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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 一、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1.社会形态及其更替 社会形

态是指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的统一体。社会形态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概念，

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结构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

为我们正确分析社会现象，认识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提供

了方法论指导，它要求我们全面地、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社

会。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发展是由低

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演变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和阶段，为我们

科学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提供了一条基本的指导线索

。 2.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与的选择性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

决定性是指社会运动具有必然性、规律性，也就是说社会发

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选择是指社

会主体以一定的方式在可能性空间中有意识、有目的地指向

确定对象的创造性活动。由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及各种矛

盾与外部各种因素、条件的相互作用，使一个民族的发展表

现为由多种可能性构成的可能性空间，哪种可能性能够实现

，取决于主体的自觉选择。主体的选择性与社会发展的决定

性是内在统一的。这是因为：主体选择的对象只能存在于可

能性空间中，可能性空间是选择活动的前提，而可能性空间

又是由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和其他既定条件所决定的

。主体的历史选择有既定前提并受社会规律的制约，它可以

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但不能改变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人



类社会的发展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3.社会发展道

路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和主体的选择性使社

会形态的更替呈现出统一性和多样性。从纵向看，统一性是

社会形态运动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依次更替；多

样性是不同的民族可以超越一种或几种社会形态而跳跃地向

前发展。社会形态更替的多样性并不能否定人类总体历史进

程，某些民族可以实现跨越，但其跨越的方向、跨越的限度

是受总体历史进程制约的。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还表

现在横向上，即同类社会形态既有共同的本质，又有各自特

点。社会发展的这种统一性基础上的多样性，充分表现出人

类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及其创造性。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充分

发展阶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和伟大创造。

4.社会发展过程是前进性和曲折性 社会发展进程的决定性、

统一性表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的

选择性、多样性则表明社会发展的具体道路不是直线的，而

是曲折的。社会发展的前进性是指社会形态通过新陈代谢、

吐故纳新而向前发展，包括社会形态的质变和量变。社会发

展过程的曲折性是指社会前进总趋势中的局部的回复和暂时

的倒退.曲折前进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要用历史发展的眼

光去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

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

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

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

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

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



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

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

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总之，社会主义的大曲

折没有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

实践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成功实践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坚

持从社会物质生产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

释世界，把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

，认为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

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协调发展，使中国社会出现

了崭新的面貌。 改革是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革形式，它是

在同一社会形态中，通过调整、变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

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及环节，实现该社会形态

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是社会发展中经常出现的、具

有相当普遍性的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形式。社会改革是

走向社会革命的一个步骤，是革命的前提和准备；而在革命

后，它又往往是巩固革命成果、完善社会制度、推动社会发

展的重要手段。改革和革命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

力、推动社会发展的两种方法和手段，两者互相补充，共同

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样离不

开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是

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改革是社会主义社

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

善、自我发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

全面进步。改革是一种制度创新，用新体制取代旧体制，改



革是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所以改革

也是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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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