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农业大学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 727 科目名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考查目标
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能

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综合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试题类型 名词解释 、简答题 、材料分析题 、论述题

参考书目

[1]《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5版），陈先达、杨耕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4版），卫兴华、林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9年。

[3]《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六版），高放、李景治、蒲国良主编，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

考查

内容

范围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马克思

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学习哲学，

终身受益。

二、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掌握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时间与空间是物

质运动的存在形式，人类社会产生的物质前提和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社

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意识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世界的

物质性。

三、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掌握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实践是人的

存在方式限定中的超越：实践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质，人对物质世界实践把握的

基本环节，实践是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

四、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掌握世界处在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之中，内容与形

式是事物的构成要素与表现方式，本质与现象是事物的根本性质与外在表现，原因与

结果是事物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必然与偶然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确定趋势与非

确定趋势，现实与可能是事物现存状况与未来发展的关系。

五、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掌握规律是本质的、必然的和稳定的联系，掌握对

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是对立面的统一，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相

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关系，量变与质变：事物

发展的基本状态，否定之否定：事物自我发展的过程。

六、认识的本质和过程，掌握认识是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实践基础上主体

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活动的发展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非理性



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七、价值的本质和特征，掌握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的意义关系，价值的客观前提与

主体性特征，人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价值评价是认识的特殊形式，价值观是价值

关系应然状态的展示与期盼，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人类活动的两个基本原则。

八、社会的本质和结构，掌握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是不断自我更新的

有机体，生产力标志着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现实关系，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

社会的政治结构及其核心，社会的文化结构及其功能。

九、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创造者，掌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科学技术革命是

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十、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掌握社会形态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人的本质与人性，

人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时间是人的发展空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一、导论：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和研究对象。

二、商品与货币：掌握商品与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的二因素，

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的价值量，货币的起源、发展、职能，价值规律的内容、作用及实

现形式。

三、剩余价值的生产、分配与资本积累：掌握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

剩余价值的产生、生产方法，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形式及数量变动规律，利润转化为

平均利润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商业资本与商业利润，借贷资本与银行利润等内容。

四、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掌握资本的循环、周转，社会总资本

的再生产和流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五、垄断资本主义：掌握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阶段的

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国际扩张。

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掌握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

经济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七、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实质、基本

特征、基本框架、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

八、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关系，掌握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必然性，经济全球化与资

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问题：掌握科学社会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

核心，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科学社会主义认识的三次飞跃和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的三种形态。

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初步实践：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科

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在 19 世纪后半叶的实践和发展。

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掌握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俄国首先实现，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定型和是非，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国际上的推广，社会主义苏联模



式的失败及其历史教训。

四、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对本国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掌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论与实践，了解越南、老挝的社会主义革新与开放，朝鲜、古巴的社会主义之路。

五、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世界各类社会主义政党的新变化与新探索：掌握全球化

浪潮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原苏联东欧地区社

会主义运动的新态势。

六、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命运：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

在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挑战、新战略。

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实践经验：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发展的历史进程、基本经验教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