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考研政治大纲变动对比表（大纲解析版）总表

2018 考研政治大纲已于 9 月 15 日正式发布，下面是文都考研整理的 2018 考研政

治大纲变动对比表（大纲解析版）总表，请各位考生参考。

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章节 2017 年大纲
2018 年大纲 说明

第一章第二

节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

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

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

性的统一

变更说法：内容无实质

变化

第二章第一

节

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3）从实践出发理解社

会生活的本质（4）物质

与意识的辩证关系（5）

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

的统一

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

系（3）实践是自然存

在与社会存在区分和

统一的基础（4）人与

自然（5）物质与意识

的辩证关系（6）主观

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

的统一

（3）中内容发生变化；

新增（4）

第二章第二

节

联系和发展的普遍性（5）

发展与过程

联系和发展的普遍性

（5）事物发展的过程

变更说法：内容无实质

变化

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

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

节：原因与结果、现象

调整内容位置，实际内

容未变

http://kaoyan.wendu.com/zhengzhi/dagang/


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

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

与本质、内容与形式、

现实性与可能性、现实

性与可能性

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

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

作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

争性原理的方法论意义

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

的斗争性及其在事物

发展中的作用

内容合并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

相互关系。矛盾的普遍性

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

意义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

性及相互关系
内容合并

事物存在的质、量、度。

事物发展的量变和质变及

其辩证关系。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量

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

化

内容合并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肯定与

否定。辩证否定观的基本

内容。否定之否定规律及

其意义。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肯

定与否定及其相互转

化

内容合并

第三章第一

节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1）

实践的本质、基本特征与

基本形式（2）实践和认

识活动中的主体、客体与

科学的实践观（1）实

践的本质、基本结构、

基本特征和基本类型

新增“实践的基本结

构”，将（1）（2）内

容合并



中介

唯物主义反映论与唯心主

义先验论的对立。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对认识本质的不同回

答

变更说法：内容无实质

变化

辩证唯物主义能动反映论

与旧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

的区别

辩证唯物主义和旧唯

物主义对认识本质的

不同回答

变更说法：内容无实质

变化

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

性认识及其相互关系。从

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

跃，认识过程中的理性因

素和非理性因素。从理性

因素到实践的飞跃。认识

运动的反复性和无限性。

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

的统一。

（1）从实践到认识（2）

从认识到实践（3）认

识运动的不断反复和

无限发展

内容进行优化总结，并

删除“理性认识到实践

的飞跃的必要条件”

“非理性因素的主要

表现”

第三章第二

节

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

性及其辩证关系

对“真理的绝对性”“真

理的相对性”内容进行

优化，将原三层含义总

结为两层含义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真理

和价值的辩证统一。

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

的辩证统一

删除“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



第三章第三

节
自由与必然 从必然走向自由

变更说法：内容无实质

变化

第四章第一

节

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

的基础

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

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变更说法：内容无实质

变化

生产力的含义和结构
生产力的含义和生产

要素

变更说法：内容无实质

变化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

的重要因素
新增内容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

基础状况的规律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

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

变更说法：内容无实质

变化

第四章第二

节

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

中的作用（1）阶级的产

生和本质（2）阶级斗争

的根源和作用

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

作用（1）阶级和阶级

斗争的产生和本质（2）

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

发展中的作用

变更说法：内容无实质

变化

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

作用（4）社会革命的

实质和作用

将 2017“社会革命在

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1）社会革命的实

质和根源”内容移至此



改革的性质和作用

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

作用
变更说法：内容无实质

变化

第四章第三

节

唯物史观考察历史创造者

问题的原则

唯物史观考察历史创

造者的原则

变更说法：内容无实质

变化

第五章第一

节

（1）自然经济
移至“商品经济产生的

历史条件”中

（3）商品的二因素（4）

生产商品的劳动二因素

（2）商品的二因素和

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

因素

内容整合，内容无实质

变化

第五章第二

节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演进

和更替

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的演进和更替

变更说法：内容无实质

变化

（1）所有制和所有权（2）

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

（1）资本主义所有制

的含义（2）资本主义

所有制的本质

变更说法：内容无实质

变化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

特征、根本原因、具体表

现和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变更说法：内容无实质

变化

第六章
无变化 无变化

第七章 无变化 无变化

第八章 无变化 无变化



学科: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章节 2017 年大纲 2018 年大纲 说明

第一章第三

节

5.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新增内容

5.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新增内容：“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体现了全面、

联系的观点。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

论的统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体现了统筹兼顾的要

求。

（4）“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蕴含着丰富的

哲理

第六章第三节“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上移到此

处并新增内容

6.树立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

第六章第二节内容上

移到此处



第二章 无变化 无变化

第三章 无变化 无变化

第四章 无变化 无变化

第五章 无变化 无变化

第六章第二

节

4.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6.树立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

此知识点上移到第一

章第三节

第六章第三

节

2.“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

此知识点上移到第一

章第三节并新增内容

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新增考点:3.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新增一段内容：

习近平系列讲话中关

于“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

要论述。

新增考点



新增内容：现阶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主要任务。

第七章 无变化 无变化

第八章第四

节

新增考点：3.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
新增考点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新增内容：4.构建全面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

格局。

新增内容替换原来的

内容

第八章第五

节

2.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的基本国策

3.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删除内容

新增考点：

2.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

护生产力。3.以系统工

程思路抓生态建设

4.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

新增考点

第九章 无变化 无变化

第十章 无变化 无变化

第十一章 无变化 无变化

第十二章第 新增考点： 新增考点



三节 5.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

生活

6.加强党内监督。

学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章节 2017 年大纲 2018 年大纲 说明

第一章 无变化 无变化

第二章第一

节

P175 第 9 段《四书》《五

经》

P186 第 2 段“四书”

“五经”

只是变更了符号，相关内容没有

变化

第三章 无变化 无变化

第四章第一

节

P188 第 3 段《青年》杂

志

P199 第 2 段《青年》

杂志

只是变更了杂志符号，相关内容

没有变化

第四章第一

节

P189 第 8 段

《Bolshevism 的胜利》

P200 第 7 段《布尔什

维主义的胜利》
俄译汉，相关内容没有变化

第五章 无变化 无变化

第六章第四

节

4.增加“总结历史经验，

迎接全国性抗日战争”

P212-213

此内容为新增内容

第六章第四

节

P208

5.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

P219-220

5.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

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此内容为新增内容

第六章第四

节

P208

6.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

P220

6.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

标题做了改动

实质内容未改动



阐明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命题的提出

（2）新民主主义理论的

系统阐明

7.延安整风运动

8.中共七大

统阐明

7.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

统阐明

8.延安整风运动

9.中共七大

第七章第一

节

P225-226

增加“两个中国之命

运”

此内容为新增内容

第七章第三

节

P215-216

2.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P228

2.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此要点内容做了大幅度的删减

第八章第一

节

P220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及其伟大意义

2.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

P232

3.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及其伟大意义

两个要点合并成了一个要点，并

删掉了一个部分内容

第八章第一

节

P221-222

3.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

和恢复国民经济

（1）完成民主革命的遗

留任务

（2）恢复和发展国民经

P232-234

2.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

务和恢复国民经济

（1）完成民主革命的

遗留任务

（2）恢复和发展国民

此章节内容做了大幅度的顺序

调整，但实质内容未改动



济

（3）维护国家主权和安

全

（4）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经济

（3）加强党的自身建

设

3.抗美援朝战争

第九章第一

节

P230

3.探索社会主建设道路的

初步成果

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5.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P242

3.《论十大关系》和《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4.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

争

此章节标题做了顺序调整，但实

质内容未改动

第十章第二

节

P241-243

1.中共十二大制定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纲领

2.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

市

3.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

形成

4.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

本路线

5.“三步走”发展战略的

P253-255

1.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1）中共十二大制定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纲领

（2）改革重点从农村

转向城市

（3）多层次对外开放

格局的形成

2.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

此章节标题做了顺序调整，但实

质内容未改动



制定和实施 党的基本路线

3.“三步走”发展战略

的制定和实施

第十章第四

节

P246

1.中共十六大制定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

P258

1.中共十六大确定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

此章节标题做了调整，内容未变

第十章第四

节

P248

4.中共十七大总结改革开

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

验，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P261

4.中共十七大与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的向前推

进

（1）中共十七大召开

（2）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的推进

此章节标题做了调整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推进”为

新增加的内容

第十章第五

节

P250-251

4.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重

大实践的展开

（1）主动适应和引领经

济发展新常态

（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P263

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5.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

此章节内容做了删减

只保留了 4.5 的内容



（3）努力实现党在新形

势下的强军目标

（4）推进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

学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章节 2018 年大纲 2017 年大纲 说明

绪论

对价值观进行明确定义：

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什么是

价值、怎样评判价值、如

何创造价值等问题的根本

观点。核心价值观承载着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

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

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无此句。

第一章 无变化

第二章 无变化

第三章第二

节

2.人生价值的实现条件

增加：人们的实践活动从来

都不是随心所欲的，任何人

都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运

用恰当的方法实现自己的人

生价值。正确把握人生价值

无此句。 解释说明、引起下文作用



实现的条件和方法至关重

要。

第三章第二

节
增加人生环境的定义。 无此定义。

第四章开头

增加：到的属于上层建筑的

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

识形式。她是以善恶为哦名

家方式，主要依靠社会舆论、

传统习俗和内心新年来发挥

作用的行为规范总和。

无此句。

第四章第二

节

增加：人类道德的发展具有

内在的规律性。 无此句。

第五章第四

节

增加：个人品德在社会道德

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
无此句。

增加考点

第六章第一

节

社会主义法律

对社会主义法律做了新的阐

释

社会主义法律 变更说法

第七章第一

节

3.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相结合

增加社会主义法律和社会主

无此段 新增



义道德在性质、作用和目标

上的一致性

第八章
无变化

结束语 无变化

学科 形势与政策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 考研大纲 2018 考研新大纲

（一）形势与政策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现阶段的重大

方针政策。

2017 考研形势与政策：考查年度间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国际、

国内的重大时事。

（一）形势与政策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现阶段的重大方针政策。

2018 考研形势与政策：考查年度间 2017 年 1 月——

2017 年 12 月国际、国内的重大时事。

（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两级格局解体。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综合国力竞争。

大国关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地

区局势与热点问题。西方干涉主义的新

特点。

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的地位、作用和

2018（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两级格局解体。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

济一体化。综合国力竞争。

大国关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地区局势与热

点问题。西方干涉主义的新特点。

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的地位、作用和面临的挑战。

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南北关系。南南合作。



面临的挑战。

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南北关系。

南南合作。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

界。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工作新思想、

新论断。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十八大

以来中国对外工作新思想、新论断。

所变化之处在于：

1.“大国关系”标题下新增：亚投行正式开张。全

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

2.“中美关系”标题下新增：美国大选以及习近平

主席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

3.“中欧关系”标题下新增：法国大选以及习近平

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

4.“中俄关系”标题下新增：普京在北京出席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5.“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的地位、作用和面临的

挑战”标题下新增：联合国迎来第九任秘书长安东

尼奥古特雷斯。

6.“南北关系”标题下新增：二十国集团峰会在杭

州举行。达成五个共识。

7．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工作新思想、新论断标题下

增加：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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