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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6_94_BF_E6_c73_454680.htm 第五章人类社会的本

质和基本结构 新大纲解析 本章在“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本

质”增加：“社会有机体与社会结构”这一知识点，切合了

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势，要引起考生足够重视。 新大纲要点 一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1.历史观

是人们认识社会历史现象、解决社会问题时所采取的根本观

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时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2.社会存在属于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是社会实践和物质生

活各种条件的总和；社会意识属于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

社会精神生活过程。 3.如何处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

是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 二、地理

环境和人口因素在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1.自然环境是社

会存在或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社会存在和

发展的必要条件。自然环境的作用要受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

，特别是受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制约；自然环境不能决定社

会的性质，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更替。 2.人口是社会存在和

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人口因素要受

社会生产状况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它不能决定社会制度的性

质，社会形态的更替。 3.社会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构成了人

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活动是全部社会关系的物质

根源。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

化观念结构。 4.为维护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生活

条件，就必须努力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自然环



境和人口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5.实

践活动是形成社会的基础。历史唯物论对社会生活的本质及

其发展规律的揭示，就是着眼于实践并以实践为基础来进行

的。 6.社会有机体与社会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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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础的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存在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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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于人

的实践和交往活动之中；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具有自我意识

的有机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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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容和功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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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

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 2.社会经济结构是指同

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四、生产

力的内涵、构成要素和特性 1.生产力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

成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改造和利用自然使

其适应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 2.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劳

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生产力具有物质性、社会性、

历史性的特性。 3.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的智能性要素，它渗

透于生产力三个实体要素之中，它可以转化为劳动者的知识

和技能，物化于劳动资料之中，扩大劳动对象，转化为生产

管理手段。在社会发展中，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第

一生产力。 五、生产关系的本质和内在结构 1.生产关系是人

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经济关系。 2.是客观的，其性质是由生产力状况所决定

的，并总是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 3.生产关系是



人们的全部社会关系中最本质、最基本的关系，直接决定其

他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就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这些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从静态说，生产关系

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关系

三个方面构成的；从动态说，生产关系贯穿于生产、分配、

交换和消费的全过程。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

制关系。 六、社会经济结构的功能 1.在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的

过程中，与特定的经济结构相联系，出现了特殊的人群共同

体阶级。 2.阶级的划分是由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

处的不同地位和结成的不同关系决定的。 3.阶级的本质在于

它是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在经济上处于不同地位的社

会集团或人群共同体。 4.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同，是划分阶

级的基础。阶级对立的实质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生产资料

因而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阶级首先是个经济实体，在它

形成之后，又会在政治思想、情感及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所反

映，表现出多方面的特征，但根源是经济。阶级又是一个历

史的范畴。 七、社会的政治结构及其构成要素 1.社会的政治

结构是指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政治法律设施、政治法律制

度及其相互关联的方式，包括政党、政权机构、军队、警察

、法庭和监狱等实体性要素以及政权的组织形式、立法、司

法、宪法和规章等制度性要素。同经济基础相对应，政治结

构又称政治的上层建筑。 2.社会的政治结构是集中反映阶级

的经济利益的，它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并为经济结构服务

。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国家政权是核心。 八、国家的本质

和职能 1.国家是伴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阶级矛盾不

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本质上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



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2.国家表面上是全社会的代表，是独

立于各阶级之上的社会力量，而本质上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的暴力工具。国家有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两种基本职能。 九

、社会的观念结构与意识形态 1.社会的观念结构是指由各种

意识形态组成的有机系统，是具有确定规范的意识形态的联

结方式。 2.与经济基础、政治的上层建筑相对应，观念结构

又称思想的上层建筑。它同政治结构一起构成了社会上层建

筑的整体。依据反映社会生活的侧重面和方式的不同，观念

结构分为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和哲学等

不同的形式。 十、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 1.社会存在包括人们

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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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过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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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社会存在

，维护或批判现实，调控社会和人的活动以及创新等作用。 

十一、文化的本质和功能 1.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

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一定形态的

经济和政治首先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然后，一定形态的文

化又给予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以影响和反作用。 2.文化具

有保持社会正常运转、传承知识、教化人以及建构民族心理

、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民族传统等功能。努力创造先进社会

主义文化，引导人和社会全面发展。 十二、文明与文明形态

1.文明是标志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的社会历史范畴，

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成果和财富的总

和。 2.人类文明主要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



个方面。实现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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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