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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 

1．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的解释（简答、论述）★★ 

（1）政治的根源是经济。 

（2）政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 

（3）政治的核心是政治权力。 

（4）政治活动是科学，是艺术。 

政治：是阶级社会中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各社会关系的总和。 

2．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单选、名词解析）★★★ 

（1）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政治现象的科学。 

（2）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活动的核心是国家政权。政治学应当抓

住政治中最本质、最主要、最根本的东西，即国家政权问题作为基本

的研究对象。 

（3）政治学是研究以国家为核心的各种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政治

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有两个层次： 

（4）狭义上：政治学要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即研究国家的活动、形

式、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等。 

（5）广义上：政治学以公共权力为研究对象，研究以公共权力为中

心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行为的内容和

规律，研究同国家密切相关的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 

3．《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单选、简答、论述）★★ 

《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治纲领，奠定了马克思政治学

理论体系的基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思想开始形成。具体内容： 

（1）提出了国家是阶级组织的观点； 

（2）明确指出了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阶级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 

（3）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4）系统地阐发了国家的历史类型问题； 

（5）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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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单选、简答、论述）★★ 

（1）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具体方法： 

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②从具体到一般，从一般到具体； 

③理论联系实际； 

④阶级分析； 

⑤经济分析。 

（2）政治学的常用具体研究方法 

①历史研究法； 

②制度研究法； 

③比较研究法； 

④结构—功能研究法。 

5．政治学的历史发展【单选、多选】★★ 

（1）中国古代的政治学 

①儒家：以孔孟为代表，政治原则为“礼治”“德治”和“王道”，

主张“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以德行仁”； 

②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③法家：韩非的《韩非子》，主张“法治”和“霸道”。 

（2）西方古代的政治学 

①西方政治学最早发端于古希腊社会，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 

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自己政治理想的古希腊时代伟大的政

治思想，他的《理想国》被视为西方政治思想的最初萌芽。 

③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公认为是西方政治学的开山之作，成为

西方政治学的奠基者。 

第二章国家与阶级 

6.国家起源与氏族（单选、名词解释、简答、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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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起源问题是各类国家学说的基础性问题，不同的国家学说

对国家起源的解释不同，重视程度也有很大差异。 

（2）氏族：就是具有血缘亲属关系、同族内部禁止通婚的人们的集

团。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社会单位，以氏族为核心。氏族是国家产

生以前人类社会普遍的社会组织形式。 

（3）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的基本特点： 

①氏族内部禁止通婚；（根本规则） 

②氏族议事会是决定氏族事务的管理机构； 

③氏族成员的根本利益一致，彼此之间互相帮助和保护。 

（4）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基本论断是：氏族制度的解体

和国家的产生，都是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即社会内部基本矛盾运动

的必然结果。 

7.恩格斯对国家产生的论断（单选、简答、论述）★★★ 

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国家产

生是社会内部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发展、私有制出现、阶级形成、阶

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的这个著名论断表明了： 

（1）国家是一个历史现象，它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 

（2）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3）国家的作用是缓和冲突，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8.其他国家起源的理论分析（单选、名词解析）★★ 

（1）神权论是君主国家常见的关于国家起源的解释，因此也被称为

“君权神授论”。古代中国关于国家起源的解释具有神权论色彩。 

（2）契约论：是近代西方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

基本观点就是认为国家是人们订立契约的产物。 

（3）暴力论：认为国家起源于掠夺和征服，是人类群体之间使用暴

力的结果。 

9.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本质的基本论断（单选、名词解释、填空、简

答、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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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国家的定义：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

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迫使一切从属的阶级服从

于一个阶级的机器。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主要内容： 

（1）国家是有阶级社会的政治组织。 

（2）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句话阐明了国家的本质。首先说国

家是一种手段，一种强制性的统治手段。其次说国家是属于特定阶级

的统治手段，而非社会公共的手段。 

（3）国家是一部机器。 

10.国家职能（单选、名词解释、简答、论述）★★★ 

（1）国家职能，就是由国家本质所决定的国家活动的总目的和总方

向，是全部国家机器活动的总和与整体功能。 

（2）国家的两种基本职能： 

①内部职能：主要任务是控制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谋求经济发

展，促进社会进步。 

②外部职能：是防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安全，扩大国际影响，拓展

生存空间。其主要任务是防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安全。 

11.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单选、名词解释）★★★ 

根据国家活动性质和方式，内部职能分为： 

（1）政治职能：也称阶级统治职能，是指国家按照统治阶级意志，

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并以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 

（2）社会职能：也称社会管理职能，是指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和维护

自己的政治统治，所必须实施的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 

12.国家消亡（单选、简答、论述）★★ 

（1）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历史现象，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

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国家消亡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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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消亡条件的核心就是要消灭阶级和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彻

底铲除阶级产生和存在的一切根源，使阶级和阶级差别既不能存在，

也永远不能再生。 

（3）国家消亡的条件： 

①政治条件：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的完全消灭； 

②社会条件：旧社会分工和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差别的消除； 

③精神条件：全体人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 

④国际条件：在全世界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使全人类获得解放； 

⑤根本条件：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第三章国家的历史类型 

13.国家历史类型（单选、名词解释、简答）★★ 

国家的历史类型从根本上说是由国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

的。 

（1）奴隶制国家：是奴隶主阶级用以压迫和统治奴隶的工具，它维

护的是奴隶制的剥削形式。 

（2）封建制国家：是封建地主阶级用以压迫和统治广大农民的工具，

它维护的是封建的剥削形式。 

（3）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和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它维

护的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 

（4）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新型的最高历史类型的国家，是人类历

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 

14.国家历史类型的更替方式（单选、简答、论述）★★ 

（1）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历史类型更替的基本方式和途径是政治

革命。国家历史类型的更替是社会政治发展的质变。 

（2）列宁认为，革命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的、基本的方法，而改

良则是一种次要的、辅助性的方法。 

（3）一切剥削阶级类型的国家，都是通过社会变革更替的。资本主

义制度是最后一种剥削制度，资产阶级是最后一个剥削阶级。 

（4）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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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奴隶制国家（单选、简答）★★ 

（1）奴隶制国家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剥削阶级国家。 

（2）奴隶制国家建立在奴隶主占有制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奴隶

制国家的本质是奴隶主阶级的专制。 

（3）内部职能：控制奴隶和自由贫民等广大被压迫群众。 

（4）外部职能：侵略他国领土或保卫本国领土以防别国侵略。 

（5）实行君主制（东方暴君制）的古代东方的奴隶制国家，如埃及、

巴比伦、亚速、波斯等国；实行民主制的是雅典；实行贵族制的有古

罗马和斯巴达。 

16.封建制国家（单选、名词解释、简答、论述）★★ 

（1）封建制国家的本质，是在土地所有制上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

对广大农业劳动者进行剥削压迫的工具。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

是土地。 

（2）封建制国家是建立在封建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3）分析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是我们研究封建社会生产关系、

认识封建国家的出发点。 

（4）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四种具体形式： 

①领主占有制：领主领地可以世代相袭，但不能买卖。 

②地主占有制：合法买卖土地，通过收缴地租榨取农民的剩余劳动。 

③国家占有制：是以国王名义占有土地。分封各级领主，实质是领主

占有制。 

④自耕农占有制：农民自己占有所耕种土地，但占有是少量的。 

17.资本主义国家（单选、多选、名词解释、简答、论述）★★ 

（1）资本主义国家是人类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类型国家。 

（2）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早萌芽于中世纪西欧的自治城市。 

（3）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是资产阶级维护资本

私有制及其根本利益、剥削与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机器。 

（4）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两个基本形态： 

①自由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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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单选、名词解释、简答、论述）★★ 

（1）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

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根本动因，是适应生产力的社会化要求，

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一次以生产资料公

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消灭了剥削者政权。 

（3）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19.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单选、名词解释、简答、论述）★★★ 

（1）社会主义国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 

（2）社会主义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农联盟为国家的阶

级基础。 

（3）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在于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

物质、政治和精神文明，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全面

进步，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4）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

领导，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特征。 

（5）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20.国家权力的内涵（单选、名词解释、简答、论述）★★ 

（1）国家权力是统治阶级强制被统治阶级或从属阶级服从其意志的

能力。国家权力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它代表以国家意志作为表现形

式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统治阶级实现政治统治的工具。 

（2）从本质上讲，国家权力是一种政治权力。 

2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权力的论述（单选、简答、论述）

★★ 

（1）国家权力是根源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政治权力； 

（2）国家权力本质上是在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权力，它

所表达的国家意志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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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权力是承担着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共权力，具有管理社会公

共事务的职能。 

国家权力的特征（单选、简答）★★ 

（1）主权性； 

（2）强制性； 

（3）普遍性； 

（4）组织性。 

23.国家权力的结构构成（单选、简答）★★ 

从国家权力的功能分工上讲，功能性的国家权力通常区分为 

（1）立法权：国家意志的集中表达。 

（2）行政权：执行和落实国家意志。 

（3）监察权：监督、调查和处置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权力。 

（4）司法权：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案件过程中，通过施用法律解决社

会纠纷、维护国家意志的权力。 

24.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原则（单选、名词解释）★★ 

（1）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以“分权制衡”作为政权组织原则。 

（2）所谓分权制衡，就是按照不同的功能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

行政权与司法权三种权力，让它们由三种不同的国家机关各自独立执

掌和行使，形成鼎立之势，互相制约，由此形成分权制衡的权力结构。 

（3）美国实行的是典型的“三权分立”。 

（4）英国则实行以立法至上为特点的“混合权力体制”。 

（5）法国第五共和国采用“以行政权为重点的分权”。 

25.国家形式（单选、名词解释、简答）★★ 

（1）国家形式：是统治阶级为实现本阶级的统治而组织国家的政权

组织形式和结构形式，是组织、管理和控制国家机器的制度和体制的

总和。 

（2）国家形式的基本内容 

①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 



9 

国家的结构形式：指国家的中央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整体与

局部之间关系的构成方式，它是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在国家组

织结构形式和原则上的体现。 

③国家机关权力的具体运作方式和具体制度，通常被统称为“政治体

制”。 

政体与国体（单选、简答）★★ 

（1）政体：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是指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

为了实现其统治需要而采用的一定的政权组织形式，也就是统治阶级

组织国家政权机关的形式。 

（2）国体：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它所表现的是国家的阶

级性质。 

（3）政体和国体的关系 

①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国体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它所

表现的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与政体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

系。 

②内容决定形式，国体决定政体。 

③形式体现内容，政体反映国体。 

④政体具有相对独立性。 

（4）政体的基本特性 

①政体的选择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②政体具有多样性。 

③政体是国情的产物。 

④相对于国体而言，政体的发展变化具有灵活性和变异性。 

27.君主制（单选、多选、名词解析）★★ 

（1）剥削阶级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君主制和共和制。 

（2）君主制：通常是指由一名君主作为实际上的或名义上的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的政权组织形式。君主制可以划分为：①专制君主制；②

贵族君主制；③立宪君主制（有限君主制）。 

28.共和制（单选、多选、名词解析、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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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

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表现形式： 

（1）贵族共和制：国家行政长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并有任期限制，

国家最高权力实际上掌握在贵族手中。这种政体形式主要见于古代希

腊和罗马。 

（2）民主共和制：是资产阶级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政体形式。民主

共和制是资产阶级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政体形式。民主共和制可以区

分为议会共和制和总统共和制。 

①议会共和制：凡是政府(内阁)由拥有多数议席的政党组成并对议会

负责的国家，称为议会共和制国家。在议会共和制国家中，议会是国

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享有立法权和监督权；政府（内阁）是由议会授

权产生的，对议会负责；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没有实权。 

②总统共和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领导内阁并执掌行

政权。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单选、多选★ 

社会主义国家的三种政体形式： 

（1）公社制。1871 年，巴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建

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 

（2）苏维埃制。苏维埃制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 

（3）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

政治制度。 

30.国家结构形式（单选、名词解析、简答）★★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为了处理中央与地方、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而对国家权力进行划分与配置的基本模式，它涉及的是一个国家的各

个部分以什么形式和方式整合为国家的问题。国家结构形式可以分为

两种基本类型： 

（1）单一制：将国土按地域划分若干行政单位，具有统一主权的国

家结构形式。（法国是比较典型的中央集权型单一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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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权力机关、统一的行政机关体系和国籍。 

②两种类型：中央集权型（法国）；地方分权型（英国）。 

（2）复合制：由若干国家或地区作为成员单位协议组成的联合体。

复合制国家结构形式常见的类型： 

①联邦制：由若干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实体（州、邦、省）通过制

定并遵守统一的联邦宪法而形成的具有单一主权的国家结构形式。

（1789 年至今的美国、二战后的德国） 

②邦联制：是由若干独立的主权国家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通过缔结

条约分享部分国家主权而形成的松散的国家联合形式。（历史上北美

十三州的联盟、现在的英联邦等。）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单选、简答）★★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

根本的政治制度。其历史必然性： 

（1）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

的历史选择。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我国的政权性质，是最适合于我国人

民当家作主和管理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了国家权力机构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

合理分工，能够保障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 

（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保障了国家长

治久安。 

32.中国采用单一制的主要原因（单选、简答、论述）★★ 

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原因如下： 

（1）我国历史上有着统一的传统和实行单一制的渊源。 

（2）我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有着和睦相处、友好往来

的传统。 

（3）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多样性统一的中华文化

是各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强大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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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是维护祖国统一。 

（5）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

新型民族关系。 

（6）我国各民族既具有团结友爱的光荣传统，同时也需要紧密团结

与合作，防止和抵御外来干涉和侵略。 

我国单一制国家的特色（单选、简答）★★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

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一种制度。 

（2）特别行政区制度：依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

指在统一的主权国家范围内，建立特别行政区，实行与各省、直辖市、

自治区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我国现行宪法规定香港和

澳门实行的政治制度是特别行政区制度。其内容为： 

①一个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心是一个国家，特别行政区是一级

地方政府。 

②两种制度共存，但主体是社会主义。 

③高度的自治权（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34.国家机构（单选、名词解释）★★ 

（1）国家机构：是公共权力运作的组织载体，是统治阶级巩固和维

持其统治地位、实现其阶级利益和履行国家职能的组织体系。 

（2）中央层次的国家机构主要包括国家元首、立法机关、行政机关、

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等机构设置，地方层次也有相应的国家机构设置。 

（3）国家机构是国家机关的总和。 

35.国家机构的特征（单选、简答）★★ 

（1）阶级性； 

（2）社会性； 

（3）整体性； 

（4）强制性。 

36.国家机构的构成（单选、名词解释、简答、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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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里士多德最早针对古代雅典国家机关进行分析：一切政体均

具有三种机能，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审判机能； 

（2）18 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

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应地把国家机关划分为分立与制衡的三

个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 

（3）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要素 

①国家元首：充当一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最高政治领导者，

依据国内法处于国家最高领导地位，根据国际惯例享有最高规格的国

际礼遇，充当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 

②立法机关：是行使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即有审议、制定、修改和废

止法律以及时进行执法监督的国家机关。 

③行政机关：即负责拟定和执行法律、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管理国

家对内对外事务的机关。 

④司法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关。 

37.国家机构设置的影响和制约因素（单选、简答）★★ 

（1）国体的制约； 

（2）国家统治方式的制约； 

（3）社会与国情因素的制约。 

38.西方国家的主要国家机关及其职权（单选、名词解释、简答、论

述）★★★ 

（1）立法机关： 

①两种形式： 

两院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 

一院制：瑞典、葡萄牙、丹麦、新西兰等。 

②主要职权：立法权、财政权、监督权。 

（2）行政机关 

西方国家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即中央政府，一般由政府首脑和各部部

长组成，通常称为内阁，所以组织政府常称作“组阁”。主要职权： 

①执行法律与委托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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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管理全国公共事务和行政事务； 

③处理对外关系事务； 

④军事权； 

⑤立法参与权。 

（3）司法机关 

司法权主要指审判权和法律解释权。职权： 

①审理各种诉讼案件； 

②处理某些非诉讼性事务； 

③违宪审查。 

39.司法独立（单选、名词解释、简答、论述）★★ 

（1）司法独立：指法院和法官只服从法律，独立行使司法权。具体

体现： 

①司法权由法院和法官独立行使； 

②审判活动不受另一个法院的干涉； 

③法官按照“自由心证”原则办案。 

（2）司法原则： 

①司法独立原则； 

②无罪推定原则； 

③不告不理原则； 

④辩护制度和法官保障制度。 

40.民主集中制原则（单选、名词解释、简答、论述）★★ 

（1）民主集中制：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

主集中制原则最初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提出来的作为第一

国际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2）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国家机构中的表现： 

①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 

②保证国家机关之间合理分工，协调运作，依法进行权力制约。 

③保证立法和决策民主化和执行的集中化与分工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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