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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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科目名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考纲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研

究生入学考试科目，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方

法，能够运用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分析、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考查目标

1. 系统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

2. 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分析、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实际问题。

考查范围

导论

一、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特点

四、学习《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的意义和方法

第一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第一节 人类对未来社会的向往

一、空想社会主义之前的理想社会构想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三、空想社会主义的贡献和缺陷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一、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二、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伟大意义

第三节 科学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一、未来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

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三、马克思、恩格斯设想未来社会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第二章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节 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一、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

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节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一、社会形态更替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

第三节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一、社会发展道路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二、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与民族发展道路

三、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及其实现条件

第三章 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和途径

第一节 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政党

一、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二、无产阶级政党

第二节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

一、阶级斗争是阶级对立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二、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条件

三、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



四、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第三节 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

一、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历一个革命转变时期

二、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三、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第四章 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

第一节 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理论和策略

一、建设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

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三、武装夺取政权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

四、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第二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到垄断阶段的发展

二、帝国主义的实质和历史地位

第三节 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

一、把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区别开来

二、民族解放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第四节 社会主义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理论和十月革命

一、社会主义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基本依据

二、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三、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

第五章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发展及其挫折

第一节 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一、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然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

二、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节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二、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思考

第三节 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一、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推进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苏联模式的形成

第四节 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兴起和失败

一、苏联东欧的改革及其偏向

二、苏联东欧剧变的过程

三、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

第六章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一、

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二、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

第三节 毛泽东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确立和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及其重大历史意义

第四节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二、艰辛探索取得的科学成果

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刨与发展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

一、伟大的历史转折和改革开放的探索

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继续推进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一、世纪之交形势的深刻变化与党和国家面临的新考验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开拓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一、新世纪新阶段对我国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二、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

第四节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团结奋斗的旗帜

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科学内涵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

一、善于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

二、改革开放宝贵经验是对 30 多年实践经验的集中概括

第三节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实践的必然

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九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和基本问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

第十章 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第一节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及其新变化

二、新科技革命

第二节 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没有解决其基本矛盾

一、资本主义改良并没有解决其社会基本矛盾

二、当代资本主义面临一系列新矛盾

三、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终结其周期性经济危机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并没有逆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三、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和我们的责任

参考书目：

《科学社会主义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人民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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