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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选题
01. A 02. B 03. B 04. C 05. D 06. D 07. A 08. B
09. D 10. C 11. B 12. D 13. A 14. C 15. D 16. C
二、多选题
17. BCD 18. ABC 19. CD 20. ABD 21. ABCD 22. ABD 23. ABD 24. ABD
25. ABCD 26. BC 27. ABC 28. AC 29. ABCD 30. ACD 31. ABCD 32. ABC 33. BCD

34.
（1）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中包含共性。（2分）人们的认识就是从个别
到一般再到个别的过程。碎花瓶理论是对碎花瓶这一个别事物中所包含的一般特征的概括和反映，这就使得人
们能够举一反三地认识和处理其他事物。（2分）
（2）真理和谬误是辩证统一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真理中包含着某些以后会暴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
或者因素，错误中也隐藏着以后会显露出来的真理的成分或者萌芽。（2分）“世界上没有真正的错误，只有
被忽略的智慧”并不是抹杀真理和错误之间的区别，而是指没有单纯的绝对的错误，是指由此看来不能辩证地
对待错误而失去在错误中发现真理的可能。（2分）
（3）创新意识在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具有重要作用。增强创新意识一要注重实践，从中汲取智慧；二
要辩证思维，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善于从偶然中发现必然。（4分）
35.
（1）全国人大常委会吸收各方意见，对草案相关条款做出修改，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集中人民共同意志、
保障人名根本利益的体现，也是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体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是对人
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尊重。人民群众踊跃发表意见、建言献策，是公民积极有序参与国家决
策的体现。
（2）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缓解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趋向。此次个税法的修改，紧紧抓住了个人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个当前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现阶段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要求是：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此次个税法的修改，较好地贯彻了
这一要求。
36.
（1）从世界范围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民主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清王朝的
腐朽无能，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清王朝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革
命的目的不只是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且要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因此即使是汉族人当皇帝，也必须革命。
（2）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实现了从新民主
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振兴中华的理想，开
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为大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37.
（1）诚信在道德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诚信是为人之道，立足之本，人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公民道德建设
的重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更加需要大力
倡导诚实守信的美德。首先，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一项基本道德准则。市场经济越发达，对
诚实守信的道德要求就越高。其次，诚实守信是职业道德的一项基本要求。最后，诚实守信是做人的一项基本
道德准则。
在“信义兄弟”事件中，孙家和工友都表现出诚信为本的美德。哥哥、弟弟、母亲都讲诚信，工友以诚相待，
体现出诚实守信的优良品德。“信义兄弟”之举体现了诚信美德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2）法律与道德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二者统一于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中，缺一不可。道德规范作用的更好
发挥，需要法律支持；而法律作用的更好实现，则需要以道德建设为重要条件。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巩固和
发展，要靠道德，也要靠法律。
诚实信用是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法律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行使民事权利或履行民事义务时，应
善意无欺，讲求信用；不规避法律和约定。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主体必须信守合同，依法行使权力，履行
义务，坚守信用原则。
孙家虽然惨遭不幸，仍履行了按时发放工钱的承诺，这是诚实信用法律精神的要求和体现。
38.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广泛，但西方
一些国家和民众长期以来对中国缺乏了解，心存疑虑和误解，甚至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只有主动融入世界、
加强沟通、增进了解、建立互信，才能消除误解，让世界了解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