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 844）

主要考查考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及其重要理论成果的

理解和运用能力。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及其历史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三、百年中共党史上的三个历史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

系

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

五、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六、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

大法宝。

八、延安整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九、过渡时期总路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意义。

十、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和教训

十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路线。

十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十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践

十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建设

十五、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十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

历史地位。

十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十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十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原因、内涵及其意义

二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促进“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

二十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

二十二、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原因。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十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二十四、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

二十五、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

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二十六、百年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中共百年奋

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二十七、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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