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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内容翔实，知识全面。
《综合知识》教材包括政治常识，法律常识，管理常识，经济常识，人文、历史、地理常识，环境问
题与食品安全，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公文写作与处理常识等内容，满足了选调生考试知识全面的要
求。
每章后面都附有强化训练，每一道题目都附有精准的答案和详细的讲解，有助于考生深入地理解和作
答。

第二，深入浅出，实用性强。
《综合知识》教材以科学、实用为理念，在体例、版式、栏目、内容的设计上，都力图做到科学实用
。
在知识点的讲解上都尽量做到简洁准确、深入浅出，力图使考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应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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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政治常识
　知识体系思维导图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高频考点直击
　 考点知识精讲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第二节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第三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第四节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第五节 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
　　第六节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七节 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
　　第八节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本章强化训练
　 本章强化训练答案与精解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高频考点直击
　 考点知识精讲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本章强化训练
　　本章强化训练答案与精解
第二部分 法律常识
　知识体系思维导图
　第一章 宪 法
　 高频考点直击
　　考点知识精讲
　　第一节 宪法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 国家基本制度
　　第三节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节 国家机构
　　本章强化训练
　　本章强化训练答案与精解
　第二章刑法与刑事诉讼法
　　高频考点直击
　　考点知识精讲
　　第一节刑法概述
　　第二节 犯 罪
　　第三节刑 罚
　　第四节 常见的犯罪与刑罚
　　第五节 刑事诉讼法
　　本章强化训练
　　本章强化训练答案与精解
　第三章 民法与民事诉讼法
　　高频考点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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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知识精讲
　　第一节 民法概述
　　第二节 民事主体、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第四节 物权
　　第五节债权
　　第六节知识产权
　　第七节婚姻与继承
　　第八节诉讼时效
　　第九节 民事诉讼法
　　本章强化训练
　　本章强化训练答案与精解
　第四章经济法
　　高频考点直击
　　考点知识精讲
　　第一节 经济法总论
　　⋯⋯
第三部分　管理常识
第四部分　经济常识
第五部分　人文、历史、地理常识
第六部分　环境问题与食品安全
第七部分　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
第八部分　公文写作与处理常识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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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　　任何历史人物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必然带着时代的特征和
历史的局限性；阶级社会中的历史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定阶级关系的制约，必然反映或代表一定
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根据历史人物所具有的历史特征和阶级特点，评价历史人物时，应坚持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
方法。
　　历史分析方法要求从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进行具
体的、全面的考察。
要尊重历史事实，如实反映历史人物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如实反映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和历
史地位。
判断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要看历史人物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
历史人物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应当从发展的观点给予如实的评价。
同一个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历史作用，有时甚至有性质相反的历史作用，都
要给予恰当分析。
　　在阶级社会中，贯彻历史分析方法内在地包含阶级分析方法。
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具体地考察社会历史条件与历史人物的关系，必然包含分析一定的阶级条件和历
史人物的关系。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把历史人物置于一定的阶级关系中，同他所属阶级关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和评价。
一定的阶级总是要推举或产生出自己的代表人物，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因而历史人物的作用受
到阶级的制约；历史人物的命运，也往往同他所属阶级的兴衰沉浮息息相关。
在历史上，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它的代表人物的局限性。
离开了一定的阶级背景，就难以理解历史人物的产生、作用及其性质。
　　第五节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发现了剩余
价值产生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而且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化生产的一般规
律。
　　一、资本主义的形成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矛盾　　（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形成　　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资本主义萌芽于14世纪末15世纪初，在地中海沿
岸的一些城市出现，其途径有两个：一是从小商品经济分化出来；二是从商人和高利贷者转化而成。
　　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小生产者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并由此发生剧烈的两极分化
：一部分条件较好的作坊主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增加雇佣工人，逐渐富裕起来并成为最早的工业资本
家；多数作坊主则在竞争中逐渐衰落下去，直至破产，最终同帮工和学徒一起沦为雇佣工人。
手工作坊中的师徒关系逐渐转变为雇佣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形式之一。
　　商人和高利贷者在奴隶社会就已经出现。
到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商人积累财富的不断增加，一些大商人成了包买商，逐渐控制了商品生产者。
随着商人侵入手工业领域，小生产者沦为商人、高利贷者的债务人，一旦无力还债，就连同帮工和学
徒一起沦为雇佣工人，商人或高利贷者则成为工业资本家，这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另一种形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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