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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一章的内容是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的本质和结构的

静态把握，本章则是社会的"本质和结构"的动态展开。"本

质""结构"在运行中呈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动力体系"

和"历史创造者"的活动。本章的三节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层

次展开论述的。 第一节"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阐述的是社会

规律和特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

盾运动及其规律。其基本内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

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构成生产

方式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构成的社

会的基本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变化发展，

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上层建筑适合

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构成社会发展的又一基本规律。 第二节"

社会发展动力"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多种多样的动力作了清

晰的梳理和归结，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体系。指出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

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

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

定力量以及科技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节"历史的创

造者"围绕着历史主体的作用阐述了社会发展和人的活动的关

系，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的关系以及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历

史上的作用问题。 本章内容揭示了社会历史的规律、动力和

历史主体问题，所以突出地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功能。



本章的困难之处在于多个规律条条相扣，动力体系环环相结

，头绪繁多。把握本章的要领在于梳理好理论线索。要从把

握社会基本矛盾入手，将各个问题层层依次理清。 一、社会

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社会规律及其特点【高频命题点】（

一般考单选题、多选题，材料分析题的一个采分点） 1．社

会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 （1）从形成机制上，它形成

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 （2）从作用方式上，社会规律只有

通过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才能实现。 （3）从表现形式

上，社会规律主要表现为统计学规律。 2．恩格斯"历史合力

论"。（考过主观性试题） （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

发展状况规律【重点考点难点】（一般考多选题、材料分析

题） 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 （1）生产力决定生产

关系。 （2）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2．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矛盾运动 3．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

力状况规律的基本内容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关系

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方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归

根到底取决于和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上层

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规律【重点考点难点】（

一般考多选题、材料分析题） 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

上层建筑是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及设施。政治上层

建筑以思想上层建筑为指导，思想上层建筑通过政治上层建

筑来保证。 1．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2．上层建筑一

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规律的基本内容 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发展变化的方向，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取决于和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 二、社会发展的动



力 （一）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

盾的内容和作用（一般考单选题、多选题） 1．社会基本矛

盾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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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两对基本矛盾的不同地位

和作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更为根本的矛盾。 3．社

会基本矛盾的作用机制 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由以社会基

本矛盾为根本动力的动力系统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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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