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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2 年 1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政治学概论试题 

课程代码：00312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小题，每小题 1分，共 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

选均无分。 

1．主张“无为而治”的流派是(      ) 

A．法家 B.道家 

C.儒家 D.阴阳家 

2．国家是一个历史现象，这句话表明国家是(      ) 

A．在历史上存在过 

B.还会在未来存在 

C.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D.国家总会被消灭的 

3．国家的历史类型问题是(      ) 

A．国家形式问题 B.国家结构问题 

C.国家的分类问题 D.国家的政体问题 

4．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获取土地的主要方式是(      ) 

A．购买 B.分封 

C.赠予 D.强占 

5．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开始于(      ) 

 上市公司 实力雄厚 品牌保证                权威师资阵容 强大教学团队 

 历次学员极高考试通过率 辅导效果有保证           辅导紧跟命题 考点一网打尽 

 辅导名师亲自编写习题与模拟试题 直击考试精髓         专家 24 小时在线答疑 疑难问题迎刃而解 

 资讯、辅导、资料、答疑 全程一站式服务            随报随学 反复听课 足不出户尽享优质服务 

开设班次：（请点击相应班次查看班次介绍） 

基础班 串讲班 精品班 套餐班 实验班 习题班 高等数学预备班 英语零起点班 

网校推荐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大学语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英语（一） 英语（二） 线性代数（经管类） 

高等数学（工专） 高等数学（一） 线性代数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计算机应用基础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更多辅导专业及课程>>         课程试听>>         我要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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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世纪中期 B.19世纪末 

C.20世纪初 D.20世纪中期 

6．实现公民权利的最重要形式和保障是(      ) 

A．法律 B.民主政治 

C.权力结构 D.国家机器 

7．邓小平理论形成于(      ) 

A．抗日战争时期 B.解放战争时期 

C.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D.改革开放时期 

 

8．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办法是通过(      ) 

A．社会主义革命 B.社会主义改革 

C.资产阶级革命 D.资本主义改革 

9．第一个较为系统地研究政体问题并想出划分标准的是(      ) 

A．希罗多德 B.柏拉图 

C.亚里士多德 D.布丹 

10．指出国体是“社会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的是(      ) 

A．毛泽东 B.邓小平 

C.列宁 D.马克思 

11．最典型的“三权分立”国家是(      ) 

A．英国 B.法国 

C.美国 D.德国 

12．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有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一切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和政策的国家机关

是(      ) 

A．国家元首 B.议会 

C.中央政府 D.最高法院 

13．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是(      ) 

A．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 B.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C.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D.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14．产生民族问题的基本前提是(      ) 

A．剥削制度 B.民族压迫 

C.民族差异 D.民族矛盾 

15．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未掌握政权的政党称为(      ) 

A．参政党 B.反对党 

C.在野党 D.非法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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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资产阶级政党最初产生于(      ) 

A．德国 B.法国 

C.英国 D.美国 

17．亨廷顿认为现代化起飞阶段的标志是(      ) 

A．贵族掌权 B.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 

C.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D.一般大众参与政治 

18．政治发展性质改变的核心是(      ) 

A．人民思想观念的改变 B.社会舆论的改变 

C.国家政权的改变 D.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变 

19．南北关系矛盾是指(      ) 

A．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间的矛盾 

B.美苏争霸世界的矛盾 

C.发达国家间的矛盾 

D.发展中国家的矛盾 

20．制约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根本因素(      ) 

A．价值冲突 B.宗教信仰 

C.力量对比关系 D.文化交流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

少选或未选均无分。 

21．欧洲中世纪神学主张的观点有(          ) 

A．原罪学说 B.神创等级理论 

C.君权神授 D.社会契约论 

E．君主专制论 

22．亚里斯多德以掌握国家权力人数多少为标准，把国家划分为(          ) 

A．君主国 B.贵族国 

C.民主国 D.专制国 

E．寡头国 

23．法西斯主义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 

A．垄断资产阶级寻找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 

B.无产阶级斗争日益发展 

C.资产阶级信心日益增强 

D.资产阶级力量消弱 

E．资产阶级继续利用议会保持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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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特点(          ) 

A．是中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B.反映我国政权基础的广泛性 

C.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 

D.采取统一的多民族单一制国家形式 

E．实行共产党领导下多党作合作制 

25．制约国家机构设置的主客观因素有(          ) 

A．国体 B.国家治理形式 

C.国家管理形式 D.国家结构形式 

E．自然与人文环境 

26．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任免权包括(          ) 

A．批准省及行政区的建置 B.选举国家主席 

C.决定国务院总理 D.选举中央军委主席 

E．选举党中央总书记 

27．政党主要功能有(          ) 

A．争取群众 B.教育群众 

C.集中阶级意志 D.掌握政权 

E．行使政权 

28．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体的作用是(          ) 

A．组织功能 B.参政功能 

C.执政功能 D.民主监督功能 

E．教育功能 

29．政治文化的层次分为(          ) 

A．政治情感 B.政治心理 

C.政治价值观 D.政治信仰 

E．政治行为模式 

30．国际法的主要作用包括(          ) 

A．是保障国际关系有序存在的法律条件 

B.是确定国际法主体政治权利和义务的法定依据 

C.为非常状态下的国际政治关系提供基本准则 

D.可以通过强制力约束各国的行动 

E．为政治解决国际纠纷提供法律标准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6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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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暴力论 

32．民族 

33．垄断资本主义国家 

34．政府 

35．改革 

36．政治社会化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5小题，共 24 分） 

37．国家与氏族组织的区别。(4分) 

38．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什么。（6分） 

39．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4分） 

40．简述多党制的类型。（4分） 

41．在进行政治改革中要遵循的基本原则。（6分）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2分，共 24分） 

42．结合实际说明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必然性。 

43．结合我国国情，说明如何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