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名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综合  考试时间：180分钟，满分：150分 

一、考试要求： 

本科目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两部分内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主要

考察：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历史进程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等相关内容的掌握程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了解程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原理，批

判性地分析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能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要求考生了

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础知识，掌握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

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把握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

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具备正确的历史观，能科学分析和评价

历史问题。“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占总分 60%，“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占总分 40%。 

二、考试内容： 

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

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2）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3）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改造

道路和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4）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5）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6）“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的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7）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科学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9）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导

向。 

（10）“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审核建设；建设美丽中国。 

（1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1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 

（1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4）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坚持党对一

切工作的领导。 

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中国近代史综述；中国现代史综述。 

（2）步入近代后中华民族的磨难与抗争。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与世界；西

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反抗外国武装侵略的斗争；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

的觉醒。 



（3）不同社会力量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太平天国运动的起落；洋务运

动的兴衰；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4）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辛

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北洋军阀统治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5）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新局面。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马克思

主义广泛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6）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中国革命

在曲折中前进。 

（7）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日本发动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

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的

胜利及其意义。 

（8）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从争取和平民主到击退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全

国解放战争的发展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创

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与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实施；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

展。 

（10）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

革开放的起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

面推向 21世纪；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

展前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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