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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考研政治理论课复习备考即将开始之际，早已被广大学生和社会辅导机构关注的政治理论
课程改革更显扑朔迷离，使得参加2010年考研的学生备感无所适从。
为此，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了一批具有十年以上辅导经验、同时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学、辅导一线硕士
研究生导师，为广大学员编写了一套2010年考研政治理论系列辅导丛书。
聘请编委成员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学员的地域特点和知识的互补性，规避了以往单一院校成员组建
编委的状况，将国内不同重点高校的学科带头人聘为我们的编委成员。
　　高教版2010年考研政治理论系列辅导丛书，是严格按照教育部考试中心的考试要求，根据教育部
最新修订的教材版本，参照教育部社科司“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对相关知识点
的诠释编撰并参考相关权威资料整理成为复习备考用书。
　　本系列丛书共计三册：　　一、《2010年考研政治理论基础复习》编写特点：简明扼要、重点突
出、注释准确。
对基础知识的牢固掌握，是学生通过考试并取得高分的必要前提。
近些年，政治理论试题的考查方向更加侧重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不再有偏、难、怪题的现
象。
因此，本书在严格遵守教育部考试中心考试要求的前提下，根据近年来考试出题的特点和方向，将学
员必须掌握的知识点给予明确标注，有助于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同时减轻了学生长篇累牍之苦。
适用人群：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和想在考试中取得高分的学员。
　　二、《2010年考研政治理论大纲解析配套1600题》编写特点：记忆、练习与应用充分结合。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对高级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体现在考研试题上，则更加趋向于基础理论
的应用。
单靠记忆而不应用，最终难以在实际考试中取得高分。
本书旨在改变学员死记硬背而不运用的状况，依据考试大纲将知识点、考点与试题结合，使考生通过
难易适度的练习题达到巩固基础、掌握重点、提高解题能力的目的，真正实现记、练、用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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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考研政治理论课复习备考即将开始之际，早已被广大学生和社会辅导机构关注的政治理论
课程改革更显扑朔迷离，使得参加2010年考研的学生备感无所适从。
为此，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了一批具有十年以上辅导经验、同时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学、辅导一线硕士
研究生导师，为广大学员编写了一套2010年考研政治理论系列辅导丛书。
聘请编委成员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学员的地域特点和知识的互补性，规避了以往单一院校成员组建
编委的状况，将国内不同重点高校的学科带头人聘为我们的编委成员。
　　高教版2010年考研政治理论系列辅导丛书，是严格按照教育部考试中心的考试要求，根据教育部
最新修订的教材版本，参照教育部社科司“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对相关知识点
的诠释编撰并参考相关权威资料整理成为复习备考用书。
　　本系列丛书共计三册：　　一、《2010年考研政治理论基础复习》编写特点：简明扼要、重点突
出、注释准确。
对基础知识的牢固掌握，是学生通过考试并取得高分的必要前提。
近些年，政治理论试题的考查方向更加侧重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不再有偏、难、怪题的现
象。
因此，本书在严格遵守教育部考试中心考试要求的前提下，根据近年来考试出题的特点和方向，将学
员必须掌握的知识点给予明确标注，有助于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同时减轻了学生长篇累牍之苦。
适用人群：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和想在考试中取得高分的学员。
　　二、《2010年考研政治理论大纲解析配套1600题》编写特点：记忆、练习与应用充分结合。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对高级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体现在考研试题上，则更加趋向于基础理论
的应用。
单靠记忆而不应用，最终难以在实际考试中取得高分。
本书旨在改变学员死记硬背而不运用的状况，依据考试大纲将知识点、考点与试题结合，使考生通过
难易适度的练习题达到巩固基础、掌握重点、提高解题能力的目的，真正实现记、练、用的结合。
　　三、《2010年考研政治理论冲刺串讲及时政热点》编写特点：考点、难点、重点精准标注。
考生们经过近一年的复习，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相对牢固，但会出现条理不清、抓不住重点的现象。
本书针对这一状况，将政治理论课程繁杂的知识点，以清晰的条理和简洁的语言表述出来，旨在节省
考生们的宝贵时间；同时将考试要求时间段内的时政热点问题整理成册，以此弥补以往政治理论冲刺
阶段复习备考用书将串讲内容与时政内容分割开来的弊端，合二为一，方便广大考生复习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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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绪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第一章　世界
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第二章　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第三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第四章　资本主
义的形成、本质及发展第五章　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第六章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第
二部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
成果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
理论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第六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和对
外开放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第九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第十章　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第十一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十二章　祖国完全统一的构想第十三章　国际战
略和外交政策第十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第十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核心第三部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上编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1840一1919)综述　风云变幻的
八十年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
度的终结中编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1919-1949)综述　翻天覆地的三十年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
事变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下编　从新中
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49-2007)综述　辉煌的历史征程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
中国的确立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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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一、本部分撰写依据　　本部分严格依据2008年2月高等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08年修订版）编写。
　　在中宣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自2005年开始编写，2007年7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正
式出版。
为充分反映和吸收党的十七大最新成果，原教材编写组于2007年底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进
行了部分修订。
本部分正是作者依据这一最新的版本，在谨慎征询专家的意见并认真研究考研复习与命题规律的基础
上完成的。
　　二、本部分内容体系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严谨的理论体系，几乎涵盖了包括马克思主
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内的全部内容。
为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特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做了科学严谨的体系结构安排。
我们考虑到2010年考生已经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时对上述体系结构接受的事实，除把原教材第
四章与第五章合并为“资本主义的形成、本质及发展”一章之外，决定依然采用原教材的内容体系，
以便更有效地与考生最初建立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相衔接，同时考虑到“考研复习”与“本
科学习”的重大差别，因此在各章节的内容上以是否突出考研知识点为唯一的取舍标准．，从而充分
体现“考研复习”用书的针对性。
　　本部分的内容体系具体安排如下：　　绪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第一章“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第二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第三章“人类社会及其发
展规律”，第四章“资本主义的形成、本质及发展”，第五章“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
，第六章“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绪论是从总体上阐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
性的统一等问题。
　　前三章集中讲述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认
识论。
这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后三章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进一步展开和应用。
其中第四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人类社会，揭示资本主义的形成、本质及发展
变化，阐述如何对待这些变化。
第五、六章主要是分析、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及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
、长期性和社会主义必定胜利、共产主义一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
　　三、本部分知识要点　　以考研的视角看，在宏观方面，在本部分包括绪论在内的七个部分之中
，第一章至第四章是重点，而第五章为次重点，绪论和第六章则为非重点。
当然，重点章节中有非重点的内容，次重点与非重点章节也同样有重点内容，这些我们在编写时做了
恰当的取舍或在相关的部分做了必要的明示。
　　在微观方面，重要知识点将体现在以下方面：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和实
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世界的物质性，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事物的普遍联系
和永恒发展，对立统一规律，唯物辩证法，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认识的本质及规律
，实践观点，真理，真理与价值的关系，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及
其运动规律，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资本原始积累，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
济的基本矛盾及其基本规律，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国家垄断资
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实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发
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地位和作用。
　　四、本部分复习建议　　在原研究生入学政治理论考试六门课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占分比重和
复习难度最大的一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0年考研政治理论>>

2010年的考研政治改革，把原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合并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一门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总称”（引自逢
锦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编写体会和对讲授该课的建议》，此文作者是《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课题组首席专家召集人），对考生来说内容抽象，命题灵活，同时较改革之前单纯的哲
学、政治经济学而言，知识点更多。
可以预见，2010年考研政治课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复习和考试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因此，必须制订科学的复习计划，掌握正确的复习方法。
　　考研政治的复习一般分四个阶段，即基础阶段（5月—8月）、强化阶段（8月—10月）、巩固阶段
（10月—12月）和冲刺阶段（12月—考试）。
当然，由于专业基础等个体差异，一些考生会把政治理论课的复习时间提前或延后，但有一点是必须
明确的，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放在最先复习的位置，这不仅在于该学科在政治考试中的比重
大以及前面所述的抽象性方面，同时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贯通性特点，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的掌握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其他政治理论课的发挥，进而影响到整个政治理论课的分数高低。
因此，我们建议，在2010年研究生政治理论课入学考试重大改革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门
课必须抢先复习！
　　关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复习方法，应把握如下几点：首先，一定要全面掌握基本原理、基本观点
、基本方法。
全面掌握包括记住、理解和运用。
记住是理解的基础，理解是运用的前提。
众多抽象的原理、观点正是考试重点所在。
解答试题时不用原理、“死”用原理、乱用原理是不可能得高分的；其次，一定要牢固建立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框架。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十分完整，涵盖了包括马哲、政经、科社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内的全部内容，原
理、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紧密。
建立牢固的理论框架，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真正把握，也是牢记并理解大量知识点的必要一
环；再次，一定要遵循各章节的顺序复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逻辑脉络最强，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基本原理环环相扣，并且各原理的论证
是愈加深入的，如果不按教材的顺序展研、复习，将导致。
一一知半解，甚至断章取义；最后，一定要适当演练模拟习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不但要勤学，还要苦练！
通过演练模拟习题尤其是真题，能逐步加深对各种理论观点的理解，提高运用原理分析实环问题的能
力，掌握答题技巧，检验训练水平。
当然，由于2010年的改革，以往前各种有关马克嗯主义哲学尤其政治经济学的练习题包括真题在内已
经不完全适用，请考生仔细甄别，以免无端浪费宝贵时间！
　　绪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本章要点提示　　本章属于绪论性质，
是总体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和基础，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
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涵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与发展的经济社会根源、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
思主义是科学性与实践性统一的理论，等等。
　　重要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考点前沿分析　
　绪论部分为2010年考试新增内容，无历年命题点。
从命题目的上看，大纲中新增知识点一般为考试命题重点，命题率比较高，但考虑绪论的概括性特征
，命题率则相应变低。
从内容上看，在绪论部分首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总体把握这一背景下，应注意如下知识点：对于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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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的多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阶级基础、理论渊源等。
从题型上看，根据绪论部分在教材中的地位．应以考查客观题型为主。
但是由于2010年为考试大纲重大变化的第一年，增加了出现大的主观题的可能性。
多章节知识点综合考查是近年通常采用的方式，绪论的知识点容易做到这一点。
从试题难度上看，绪论部分因其内容的总括性特点，整体难度较小。
　　总体上，绪论部分的内容得分相对容易，考生应给予以高度重视。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
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三个主
要组成部分。
　　（一）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1.从它的创造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讲。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而由其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
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2.从它的阶级属性讲。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
和解放条件的学说。
　　3.从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讲。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是
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
　　（二）狭义和广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1.狭义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
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2.广义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继承者对
它的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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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年考研政治理论基础复习》适用人群有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和想在考试中取得高分的学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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