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商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 

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课程编号：711           课程名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一、考试要求 

本考试科目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综合基础理论考试，要求考生能很好

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能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来分析问题。 

二、考试形式及时间 

考试形式为笔试，考试时间为三小时。 

三、考试内容 

1．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2．世界观与哲学基本问题；哲学派别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物

质观及其意义；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物质的存在形态；人类社会物质性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 

3．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

矛盾的共性和个性；质、量和度；辩证的否定观及其意义；归纳和演绎、分析和

综合、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 

4.规律的客观性；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意识的本质和能动作用；主观能动

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 

5.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唯心主义认识论、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区别；实践的

特征及结构；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真理的客观性；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真理标准；价值及其特性；价值评价及其

特点；真理和价值的区别与联系。 

6．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种社会历史观；唯心史观的主要缺陷；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基本和上层建筑；国家的起源、

本质和类型；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前进性和曲折性、必然性和历史

选择性；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社会发展的动力；



 

 

历史的创造者；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 

7．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资本的原始积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区

别；商品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价值量的决定；价值

形式的发展和货币的本质；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劳动价值

论的意义；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8．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基本条件；资本的本质；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资本

主义所有制的本质；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生产剩余价值的两种基本方法；资本

积累的实质和趋势；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规律；工资的实

质；利润和平均利润形成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

质；、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和本质。 

9．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职能和本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本质。 

10．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垄断和竞争；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垄断利润和

垄断价格；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向世界的扩张；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的动因、表现和后果；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表现、原因和实质；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必然性。 

11．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

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和形式；无产阶级革命共同发生论和数国或一国首先胜利

论；相对落后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社会主

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1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展望未来社会的科学立场和方法；共产主义社会的

基本特征；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关系。 

四、考试题型及比例 

1．概念题（30 分） 

2．简答题（60 分） 

3．论述题（60 分） 

五、参考书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