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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05  世界现代史 

通史知识要点 

一、20 世纪上半期 

【阶段特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模式调整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20 世纪上半期是世界现

代史的第一个阶段，两种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并存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点。 

【通史要点】 

政治 经济 文化 

十月革命打破了帝国主义

链条，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

纪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两种制度并存。二战以国际

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而告

终，深刻影响了国际局势 

苏俄（联）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逐

步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1929—1933 年的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资

本主义世界，美国罗斯福新政开始实行国家干

预经济的政策，开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

的新模式 

以量子论和相对论为代表的

现代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

现代主义的兴起，突出表现

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背景

下，人类精神的空虚和迷茫，

着力描述了人类非理性的一

面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阶段特征】：美苏争锋，多极化和全球化交相辉映。二战后至今是两种社会制度共同发展、相互竞

争的时期，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模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通史要点】 

政治 经济 文化 

从两极格局建立到苏联解

体，美苏为争夺世界霸权进

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目

前国际格局向着多极化方向

发展 

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

知识经济出现，世界经济呈现出区域集

团化和经济全球化两大趋势，社会主义

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调整经济政

策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形成了以电子

计算机和原子能为代表的第三次

科技革命，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

和生活方式。后现代主义兴起 

中外对比·横向贯通 

一、20 世纪以来国际格局的变动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国际格局特征 中国国际地位 

第一次 一战后形成“凡尔赛 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未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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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 —华盛顿体系” 尊重，说明弱国无外交;华盛顿会议上签署的《九国公约》，为美国在

中国的扩张提供了条件，说明中国仍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同支配下 

第二次 

变动 

二战后形成“雅尔塔

体系” 

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人民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成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

法席位 

第三次 

变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世界两极格局逐渐瓦

解，世界政治格局朝

多极化方向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中国

成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力量 

 

【典题训练】 

1．下图展示了 1961—1971 年联合国大会上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投票情况。总体来看，此种变化

反映出（  ） 

 

A．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B．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变化 

C．第三世界主导了联合国 

D．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答案】 B  

题干显示 1961—1971 年支持中国的国家数量整体在上升，而反对者数量整体在下降，这说明在两极格局之

下更多的国家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冲击着两极格局，故选 B 项。1968—1971 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

中国经济破坏严重，排除 A 项;此时联合国主导者仍以美苏为主，排除 C 项;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是 1979 年

中美建交，排除 D 项。 

2．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2000 年以来，

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相继举办。这表明中国 （  ） 

A．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 

B．外交原则随国际形势不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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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致力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D．始终坚持多边外交的基本原则 

【答案】 A  

题干中所涉及的“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都属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合作，故选 A 项。 

 

二、美国罗斯福新政、苏俄（联）新经济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异同点 

 美国罗斯福新政 苏俄（联）新经济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 

不

同

点 

背景 

新政前美国遭受资本主

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沉

重打击，阶级矛盾尖锐，

经济受损严重 

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国内外敌

人的进攻已被粉碎，“战时共产

主义”政策已经过时，出现了经

济和政治危机 

改革开放前，“文化大革命”刚结束，

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工作中

心亟待转移 

内容 

以工业为核心，涉及金

融、农业、社会福利等

领域 

以农业为核心，涉及工业、流

通、分配等领域 

先农业后工业，全面改革，逐步开

放 

性质 

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

制的前提下，实施缓和

矛盾、恢复经济的措施 

在无产阶级掌握经济命脉的条

件下，在一定限度内恢复资本

主义，发展商品生产，恢复国

民经济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依照国情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举 

特点 国家干预经济 
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扩

大生产 

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

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

环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结果 

减轻了经济危机对美国

的破坏，巩固了资本主

义民主制度，开创了国

家干预经济发展的新模

式 

巩固了工农联盟，有利于经济

恢复，使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 

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从封

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

会的转变 

 

（1）背景：都是各国在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实施的 

（2）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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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容：都注重调整生产关系，符合各国当时的实际需要 

（4）结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启

示 

（1）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2）生产关系的调整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3）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不是某一种意识形态所独有的生产方式 

 

【典题训练】 

3．下图是修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两处水利工程，它们的共同点是 （  ） 

 

A．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催生的产物     B．由国家投资和修建的公共工程 

C．为应对经济危机增加就业而建     D．为推动本国工业化建设而兴建 

【答案】 B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田纳西水利工程是罗斯福为缓解经济危机对美国的影响而采取的“以工代赈”措施的具体

体现，第聂伯河水电站是苏联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修建的，二者都是由国家投资和修建的公共工

程，故选 B 项。 

4．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属于新版的苏俄（联）新经济政策。这一认识的依

据是两者都 （  ） 

A．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B．处于相似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C．巩固了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    D．面临着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 

【答案】 D 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和苏俄（联）的新经济政策都利用市场和货币关系来发展经济，

两者都面临着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故选 D 项。 

核心概念·释疑解惑 

一、雅尔塔体制、冷战和两极格局 

 概念阐释 内在联系 

雅尔塔 

体制 

协调盟国战时行动，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体制，也是

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复活的体制，雅尔塔

体制还是美、苏两国凭借各自的经济、军事实力，划分战后世界势

两极格局是雅尔塔体制下国

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冷战是两极格局之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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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范围，从各自战略利益出发，有合作、有争夺地实施大国强权政

治的体制 

苏对抗的主要形式 

冷战 
指除军事进攻以外的一切敌对活动和对抗形式。主要包括经济封锁、

政治孤立、军事包围、军备竞赛、文化渗透、和平演变等方式 

两极格

局 

以美苏为中心，在欧洲形成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立的格局，

在全球形成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对抗的格局 

 

【典题训练】 

1．苏联与美国在西半球进行了第一次较量，表明苏联开始走上与美国全球性争霸的道路。虽然持续时

间不长，但却是二战后美苏之间发生的最高等级的危机。经过这次较量 （  ） 

A．美苏从盟友变成了对手 

B．两极对峙格局正式确立 

C．美国加快分裂德国步伐 

D．美苏战略均势未能形成 

【答案】 D 根据材料“苏联与美国在西半球进行了第一次较量”“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却是二战后美苏

之间发生的最高等级的危机”并结合所学可知，该“危机”指古巴导弹危机，古巴危机以苏联撤走古巴导弹的

妥协退让结束，说明美苏战略均势未能形成，故选 D 项。1947 年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冷战的开始，排

除 A 项;两极对峙格局正式确立是华约组织的建立，排除 B 项;材料没有体现美国加快分裂德国步伐的问题，

排除 C 项。 

二、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概念阐释 内在联系 

自由资本 

主义 

指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资本主义

阶段，私人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之间可以不受限制地展

开自由竞争，国家不干预社会经济生活，采取自由放任

和自由贸易的政策，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活动完全受经济

规律的自发调节 

垄断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同私人垄断资本

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 
垄断资本 

主义 

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上，随着生产和资本加速集中而形成，是资本主义发展

的最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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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 

垄断资本直接控制和利用国家政权，并通过国家政权干

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以保证垄断资本获得高额垄断

利润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当资产阶级国家直接

参与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它就成为经济上的总的

垄断资本家，或称为“理想的总资本家” 

 

【典题训练】 

2．二战前后，工党、社民党、社会党等标榜社会主义的政党纷纷放弃激进革命立场，开始以福利国家、

最低工资、工资集体谈判权等经济议题为核心诉求，崛起于欧洲各国政坛而成为执政党。这反映了当时

 （  ） 

A．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盛行 

B．新的社会阶层扩大 

C．劳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D．马克思主义的衰败 

【答案】 A 据所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国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知识可知，“以福利国家、最低工

资……经济议题为核心诉求”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反映了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盛行，故选 A 项;“标

榜社会主义的政党”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并非新的社会阶层，排除 B 项;据材料“纷纷放弃激进革命立

场……崛起于欧洲各国政坛而成为执政党”可知，劳资矛盾得以缓和而不是上升为主要矛盾，排除 C 项;结合

所学可知，二战前后，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国发展到多国，说明马克思主义并未衰败，排除 D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