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自考考试大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绪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绪论的核心是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开辟了人类思想史的新纪元。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在世

界范围内仍然发生着重大影响，焕发着青春活力。学习绪论，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

物，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与创新，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

放的科学，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是它的根本理论特征，与时俱进是它的理

论品质，实现共产主义是它的最高社会理想;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

南;要明确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联系实际

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要了解现今时代向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的研究课题，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1.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已经成为主导趋势，

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充分显露，无产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争取自

身和人类解放的斗争的历史时代。

2.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它的产生也与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密

切相关。

3.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改变、实践的扩展、科学的进步而

不断丰富和发展。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

段。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一

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第二节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1.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为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

的，以反对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关于无产阶级和

人类解放的科学。

2.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

特征。它的革命性表现为彻底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它的科学性表现为正确反映自

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它不带任何偏见，它的理论是深刻的，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

展。

3.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只有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

性、富于创造性，才是与时俱进。

4.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社会理想是全部理想的核心。马克思主

义的社会理想是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第三节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1.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2.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根本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实践。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要反对经验主义和教



条主义。

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当今时代和实践的变化向马克思主义提出许多

新的研究课题，并提供了不少回答这些问题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既面临着严重挑战，又

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要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1)识记: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内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两国的空

想社会主义学说。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

(2)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

(3)简单应用:结合实际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

(4)综合应用;结合实际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2.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1)识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

(2)领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在实践

基础上的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3)简单应用:结合实际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4)综合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的关系。

3.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1)领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2)简单应用: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

(3)综合应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这一章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学习这章，要了解世界的

本质是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实践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人生活于其中的

世界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联系的统一的物质世界;要深刻理解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以及联

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环节;要明确规律的特点以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区别;要掌

握意识的本质及其能动作用;深刻理解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解放思想和

实事求是的关系。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物质世界和实践

1.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世界观和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的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

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世界的本质问题上一元论和二元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

2.在实践中把握物质世界。实践的本质、基本特点和基本形式。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是与

人的实践活动相联系的自然。社会历史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创造的，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3.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劳动实践是人类和人类社会产生的决定性环节，物质生产实

践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实践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第二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1.联系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多样性。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唯物辫

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发展观，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

2.世界联系与发展的基本规律。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的普

遍性和特殊性，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量变和质变及其辩证关系。辩证否定观的内容及其现

实意义，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3.世界联系与发展的基本环节。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实践性，内容和形

式，本质和现象。

第三节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

1.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规律及其特点，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2.意识及其能动作用。意识的起源和本质，意识的能动作用及其表现，发主观能动性和尊重

客观规律的关系。

第四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

2.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

提。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物质世界和实践

(1)识记:世界观。哲学。一元论。二元论。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

运动和静止。时间和空间。实践的本质。唯物主义的三种基本形态。

(2)领会:哲学基本问题。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绝对运动和相对

静止的关系。承认事物相对静止的意义。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式。时间和空

间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关系。实践的基本特点实的基本形式。我们所把握的物质世界是与人

的实践相联系的物质世界。

(3)简单应用:列宁的物质定义及其现实意义。

2.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1)识记:联系。新事物和旧事物。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内因和外因。矛盾的普遍性和特

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质、量、度。量变和质变。

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

(2)领会:联系的客观性联系的普遍性。联系的多样性。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新事物必然战

胜旧事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发展观。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

与核心。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关系。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

(3)简单应用：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及其方法论意义。掌握事物的度的意义。

原因和结果关系的原理及其意义。必然性和偶然性关系的原理及其意义。可能性和现实性关

系的原理及其意义。内容和形式关系的原理及其意义。本质和现象关系的原理及其意义。

(4)综合应用: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及其现实意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

原理及其现实意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关系的原理及其现实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

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关系的原理及其现实意义。“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

的原理及其现实意义。量变和质变辩证关系的原理及其现实意义。辩证否定观的内容及坚持

辩证否定观的意义。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统一的原理及其现实意义。

3.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

(1)识记:规律。意识。意识的能动性。

(2)领会:规律的特点。意识的起源。意识的本质。意识能动性的表现。

(3)简单应用:物质和意识关系的原理及其意义。

(4)综合应用: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的原理及其现实意义。

4.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识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2)领会:党的思想路线

(3)简单应用:结合实际说明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4)综合应用: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说明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辩证的统一。

第二章认识的本质及其规律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阐述认识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学习这一章，要掌握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性作用;理

解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明确认识的本质;深刻理解认识的辩证过程以及主观和

客观、认识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弄清真理和谬误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真理的绝对性

和相对性的关系;深人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真理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弄

清真理与价值的区别和联系明确认识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党的

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认识的本质

1.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

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2.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的反映。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认识的本质。

第二节认识的辩证运动

1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及其三种形式，理性认识及其三种形式感性认识和理性

认识的辩证关系。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2.从理性认识到实践。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3.认识过程的多次反复和认识的有限与无限的证统一。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

能完成，整个人类的认识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

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第三节真理和价值

1.真理及其属性。真理和谬误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真理

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

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问题上的两种错误观点，实践标准的唯一性，逻辑

证明在认识和探索真理中的作用，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3.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真理与价值的区别和联系。真理的价值表现在它的功能上。

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含义和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需要培育和践行。

第四节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

1.认识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内在本质

和要求，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2.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党的群众路线的关系。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认识的本质

(1)识记:认识主体的含义。认识客体的含义。

(2)领会: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

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认识主体的特点。认识主体的结构。认

识客体的特点。认识客体的性质。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关系。认识的本质。唯物论的反映

论和唯心论的认识论的对立。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和旧

唯物论的机械的反映论的对立。

(3)综合应用:认识的本质及其理论意义。

2.认识的辩证运动



(1)识记:感性认识的含义和形式。理性认识的含义和形式。

(2)领会:感性认识的特点。理性认识的特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反对经验主

义和教条主义。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整个人类的认识

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

(3)简单应用: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3.真理和价值

(1)识记:真理。谬误。真理的绝对性。真理的相对性。价值的含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领会:真理和谬误的关系。真理的客观性。逻辑证明在认识和探索真理中的作用。实践标

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及其相互关系。真理与价值的对立统一。真理的价值表现在它的功能

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含义和内容。

(3)简单应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及其现实意义。

(4)综合应用: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关系的原理及其现实意义。

4.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

(1)识记:思想路线。

(2)领会: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容。

(3)简单应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党的群众路线的一致性。

(4)综合应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习这一章，要掌握社会的基本结构理解社会存在与社

会意识的关系，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了解社会形态划分法和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

弄清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深刻理解社会发展的各种动力及它们之间的相互

关系;正确理解人的本质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无产阶级政

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正确评价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1.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产关系及其在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社会意识及其结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

2.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力系统，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体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

3.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规律。经济基础的含义，上层建筑的含义，政治上

层建筑与观念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4.社会形态的划分和社会形态的更替与发展。社会形态的划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

过程，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第二节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1.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关系，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

发展的基本动力。

2.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阶级的产生和实质，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

动力。

3.革命和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革命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改革及其在社

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

第三节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1.人的本质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自然属性，人的社会属性，人的本质的两个层次，马克



思对人的本质的三个界定，人与社会的关系。

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观上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人民群众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

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3.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普通个人和历史人物，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

作用，无产阶级领袖的历史作用。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识记: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存在。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生产方式，社会意识。社会心理。思

想体系(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个体意识。群体意识。生产力。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经济社会形态。技术社会形态

(2)领会: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日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产方式在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生产力系统的要素。生产关系体系。三种社会形态划分法和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的关系。社

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3)简单应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的原理及其现实意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整个

生产关系的基础的观点及其现实意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及其现实意

义。政治上层建筑与观念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原理及其现实意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

辩证关系的原理及其现实意义。

(4)综合应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及其现实意义。

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规律及其现实意义。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

关系的原理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关系的原理及其意义。

2.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1)识记:阶级的实质。社会革命。社会改革。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内容。

(2)领会: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关系。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革命的

根源。社会革命的类型。社会革命的形式。社会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革命与社会

改革的区别。社会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当前中国改革的全面性。

(3)综合应用:结合我国实际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特点。结合我国改革的实际说明改革是

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结合我国当前改革的实际说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3.人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1)识记:人的自然属性。人的社会属性。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三个界定。人民群众的含义和

构成。普通个人。历史人物。杰出人物。

(2)领会:劳动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人与社

会的关系。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历史唯心主义的两个主要缺点。

(3)简单应用:结合实际说明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结合实际说明无产阶级领袖的历

史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及其现实意义。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及其工作方

法的现实意义。正确认识和评价无产阶级领袖的作用。

(4)综合应用:正确评价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的现实意义。

第四章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及其本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及其经济和政治的本质。学习本章，要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

生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了解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通过对商品经济

的分析，掌握劳动价值理论，从而为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打下理论基础:要认识资本是带来剩

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制度，实现了



价值的增殖;要明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社会化生产，首先是以大工业为其物质技术基础，

了解社会化生产的形成以及在当代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下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要把握资本的流

通理论，资本只有在流通运动过程中，才能源源不断、顺利地生产出剩余价值;要了解资本

和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要在资产阶级各个集

团之间进行分配;要了解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把握

其基本内容和阶级本质。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

1.商品经济及其产生，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

劳动和抽象劳动，商品价值的构成与创造，商品的价值量，货币的本质和职能。

2.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形成的条件社会劳动与私人

劳动矛盾的表现，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矛盾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3.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一一价值规律的内容和要求，价值规律在私有制商品经济中的作用。

4.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形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第二节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

1.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货币转化为资本和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资

本的本质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2.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基本方法，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3.资本积累的必然性及其实质，资本积累的后果，资本积累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趋势。

第三节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剩余价值的分配

1.单个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资本周转

和资本周转速度，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因素，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生产资本的构成固定资

本和流动资本，预付资本的总周转速度，资本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啊，资本周转速

度对年剩余价值量的影响，资本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率的影响。

2.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单个资本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社会资本主义总产品

及其分类，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比例。

3.剩余价值的分配。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不同生产部门利润率的差

别、部门之间的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平均利润的本质。商业资本的本质和职能、商业利润的

本质和来源。借贷资本的形成和本质，利息的本质和来源，资本主义银行及其职能，银行资

本，银行利润。资本主义农业中的经济关系和剩余价值分配的特点。

4.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第四节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1.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及其本质。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资本主义的政党制度，资本主义的

普选制度，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度，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

2.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本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进步性和阶级局限性，利己主义

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

(1)识记:使用价值。价值。具体劳动。抽象劳动。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原始积累。产业革

命。

(2)领会: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货币的产生。货币的本质。货币

的职能。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

(3)简单应用: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的关系。货币的本质和职能的发展变化。价值规律的

内容和要求。



(4)综合应用: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及其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在私有制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的

作用。

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

(1)识记:劳动力商品。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价值形成过程。价值增殖过程。绝对剩余价值。

相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资本积

累。相对过剩人口。

(2)领会: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

一。资本的本质。资本积累的必然性。资本积累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趋势。

(3)简单应用:劳动力商品的特点。划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意义。剩余价值两种生产方法

的联系与区别。资本积累的实质与后果。

(4)综合应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超额剩余价值生产及其相互关系。

3.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剩余价值的分配

(1)识记: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资本周转。周转时间。周转速度。固定资本。流

动资本。单个资本。社会资本。社会总产品。利润。平均利润。商业资本。商业利润。借贷

资本。利息。银行资本。银行利润。地租。

(2)领会: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生产

资本的构成。社会总产品及其分类。社会总产品的构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比例关系。剩余

价值转化为利润。商业资本的本质和职能。借贷资本的形成。借贷资本的本质。利息的本质

和来源。资本主义农业中剩余价值分配的特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周期。

(3)简单应用:资本循环与价值增殖。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因素。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问题。

部门之间的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平均利润率水平的决定。资本主义银行及其职能。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4)综合应用:资本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平均利润的形成与本质。商业利润的来

源。

4.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1)识记: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资本主义政党制度。资本主义的普选制度。立法权。司

法权。行政权。

(2)领会: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的内容。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资本主

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本质。

(3)简单应用: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度。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利己主

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

(4)综合应用: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及其本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进步性和阶级局限性。

第五章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大体可分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阶段。自由竞争阶段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经济运行基本规律的原理对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是适

用的，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又有其不同于自由竞争阶段的社会经济特征。学习本章主要应掌

握的内容包括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经济特征及其发展变化、垄断资

本主义的实质，以及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和历史地位。通过本章的学习，要理解和把握马克

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基本原理、正确理解和认识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特征和

实质。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1、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从自由竞争到垄断，垄断的形成，垄断和竞争，垄断利润及其来



源，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变化，垄断组织的形成与

发展，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形成及其统治，资本输出，国际垄断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帝国

主义列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

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原因，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第二节经济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1.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原因，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

2.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

第三节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1.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的历史过程。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2.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它的历史过渡性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

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3.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是一个复杂的、

曲折的、长期的历史过程。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

(1)识记:垄断的形成。金融资本。金融寡头。资本输出。国际垄断组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2)领会:垄断和竞争。垄断利润及其来源。垄断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

质。

(3)简单应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原因。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

(4)综合应用: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发展变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宏观经济

调控。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展。

2.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1)识记:经济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

(2)领会:经济全球化的原因。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

(3)简单应用:经济全球化在当代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在生产力、生

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主要表现。

(4)综合应用: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和实质。

3.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1)识记: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的规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2)领会: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质。

(3)简单应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4)综合应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复杂的、曲折的、长期的历史过程。

第六章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规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本章，要了解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

的理论，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的实践;要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包括经典作家的论述

和当代人的探索;要了解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以及社

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还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

1.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



立。

2.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斯大林领导下的苏

联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3.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等亚洲社会主义国

家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发展的历史贡献与经验教训。

4.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

探索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5.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节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

1.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及其主要内容。

2.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

第三节在实践中探索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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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认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

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2.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原因，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3.社会主义在开拓中前进的客观性，社会主义在自我发展和完善中走向辉煌。

第四节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1.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新型的革命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

产物，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党，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

的团结统一的党。

2.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

坚持和改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识记: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2)领会: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从理

想到现实，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社会主义的

探索。

(3)简单应用: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彻底、最深刻的革命。社会主义从一国

到多国的发展

(4)综合应用:社会主义从一国到数国发展的历史贡献与经验教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2.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

(1)识记: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

(2)领会: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社会主义要合乎

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

(3)简单应用: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根本依据。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和基本特征。社会主

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因和实质。

(4)综合应用: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

3.在实践中探索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1)识记: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改革。

(2)领会: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原因。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



原因。

(3)简单应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4)综合应用:社会主义在实践探索中开拓前进。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自我发展和完善。

4.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1)识记:马克思主义政党。

(2)领会: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

导核心。

(3)简单应用: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新型的革命政党。坚持和改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

(4)综合应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七章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学习本章首先应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

产主义社会的展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科学预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其次

应通过对共产主义社会形成发展所经历的两个阶段的分析，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为共产主

义社会的必然性，了解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要经历一个不断实践的长期过程。再次要认

识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发展过程，才能

在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最后必须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并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相互结合，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创新与发展，在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

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实行社会公有制和按需分配，经济的计划调节管

理和商品经济的消失，阶级的消灭和国家自行消亡，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人的自由而全面发

展，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第二节共产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1.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人类社会历史必然

发展到共产主义，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特点。

2.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是崇高理想与科学理想的统一，共产主

义伟大事业的实践。

3.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不断实践的长期过程。实现共产主义要在实践中长期探索，社会主义

的充分发展和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要经历长期的实践过程，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须经历

更长的实践过程，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实现是长期、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

第三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1.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社会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为

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2.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积极投身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

(1)识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2)领会: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经济的计划调节管理和商品经济的消失。

阶级的消灭和国家自行消亡。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3)简单应用:实行社会公有制和按需分配。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4)综合应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2.共产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1)识记: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

(2)领会: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须经历更长的实践过程。

(3)简单应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特点。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不断实践的长期过程。

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实现是长期、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

(4)综合应用:人类社会历史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

3.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1)识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领会: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3)简单应用: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4)综合应用：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