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考试大纲 

 

一、 考试性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综合能力（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

入学考试科目。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专业学位硕士所需要的基础理论。评价的标准是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

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利于学校择优选拔，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

生的招生质量。 

二、考试的要求与目的 

通过本课程考核，使学生掌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及其实践结果，树立起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政治理论素质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三、考试的形式与结构比例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75 分，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2、答题方式：闭卷、笔试。 

3、题型比例 

（1）单项选择：30分； 

（2）多项选择：20分； 

（3）简答题：10分； 

（4）论述题：15分。 



四、考试的范围与内容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 

考核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

理论成果的关系；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精髓。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考核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新民主

主义基本纲领的主要内容；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

性及重大意义；新民主主义的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考核点：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社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国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 

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考核点：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

果；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的经验教训。 

第五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 

考核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及其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阶段性特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关系；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辩证

统一。 

第六章 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 

考核点：准确把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的根本任

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的新要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考核点：理解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如何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 

考核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形成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上实现了哪些重大的突

破和创新；正确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如何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主要

内容；如何进一步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

义。 

第九章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理论 

考核点：如何理解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构想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努力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

展。 

第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 

考核点：如何理解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如何认识世界多极化和经

济全球化的时代发展趋势；中国为什么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如何推动建立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第十一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 

考核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

何正确理解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为什么说新的社会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如何认识建设

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的重要意义。 

第十二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考核点：怎样理解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坚持党

的领导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如何理解全面从严治党及其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