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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者 一、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一）社会规律及其特点「高

频命题点」（一般考单选题、多选题，材料分析题的一个采

分点） 1.社会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1）从形成机制上

，它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 （2）从作用方式上，社会

规律只有通过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才能实现。 （3）从

表现形式上，社会规律主要表现为统计学规律。统计学规律

揭示的是必然性和多种随机现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 2.恩格

斯“历史合力论” .（1993 年考过主观性试题） 历史发展的

总的合力， 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交错相互冲突中产生出

来的，每个人的意志都融合在这一总的合力中，都对“合力

”的形成起着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的作用。社会规律的客观

性表现为它是无数创造历史的个人相互作用的“平行四边形

合力” ，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二）生产关系一定

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规律「重点考点 难点」（一般考多选

题、材料分析题） 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1）生产

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是最革命

最活跃的因素，而生产关系则相对稳定，所以生产力决定生

产关系。 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表现在：①生产力的

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形式。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相

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说：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

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 ②生产力

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当一种生产关系还能适应生产



力发展时，它是不会灭亡的；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

时，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 （2）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

产力。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是生产力赖以存在的社会形

式，体现着人们的经济利益，影响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

从而影响生产力。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反作用表现在：

①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时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生产关系不适

合生产力时则起消极的阻碍作用，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

力就不能继续发展时，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 

②但无论如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归底还是由生产

力决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性质也是取决于它是否

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因此，判断一种生产关系是否优越的标

准，在于它对生产力适合与否，不能脱离生产力的状况孤立

地看待生产关系。 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矛

盾运动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不适合时，基本适合时都

有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质不同。这个矛盾运动过程，就是由

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再到新的基本适合。人类社会五种生

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更替，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

推动的结果。 3.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的基本

内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变

化的方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归根到底取决于和服

从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这一规律表明，在生产方式的

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关系的性质

和变化发展，生产关系是否需要变革，以及变革的方向和形

式，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的状况和要求。 4.正确认识这一

规律具有重大意义（1）理解社会历史的钥匙。（2）揭示了

杜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启示人们看到生



产的社会化、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最终实现的历史联系。 

（3）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最根本的客观依据

。 （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规律「重点

考点 难点」（一般考多选题、材料分析题） 经济基础是生产

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及设

施。 政治上层建筑以思想上层建筑为指导，思想上层建筑通

过政治上层建筑来保证。 1.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表现在：①经济基础的需

要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 ②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

性质。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因

而它必然在上层建筑中也占统治地位，并决定上层建筑的性

质。 ③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发展及其方

向。经济基础变化了， 上层建筑也要随之改变； 上层建筑的

各个部分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对独立性， 其改变有早有晚。 政

治变化快，意识形态变化慢，这就决定了文化领域里新旧斗

争的长期性。 （2）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

用集中表现在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 ①从服务的方向上，

保护和促进自己的经济基础。 ②从服务的方式上，通过法律

、政策，思想等手段来调控。 ③从服务的效果上分促进、阻

碍两种情况。 （3）上层建筑反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它所服

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归底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

展。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上层建筑中的核心政

治力量，其先进性的发挥，就集中表现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

发展要求，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

巨大的，但不是无限的。它影响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但不

能决定历史的总趋势。 2.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上



层建筑根源于经济基础，但作为超经济的力量又有相对独立

性， 这就使上层建筑不会完全适应经济基础，它们之间总会

有矛盾。表现在：①新建立的上层建筑总有不完善之处；②

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有脱离经济基础的倾向；③经济基础

的变化不会立即在上层建筑中得到反映；④当经济基础不适

合时， 仍然维护陈旧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成为经济基础和

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矛盾就趋于尖锐化。 3.上层建筑一

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规律的基本内容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的产生、 性质和发展变化的方向，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取决于和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这一规律表明，上

层建筑的性质和变化发展，上层建筑是否需要改革以及改革

的形式和方向，都取决于经济基础的状况。 4.正确认识这一

规律的方法论意义（1）是观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的一把钥匙。

（2）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据。 （3）

对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政治体制

属于上层建筑。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引起政治体制的改革。 

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于保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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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