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后提升练(九) 

一、选择题 

1．(2020·湖北部分重点中学联考)1980 年 8 月，邓小平在会见外

国记者时指出，“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

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

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体制着手。”这一认识

源于(  ) 

A．“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的破坏 

B．拨乱反正工作的顺利进行 

C．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 

D．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 

解析：根据材料“1980 年”“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

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

准备从改革体制着手”，可知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法制建设

惨遭践踏和破坏，邓小平准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故选 A 项；拨乱

反正是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表现，与设问要求“源于(原因)”

不符，排除 B 项；依法治国方略提出于 1997 年，排除 C 项；农村经

济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而材料提到的是政治改革，排除 D

项。 

答案：A 

2．(2020·四川绵阳四模)以下表格的信息说明(  ) 

 

时间 表现 

1982 年宪法 邓小平指出：“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



制定前夕 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

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

利” 

1982 年 
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重新规定，把“公民的

基本权利和义务”改为第二章 

20 世纪 

90 年代 

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得到重视，这个时候有关

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管理法”

的色彩 

A．法律使人民获得感增强 B．依法治国理念不断强化 

C．社会主义民主基础扩大 D．国家关注公民基本权利 

解析：从材料反映的我国对宪法的修改、公民权利的规定和法的

作用得到重视，可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不断完善民主与法制

建设，依法治国的理念不断加强，故选 B 项；材料反映的是国家领

导人对于宪法的认识以及宪法内容的修改和法律的特色，没有涉及人

民群众对于法律的感受，排除 A 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是人

民当家作主，与材料体现的是宪法和法律等相关内容不符，排除 C

项；材料只在 1982 年修正的宪法里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另外两

则信息没有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故关注公民基本权利不是材料

的全面概括，排除 D 项。 

答案：B 

3．(2020·全国大联考高三联考)截至 2006 年底，我国设立法学本

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 603 所，在校的法律专业本科生接近 30 万人。

有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达 333 所，有法学博士

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29 所，有 13 所法学教育机构设有

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这一现象从本质上说明我国(  ) 



A．民主法制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B．民主法制建设速度空前加快 

C．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D．重视高素质法制人才的培养 

解析：由材料“在校的法律专业本科生接近 30 万人。有法学硕

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达 333 所，有法学博士学位授予

权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29 所，有 13 所法学教育机构设有法学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可知我国法学专业人数多、法学研究机构多，结合法

制建设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说明这一时期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水平的提

高，故选 A 项；民主法制的建设速度加快是现象而非本质，排除 B

项；材料中并未提及法律体系的建设，排除 C 项；重视高素质人才

的培养是材料中的现象而非本质，排除 D 项。 

答案：A 

4．(2020·广东汕头冲刺试题)1988 到 1992 年间，我国结束了和

苏联、蒙古、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状态，实现关系正常

化；进一步发展了与日本、印度等国的外交关系；恢复或建立与印度

尼西亚、新加坡、文莱、韩国等国的外交关系。这一时期外交的丰硕

成果(  ) 

A．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发展 

B．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C．有利于团结第三世界国家 

D．推动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解析：根据材料“我国结束了和苏联、蒙古、越南、老挝等社会

主义国家的敌对状态，实现关系正常化；进一步发展了与日本、印度

等国的外交关系；恢复或建立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韩国等



国的外交关系”可知，改革开放后，我国外交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与

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能够为改革开放提供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故选 A 项；根据材料“我国结束了和苏联、蒙古、越南、老挝等社

会主义国家的敌对状态，实现关系正常化；进一步发展了与日本、印

度等国的外交关系；恢复或建立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韩国

等国的外交关系”可知，所涉及国家类型多，不光只有西方国家，排

除 B 项；根据材料“我国结束了和苏联、蒙古、越南、老挝等社会

主义国家的敌对状态，实现关系正常化；进一步发展了与日本、印度

等国的外交关系；恢复或建立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韩国等

国的外交关系”可知，所涉及国家类型多，不光只有第三世界国家，

排除 C 项；材料中所列举的改革开放后外交成果，与加入世贸组织

无关，排除 D 项。 

答案：A 

5．(2020·山东泰安一模)下图为 1949—2005 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交国家数示意图(单位：个)。其中 1980 年与中国建交国家数大幅

提升的原因是中国(  ) 

 

A．“另起炉灶”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B．实行对外开放，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C．逐渐实现了中美和中苏关系正常化 

D．积极参与新型区域国际合作 



解析：1980 年建交国家数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对外开放外交方针

奉行不结盟，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故选 B 项；“另起炉灶”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 20 世纪 50 年代外交，排除 A 项；1989 年中苏关系实

现正常化，中美关系正常化实现了，排除 C 项；1991 年两极格局瓦

解后推进新型区域合作，排除 D 项。 

答案：B 

6．(2020·山西二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

国企经营权层面改革的文件，意在使国企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

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四自”经济实体。这些文件的颁布(  ) 

A．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B．为企业进入市场奠定初步基础 

C．彻底改变了政企不分的弊端 

D．动摇了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 

解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出现了经营不善

导致严重亏损的现象，直接导致国民经济出现倒退，国企改革迫在眉

睫，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来推动国

企改革，这些文件使得国有企业的自主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以后进

入市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故选 B 项；1992 年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指

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

与题干时间不符，排除 A 项；1992 年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我国国有

企业改革的目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才对国企的弊端进行了彻

底改正，排除 C 项；题干内容仅是对国企进行松绑，增加其经营的

自主权，但是不论如何改革，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不会动摇，排除 D

项。 

答案：B 



7．(2020·广东深圳二模)1979 年 9 月，为改变长期以来工农业产

品统购包销的购销形式，全国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在北京举办，1 个

月累计参观人数达到 80 万人次。1980 年社队企业、农垦系统也相继

举办了全国性展销会。全国性展销会的举办(  ) 

A．推动了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 

B．反映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 

C．说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 

D．标志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 

解析：材料全国性展销会的举办改变计划经济下统购包销的购销

形式，引入市场调节，推动了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故选 A 项；材

料反映出管理体制的改革，与所有制的调整无关，排除 B 项；1992

年中共十四大才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排除 C 项；1984 年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展开，不符合时间限制，排除 D 项。 

答案：A 

8．(2020·山东青岛 5 月质检)改革开放后，股份制企业发展出现

两个高潮时期，1989－1991 年，股份制由“热”变“冷”，1991 年，

党和政府肯定了股份制并强调试点，中国又掀起了股份制发展高潮。

这些变化(  ) 

A．体现了乡镇企业兴衰的社会现象 

B．改变了当时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C．反映了现代企业改革的探索历程 

D．推动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 

解析：根据材料“1989—1991 年，股份制由‘热’变‘冷’，

1991 年，党和政府肯定了股份制并强调试点，中国又掀起了股份制

发展高潮”可知股份制由“热”变“冷”，到 1991 年掀起高潮，说明



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经营方式正在不断探索，故选 C 项；股份制改革

针对的是国有企业，并非针对“乡镇企业”，排除 A 项；股份制发展

是企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并非“产业结构的调整”，排除 B 项；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与材料所述时间

“1989—1991 年”不符，排除 D 项。 

答案： C 

9．(2020·福建漳州、南平二模)1979—1983 年间，中央采取了建

立经济特区、在税收和进口关税给予外资优惠、允许地方政府洽谈外

国投资事宜等一系列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的措施。这些措施(  ) 

A．根除了苏联模式中的僵化部分 

B．巩固了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主导地位 

C．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D．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发展趋势 

解析：材料所列举的措施，是对外开放的表现，中国对外开放是

对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主动适应，故选 D 项；根据题目时间

1979—1983 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及对外开放还未全面推开，题目

所列举的措施也只是在部分地区进行的试点，并且当时中国依然是计

划经济体制，排除 A 项；根据材料所列举的措施，是在冲击高度集

中的计划经济，排除 B 项；21 世纪初我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排除 C 项。 

答案：D 

10．(2020·山西阳泉一模)1986 年 7 月，中国向关贸总协定正式

提出恢复自己的原始缔约国地位，但中国“复关”谈判却一波三折。

1995 年 11 月，中国由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2001 年 12 月 11 日，

中国正式成为 WTO 成员。中国成功入世的重要因素是(  ) 



A．世贸组织规则更加符合中国开放战略 

B．开发浦东彰显出我国对外开放的决心 

C．我国逐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D．中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推动 

解析：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此时我国逐渐建立起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了符合现代市场交易规则的法律法规，与国

际惯例接轨，是中国成功入世的重要因素，故选 C 项；世贸组织规

则与关贸总协定基本一致，并未适应中国需要发生改变，排除 A 项；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1990 年，开发浦东，与材料所述时间“2001 年”

不符，排除 B 项；1991 年，中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与材料所

述时间“2001 年”不符，排除 D 项。 

答案：C 

11．(2020·广东二模)由下图可知，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  ) 

1978—1999 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消费、贫困线比较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0 年) 

A．彻底消灭了农村贫困 B．扶贫开发战略成效显著 

C．建成了市场经济体制 D．完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解析：图中农村人均收入、消费、贫困线均呈上升趋势，说明农



村收入增加，贫困人口不断减少，反映了扶贫开发战略成效显著，故

选 B 项；A 选项“彻底”一词表述过于绝对，排除 A 项；市场经济

体制基本建成是在 21 世纪初，排除 C 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仍

在进行，D 选项“完成”一词表述错误，排除 D 项。 

答案：B 

12．(2020·重庆南开中学 5 月模拟)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史学

界兴起新的边疆研究高潮，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从近代的边界问题研

究转向历史疆域、边疆治理研究并重，从单一的边疆历史地理研究到

融合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跨学科的研究。这一转变主要

说明(  ) 

A．经济发展是边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B．时代需要促进边疆史学研究的发展 

C．边疆史研究确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D．学科交叉研究是史学发展必然趋势 

解析：这一转变适应了改革开放后，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需

要，故选 B 项；根据材料“融合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

跨学科的研究”可知，边疆史研究的内容广泛，经济发展并不是其主

要内容，排除 A 项；边疆史研究只能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提供理论

依据，但并不能确保统一，排除 C 项；学科交叉研究只是史学研究

的一种方式，“必然趋势”表述错误，排除 D 项。 

答案：B 

二、非选择题 

1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顺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制定正确的科技

战略，推动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大力发展和科技大国的成长，并由此奠



定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的不朽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果断作出发展原子弹、

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即“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把原子能、火箭和

电子计算机等高科技列为发展重点。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弹一星”

先后研制成功。 

材料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根据世界高科技发展趋势，面对

高技术领域激烈的国际竞争，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 4

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共中央，提出跟踪研究世界高新技术动向、发展

中国高新技术的建议。国务院立即组织 200 多位专家研究制定了“高

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因该计划于 1986 年 3 月提出，所以称“863”

计划。“863”计划在许多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部分成果向商品化、

产业化方向延伸，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高

新技术取得的主要成就，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 20 世纪 80 年代实施“863”

计划的历史背景，说明其影响。 

解析：第(1)问，第一小问成就，根据教材内容归纳 20 世纪六七

十年代在核武器、空间技术、生物遗传技术方面的成就。第二小问影

响，从增强国防实力、增加粮食产量等方面分析。第(2)问，第一小

问背景，从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三次科技革命中追赶西方国家等方面

分析。第二小问影响，从材料二“在许多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部

分成果向商品化、产业化方向延伸，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

大影响”概括即可。 

答案：(1)成就：1964 年 6 月，中国发射第一枚中近程运载火箭，

1964 年 10 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970 年 4 月，“长征一



号”运载火箭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轨道，1975

年 11 月成功发射返回式遥感卫星，1973 年，袁隆平选育出世界上第

一个杂交水稻新品种“南优 2 号”。 

影响：“两弹一星”等高新科学技术成果最先应用于军事领域，

增强了中国的国防能力；袁隆平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提高了中国的水

稻产量，为世界农业科技做出了重大贡献。 

(2)背景：改革开放增强了国家实力；世界高技术领域竞争激烈；

紧密关注世界高新技术动向、发展中国高新技术。影响：“863”计划

在许多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部分成果向商品化、产业化方向延伸，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覆盖的范围中，农村是计划较

薄弱的环节，在“大集体”下存在着自留地、自由市场等“小自由”„„

当我国开始启动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时，自留地、自由市场等“小自

由”必定成为改革的先导。 

——摘编自《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 

自由市场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陈云指出，“必须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

一样这个事实”，要求中央对地方、地方对工商企业的权力“集中不

能过分”“扩大地方的职权是完全必要的”“有些企业的管理权要下放，

财务要下放，利润也要下放”。 

——人民网《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的探索及其卓越贡献》 

材料三 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人为构建起来的一种体制。政

府是这一体制的构建者，也是计划者，因此，政府是整个体制的主



体„„一方面，政府必然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保护者，另一方面，

政府必然又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者。 

——摘编自赵凌云《1949－2008 年间中国传统 

计划经济体制产生、演变与转变的内生逻辑》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特

色’”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

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楚。) 

解析：本题属于观点评述题，解题时要做到以下步骤：第一，要

对材料中的观点表明态度，观点要明确，紧扣题干信息，围绕“传统

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制定论题”；第二，要结合相关史实对

所持观点进行论证说明，做到“论从史出”，有理有据；第三，论证

说明的过程，要言之成文。 

答案：示例： 

论题：正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决定了中国计划经

济体制的“可改革性”，也决定了 1979 年以来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 

论证：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包括：农村中存在农村

集市、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地方和企业具有一定的职权；政府是体制

的主体。这些因素的存在决定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可改革性，也决定了

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农村中的“小自由”成为改革的先导，经济体

制改革先在农村展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地方和企业具有一

定的职权，有利于提高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改革是自下而上推进的，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企业改革。政府是体制的保护者，也可成

为改革者。中国改革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