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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六、社会有机体与社会结构 1、社会有机体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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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同时存在又相互依存

所构成的整体。 同生物有机体相比，社会有机体具有三个基

本特征： (1)社会有机体形成于人的实践和交往活动之中 ①人

使用工具的活动使人们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社会有机

体根源于人的实践，而人的实践活动是使用工具的活动，工

具执行着人身体器官的功能，它属于人的身外器官，具有超

个体的性质(不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亡)，能够不断被复制

，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转换，工具因此成为个人之间相互联系

的中介。 ②社会有机体直接形成于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 社

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就是个人之

间的交往。正是这种以工具、语言等为中介的个人之间的交

往形成了社会有机体。 (2)社会有机体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具

有自我意识的有机体。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性程度极高的机

体，它具有自我意识，社会有机体的自组织、自调节过程是

被自身意识到的，是以某种自觉的形式进行的。 (3)社会有机

体再生和更新的内在机制是三种生产(物质、精神和人自身)

的统一。 社会有机体要存在下去，必须不间断地进行物质生

产。社会还必须进行精神生产，这是社会有机体维系各种关

系的控制器。社会有机体还必须进行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

的繁衍。这三种生产是社会活动的基本方面，正是在三种生



产的过程中，社会成为“一切关系同时存在又互相依存的社

会机体”。 2、社会有机体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1)把社会看作

处于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 社会有机体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为我们全面理解社会的内部结构、生长

机制以及运动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社会生活与生物运

动具有“相类似的现象”，但二者又具有本质的不同。社会

是在生产实践基础上生成的不断自我更新的有机体，整个社

会机体是在生产实践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2)从对社会的总体

研究中说明各个部分 要把对个别社会现象的研究上升到对社

会总体的研究。只有从总体出发才能真正理解部分，只有把

个别社会现象、领域或过程放到社会总体中才能得到正确的

理解和说明。 (3)党的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发展的“四位一体

”的新布局和协调发展的“五个统筹”的新思路以及可持续

发展的“代际平等”的新理念，是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创造性

运用。 3、社会结构 人类社会是包括许多要素的巨系统。社

会结构是指社会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其内容就是人与

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

人类三大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形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

和文化结构，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 第六

章 第二节 七、交往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交往的含义 

交往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和存在方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

关系的一种中介(互动)，是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的全部经济、

政治、思想文化交往的总和。 2、交往形式 交往形式是指交

往的内容和交往的方式，物质交往(物质生产中的合作分工)

和精神交往(知识，经验，技能，观念)是两种最基本的交往

形式。此外，还可以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标准，对交往形



式进行划分，如根据交往领域的不同，划分出经济交往、政

治交往、思想文化交往等。 3、交往的社会作用 (1)交往促进

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多种

要素构成的，是这些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有机结合而产生的

总体能力。交往能推动生产力各要素的合理配置，发挥最佳

功能。 (2)交往推动社会关系变革和改善 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

关系，如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都是由相应领

域中人们交往活动产生的，交往活动是各种社会关系产生、

发展、变革、改善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3)交往是科学文化传

承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

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

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

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

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任何一个国

家的科学文化，无不是依赖继承前人的科学文化遗产而发展

起来的，人类正是依赖同代人异地交往和不同代人代际交往

才能把科学文化传承下来，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 (4)交往

促进人自身的发展 只有通过交往，人们才能扩大活动的范围

，拓宽视野，获取更多信息，使智力、体力得到充分锻炼，

从而获得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说：“一个人的发展取

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只有

在普遍的交往中，“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

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

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

在交往中，每个人都可以利用别人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

化成果充实自己，使自身得到发展。 (5)全球化时代的交往活



动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

时代，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使用，人们的交往活动既方便

快捷又范围广大，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起巨大促进

作用。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广泛

交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并对

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备注：在部分

讲义中的第三章第一节，曾增加了“内容和形式”这一对范

畴，请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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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