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成人高考专升本政治人大串讲内容六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1/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6_88_90_c66_101462.htm 1.6.1简述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

展的根本动力。 （1）人类社会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构成的复

杂矛盾体系，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这两对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成为社会发展的

根本动力。 （2）这两对矛盾的相互作用，推动着矛盾的不

断解决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

的矛盾，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另一方面，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

间的矛盾，再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解决，必须借助

于新的上层建筑的力量，才能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经济

基础的形成，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从根本上得到

解决，使社会向前发展。（3）这两对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推

动着人类社会从较低级向较高级的社会形态发展。社会基本

矛盾运动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动因。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

平便引起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变革

的客观要求，又导致上层建筑的变革；新的上层建筑的建立

，保证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从而解放了生产力，

推动了生产力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4）这两对基本矛盾

之间从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又在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上

层建筑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基本适合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

形态向更高阶段发展。人类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

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推动的结果。1.6.2说明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答：一、(1)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



征服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劳

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2) 生产力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内容

，生产力的性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生产力具

有人的属性。 第二、 生产力具有社会性。 第三、 生产力具

有客观性。 第四、 生产力具有历史性。 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

中发生或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叫生产关系。二、生产关

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内容：生

产关系的内容或结构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

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关系等三个方面组

成。(1)在生产方式的矛盾统一体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二者间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

盾运动。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表现在：生产力的性质和

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形式；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

系的变革。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表现在：生产关系适

合生产力状况则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状

况则阻碍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构成了

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运动。其中，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内容方

面，是活泼易变的，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形式方面，是相

对稳定的，因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始终存在着从基本适

合到基本不适合再到新的基本适合的矛盾运动，如此循环往

复，推动着生产方式从低级向高级的不断发展。1.6.3 怎样理

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答：人民群众是指推动社会发展的大

多数人。 第一， 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不断

积累生产经验，改进生产工具，为社会发展提供原动力。 第

二， 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一方面，人民群众

为科学家、艺术家、思 想家们提供创造社会精神财富的物质



条件和经验材料，间接地参加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另一方面

，也直接创造社会精神财富。 第三，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

决定力量。社会的发展是通过社会变革实现的，而社会变革

的决定力量是人民群众。同时，社会的改革、进化，也是人

民群众推动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