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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3/2021_2022__E8_80_83_E

7_A0_94_E8_BE_85_E5_c73_543970.htm 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

本结构 1.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本质 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在

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社会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是人类

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努力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

发展 [分析] 地理环境、人口和生产方式是构成社会运动的基

本的物质要素，这些要素的总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

条件。 地理环境是指与人类社会所处的位置相联系的各种自

然条件的总和。地理环境提供社会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天然

富源，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对社会发展起重

要的作用。由于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在一定的技术

条件下，它的开发和利用是有限度的；同时地理环境是由各

种自然条件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形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当生态系统保持适当平衡时，才

能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当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时

，就会造成各种危害，人类就要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合理利

用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是当代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之

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地理环境的优劣可以加

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但它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也不能说

明社会形态的更替。相反，地理环境的作用还要受社会条件

，特别是生产方式的制约。 人口因素是指从事生产和自我生

产的人们的总和。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因素是社会存

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它对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社会的物

质生活资料生产和人口生产是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为了



充分发挥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必须对人口实行

有计划的调节和控制，提高人口的质量。人口生产与物质生

产一起构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人口生产本身对社会

发展不起决定作用。 自然界和人口只有通过生产方式才能转

化为社会的要素。生产方式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结合的特殊

方法和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物质生产是人类

社会存在的首要条件，是历史的发源地，生产方式构成人类

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第一，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

的基础，是社会这一特殊机体的物质担当者；第二，生产方

式决定着社会的结构、性质和面貌；第三，生产方式的变化

决定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决定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历史

，归根到底是物质生产的历史，是生产方式更替的历史。 人

类社会是由自然而来又对自然进行着能动改造的物质存在形

式，如何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始终是人类所面临的

永恒主题。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是既联系又区别的两种物质存

在形式，具有不同的运动规律，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

须尊重自然、善待自然，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观、

努力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 社会的实践本质 [

分析] 如何理解社会的本质，这是历史观的核心问题。马克思

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是对人类社会

本质的科学揭示。这是因为：(1)实践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

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三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

关系以及人与其自身意识的关系，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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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

三种类型即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

和创造精神文化的实践，分别构成了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



生活和精神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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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所以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

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确认实践是社会的本质，就是要从实

践出发去理解社会，把社会“当作实践去理解”。 从实践出

发去理解社会的根本点在于，从生产实践的内在结构既生产

方式去理解和解拨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决定着政治结构、观

念结构以至整个社会结构，从而形成了已生产方式为基础的

社会有机体。 2.社会的经济结构 来源:百考试题网 社会经济结

构是指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分

析] 在社会结构中，经济结构是具有基础性的结构，它决定社

会的政治结构、观念结构。社会经济结构是指与生产力发展

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结构所反映的内

容是生产关系、经济关系，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社

会经济结构是社会有机体的骨骼系统，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基

础。经济结构的功能，一是它以一定的形式把生产力中的人

和物的要素结合起来，使之由可能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的生产

力，并对生产力产生反作用；二是它直接决定社会的政治结

构和观念结构，构成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的现实基础。所以

经济结构又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对应。 生产力的内涵

、构成要素和特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力 [分析] 生产力是指在

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解决社会同自然之间矛盾的实际能力

，是人类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在哲学上

，生产力是标志人类改造自然的实际程度和实际能力的范畴

，它表示人和自然的关系。生产力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合



系统，其构成要素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实体性要素，包括劳

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一类为智能性要素，包括科学

技术、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等。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

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邓小平发展了这一观点，指出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和经济增

长中占有首要的地位；它从本质上体现着科学、技术和生产

的内在结构的根本变化；它反映了从科学向技术和生产转化

的周期大大缩短，以至可以把科学技术看做直接生产力；科

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江泽民同志

指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对

马克思、邓小平的生产力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在当代中国要

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 生产力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之间实现物质变换的过

程，一方面是人的“自然力”和本质力量不断对象化，自然

不断被“人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外部自然力被同化于

人的体力，自然规律被同化为人的智力的过程。生产力的这

一本质决定了生产力的特征，即生产力具有物质性、社会性

和历史性。生产力是一种既得的物质力量，它既是前人实践

活动所创造的客观结果，又是人们现实活动的物质基础和出

发点。生产力是一种社会力量，它是以劳动者的协作、分工

为中介而形成的。生产与需要的内在矛盾决定生产力总是要

发展的，它随着人们历史活动的变化而变化。 现实的生产力

是呈现多层次的动态系统，包括先进的、一般的和落后的生

产力。先进生产力是集中体现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并以此为标

志的社会生产力。先进生产力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范畴，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先进生产力是生产



力系统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人类历史就是先进生产力不

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我们要顺应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

展要求，努力掌握科学技术，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做先进

生产力的开拓者。 生产关系的本质和内在结构

http:http://www.examda.com/http://www.examda.com/ks.examda.

com [分析] 生产关系是指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们之间

的社会关系，它集中体现出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每一

种生产关系的建立和改变，都同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状况

相联系，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也不能自由地选择生

产关系。人们可以改变生产关系，但改变生产关系也不是随

意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人在生产过程中

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关系三个方面，它们体现在

社会生产全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中。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人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它构成全

部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整个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和特征

。在现实的社会中，往往存在多种生产关系，其总和组成社

会的经济结构，但决定该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是其中占统治

地位的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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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