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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年考研政治真题解析及复习思路》（以下简称《政治复习思路》）是考研政治命题研究系列丛书
中的一本，该系列丛书是由曾多年参加政治和英语学科考研大纲修订和命题的专家，为便于莘莘学子
对考试大纲规定的考试内容和考试要求进行全面、准确地理解而精心设计和编写的。
该系列丛书既体现了考生复习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又鲜明地突出了考生能力结构提升的层次性。
    《政治复习思路》从2002年首次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以来，今年是第八版了。
在过去的八年里，我们的图书逐渐赢得了读者的支持和信任，销售稳步增长，2008年累计销售6万册。
    按照新的教学大纲和考试的要求，政治理论课的考试内容将重点考查《马克思主义原理概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三门课程。
如何对这三门课程的历年试题进行分析，给读者的复习提供“指挥棒”的作用，编辑部多次召开编辑
会议，最后决定：以新教材的内容和精神为基本指导思想，对1991年以来的试题按照学科进行划分，
并进行重点分析。
由于2003年后文理科统一命题，于是将2003年以来的试题及其分析单独装订一本。
    本书的主要特点如下：    首先，在结构框架上，本书以学科为单位，严格按照《政治理论考试大纲
》规定的考查知识点对历年的真题进行甄选，删除了一些不符合大纲考查知识点的内容，使得各部分
真题更贴近考试的需要。
本书对试题的分析直指考核知识点，在选择题部分不仅分析了考核知识点选项的内容，同时对干扰项
也进行了分析，使考生明白干扰项为什么不作为被选项的原因，以增加对知识点的准确地理解和把握
，有针对性地复习，减轻不必要的负担。
    其次，在知识点编排顺序上，本书把相同或相近知识点列在一块进行解析，这样做除了便于进行比
较分析外，更重要的是提供给考生一个重要的信息，即：相同或相近的知识点，相隔多少年会重新进
行命题以及考查的知识点和题型的变化情况，以增强考生对命题的基本规律的感性认识。
    本书适合考生在复习的第一阶段和最后冲刺阶段使用，这是因为，在复习的第一阶段使用本书，便
于考生深入地了解各个学科考试的内容和考试命题的方式，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全面的复习。
在考试的最后冲刺阶段使用本书，考生要深刻领会本书提供的主观试题的分析方法和答题方法，才能
在考场上真正实现有的放矢、驾轻就熟地进行答题。
总之，考生若把本丛书的历年真题全部加以消化巩固，必将为考研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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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命题说明】本题考核的知识点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
本题的难度系数是：0.696。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点 1.（2002年文科第26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按劳分配 A.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按统一标准实现 B.不能用每个劳动者实际付出的劳动时间来衡量 C.
还必须通过商品、货币形式来实现 D.所指的“劳”还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 E.还没有成为占主体地位的
分配方式 2.（2004年第18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劳分配的“劳”是指 A.不同形式的具体劳动 B.通
过间接形式来实现的劳动 C.直接的社会劳动 D.公有制企业的局部劳动 E.劳动者实际支出的劳动 3.
（2006年第23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点有 A.按劳分配中的“劳”不是直接的社会
劳动 B.按劳分配中的劳动量按照劳动者实际付出的劳动量来计量 C.按劳分配在全社会范围内按统一标
准实现 D.按劳分配必须通过商品货币形式实现 [试题分析]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在不同
的历史条件下，其实现形式有所不同。
马克思曾经设想的按劳分配是在没有商品交换，没有货币的条件下进行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与马克思当时设想的按劳分配所依据的条件有所不同。
 [答案分析]按劳分配的特点主要有：第一，按劳分配的“劳”还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只是以企业为
单位的局部劳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作为商品生产者存在的，企业生产的商品必须经过交换才能实现
。
劳动者在一定的企业中从事生产劳动，他的劳动只是该企业劳动的一部分，对于社会来说，企业向社
会提供的劳动只能是一种带有个别劳动性质的局部劳动，而不能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
企业生产的商品必须经过交换，企业生产商品的局部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
作为分配标准的“劳”还不是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而是通过商品交换被社会所承认的劳动，即通过价
值形式来实现的劳动。
也就是说，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有可能被社会所承认，转化为社会劳动，也有可能不被社会所承认，
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
这样，能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就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第二，按劳分配还不能按照劳动者实际提供的劳动量来计量，而只能按照被社会承认的劳动量来计量
。
企业对劳动者进行的分配，是按照被社会承认的劳动量来进行分配的，而不是按照劳动者实际提供的
劳动量来进行分配的。
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由于经营状况不同，劳动者即使提供相同的劳动量，也会出现个人收入分配上
的差别。
 第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都是采取价值形式，按劳分配也必须借助商品货币形式
来实现。
劳动者提供劳动，起先获得的是价值形态的货币，然后再用货币去购买所需要的商品。
正是由于按劳分配是通过价值形式来实现的，因而价格的变动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劳动者的实际收
入水平，从而影响到按劳分配的实现程度。
 第四，按劳分配还不能按照统一的标准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只能在局部的范围内实行。
这是因为，在现阶段，劳动者在企业从事生产劳动，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按照按劳分配
的原则对劳动者进行分配。
也就是说，对劳动者进行分配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社会。
正因为分配的主体不是社会，所以，也无法做到在全社会范围内按照统一的标准对劳动者进行分配。
企业作为对劳动者进行分配的主体，当然也只能在企业的范围内按同一标准对劳动者进行按劳分配，
离开了企业的范围，就谈不上对劳动者按同一标准进行分配。
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迎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按统一的标准来实现劳动者提供等量劳动领取等量
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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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扰分析】第1题，E选项错误是因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方式的主体，但不是社会
唯一的分配方式。
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BCD选项。
 第2题，A选项“具体劳动”是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学说的主要内容。
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属性。
在按劳分配中的“劳”只能与抽象劳动有关系，因为只有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才能比较劳动和交换劳
动。
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B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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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年考研政治真题解析及复习思路(共2册2013高教版珍藏版)》(作者张剑锋)以学科为单位，严格按
照《政治理论考试大纲》规定的考查知识点对历年的真题进行甄选，删除了一些不符合大纲考查知识
点的内容，使得各部分真题更贴近考试的需要。
本书对试题的分析直指考核知识点，在选择题部分不仅分析了考核知识点选项的内容，同时对干扰项
也进行了分析，使考生明白干扰项为什么不作为被选项的原因，以增加对知识点的准确地理解和把握
，有针对性地复习，减轻不必要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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