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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选题(100 题)

1、（难度：较难）——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就是要（     ）

 A. 不受任何框框的束缚，思想上达到绝对自由      B. 不受任何约

束，做到随心所欲       C. 抛弃原有的一切观念，重新评价一切      

D. 突破落后观念的束缚，坚持实事求是

【答案】：D 

2、（难度：容易）——资本主义工资之所以掩盖了剥削，是由于它（     

）

 A. 表现为劳动的价格      B. 是劳动力的价值       C. 是劳动者

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      D. 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

【答案】：A 

3、（难度：较难）——《坛经》中记载：“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

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

心动。”这段记载中关于运动的基本观点是（     ）

 A.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B. 运动与物质不可分割       C. 

精神运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      D. 精神是运动的主体

【答案】：D 

4、（难度：中等）——生产力的客观性在于（     ）

 A. 它是构成生产关系这种物质关系的基础知识      B. 它是人们在

生产中所结成的物质关系       C. 它是一种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既

得的物质力量      D. 它的实体就是客观自然性

【答案】：C 

5、（难度：中等）——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新创造的价值是指（     

）



 A. m      B. v+m       C.       C.+v      D.       C.+v+m

【答案】：B 

6、——真理的相对性应理解为（     ）

 A. 真理与谬误之间没有确定的界限      B. 真理的标准是多重的       

C. 对同一对象不同的乃至对立的认识都是真理      D. 真理有待扩

展和深化

【答案】：D 

7、（难度：容易）——社会资本运动包括（     ）

 A. 资本生产、流通、分配      B. 生产和个人消费、资本和商品流

通、物质和价值补偿       C. 商品流通、生产过程、个人消费      

D. 个人消费、价值实现、物质补偿

【答案】：B 

8、（难度：中等）——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方法是（     

）

 A.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B. 一切从实际出发       C. 

理论联系实际      D. 实事求是

【答案】：C 

9、（难度：中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化”（     

）

 A. 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B. 使生产的无政府状

态得到一定的缓解       C. 导致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      

D. 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答案】：B 

10、（难度：容易）——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统治者是（     ）

 A. 总统      B. 国家垄断产阶级       C. 国际垄断同盟      D. 

金融寡头

【答案】：D 



11、（难度：容易）——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     ）

 A.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      B. 国家政权       C. 生产

资料公有制      D. 唯物史观

【答案】：A 

12、（难度：中等）——研究个别资本循环的目的在于（     ）

 A. 考察产业资本连续运动的条件      B. 考察产业资本运动的速度       

C. 考察周转速度与预付资本的效率      D. 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实现

问题

【答案】：A 

13、（难度：容易）——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标志是（     ）

 A.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B.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       

C. 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破灭      D. 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答案】：A 

14、（难度：中等）——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的好处不包括（     

）

 A. 从世界各地获取大量利润      B. 降低生产成本       C. 扩大

贸易逆差      D. 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控制

【答案】：C 

15、（难度：较难）——商业资本参与利润平均化后，全社会的平均

利润率是（     ）

 A. 剩余价值与全部借贷资本的比率      B. 剩余价值与全部商业资

本的比率       C. 剩余价值与全部产业资本的比率      D. 剩余价

值与产业资本总额加商业资本总额的比率

【答案】：D 

16、（难度：较难）—— “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

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说明（     ）

 A.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B. 技术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C.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D. 科学进步是实践的目的

【答案】：C 

17、（难度：中等）——社会意识形态诸形式中起主导作用的是（     

）

 A. 政治法律思想      B. 道德规范       C. 文学艺术      D. 

哲学思想

【答案】：A 

18、（难度：容易）——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最突出地表现是（     

）

 A. 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      B. 社会意识的发展同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       C.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D. 社会意识诸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

【答案】：C 

19、（难度：容易）——垄断价格是（     ）

 A. 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      B. 生产价格加平均利润       C. 成

本价格加垄断利润      D. 生产价格加垄断利润

【答案】：C 

20、（难度：容易）——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

得胜利观点的依据是（     ）

 A. 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的原理      B. 帝国主义时代

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C. 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

阶级斗争的规律      D.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

律

【答案】：B 

21、（难度：容易）——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中介是（     ）

 A. 自然界      B. 人类社会       C. 精神      D. 实践

【答案】：D 



22、（难度：较难）——在价值形式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没有本质区

别的两种价值形式是（     ）

 A. 简单的价值形式与扩大的价值形式      B. 扩大的价值形式与一

般的价值形式       C. 一般的价值形式与货币形式      D. 扩大的

价值形式与货币形式

【答案】：C 

23、（难度：中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自由竞争（     ）

 A. 占主导地位      B. 只占次要地位       C. 已经消失      D. 

与垄断竞争相互交织，不分主次.

【答案】：B 

24、（难度：较难）——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通过实践

创造客观世界，这表明人的意识具有（     ）

 A. 预见性      B. 决定性       C. 对象性      D. 能动性

【答案】：D 

25、（难度：中等）——正确地发挥意识能动作用的客观前提是（     

）

 A. 个人积极性的充分调动      B. 集体智慧的充分发挥       C. 

正确认识客观规律      D. 彻底克服错误思想

【答案】：C 

26、——资本主义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该论断意味

着（     ）

 A. 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人格；但从现象上看，它

却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      B. 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是劳动的价

值或价格；但从现象上看，它却表现为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       C. 

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值；但从现象上看，它却表现为劳

动力的价格      D. 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是劳动的价值；但从现象上

看，它却表现为劳动的价格

【答案】：A 



27、（难度：中等）——道德是（     ）

 A. 经济基础最集中、最直接的反映      B. 最抽象的意识形式       

C. 上层建筑的核心      D. 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答案】：D 

28、（难度：较难）——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

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

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

一论断说明了（     ）

 A.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      B. 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

性的唯一标准       C. 实践检验真理不需要理论指导      D. 认识

活动与实践活动具有同样的作用和力量

【答案】：B 

29、（难度：容易）——资本主义国家选举的实质（     ）

 A.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分权      B. 每个公民都能通过竞选活动参

与政权，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       C. 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和

矛盾的重要举措      D. 人民当家作主

【答案】：C 

30、（难度：中等）——一种认识是不是真理，要看它（     ）

 A. 能否满足人们的需要      B. 能否被多数人认可       C. 能否

付诸实践      D. 能否在实践中最终取得预期的效果

【答案】：D 

31、（难度：中等）——感觉是认识起点的观点（     ）

 A. 可以是可知论的观点，也可以是不可知论的观点      B. 可以是

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可以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C. 是唯物主义的

观点，不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D. 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不是唯物主

义的观点

【答案】：B 



32、（难度：较难）——把经过实践证实的理论看成绝对真理，并当

成检验其他一切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这是一种（     ）

 A. 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观点      B. 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观点       

C. 相对主义论辩论的观点      D. 轻视实践经验的唯理论观点

【答案】：A 

33、（难度：容易）——马克思考察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问题的两个

基本原理或理论前提是指（     ）

 A. 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理论      B. 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

扩大再生产       C. 粗放型和集约型再生产理论      D. 社会总产

品的食物构成和价值构成的理论

【答案】：D 

34、（难度：中等）——恩格斯说：“人的智力是随人如何学会改造

自然界而发展的”，这句话说明（     ）

 A. 人具有改造世界的能力      B. 人的认识具有主观能动性       

C. 人的认识能力是不受限制的      D.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答案】：D 

35、——列宁指出：当然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有限的范

围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

对的。这里讲的“有限的范围”是指（     ）

 A. 物质能否被意识所正确反映      B. 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       

C. 意识是否根源于物质      D. 意识是否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答案】：B 

36、（难度：容易）——生产资料包括（     ）

 A.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B. 生产工具和劳动者       C. 劳动对

象和劳动资料      D. 劳动产品

【答案】：C 

37、（难度：较难）——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正常具有“内在力量

”的标志是（     ）



 A. 勇于自我批评      B. 理论联系实际       C. 求真务实      

D. 密切联系群众

【答案】：A 

38、（难度：中等）——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这

是由降水量过大造成的，同时也与长江中上游流域的森林砍伐过量、

水土流失严重、河床淤积有关。从因果关系来看，这属于（     ）

 A. 一因多果      B. 一果多因       C. 同因异果      D. 同果

异因

【答案】：B 

39、（难度：中等）——马克思主义回答人的本质问题的立足点是（     

）

 A. 人的社会关系      B. 人的自然属性       C. 人类的共同利益      

D. 人的自身需要

【答案】：A 

40、——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     ）

 A. 制造使用工具      B. 具有宗教信仰       C. 具有思想意识      

D. 具有语言文字

【答案】：A 

41、（难度：较难）——过分强调理性认识的作用，否认感性认识的

重要性的观点，在哲学上属于（     ）

 A. 可知论学派      B. 不可知论学派       C. 唯理论学派      

D. 经验论学派

【答案】：C 

42、（难度：较难）——考察资本周转，重点在于分析（     ）

 A. 资本周转的速度及其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      B. 资本运动的

连续性       C. 资本循环所经历的阶段和资本形式的变化      D. 

资本运动的间断性

【答案】：A 



43、（难度：中等）——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直接根源存在于（     ）

 A. 生产力中      B. 生产方式中       C. 社会形态中      D. 

经济基础中

【答案】：D 

44、（难度：中等）——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各种唯心主义派别之

间的差异和矛盾，常常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发展，这一事实说明（     

）

 A. 矛盾一方克服另一方促使事物发展      B. 矛盾一方的发展可以

为另一方的发展提供条件       C. 矛盾双方中每一方的自身矛盾，

可以为另一方的发展所利用      D. 矛盾双方融合促使事物发展

【答案】：C 

45、（难度：容易）——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应该是（     

）

 A. 人们的丰观愿望      B. 先进分子的要求       C. 客观存在的

事实      D. 正确的指导思想

【答案】：C 

46、（难度：较难）——工人每天工作 8小时，剥削率为 100%，凭借

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必要劳动时间被缩短为 2小时而工作时间不变

，这时的剥削率为（     ）

 A. 100%      B. 200%       C. 300%      D. 400%

【答案】：C 

47、（难度：容易）——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     ）

 A. 同一部门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竞争的结果      B. 不同部门之间竞

争的结果       C.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竞争的结果      D. 国内企

业与国外同类企业之间竞争的结果

【答案】：B 

48、（难度：容易）——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     ）

 A. 根本的政治路线      B. 根本的思想路线       C.



 根本的组织路线      D. 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

【答案】：D 

49、（难度：容易）——生产关系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     ）

 A. 产品的分配关系      B. 产品的交换关系       C. 生产资料所

有制关系      D. 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

【答案】：C 

50、（难度：容易）——生产关系所体现的是（     ）

 A.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B. 人与人的政治关系       C. 人与人

的思想关系      D. 人与人的经济关系

【答案】：D 

51、（难度：容易）——资本主义商业利润的实质是（     ）

 A. 商品贱买贵卖的收益      B. 商品售卖劳动创造的价值       

C. 商品的批发价和零售价的差额      D. 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的一部分

【答案】：D 

52、（难度：容易）——我国制定的“十二五”计划的根据是（     

）

 A. 抽象的可能性      B. 现实的可能性       C. 人民群众的愿望      

D. 先进分子的构想

【答案】：B 

53、（难度：中等）——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讽

刺家”的是（     ）

 A. 费尔巴哈      B. 傅立叶       C. 欧文      D. 圣西门

【答案】：B 

54、——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源在于（     ）

 A. 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B. 实事求是       

C. 阶级性      D. 科学性

【答案】：A 



55、（难度：容易）——区分一个事物是新事物还是旧事物，最根本

的是（     ）

 A. 是否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相符合      B. 是否为大多数人所支

持       C. 在形式上是否新奇      D. 在时间上是否是新近发生的

【答案】：A 

56、（难度：容易）——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集中的直

接后果是（     ）

 A. 社会总资本急剧增加      B. 个别资本规模迅速扩大       C. 

绝对剩余价值问题快速增长      D. 社会就业率明显提高

【答案】：B 

57、（难度：中等）——判断一种观点正确与否的依据是（     ）

 A. 伟人之言      B. 众人意见       C. 个人意见      D. 社会

实践

【答案】：D 

58、——20世纪 50年代，北大荒人烟稀少、一片荒凉。由于人口剧增

，生产力水平低下，吃饭问题成为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于是人们不

得不靠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经过半个世纪的开垦，北大荒成

了全国闻名的“北大仓”。然而由于过度开垦已经造成了许多生态问

题。现在，黑龙江垦区全面停止开荒，退耕还“荒”。这说明（     

）

 A. 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以恢复原始生态为归宿      B. 人们改造自

然的一切行为都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C. 人在自然界面前

总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D. 人们应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

质变换

【答案】：D 

59、（难度：容易）——真理和谬误的根本区别就在于（     ）

 A. 是否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或同意      B. 主观与客观是否相符合、

相一致       C. 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      D.



 是否能够激励人和影响人

【答案】：B 

60、（难度：较难）——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夸大真理的绝对性，会

导致（     ）

 A. 怀疑论      B. 相对主义       C. 独断论      D. 辩证真理

论

【答案】：C 

61、（难度：容易）——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度”是指（     ）

 A. 事物保持一定质的量的限度      B. 事物质变的关节点       

C. 事物质变的临界点      D. 事物保持一定量的质的限度

【答案】：A 

62、（难度：容易）——按照辩证法的观点，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

会的转变，体现了（     ）

 A. 根本性的质变      B. 单纯的量变       C. 质变过程的量的扩

张      D. 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答案】：A 

63、（难度：中等）——在工作中防止“过”或“不及”的关键在于

（     ）

 A. 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      B. 抓住事物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C. 把握事物的度      D. 确定事物的量

【答案】：C 

64、（难度：容易）——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     ）

 A. 物质的      B. 运动的       C. 实践的      D. 精神的

【答案】：C 

65、——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是（     ）

 A. 共性和个性的观点      B. 对立统一的观点       C. 联系和发

展的观点      D. 有限和无限的观点

【答案】：C 



66、（难度：容易）——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的根本保

证是（     ）

 A. 社会制度的和谐完善      B. 创造出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的劳动生

产率       C. 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D.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答案】：B 

67、（难度：容易）——G——W…P…W’——G’是（     ）

 A. 货币资本循环公式      B. 生产资本循环公式       C. 商品资

本循环公式      D. 流通资本循环公式

【答案】：A 

68、（难度：容易）——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中价值增殖过程

的分析，把雇佣工人的劳动时间分为（     ）

 A. 生产使用价值的时间和生产价值的时间      B. 转移旧价值的时

间和创造新价值的时间       C. 生产生产资料价值的时间和生产剩

余价值的时间      D. 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

间

【答案】：D 

69、（难度：容易）——货币的本质是（     ）

 A. 商品交换的媒介物      B. 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       C. 商

品的等价物      D. 商品相对价值形式

【答案】：B 

70、（难度：较难）——马克思指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追加资本

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它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价值原子不是由别人的无

酬劳动产生的。这句话表明（     ）

 A. 追加资本来源于资本家的劳动积累      B. 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

产的唯一源泉       C. 资本主义生产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D. 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唯一源泉

【答案】：D 



71、（难度：中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是（     ）

 A. 简单性、机械性、教条性、僵化性      B. 片面性、直观性、表

面性、庸俗性       C. 片面性、不彻底性、抽象性、外在性      

D. 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直观性、不彻底性

【答案】：D 

72、（难度：中等）——“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即是真理”，这是（     

）

 A. 混淆了真理性认识与一般认识的错误观点      B. 辩证唯物主义

的真理观       C. 一切唯物主义的真理观      D. 混淆了真理的客

观性与规律客观性

【答案】：A 

73、（难度：容易）——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政治前提是（     ）

 A.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B. 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C. 

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D.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答案】：A 

74、——资本积累的实质是（     ）

 A. 资本家节余      B. 资本家用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来榨取更多的

剩余价值       C. 目的是为了增加社会财富      D. 用暴力剥夺小

生产者和他国劳动人民

【答案】：B 

75、（难度：中等）—— “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

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使用价值虽然是社

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

关系。”从马克思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出（     ）

 A. 使用价值是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      B. 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

属性       C. 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      D. 使用价值是价值

的物质承担者

【答案】：B 



76、（难度：容易）——商品资本和一般的商品根本区别在于（     

）

 A. 前者包含剩余价值，而后者则不一定      B. 前者可用于交换，

而后者则不一定       C. 前者包含抽象劳动，而后者则不一定      

D. 前者本质上反映了一种社会关系，而后者则不一定

【答案】：A 

77、（难度：中等）——根据认识的发展规律，在认识的“熟知”与

“真知”问题上的正确观点是（     ）

 A. 熟知即真知      B. 熟知不等于真知       C. 熟知起源于真知      

D. 熟知必然转化为真知

【答案】：B 

78、（难度：中等）——固定资本的实物要素是（     ）

 A. 劳动资料      B. 劳动对象       C. 劳动力      D. 劳动产

品

【答案】：A 

79、（难度：容易）——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是（     ）

 A. 16、17世纪初期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B. 以圣西门、傅立叶

、欧文为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C. 18世纪空想平均共产主

义      D. 文艺复兴运动

【答案】：B 

80、（难度：中等）——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决定性因素是（     

）

 A. 人的劳动      B. 人的理性       C. 人具有自由      D. 人

具有意志

【答案】：A 

81、（难度：中等）——真理和价值在认识和实践中是（     ）

 A. 是各自独立、毫不相干的      B. 是相互冲突、无法统一的       

C. 是相互制约、相互引导、相互促进的      D.



 是合二为一，无法区分的

【答案】：C 

82、（难度：容易）——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物质性标志是（     

）

 A. 劳动者的技术水平      B. 劳动者       C. 科学技术和管理方

式      D. 生产工具

【答案】：D 

83、（难度：容易）——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其根本保

证是（     ）

 A. 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      B. 取得国家政权       C. 人民

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极大提高      D.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答案】：A 

84、（难度：中等）——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

活的灵魂”是指（     ）

 A.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B. 内因和外因的关系       

C. 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D. 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答案】：D 

85、（难度：中等）——剩余价值率的公式是（     ）

 A. Ｍ’＝Ｍ／（Ｍ＋Ｖ）      B. Ｍ’＝Ｍ／Ｖ       C. Ｍ’＝

Ｖ／Ｍ      D. Ｍ’＝Ｖ／（Ｍ＋Ｖ）

【答案】：B 

86、（难度：容易）——商品的二因素是由（     ）

 A. 商品的自然属性决定的      B. 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       

C. 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      D.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

【答案】：B 

87、（难度：中等）——正确认识价值创造和财富生产的关系，关键

是运用（     ）

 A. 劳动二重性学说      B. 资本有机构成学       C.



 剩余价值学说      D. 平均利润学说

【答案】：A 

88、（难度：容易）——矛盾的基本属性是（     ）

 A. 普遍性和特殊性      B. 绝对性和相对性       C. 整体与局部      

D. 同一性和斗争性

【答案】：D 

89、（难度：中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     

）

 A. 思维和存在的统一      B. 各种实物的总和       C. 主体和客

体的统一      D. 多样性的物质统一

【答案】：D 

90、（难度：中等）——商品经济是（     ）

 A. 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经济形式      B. 为他人而生产的经济形式       

C. 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      D. 存在于一切社会的经济形

式

【答案】：C 

91、（难度：容易）——划分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准是（     

）

 A. 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      B.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C. 科学技术水平      D. 国家政权的性质

【答案】：A 

92、（难度：容易）——在平均利润的形成过程中，部门之间的竞争

手段是（     ）

 A. 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      B. 进行资本转移，争夺有利

的投资场所       C. 垄断市场，形成超额利润      D. 提高资本有

机构成

【答案】：B 



93、——英雄史观的理论出发点是主张（     ）

 A. 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B. 人的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作

用       C. 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D. 社会运动受偶然性支配

【答案】：C 

94、（难度：中等）——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的焦点在于（     

）

 A. 是否承认事物的普遍联系      B. 是否承认事物的永恒发展       

C. 是否承认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D. 

是否承认事物发展是有客观规律

【答案】：C 

95、（难度：容易）——研究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的直接理论前

提是考察（     ）

 A. 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      B. 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对立

统一       C. 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统一      D. 简单劳动与

复杂劳动的对立统一

【答案】：C 

96、——人们由于利益的驱动，疯狂挖掘草原上的植物——“发菜”

，严重地破坏了草原植被，造成局部土地沙漠化，这个案例说明（     

）

 A. 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规律      B. 过分强调事

物的绝对运动，否认事物的相对静止       C. 只追求人的活动与经

济利益直接联系，没有看到眼前活动与生态平衡的长远的间接联系      

D. 只看到物与物之间的联系，没有看到人与人的联系

【答案】：C 

97、（难度：容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同一社会必要劳动创造

的价值（     ）

 A. 增加      B. 减少       C. 不变      D. 增减不定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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