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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6_94_BF_E6_c73_201441.htm 六十一、社会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这

是对社会本质的科学提示： 1、实践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

实践内在地包含三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

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 2、实践构成了社会

生活的基本领域：实践有三种类型：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实

践、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创造精神文化的实践。分别构成

了社会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并对象化为社会结

构。 3、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主要是社会

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而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正

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和实践得以进行的自为存在的形式

，所以人的实践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 4、确认实践是社会

本质，就要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把社会当作实践去理解

。 六十二、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生产实践的基础和决定作用

体现在： 1、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2、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的结构、性质和面貌； 3、

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变革。 六十三、人与

社会的关系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 1、社会是人的社会

：⑴社会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 ⑵社会生活是是由人的活

动组成的； ⑶社会关系是由人承担的人与人的关系； ⑷历史

的变迁是通过人的创造活动实现的； ⑸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只是存在于人的活动中。 2、人是社会的人： ⑴人是社会历

史的产物； ⑵社会制约着人的存在，规定着人的本质； ⑶任



何个人都隶属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 ⑷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

，又是历史的剧作者。 3、人与社会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

的，具体表现在：人的出现与社会的产生是一致的；人的活

动与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变化是一致的；人的本质与社会的本

质是一致的；社会的解放与人的解放是一致的。因此要从人

与社会的统一中去研究社会和人。 六十四、社会规律是人们

行动的规律。社会规律的客观性表现为无数创造历史的个人

相互作用的合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活动的有意识

性并不能否定社会规律的客观性。社会规律的特殊性在于：

它形成并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它一旦形成，就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并反过来制约人的活动，决定社会发展的大概趋

势。不能用历史事物的不可重复性来否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复性表现为同类历史潮流事件中的共同

的本质的东西。 六十五、社会有机体及构成： ⒈社会有机

体---是囊括全部社会生活及其关系的总体性范畴，指人类社

会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制约、有机联系

所构成的整体。 ⒉起源、形成、内在机制：社会有机体根源

于人的生产实践，形成于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是一种具

有自我意识的有机体，其再生和更新的内在机制是物质生产

、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统一。 3、社会有机体结构：表

现为人们之间彼此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形成一个多层次

的社会整体结构，其基本结构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

结构。 4、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有机体的思想为我们全面理

解社会的内部结构、发展源泉、生长机制及运动规律为我们

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六十六、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指同生

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经济结



构的的意义：在社会结构中，是具有基础性的结构；是社会

有机体的骨骼系统，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 内容：是生产

关系、经济关系，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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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