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一命题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课程代码 03709)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

备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单选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 ）

A.古希腊罗马哲学

B.德国古典哲学

C.近代英国哲学

D.近代法国哲学

【答案】:B

【解析】:0.1 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与创新。对马克思主义的形

成产生最直接、最重大的影响的，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 19

世纪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它们代表了到 19 世纪上半叶为止的人类思

想的最高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

2.【单选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是（ ）

A.理论联系实际

B.更新思想观念

C.熟读经典著作

D.了解党的文献

【答案】:A

【解析】:0.3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和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克思

主义的根本方法。首先，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决定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

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的科学性和旺盛的生

命力的根源就在于它同实际紧密结合。其次，这是由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决定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不论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还是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全面提高人的素质，

或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都是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3.【单选题】下列各项属于一元论哲学思想的是（ ）



A.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的

B.世界万物有一个共同的本质

C.世界万物是可以认识的

D.世界万物有多种多样的形态

【答案】:B

【解析】:1.1 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承认世界的统一性，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

物有一个共同的本质或本原，这种哲学就是一元论。

4.【单选题】实践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三种。下列各项属于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形

式的是（ ）

A.种地做工

B.教学科研

C.社会改革

D.治病救人

【答案】:C

【解析】:1.1 实践的本质、特点、形式和作用。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是处理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是为了配合物质生产实践所进行的活动。处理社会关系的

实践主要表现为社会管理、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社会改革等。

5.【单选题】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联系与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其中，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的是事物发展的（ ）

A.前提和条件

B.状态和形式

C.动力和源泉

D.趋势和道路

【答案】:D

【解析】:1.2 世界联系与发展的基本规律。联系和发展是有规律的。唯物辩证

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联系与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由对立统一规律、

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和一系列其他范畴构成的科学体系。对立统一规

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状态和形式，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范畴则揭示了



事物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6.【单选题】抹杀意识的客观性，把意识说成是纯粹主观自生的，这是一种（ ）

A.唯心主义的观点

B.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

C.形而上学的观点

D.不可知论的观点

【答案】:A

【解析】:1.3 意识及其能动作用。意识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如果抹杀意

识的主观性，把意识等同于物质或客观事物，把意识说成是人脑的分泌物，就是

一种庸俗唯物主义观点。如果抹杀意识的客观性，把意识说成是纯粹主观自生的，

就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7.【单选题】人们追求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认识，归根结底是为了（ ）

A.透过现象揭示本质

B.满足所有人的精神追求

C.通过偶然发现必然

D.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答案】:D

【解析】:2.4 认识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们之所以追求

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认识，归根到底是为了用这种科学的认识去指导人们的实践，

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

8.【单选题】理性认识的三种形式是（ ）

A.感觉、概念、判断

B.概念、判断、推理

C.感觉、知觉、表象

D.感觉、知觉、推理

【答案】:B

【解析】:2.2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包括感觉、

知觉、表象三种形式。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包括概念、判断、推理三种

形式。



9.【单选题】下列各项正确说明真理问题的是（ ）

A.真理是“绝对理念”的自我显现

B.真理是观念与主体的感觉相符合

C.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能动反映

D.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答案】:D

【解析】:2.3 真理及其属性。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与客

观世界相符合、相一致的认识，任何真理总是包含着不依赖主体和人类的客观内

容，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承认真理的客观性同承认真理的绝对性是一致的。

10.【单选题】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是（ ）

A.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

B.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

C.划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标准

D.划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标准

【答案】:C

【解析】:3.1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划分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凡是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

属于历史唯物主义；凡是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属于历史唯心主义。两

种历史观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围绕着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展开的。

11.【单选题】衡量生产力水平的客观尺度是（ ）

A.生产工具的状况

B.劳动对象的广度

C.劳动产品的数量

D.劳动产品的质量

【答案】:A

【解析】:3.1 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现代生产力系统独立的实

体性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生产工具是劳动资料的主要内容，

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

12.【单选题】下列各项关于社会改革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社会改革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变革

B.社会改革仅仅是社会心态的改良

C.社会改革是制度体制的根本改变

D.社会改革是社会体制的改善和革新

【答案】:D

【解析】:3.2 革命和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改革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

为了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的某些部分或环节，

使该社会制度得到持续存在与发展或自我完善，而对社会体制进行的改善与革新。

13.【单选题】区分普通人物和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们（ ）

A.社会财富的多寡

B.历史作用的大小

C.文化水平的高低

D.社会贡献的有无

【答案】:B

【解析】:3.3 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其对历史发展作用的大小，可以区分

普通个人和历史人物。

14.【单选题】商品生产者同一劳动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 ）

A.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B.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

C.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D.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答案】:D

【解析】:4.1 商品经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商品生产者的同一劳动过程的

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统一的，并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

两种劳动或两次劳动。商品生产者在从事具体劳动的同时，也就支出了抽象劳动。

具体劳动是生产商品劳动的自然属性，抽象劳动是生产商品劳动的社会属性。

15.【单选题】以下关于商品使用价值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B.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



C.同一物品只能有一种使用价值

D.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可能有价值

【答案】:C

【解析】:4.1 商品经济。使用价值是一种物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

即物品的有用性。如粮食可以充饥，衣服能够遮体，房屋可供居住等。使用价值

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它是由物品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特性所决定的。商品的使

用价值千差万别，不同物品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同一物品可具有多种使用价值。

16.【单选题】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是（ ）

A.资本完成原始积累

B.商品生产者出现两极分化

C.劳动力成为商品

D.劳动者有人身自由

【答案】:C

【解析】:4.2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资本家手中的货币之所以会带来更多

的货币，发生价值增殖，产生剩余价值，从而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原因就在于资

本家在市场上购买到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通过对它

的使用不仅能创造出价值，而且能创造出比它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即创造出剩

余价值。这种特殊商品就是劳动力。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

前提。

17.【单选题】必要劳动时间不变，通过工作日的延长而生产的剩余价值是（ ）

A.绝对剩余价值

B.相对剩余价值

C.超额剩余价值

D.平均剩余价值

【答案】:A

【解析】:4.2 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在雇佣工人的必

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工作日的延长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

价值。

18.【单选题】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写作《资本论》的时代，主要资本主



义国家处于（ ）

A.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

B.一般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C.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D.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答案】:A

【解析】:5.1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经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马克思写

成了《资本论》这部鸿篇巨著，于 1986 年出版第一卷。马克思过世后，恩格斯

又组织出版该书的第 2、3卷。《资本论》及其手稿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哲学。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写作《资本论》的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

家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

19.【单选题】各种垄断组织形式中，垄断了某种商品生产和经营全过程的独立

的大型垄断企业是（ ）

A.卡特尔

B.辛迪加

C.托拉斯

D.康采恩

【答案】:C

【解析】:5.1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到 20 世纪上半期，较为重要的垄断

组织形式有：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卡特尔，即通过生产或经营同

类产品的一些大型垄断企业之间较稳定的垄断协议形成的、在生产或流通的某个

或某些环节实行垄断的组织形式；辛迪加，即把一些在法律上和生产上还是独立

的大垄断企业在流通环节上统一起来，进行垄断经营的组织形式；托拉斯，即垄

断了某种商品生产和经营全过程的独立的大型垄断企业；康采恩，即由一两个特

大型垄断企业为核心，联合了各方面各领域一大批企业所形成的超大型垄断集团。

20.【单选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指（ ）

A.资本主义国家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资本主义

B.垄断的工业资本与垄断的银行资本相结合的资本主义

C.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相结合的资本主义



D.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相结合的资本主义

【答案】:A

【解析】:5.1 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国家与垄

断资本相结合的资本主义，这种结合有多种形式，并且这些具体形式还会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但其基本的、主要的形式则可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国家直接掌控的垄断资本；第二，国家和私人资本在企业内部的结合；第

三，国家和私人资本在企业外部的结合。

21.【单选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作了精辟而辩证的论述，他所说

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是指（ ）

A.资本主义发展了商品经济，繁荣了世界市场

B.资本主义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促进了社会进步

C.资本主义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

D.资本主义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新生产方式创造了物质条件

【答案】:D

【解析】:5.3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马克思指出：“发展社会劳动生

产力，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

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这是对资本主义历史过渡性最精辟而辩证的论述。

22.【单选题】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开面世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 ）

A.《共产党宣言》

B.《法兰西内战》

C.《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D.《哥达纲领批判》

【答案】:A

【解析】:6.1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1847 年年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受世界上

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起草并于 1848 年 2 月发表的《共

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公开面世。

23.【单选题】最早在一个国家里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 ）

A.正义者同盟



B.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C.俄国布尔什维克

D.中国共产党

【答案】:B

【解析】:6.4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新型的革命政党。1869 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

工党，是最早在一个国家里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24.【单选题】下列选项中属于共产主义社会显著特征的是（ ）

A.按生产要素分配

B.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C.按能力大小分配

D.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答案】:D

【解析】:7.1 实行社会公有制和按需分配。马克思十分强调“各尽所能、按需

分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并把它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一面旗帜加以突

出论述。

25.【单选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经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

一个阶段是（ ）

A.产品经济社会

B.商品经济社会

C.社会主义社会

D.自然经济社会

【答案】:C

【解析】:7.3 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预见到，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在其发展进程中，将经历低级和高级两个成熟程度不同的发展

阶段，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为社会主义社会，第二阶段或高级阶段为共产主义社

会。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5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26.【简答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简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特征。



【答案】:(1)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为后继者所发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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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简要地说，它是

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3 分)

(2)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特征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3

分)

【解析】：0.2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

27.【简答题】简述认识客体的含义、构成和性质。

【答案】:(1)认识客体是指人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2 分)

(2)认识客体由自然客体、社会客体和精神客体构成。(2 分)

(3)首先，认识客体具有客观性；其次，认识客体具有对象性。(2 分)

【解析】：2.1 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的反映

28.【简答题】什么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它的本质是什么？

【答案】:(1)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对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看法和见解，是

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3 分)

(2)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

和雇佣劳动制度服务的，因此本质上是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思想体系。(3

分)

【解析】：4.4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本质

29.【简答题】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统治加强的原因和主

要表现。

【答案】:(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竞争的加剧，生产和

资本的进一步集中，使垄断统治进一步加强。(2 分)

(2)垄断统治加强的主要表现：企业兼并速度加快，混合兼并占主导地位。(1 分)

企业规模扩大，垄断程度提高。(1 分)企业组织的生产经营多样化，混合联合企

业大量涌现。(1 分)垄断组织向国际化方向发展，跨国公司迅速增加。(1 分)

【解析】：5.1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

30.【简答题】简述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发展的历史贡献。

【答案】:(1)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社会制度出现在世界上，推动了人类

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演进。(2 分)



(2)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资本主义和霸

权主义在世界上的扩张。(2 分)

(3)社会主义力量坚定地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推动着和平与发展的世

界时代潮流。(1 分)

(4)社会主义引导着世界人民的前进方向。(1 分)

【解析】：6.1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三、论述题：本大题共 3 小题，考生任选其中 2 题作答，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如果考生回答的题目超过 2题，只按考生回答题目的前 2题计分。

31.【论述题】试述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

重要意义。

【答案】:(1)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也就是共性和个性或一般和个别的

关系。(1 分)第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联结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

之中，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2 分)第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区别

的，共性只是包含了同类个别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的东西，而没有包括个别事物

的全部内容和特点。(2 分)第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

转化。(1 分)

(2)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

础。(2 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

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 分)

【解析】：1.2 世界联系与发展的基本规律

32.【论述题】如何理解“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答案】:(1)所谓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说人类社会的发

展也像自然界一样，是客观的、物质的、辩证的过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客观规律性。(2 分)同时又应看到，正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构成

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形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2 分)

(2)第一，每一代人所遇到的都是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不能自由选择

的。(2 分)第二，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去改变原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但是，这将引起什么样的社会结果，自己是意识不到的。(2 分)第三，把社



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水平，就有可靠的根据把社

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2 分)

【解析】：3.1 社会形态的划分和社会形态的更替与发展

33.【论述题】试述借贷资本和利息的来源与本质。

【答案】:(1)借贷资本是从职能资本即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运动中分离出来的特

殊资本形式；(2 分)它主要来源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职能资本家手中暂时闲

置的货币资本。(2 分)

(2)借贷资本的本质是为了取得利息而暂时贷给职能资本家使用的货币资本。(2

分)

(3)职能资本家为暂时获得所借贷的货币资本使用权，必须向借贷资本家支付利

息。(1 分)

(4)利息是职能资本家使用借贷资本而让给借贷资本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剩

余价值的特殊转化形式。(3 分)

【解析】：4.3 剩余价值的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