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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须知 

 

1. 本试卷满分 100 分。 

2. 请考生务必将本人考号最后两位数字填写在本页右上角方框内。 

3. 考生一律用蓝色或黑色墨水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上按规定要求作答，未做在指定位置上

的答案一律无效。 

4. 监考员收卷时，考生须配合监考员验收，并请监考员在准考证上签字（作为考生交卷的

凭据）。否则，若发生答卷遗失，责任由考生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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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20 分） 

1．国家能力可概括为四种，即________能力、________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 

2．在西方政治统治研究中，影响较大的有________论、________论和_______统治理论。 

3．1968 年 4 月捷克斯洛伐克开始的新一轮改革运动通常被称为“________”，这场改革

运动最终因________出兵镇压而夭折。 

4．进入 20 世纪，首先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社会制度实践的代表人物是________，

他成功领导了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

义国家。 

5．20 世纪 60 年代，拉丁美洲的________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70 年代，印度支那半岛

人民抗美战争取得胜利后，________、________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多时达到________个。 

6．1949 年 6 月毛泽东发表《________》一文，总结了近百年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 

7．中共十五大把________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8．________年 2 月，江泽民第一次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9．1957 年，美国学者________出版了国际系统理论的代表作________。 

10．国际政治中自然环境的构成因素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名词解释（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1．立法机关 

2．自治社会主义 

3．“三步走”发展战略 

4．国际冲突  

 

三、简述题（每小题 8 分，共 24 分） 

1．简述意识形态变革滞后性的表现。 

2．简述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病。 

3．简述国际组织的基本类型。 

 

四、论述题（每小题 12 分，共 36 分） 

1．试述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 

2．试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3．试析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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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试题答案 

一、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20 分） 

1．汲取、调控 

2．精英统治、多元统治、新马克思主义 

3．布拉格之春、苏联 

4．列宁 

5．古巴、柬埔寨、老挝、16 

6．论人民民主专政 

7．邓小平理论 

8．2000 

9．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 

10．地理因素、人口状况、自然资源 

 

二、名词解释（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1．立法机关是指有权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机关。（3 分）一个合法性政府至少需要一

个代表民意的机构，立法机构的成员或代表由选举产生，并对选民负责。（2 分） 

2．20 世纪 50 年代初，南斯拉夫率先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开始了自治社会主义的理

论与实践探索，拉开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序幕。（3 分）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为

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它也未能完全摆脱苏联

模式的影响，实践证明并不成功。（2 分） 

3．邓小平在总结以往发展战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

的台阶式发展战略。（1 分）内容是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20 世纪末以前走两步，

达到温饱和小康，（2 分）21 世纪用 30 年到 50 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因家

水平。（2 分） 

4．国际冲突是指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处于自觉的抵触、摩擦、对立或对抗的状态（2 分）

主要是由于各行为体所追求的利益、目标和价值的不同或相悖，或者由于国际社会结

构性差异所引发的矛盾而导致。（2 分）国际冲突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常见状态。（1 分） 

 

三、简述题（每小题 8 分，共 24 分） 

1．①压制创新；（2 分） 

②破坏正在变革团体存在的合理性；（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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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造成团体成员之间的分裂；（2 分） 

④助长“搭便车”现象。（2 分） 

2．①政治上民主太少，容易滋生个人专权；（2 分） 

②经济上管理过死，经济总体效益差；（2 分） 

③思想文化上严格控制，导致个人崇拜盛行，思想僵化；（2 分） 

④对外关系中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导致苏联走上霸权主义道路。（2 分） 

3．①依据国际组织的构成来划分，可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3 分） 

②依据国际组织的地域特点来划分，可分为世界性国际组织和区域性国际组织。（3 分） 

③依据国际组织的宗旨和职能来划分，可分为一般性（或综合性）国际组织和专门性

国际组织。（2 分） 

 

四、论述题（每小题 12 分，共 36 分） 

1．①“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揭示了政治的基本特征，分析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即经济基础决定着政治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3 分） 

②“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属性的命题。（3 分） 

③“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方式、任务和内容”是马

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内容的规定。（3 分） 

④“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3 分） 

2．①帝国主义势力是统治中国，阻碍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2 分） 

②中国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中国的社会基础。（2 分） 

③封建剥削在经济生活中占明显优势。（2 分） 

④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压抑，发展缓慢，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2 分） 

⑤由于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和农业经济存在，中国长期不统一，并且政治、经济、文化

发展极不平衡。（2 分） 

⑥受到双重压迫的广大民众贫困，无政治权利。（2 分） 

3．①国际政治格局总是同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国际政

治格局总是一定时代条件下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3 分） 

②国际政治格局总是同世界经济格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世界经济格局是国际政

治格局产生的基础和前提。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演变直接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

化，两者的演进呈同向性发展的趋势。（3 分） 

③国际政治格局总是同一定形式的国际秩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国际秩序在不同

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格局的特点。（3 分） 

④国际政治格局在其演进过程中，总是新旧交迭，呈现出过渡性特征。新旧格局的交

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和过渡阶段。（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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