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六：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
（第一、第四单元）

2024届高考 ∙ 二轮复习

选必一   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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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是什么

（1）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迄今最全面、最科学的的国家理论

（2）认识国家（重点）

①国家产生：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和表现。
②基本要素：人口+领土+政权+主权（最重要）
③国家性质（国体）：国家的阶级本质，即什么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④国家本质：一定阶级对其他阶级的专政，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属性。
⑤国家职能：政治统治职能（根本职能）、社会管理职能

⑥民主与专政的关系（重点）

民主适用于统治阶级（具有鲜明阶级性），专政适用于被统治阶级。
民主与专政相互依存，民主是专政的基础，专政是民主的保障。

⑦当今世界两类国家性质：资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
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优于资本主义民主。

1．国家的本质



知识区分：国家本质与国家性质

产生：国家
是阶级矛盾
不可调和的
产物和表现

本质：国家
是阶级统治
的工具

性质：国家性
质由统治阶级
性质决定

国家本质指国家是阶级

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国家性质因掌握政权的

阶级不同而不同: 国体

(国家性质)不同、但其

国家本质是相同的，具

有其共性。

提醒：专政≠专制
民主制国家是民主与专政

的统一，而专制国家就只

有专政而没有民主。

统
一
于

国体

民主 专政
相互依存

提示：国家本质≠国家性质



国家制度
国体（内容） 政体（形式）

区
别

含义 即国家性质，反映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
位 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也就是国家管理形式

反映
问题

说的是“谁掌握政权”的问题，它规定了国
家的性质

说的是“如何掌握政权”的问题，它规定了国家
的管理形式

联系

（1）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从国体意义上讲，都是专政与民主的统一体，从政体意义上讲，则
是实行同专制政体（古代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大都是专制政体）相对立的民主政体的国家
（现代国家大都采用民主政体）
（2）国体与政体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①国体决定政体，政体体现国体，一定的政体服务于一定的国体；适当的政体能够巩固国体，
不适当的政体会危害国体；
②政体具有相对独立性。
  a：一个国家的政体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国家的政体会随着国体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也会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的变迁，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变化。
  b：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政体完全一样，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渊源、文化传统、人口素
质、发展程度等因素的不同，相同国体的国家也会采取不同的政体

2．认识国体与政体



（1）含义: 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民意的机关（议会/总统/人民代表大会）
来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

（2）实行原因：

①一方面，只有公民广泛参与，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体；

②另一方面，不可能全体公民都经常性地直接管理所有国家事务。

（3）意义（作用/地位）

代议制本质上是一种间接民主。

代议制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纽带，是现代民主政体的共同特征。

（4）实质：

3.3.现代民主政体的共同特征————代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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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提升：国家权力的分配
1.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分配——政体
2.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一 国家结构形式



二、国家管理形式——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政体）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形成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人民民主
专政的新中国，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的选择、
历史的必然

地位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
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决定着国家的其他具体制度。它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
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

优越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
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完善
这一根本政治制度



2．民主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
比较 民主共和制 君主立宪制

区
别

国家元
首产生
办法

经过选举产生 由世袭的君主担任

国家元
首在国
家政治
生活中
的地位

在议会制共和制国家中，国家元首
没有实权；在总统制共和制国家中
，国家元首同时又是政府首脑，有
实权

在宪法框架内，君主的权力受到不同
程度的限制，其职责多是礼仪性的
（虚位君主）

形成原
因

遵循民主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是
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彻底的产物

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或对君主制进行
改良的产物

采用的
国家

现代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如美国、
法国、德国等

少数国家采用，但国家政权的实际运
行与民主共和制大体相同，如英国、
日本等

联系 ①都是现代国家所采取的基本政权组织形式
②相对于君主专制，是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上的巨大进步



 3.总结比较 议会制 总统制 半总统制

区
别

权力中心 议会 总统 总统

国家元首及
其地位

国家元首（君主世
袭产生或选举产生）
有虚位无实权，职
责多是礼仪性的

总统由选举产生，既是国家
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直接
行使国家最高行政权力

总统由选举产
生，拥有一定
的行政权力，
不是政府首脑

政府
首脑

政府与议会
的关系

政府以议会为基础
产生，向议会负责，
受议会监督

政府由当选总统组织产生，
对总统负责；总统独立于议
会之外，总统只对选民负责，
不对议会负责

政府由议会选
举产生，向议
会而不是向总
统负责

典型国家 
英国、日本、德国、
意大利、荷兰等 

美国、韩国、墨西哥、巴西、
阿根廷等 

法国、俄罗斯、
乌克兰等

联系 都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政权组织形式，都是为维护资产
阶级统治服务的

总理或首相总揽
国家行政权力

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
府首脑。掌管最高行政权。

政府首脑与总统
分享行政权力，
负责具体行政。



（一）国家主权

1.含义 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是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
的政治权力（≠政权）

2.地位

法理
依据

★国家主权是现代国家得以存在的法理依据。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
法的基石（主权平等—权利/义务/法律地位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

最高
权威

国家主权是一种自主自决的最高权威，没有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可以对其
加以否决或驳回

核心
利益

国家主权是国家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国家主权的丧失意味着国家的解体
或灭亡。
（国家安全利益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国家主权是国家安全的核心）

3.表现
对内 根据本国的情况，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国家形式（管理/结构形式），

组织自己的政府，独立自主地决定、处理本国的内部事务（至高无上性）
对外 独立自主地对外交往（独立自主性）

4.确认
对内 通常以法律形式在宪法中加以规定
对外 国家之间的相互承认（主权成立途径：宣示说、承认说）

三、国家结构形式——主权统一与政权分层



5.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权利 含义 表现 提示

独立权
主权国家拥有按照自己的意
志处理内政、外交事务而不
受他国控制和干涉的权利 

修改宪法、变更政体、确定经济体制、
缔结条约、进行自卫战争等

我的事情
我做主

管辖权
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一切
人和物以及领土外的本国公
民实行管辖的权利 

①管人：本国公民、侨民、领土内的外
国人；（撤侨、护航行动）
②管物：领土内的物品及驻外使馆

我的东西
我管理

平等权
主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
也不论政治、经济、意识形
态和社会制度有何差异，在
国际法上的地位一律平等 

国际法上：地位平等
外交上：外交文件上有使用本国文字的
权利

法律面前
都平等

自卫权 主权国家拥有保卫自己的生
存和独立的权利

①防御：国防建设，如建立军队、建筑
要塞、划定防控识别区等以防外来侵犯；
②自卫：国家受到外国攻击时，有权进
行自卫等（如还击入侵）

我的国家
我保护

义务 不侵犯别国、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等。



（二）中央与地方(政权分层)

政权
分层
原因

(1)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不可能通过唯一的中央政府进行直接的、简单化的、事
无巨细的管理。(2)国家之内的行政区划，通常是为了管理上的便利和有效而产生
的。(3)行政区划的界线和分层，往往需要考虑民族、宗教、历史、地理、文化、
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

  
如何
分层 划分权力范围

①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各自行使自身在法定范围内的权力
②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划分，往往通过国家宪法加以
规定
③一般而言，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国家秩序与整体发展、军事、外
交等国家级事务，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各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
社会治安等地方性事务

 
我国
的中
央和
地方

划分职权原则 中央与地方各级国家机构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划分职权

具体要求
一方面，地方利益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一部分，地方必须服从中央
另一方面，在保证中央统一领导的同时，必须考虑地方特殊利益，
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

行政区域类型 包括一般行政地方、民族自治地方和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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