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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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革命送来的科学指导思想是( )。

A.马克思列宁主义 B.“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C.邓小平理论 D.科学发展观

解析：A(1-49)。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

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国革命从此有了科学的指

导思想。

2.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会议是( )。

A.党的一大 B.党的二大

C.党的七大 D.党的八大

解析：C(1-50)。1945 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3.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是( )。

A.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

B.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C.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

D.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

解析：D(2-72)。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

我批评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4.近代中国人民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 )。

A.社会主义 B.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C.共产主义 D.国家统一和世界人民团结



解析：B(2-60)。近代中国人民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5.在中国演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段是( )。

A.工人阶级 B.农民阶级

C.小资产阶级 D.民族资产阶级

解析：A(2-64)。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是中国演变的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级，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

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

6.毛泽东指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主观条件是( )。

A.中国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

B.反革命阵营持续争斗和军阀长期混战

C.大革命存留的政治影响和全国革命形式的发展

D.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和党组织的坚强有力及政策正确

解析：D(2-69)。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组织的坚强有力及政策的

正确，构成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主观条件。

7.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被形象比喻为鸟的主体和两翼，主体是指( )。

A.社会主义工业化

B.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C.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D.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解析：A(3-78)。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被概括为“一化三改”：

(1)“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即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离，可以比喻为鸟的“主体”和“两翼”。其中，

“一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8.正确处理政治思想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要实行的方针是( )。

A.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B.团结-批评-团结

C.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D.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解析：B(4-92)。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

对于政治思想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

持说服教育、讨论的方法。所以该题正确答案为 B选项。

9.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可简明概括为( )。

A.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B.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C.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D.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解析：C(5-104)。1987 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主要内容作了系统总结。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系

统的概括，也标志着邓小平理论轮廓的形成。

10.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是( )。

A.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B.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C.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D.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解析：D(5-P91)。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



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11.党的十四大大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 )。

A.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B.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C.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

D.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

解析：B(6-124)。江泽民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明确提出使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提法。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答案选 B。

12.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是( )。

A.高速发展 B.以人为本

C.公平优先 D.效率优先

解析：B(7-P135)。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1)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科学发展观

的第一要义。(2)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3)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

发展观的基本要求。(4)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1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是( )。

A.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B.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C.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

D.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

解析：A(8-151)。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

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14.中国梦的本质是( )。



A.中国改革、中国声音、中国形象

B.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C.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D.人民幸福、民族振兴、世界大国

解析：C(9-162)。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答案选 C。

15.中国社会主义新时代“两步走”战略的安排，到 2035 年( )。

A.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

B.人均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

C.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D.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解析：D(9--164)。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的具体安排：(1)

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求。(2)从 2035 年到本

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要求。

16.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新发展理念，其中引导发展的第一动力是( )。

A.协调 B.创新

C.绿色 D.开放

解析：B(10--168)。新发展理念：(1)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协调是持

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3)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4)开放是国家繁荣发

展的必由之路。(5)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据题干，答案选 B。

17.我国的政体是( )。

A.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B.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C.人民民主专政 D.基层民主制度



解析：B(10-17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体，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

18.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国策是( )。

A.一国两制 B.大团结大联合

C.文攻武备 D.画出最大同心圆

解析：A(10-173)。“一国两制”方针是党和国家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国策。

19.生态文明核心是坚持( )。

A.尊重自然 B.顺应自然

C.保护自然 D.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解析：D(10-180)。生态文明的核心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建设是

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20.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 )。

A.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

B.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C.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D.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德治国家

解析：C(11-191)。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1.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 )。

A.军队必须能打仗

B.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C.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

D.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解析：D(12-201)。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

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22.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牢固树立的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是( )。

A.行动力 B.战斗力

C.领导力 D.思想力

解析：B(12-204)。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做到：

1.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2.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

3.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这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力量基础。

4.深入推进练兵备战。

23.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原则是( )。

A.共商共建共享 B.互相尊重合作共赢

C.联通畅通融通 D.立足全球，求真务实

解析：A(13-216)。“一带一路”建设的要求：

(1)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深化双向投资合作。

(2)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3)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主要是加强技术创新合作、理论创新交流互鉴、创

新人才资源交流合作。

(4)把“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紧密结合起来。



2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 )。

A.党的领导 B.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C.社会和谐 D.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解析：A(14-221)。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这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所决定的。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25.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前进的强大精神力是( )。

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B.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C.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D.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解析：C(14-22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7小题，任选其中 5题作答，每小题 7分，共 35 分。)

如果考生回答的题目超过 5题，只按考生回答题目的前 5题计分。

26.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

答：(1-51)。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2)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3)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

(4)政策和策略的理论。

(5)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



(6)党的建设理论。

27.简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

答：(5-105)。

社会主义的本质：(1)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2)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3)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内涵。

答：(8-150)。

(1)历史性。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2)实践性。这个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时代。

(3)人民性。这个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4)民族性。这个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时代。

(5)世界性。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

献的时代。

29.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答：(10-176)。

(1)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

(2)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

(3)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

30.简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及其辩证关系。



答：(11-189)。

(1)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4)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

3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答：(14-2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统揽伟大斗争、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2.在对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进行系统整合、编订而形成的，由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通过的一部法律是什么?它将于什么时间施行?

答：(时政题)。

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三、材料题(本大题共 1小题，共 15 分。)

33.材料分析题：

我们实现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

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

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

的维护者!

问题：如何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答：(13-217)。

(1)坚持和平发展，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2)完善外交布局，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3)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

(4)推动国际社会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