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修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必修3　政治与法治



专题二　比较别人的路



（本专题是必修1、选择性必修1部分内容的整合）



 

1.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1） 从产生看，资本主义是通过暴力掠夺劳动力和资本建立的，

社会主义是依靠人民群众，通过阶级斗争实现从空想到科学，从理

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初步探索到不断深化发展，代表了人

类的前进方向。



（2） 从发展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

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以及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

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资本主

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即使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但生产社会化的程

度越高，资本、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就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资本

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就越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终究要被社会主义

所取代，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1） 辛亥革命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议会制、总统制等，这些

资本主义制度是遵循一定的民主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妄想改变中

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但均未成功，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政治制度不符合

我国国情，没有反映人民需要。



（2） 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民主共和制是资产阶级维护资产阶级

统治的最好的政治外壳。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共

和制的模式，但这种模式不符合本国的国情，既不能保障本国人民的经

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也难以保障国家职能的有效发挥，致使政权更迭频

繁，社会动荡不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

合，体现社会主义性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

史和人民的选择。



3. 民主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

政　体 民主共和制 君主立宪制

基本特征

是遵循民主基本原则建立起

来的一种政体，国家权力机

关和国家元首一般经由选举

产生

国家元首由世袭的君主担

任，但在宪法框架内，君主

的权力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形成原因
是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彻底的

产物

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或对

君主制进行改良的产物，它

保留了君主制的外壳甚至某

些实质性内容



典型国家
为现代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如

美国、德国、法国等

为少数国家所采用，如英

国、日本、西班牙等

备　注

民主共和制是资产阶级对国家

进行控制和管理的有效工具，

也是他们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

最好的政治外壳。发展中国家

不能盲目照搬这种模式

在英国、日本、西班牙等实

行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

家，国家政权的实际运行与

民主共和制国家大体相同



4. 议会制与总统制

政权组织形式
议会制（又称内阁制、议会内

阁制、责任内阁制）
总统制

权力中心 议会
总统既是国家元首，

也是政府首脑

国家元首

权力
虚位元首，无实权

实权元首，由选民直

接选举或间接选举产

生，一般有任期限制

政府的产生 议会中的多数党组织政府
夺得总统宝座的党组

织政府



政府与议会

的关系

政府向议会负责，接受议会的监

督，定期向议会报告工作。当议

会对政府表示不信任时，政府必

须集体辞职，由国家元首指定人

员重新组织政府；或由政府首脑

提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进

行议会选举，根据新的议会选举

结果，成立新的政府

相互独立，成员不得

相互兼任。总统只对

选民负责，不对议会

负责，但在某些重大

事务上可能会受到议

会的制约

主要类型 两院制和一院制 总统制



 

议题呈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纵观历史发展，现代化道路具有多样性、复合性。其中，“资本

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两种最为典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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