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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4年考研政治理论复习导本》(以下简称《导本》)的辅导内容包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五门
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除导论外，《导本》按五门课程章节顺序，共分为五编：第一编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系
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和相关知识；第二
编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
丰富和发展以及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阐释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三编为·“中国近现代史揽要”，阐述了自1840
年以来，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难探索，经过新民主主义革
命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贫穷落后的旧中国逐步变成充满生机
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第四编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介绍了思想道德修养和法
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阐述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以提高自我修
养能力，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第五编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析要”，介绍了当代世界的
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状况和趋势，当代世界各国面临的机遇挑战，中国应对当代世界发展
变化提出的构想和主张。

本书虽然分为五编，但五部分却是一个有机的思想整体。
第一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第二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思想理论
上是彼此相通、内在统一的，是相互联系、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
第三编“中国近现代史揽要”，再现了近现代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矛盾，展示了由此决定的中国必然经
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过程，同时，又以历史的社会实践以及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
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强大威力。
第四编和第五编，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阐述，以及对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要点的分析，也都
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精神。
因此，考生在政治理论的复习中，不仅要掌握各编的内容，而且要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它们
看做是科学知识和思想理论的整体。
这既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也有助于在复习中把握理论知识和系
统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从而拓展解题的思维空问，提高综合而灵活地运用知识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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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淮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哲学教学与科研工作，著有多部哲学教材和学术专著，具
有多年辅导考研的丰富经验，所主编的考研辅导图书在历届考生中具有极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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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思想政治理论复习的目标和方法
 一、复习的目标及其要求
 二、全面把握，系统理解
 三、突出重点，以点带面
 四、学以致用，重中之重
 五、改善知识结构，扩展思维空间
 六、把握题型特点，勤思考，多练习
第一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第三章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第四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第五章　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
　第六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七章　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
　第八章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第二编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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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编 中国近现代史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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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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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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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一章　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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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
　第三章　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
　第四章　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
　第五章　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
　第六章　培育职业精神，树立家庭美德
　第七章　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
　第八章　了解法律制度，自觉遵守法律
第五编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析要
　一、知识点
 (一)两极格局解体
 (二)世界多极化
 (三)经济全球化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
 (五)综合国力竞争
 (六)大国关系
 (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八)地区热点问题
 (九)西方干涉主义的新特点
 (十)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的地位、作用与面临的挑战
 (十一)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
 (十二)南北关系
　⋯⋯
　二、实战操作练习
　三、复习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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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是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产生的决定性条件
。
不同的所有者，在私有制下，就是不同的私有者，他们各有各的经济利益，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
相互交换产品时，就必然要求有偿转让，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因而劳动产品就必然采取商品的形式，
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便必然采取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
 （5）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1）商品的二因素。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或属性。
 第一，使用价值是物品的有用性，即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
物品的使用价值是由物品的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属性决定的，它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
使用价值在一切社会中都存在，是一切劳动产品共有的属性，它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是人类社
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特点是要通过交换满足他人的需要。
使用价值本身是商品学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要考察使用价值，是因为使用价值是商品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第二，交换价值就是商品能和别的商品相交换的属性，它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
相交换的数量上的关系或比例。
不同商品之所以能够相互比较，并且按一定比例进行交换，不是由于它们具有使用价值，因为不同商
品的使用价值在质上是不同的，是无法进行比较的。
不同商品可以相互比较，是由于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中都凝结了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
这种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就是商品的价值。
商品的价值在质上是相同的，因而它们可以互相比较。
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和内容，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第三，价值是商品特有的本质属性，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反映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
。
价值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
商品与商品相交换，表面上看来，是一种物品与另一种物品相交换，是物与物的关系，但实质上是人
们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
商品是劳动产品，但不是任何劳动产品都是商品，只有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才是商品。
价值是商品交换的内在基础。
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形成的，但劳动本身并不就是价值，不是人类劳动的任何生产性支出，都会形成价
值。
只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凝结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才会形成价值。
劳动形成价值，是商品经济关系赋予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社会形式。
所以，价值是商品区别于其他劳动产品的决定性因素，是商品的本质属性，是商品经济最基本的范畴
。
商品、价值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一定社会经济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
的基本点。
 第四，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
商品的二因素，从表面上看，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在本质上是使用价值和价值。
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是指两者相互依存，统一于商品之中；表现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而价值是使用价值交换进行量的比较的基础；两者缺一不可，不然就不成其为商品。
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是指两者互相排斥，表现为同一个商品对卖者（生产者）和买者（消费者）
来说，不可能同时兼得。
要实现商品的价值，必须转让商品的使用价值；要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必须支付商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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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考研政治理论复习导本(2014人大考研)》是根据考研新大纲，为参加考研的考生第一轮复习政治而
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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