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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20 年 8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试题

课程代码:03708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位置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

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

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19 世纪初，向中国大肆走私鸦片的主要国家是（ ）

A.美国 B.英国

C.日本 D.俄国

2.1858 年，英国和法国等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 ）

A.《南京条约》 B.《黄埔条约》

C.《天津条约》 D.《北京条约》

3.20 世纪初，邹容发表的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的著作是（ ）

A.《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B.《革命军》

C.《警世钟》 D.《猛回头》

4. 1911 年 4 月，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黄兴带领下举行的起义是（ ）

A.广州起义 B.河口起义

C.惠州起义 D.武昌起义

5. 1927 年，中共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是（ ）

A.推翻北洋军阀黑暗统治 B.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C.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 D.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6. 1931 年 1 月至 193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主要错误倾向是（ ）

A.右倾机会主义 B.“左”倾盲动主义

C.“左”倾冒险主义 D.“左”倾教条主义

7. 1933 年 11 月，国民党爱国将领蔡廷锴和蒋光鼐等发动的抗日反蒋事件是（ ）

A.宁都起义 B.福建事变

C.西安事变 D.二二八起义

8.1935 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会议是（ ）

A.瓦窑堡会议 B.洛川会议

C.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D.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9.1946 年 6 月， 国民党军队挑起全面内战的起点是（ ）

A.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 B.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

C.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 D.大举围攻东北解放区

10. 1949 年 3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 ）

A.“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B.“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C.“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D. “两个务必”的要求

11. 在中共八大上，陈云提出的重要思想是（ ）

A.双重监督 - B.健全法制

C.“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D .“两条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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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962 年初，中共中央为统一 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和明确工作方向而召开的会议是（ ）

A.南宁会议 B .武昌会议

C.庐山会议 D.“七千人大会”

13. 1964 年，新中国取得的重大科技成就是（ ）

A.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 B.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C.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试制成功 D.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14.1967 年，老--辈革命家与中央文革小组错误做法进行的抗争被诬称为（ ）

A.“一月风暴” B.“二月逆流”

C.“右倾翻案” D.“反攻倒算”

15. 1971 年 10 月，新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果是（ ）

A.恢复了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合法席位 B.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C.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D.实现了中法关系正常化

16.揭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序幕的会议是（ ）

A.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B.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C.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 D.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

17. 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重要文件是（ ）

A.《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B.《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C.《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 D.《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18.1988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建立的经济特区是（ ）

A.珠海经济特区 B.汕头经济特区

C.海南经济特区 D.厦门经济特区

19.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会议是（ ）

A.中共十三大 B.中共十四大

C.中共十五大 D.中共十六大

20.2005 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法律是（ ）

A.《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B.《国家安全法》

C.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D.《反分裂国家法》

21.2010 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 ）

A.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B.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C.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D.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22.中共十八大提出，我国到 2020 年的奋斗目标是（ ）

A.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B.基本实现现代化

C.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D.实现“四个现代化”

23.中共十九大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是（ ）

A.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B.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C.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D.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24.2014 年 2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确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是（ ）

A.8 月 15 日 B. 9 月 2 日

C.9 月 3 日 D.9 月 30 日

25.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会议是（ ）

A.中共十六大 B.中共十七大

C.中共十八大 D.中共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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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选择题部分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26.19 世纪末，维新派与守旧派论战的主要问题及意义。

27.兴中会的成立及其誓词。

28.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实行军事独哉统治的主要表现。

29.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30.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及其性质。

三、论述题:本大题共 3 小题，考生任选其中 2 题作答，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如果.
考生回答的题目超过 2 题，只按考生回答题目的前 2 题计分。

31.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相互关系。

32.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

33.中国共产 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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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自考《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真题答案解析

单选题

1. B2. D3. B4. A5. D
6. D7. B8. A9. C10. D
11. C12. D13.A14. B15. C
16. A17. B18. C19. B20. D
21. B22. A23. A24. C25. D
简答题:
26.(1)内容:

①要不要变法。

②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③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学堂。

(2)意义:比较集中的反映了近代中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学和西学、新学和旧学之争，进-一步

开拓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眼界，为维新变法的运动做了舆论的准备。

27. (1)成立: 1894 年孙中山北上向李鸿章上书，尝试采取和平手段推进中国变革与进步，但

并未受到重视，在北上途中发现清政府比他想象中还要腐败，于是放弃改良主张，走上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之路。同年，在檀香山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一-兴中会。

(2)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28. (1)政治: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2)经济:官僚资本的

垄断活动，首先和主要的是在金融业方面开始的。

29. (1)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2)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

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3)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30.(1)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

其他爱国分子。

(2)性质: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

论述题:三题选做 2 题，共 20 分

31. (1)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这也是最主要的矛盾。

(2)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3)相互关系:
①当外国列强向中国发动侵略时，为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内部各阶级，除了汉奸、卖

国贼外，能够暂时团结起来共同对敌，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而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

②当外国侵略者同中国封建政权相勾结，共同镇压中国革命，尤其是封建地主对人民的压迫

特别残酷时，中国人民往往用战争的形式反对封建政权，这时阶级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

③当国内战争发展到直接威胁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以及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时，外国列强甚

至直接出兵，镇压中国人民，援助中国反动派，这时 32. (1)标志着中国革命有了一个坚强

的领导核心。

(2)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

33.(1)总路线: “一化三改”“一体两翼”。

①一化、一体: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②三改、两翼: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历史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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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

②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

③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④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