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成人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政 治 

 第Ⅰ卷（选择题，共 80 分） 

一、选择题：l～4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8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一项

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世界观是                                                               (    ) 

A．人们对人生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        B．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 

C．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    D．人们对社会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 

2．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内容是                                           (    ) 

A．自然和社会有无同一性的问题     B．时间和空间有无同一性的问题 

C．物质和运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      D．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 

3．列宁的物质定义表明，物质的唯一特性是                                   (    ) 

A．客观实在性     B．空间广延性 

C．无限多样性    D．客观规律性 

4．“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句话体现的哲学道理是    (    ) 

A．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B．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 

C．现象是事物本质的表现     D．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5．一切认识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说明                                   (    ) 

A．认识归根到底是从实践中获得的     B．每个人的认识都依赖于直接经验 

C．书本知识并不是从实践中获得的     D．只要参加实践就能获得正确认识 

6．在认识论上，一切唯物主义都坚持                                      (    ) 

A．实践论    B．反映论 

C．矛盾论    D．先验论 

7．真理的相对性是指真理的                                              (    ) 

A．客观性、无限性     B．客观性、一元性 

C．有条件性、有用性    D．有条件性、有限性 

8．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 (    ) 

A．地理环境     B．人口数量 

C．生产方式    D．人口素质 



9．社会形态是                                                            (    ) 

A．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    B．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C．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统一    D．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统一 

10．阶级斗争是  (    ) 

A．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B．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 

C．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D．阶级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 

11．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论依据是 (    ) 

A．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      B．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C．人口因素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     D．人口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1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是 (    ) 

A．相互替代                   B．相互包含 

C．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D．相互补充 

13．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所遭受的最大的压迫，是 (    ) 

A．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       B．民族资本主义的压迫 

C．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    D．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 

1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党对顽固势力采取的策略

方针是 (    ) 

A．孤立     B．发展 

C．消灭     D．争取 

15．我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标志是                                  (    ) 

A．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B．1952 年土地改革完成 

C．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D．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6．毛泽东指出：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总方针。具体到科学文化领域

所采取的方针是                                                       (    ) 

A．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B．团结一批评一团结 

C．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D．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17．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和科学的态度是    (    ) 

A．坚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 

B．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C．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不可侵犯 



D．靠引证马克思关于某一问题的某一论述来解决问题 

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现实依据是 (    ) 

A．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B．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C．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 

D．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 

19．认清中国的国情，最重要的是认清  (    ) 

A．自然资源状况     B．人口数量与结构 

C．社会的性质和所处的发展阶段      D．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20．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所制定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 (    ) 

A．总体小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B．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C．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D．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1．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其性质是                      (    ) 

A．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B．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变革 

C．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   D．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22．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 (    ) 

A．教育体制改革     B．政治体制改革 

C．科技体制改革    D．经济体制改革 

23．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紧紧围绕 (    ) 

A．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 

B．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进行 

C．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进行 

D．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行 

24．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一体系的特点是  (    ) 

A．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    B．互联互通、多元平衡、安全高效 

C．互利共赢、各方协商、安全高效     D．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合作 

25．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当前，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  (    ) 

A．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B．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护生态环境 



C．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规范收入分配    D．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对外开放 

26．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 (    ) 

A．辅助性作用                          B．替代性作用  

C．决定性作用                          D．补充性作用 

27．现阶段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决定因素是 (    ) 

A．公有制经济的资产规模                 B．公有制经济的市场竞争力 

C．公有制的性质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D．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28．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 (    ) 

A．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         B．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C．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总目标             D．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 

29．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原则是 (    ) 

A．集体主义                            B．为人民服务 

C．诚实守信                            D．爱国主义 

30．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要 (    ) 

A．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             B．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C．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              D．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31．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时代精神的核心是 (    ) 

A．爱国主义                          B．求真务实 

C．改革创新                           D．艰苦奋斗 

32．国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措施体现了 (    ) 

A．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B．再分配注重公平 

C．初次分配注重公平                   D．再分配注重效率 

33．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是由于 (    ) 

A．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 

B．南北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C．人口增长失控，资源被破坏，环境恶化 

D．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引起的战争此起彼伏 

34．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是 (    ) 

A．实现两岸三通                      B．促进两岸关系良性互动 



C．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D．发展两岸经贸关系 

35．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由    (    ) 

A．党的纲领决定的                     B．党的路线决定的 

C．党的指导思想决定的                D．党的性质决定的 

36．2015 年 7 月 22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2015 年底前我国一项社会保障措施将覆

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支付比例超过 50%。这项措施是 (    ) 

A．疾病保险                          B．慢性病保险 

C．大病保险                          D．工伤保险 

37．2015 年 9 月 3 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活动在北京隆重举

行。这是纪念抗战胜利 (    ) 

A．50 周年                         B．70 周年 

C．60 周年                          D．80 周年 

38．2015 年 9 月 16 日，第 34 届亚奥理事会代表大会决定中国的一个城市获得 2022 年亚运

会举办权。这个城市是 (    ) 

A．杭州                             B．北京 

C．上海                              D．广州 

3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6 年 1 月 27 日发表声明，宣布该组织 2010 年份额和治理改

革方案正式生效。中国正式成为 IMF (    ) 

A．第一大股东                      B．第三大股东 

C．第二大股东                      D．第四大股东 

40．2016 年 6 月 23 日，欧洲一个国家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投，公投结果有超过半数

的投票者赞同脫欧。这个国家是 (    ) 

A．意大利                          B．法国 

C．德国                            D．英国 

第Ⅱ卷（非选择题，共 70 分） 

二、辨析题：41～4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首先判断正确或错误，然后说明理由。 

41．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之一。 

 

 



 

 

42．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

质。 

 

 

 

 

 

 

三、简答题：43～45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43．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怎样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4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如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5．简述我国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 

 

 

 

 

四、论述题：46 小题，20 分。 

46．辩证否定观包括哪些内容？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如何坚持辩证否定观？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80 分。 

1．【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了世界观的含义。 

世界观是人们对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观点。 

2．【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亦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

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或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思

维与存在之间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思维与存在之间有无同一性的问题。 

3．【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了列宁对物质的定义。 

列宁认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

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由此表明，列宁的物质定义

认为，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其客观实在性，它是一切物质的共性。 

4．【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了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 

质变与量变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它认为，事物的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题干所述的意思是“积累跬步，才能达至

千里；汇集小流，才能成聚江河”，反映了量变才能引起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这一

哲学道理。 

5．【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了认识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一切认识，都起源于人们在改

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对事物的感性的、直接的认知。所以，认识归根结底是从实践中获得的。

B、C、D 三项表述本身有问题。 

6．【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意识是物质的派生物，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物质的

能动反映。反映到认识论上，唯物主义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 

7．【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了真理的相对性。 

任何真理都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真理的相对性是指：第一，从认识的深度讲，任何真

理都只是对特定对象一定程度、一定层次的正确反映，不可能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完完全全

一致，此即真理的有条件性；第二，从认识的广度来看，每一个真理都是对无限发展着的物

质世界在有限范围内的正确反映，此即真理的有限性。 

8．【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生产方式是人类借以向自然界谋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

面。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9．【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了社会形态的内涵。 

一定的社会形态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的上层建筑的矛盾统一体。在社会形态的矛盾统一

体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二者之间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

盾运动。 

10．【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了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对阶级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第一，在社会发展的量变过程中，阶级斗争推动社会的进化；第二，在社会发展

的质变过程中，阶级斗争打碎旧的阶级基础与上层建筑，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更替，使社会发

展到新的阶段。 

11．【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论依据。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发展中起推动作用。这是无产阶级政

党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基本理论依据。 

12．【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



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二者之间是既一

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13．【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开始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控制了中国的政

治和军事的力量，使中国实际上丧失了主权国和独立国的地位，成为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祸

害和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遭受的最大

压迫。 

14．【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战线的策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党在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中的政策是“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15．【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了我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标志。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

命阶段的开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

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 

16．【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了毛泽东在科学文化领域提出的“双百”方针。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允许不

同艺术流派、学术观点的存在及发扬，这是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在科学文化领域内的集中体现。 

17．【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去，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化、具体化，从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实践。

这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和科学的态度。 

18．【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现实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产物，其产生的现实依据是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19．【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了认清中国国情的基本方法。 

认清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所处的发展阶段，这是解决中国革命和建

设中一切问题的基本依据。 

20．【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所制定的奋斗目标。 

198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

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

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21．【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也绝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

基本制度，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对原有的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社会主义改革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22．【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党的十八大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23．【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24．【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了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特征。 



党的十八大强调指出，要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是在全

面总结我国 30 多年对外开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充分反映世情、国情新变化提出的新要求。

互利共赢是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必须始终秉持的时代理念；多元平衡是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

必须始终把握的内在特征；安全高效是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要求。 

25．【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我

们不仅要准确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更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并要在主动适应新常态

的基础上，积极引领新常态。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

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供根本动力。 

26．【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认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

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

作用”，突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 

27．【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了我国现阶段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决定因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公有制

主体地位是由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决定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控制

着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28．【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 

29．【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原则。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30．【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31．【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32．【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了我国的再分配制度。 

我国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倡初次分配和再次分

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体现效率原则，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提高个税

起征点，作为一种调节居民收入的税收政策，属于我国的再分配制度中的一种。 

33．【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根源和主要障碍。它们导致的地区矛盾和

军事竞争，不仅给世界和平造成破坏，更对各国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增加了经济发展的

资源压力，构成了世界和平发展的两大障碍。 

34．【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了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 

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是“一个中国”。这是“一国两制”科学构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核心

和实质、根本目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 

35．【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根本宗旨，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中

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

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阶级性和历史使命的体现。 

36．【答案】C  时政 

37．【答案】B  时政 

38．【答案】A  时政 



39．【答案】B  时政 

40．【答案】D  时政 

二、辨析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41． 

解析：错误。（2 分） 

（1）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区分为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两部分。（2

分） 

（2）民族资本主义是一种与新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对发展社会生

产力具有积极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必须给予保护。（3 分） 

（3）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利用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买办

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3 分） 

42． 

解析：错误。（2 分）  

（1）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

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 分） 

（2）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而要实现共同富裕，除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之外，还包括消灭剥削，消

除两极分化，使社会生产力发展成果为人民所享有的要求。只有完整地把握这两层意思，才

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理解。（5 分） 

三、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43． 

解析：（1）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相互交融相互作用，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

是前提。（2 分） 

（2）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3 分） 

（3）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3 分） 

（4）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2 分） 

44． 

解析：（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4 分） 



（2）第一，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第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第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 

第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6 分） 

45． 

解析：（1）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2 分） 

（2）健全促进就业、创业的体制机制。（2 分） 

（3）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2 分） 

（4）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2 分） 

（5）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 分） 

四、论述题：20 分。 

46． 

解析： （1）辩证否定观的内容是： 

第一，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2 分） 

第二，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2 分） 

第三，否定是新旧事物联系的环节。（2 分）     

第四，辩证否定的实质是“扬弃”，即新事物对旧事物既批判又继承，既克服其消极因素又

保留其积极因素。（4 分） 

（2）坚持辩证的否定观，就要对一切事物采取分析的态度，反对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或否

定一切。（4 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既要反对全盘肯定传统文化的复古主义，又要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文

化的历史虚无主义。（6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