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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农业大学 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 727 科目名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能够运用所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综合分析、

判断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名词解释、简答题、材料分析题、论述题

[1]《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6版)，陈先达、杨耕主编，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第四版），张雷声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3]《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七版)，高放、李景治、

蒲国良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1.《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导 论：略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

（二）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三）哲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

（六）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

第二章：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一）物质：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二）时间与空间：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

（三）人类社会产生的物质前提和现实基础

（四）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五）意识：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

（六）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世界的物质性

第三章：人对世界的改造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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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

（二）实践:人的存在方式

（三）限定中的超越：实践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质

（四）人对物质世界实践把握的基本环节

（五）实践：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分化和统一的基础

（六）实践：自在世界与人类世界分化和统一的基础

第四章：人类社会的本质和结构

（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二）社会：不断自我更新的有机体

（三）生产力标志着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现实关系

（四）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的总和

（五）社会的政治结构及其核心

（六）社会的观念结构及其功能

第五章：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一）世界处在普遍联系与运动发展之中

（二）内容与形式：事物的构成要素与表现方式

（三）本质与现象：事物的根本性质与外在表现

（四）原因与结果：事物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

（五）必然与偶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确定趋势与非确定趋

势

（六）现实与可能：事物现存状况与未来发展的关系

第六章：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规律是本质的、必然的和稳定的联系

（二）对立统一规律：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三）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及其关系

（四）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关系

（五）量变与质变：事物发展的基本状态

（六）否定之否定：事物自我发展的过程

第七章：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创造者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三）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

（四）科技革命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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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六）个人的历史作用

第八章：认识的本质和过程

（一）实践：认识的基础

（二）认识的本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三）认识的过程：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活动

（四）非理性因素与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五）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九章：价值的本质和特征

（一）价值：主体与客体的意义关系

（二）价值的客观前提与主体性特征

（三）人的价值：创造价值的价值

（四）价值评价：认识的特殊形式

（五）价值观：价值关系应然状态的展示与期盼

（六）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人类活动的两个基本原则

第十章：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

（一）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与人的活动的选择性

（二）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的总和

（三）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

（四）时间：人的发展空间

（五）人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

（六）共产主义：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

社会形式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导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揭示以社会化大生产

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的科学，或者说是

研究一定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

一门随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

（一）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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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任务

（三）研究方法

（四）理论品质

第一章：经济制度的变革与经济体制的演化。在人类社会形

态由低级向高级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

动是推动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

发展而改变自身的性质，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经济

制度反映生产关系的性质，经济体制反映社会经济采取的资源配

置方式。从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极大

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经济制度变革的规律

（二）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三）资源配置方式与经济体制

（四）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关系

第二章：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

义生产方式都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因此，要阐明资本主

义经济制度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联系，就必须从分析商品开

始，研究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定和一般规律。

（一）商品

（二）货币

（三）价值规律

（四）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第三章：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割。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目

的是获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就是价值增殖过程。剩

余价值生产出来以后，还必须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分割。这既

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奥秘，也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

经济关系的全貌。

（一）货币转化为资本

（二）剩余价值的生产

（三）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

（四）剩余价值的分割

第四章：剩余价值的流通过程。资本的运动过程是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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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从生产过程和

流通过程的统一中考察剩分价值的流通过程，揭示社会资本再生

产的一般规律及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困难和危机。

（一）资本循环

（二）资本周转

（三）社会资本再生产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第五章：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了

统治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

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虽然使当代资本主义发生

了许多新的变化，但是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社

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

（二）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四）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

第六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制度是

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物产生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的基础。然而,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表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不可能是单一的，除了公有

制经济外，还存在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

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所有制结构。

（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二）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

（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原则

第七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是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的

特定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由于公有制经济已经

占据主体地位，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按劳分配理所当然

地成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还建立在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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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发展，又决定了多种分配制度并存。

（一）社会主义按劳分配

（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原则

第八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

资源配置主要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方式。随着我国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条件的变化，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经济体制改

革中，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建立和发

展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进

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二）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

第九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无论是生产者的生产经营行为，还是居民的个人消费

行为，都是通过市场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既需要完

善的市场主体，又需要完善的市场机制、市场体系和良好的市场

秩序。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三）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

第十章：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调控与保障体系。在不同的经

济体制下,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职能和作用是不同的。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运用各种手段对经济总量进行调节

，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也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

条件。

（一）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

（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和手段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障体系

第十一章：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20世纪90年代

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它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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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经济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做出了

不懈的努力。

（一）经济全球化的产生与发展

（二）发达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关系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

（四）国际经济新秩序

第十二章：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在经济全球化

条件下和已加入WTO的情况下实行对外开放,既有各种机遇，也有诸

多挑战。适应这一新形势，必须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构建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对外开放

（二）对外开放的基本形式与战略格局

（三）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3.《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绪 论：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问题；学习与

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和方法。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问题

（二）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和方法

第一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初步实践。掌握欧洲空

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诞

生；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的

实践和发展。

（一）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四）科学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的实践和发展

第二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掌握列宁主义关

于帝国主义和俄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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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模式的定型和是非；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国际上的推广；社会

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及其历史教训。

（一）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俄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理

论与实践

（二）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定型和是非

（三）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国际上的推广

（四）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及其历史教训

第三章：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对本国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掌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越南、老挝的社会主义革

新与开放；朝鲜、古巴的社会主义之路。

（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二）越南、老挝的社会主义革新与开放

（三）朝鲜、古巴的社会主义之路

第四章：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世界各类社会主义政党的新

变化与新探索。掌握全球化浪潮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当代

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原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

新态势。

（一）全球化浪潮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二）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

（三）原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态势

第五章：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命运。掌握人类社会发

展的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挑战；科学社

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新战略。

（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时代

（二）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挑战

（三）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新战略

终论：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进程；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经验教训。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