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马原题库

第一部分  单选题(100 题)

1、（难度：中等）——现阶段，先进生产力集中体现为（     ）

 A. 劳动对象      B. 科学技术       C. 劳动者      D. 管理方

式

【答案】：B 

2、（难度：中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价值在于（     ）

 A. 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尊重      B. 个人的自我创造

和自我实现       C. 个人的自由选择和自由发展      D. 个人主体

性的增强和摆脱社会的约束

【答案】：A 

3、（难度：容易）——从产业资本的职能形式来看，实现商品价值和

剩余价值是（     ）

 A. 生产资本的职能      B. 商业资本的职能       C. 商品资本的

职能      D. 货币资本的职能

【答案】：C 

4、（难度：中等）——荀子说：“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

雷鼓在侧而耳不闻。“这表明（     ）

 A. 人的意识具有客观性      B. 人的意识具有能动性       C. 人

的意识具有对象性      D. 人的意识具有主观性

【答案】：B 

5、（难度：中等）——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资本

主义生产的目的（     ）

 A. 从追求超额利润转变为追求级差利润      B. 从追求平均利润转

变为追求超额利润       C. 从追求平均利润转变为追求垄断利润     



 D. 从追求平均利润转变为追求级差利润

【答案】：C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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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     

）

 A. 理论斗争      B. 议会斗争       C. 经济斗争      D. 政治

斗争

【答案】：D 

8、（难度：中等）——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者，违背了感性认识和

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的原理，犯了（     ）

 A. 类似经验论的错误      B. 类似诡辩论的错误       C. 类似相

对主义的错误      D. 类似唯理论的错误

【答案】：D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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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难度：较难）——某资本家投资 100万元，资本有机构成为 4：

1，m’=100%，一年周转 4次，其年剩余价值量和年剩余价值率分别是

（     ）

 A. 80万，100%      B. 40万，400%       C. 40万，100%      

D. 80万，400%

【答案】：D 



11、（难度：中等）——在实际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

原理，就是要坚持（     ）

 A.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B. 一切从实际出发，在

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       C.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D. 社

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

【答案】：B 

12、——自由王国是指:（     ）

 A. 人支配物的社会状态      B. 人受物支配的社会状态       C. 

人获得了绝对自由的社会状态      D. 进入不受客观规律支配的社会

【答案】：A 

13、（难度：中等）——下列哪一原理可以解释“大众心理影响经济

走势”这一社会现象（     ）

 A.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决定作用      B.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

会存在       C. 社会心理可以左右社会发展方向      D. 只有正确

的社会意识才能影响社会发展

【答案】：B 

14、（难度：较难）——垄断价格的出现表明垄断能（     ）

 A. 创造出新的价值，从而不违背价值规律      B. 增加商品价值总

量，不受价值规律制约       C. 提高或压低个别商品的价格，但受

价值规律制约      D. 增加商品价值总量使之与商品价格总额相等

【答案】：C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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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难度：中等）——真理和谬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

是（     ）



 A. 诡辩论的观点      B. 经验论的观点       C. 辩证唯物主义的

观点      D. 旧唯物主义的观点

【答案】：C 

17、（难度：中等）——真理与谬误之间的相互关系是（     ）

 A.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对立的      B. 没有相互转化的可能性       

C.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D. 两者之间没有原则区别

【答案】：C 

18、（难度：容易）——社会革命根源于 （     ）

 A. 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      B. 革命形势的形成       C. 人口

过多和生活贫困      D. 国际斗争的影响

【答案】：A 

19、（难度：中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依据是（     

）

 A. 矛盾的普遍性原理      B. 矛盾的特殊性原理       C. 矛盾的

同一性原理      D. 矛盾的斗争原理

【答案】：C 

20、（难度：中等）——任何真理都有自己适用的条件和范围，这说

明真理具有（     ）

 A. 不确定性      B. 主观性       C. 相对性      D. 绝对性

【答案】：C 

21、（难度：容易）——实现了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是（     

）

 A. 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人的生存状态      B. 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

人的生存状态       C. 社会主义社会之中的人的生存状态      D. 

共产主义社会之中的人的生存状态

【答案】：D 



22、（难度：中等）——否认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是：（     ）

 A. 唯物论      B. 唯心论       C. 二元论      D. 不可知论

【答案】：D 

23、（难度：中等）——真理的绝对性是指（     ）

 A. 真理不能继续发展      B. 真理的无条件性       C. 真理的运

用不受条件限制      D. 真理不需要检验

【答案】：B 

24、——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承担者和推动者是（     ）

 A. 世界贸易组织      B.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C. 跨国公司      

D. 主权国家

【答案】：C 

25、（难度：容易）——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     ）

 A.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B. 实行无产

阶级专政       C. 巩固共产党的领导      D. 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答案】：A 

26、（难度：容易）——“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是（     ）

 A. 相互矛盾的      B. 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C. 有着内在联系

的      D. 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答案】：C 

27、（难度：中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规律是（     ）

 A. 用思维整体感性材料的思维形式      B. 思维对事物本质的概括

和反映       C. 事物内在的本质的稳定的联系      D. 客观事物的

本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答案】：C 

28、（难度：容易）——组成上层建筑的两部分是（     ）

 A. 政治法律制度与军队警察等      B. 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       

C. 政权和政治法律制度      D. 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

【答案】：D 



29、（难度：容易）——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最终目的是（     

）

 A. 改变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B. 实现共产主义       

C. 解放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D. 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

机器

【答案】：C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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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难度：中等）——下列选项中，具有可能性的是（     ）

 A. 水中捞月      B. 以砖磨镜       C. 水滴石穿      D. 心想

事成

【答案】：C 

32、（难度：容易）——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中，生产不再

下降而处于停滞状态的阶段是（     ）

 A. 危机阶段      B. 复苏阶段       C. 高涨阶段      D. 萧条

阶段

【答案】：D 

33、（难度：中等）——辨别一种认识是不是真理的关键是看它（     

）

 A. 是不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B. 是不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

规律       C. 是不是具有绝对性      D. 是不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

【答案】：B 

34、（难度：中等）——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应是（     

）

 A. 抽象的绝对的统一      B. 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C.



 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      D. 永恒不变的统一

【答案】：B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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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难度：中等）——“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

样，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论断的含义是（     

）

 A.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B. 哲学的存在方

式是物质       C. 无产阶级的存在方式是精神      D. 无产阶级掌

握哲学就由自为阶级转变为自在阶级

【答案】：A 

37、（难度：容易）——商品价格与供求的关系（     ）

 A. 商品价格与商品需求数量呈负相关关系      B. 商品价格的基础

是商品需求数量       C. 商品价格是商品需求数量的货币表现      

D. 商品价格与商品需求数量呈正相关关系

【答案】：A 

38、（难度：中等）——一种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大小主要

取决于（     ）

 A. 它实际掌握群众的广度和深度      B. 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程度       

C. 反映被统治阶级利益的程度      D. 它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

水平

【答案】：A 

39、（难度：容易）——人的最根本特性是其（     ）

 A. 自然属性      B. 社会属性       C. 自由属性      D. 意识

特性

【答案】：B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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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难度：容易）——把公司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出

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这是（     ）

 A. 无限责任公司      B. 股份有限公司       C. 有限责任公司      

D. 合伙制企业

【答案】：B 

42、（难度：容易）——群体意识是（     ）

 A. 集体主义的产物      B. 个体意识的总汇       C. 群体共同意

识的产物      D. 群体实践的产物

【答案】：D 

43、（难度：容易）——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本质

上是（     ）

 A. 人与自然的关系      B. 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C. 人与人

的物质利益关系      D. 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答案】：C 

44、（难度：较难）——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

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

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段话强调

的是（     ）

 A. 认识的任务在于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      B. 认识的

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C.



 认识的任务在于运用客观规律解释世界      D. 只要了解了客观规

律就能成功地改造世界

【答案】：B 

45、（难度：较难）——在抗击“非典”中，许多患者被治愈后又捐

出自己的血清，用于治疗其他患者，这说明（     ）

 A. 人的价值只体现在特定的场合和行为中      B. 人的价值必须以

满足个人需要为前提       C. 人的价值表现为人的能力的大小      

D. 人的价值是在满足自身和他人的需要中实现的

【答案】：D 

46、（难度：容易）——某资本家经营的企业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劳

动生产率，使其生产商品花费的劳动时间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少 10%，

由此形成商品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那部分是（     ）

 A. 超额剩余价值      B. 绝对剩余价值       C. 相对剩余价值      

D. 剩余价值

【答案】：A 

47、（难度：容易）—— “英雄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这个观

点的实质是（     ）

 A. 历史唯物主义      B. 历史唯心主义       C. 历史主义      

D. 自然主义

【答案】：B 

48、（难度：较难）——事物中的真相和假象的区别是（     ）

 A. 真相表现事物的本质，假象表现事物的外在现象      B. 客观存

在的是真相，主观想象的是假象       C. 隐藏在事物内部的是真相

，显现于事物外部的是假象      D. 从正面表现事物本质的是真相，

从反面表现事物本质的是假象

【答案】：D 

49、（难度：容易）——把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分为第Ⅰ部类和第Ⅱ部

类是依据社会总产品的（     ）



 A. 资本的不同部分价值周转的不同方式      B. 资本的不同部分在

循环中的不同职能       C. 资本的不同部分在价值增殖中的不同作

用      D. 社会总产品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最终用途

【答案】：D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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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难度：中等）——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在于它揭示了（     ）

 A. 事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B. 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C. 事物发展的结构和层次      D. 事物发展的形式和状态

【答案】：B 

52、（难度：容易）——马克思指出，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

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这句话指的是（     ）

 A. 发展生产力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      B. 人类的生产力本身

就是目的       C. 人类的天性是追求财富      D. 人类的财富就是

生产力

【答案】：A 

53、（难度：较难）——“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是（     

）

 A. 辩证法观点      B. 诡辩论观点       C.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观

点      D. 唯心主义观点

【答案】：B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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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难度：中等）——从意识主体的角度，社会意识可以划分为（     

）

 A. 社会意识形态和非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      B. 群体意识和个

人意识       C. 阶级意识和非阶级意识      D. 社会心理和社会意

识形式

【答案】：B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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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难度：中等）——世界上惟一不变的是变，这说明（     ）

 A. 运动是世界的本原      B. 世界上只有运动，没有静止       

C. 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D. 运动与静止时绝对对立的

【答案】：C 

58、（难度：中等）——唯物辩证法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认识是（     

）

 A. 必然性意义重大，偶然性可以忽略不计      B. 必然性是可以预

见的，偶然性是无法认识的       C. 必然性是不可选择的，偶然性

是可以选择的      D. 必然的东西是偶然的，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

【答案】：C 

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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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难度：较难）——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命题，其含

义是（     ）

 A. 强调真理的客观性      B. 否认真理的客观性       C. 强调真

理具有客观标准      D. 否认真理具有客观标准

【答案】：D 

61、（难度：容易）——偶然性在事物发展中（     ）

 A. 不起任何作用      B. 起决定作用       C. 可以促进或延缓事

物的发展      D. 时而起作用，时而不起作用

【答案】：C 

62、（难度：中等）——真理是（     ）

 A. 被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意见      B. 客观事物及其规律       

C. 人们有用的观点或理论      D. 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

【答案】：D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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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难度：容易）——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     ）

 A. 唯心主义      B. 辩证唯物主义       C.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      D. 机械唯物主义

【答案】：C 

65、（难度：中等）——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     ）

 A. 简单再生产      B. 资本积累       C. 物质资料再生产      

D. 可变资本

【答案】：B 



66、（难度：容易）——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要（     ）

 A. 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切改良      B. 对资本主义采取全面

肯定的态度       C. 借鉴资本主义社会中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的改良      

D. 借鉴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答案】：C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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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难度：容易）——马克思说：“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

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这句话说明（     ）

 A. 有使用价值的不一定有价值      B.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对它的购

买者而言的       C. 商品所有者同时获得使用价值和价值      D. 

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

【答案】：B 

69、（难度：中等）——相信意念，甚至相信可以用意念来直接改变

物质结构，就是信奉（     ）

 A. 主张精神是脱离人脑独立存在的客观唯心主义      B. 认为人的

思想是特殊物质的机械唯物主义       C. 主张精神主宰客观物质世

界的主观唯心主义      D. 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唯物主义

【答案】：C 

70、（难度：中等）——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区别在于（     ）

 A. 自然规律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社会规律是主观的，没有普遍性      

B. 自然规律有重复性，社会规律没有重复性       C. 自然规律无阶

级性，社会规律有阶级性      D. 自然规律通过盲目的、自发的力量

起作用，社会规律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

【答案】：D 



71、（难度：中等）——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产生（     ）

 A. 纯粹偶然的      B. 纯粹必然的       C. 偶然与必然的统一      

D. 有的是偶然有的是必然

【答案】：C 

72、（难度：中等）——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相交换的比例（     ）

 A. 是由部门之间的竞争形成的      B. 是由政府部门规定的       

C. 是由生产者之间的协商决定的      D. 是在商品生产者背后由社

会自发地确定的

【答案】：D 

73、（难度：容易）——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产生的直接原因是：

（     ）

 A. 社会产品的分配不均      B. 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暴力掠夺       

C.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成      D. 剩余产品的出现

【答案】：C 

74、（难度：中等）——所谓抽象人性论意指（     ）

 A. 否认人的社会性，关于人的本质的唯心主义观点      B. 一种对

人类共同人性的科学抽象的理论       C. 一种否认人之共性的错误

理论      D. 一种资产阶级哲学独创的理论

【答案】：A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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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难度：中等）——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是（     ）

 A. 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B. 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

制度       C. 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形式      D.



 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答案】：D 

77、（难度：中等）——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客体是（     ）

 A. 观念本身      B. 人的意志的创造物       C. 自然界的存在物      

D. 认识和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

【答案】：D 

78、（难度：容易）——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运动、变化、发展

的。发展的实质是（     ）

 A. 事物的前进性      B. 质变       C. 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D. 新事物产生，旧事物灭亡

【答案】：D 

79、（难度：容易）——剩余价值率反映的是（     ）

 A. 预付资本的价值增殖程度      B. 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       

C. 固定资本的价值增殖程度      D. 不变资本的价值增殖程度

【答案】：B 

80、（难度：容易）——自由王国是指人们（     ）

 A. 处于绝对自由的原始社会状态      B. 不再受自然规律和社会规

律支配的状态       C. 允许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状态      D. 摆脱

了自然对社会关系的奴役，成为自己社会关系主人的状态

【答案】：D 

81、（难度：容易）——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指（     ）

 A. 自然界      B. 人口因素       C. 地理环境      D. 地理环

境、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的总和

【答案】：D 

82、（难度：容易）——社会形态是 （     ）

 A.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统一      B.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C.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      D.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

【答案】：D 



83、——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这个“相对”的

对象是（     ）

 A. 劳动者的社会需要      B. 资本家发财的需要       C. 资本家

生产的需要      D. 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要

【答案】：D 

84、（难度：较难）——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说：“在观察的领域

里，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他的这句话强调了（     ）

 A. 人们对每一件事物都要细心观察      B. 人们在认识事物时要有

理性的指导       C. 人们获得感性经验的重要性      D. 人们要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答案】：B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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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难度：容易）——上层建筑的核心是（     ）

 A. 政党      B. 国家政权       C. 法律      D. 哲学

【答案】：B 

87、（难度：容易）——下列各项属于资本积累的是（     ）

 A. 波音公司兼并麦道公司      B. 首都钢铁公司发行股票筹资进行

技术改造       C. 通用汽车公司将上年利润的 60%用于通用汽车电子

商务网建设      D. A.T&A.mp;T动用 100亿美元更新陈旧设备

【答案】：C 

88、（难度：较难）——鲁迅在评《三国演义》时说：“至于写人，

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

一评述所蕴含的哲理是（     ）

 A. 要善于把握事物的度      B. 要善于把握事物的质       C.



 要善于把握事物的量      D. 要善于把握事物的二重性

【答案】：A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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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

 A. 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矛盾      B.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

矛盾       C. 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      D. 社会生

产无政府状况和企业内部有组织性的矛盾

【答案】：C 

91、（难度：中等）——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和实践基础是（     

）

 A.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B. 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已

经登上了历史舞台       C. 工人起义      D.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

关系

【答案】：B 

92、（难度：容易）——资本家普遍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是（     ）

 A. 单个资本家采用先进技术降低商品个别价值的结果      B. 单个

资本家压低劳动力价值缩短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结果       C. 资本

家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结果      D. 各个资本

家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

【答案】：D 

93、（难度：中等）——人类创造的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是（     ）

 A. 人类意识的物质外壳      B. 人类的主观意识       C. 意识的

客观内容      D. 既非物质，也非意识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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