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4 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课程代码 03709)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选择题，第二部分为非选择题。

2.应考者必须按试题顺序在答题卡(纸)指定位置上作答，答在试卷上无效。

3.涂写部分，画图部分必须使用 2B 铅笔，书写部分必须使用黑色字迹签字笔。

第一部分 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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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涵上说，马克思主义( )
A.仅指马克思创立的理论 B.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理论

C.包括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称谓的各种理论 D.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

后继者的理论

2.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表现为它具有( )
A.崇高的社会理想和坚实的实践基础 B.彻底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政治立

场

C.丰富的理论来源和科学的理论内涵 D.完备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逻辑结

构

3.承认世界具有统- -性的哲学就是( )
A.唯物论 B.辩证法

C.一元论 D.可知论

4.“光阴好比河中水，只能流去不流回”，这句谚语说的是时间具有( )
A.客观性 B.一维性

C.有限性 D.永恒

5.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就是( )
A.坚持“两点论” B.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C.坚持“重点论” D.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6.假象同真象一样，也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种( )
A.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B.形而上学的观点

C.折衷主义的观点 D.诡辩论的观点

7.对于一个具体事物的认识要经历的完整过程是( )
A.感性认识一理性认识一 实践 B.实践一理性认识一 感性认识

C.感性认识一实践一 理 性认识 D.实践一感性认识一理性认识

8.在真理观上坚持辩证法，就必须承认( )
A.真理是主体对客体的正确反映 B.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C.真理的检验标准只能是实践 D.真理既是全面的又是具体的



9.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就是检验认识是否( )
A.与领袖言论相符合 B.与书本知识相符合

C.与客观实际相符合 D.与逻辑规则相符合

10.社会存在是指( )
A.生产力各个要素的总和 B.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

C.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 D.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

11.生产关系范畴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 )
A.政治关系 B.经济关系

C.交往关系 D.协作关系

1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的是( )
A.任何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根源于它的经济基础

B.任何社会的上层建筑都产生于它的经济基础之后

C.上层建筑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与经济基础的变化同步

D..上层建筑任何部分的性质都由经济基础直接决定

13.“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界定 强调的是( )
A.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B.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

C.一切人的共有本质 D.人的肉体存在及其特性

14.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 )
A.成正比 B.成反比

C.同比例变化 D.没有关系

15.劳动力成为商品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 )
A.劳动者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B.劳动者有人身自由且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

C.劳动者有人身自由且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D.劳动者有人身自由且丧失了一切生活资料

16.以下不属于资本积累后果的是( )
A.工作日的延长 B.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C.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 D.贫富两极分化扩大

17.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是( )
A.政党制度 B.民主制度

C.国家制度 D.选举制度

18.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前所处的阶段是

( )
A.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 B.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C.垄断竞争资本主义阶段 D.寡头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19.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向某些私人企业注入一部分资金，

帮助其走出困境，这种行为属于( )



A.建立资本主义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一种方式

B.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计划管理的一种方式

C.国家和私人资本在企业外部结合的一种方式

D.国家和私人资本在企业内部结合的一种方式

20.当代国际垄断组织的最主要形式是( )
A.国际卡特尔、国际辛迪加和国际托拉斯

B.国际辛迪加、国际托拉斯和跨国公司

C.国际托拉斯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

D.跨国公司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

21.为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和共同组织社会化生产准备了最充分物质条件

和经济条件的是( )
A.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公 B.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C.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充分发展 D.世界市场的产生和充分发展

22.《乌托邦》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其作者是( )
A.圣西门 B.傅立叶

C.莫尔 D.欧文

23.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 )
A.共产主义者同盟 B.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C.中国共产党 D.俄国布尔什维克党

24.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 )
A.与繁荣的封建社会相当的社会生产力

B.远远高于以往一切社会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

C.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当的社会生产力

D.建立在信息化智能化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力

25.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和共同理想是( )
A.完全实现公民的自由平等 B.完全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C.完全实现国家的文明和谐 D.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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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

南，简述其理由。

27.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与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对于认识本质的回答有

什么不同?



28.简述剩余价值生产的基本方法。

29.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输出对输出国有哪些作用?

30.为什么说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彻底、最深刻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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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的原理及其现实意义。

32.试述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

作用。

33.试述货币的起源、本质和职能。



品质 诚信 专业

更多资料详询：0532-89805510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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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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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 2. B 3. C 4. B 5. D
6. A 7. A 8. B 9. C 10. D
11. B 12. A 13. A 14. B 15. C
16. A 17. C 18. B 19. D 20. D
21. B 22. C 23. A 24. B 25. D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26. (1)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并不提供对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就不能把它当作直接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生搬硬套于

现实。(2 分)
(2)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它提供的是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就要把它当

作行动的指南，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研究并解决各种实际问题。(4 分)
27. (1) 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离开实践和辩证法考察认识问题，把认识理解为主体对客体的

直观的照镜子式的反映。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机械的、消极被动的反映论。(3 分)
(2)辩证唯物主义把实践观引入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认为认识是主体在实践基

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3 分)
28.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两种:
(1)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雇佣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工作日的绝对延长来

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

(2 分)提高劳动强度也属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1 分)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工作日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改变工作日中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

时间的比例，从而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2 分)它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条件。(1
分)
29. (1) 资本输出为过剩资本找到了出路，并由此获得大量来自海外的高额利润和利息。(2
分)
(2)资本输出是输出国从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各方面控制输入国的重要手段。.(1 分)
(3)资本输出是输出国扩大商品出口的重要手段。(1 分)
(4)资本输出使金融资本的银行网络遍布世界，从而强化了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
上的统治地位。(2 分)
30. (1) 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革命，这是以往不同私有制之间

相互取代所发生的革命不可比拟的。(2 分)
(2)无产阶级革命是最终要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革命。(2 分)
(3)无产阶级革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1 分)
(4)无产阶级革命是不断前进的历史进程。(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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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尊重客观规律是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只有认识了客观规律,并按规律办事，

才能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地改造世界。无视或违背规律，盲目蛮干，必然受到

规律的惩罚。(3 分)
(2)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又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品质 诚信 专业

更多资料详询：0532-898055106

反复实践，深入研究，才能把隐藏在事物内部的规律揭示出来。(3 分)
(3)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把

高度的实践热情与科学的求实态度结合起来。既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

要踏路实实地按规律办事:既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又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4 分)
32. (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二

者相互制约，前者起主导作用。(2 分)
(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性质和状况决定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性

质和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解

决。(4 分)
(3)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制约和决定其他各种社会矛盾，决

定整个社会的面貌，决定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和客观趋势，决定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演

进。(4 分)
33. (1) 由于单个商品无法表现自身的价值，只能在与其它商品交换时，通过另一种商品表

现出来。当充当等价物的材料由许多不同的商品最终固定在某一种商品上时，这种商品就成

为了货币。可见，货币是商品交换长期发展的产物，或者说是价值表现形式发展的结果。(3
分)
(2)货币的本质是固定充当-般等价物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

经济关系。(2 分)
(3)货币的职能:价值尺度,这是指货币是衡量和计算一切商品价值量大小的社会尺度。(1 分)
流通手段，这是指货币起着商品交换媒介的作用。(1 分)贮藏手段，这是指货币退出流通，

作为社会财富一般代表被保存起来。(1 分)支付手段，这是指货币在赊售买卖以及清偿债务、

支付税款、租金、工资等过程中所执行的职能。(1 分)世界货币，这是指货币越出一国范围

在世界市场上发挥-般等价物作用。(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