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0 月全国自学考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试卷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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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 )。

A.马克思和列宁 B.马克思和圣西门

C.马克思和斯密 D.马克思和恩格斯

解析：D。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为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的，以反对

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或者简要地说，它是关于无

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2.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特征在于，它是以实践为基础的( )。

A.全面性和深刻性的统一

B.逻辑性和历史性的统一

C.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D.客观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解析：C。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都是以实践性为基础的。

3.唯物主义哲学发展所经历的第二种基本形态是( )。

A.朴素唯物主义 B.辩证唯物主义

C.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D.历史唯物主义

解析：C。唯物主义哲学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三种基本形态：古代的朴

素唯物主义，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4.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一切运动都是物质的运动，这表明物质和运动( )。

A.不可分割 B.不易区别



C.完全对立 D.绝对同一

解析：A。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一方面，世界上不存在脱离

运动的物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一不是处在运动中。

5.与自然规律相比，社会规律( )。

A.不具有客观性 B.是通过各种盲目力量实现的

C.不具有主观性 D.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实现的

解析：D。社会规律是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实现的。

6.把意识说成是人脑的分泌物，这是一种( )。

A.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 B.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

C.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D.辩证唯物主义

解析：A。意识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如果抹杀意识的主观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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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意识说成纯粹是主观自生的，就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7.在认识论上，一切唯物主义都坚持( )。

A.实践论 B.先验论

C.反映论 D.矛盾论

解析：C。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

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

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辩证唯物论

是对这种唯物论的发展和超越，它把实践观引进到认识论中来，并把认识论与辩证法结合起

来，科学地揭示了认识的本质，把认识看做是主体在实践中能动地反映客体的过程，从而使

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成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8.真理的价值问题也就是( )。

A.真理是否具有客观性 B.真理是否永恒存在



C.真理是否具有阶级性 D.真理是否对人有用

解析：D。研究认识是否与对象相一致、相符合，这是真理问题;研究这种与对象相一致、

相符合的认识有什么用，能满足人的什么样的需要，这就是价值问题。

9.下列选项中，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是( )。

A.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 B.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C.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 D.辩证唯物主义运动观

解析：B。辩证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这条思想路线的理论基

础;而党的思想路线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在实际中的具体运用。

10.下列各项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是( )。

A.政府机关 B.政治思想

C.社会科学 D.自然科学

解析：A。政治上层建筑亦称实体性上层建筑，指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军队、警察、法院、

监狱、政府机关等设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组织。

11.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从关系上看，二者( )。

A.相互孤立 B.相互平行

C.相互决定 D.相互制约

解析：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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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对基本

矛盾，不是互相孤立、互相平行的，而是相互制约、有主次之分的。

12.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 )。

A.理想信念的分歧 B.物质利益的对立

C.价值取向的冲突 D.宗教信仰的差异

解析：B。物质利益的对立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



剥削阶级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占有被剥削阶级的剩余劳动，使他们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

地位。

13.人的本质是由于人的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决定的，人的自然属性指的是( )。

A.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劳动本质

B.人的肉体存在及其特性

C.由个人需要决定的人的具体本质

D.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具体本质

解析：B。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属性。自然属性是指人的肉

体存在及其特性;社会属性是指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与人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自然属性是

人存在的基础，但从根本上讲，人之所以是人，不在于人的自然属性，而在于人的社会属性。

人的本质不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而是由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的。马克思从三个方面对人

的本质作了界定。

14.货币的五种职能中最基本的是( )。

A.世界货币和贮藏手段 B.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

C.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D.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

解析：C。货币的本质是通过它的职能得到体现的，货币的职能是指货币在社会经济生

活中的作用。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中，货币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

界货币五种职能，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最基本的职能。

15.剩余价值率反映的是( )。

A.不变资本的增殖程度

B.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

C.固定资本的增殖程度

D.流动资本的增殖程度

解析：B。为揭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提供了科学根据，正确地表明资本主义剥削

程度的是剩余价值率。



16.产业资本的循环流动是( )。

A.购买和销售两个阶段的统一

B.购买和生产的统一

C.生产和销售的统一

D.购买、生产和销售的统一

解析：D。单个产业资本在其现实循环运动过程中，依次经过三个阶段，即购买阶段、

生产阶段、销售阶段。

17.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包括( )。

A.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 B.物质补偿和精神补偿

C.有形补偿和无形补偿 D.商品补偿和货币补偿

解析：A。社会总产品的实现，也就是社会总产品的补偿，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

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即社会总产品的各个构成部分的价值，包括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

价值和剩余价值，如何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即如何通过商品的销售以货币形式收回。

另一方面是社会总产品的物质补偿，即社会总产品的各个构成部分的价值转化为货币形式以

后，如何再转化为所需要的产品。

18.平均利润率是( )。

A.社会利润总量与社会预付可变资本的比率

B.社会利润总量与不变资本的比率

C.社会的剩余价值总量与社会预付可变资本的比率

D.社会的剩余价值总量与社会预付总资本的比率

解析：D。平均利润率是全社会的剩余价值总量与社会总资本的比率。平均利润率不是

各个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的绝对平均;平均利润率形成后，并非各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毫

无差别。利润率的平均化是在部门之间竞争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总的发展趋势，具有客观必然

性。所以，平均利润率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



19.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产生于( )。

A.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

B.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C.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D.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解析：B。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其中的基本经济特征是金融资本的形成与金融寡头的统治。

20.为了能够获取垄断利润，垄断组织在收购原材料时一般会采用( )。

A.垄断高价 B.垄断低价

C.市场自由价 D.市场协商价

解析：B。垄断价格包括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两种形式。垄断高价是指垄断组织出售商

品时规定的高于生产价格的价格，垄断低价是指可以垄断组织在购买非垄断企业所生产的原

材料等生产资料时规定的低于生产价格的价格。

21.资本主义国家对私人企业进行规范和管制的主要手段是( )。

A.财政手段 B.货币手段

C.法律手段 D.行政手段

解析：A。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间接地调节私人企业的经济活动，诱导私人企业向

国家希望的方向发展，如通过财政政策，以增税、减税或是补贴的方式，可以引导私人企业

增加生产或是减少生产;也可以通过货币金融政策，如放松还是收紧银根，实行差别利率等

方式，引导企业的行为和发展方向。

22.早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国际分工主要是( )。

A.水平分工 B.工农业内部分工

C.垂直分工 D.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工

解析：C。早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国际分工主要是所谓垂直分工，即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从事工业生产，经济落后的不发达国家从事农业和原材料、初级产品生产;战后以

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出现了工业国之间的水平分工，并进而从过

去的在世界范围内按部门实行专业化分工，发展到按工艺和生产阶段实行专业化分工。

23.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 )。

A.工作共产党 B.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C.共产主义同盟 D.俄国布尔什维克党

解析：C。1847 年底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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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作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被写进 2017 党的十

九大的党章的是( )。

A.邓小平理论 B.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C.科学发展观 D.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解析：D。2017 年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被写入了十九大通过

的党章中。

25.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条件和基础是( )。

A.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B.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和谐

C.人们道德水平的极大提升

D.人们法律意识的极大提高

解析：A。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条件和基础。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26.简述内容和形式的含义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



解析：

(1)内容是指构成事物的一切要素的总和。形式是指把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表

现内容的方式。

(2)内容和形式是对立的统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对内容有反作用，二者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相互转化。

(3)内容和形式反映事物的内在要素和结构方式的关系，二者相互作用构成从基本适合

到基本不适合、再到新的基本适合的矛盾运动过程。

27.简述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主要表现。

解析：

(1)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即它在反映社会存在的同时,还有自己特有的发展形式和

规律。

(2)表现：

①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进步的社会实践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于社会

存在的社会意识阻碍社会的发展。

②社会意识内部各种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各自具有的历史继承性。

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

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对社会发展起着阻

碍的作用.

28.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是什么?

解析：

(1)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29.简述市场经济下调控货币流通量的必要性及主要手段。

解析：



(1)必要性：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

(2)手段：

①公开市场业务。由中央银行在货币资本市场上公开出售或收购有价证券，调节货币量;

②最低准备金率政策。通过调整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率，来调节流通中的货币

量。

③再贴现利率政策。通过调整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再贴现票据的利率，调节流通中的货

币量。

30.简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关系。

解析：

(1)二者相辅相成，相互结合与促进，有机联系和统一;

(2)远大理想是现阶段共同理想的奋斗目标。实现我国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坚持共产主

义发展方向，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

(3)现阶段的共同理想是远大理想的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成功实践，

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奠定坚实基础。

三、论述题(本大题共 3 小题，请选择 2 题作答，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31.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区别和联系，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要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

义。

解析：

区别和联系：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认识的两个阶段，它们既相互

区别，又相互联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1)对立：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是对事物的片面、现象和外部联系的反映;理性

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对事物的全体、本质和内部联系的反映;

(2)统一：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发展到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相互渗透。

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原因：



(1)割裂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性会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2)经验主义夸大个别、局部的经验，否认科学理论的指导意义;

(3)教条主义夸大理论和书本知识的作用，把理论当成教条。

32.试述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及其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解析：

(1)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

(2)商品价值量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简单劳动为尺度;

(3)单位商品价值量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与社会必要劳动量成正比。

①劳动生产率越高，一定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数量就越多，但所形成的价值总量不变，

从而平均到单位商品内的价值量就越少;

②反之，劳动生产率越低，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大;

③所以，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包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成正比，而与生产该商品

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33.如何认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解析：

(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资产阶级

国家政权同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是为私人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的。

(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参与和干预社会经

济生活，以保证垄断资产阶级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双重性：既有其促进作用，又有

其局限性，并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