思想

6 以下对思想的历史地位正确的理解有

它只是我们在革命时期必须要坚持的指导思想

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它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判断题(1 号试卷)

1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p9、p129

对 错

2 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p17

对 错

3 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思想体系，其主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

对 错

4 思想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意义。p16

对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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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坚持实事，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p11

对 错

参考答案：对 本题满分：1

6 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不必

坚持思想。p16

对 错

7 坚持实事，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p11

对 错

8 思想是以名字命名的，包括个人的所有思想。

对 错

9 提出并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标志着思想的初步形成。p5（土地革

命时期）

对 错

2

单选题(1 号试卷)

1 中国革命的动力不包括以下的p27

官僚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

2 中国近代革命的主力军是p26

工人阶级（基本动力）

知识分子

农民阶级

资产阶级

3 1941 年在《新主义论》中提出的文化纲领是p33

文艺为人民服务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4 新主义革命的道路是p34

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

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

打土豪分田地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5 新主义社会的“国体”是 p31

无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专政

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主大资产阶级专政

6 完整地表述新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容是在p24

 1935 年瓦窑堡会议

 1947 年 10 月全国土地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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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 年的十二月会议

 1948 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7 新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

三义

社会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

民粹主义

8 中国无产阶级在新主义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军是p26

民族资产阶级

贫雇农

小资产阶级

大资产阶级

9 中国旧主义革命变成新主义革命的标志是

戊戍变法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国民革命运动

10 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一组矛盾是p21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11 “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相联结相混合，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

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这一观点的主要错误是

忽视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性

未能区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部分

混淆了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考查中国革命两步走的革命前途理论。此题引用了王

明的“左”倾言论，即“毕其功于一役”。“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

资产阶级”错误在于混淆了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两个革命阶级并作一步走。中国

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推翻资产阶级，新主义革命也不是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

推翻资产阶级的任务只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才能进行。）

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区别

12 指出，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根本的根据是

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

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

认清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

认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3 新主义国家的“政体”是 p31

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议会制

委员会制

政治协商制

14 新主义革命的主要容是p32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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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垄断资本归新主义国家所有（应有之义）

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财产归人民所有

没收一切私有财产归全民所有

多选题(1 号试卷)

1 1948 年明确将官僚资本主义列为新主义革命的又一对象，是因为p32

它是资本主义

它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构成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

它具有买办性、封建性、垄断性

2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部分。”对这种说法理

解正确的是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分为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部分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大资产阶级依附于帝国主义并为帝国主义所豢养，是革命的对象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小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劳动者，不是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3 在领导新主义革命过程中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其基本观点主要有p27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的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是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的国

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 认为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所谓“两头”是指 p36

工人阶级

地主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官僚买办阶级

5 帝国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民族革命最主要的对象，是因为p25

它是近代中国社会一切灾难的总根源

它操纵着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命脉

它支持或扶植中国的封建主义统治

它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6 新主义的经济纲领包括p31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

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新主义国家所有

保护民族工商业

7 新主义革命总路线主要容是p24

无产阶级领导的

人民大众的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

8 新主义革命的敌人有p26

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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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本主义

9 中国无产阶级成为新主义革命领导阶级的自身条件是p28

分布集中，易于组织

大多来自于破产的农民，易于结成工农联盟

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基本优点）

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革命最坚决

判断题(1 号试卷)

1 新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是，前者是必要准备，后者是必然趋势。p30

对 错

2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新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p27

对 错

3 区别旧主义革命与新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革命的指导思想不同。p28

对 错（是 革命领导权在谁手上）

4 武装斗争是中国新主义革命的唯一形式。p35

对 错（是 主要形式）

5 中国主义革命经历了旧主义革命和新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旧”阶段转化到“新”阶段的根本

标志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对 错（是 革命领导阶级的变化）

6 标志着中国旧主义革命向新主义革命转变的重大事件是新文化运动。

对 错

7 城市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

对 错

8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有两面性的阶级。

对 错

9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封建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对 错

10 新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是社会主义革命。p30

对 错（仍然属于资产阶级主义革命畴）

11 新主义革命的政治目标是建立新主义的国。p31

对 错

12 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和一切灾祸的总根源。p25

对 错

13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对 错

参考答案：对 本题满分：1

14 新主义革命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既然反对资本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对 错

3

单选题(1 号试卷)

1 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

集体经济

国营经济

混合经济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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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重要方法是p53

和平赎买

互助合作

联产承包

一化三改

3 中国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在利润分配上采取的政策是p55

统筹兼顾

劳资两利

公私兼顾

四马分肥

4 1956 年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p59

基本建成

基本确立

基本完善

完全建成

5 以下哪种经济不属于新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成分p44

社会主义经济

个体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

混合所有制经济

6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的主要标志是

中华人民国成立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国民经济的恢复与调整

《中华人民国宪法》的颁布

7 新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p45

农民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人民群众部矛盾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

8 我国在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采取的方针是

积极领导、稳步前进

利用、限制、改造

和平赎买

自愿互利、典型示和国家帮助（原则）

9 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中，“一化”指的是

工业化

现代化

公有化

私有化

10 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步骤，逐步实现过渡。其中第二步是组织p52

农业生产变工队

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一阶段，社义萌芽性质）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半社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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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阶段，完全社义性质）

11 1953 年，和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快从新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p46

土地革命的总路线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2 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于

 1952 年底

 1954 年初

 1955 年底

1956 年底

多选题(1 号试卷)

1 我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后，入社人员p53

参加集体劳动

按劳分配

按需分配

进行单独劳动

2 我国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遵循的原则是

自愿互利

典型示

国家帮助

集体合作

3 我国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p52

互助组

初级社

中级社

高级社

4 关于新主义社会性质的说确的有

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

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过渡性社会

是一个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因素的过渡性社会

是一个社会主义因素起决定作用，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

5 新主义社会中阶级的构成主要有

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

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6 以下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重要意义的表述正确的有p61-63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占世界人口 1/4 的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正确运用和

创造性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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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国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把中农分为

上中农

贫农

下中农

富农

8 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有p56

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积极引导，逐步过渡

采用和平方法

国家资本主义

判断题(1 号试卷

1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是由国家支付一笔巨额补偿资金。p53

对 错（不是）

2 新中国一成立，党就面临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任务。

对 错

3 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造中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为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p44

对 错

4 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改造是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对 错

参考答案：对 本题满分：1

5 1953 年 6 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p47

对 错

6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 20 世纪中国又一次划

时代的历史巨变。p61

对 错

7 无论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都具有私有制的特点。p57

对 错

8 1949 年中华人民国成立，标志着新主义革命胜利结束，社会主义新中国从此在世界屹立

起来。

对 错

9 新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

对 错

10 在社会主义农业改造中，农民即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因此要采取强制改造的原则。

p51

对 错

4

单选题(1 号试卷)

1 建国以后，明确提出“以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的著作是 p65

《论人民专政》

《论十大关系》（1956 年，初步总结我国社义建设的经验，标志着党探索中国社义建设道

路的良好开端。）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部矛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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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关系》

2 明确提出要走一条有别于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著作是p73

《论人民专政》

《论十大关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部矛盾的问题》1957 年

《论中关系》

3 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和现代（ ）的强国 p74

科学技术

工业技术

管理水平

生物技术

4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部矛盾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以下哪组矛盾属于敌我矛

盾 p71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社会主义劳动者同反革命者的矛盾

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

同集中的矛盾（acd属于人民部矛盾，即非对抗性矛盾）

5 根据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解，用的方法来解决人民部矛盾，下列哪些不属于方法:

讨论的方法

批评的方法

说服教育的方法

剥夺政治权利的方法

6 根据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解，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敌我矛盾，下列哪些不属于专政的

方法:

劳动改造

依法治罪

说服教育的方法

剥夺政治权利

7 《论十大关系》中论述的第一大关系是p73

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8 中国共产党提出“向科学进军”口号是在 p75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社会主义改革时期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新文化运动时期

9 针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的实际，经济建设的重点必须是发展

农业

工业

重工业

粮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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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部

矛盾的总方针是p72

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具体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用的方法解决人民部矛盾

11 《论十大关系》讨论的问题没有以下p66

经济问题

政治生活问题

思想文化问题

教育科技问题

多选题(1 号试卷)

1 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应当处理好的经济关系有p66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沿海工业和地工业的关系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

判断题(1 号试卷)

1 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

矛盾，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对 错

2 《论十大关系》标志着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p66

对 错

3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对抗性矛盾。p71

对 错

4 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规模和速度要和国力相适应，不能急于求成。

对 错

5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是要全盘否定和抛弃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成果。

对 错

6 人民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非对抗性矛盾。p71

对 错

7 实现工业化是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要条件.p73

对 错

8 敌我之间和人民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p71

对 错

9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

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p70

对 错

5

单选题(1 号试卷)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逾越的，这主要取决于

市场经济的不可逾越性

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逾越性,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可逾越性

IBM
新图章



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可逾越性

文化传统的不可逾越性

2 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这个论断（）

概括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

指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说明了社会主义需要共同富裕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3 改革的性质是 p105

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

原有经济体制的修修补补

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新探索

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4 把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在

十三

十四大

十五大

 1999 年宪法修正案

5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走资本主义道路

6 第一次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在p91

党的十二大

党的十三大（1987 年，明确概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党的十四大

党的十五大

7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关键是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不动摇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

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8 把“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构想确定下来是在p103

党的十二大

党的十三大（1987 年 4 月第一次提出，10 月确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三届四中全会

9 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是在（）。p91

中共十二大（1982 年开幕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共十四大

中共十三大

10 现阶段中国最大的实际是

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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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多，素质不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1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立足点是p106

以我为主

以外向经济为主

保证国家安全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12 改革开放后，下面不属于我国首批设置经济特区的城市是

浦东

13 在党的基本路线中，“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最主要的容，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奋

斗目标的 p100

基本途径

根本要求

根本立足点（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施政纲领

多选题(1 号试卷)

1 理论是在()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p87-89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

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2 下面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要点有p108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

计划和市场既是制度标志也是经济手段，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各有优势和长处，社会主义

实行市场经济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可以和不同的社会制度结合，

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性质

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才搞市场经济

3 下面关于理论的历史地位，论述正确的有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篇之作

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指南

4 “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容是p103

从 1981 年到 199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从 1991 年到 20 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

到 21 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美

丽的现代化强国。

到 21 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5 改革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如何评价判断改革的成败与是非得失一再成为各种争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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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2 年的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容有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6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p95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实现公平正义

7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出p100

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目标的基本途径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实现目标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实现目标的根本立足点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8 以下没有坚持党的实事的思想路线的有

 “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

 “两个凡是”

人民公社化运动

9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的两层含义是p99

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需要通过改革开放以效仿资本主义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需要加快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

判断题(1 号试卷)

1 我国对外开放的对象发达国家。

对 错

2 问题的实质是外交问题。

对 错（政，澳门是外交问题）

3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没有弄清

楚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而这正是理论首要的基本的问题 。

对 错

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

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对 错

5 我国改革就是要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对 错

6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改革首先在农村拉开序幕，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以家庭联

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型集体所有制。

对 错

7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长期性是由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和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

的物质基础所决定的。

对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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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92 年初《在武昌、、、等地的谈话要点》，是全面改革进程中思想解放的科学总结。

对 错

9 离开改革开放谈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变成僵化的教条。

对 错

10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指每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都必须经历的起始阶段。

对 错

11 在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争取和平统一，不能使用武力。

对 错

12 理论是同志独创的理论成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对 错

13 “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p102

对 错

14 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第一次比较系

统的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对 错

6

单选题(1 号试卷)

1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发展(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面向现代化、面向先进国家、面向未来的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历史的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知识分子的

2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

发展社会生产力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抓阶级斗争

建设文化强国

3 在党的（ ）上高度概括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

十四大

十五大

十六大

十七大

参考答案：十五大 本题满分：.5

4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加强（ ），这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容和中心环节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八荣八耻建设

法制建设

理论建设

5 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其中核心是

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

讲学习、讲政治

参考答案：讲政治 本题满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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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

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在p126

十四大

十五大

十六大

十七大

7 十四大正式把（ ）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计划经济体制

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建立按劳分配制度

8 全面阐述“三个代表”要求的科学涵和基本容是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十五届五中全会

和、、等地考察工作

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9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提出“最大多数人的利

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丰富了 p141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多选题(1 号试卷)

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p119

是在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

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

是在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形成的

2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 ），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

3 2002 年 5 月 31 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深刻阐述了“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在联系，提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 p125

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

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

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4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容，因此要p134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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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p143

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判断题(1 号试卷)

1 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p130

对 错

2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作好思想政治工作。p129

对 错

3 到 20 世纪末，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p133

对 错

4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续发展。p140

对 错

5 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p129

对 错

6 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p141

对 错

7 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对 错

参考答案：对 本题满分：1

8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三个代表”的三句话，并不构成一个体系。

对 错

7

单选题(1 号试卷)

1 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主要表现在( )。

权利集中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具体指导

基层选举

2 .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所追求的发展，就是要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发

展。

科学

飞速

和平

理性

3 （ ）是科学发展的永恒动力。

教育发展

医疗改革

创新

环境保护

参考答案：创新 本题满分：.5

4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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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和谐

稳定

进步

5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涵是 ( )。

环境良好

大家幸福

发展进程要有持久性、连续性

治理现代化

6 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 ）。p161

个性进步

家庭美满

全面发展

人民当家作主

7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 )。

食品安全

以人为本

精神文明

人定胜天

8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是( )。p164

发展教育

改善民生

反腐倡廉

环境治理

9 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把( )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

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以经济建设

以思想建设

以打击犯罪

以文化建设

10 （ ）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突出重点

统筹兼顾

平等对待

重点研究

参考答案：统筹兼顾 本题满分：.5

11 又好又快发展是（ ）的本质要求，是在经济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科学发展观

政绩观

人生观

价值观

12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根本依据是( )。

贫困悬殊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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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

均衡发展

13 ( )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中心容。

革命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

改革

14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 ）为主题。

政治

文化

治理

发展

多选题(1 号试卷)

1 2003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指（ ）。p149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的发展观

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

2 2004 年 2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

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着力解决（ ）。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

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

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市场经济秩序中的诚信问题

3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动力是（ ）。

改革开放深化推进的需求

处理复杂的国外局势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考验与挑战

大量社会问题的存在

4 2004 年 3 月，在讲话中明确界定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涵是（ ），标志着科学

发展观的形成。p149

以人为本

全面发展

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

5 （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p163

法治

公平正义

诚信友爱、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6 要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解决好党的建设的历

史性课题是提高（ ）。p121

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党的领导人的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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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法律意识

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7 科学发展观所提倡的以人为本，主（ ）。p155

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人是发展的根本动力

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让农民先富起来

8 科学发展观强调，实现（ ），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p160

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判断题(1 号试卷)

1 坚定不移地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国家久安的重要保障。

对 错

2 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永恒课题。p166

对 错

3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p155

对 错

4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p153

对 错

5 坚持可持续发展，必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p156

对 错

6 全面协调可持续中的“全面”是指发展要有片面性、整体性，不仅经济发展，而且各个方面

都要发展。p156

对 错（是 全面性）

7 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

发展的。p146

对 错（是 党的十六大）

8 坚持统筹兼顾，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p158

对 错

9 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p153

对 错

10 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p160

对 错（关键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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