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 2020年 8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试题

课程代码:03709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5小题，每小题 2分，共 50分。在每小题

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其中处于核心

地位的是

A.辩证唯物主义

B.历史唯物主义

https://www.educity.cn/zikao/


C.政治经济学

D.科学社会主义

2.理论联系实际是

A.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

B.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C.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D.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3.下列各项中表明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是

A.事物的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B.事物的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C.事物的量没有发生巨大变化

D.事物的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4.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的。这就是说

A.联系具有客观性

B.联系具有普遍性

C.联系具有复杂性

D.联系具有多样性

5.唯物辩证法的规律起作用的范围和领域是

A.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B.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

C.思维领域和自然界

D.自然、社会和思维等所有领域

6.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这说明

A.意识不具有客观性



B.意识不是从来就有的

C.意识不具有主观性

D.意识不是人脑独有的

7.认识是在实践中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这是

A.一切唯物主义都承认的观点

B.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承认的观点

C.所有唯心主义都承认的观点

D.只有旧唯物主义才承认的观点

8.人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作为认识的初级阶段的是

A.直接认识.

B.间接认识

C.感性认识

D.理性认识



9.实践之所以能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主要在于

A.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B.实践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特点

C.实践是客观的感性物质活动

D.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

10.下列选项中 正确说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是

A.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

B.生产关系总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C.生产力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D. 生产关系总是适合生产力的要求

11.下列选项中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是

A.哲学

B.数学



C.逻辑学

D.物理学

12.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

A.社会基本矛盾

B.阶级斗争

C.科学技术革命

D.社会改革

13.任何杰出人物都有巨大的历史功绩，他们在社会历史中的活动可以

A.摆脱社会规律的制约

B.有力地推动历史的发展

C.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

D.根本改变历史发展方向.

14.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是



A.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

B.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

C.生产社会化与占有私人性的矛盾

D.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

15.劳动力价值决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A.它由其生产的剩余价值决定

B.它由其使用价值决定.

C.它包含历史和道德因素

D.它包含习惯和法律因素

16.资本循环中实现价值增殖的阶段是

A.购买阶段

B.生产阶段

C.销售阶段



D.运输阶段

17.决定银行利润量的因素是

A.银行自有资本总额和平均利润率

B.银行自有资本总额和利息率

C.借贷资本总额和平均利润率

D.借贷资本总额和利息率

18.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中金融寡头在政治上的统治，主要是

A.通过操纵舆论的方式实现的

B.通过控制媒体的方式实现的

C.通过“参与制”的方式实现的

D.通过“个人联合”的方式实现的

19.资本输出的两种基本形式是

A.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输出



B.借贷资本和商品资本输出

C.借贷资本和生产资本输出

D.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输出

20.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

A.社会分工国际化

B.商品流通国际化

C.资源配置国际化

D.产业转移国际化

2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经济发展

失调、政治体制失灵、社会融合机制失效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

和深层次原因是

A.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

B.社会生产和民众消费的矛盾

C.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D.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

22.19 世纪初期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不包括;

A.圣西门

B.傅立叶

C.莫尔

D.欧文

23.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共领导人是

A.***

B.***

C.***

D.***

24.劳动不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而同时成为生活第一需要的社会是

A.社会主义社会



B.共产主义社会

C.资本主义社会

D.人工智能社会

25.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存在的经济关系是

A.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

B.按劳分配

C.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D.按需分配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

题卷上。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s小题，每小题 6分，共 30分。

26.简述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直接理论来源。



27.简述实践的含义以及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28.简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及其主要特征。

29.简述垄断的形成与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

30.为什么说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彻底、最深刻的革

命?

三、论述题:本大题共 3小题，考生任选其中 2题作答,每小题 10分，

共 20分。如果考生回答的题目超过 2题，只按考生回答题目的前 2题

计分。

31.试述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及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意义。

32.试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及其对社会文化建设的指

导意义。

33.试述平均利润的形成及本质。

2020年 8月自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真题及答案（网友版）

【单选题】



1.马克思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其中处于核心地位

的是

A.辩证唯物主义

B.历史唯物主义

C.政治经济学

D.科学社会主义

【答案及解析】D 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孤立、互不联

系的，而是组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科学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哲

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

处于核心地位的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2.理论联系实际是

A.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

B.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C.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D.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答案及解析】B 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理论联

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指导，去观察和分析实际。

3.下列各项中表明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是

A.事物的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B.事物的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C.事物的量发生巨大的变化

D.事物的质发生根本变化

【答案及解析】B 所谓相对静止，是标志物质运动在一定条件下、一定

范围内处于暂时稳定和平衡状态的哲学范畴。相对静止主要有以下两种

情形：第一，一个事物对另一个事物来说没有发生位置的移动。第二，

事物的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即事物质的相对稳定性。

4.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就是说

A.联系具有客观性

B.联系具有普遍性



C.联系具有复杂性

D.联系具有多样性

【答案及解析】A 联系的客观性是指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事物本身固

有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5.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作用的范围和领域是

A.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B.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

C.思维领域和自然界

D.自然、社会和思维等所有领域

【答案及解析】D 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是在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等所有

领域都起作用的普遍规律。

6.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这说明

A.意识不具有客观性

B.意识不是从来就有的



C.意识不具有主观性

D.意识不是人脑独有的

【答案及解析】B 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自然界的长期演化和

发展，产生了人的意识。

7.认识是在实践中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这是

A.一切唯物主义都承认的观点

B.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承认的观点

C.所有唯心主义都承认的观点

D.只有旧唯物主义才承认的观点

【答案及解析】A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观引入到认识论中来，克服了

以往唯物论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认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

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从而引起了认识论的革

命。

8.人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作为认识的初级阶段的是

A.直接认识



B.间接认识

C.感性认识

D.理性认识

【答案及解析】C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它是对事物的各个片面、

现象和外部联系的反映。

9.实践之所以能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在于

A.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B.实践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特点

C.实践是客观的感性物质活动

D.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

【答案及解析】B实践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特点.

10.下列选项中准确说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是

A.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



B.生产关系总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C.生产力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D.生产关系总是适合生产力的要求

【答案及解析】A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就

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11.下列选项中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是

A.哲学

B.数学

C.逻辑学

D.物理学

【答案及解析】A观念上层建筑又称思想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

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等各种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12.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

A.社会基本矛盾



B.阶级斗争

C.科学技术革命

D.社会改革

【答案及解析】B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13.任何杰出人物都有巨大的历史功绩，他们在社会中的活动可以

A.摆脱社会规律的影响

B.有力地推动历史的发展

C.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

D.根本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

【答案及解析】B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理论家、教育家、文学艺术

家等的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14.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是

A.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



B.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

C.生产社会化与占有私人性的矛盾

D.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

【答案及解析】D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构成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

本矛盾。

15.2008国际金融危机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经济发展失

调，政治制度失灵，社会融合机制失效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和

深层次原因是

A.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

B.社会生产和民众消费的矛盾

C.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D.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

【答案及解析】C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非始终处于尖锐激化程度，而

是有时较为缓和，有时尖锐激化，只有在矛盾尖锐激化时才会爆发经济

危机。



16.劳动力价值决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A.它由其生产的剩余价值决定

B.它由其使用价值决定

C.它包含历史和道德因素

D.它包含习惯及法律因素

【答案及解析】C 劳动力的价值决定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包括

历史和道德的因素。

17.资本循环中实现价值增殖的阶段是

A.购买阶段

B.生产阶段

C.销售阶段

D.运输阶段

【答案及解析】B生产阶段是生产剩余价值的阶段，它在资本循环中是

决定性的阶段。



18.决定银行利润量的因素是

A.银行自有资本总额和平均利润率

B.银行自有资本总额和利息率

C.借贷资本总额和平均利润率

D.借贷资本总额和利息率

【答案及解析】A银行利润在数量上相当于银行资本家自有资本所获得

的平均利润。

19.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中金融寡头在政治上的统治主要是

A.通过操纵舆论

B.通过控制媒体

C.通过“参与制”

D.通过“个人联合”

【答案及解析】D金融寡头在政治上的统治主要是通过“个人联合”的方

式实现的。



20.资本输出的两种基本形式

A.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输出

B.借贷资本和商品资本输出

C.借贷资本和生产资本输出

D.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输出

【答案及解析】C资本输出的形式有多种，从资本形态上来看大体有两

种基本形式，即借贷资本输出和生产资本输出。

21.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

A.社会分工国际化

B.商品流通国际化

C.资源配置全球化

D.产业转移

【答案及解析】C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源配置的国际化。



22.19世纪初期，欧洲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不包括

A.圣西门

B.傅立叶

C.英尔

D.欧文

【答案及解析】C19世纪初期欧洲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有法国的圣

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

23.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共领导人是

A.***

B.***

C.***

D.***

【答案及解析】D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人，适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24.劳动不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同时成为生活第一需要的社会

是

A.社会主义

B.共产主义

C.资本主义

D.人工智能

【答案及解析】B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也即社会主

义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并存在旧的社会分工，存在体力劳动和脑

力劳动等劳动差别，劳动还仅仅是谋生手段。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应当实

行按劳分配原则。这种分配方式尽管存在历史局限性，但在社会主义阶

段是无法避免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社

会财富充分涌流，人们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理想的“各尽

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25.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存在的经济关系是



A.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

B.按劳分配

C.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D.按需分配

【答案及解析】A共产主义社会高度社会化的生产，要求由社会占有全

部生产资料，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同时也不再存在社会主义公有

制条件下的多种公有制形式，公有制经济单位之间的利益差别也随之消

除。

【简答题】

1.简述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直接理论来源

【答案】组成部分：(1)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2)

这三者相互渗透、补充，构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①马克思主义哲

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②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③

科学社会主义处于核心地位。直接理论来源：(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

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吸取黑格尔辩证法的理思想和费尔巴哈唯物

主义的基本思想);(2)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威廉·配第，斯密，李嘉图);(3)

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圣西门、傅立、政文)。



2. 简述实践的含义以及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答案】含义：(1)实践是主体能动地改造和探索客体的客观物质活动;(2)

实践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生活的本质，或表述

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实践是认识的

基础，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具体表现在：(1)实践是认识的来源;(2)实

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3)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4)实践是

认识的目的。

3. 简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及其主要特征

【答案】(1)既有历史进步性又有阶级局限性;(2)本质：维护资本主义剥

削制度的思想体系：(3)核心：利己主义。

4.简述垄断的形成与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

【答案】垄断的形成：(1)产生的物质条件和基础：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

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到一定程度走向垄断;(2)目的：获得

高额垄断利润。垄断组织：(1)20世纪上半叶垄断组织：卡特尔、辛迪

加、托拉斯，康采思;(2)20世纪后半叶垄断组织的主要特征是混合联合

企业的兴起;(3)当代国际垄断组织最主要形式：跨国公司。

5. 为什么说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彻底、最深刻的革

命



【答案】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彻底、最深刻的革命：

(1)是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革命;(2)是要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剥削

制和统治的革命;(3)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4)是不断前进的历

史进程，必须永葆革命性和先进性。

【论述题】

1. 试述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及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意义

【答案】原理：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

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现实

意义：是我们党制定和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及对外开放方针的重要

理论基础。

2. 试述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辩证关系的原理及其对社会文化建设的指

导意义

【答案】原理：(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的内容来源于社会

存在：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2)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

存在：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社会发展;

落后的则阻碍社会发展;(3)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重要表现是社会

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



2. 试述平均利润的形成及其本质

【答案】形成：(1)平均利润的形成是部门之间的竞争结果;(2)部门间的

竞争以资本转移为特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转移;(3)资本转移使供求关

系发生变化，从而使价格涨落，引起利润率升降，最终形成平均利润率。

本质：全社会的剩余价值在各生产部门资本家之间的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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