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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 ★ 考试结束前 

 

全国 2012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试题 

课程代码：03707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

位置上。 

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

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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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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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 

B．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C．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 

D．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2．通常把党的思想路线简明地概括为 

A．一切从实际出发 B．理论联系实际 

C．实事求是 D．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3．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 

A．反对封建主义 B．无产阶级领导 

C．反对帝国主义 D．资产阶级领导 

4．首先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并对其作出科学概括的是 

A．马克思 B．恩格斯 

C．毛泽东 D．邓小平 

5．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 

A．发展 B．改革 

C．创新 D．求实 

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 

A．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必须经历的起始阶段 

B．我国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 

C．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D．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7．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是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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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C．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D．全面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 

8．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不可分割，其中改革是 

A．目的 B．动力 

C．基础 D．条件 

9．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是 

A．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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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问题 

C．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问题 

D．沿海与内地、东部与中西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协调发展问题 

10．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 

A．量的优势上 B．主体地位上 

C．控制力上 D．竞争力上 

11．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是 

A．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B．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C．需要加以限制发展的所有制形式 

D．会逐渐消亡的所有制形式 

12．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 

A．人民民主专政 B．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C．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D．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 

A．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B．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C．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D．社会主义荣辱观 

14．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是 

A．为人民服务 B．集体主义 

C．为社会主义服务 D．国际主义 

15．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落脚点是 

A．以人为本 B．科学发展 

C．改革开放 D．民主法制 

16．台湾问题的实质是 

A．中美之间的问题 B．中国内政问题 

C．中日之间的问题 D．中国外交问题 

17．当今时代的主题是 

A．战争与革命 B．合作与共赢 

C．和平与发展 D．改革与开放 

18．当前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是 

A．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B．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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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资源问题和贫富差距 D．恐怖主义和局部战争 

19．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是 

A．民族平等 B．民族团结 

C．各民族共同繁荣 D．宗教信仰自由 

20．加强党的建设，放在首位的应当是 

A．思想建设 B．组织建设 

C．作风建设 D．制度建设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

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21．邓小平“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的内容包括，是否有利于 

A．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B．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C．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D．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22．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本点是 

A．坚持改革开放 B．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C．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D．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23．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体现在 

A．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B．公有资产在所有地方和产业中都占优势 

C．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D．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2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着力培养 

A．有理想的公民 B．有道德的公民 

C．有文化的公民 D．有纪律的公民 

2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包括社会主义 

A．经济建设 B．政治建设 

C．文化建设 D．社会建设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6 小题，考生任选其中 3 题作答，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如果考生回答的题目超过 3 题，只按考生回答题目的前 3 题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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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 

27．我国为什么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8．简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29．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哪些独特优势? 

30．简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重大意义。 

31．简述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四、材料题(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15 分) 

32．根据材料，回答问题： 

1978 年，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30 多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

GDP 年均增长近 10％，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人均 GDP 超过 4000 美元。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

水平明显提高。 

我国的航空航天、大型计算机、大坝、高速铁路等重大工程技术已经赶上或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人均寿命

从 1978 年的 68 岁提高到 73 岁以上，5 亿左右的人口摆脱了贫困；城乡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医疗、教育、卫生

事业快速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移动电话、互联网用户、汽车年产销量迅速成为世界第一。 

请结合上述材料回答： 

为什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