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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631

科目名称：政治学原理

考纲说明：本科目为攻读政治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

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共同考试科目，要求考生系统掌握政治学的基本知识、基

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并能运用政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现实政治问题。

考查目标

1.系统掌握政治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政治观念。

2.掌握政治学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

3.能运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政治问题。

考查范围

导论

第一节 政治学及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政治的含义

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节 政治学的历史发展

一、政治学在古代的发展

二、近代以来政治学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第三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丰富发展

一、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贡献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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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阶级和国家

第一节 阶级与国家的起源

一、阶级产生与国家起源

二、中国的国家起源

三、其他国家起源理论

第二节 国家的本质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本质的基本观点

二、其他国家观

第三节 国家的职能

一、国家的内部职能和外部职能及其相互关系

二、国家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

第四节 国家的历史类型和国家的消亡

一、国家历史类型的涵义、划分标准和更替方式

二、国家的消亡

第五节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性质

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

二、中国的国家性质

三、中国国家性质的基本内涵

第二章 国家权力与国家形式

第一节 国家权力

一、国家权力的涵义

二、国家权力的特征

三、国家权力的结构

第二节 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一、国体和政体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二、不同类型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

第三节 国家结构形式

一、国家结构形式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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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结构形式的基本类型

第四节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形式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特点

二、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国统一、多民族单一制国家的特点以及采用这种制度的原因

四、特别行政区制度

第三章 国家结构

第一节 国家机构的涵义与构成

一、国家机构的涵义和基本特点

二、国家机构的构成

第二节 西方国家的国家机构

一、西方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

二、西方国家主要国家机关的职权及其相互关系

第三节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机构

一、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涵义

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优越性

三、中国主要国家机关的职权及其相互关系

第四章 政治民主

第一节 政治民主的涵义

一、政治民主的概念

二、政治民主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

一、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及其局限性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及其特征

二、中国特色社会民主制度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方针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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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党和政党制度

第一节政党的涵义与作用

一、政党的涵义和特征

二、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第二节 政党制度

一、政党制度的涵义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第三节 当代中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二、中国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涵义、特征和优越性

第四节 中国的统一战线

一、新时期统一的基本内容

二、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

第六章 政治参与

第一节 政治参与概述

一、政治参与的涵义和特征

二、政治参与的作用

第二节 西方国家的政治参与

一、西方国家政治参与的形式

二、西方国家政治参与的特征与实质

第三节 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

一、中国政治参与的特点

二、中国政治参与的体制、机制及方式

三、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涵义、特征和扩大途径

第七章 政治文化

第一节 政治文化的涵义与功能

一、政治文化的涵义和特征

二、政治文化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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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文化的功能

第二节 政治社会化

一、政治社会化的涵义

二、政治社会化的途径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第八章 政治发展

第一节 政治发展的涵义与理论

一、政治发展的涵义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

第二节 政治发展的动力与途径

一、政治发展的动力

二、政治发展的途径

三、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

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第四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性质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原则

四、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第九章 民族与宗教

第一节 民族与宗教的涵义

一、民族的涵义与特征

二、宗教的涵义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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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与宗教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二节 当代世界的民族与宗教问题

一、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

二、当代世界宗教问题的具体表现

三、当代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根源

第三节 中国的民族与宗教问题

一、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涵和特征

二、中国的宗教政策

第十章 国际政治与世界格局

第一节 国际政治

一、国际政治的涵义

二、国际政治行为主体

三、国际政治基本准则的涵义和特征

四、国际法的涵义、特点和和作用

第二节 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

一、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

第三节 中国的对外政策

一、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

二、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主要参考书目（所列参考书目仅供参考）

《政治学概论》编写组：《政治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