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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答案必须答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答在试卷上无效）。
一、选择题：1～4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8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
四个选项中。选出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认为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哲学属于（ ）
A．唯物主义 B．形而上学 C．唯心主义 D．不可知论
2．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和根本属性，这是（ ）
A．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 B．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
C．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 D．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3．下列各项体现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的是（ ）
A．联系和发展的观点 B．量变和质变的观点
C．对立和统一的观点 D．本质和现象的观点
4．下列各项体现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思想的是（ ）
A．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B．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C．物极必反，相反相成 D．欲擒故纵，声东击西
5．正确处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关系的哲学依据是（ ）
A．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B．本质和现象关系的原理
C．原因和结果关系的原理 D．内因和外因关系的原理
6．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对立表现为（ ）
A．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 B．反映论和先验论的对立
C．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立 D．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对立
7．与感性认识相比较，理性认识的特点是（ ）
A．直接性和形象性 B．生动性和具体性
C．丰富性和多样性 D．抽象性和间接性
8．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
认识总是有限的、不完全的。这说明真理具有（ ）
A．绝对性 B．客观性 C．相对性 D．一元性
9．下列各项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是（ ）
A．政治制度 B．自然科学 C．政治思想 D．思维科学
10．社会基本矛盾有两对，一对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另一对是（ ）
A．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问的矛盾
B．广大群众和少数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C．人口众多和资源贫乏之间的矛盾
D．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
11．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
认（ ）
A．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 B．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



C．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 D．思想理论对历史发展的引领作用
12．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是（ ）
A．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B．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C．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D．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13．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包含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农村革
命根据地建设三个方面，其中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 ）
A．重要武器 B．主要形式 C．战略阵地 D．基本内容
14．毛泽东提出，坚持武装斗争必须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这支军队
的唯一宗旨是（ ）
A．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B．执行严格的革命纪律
C．注重思想政治教育 D．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5．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 ）
A．长期性 B．稳定性 C．独立性 D．过渡性
16．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
级的过渡形式，其中高级形式是（ ）
A．委托加工 B．公私合营 C．统购包销 D．计划订货
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背景是（ ）
A．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B．汲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
C．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D．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鲜
经验
1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 ）
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B．毛泽东思想
C．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D．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
1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是（ ）
A．以人为本 B．群众路线 C．实事求是 D．独立自主
20．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 ）
A．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B．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C．实现共同富裕 D．实现人的平等而全面发展
21．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 ）
A．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
B．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C．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D．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历史阶段
22．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
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 ）
A．改革开放 B．四项基本原则 C．艰苦创业 D．经济建设
2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



A．国家治理体系和管理体系现代化
B．国家治理体系和监督体系现代化
C．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D．国家治理体系和执政能力现代化
24．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是因为（ ）
A．改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
B．改革是对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
C．改革是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解放生产力
D．改革是对社会基本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25．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中，稳定是（ ）
A．目的 B．动力 C．根本 D．前提
26．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第三步战略目标是，到
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 ）
A．温饱水平 B．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C．发达国家水平 D．小康水平
27．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是（ ）
A．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B．按劳分配为主体，按需分配为辅
C．按生产要素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D．按生产要素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为辅
28．党的十八大提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
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变为（ ）
A．提高质量和效益 B．扩大经济规模
C．提高发展速度 D．加大投资力度
29．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 ）
A．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B．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C．坚持民主集中制 D．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30．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要提倡集体主义，反对（ ）
A．个人利益 B．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C．等价交换原则 D．物质利益
31．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应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形成（ ）
A．倒金字塔型分配格局 B．橄榄型分配格局
C．金字塔型分配格局 D．哑铃型分配格局
32．台湾问题实质上是（ ）
A．国共关系问题 B．中日关系问题
C．中国的内政问题 D．中美关系问题
3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是（ ）
A．国家互信协作 B．各国共同繁荣
C．各国同步发展 D．国家主权平等
34．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四者是具有内在联系
的统一整体，其中居于基础地位的是（ ）
A．尊重劳动 B．尊重知识 C．尊重人才 D．尊重创造



35．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 ）
A．农民阶级 B．知识分子 C．新的社会阶层 D．工人阶级
36．2016 年 10 月 21 日。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这是纪念长征胜利（ ）
A．50 周年 B．80 周年 C．70 周年 D．60 周年
37．2016 年 10 月 24 日至 27 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 ）
A．《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B．《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
C．《关于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意见》
D．《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38．据新华社 2017 年 4 月 1日报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决定设立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这是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
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该新区是（ ）
A．重庆两江新区 B．河北雄安新区
C．上海浦东新区 D．天津滨海新区
39．2017 年 5月 14 日至 l5 日，中国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此次高峰论坛的主题是（ ）
A．加强国际合作，致力于稳定，实现共同繁荣
B．加强国际合作，致力于稳定，实现共赢发展
C．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
D．加强国际合作，致力于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40．2016 年 8月，第三十一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西里约热内
卢举行，获得本届奥运会女子捧球冠军的球队是（ ）
A．中国队 B．美国队 C．巴西队 D．俄罗斯队
二、辨析题：41～42 小题，每小题 10分，共 20 分。首先判断正确
或错误。然后说明理由。
41．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42．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
同繁荣。



三、简答题：43～45 小题。每小题 10分。共 30 分。
43．简述生产方式的含义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44．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相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哪些特点?

45．简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意义。

四、论述题：46小题。20 分。
46．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到 2020 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之时，必须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
试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涵义，并说明如何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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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试题答案解析

1．【答案】C
【解析】哲学的基本派别特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唯物主
义指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主张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即坚持物质是
世界的本原，意识是物质的派生物，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派别。唯心
主义指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主张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即坚持意识
是世界的本原，物质是意识的派生物，意识决定物质的哲学派别。
2．【答案】D
【解析】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物
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物质离不开运动，因为任何物质都
是运动着的物质，运动是一切物质的存在方式，不运动的物质是不存
在的，设想脱离运动的物质是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运动
离不开物质，因为任何运动都是物质的运动，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物质是一切运动的承担者和主体，无物质的运动也是不存在的，设想
脱离物质的运动是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
3．【答案】A
【解析】世界的普遍联系和世界的永恒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
所谓联系，是指一切事物、现象、过程之间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
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
和多样性。发展是指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由无序向有
序的运动。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4．【答案】C
【解析】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
结、相互吸引等。C 项中的“相反相成”体现了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
即矛盾的同一性。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离异、
相互排斥、相互消蚀等。矛盾的斗争性在事物根本性质发生变化中的
作用更为显著，只有通过矛盾双方的斗争，才能突破现存事物的限度，
促使矛盾相互转化，并使一事物变成他事物。C 项中的“物极必反”
体现了矛盾的相互转化，即矛盾的斗争性。A项中的“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体现了外因对事物发展的影响；B项“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体现了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D项中的“欲擒故纵，声东击西”体
现了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关系原理。
5．【答案】D
【解析】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内在依据，是第一位的
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外因通过内因
而起作用。内外因关系原理是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对外开放等
一系列政策方针的理论依据。
6．【答案】B



【解析】一般来说，唯物主义是反映论，唯心主义是先验论。唯物主
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全部感性、理性认识过程都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
的反映，反映过程是能动积极、辩证发展的，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唯心主义认识论从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前
提出发，把人的意识说成先天就有的东西，是先于物质、先于实践的
东西，物质世界反而是这种意识的产物。先验论坚持“从思想和感觉
到物的路线”。
7．【答案】D
【解析】感性认识具有直接性和具体性的特点，它只是对事物表面现
象的反映，还没有深入到事物内部的本质和规律，因而是认识发展的
低级阶段。理性认识是人们通过抽象思维而得到的关于事物的本质、
事物的全体和内在联系的认识，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三种形式。理
性认识具有间接性和抽象性的特点，是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
8．【答案】C
【解析】任何真理都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真理的相对性是指：
第一，从认识的深度看，任何真理都只是对特定对象一定程度、一定
层次的正确反映，都不可能同客观事物其规律完完全全地一致。第二，
从认识的广度来看，每一个真理都是对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在有限
范围内的正确反映，任何真理都不可能穷尽客观世界的一切方面和一
切过程。
9．【答案】C
【解析】理性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从结构上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
不进入上层建筑且不反映经济基础的部分，如自然科学、逻辑学、语
言学、心理学等，另一个是进入上层建筑并反映经济基础的部分，这
部分又称为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理论、哲学理论、宗教观念、
道德观念、社会科学、艺术等。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
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它是随着人
类社会政治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思维科学是研究思维活动规律和形
式的科学，为科学三大领域之一，思维一直是哲学、心理学、神经生
理学及其他一些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所以，两者都不属于社会意识
形态。
10．【答案】A
【解析】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包括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11．【答案】B
【解析】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而
唯心史观认为少数天才、帝王、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所以，
两者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人民群众对历史
发展的决定作用。
12．【答案】A



【解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帝国主
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13．【答案】D
【解析】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关系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是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重要根源。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
心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土地问题。因此，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封
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主要的基本的内容。除
此之外，武装斗争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革命根据地是民主革命的
战略阵地。
14．【答案】D
【解析】毛泽东提出，要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必须建设好人民军队，
它的基本内容之一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垒意为人民服务。
15．【答案】D
【解析】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带有过渡性质的社会，而不是独立
的社会形态，它属于社会主义体系，是近代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中介和桥梁，所以，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
要特征是过渡性。
16．【答案】B
【解析】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在工业中实行加
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经销代销等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再发展到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
式，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17．【答案】A
【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
历史条件下，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汲取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8．【答案】A
【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
系，它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创造性地提出
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19．【答案】C
【解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同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
核心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实事求是。
20．【答案】A
【解析】邓小平在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
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的同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
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21．【答案】B



【解析】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
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
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 1956 年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 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整个历
史阶段。
22．【答案】D
【解析】l98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路线。那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
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是它的简明概括，“一个中心”指的是“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
23．【答案】C
【解析】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 2013 年 11 月 9 日至 l2 日在北京召
开，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深
化改革重大问题。本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4．【答案】C
【解析】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从政策的重新选择，
体制的重新构建这个转变的深刻性和广泛性；从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生
活和人们观念变化的深刻性和广泛性等方面来说，改革是中国一场新
的伟大革命。但这场革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它不是一个阶级推
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也决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
是在党的领导下对原有的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它是
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25．【答案】D
【解析】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改革、发展、稳定是一个有
机整体，其中，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
26．【答案】B
【解析】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是，到
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
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27．【答案】A
【解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是我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28．【答案】A
【解析】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
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
益土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



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
优势，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29．【答案】A
【解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核心和精髓是
人民民主，发扬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客，也
是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
30．【答案】B
【解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要提倡集体主艾，反对极
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是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
旨，是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取向．
31．【答案】B
【解析】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摹统，保护合法收入，
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
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亚，
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32．【答案】C
【解析】台湾问题最初是由于中国内战而形成的暂时分离状态。1949
年，国民党政权在反共反人民内战中失败，从大陆退踞台湾，在美国
等的扶持下，台湾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状态丰个多世纪。因此，台湾
问题不同于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干涉，
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就是台湾问题的实质。
33．【答案】D
【解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国家主权平等。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既适用于社会翻度相同的国家，也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
家；既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发达国家；既适用于国家间的政
治关系，也适用于国家间的经济关系。
34．【答案】A
【解析】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这是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贯彻。”其中，
尊重劳动是基础和根本，劳动是人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社会实残，是
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
35．【答案】D
【应斌指导】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是中国
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36．【答案】B
37．【答案】A
38．【答案】B
39．【答案】C
40．【答案】A



41．【答案】错误
(1)要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正确处理主主观能动性和客观
规律的关系．强调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以承认并遵循客观规律为
前题．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充分发挥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巾的主体作用．而物质世界存在其内在的规律性．人的行为如果违背
它，必然受习规律的惩罚，导致无效或失败的结果，所以，按照客麓
规律办事是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基本要求。
(2)强调客观规律，并不是否定主观能动性，恰恰是承认人的主观能
动性。只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讲尊重客观规律，就会夸大精神的
作用，导致实践中的唯心主义。题中的“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
性，什么人间奇迹都能伪造出来”的观点显然并没有以承认和遵循客
观规律为前提，而是过分地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正确的做法应该
是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性结合起来，只有如此，才
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42．【答案】正确
(1)我国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它是
党和政府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结合我国多民族的基本国情和民
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客观实际制定的，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
的重要行为准则，是我国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民族平
等，就不会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则是民族平等的必然结果；各民
族共同繁荣，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促进各民族真
正平等的保障。
43．【答案】
(1)生产方式是人类借以向自然界谋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包括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是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2)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这种决定作用表现在四个
方面：第一，生产方式是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根本动力，是人类
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第二，生产方式是人类和人类社会得以存在
和发展的基础；第三，生产方式是形成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第
四，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社会制度的更替。
44．【答案】
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相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有：
(1)革命领导权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工人阶
级只是追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工人阶级
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
(2)革命指导思想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从西方资产阶
级革命思想武器库中学来的，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为指导思想。
(3)革命目标和革命前途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
阶级专政的国家，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则要在中国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
专政的国家，然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日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
义．
45．【答案】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意义有：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我们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
势、有力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
执政的历史任务。
46．【答案】
(1)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通过采取法律、
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
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保障经济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友好
型社会，就是全社会都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消费方式，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
(2)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着手：第
一，要充分考虑人口承载力、资源支撑力、生态环境承受力，正确处
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二，要发展循环经济，提
高资源利用率。坚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按照减量化、再利用
和资源化的原则，在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物产生、消费等环节上
面逐步建立全社会的资源循环体系。第三，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建设生态文明。增加环保投入，健全环保监管体制，提高监管能力，
加大执法力度。在全社会形成爱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
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