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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常识材料分析题专题 

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1）经济决定政治； 

（2）政治对经济有反作用，指导、影响、制约经济的发展。

正确的政治领导归根到底要体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国内的材料分析题：按照主体划分 

一、国家政权机关（行政机关即人民政府、审判机关即人

民法院、检察机关即人民检察院、不包括权力机关人大）

行使职权 

1、我国的国家性质人民民主专政和我国对内的国家职能及

对外的国家职能（涉及外国的）： 

（1）我国的对内国家职能是： 

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国最主要的国家

职能，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 

依法打击极少数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保障人

民民主，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 

协调人民内部的关系和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和谐，创造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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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社会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2）我国对外的国家职能： 

防御外部敌人的侵犯和颠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 

发展国际交流和合作，（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协调

我国和他国的关系（创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家环境）；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发挥我国在国际社会的积

极作用。 

（3）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对内对外

国家职能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

的国家性质。 

2、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有利于联

系群众，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1）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参与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是扩大公民

有序政治参与的根本保证。离开党的领导，政治参与就会

迷失方向。 

坚持法治化的政治参与原则。政治参与只有在一个稳定有

序的社会中才能健康扩大，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离不开有

效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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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渐进式的政治参与原则。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要遵循

积极、稳妥、渐进的原则。任何急躁冒进都会阻碍和破坏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程，影响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2）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意义： 

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客观需要。 

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

要求。 

是密切党、政府与群众血肉联系、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要

求。 

是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保证国家机关决策顺利实施的

要求。 

3、如果主体是政府的还会涉及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

服务政府： 

（1）建设依法行政、公正严明的法治政府。要坚持依法行

政，加强制度建设，用法律、法规规范政府行为。 

（2）建设务实高效、廉洁勤政的责任政府。要坚持对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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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完善责任与权力相统一的执行机制，做到有权必有

则、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须追究。 

（3）建设忧民所忧、乐民所乐的服务政府。坚持把对人民

负责、为人民服务作为政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作为服务政府，在思想上要重视群众，在感情上要贴

近群众，在工作上要关心群众，耐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尽

心竭力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办妥、办好。 

建设服务政府，要切实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职能。 

建设服务政府，要建立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公示和

听证制度，建立公共决策的社情、民意调查制度，要进一

步优化政府服务流程，提高办事效率。 

4、主体是国务院（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1）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制定颁布的决定

和命令，地方各级行政机关都要执行，不得违背。对于地

方各级行政机关享有监督权，有权撤销或改变地方各级国

家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2）是全国人大的执行机关。国务院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制定的法律、通过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国务院不是纯

粹的执行，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可以制定行政法规）和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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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 

5、主体是人民军队 

（1）人民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我国人民民

主专政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是保卫人民江山，维护国家

主权和安全的钢铁长城。 

（2）人民军队的革命化建设就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

军，推动部队建设走上制度化、法制化的发展道路。 

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就是要坚持科技强军战略，把现

代科技贯穿和运用到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 

（3）建设强大国防，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是我国各族人民

的神圣职责，是我们青少年的历史责任。 

青年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保卫者，青年学生的素

质，国防观念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国防建设的加强，关系到

祖国的前途和未来。 

青年学生要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努力提高

自身的国防观念和国防素质，积极参加国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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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1：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已经对我

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我国政府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2009 年我国政府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保障重点

领域和重点建设支出，支持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实行结构

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对“三农”、就业、

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节能减排、自主创新、先进装备

制造业、服务业、中小企业、重大改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运用积极的财政政

策刺激经济持续增长。运用前言和第一课人民政权 人民当

家的有关知识分析说明 

 参考答案： 

我国政府切实履行各项职能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持续增

长，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1）我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体现

了经济决定政治。 

（2）2009 年我国政府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持续

增长，体现了政治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指导、影响、

制约经济的发展。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体现在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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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实行结构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体现我国政

府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

长，这是我国最主要地国家职能。政府继续加大对社会保

障、教育、医疗等的支持力度体现了政府组织社会公共服

务，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政府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

和救助力度体现了政府协调人民内部的关系和利益，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以上政府做法都维护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我国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也体现了我国政府致力于建成

乐民所乐、忧民所忧的服务政府，切实加强政府的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

权力 

1、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

度。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突出人民权力为核心，是实现人

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的根本途径和方式。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基础，在我国整

个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制定国家其他各

种制度中起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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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中： 

（1）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

人民代表大会。 

（2）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

人民监督。 

（3）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

会产生，对它负责，向它报告，受它监督。 

（4）国家机构的组织活动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作为活动原则的表现是：在人大会议上，对法律的制定和

重大方针的决定问题上，代表们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表

决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 

（2）动员了全体人民以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投身于社会主义

建设； 

（3）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 

（4）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5）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4、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有利于联

系群众，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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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参与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是扩大公民

有序政治参与的根本保证。离开党的领导，政治参与就会

迷失方向。 

坚持法治化的政治参与原则。政治参与只有在一个稳定有

序的社会中才能健康扩大，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离不开有

效的法治。 

坚持渐进式的政治参与原则。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要遵循

积极、稳妥、渐进的原则。任何急躁冒进都会阻碍和破坏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程，影响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2）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意义： 

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客观需要。 

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

要求。 

是密切党、政府与群众血肉联系、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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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5、分不同主体涉及的不同知识点： 

全国人大：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最高决定

权、最高监督权、最高立法权、最高任免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从属于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负责，受全

国人大监督。 

 

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

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行使其部分职权，行使立法权、任免

权、决定权、监督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从属于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负责，受全

国人大监督。 

地方各级人大：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在遵守宪法和法律的

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在以上机构制定法律法规之前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反映

了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法制

产生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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