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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增加：“交往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这一知识点。 新大纲要点 一、社会规律及其特点 社会规律

的特点是：从社会规律的形成机制看，它形成于人的实践活

动之中；从社会规律起作用的方式看，由于社会规律得以存

在并发生作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

活动；从社会规律的表现形式看，社会规律主要表现为统计

学规律。社会规律的特点表明，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不能混

淆。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 1.人类

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的矛盾。 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决定

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二者矛盾运动可以概

括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适合基本不适合基本适合”这

样一个过程，每一个矛盾过程都使社会发展到高一级的程度

，表现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趋势。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规律是江泽民同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基

础。 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及矛盾运动 1.经济

基础是由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

和，但它不是指一定社会中所有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指该

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个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上层建筑

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组织、机构

及意识形态等。 2.它们的辩证关系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 四、社会发展的



动力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决定

着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两对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和作用并不是并列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比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更根本，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解

决又总是依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解决。 五、“生

产力标准”的依据及意义 1.所谓“生产力标准”，是指把是

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我们的路线、方针、

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作为判断我们工作的是非得失的

根本标准，作为判断社会制度是否优越和进步的根本标准。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2.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

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表现。阶级斗争只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

动力，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

高形式。 六、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科学技术革命在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 1.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伟大杠

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科技革命既给人类带来了

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带来了地球生命和人类社会的“全球问

题”。 2.全球问题的产生是由于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自然而

又失去控制所引起的，提出了科学技术的价值定向问题。可

持续性发展正是在“全球问题”严重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战

略思路。 3. 交往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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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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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推动社会关系的变革和改善；是科学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

要途径；促进人自身的发展。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与世



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进行广泛交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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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七、社会发展和人的活动的关系 

社会和人是不可分的，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

社会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规律是人们自己的

社会行动的规律，社会规律总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

。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是一致性

的。 八、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人民群众是推动社

会历史发展的社会成员大多数的总和。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

发展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这表现在：人民

群众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

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变革

社会制度、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

总是受着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

。 九、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1.历史唯物论坚持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创造者，但也承认个人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历史

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与个人作

用的辩证统一。 2.杰出人物是指对社会发展起过重大推动作

用的人，他们属于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正确看待杰出人物

在历史上的作用。 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1.人民群众

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群众观的内容：坚信人民群众能

够自己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向人民群众负

责；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 2.党的群众路线，一是党的政治路

线、组织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二是党的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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