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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自学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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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提出的各项任务，为马克思

主义的产生提供了( )

A.主观条件 B.客观条件

C.阶级基础 D.理论基础

2.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是( )

A.科学社会主义 B.历史学

C.政治经济学 D.哲学

3.判断一个事物是新事物还是旧事物，主要是看它( )

A.是否形式新奇 B.是否满足大多数人的主观愿望

C.是否新近出现 D.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

4.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和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 )

A.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 B.世界万物有共同的本原

C.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D.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

5.现象可以区分为真象和假象。假象是指( )

A.歪曲地表现本质的现象 B.与本质一致的现象

C.直接地表现本质的现象 D.不表现本质的现象

6.规律的客观性是指( )

A.规律是人无法认识的 B.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C.规律是人无法利用的 D.规律是不在人类思维领域起作用的

7.不可知论的错误在于( )

A.否认思维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 B.把活生生的认识过程凝固化

C.否认认识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 D.把多方面的认识过程片面化

8.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需要经过两次飞跃。下列选项中属于第二次飞跃的是( )

A.深入调查研究 B.理论付诸实践

C.分析具体情况 D.掌握基本原理

9.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 )

A.可以从认识本身得到证实 B.可以从认识对象中得到回答

C.可以由认识主体自行判断 D. 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验证

10.先进的社会意识之所以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是由于( )

A.它是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 B.它是对社会规律的正确反映

C.它应社会生活的需求而产生 D.它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变化

11.判断一种生产关系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主要是看( )

A.它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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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它是按劳分配还是按资分配

C.它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生产资料私有制

D.它是促进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

12.社会改革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存在于有史以来的各种社会制度中。这说明

社会改革具有( )

A.统一性 B.多样性

C.普遍性 D.特殊性

13.既承认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又承认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这是一种( )

A.机械决定论观点 B.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C.历史循环论观点 D.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14.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总称是( )

A.货币经济 B.商品经济

C.产品经济 D. 自然经济

15.货币最基本的职能是( )

A.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 B.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

C.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D.流通手段和世界货币

16.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 )

A.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B.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C.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对立 D.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对立

17.在工作日长度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相应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

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是( )

A.绝对剩余价值 B.超额剩余价值

C.相对剩余价值 D.平均剩余价值

18.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是( )

A. 国家制度 B.政党制度

C.选举制度 D. 民主制度

19.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自然而然会走向垄断。而引起生产和资本集中的

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 则是( )

A.商品经济的发展 B. 自由竞争的驱动

C.市场体系的完善 D.法律制度的规范

20.垄断利润不可能来源于( )

A.垄断企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B.非垄断企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C.其他国家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 D.垄断本身创造的商品价值增殖

21.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对外输出资本的必要性在于( )

A. 国内劳动供给过剩 B. 国内商品需求过剩

C.存在大量过剩资本 D.存在激烈金融竞争

22.新殖民主义在对外经济侵略形式上不同于老殖民主义的做法是( )

A.对外输出商品 B.对外输出资本

C.进行“对外援助 ” D.进行“颜色革命 ”

23.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第一次尝试是( )

A.法国大革命 B. 巴黎公社革命

C.俄国二月革命 D.俄国十月革命

24.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是( )

A. 民主集中制 B.集体领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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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个人领导制 D.群众监督制

25.下列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展望的是( )

A.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B.实行社会公有制和按需分配

C.阶级的消灭和国家自行消亡

D.人们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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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运动的含义以及物质和运动的关系。

27.简要说明人与社会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28.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在经济上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29.29.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在私人企业外部进行管理和调控经济活动？

30.简述空想社会主义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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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认识真理与价值的关系？

32.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包括哪几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特点、实质和根源是什

么？

33.为什么说经济全球化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生产和资本国际化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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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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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D 3.D 4.C 5.A
6.B 7.A 8.B 9.D 10.B
11.D 12.C 13.B 14.B 15.C
16.A 17.C 18.A 19.B 20.D
21.C 22.C 23.B 24.A 25.D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26.（1）运动是标志物质世界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变化和过程的哲学范畴。（2 分）

（2）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2 分）世界上不存在脱

离运动的物质，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之中；世界上也不存在没有物质的运动，一切运动都是

物质的运动。（2 分）

27.（1）人的出现与社会的产生是一致的。（1 分）

（2）人的活动与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变化是一致的。（2 分）

（3）社会的本质和人的本质是一致的，这种一致的基础是实践。（2 分）

（4）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是一致的。（1 分）

28.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在经济上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1）一是大量的有人身自由但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2 分）

（2）二是少数人手中积累起为组织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大量货币财富；（2 分）

（3）这两个条件通过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缓慢和逐渐地准备着，资本原始积累加速了

它的形成。（2 分）

29.（1）资本主义国家对私人企业一般采取微观规制和宏观调控两方面的措施实现其经济职

能。（2 分）

（2）在微观规制方面，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规范企业行为，使其符合国家垄断资本的需要。

（2 分）

（3）在宏观调控方面，主要是通过各种经济手段调节私人企业的经济活动，诱使其向国家

希望的方向发展。（2 分）

30.（1）囿于唯心史观，空想社会主义者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却不能揭示出资本

主义必然灭亡的经济根

源和客观必然性。（2 分）

（2）空想社会主义者要求埋葬资本主义，却找不到埋葬资本主义的力量。（2 分）

（3）空想社会主义者憧憬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却找不到通往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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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与价值是认识过程中的一对矛盾，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2 分）

（2）真理与价值的对立是指真理与价值的不同：真理体现的是认识与认识对象相一致、相

符合的关系；（2 分）而

价值是指客体对人需要的满足，表示客体具有对人有用或对主体有意义的属性。二者不可混

为一谈。（2 分）

（3）真理与价值又是不可分的，又有统一的一面：第一，真理能够指导社会实践成功地改

造世界，以这种实践的

成果来满足人的需要，这就是真理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属性。（2 分）第二，真理与正确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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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相一致，正确的价值观

是在真理指导下形成的。（2 分）

32.（1）从一次危机的开始到下一次危机的开始所经历的时间，就是再生产的一个周期。（1
分）资本主义再生产

周期一般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其中危机阶段是再生产周期的决定性阶段。

（3 分）

（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特点是商品生产过剩。（2 分）

（3）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2 分）

（4）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

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 的矛盾。（2 分）

33.（1）资本主义生产中，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越出国界，就变成国际分工。随着生产的发

展，国际分工也在不断 深化。（2 分）

（2）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资本主义生产日益向国际化

生产和交换方向发展， 并形成了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3 分）

（3）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生产国际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资本国际化也在同时发展。在

从商业资本、借贷资本 到产业资本国际化的过程中，国际经济关系逐步向深度和广度扩展，

导致经济全球化的到来。（3 分）

（4）经济全球化是在生产发展、科技进步、国际分工和生产与资本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中，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 活动越来越超出本国或地区范围，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过程。

（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