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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跨考教育考研政治真题答案(简版)

一、单项选择题

1-5BADAC 6-10BDDBC

11-16ACBACB

二、多项选择题

17.CD 18.ABD 19.BCD 20.ABD 21.CD 22.ABC 23.ABCD 24.ABCD 25.ABCD

26.ABC 27. BCD 28. ABC 29.ABCD 30.ABCD 31.ABD 32.ABCD 33.ABD

三、材料分析题

34. （1）辩证唯物主义能动反映论科学地揭示了认识的本质，认识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

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的发展过程具有反复性和无限性。

认识过程的反复性是指人的认识要经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多

次反复才能完成。这是因为认识过程中存在着主观（人的认识能力有一个提高的过程）和客

观（事物各个侧面及其本质的暴露有一个过程）的矛盾。

认识的无限性是指，对于事物发展过程的推移来说，人类的认识是永无止境、无限发展

的，它表现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循环，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不断推

移的永无止境的前进运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的基础发展而来，在

党的十八大上提出来的，对“四个全面”的认识反映了我们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和无限性，体

现了认识过程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前进过程。

（2）“四个全面”战略构想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思想。第一，体现了事物联系和

发展的思想。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

系。“四个全面”不仅揭示了“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之

间的联系，也揭示各自战略目标和举措之间的联系。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发展的实质

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四个全面”体现了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这一辩证法思想。

第二，辩证法要求我们用整体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四个全面”思想贯彻了唯物辩证法

全面看问题的方法。第三，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体系中，矛盾分析方法居于核心地位，是

根本的认识方法。“四个全面”要求人们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体现了矛盾

分析法。

35.（1）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

民族未来。

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

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只有更加重视生态环境这一生产力要素，更加尊重自然生态的发展规律，保护和利用好

生态环境，才能更好的发展生产力，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建设社会主

义的生态文明就是要实现和谐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循环发展，就是要建设以资源

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2）“铁腕治污”对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治理环境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走向

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建设生态

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完

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第一，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第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Born to win

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它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第三，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生态环

境保护管理制度。顺应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我国涉及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也要不断与时俱

进。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从而

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36.（1）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历经 28 年的革命,即将成为

执政党之际，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面对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可能会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中国共产党要适应革命形势的

需要，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由战争为主题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夺取

政权转变为掌握政权、巩固政权。而要完成这个转变，对于共产党来讲，是一项非常艰巨而

全新的任务。这就需要学习，学习掌握革命政权的经验，学习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学习经

济建设的经验。而学习就是考试，就是要考出个好成绩向全国人民交待。

（2）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充分说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上不

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根本在于始终高度重视加强自身建设、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应对国际国内风险考验、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客观

需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当前我们党面临多种问题与考验，

“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本内容，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出了更

高、更全面的要求。因此党面临的“赶考”远没有结束。

37.（1）家风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重要源头，家风直接影响一个人做人做事的风格和为人处

世的风格。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常常被称为国家和民族的

“胎记”，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精神基因”，是培养民族心理、民族个性、民族精神的“摇

篮”。更是一个民族的基因，是一个民族的血脉。

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首先表现在对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相互关系的独到理解上。古圣先贤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有道德，有精神

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并崇尚精神生活，是古代思想家们的主流观点。

中华传统美德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精神财富，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源头活水，中华

传统美德讲究谦敬礼让，强调克骄防矜，追求精神境界，重视道德需要。

所以所好家风的传承过程，是中华文化优秀基因的传承。

（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这就需要从基础做
起，从家庭做起。家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内含丰富的道德素质教育和价值

观培育的内容，理应成为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推动其得以践行的重要载体。

一方面，良好的家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写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家

风之中，正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良好

的家风中得到了延伸和传扬。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是社会风气的细胞。家风自然会向民

风辐射，民风自然会向国风延伸。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

有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家风的传承，能够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8.（1）联合国的宗旨“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制止侵略行为”“发展国际间的友好关系”“促

成国际合作”等。联合国的原则各国主权平等、各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各国不得使

用武力威胁来侵犯他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联合国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

的事件等。继承联合国宪章精神，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需要，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的超越

与创新。

联合国就是在二战结束以后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而成立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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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但世界仍不很太平，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

（2）命运共同体指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个国际社会。

命运共同体意识，是确立互利共赢的思想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今世界格局

加快演变，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同舟共济、共担责任、共享权力，建立起更加平等均

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符合人类利益。

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我们只有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自身

利益的同时兼顾各方利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

树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才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促进各国经济共同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