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7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 

要使考生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把握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历史概况，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达到学生能学懂、真信和会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是一种测试应试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应用能力的

竞争性研究生入学选拔考试。考试范围是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运用基本原理分析

和解决问题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基本要求 

1、熟悉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发展进程，尤其是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发展，掌握其基本史实和

发展规律。 

2、熟练掌握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学会运用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方

法。具体形式为闭卷考试。 

五、考试内容（或知识点） 

主要考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主要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

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的经一大理论成果；主要介绍新民主义理论及社会主义改造理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

产物，主要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1919－1956） 

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 

2、初期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传播 

3、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兴起 

4、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5、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二、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1、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2、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3、五卅运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4、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 

5、四一二政变前后 

6、大革命的失败 

三  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1、革命进入低潮和共产党人的武装反抗 



 2、从井冈山斗争到古田会议 

3、革命走向复兴时的“左”倾错误和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4、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动和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5、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6、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四、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2、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3、克服右倾错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4、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5、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 

  6、敌后军民艰苦的反“扫荡”斗争 

  7、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8、整风运动 

  9、党的七大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五、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1、战后政治形势与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 

  2、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3、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4、第二条战线的开辟 

  5、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6、党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纲领 

  7、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8、伟大的战略决战 

  9、将革命进行到底、 

  10、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六、中华人民共和囱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2、抗美援朝战争、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 

3、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4、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5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 

6、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外交工作 

7、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8、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完成 

第二部分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 

1、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历史进程 

2、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3、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发、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5、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战略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1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2、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容和意义 

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经验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四、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与经验 

1、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2、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3、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五、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2、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3、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实际 

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战略 

七、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 

1、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2、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改革 

3、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 

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1、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4、推动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2、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 

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2、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3、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十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 

十二、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构想和实践 

1、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2、“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 

3、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十三、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1、国际形势的发展及特点 

2、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十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 

2、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十五、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2、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3、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4、加强党的建设 

六、考试题型 

1、名词解释； 

2、辨析题； 

3、简答题； 

4、论述题； 

5材料分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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