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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最早开始于（　　）

土地改革的实行 一五计划的实施 中共八大的召开 改革开放的推行

1953年6月，毛泽东指出：“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

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时间让资本主义绝种。”据此可知，毛泽东认为

（　　）

开展“文化大革命”刻不容缓 应集中力量推进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须将党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武装斗争上来

如图选自杨颖洁同学家珍藏的 1954 年第 1 期的《人民画报》。与图片所

示现象有关的运动是（　　）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土地改革运动 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5年，我国政府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说：“要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任务，就不

仅要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而且要把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转移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把包括

多种经济成份的国民经济改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这表明当时的中国（　　）

开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已抬头

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基本建立 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并举

阅读如表：我国国民收入各所有制经济比重表（%）

所有制经济       1952年 1956年

2019~2020学年历史寒假作业（十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基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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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全民所有制经济 19.1 32.2

集体所有制经济 1.5 53.4

公私合营经济 0.7 7.3

私营和个体经济 78.7 7.1

如表中我国国民收入各所有制经济比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

“大跃进”运动开展 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 现代企业制度建立

刘少奇在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说：“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

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

矛盾。”这次会议应该是（　　）

中共七大 中共八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共十四大

上世纪50年代，我国某地群众流传的一段顺口溜：“办工厂，调原料，调车马带绳套；办食堂，调锅灶，大

搞水利调木料；畜牧场，调土地，银行扣款当储蓄：交通设厂调机器，该顺口溜所反映的史实是（　　）

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 全民大炼钢铁 大办人民公社 实施包干到户

宣传画能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特征，右图是中国哪一时期的宣传画（　　）

三大改造时期 “大跃进”时期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新时期

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来看，要有两个飞跃。其中，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

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下列对“第一个飞跃”的理解不准确的是（　　）

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分离了所有权和经营权

实际上是实行土地私有制 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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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23日，国务院发布实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要求国有企业打破“三

铁”，即“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建立能高能低的分配机制，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劳动用工

制度以解决“半计划、半市场”的“双轨制”，给予企业充分经营自主权。 这说明当时（　　）

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
立

已经确立基本经济制
度

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
化

国有企业改革拉开序
幕

实行改革开放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基本国策，以下关于对外开放内容说法正确的是（　　）

1979年中共中央批准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

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坐落在大连

1984年海南岛划定为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以市场调节为主，拥有独立的经济管理权限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强调说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 改。”但是仍有文章

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这说明当时（　　）

经济体制改革在曲折中发展 中国仍固守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雏形出现 民众对市场经济仍存在着困惑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

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述提出的背景是（　　）

“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被打破 改革开放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形成

如图是小明搜集到的旧报纸，该报纸所反映的会议（　　）

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到来 实现了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提出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

1978年底，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1992年初，邓小平发

表了《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这两次讲话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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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经济特区的发
展

冲破了思想樊篱 加速了对外开放的进
程

深化了体制改革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952、1956年国民经济中公私经济成份比较表

所有制性质 经济成分 1952年 1956年

公有制经济

国营经济 19.1% 32.2%

合作社经济 1.5% 53.4%

公私合营经济 0.7% 7.3%

私有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 6.9% 0%

个体经济 71.8% 7.1%

--据《中国现代史资料简编》绘制

材料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开了大

门在党的十五大关于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新认识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

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大更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在这里，我要再

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

--据《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

（1）阅读材料一，“指出1952年到196年我国国民经济中所有制结构发生的变化，分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及

所带来的标志性意义。

（2）阅读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党的十五大“关于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新认识”及相应意义。

深圳和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代表城市。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开放后的深圳当年共与客商签订 885 个项目，协议投资额达 51 亿港元，其中中外合 资合营的投资

额占总投资额的 90.3%．与此同时深圳人口激增，到 1983 年底就从原来的 2 万增至 30 万，蔬菜供应空前

紧张。当时国家统一定价青菜 0.05 元/斤，深圳种菜成本是 0.3 元/斤。后来开放市场，让市场决定菜价，

菜价飙升至 1.2 元/斤，后稳定在 0.4 元/斤。

--根据《深圳口述史》（下卷）整理

材料二：1984 年春，邓小平视察完深圳来到上海，发现两个城市的反差惊人。1990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决定开发上海浦东地区，把中国最大城市上海推上舞台，等于向世界宣告中国 改革开放将扩大范围、提

高层次，继续推进。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都强调，浦东在体制创新、产 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前面。

2008 年，浦东的国民生产总值从 1990 年的 60 亿人民币增 长到了 2007 年的 2750.76 亿元，占上海国内

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的1
4
、进出口贸易的1

2
和外商投资总额的1

3
。

--（美）库恩《中国 30 年》

（1）结合所学，写出除深圳外的经济特区（二例）。阅读材料一，概括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经 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 1990 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有利于浦东开发开 放的重大举

措。分别概述深圳等经济特区和浦东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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