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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加强对参加200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广大考生政治理论复习的指导，我们组织部分
多年来参加考试大纲制订和修订工作及参加考前辅导的教授、专家编写了这本《2007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入学统一考试政治理论参考书》，以供广大考生复习使用。
     本书脉络分明，条理清晰，体例新颖独特，各章均有考查要点记忆图解、考查要点精讲、近年真题
命题规律及解析、强化练习题、强化练习题参考答案。
各章节重点突出、一目了然。
    在内容方面，本书一方面对考查的内容和要求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讲解，另一方面，也注重了知识
结构的系统性，既内容全面，又突出重点。
各章后面均编有足量的强化练习题，并附详尽的答案。
考生可通过做这些强化练习题进行自测，巩固复习成果,进一步把握知识要点，掌握应试技巧，提高应
试能力和考试水平。
这些强化练习题在试题设计、题型比例、素材选取、设问角度等方面，不仅关注了近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入学统一考试的发展态势，也体现了作者对历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研究。
    希望参加200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广大考生，在认真学习本书后，能巩固原有知识，
及时查缺补漏，提高应试能力和考试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编写本书是一项新的尝试，需要在认真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改进、完善，
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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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二章　世界的
物质和人的实践活动　第三章　世界的联系、发展及其规律　第四章　认识的本质和过程　第五章　
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结构　第六章　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创造者　第七章　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第
二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　
第三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发展阶段　第四章　资本的运行　第五章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的实质与经济制度　第六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　第七章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关
系第三篇　毛泽东思想概论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第二章　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原则与经验总结　第五章　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成果　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
策　第七章　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四篇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概论　第一章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第三章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
本质和根本任务　第五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第六章　科学发展观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　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第九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第十章　“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第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第五篇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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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一节
　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　　一、哲学与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　　世界观是
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哲学则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它不同于一般人的世界观，而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
　　世界观人人都有，但并非所有的世界观都是哲学。
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对世界及周围事物的看法还不能算是哲学，因为它是不系统的、凌
乱的、缺乏理论论证和严密的逻辑性。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人对于世界的本质、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生存价
值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总和，它通过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和系统的逻辑论证所构成的逻辑
体系来把握世界，所以说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二）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用这一理论去观察、思考和
解决问题，就是方法论。
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人的世界观形成之后，必然指导和规范人的行为。
世界观与方法论总是互相对应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一定的方法论又体现
着一定的世界观，世界观是方法论的基础，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运用，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统一。
　　（三）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　　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表现为：首先，哲学和具体科学不同，
它们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是有区别的。
各门具体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以自然或社会领域中的某一方面为研究对象，揭
示自然或社会领域中某一方面的特殊规律，而哲学以整体的世界为研究对象，从总体上揭示人与世界
的关系，研究世界的本质和普遍规律。
哲学源于具体科学知识，又高于具体科学知识，是具体科学知识的综合与升华。
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对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及人的本质的正确认识。
哲学与具体科学是一般和个别、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
其次，哲学又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阶级性。
再次，哲学和具体科学又是密切联系的。
一方面，哲学离不开具体科学，哲学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以各门具
体科学为基础；另一方面，各门具体科学也离不开哲学，哲学对各门具体科学具有指导作用，给各门
具体科学提供一般方法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和意义　　研究哲学首先遇到的是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即哲学的基本问题。
恩格斯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概括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
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　　（一）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　　哲学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物质和精
神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即世界的本原是精神还是物质。
这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
凡是主张存在或物质是第一性的，就属于唯物主义派别；凡是主张思维或精神是第一性的，就属于唯
心主义派别。
　　第二，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即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也就是人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
界的问题。
这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依据。
　　在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中，第一方面是首要的，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哲学派别的唯一标准。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依据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由哲学作为
世界观的学问这一性质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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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社会生活就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大现象，对这两大现象之间的关系，
一切哲学都必须首先做出回答，这是任何哲学派别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2）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
　　（3）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回答，是研究和解决其他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例如，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等，不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就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
　　（4）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基本问题。
它产生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普遍存在并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即是从主观出发，还是
从客观实际出发。
　　（三）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上看，哲学基本问题为我们研究各派哲学
提供了一个基本线索，因为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因
而它能帮助我们揭示各种哲学的实质，辨别它所从属的基本派别。
　　从实践角度看，哲学基本问题也是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
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它
的具体表现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
是从实际出发。
还是从思想出发（主观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思想路线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个根本原则。
　　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历史形态　　（一）哲学发展史上的两个基本派别及其对立　　唯
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两个基本派别，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
唯物主义主张并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唯心主义则相反，它主张并坚持意识第一性，物质第
二性。
哲学史上还有主张物质和意识两个本原的二元论，它是一种不彻底的哲学，它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
主义之间，最终倒向唯心主义。
因此，二元论的实质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哲学的党性是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与斗争，一切哲学都不能超越或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这两大基本派别的对立，哲学无党性的观点是错误的。
哲学的阶级性是指在阶级社会中，一定哲学都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为一定阶级服务，在阶级社会没
有超阶级的哲学。
哲学的党性是它的阶级性在理论上的反映，但哲学的党性又不等同于它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要求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反对各种唯心主义。
　　（二）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历史形态　　1.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唯物主义主张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
　　2.唯物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形态：　　（1）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它的特点是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如水、火、气等。
它坚持了唯物主义，但具有自发性、直观性，缺乏科学根据。
　　（2）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即机械唯物主义。
它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并在总结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发展了唯物主义。
　　（3）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革命。
　　3.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
这里所说的旧唯物主义主要是指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主要缺陷是：　　第一，不彻底性。
它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其自然观是唯物主义，而其历史观却是唯心主义。
　　第二，形而上学性。
它用孤立静止的观点观察世界，不把世界看成一个普遍联系不断发展的过程，否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
动力。
　　第三，机械性。
它企图用机械力学解释一切事物、现象，把一切运动形态归结为机械运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9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

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是不了解人的实践活动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意义和作用，只是从客体的方面去
观察世界，抹煞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三）唯心主义的基本类型及其产生和存在的根源　　1.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
唯心主义主张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精神是世界的本原，物质是精神的产物，完全颠倒了精神和
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2.唯心主义的基本类型。
唯心主义的基本类型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把主观精神作为唯一真实的存在和世界的本原，客观事物以至整个物质世界都是这种主
观精神的产物。
主观精神包括人的感觉、经验、观念、意志、心等。
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在人类之外有一个独立的精神（理、理念、宇宙精神、绝对观念等），它是世界
的本原，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这个“客观精神”产生出来的，是万物的创造者。
其实质是以某种方式承认了宗教的“创世说”。
　　3.唯心主义产生和存在的根源：　　第一，社会历史根源。
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落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愚昧无知，社会分工导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
等，是唯心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第二，阶级根源。
在阶级社会中，反动统治阶级需要利用唯心主义哲学为其服务，因而往往夸大精神的作用，这是唯心
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
　　第三，认识论根源。
人们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是对立的统一。
使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相分离，片面地夸大主观的作用，把认识过程中的某一特征、成分、方面
加以夸大，使之绝对化，这就是产生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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