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工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760

科目名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含原著）

适用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考试要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含原著）适用于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招生专业课考试。主要考察对于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等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

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值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3小时。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试卷由试题和答题纸组成；答案必须写在

答题纸（由考点提供）相应的位置上。

（三）试卷内容结构

考试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30%)，政治经济学基本

原理(30%)，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20%)、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20%）。

（四）试卷题型结构

1. 简答题（90分），共 6题；

2. 论述题（60分），共 2题。

三、考试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1.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社会根源、阶级基础和思想渊源。

2.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3.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4.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二）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1.世界的多样性与物质统一性

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内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及其理论意义；社会生活

的实践本质；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意识的反作用；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

律性的辩证统一；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及其理论意义。

2.事物的联系与发展

联系的内涵和特点；事物普遍联系原理的方法论意义；发展的实质；联

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

现实与可能及其方法论意义。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及其同一性和斗争性；同一性和斗争性

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的方法论意义；矛盾的普遍

性和特殊性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意义。

事物存在的质、量、度。事物发展的量变和质变及其辩证关系；事物发

展过程中的肯定和否定；辩证否定观及其方法论意义。

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伟大的认识工具；矛盾分析方

法的核心内容；辩证思维方法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学习唯物辩证法，不断

增强思维能力：辩证思维能力、历史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底线思维能

力、创新思维能力的内涵及实践。

（三）实践与认识及其发展规律

1.实践与认识

实践的本质与基本特征；实践的的主体、客体与中介；实践主体与客体



的关系及相互作用；实践的基本类型；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认识的本质；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对立；辩证唯物主义

能动反映论与旧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的区别；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

识及其相互关系；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认识过程中的理性因素和

非理性因素；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

2.真理与价值

真理及其客观性。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及其辩证关系。真理与谬误。

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价值及其特征；价值

评价及其特点；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3.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

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从实际出发、实

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四）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1.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构成及作用；社会

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的内容及其对于树立科学历史观和指导文化建

设的重要意义。

生产力的含义和结构；生产关系的含义和内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

互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原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社会形态的内涵；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社会形态更替的必

然性与人们的历史选择性；社会形态更替的前进性与曲折性。

2.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原

理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的产生和本质；阶级斗争的含义和作用；

阶级分析方法；社会革命的实质和根源；革命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改革的性



质和作用；科学技术的含义；科学技术革命的作用；科学技术社会作用的两

重性。

3.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两种历史观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对立；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

决定作用；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个人与社会历史；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

的作用；个人的历史作用；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

（五）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规律

1.商品经济及价值规律

商品经济产生的历史条件；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价值形式的发展与

货币的产生；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价值规律及其作用；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

济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

值论的认识。

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本条件；劳动力商品的

特点；货币转化为资本；所有制和所有权；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本质；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的两重性及其特点；剩余价值的实质；资本的本质；不变资本

和可变资本的区分及其意义；剩余价值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超额剩余价值；生产自动化条件下剩余价值的源泉；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和

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的本质与后果；影响资本积累规模的因素；资本有机

构成；相对过剩人口；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资本循环；资本周转；资本循

环与周转规律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及实现条件；资

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和形式；利润和平均利润；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深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根源和周期性。

3.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和本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与法制、政权组织形式、

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进步作用和局限性；资本主义政



治制度的本质；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生和确立；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

态的本质；辩证地分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六）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

1.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生产集中与资本集中；垄断的形成及本质；

垄断与竞争；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垄断利润和垄断价格；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的形成、形式及作用；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

特征和实质；经济全球化及其表现；经济全球化的动因和后果。

2.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新变化的表现和特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

原因和实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冲突。

3.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从资

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七）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规律

1.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

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局限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无产阶级

革命的特点、形式和发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

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贡献。

2.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及其内容；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

3.在实践中探索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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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发

展道路的多样性；在实践中开拓前进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自

信担当、开拓奋进的姿态走向社会主义光明未来。

（八）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及其最终实现



1.展望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

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原则；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2.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实现的长期性。

3.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正确认识和把握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关

系；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九）原著部分

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及其重要意义。

（2）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地位与当代意义。

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2）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现实的人”是历史的前提。

（2）“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3）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

（4）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

（5）共产主义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5.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1）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特点的论述。

（2）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阐述。

6.毛泽东：《实践论》

（1）正确理解实践与认识的关系。



（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涵。

（3）根据《实践论》，分析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经验主义和教条

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7.毛泽东：《矛盾论》

（1）理解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2）理解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的道理是

矛盾问题的精髓。

（3）理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8.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理解“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

（2）理解“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发展才是硬道理”。

9.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正确认识“三个代表”的要求。

10.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

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任

务。

11.习近平：习近平系列论述摘编、习近平系列讲话（2012-201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围绕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推进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围绕推进

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外交工作等，围绕从严管党治党、全面提

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深刻回

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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