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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 考试大纲

一、 考试科目名称

«思想政治理论»

二、 适用招生专业

适用所有专业招生考试

三、 考查目标

主要考察考生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科

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及运用基本原理分析问题的能力ꎬ 重点考察考生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内容ꎬ 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理解和把握ꎬ 以及分析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ꎮ

四、 考试形式

闭卷ꎬ 笔试ꎬ 考试时间 １５０ 分钟ꎮ

五、 试卷结构

(一) 试卷满分分值

１５０ 分

(二) 题型结构

选择题 (２５ 小题ꎬ 每小题 ２ 分ꎬ 共 ５０ 分)
简答题 (５ 小题ꎬ 每小题 １０ 分ꎬ 共 ５０ 分)
论述题 (２ 小题ꎬ 每小题 ２５ 分ꎬ 共 ５０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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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考查内容

(一) 总论

１.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２.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及本质特征

３. 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１.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２. 哲学及哲学的基本问题

３. 物质和意识

４. 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５. 对立统一规律

６. 认识和实践

７. 认识的辩证过程

８. 社会历史观

９. 社会基本矛盾

１０.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１１. 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

(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１.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２. 商品和货币

３. 资本和剩余价值

４. 资本积累

５. 资本的循环、 周转及社会资本再生产

６. 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

７. 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 发展及其历史地位

(四) 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１.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２.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３. 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１. 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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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邓小平理论

３.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４. 科学发展观

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六) 形势与政策

１.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现阶段的重大方针政策

２. 省委省政府在现阶段的重大决策部署

３. 近一年内国际国内重要时事

七、 题型示例

(一) 选择题

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 ( Ｃ )ꎮ
Ａ. 人民共同富裕

Ｂ. 人民当家作主

Ｃ. 中国共产党领导

Ｄ. 社会主义现代化

(二) 简答题

１. 简述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ꎮ
参考答案: 意识形态依赖于经济基础ꎬ 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ꎬ 即有自己

独立发展的形式和自己特殊的规律ꎮ 意识形态的独立性是以对经济基础的依

赖性为前提的ꎮ (２ 分)
这种相对独立性表现在:
第一ꎬ 意识形态具有历史继承性ꎮ (２ 分) 第二ꎬ 意识形态的发展水平

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平衡性ꎮ (２ 分) 第三ꎬ 意识形态内部各种意识形式

之间可以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ꎮ (２ 分) 第四ꎬ 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还突

出表现在它具有能动的反作用ꎮ (２ 分)
(三) 论述题

１. 试述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ꎮ
参考答案: 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是生产力高度增长和生产

关系进行了相应调整的结果ꎮ 垄断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各种矛盾推动着资本

主义向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过渡ꎮ (４ 分)
一是ꎬ 垄断资本主义为向更高级的社会过渡准备了物质条件ꎮ 第一ꎬ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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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资本主义阶段ꎬ 生产的发展进一步社会化、 国际化ꎮ 第二ꎬ 垄断使经济

管理日益社会化ꎬ 就为进行真正的全面的社会化管理作好了形式上和组织上

的准备ꎮ 第三ꎬ 垄断使资本本身也进一步社会化了ꎮ (７ 分)
二是ꎬ 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加剧ꎬ 使社会主义的革命变革不可避免ꎮ 第

一ꎬ 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ꎬ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深了ꎮ 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ꎬ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ꎮ 第二ꎬ 在垄断资本

主义时期ꎬ 殖民地、 附属国和宗主国的矛盾急剧地激化了ꎮ 第三ꎬ 在垄断资

本主义阶段ꎬ 主要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发展了ꎮ 垄断资本主义国

家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垄断资本主义大国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激

烈斗争ꎮ (７ 分)
三是ꎬ 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ꎮ 第一ꎬ 各个

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比过去更为严重ꎮ 这些都决定了

革命不能在所有国家同时发生ꎮ 第二ꎬ 主要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由

于实力对比的不断变化而日益尖锐ꎮ 决定了只要某个国家集合了各种最集

中、 最尖锐的矛盾ꎬ 而统治阶级力量比较薄弱ꎬ 阶级力量对比则有利于无产

阶级ꎬ 则革命就会首先从这里发生ꎬ 并有可能取得胜利ꎮ (７ 分)

八、 主要参考书目

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ꎬ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２３ 年版ꎮ
２.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ꎬ 北京: 高等教育

出版社ꎬ ２０２３ 年版ꎮ
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ꎬ 北京: 学习出版

社、 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ꎮ
４.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ꎬ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学习出

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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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考试科目名称

«法理学»

二、 适用招生专业

法学专业

三、 考查目标

考查考生是否系统、 完整掌握法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ꎬ 准确把握法理

学同其他部门法学的关系ꎻ 是否具备运用法理学基础理论正确认识和解释实

践中的法律问题ꎬ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专业能力ꎻ 能否充分认识法理学在法学

专业学习中的重要地位ꎬ 自觉关注法理学及其实践的最新发展ꎬ 实现法理学

知识的综合运用ꎮ

四、 考试形式

闭卷ꎬ 笔试ꎬ 考试时间 １５０ 分钟ꎮ

五、 试卷结构

(一) 试卷满分分值

１５０ 分

(二) 题型结构

判断分析题 (５ 小题ꎬ 每小题 １０ 分ꎬ 共 ５０ 分)
简答题 (５ 小题ꎬ 每小题 １０ 分ꎬ 共 ５０ 分)
论述题 (２ 小题ꎬ 每小题 ２５ 分ꎬ 共 ５０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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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考查内容

(一) 法学导论

１. 法学的研究对象与体系

２. 法学的研究方法

３.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及其中国化

(二) 法的本体

１. 法的概念ꎬ 法的本质ꎬ 法的特征

２. 法的要素ꎬ 法律规则ꎬ 法律原则ꎬ 法律概念

３. 法的形式与效力ꎬ 法的渊源ꎬ 法的分类ꎬ 法的效力ꎬ 法的效力范围

４. 法律体系的概念及其特点ꎬ 法律部门的概念及划分标准和原则

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法律部门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的完善

６. 权利和义务的地位ꎬ 权利和义务的概念ꎬ 权利和义务的分类ꎬ 权利

和义务的关系

７. 法律行为的特征ꎬ 法律行为的结构ꎬ 法律行为的基本分类

８. 法律关系的概念和分类ꎬ 法律关系主体与客体ꎬ 法律事实ꎬ 法律关

系的形成、 变更与消灭

９. 法律责任的概念和构成ꎬ 法律责任的分类ꎬ 法律责任的归责与免责ꎬ
法律责任的实现方式

(三) 法的起源与发展

１. 法产生的社会背景ꎬ 法产生的基本标志ꎬ 法律产生的一般规律

２. 法的历史类型的概念及其划分标准ꎬ 不同历史类型法律制度 (特征、
本质、 原则等)

３. 法系的概念ꎬ 大陆法系、 英美法系、 中华法系的区别

４. 法的发展ꎬ 法的继承的概念ꎬ 法的移植的概念

(四) 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中国

１. 法治的释义ꎬ 法治思想的历程ꎬ “法治国家” 的释义ꎬ 法治国家的基

本构造与社会条件

２. 法治的一般原理ꎬ 法治与人治ꎬ 法治与法制ꎬ 法治与德治ꎬ 法治与

治理

３. 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ꎬ 坚持党的领导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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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ꎬ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４. 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与重要任务ꎬ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ꎬ 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ꎬ 法治国家、 法治政

府、 法治杜会一体建设ꎬ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５. 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ꎬ 全面依法治国的组织保障ꎬ 全面依法治

国的人才队伍保障ꎬ 发挥 “关键少数” 的保障作用ꎬ 全面依法治国的科技

支撑

６. 建设法治中国ꎬ 法治中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五) 法的作用和价值

１. 法的作用的概念及其原理ꎬ 法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ꎬ 法的局限

２. 法的价值ꎬ 法的价值内在规定性ꎬ 法的价值系统

３. 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ꎬ 以人民为中心ꎬ 以公平正义为生命线ꎬ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归依

４. 法的基本价值ꎬ 法与人权ꎬ 法与秩序ꎬ 法与自由ꎬ 法与效率ꎬ 法与

正义

(六) 法的运行

１. 立法的概念和特点ꎬ 立法体制ꎬ 立法的基本原则ꎬ 立法的程序ꎬ 法

典编纂的概念及意义

２. 法的实施的概念ꎬ 守法ꎬ 执法ꎬ 司法ꎬ 法律监督

３. 法律解释ꎬ 法律推理

４. 法律程序ꎬ 正当法律程序ꎬ 程序正义

(七) 习近平法治思想

１. 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

２. 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发展的实践逻辑、 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３.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特色

４.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

七、 题型示例

(一) 判断分析题 (先判断对错再说明理由ꎬ 判断错误的不得分)
１. 法律事实就是法律事件ꎮ
答: 此说法错误ꎮ (２ 分) 理由如下:
(１) 法律事实ꎬ 是指法律规范所规定的ꎬ 能够引起一定法律关系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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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与消灭的客观情况或现象ꎬ 包括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两类ꎮ (４ 分)
(２) 法律事件是法律规范规定的ꎬ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引起法律关系

形成、 变更或消灭的客观事实ꎮ 法律行为可以作为法律事实而存在ꎬ 能够引

起法律关系形成、 变更或消灭ꎮ (４ 分)
(二) 简答题 (简要回答要点ꎬ 不要求展开论述)
１. 简述法律关系客体的种类ꎮ
答: 法律关系客体的具体形态多种多样ꎬ 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五大类:
(１) 物: 指以一定物理形态存在的有形物ꎬ 如土地、 树木等天然物ꎬ 或

电视机、 计算机等生产物ꎮ (２ 分)
(２) 人身、 人格: 人身和人格分别代表着人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利益ꎬ 是

人之为人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ꎮ 一方面ꎬ 人身和人格是生命权、 健康权等

人身权和人格权指向的客体ꎻ 另一方面ꎬ 人身和人格又是禁止非法拘禁他人

等法律义务指向的客体ꎮ (２ 分)
(３) 智力成果: 指人通过智力劳动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ꎬ 如技术成果、

商标设计、 文艺作品等ꎮ (２ 分)
(４) 行为: 指义务人按照法定或约定的义务而必须实施的行为ꎬ 包括作

为和不作为两种情形ꎮ (２ 分)
(５) 信息: 指有价值的情报或资讯ꎬ 如产业情报、 国家机密、 个人隐私

等ꎮ (２ 分)
鉴于法律关系的客体无限多样ꎬ 且在不断发展更新ꎬ 答案包括但不限于

上述五种类型ꎬ 答出其他适格的法律关系客体也可得分ꎮ
(三) 论述题 (要求对论点进行阐述)
１.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法律部门ꎮ
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ꎬ 可划分为七个主要的法律部门: 宪法

相关法、 民法商法、 行政法、 经济法、 社会法、 刑法、 诉讼与非诉讼程序

法ꎮ (２ 分)
(１) 宪法相关法ꎮ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ꎬ 它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

任务、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和社会生活的根本准

则ꎬ 在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和统帅的地位ꎬ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ꎮ 我国现行

宪法是 １９８２ 年颁布施行的ꎮ 宪法相关法是与宪法相配套、 直接保障宪法实

施的宪法性法律规范的总和ꎬ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法律: 有关国家机构的产

生、 组织、 职权和基本工作制度的法律ꎻ 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特别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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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法律ꎻ 有关维护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和和国家

安全的法律ꎻ 有关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法律ꎮ (４ 分)
(２) 民法商法ꎮ 民法商法部门大体可分为民法、 商法和知识产权法三个

方面的法律ꎮ 民法是一个传统的法律门类ꎬ 它所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

之间、 法人之间、 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ꎬ 主要包括物

权、 债权、 人格权、 婚姻家庭、 继承、 侵权责任等方面的法律规范ꎮ 商法是

在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适应现代商事活动的需要逐渐发展起来的ꎬ 主要包

括公司、 破产、 证券、 期货、 保险、 票据、 海商等方面的法律规范ꎮ 知识产

权法是调整知识产权的取得、 使用、 管理和保护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

范ꎬ 包括著作权、 专利权、 商标权、 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法律规范ꎮ
(４ 分)

(３) 行政法ꎮ 行政法是规范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ꎬ 包括有关

行政主体、 行政行为、 行政程序、 行政监督以及国家公务员制度等方面的法

律规范ꎮ 行政法调整的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管理相对人 (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

织) 之间因行政管理活动而发生的法律关系ꎬ 总体上可以称为纵向关系ꎮ 行

政法必须遵循职权法定、 程序法定、 公开公正、 有效监督的基本原则ꎮ
(３ 分)

(４) 经济法ꎮ 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市场经济活动

实行干预、 管理、 调控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ꎮ 我国经济法部

门可分为行业经济管理法和综合职能管理法两方面法律ꎮ (３ 分)
(５) 社会法ꎮ 社会法是规范劳动关系、 社会保障、 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

权益保障等方面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ꎮ 社会法是在国家干预社会生活

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ꎬ 所调整的是政府与社会之间、 社会不

同部分之间的法律关系ꎮ 我国社会法部门包括劳动保障法、 社会保障法、 社

会公益与慈善法三个方面的法律ꎮ (３ 分)
(６) 刑法ꎮ 刑法是规范犯罪、 刑事责任和刑事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ꎮ

从广义上说ꎬ 刑法部门不仅包括规范犯罪和刑罚的刑法ꎬ 还包括预防犯罪、
改造犯罪方面的法律规范ꎬ 如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监狱法» «社区矫

正法» 等ꎮ (３ 分)
(７) 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ꎮ 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是规范解决社会纠纷的

诉讼活动与非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ꎮ 我国已经制定了 «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ꎬ 分别对三种诉讼活动进行规范ꎮ 此外ꎬ 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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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诉讼的特殊性ꎬ 制定了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ꎬ 作为对民事诉讼法的

补充ꎮ 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犯罪引渡问题ꎬ 制定了 «引渡法»ꎬ 作为对刑

事诉讼法的补充ꎮ 此外ꎬ 我国还制定了 «仲裁法»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人民调解法等非诉讼程序法»ꎮ (３ 分)

八、 主要参考书目

１. «法理学»ꎬ 张文显主编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ꎮ
２. «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ꎬ 人民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ꎮ
３.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ꎬ 学习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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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与行政法学» 考试大纲

一、 考试科目名称

«宪法与行政法学»

二、 适用招生专业

法学专业

三、 考查目标

掌握本科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ꎻ 运用基本理论对实际问题作出综合

判断及正确解释的能力ꎻ 培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四、 考试形式

闭卷ꎬ 笔试ꎬ 考试时间 １５０ 分钟ꎮ

五、 试卷结构

(一) 试卷满分分值

１５０ 分

(二) 题型结构

判断分析题 (５ 小题ꎬ 每小题 ８ 分ꎬ 共 ４０ 分)
简答题 (５ 小题ꎬ 每小题 １０ 分ꎬ 共 ５０ 分)
论述题 (２ 小题ꎬ 每小题 ３０ 分ꎬ 共 ６０ 分)
(三) 分值结构

宪法: ７５ 分

行政法: ７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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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考查内容

(一) 宪法学

１. 宪法的概念和本质

２. 宪法的分类和渊源

３. 宪法的制定、 解释和修改

４. 宪法关系和宪法规范

５. 宪法的效力和作用

６. 宪法的历史发展

７. 宪法修正案内容

８. 宪法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９. 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

１０. 国家基本制度

１１.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１２. 选举制度

１３. 国家机构

１４. 宪法的实施和监督

１５. 合宪性审查

(二) 行政法学

１. 行政法概述

２.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３. 行政法相关主体

４. 公务员

５. 行政行为概述

６. 行政立法

７. 损益行政行为

８. 负担行政行为

９. 行政机关的其他行为

１０. 行政程序

１１. 行政复议

１２. 行政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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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题型示例

(一) 判断分析题

１. 宪法调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ꎮ
答: 此说法错误ꎮ (２ 分) 理由如下:
(１) 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由民法调整ꎬ 宪法不调整ꎮ (３ 分)
(２) 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以下内容: 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国

家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 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国家机关内部的关

系ꎮ (３ 分)
(二) 简答题

１. 简述宪法的分类及标准ꎮ
答: 常见的宪法分类如下:
(１) 以宪法是否具有统一的法典形式作为划分标准ꎬ 可分为成文宪法和

不成文宪法ꎮ (３ 分)
(２) 以宪法的不同法律效力和制定修改程序作为划分标准ꎬ 可分为刚性

宪法和柔性宪法ꎮ (３ 分)
(３) 以制定宪法的不同主体作为划分标准ꎬ 可分为钦定宪法、 民定宪法

和协定宪法ꎮ (３ 分)
(４) 以宪法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作为划分标准ꎬ 可分为近代宪法和现代

宪法ꎮ (１ 分)
(三) 论述题

１. 论宪法的本质ꎮ
答: 宪法的本质是指从总体上规定宪法性能和发展方向的宪法的内部联

系ꎬ 是宪法比较深刻的、 一贯的和稳定的方面ꎮ 宪法本质属于宪法本体论中

的重要问题ꎮ 思想家们对宪法本质问题一直较为关注ꎬ 并提出了诸多不同的

观点和学说ꎮ (２ 分)
(１) 关于宪法本质的学说:
①神的意志论ꎬ 即把宪法的本质直接或间接地归结为神或上帝的意志ꎬ

认为宪法是神或上帝意志的反映或体现ꎮ 神学法律思想源于古代ꎬ 至中世纪

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思想ꎬ 并为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法学流派所接受ꎮ
毫无疑问ꎬ 将宪法的本质归结为神的意志ꎬ 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ꎬ
是不科学的结论ꎮ 而有些国家的宪法之所以坚持这一基本观点ꎬ 则是由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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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ꎬ 这种做法虽缺乏实践基础ꎬ 却已为

这些国家的人民所普遍接受ꎬ 已成为一种无须证明、 更无须证伪的共识ꎮ
(４ 分)

②全民意志论ꎬ 即将宪法的本质归结为宪法体现或反映全体人民的意

志ꎮ 十七、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倡导的社会契约论ꎬ 就是宪法体现

全民意志的典型理论ꎮ 全民意志论突出表现了宪法与民主之间的紧密关联ꎮ
一部宪法之所以是宪法ꎬ 乃是由本国人民决定的ꎬ 因而宪法必须符合人民的

意愿ꎬ 践行民主的理念ꎮ 这种观念曾经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到了极大的作

用ꎮ 然而ꎬ 将宪法的本质归结于全民意志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ꎮ 宪法的

制定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ꎬ 其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讨价还价ꎬ 而能够将自

己的利益写进宪法的往往是社会上的强势群体ꎮ 因此ꎬ 宪法几乎不可能是全

体人民意志的体现ꎬ 它主要是制宪者意志的体现ꎮ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ꎬ 制宪

者的意志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ꎮ (４ 分)
③阶级意志论ꎬ 指宪法的本质在于反映阶级意志、 体现阶级利益ꎮ 马克

思主义宪法学在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宪法和宪法学的阶级属性ꎮ 阶级意志论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ꎮ 应该肯定ꎬ 尽管将阶级意志论

视为宪法的本质尚有可推敲之处ꎬ 但它的确揭示了宪法质的规定性ꎬ 向科学

认识和研究宪法的本质迈进了关键性的一步ꎮ (４ 分)
(２) 宪法的本质在于ꎬ 它是一国统治阶级在建立民主制国家过程中各种

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表现ꎮ 宪法是确认民主事实ꎬ 集中反映一国政治力

量对比关系ꎬ 规范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

根本法ꎮ (２ 分)
①宪法是民主制度化、 法律化的基本形式ꎮ 宪法与民主存在着密切的联

系ꎮ 宪法产生的基本前提和运行基础是民主事实的存在ꎮ 这一本质主要表现

在宪法确立了国家的民主施政规则: (２ 分)
ａ. 宪法规定了代议制和普选制ꎬ 为人民主权的实现构建了政治运行机

制ꎮ (２ 分)
ｂ. 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规定了公民广泛的基本权利ꎬ 这既是人民当家

作主的政治地位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具体体现ꎬ 同时也是人民政治权利实

现的保障ꎮ (２ 分)
ｃ. 宪法具体规范了国家机构的职权和行使程序ꎬ 为国家权力的运行提

供了法定界限ꎮ (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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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宪法是一国统治阶级在建立民主制国家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

的集中表现ꎮ (２ 分)
ａ. 宪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ꎬ 是在社会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并掌握了国

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ꎬ 是统治阶级以根本法的形式确

认本阶级的斗争成果、 巩固本阶级已经取得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的法律武器ꎮ (２ 分)
ｂ. 宪法的内容和形式要受到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决定和影响ꎬ 这是各

阶级社会政治地位的动态反映ꎮ (２ 分)

八、 主要参考书目

１. «宪法学»ꎬ 第二版ꎬ «宪法学» 编写组ꎬ 高等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ꎮ
２.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ꎬ 第二版ꎬ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编写

组ꎬ 高等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ꎮ
３.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ꎬ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编写组ꎬ 党建读物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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