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攻读浙江财经学院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科目代码：872    科目名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成果 

答案请写答题纸上 

一、简答题  60 分 （共四个，每小题 15 分） 

1、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历史必然性？ 

2、简答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3、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历史地位？ 

4、如何理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 

二、论述题 60 分 （共三个，每小题 20 分） 

1、试论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相互关系以及我们党在处理这一关系问题上的主要做法和

经验。 

2、试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什么？ 

三、材料分析题  30 分 （请结合所提供的材料，回答所提出的问题。共两个，每小题 15

分） 
1、案例分析 

案例呈现：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一个物质匮乏和“票证”的时代。

人民不能像我们今天这样随心所欲地买东西。邓小平继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慢了

不是社会主义”之后，又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些朴实而又富有远见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体察民情，

知道什么是人们所需要的。1978—2007 年间，GDP 总值年增长 9.7%，比同期世界 2.5%左右

的经济增长率高近 7 个百分点；2010 年第二季度，我国 GDP 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位。粮食、肉类、钢铁、煤炭、水泥、数字程控交换机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与那个“票证”年代相比，我们不但可以随心所欲地购物，而且可以尽情地享受发展的成果。 

分析回答：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怎样的指导作用？ 

2、材料分析 

数字中国：改革开放的 30 年，是经济结构大调整的 30 年，是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模式

不断呈现新格局的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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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基本实现以工农业为主向一、二、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

转变。1979-2007 年，第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 4.6%、11.4%和 10.8%。

与 1978 年相比，2007 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16.9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 0.7 个百分

点，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 16.2 个百分点。 

工业结构基本实现了由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程度高、门类单一的结构向劳动密集、技

术密集、门类齐全的发展格局转变。30 年来，冶金、能源、纺织、机械、航运等传统工业

在改造中实现结构不断调整升级。经过 30 年来的发展，我国在航天技术、核能发电技术、

高性能计算机技术、重型机械成套设备制造技术、数控机床制造技术、第三代通信技术等领

域都有一系列重大突破。2007 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11621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到 4.7%，比 1995 年提高 3.0 个百分点。 

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基本实现了由城乡分割向城乡协调共同发展的转变。30 年来，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年提高，城镇化水平由 1978 年的 17.9%上升到 2007 年的 44.9%，

上升了 27.0 个百分点，年平均上升 0.9 个百分点。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基本实现了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转变。1978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77.6%，集体工业占

22.4%，国有占绝对优势；发展到 2007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的比重下降到 29.5%，集体企业占 2.5%。国有企业占比的下降并没有改变国有经济的控

制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仍占绝对优势。 

分配结构出现了明显调整，基本实现了由平均主义突出、收入渠道单一，向以劳动报酬

为主、资本和技术等收入为辅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转变。1979-2007 年，我国财政收入年

均增长14.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1%。

与此同时，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

与分配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材料分析：根据上述材料，说明我国为什么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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