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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111215.htm 七十、社会的政治结构 1、定义

是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政治法律设施、制度及其相互关联

的方式。 2、构成：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法律设施。 3、政治

与经济的关系： ⑴政治上层建筑是人们根据经济基础的要求

，并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 ⑵归根结底，政治上层建筑

是由经济关系决定并总是一定主观意图的贯彻来说，它是派

生的、第二性的。 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并为经济基础

服务；经济是政治的基础 七十一、国家的起源、本质与职能

： 1、起源：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国家政权是核心。国家

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

表现。 2、本质：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工具）。 3、职能

：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 对内职能表现为政治职能、经

济职能、社会职能； 对外职能主要是组织国防、防御外来的

侵略和颠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调整国与国的关系

，保护本国的根本利益。 七十二、社会的观念结构： 1、定

义：社会的观念结构又称思想的上层建筑或观念的上层建筑

，它是由各种意识形态组成的有机系统，包括政治法律思想

、道德观念、宗教观点、艺 术思想和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及

其联结方式。 2、社会观念的作用：在社会的观念结构中，

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有其不同的内容和作用，但它们的基础

和来源都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所以当它们从不同 的侧面以不

同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时，必然是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

互影响，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观念结构。 七十三、意识形态



： 1、定义：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意识形态属于社

会意识范畴；在社会意识诸形式中，那些反映经济基础并为

经济基础服务的，称为意识形态。 2、与社会存在的关系：

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相对应的哲学范畴。 社会存在包括

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指物质资料生产

方式。 社会意识则总括了人的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以及

人类社会的全部精神现象以及过程。 ⑵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

的反映，具体表现为： ①意识形态根源于社会存在，有什么

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具体的

，抽象的意识形态不存在。 ②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

而发展，意识形态是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意识形态不存在。 

③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超阶级的意识形态不

存在。 ④在一个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

的意识形态，因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

思想、精神上必然占统治地位。 ⑶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有

相对的独立性与特殊的功能，主要表现为： ①意识形态的变

化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变化不一定同步，或超前或滞后； ②意

识形态的发展有历史继承性； ③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有能动

的反作用。体现为：意识形态维护或批判现实社会、调控社

会和人的活动这两在功能。 3、意识形态的三个种类：该社

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复辟旧社会制度制造舆论的旧

意识形态、为新社会的诞生呼喊的新意识形态。 4、意识形

态的现实意义：由于意识形态有相对独立性，这种意识形态

里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用先进的

意识形态战胜腐朽的意识形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

的任务。 七十四、文化的本质与功能： 1、文化的定义：是



包括人们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以及各种意识形态在内的复

合体。 2、文化的本质：即人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

和人自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以人化形式的

特殊活动，是人类所创造的“人工世界”及其人化形式。一

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在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

映。 3、文化的一般特征：人化的形式、社会的性质、多样

的形态。 4、文化的功能有4个功能：知识传承功能；对人的

教化、培育功能；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功能；提升、规范人

类认识过程的认识功能。 5、文化的现实意义：努力创建先

进文化，引导社会全面发展。 ①先进文化是指反映先进生产

力发展要求的、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未来

发展方向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 ②在当代中国，就是发

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 ③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传统并吸取外来文化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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