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2007 年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招生命题考试 

《政治学》试题 

注意事项：1、答案全部答在答题纸上，写在试卷上无效； 

          2、考试时间 180 分钟（3个小时），满分 150 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30 分）在

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

正确选项前的字母写在答题纸上。 

1、政治权力的中心问题是 

    A、政权    B、国家    C、阶级    D、政党 

 2、“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该论断的提出者是 

    A、马克思    B、恩格斯    C、列宁    D、托洛茨基 

 3、社会契约论的集大成者是 

A、卢梭    B、洛克    C、霍布斯    D、格老秀斯 

 4、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形成缘于 

A、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结果 

B、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结果 

C、三次社会大分工的结果 

D、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结果 

 5、在西方社会，第一个试图将政治问题与伦理问题加以区别的

思想家是 

A、亚里士多德    B、马基雅维里 

C、柏拉图        D、布丹 

 6、国家是有阶级社会的组织，这句话说明国家是一个 

A、历史现象    B、阶级现象 

C、政治现象    D、阶级斗争现象

第 1 页（共 6 页） 



 7、社会主义国家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式是 

A、被新的国家类型更替  B、自行消亡     

C、通过社会变革        D、做出局部让步 

 8、我国第一个封建官僚政权是 

A、夏朝    B、西汉    C、秦朝    D、商朝 

 9、古罗马奴隶制国家采取贵族统治，掌握重要权力的国家机

构是 

    A、君主    B、人民大会    C、元老院    D、长老会议 

 10、18 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形式是 

A、急风暴雨式的    B、妥协式的 

C、改良式的        D、和平式的、 

 11、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方面充当的角

色是 

A、“守夜人”    B、“把关人” 

C、“自由人”    D、“控制人” 

 12、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专政首先出现在 

    A、德国    B、意大利    C、日本    D、波兰 

 13、从国体角度看，民主的含义主要是指 

A、统治方法    B、国家性质 

C、国家结构    D、国家活动原则 

 14、列宁所说的“半国家”指的是 

A、资本主义国家    B、封建制国家 

C、社会主义国家    D、半社会主义国家 

 15、我国在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上采取 

A、一院制    B、两院制 

C、联邦制    D、单一制 

 16、国家本质的表现是 

A、国家形式    B、阶级专政 

C、国家政体    D、国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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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国体和政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 

A、统治形式    B、根本政治制度 

C、治理方式    D、结构形式 

 18、典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制国家是 

A、美国    B、瑞士 

C、日本    D、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19、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成原则是 

A、工农联盟原则      B、民主集中制原则 

C、政治协商制原则    D、多党合作制原则 

 20、既体现国家本质，又是执行国家基本职能的组织表征和保证

的是 

A、国家机构    B、国家结构 

C、国家形式    D、国家类型 

 21、三权分立与制衡组织原则的创立者是 

A、马克思    B 亚里士多德、 

C、洛克      D、孟德斯鸠 

 22、西方国家公布法律的权力一般属于 

A、议会        B、国家元首 

C、司法机关    D、行政机关 

 23、民族问题的核心是  

A、民族压迫与剥削    B、民族不平等 

C、民族融合          D、民族平等和团结问题 

 24、南北问题的实质是  

A、民族问题    B、阶级问题 

C、殖民掠夺问题    D、区域冲突问题 

 25、资产阶级政党 初产生于 

A、法国    B、德国 

C、英国    D、美国 

 26、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 1847 年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

第 3 页（共 6 页） 



建立的 

A、正义者同盟    B、社会民主党     

C、工人联盟      D、共产主义者同盟 

 27、政治文化出现于 

A、20 世纪 80 年代    B、20 世纪初     

C、20 世纪 60 年代    D、20 世纪 50 年代末 

 28、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中 重要的问题是 

A、基本政治制度的改革    B、政治体制的改革     

C、经济体制的改革        D、机构改革 

 29、下列属于专门性国际组织的是 

A、东南亚国家联盟    B、美州国家组织 

C、联合国            D、世界海事组织 

30、现代意义的国际组织产生于 

A、12 世纪中叶       B、16 世纪中叶     

C、19 世纪 60 年代    D、20 世纪中叶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30 分）在

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有二个至五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

将正确选项前的字母写在答题纸上。多选、少选、错选均无分） 

 1、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末实证主义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是 

A、孔德    B、孔斯坦    C、边沁 

D、斯宾塞    E、潘恩 

 2、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带来的后果有 

A、剩余产品的日益增多    B、私有制出现 

C、父权制代替母权制      D、奴隶的出现 

E、土地成为私有财产 

3、现代西方政治学者通常把国家分为 

A、法制国    B、民主国    C、共和国 

D、专制国    E、福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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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的主要方式有 

A、暴力方式    B、议会方式    C、民主方式 

D、竞争方式    E、改良方式 

 5、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包括 

A、政治领导    B、思想领导    C、行政领导 

D、方向领导    E、组织领导 

 6、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根据一定的划分标准，将政体分为 

A、共和政府    B、君主政府    C、平民政府 

D、贵族政府    E、民主政府 

 7、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是 

A、并列关系      B、相互制约或制衡关系 

C、决定与执行    D、授权与负责    E、监督与被监督 

 8、传统的社会科学包括 

A、历史学    B、经济学    C、政治学 

D、哲学      E、法学 

 9、当代地区民族冲突的焦点集中于 

    A、非洲    B、欧洲    C、中东    D、美洲    E、中亚 

 10、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主要支柱有 

A、议会制度    B 君主立宪制度、    C、政党制度 

D、选举制度    E、共和制 

 11、政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根本的和起决定性的因素是 

A、政治制度    B、生产方式    C、地理环境     

D、经济关系    E、文化类型 

 12、在理想型政治文化中 

A、把道德、宗教与政治价值观结合在一起 

B、赋予国家以道德教化和干预人们思想的权力 

C、要求道德上的完人来治理国家 

D、将人治作为治国原则 

E、要求通过法律来制约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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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引起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是 

A、政治发展    B、经济发展    C、文化发展 

D、社会发展    E、科技发展 

14、在当代，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包括 

A、主权国家    B、国际组织    C、某些跨国公司  

D、政党        E、政治团体 

 15、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民主政治制度化的内容包括 

A、根本政治制度    B、政治参与程度 

C、具体政治制度    D、政治结构功能    E、政治程序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6小题，每小题 5分，共 30 分） 

1、行为主义政治学 

2、政治团体 

3、民族自治地方 

4、民主集中制 

5、政党 

6、政治心理学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5小题，每小题 6分，共 30 分） 

1、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 

2、简述国家消亡的必然性。 

3、简述新型民主的含义。 

4、简述毛泽东对于政体的含义的界定。 

5、简述国际政治基本准则的特点。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试述政党的功能。 

2、试述坚持我国政治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遵循和贯

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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