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成人高考专升本《政治》考试题库及答案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是（ ）。

A.国家主权平等。(正确答案)
B.互不侵犯。

C.互不干涉内政。

D.平等互利。

2.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其中和平问题是指（ ）。

A.在全世界范围消除一切战争，谋求各国共同发展的问题。

B.树立新安全观的问题。

C.在较长时间内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问题。(正确答案)
D.建设和谐世界的问题。

3.我国坚定不移推动建设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特点是（ ）。

A.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

B.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正确答案)
C.普惠、平衡、繁荣、文明。

D.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谐发展。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时代主题仍然是（ ）。

A.战争与革命问题。

B.和平与发展问题。(正确答案)
C.协调与平衡问题。

D.污染与治理问题。

5.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放在第一位的是（ ）。

A.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B.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C.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正确答案)
D.世界发展的多样性。

6.我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是（ ）。

A.不结盟。

B.联合国宪章。

C.国际法。

D.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确答案)

7.我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这是由（ ）。

A.我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决定的。

B.我国的综合国力决定的。

C.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在国际上的地位决定的。(正确答案)
D.国际政策格局决定的。



8.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是（）。

A.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

B.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C.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正确答案)
D.加强和改善同发达国家的关系。

9.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有机

统一的整体，统一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其中，作为手段的是（）。

A.伟大事业。

B.伟大工程。

C.伟大梦想。

D.伟大斗争。(正确答案)

10.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

A.互利互融互通。

B.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正确答案)
C.共商共建共享。

D.解决国际争端、化解热点问题。

11.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

A.重要任务。

B.重要目标。

C.主要内容。

D.根本前提和保证。(正确答案)

12.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是指（）。

A.不存在静止。

B.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正确答案)
C.运动就是物质。

D.物质就是运动。

13.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是如何回答（）。

A.世界的运动和发展问题。

B.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C.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正确答案)
D.世界的可知性问题。

14.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

A.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确答案)
B.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C.实现共产主义。

D.解决全人类。



15.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形式是（）。

A.人民公社。

B.互助组。

C.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确答案)
D.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6.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

A.社会主义社会。

B.新民主主义社会。(正确答案)
C.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D.社会主义高级阶段。

17.民间有一种迷信说法叫作“喜鹊叫喜，乌鸦叫丧”。这句话的错误在于否定了联系的（）。

A.普遍性。

B.多样性。

C.客观性。(正确答案)
D.条件性。

18.党史学习教育，目的在于（）。

A.学习。

B.教育。(正确答案)
C.运用。

D.实践。

19.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后，我国在经济上处于领导地位的是（）。

A.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B.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C.合作社经济。

D.国营经济。(正确答案)

20.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

A.实践。

B.实施。(正确答案)
C.遵守。

D.依宪治国。

21.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说（）。

A.联系具有客观性。(正确答案)
B.联系具有普遍性。

C.联系具有复杂性。

D.联系具有多样性。

22.下列选项中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是（）。

A.哲学。(正确答案)



B.数学。

C.逻辑学。

D.物理学。

23.认识是在实践中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这是（）。

A.一切唯物主义都承认的观点。

B.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承认的观点。(正确答案)
C.所有唯心主义都承认的观点。

D.只有旧唯物主义才承认的观点。

24.人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作为认识的初级阶段的是（）。

A.直接认识。

B.间接认识。

C.感性认识。(正确答案)
D.理性认识。

25.2021 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A.40 周年。

B.45 周年。

C.50 周年。(正确答案)
D.55 周年。

26.我国剥削制度被消灭的标志是（）。

A.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B.全国大陆的解放和统一。

C.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正确答案)
D.土地改革的完成。

27.2021 年 5 月 23 日，西藏拉萨、昌都、林芝等地各族各界群众举办多种纪念活动，纪

念 西藏和平解放（）。

A.40 周年。(正确答案)
B.50 周年。

C.60 周年。

D.70 周年。

28.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

A.社会基本矛盾。

B.阶级斗争。(正确答案)
C.科学技术革命。

D.社会改革。

29.决定人口生产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趋势的是（）。

A.地理环境。

B.物质生产。(正确答案)



C.风俗习惯。

D.人伦道德。

30.强军的必由之路是（）。

A.创新。

B.改革。(正确答案)
C.法治。

D.科技。

31.人与自然相处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

A.尊重自然。

B.顺应自然。(正确答案)
C.保护自然。

D.征服自然。

32.意识是人脑的机能，这说的是（）。

A.人脑是意识的唯一源泉。

B.意识不具有客观性。

C.人脑是意识的物质器官。(正确答案)
D.意识不具有主观性。

33.中国政府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和谐 包

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一带一路”秉持的原则是（）。

A.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B.共商、共建、共享。(正确答案)
C.共建、共享、共治。

D.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34.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区别是（）。

A.前者是可知论，后者是不可知论。

B.前者是能动反映论，后者是机械反映论。

C.前者是反映论，后者是先验论。(正确答案)
D.前者是唯理论，后者是经验论。

35.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

A.统筹兼顾。

B.发展。(正确答案)
C.全面协调可持续。

D.以人为本。

36.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的本质是（）。

A.主体对客体的自由选择。

B.主体对客体的自由创造。

C.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正确答案)



D.主体对客体的科学评价。

37.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与指导是（）。

A.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

B.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正确答案)
C.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

D.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创造者的原理。

38.在认识论上，一切唯物主义都坚持（）。

A.实践论。

B.反映论。(正确答案)
C.矛盾论。

D.先验论。

39.下列各项正确说明真理问题的是（）。

A.真理是因人而异的。

B.有用的就是真理。

C.真理是凝固不变的。

D.真理是有价值的。(正确答案)

40.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证明，我国的强国之路是（）。

A.依法治国。

B.改革开放。(正确答案)
C.和平共处。

D.以德治国。

41.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之间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其中，伟大梦想 是

（）。

A.手段。

B.目标。(正确答案)
C.动力。

D.保障。

42.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是（）。

A.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B.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正确答案)
C.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D.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

43.下列各项正确说明人口因素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是（）。

A.人口因素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

B.人口因素为人类提供生存的场所。

C.人口因素决定社会制度的更替。

D.人口状况能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正确答案)



44.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主要通过（）。

A.对个体意识的影响实现。

B.对物质生产的影响实现。(正确答案)
C.对群体意识的影响实现。

D.对公序良俗的影响实现。

45.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动力是（）。

A.科学和技术。

B.广大人民群众。

C.革命和改革。

D.社会基本矛盾。(正确答案)

46.把精神，即人的感觉、经验、意志等看作是世界的本原是（）。

A.唯物主义。

B.主观唯心主义。(正确答案)
C.历史唯物主义。

D.客观唯心主义。

47.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是（）。

A.发展。(正确答案)
B.创新。

C.环保。

D.金融。

48.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

A.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答案)
B.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C.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D.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49.“十三五”时期，（）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A.六千五百七十五万。

B.五千五百七十五万。(正确答案)
C.六千六百七十五万。

D.五千六百七十五万。

50.物质的根本属性是（）。

A.静止。

B.变化。

C.运动。(正确答案)
D.阶级斗争。



51.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

A.自然。

B.城市。

C.人。(正确答案)
D.环境保护。

52.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

A.国体。(正确答案)
B.政体。

C.国策。

D.制度。

53.我国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根本保证是（）。

A.民族团结。(正确答案)
B.民族平等。

C.民族融合。

D.各民族共同繁荣。

54.2023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A.2%。
B.3%。
C.6%。
D.5.2%。(正确答案)

55.扬弃就是（）。

A.事物发展环节和联系环节的统一。(正确答案)
B.新事物对旧事物的绝对肯定。

C.事物发展的非连续性。

D.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彻底否定。

56.当前我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和共同理想是（）。

A.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答案)
B.实现共产主义。

C.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D.实现人类大同。

57.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其转变的主要依据不包括（）。

A.影响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B.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

C.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正确答案)
D.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

列。



58.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表明（）。

A.只要参加实践活动就能获得正确认识。

B.每个人的认识都直接来源于实践。

C.一切认识归根到底都是从实践中获得的。(正确答案)
D.书本上的知识不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59.人与自然相处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

A.尊重自然。

B.顺应自然。(正确答案)
C.保护自然。

D.征服自然。

60.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

A.独立的社会形态。

B.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正确答案)
C.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形态。

D.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形态。

61.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内容主要回答的是（）。

A.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正确答案)
B.世界可否被认识的问题。

C.世界的存在是怎样的问题。

D.世界有否统一性的问题。

62.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

A.封建社会。

B.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确答案)
C.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

D.资本主义社会。

63.“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阵地是（）。

A.武装斗争。

B.土地革命。

C.统一战线。

D.农村革命根据地。(正确答案)

64.客观实在性作为物质的唯一特性，表明它是（）。

A.具体物质的个性。

B.一切物质的共性。(正确答案)
C.自然物质的个性。

D.自然物质的共性。

65.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

A.地理环境的优劣。



B.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正确答案)
C.社会风气的好坏。

D.人口增长的快慢。

66.能动反映论区别于机械反映论的根本标志是（）。

A.肯定思维能正确地反映存在。

B.认为认识过程是纯粹的观念创造。

C.肯定思维对存在的决定作用。

D.认为认识过程是反映和创造的统一。(正确答案)

67.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的核心在（）。

A.投资。

B.资源。

C.人才。(正确答案)
D.设备。

68.唯物辩证法提供的最根本的认识方法是（）。

A.逻辑分析法。

B.阶级分析法。

C.矛盾分析法。(正确答案)
D.精神分析法。

69.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是（）。

A.同一性和斗争性。(正确答案)
B.统一性和多样性。

C.普遍性和特殊性。

D.一般性和个别性。

70.2020 年 8 月 11 日，被国家授予“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是（）。

A.钟南山。(正确答案)
B.张伯礼。

C.张定宇。

D.陈薇。

71.在新发展理念中，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的是（）。

A.创新。(正确答案)
B.绿色。

C.开放。

D.协调。

72.对物质和意识哪个是第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哲学上的两大基本派别。这两大基

本派别是（）。 A.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正确答案)
B.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C.一元论和二元论。 D.可知论和不可知论。

7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是（）。



A.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B.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C.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正确答案)
D.博爱、仁义、自信、独立。

74.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属于（）。

A.左翼势力。

B.右翼势力。

C.中间势力。(正确答案)
D.顽固势力。

7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

A.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正确答案)
B.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C.国有经济为主体、集体经济为补充。

D.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为补充。

76.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是（）。

A.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B.科学的世界观。

C.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正确答案)
D.人们自发形成的世界观。

77.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

A.无产阶级革命。

B.农民阶级革命。

C.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正确答案)
D.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78.面对消极腐败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到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从哲学上看这 是

因为（）。

A.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换。

B.一定的原因引起一定的结果。

C.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D.量变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质变。(正确答案)

79.真理是个发展过程，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真理的相对性应理解为（）。

A.真理与谬误之间没有确定的界限。

B.对同一现象不同的认识都是真理。

C.真理的标准是多重的。

D.真理有待扩展、深化和发展。(正确答案)



80.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

A.唯物论的观点。

B.辩证法的观点。

C.实践的观点。(正确答案)
D.可知论的观点。

81.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

A.解放生产力。

B.发展生产力。

C.实现共同富裕。(正确答案)
D.建成小康社会。

82.唯物主义运动观与唯心主义运动观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

A.物质是运动的。

B.运动是绝对的。

C.静止是运动的特殊状态。

D.运动是物质的运动。(正确答案)

83.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

A.机械化部队。

B.信息化部队。

C.世界一流军队。(正确答案)
D.空天一体化军队。

84.富国和强军的必由之路是（）。

A.政治建军。

B.军民融合发展。(正确答案)
C.依法治军。

D.人民战争。

85.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是（）。

A.科技创新。(正确答案)
B.机械化。

C.信息化。

D.自动化。

86.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重要政治保障是（）。

A.走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B.坚持全国一盘棋。

C.军政军民团结。(正确答案)
D.强化战略规划。

87.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

A.积极创造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



B.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

C.加大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推进社会全面进步。

D.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确答案)

88.我军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是（）。

A.绝对可靠。

B.绝对忠诚。

C.绝对纯洁。

D.作风优良。(正确答案)

89.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

A.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的关系。

B.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正确答案)
C.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D.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90.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

A.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答案)
B.共同高裕。

C.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D.解放发展生产力。

91.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A.民族振兴。(正确答案)
B.民族复兴。

C.民族崛起。

D.民族团结。

92.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重要支点是（）。

A.改革、发展、稳定。(正确答案)
B.改革、创新、稳定。

C.革命、创新、发展。

D.奋斗、发展、创新。

9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是（）。

A.思想道德建设。

B.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正确答案)
C.法制建设。

D.民主政治建设。

9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是（）。

A.“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B.“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C.“十四个坚持”。(正确答案)



D.“八个明确”。

95.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

A.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B.以人为本。

C.全面协调可持续。(正确答案)
D.统筹兼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