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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1.

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

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在对待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问

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 2.社

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及其辩证关系 社会存在是社会生活的物质

方面，主要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生产方式，也包括地

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其中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

量。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

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

规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基本规律。 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

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它是

人类社会生活和全部历史的基础。它具有客观现实性和社会

历史性。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 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

律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

用。两者的相互作用是一个过程，表现为二者的矛盾运动。

这种矛盾运动中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生产

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矛盾运动的规律 1.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是指由社



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

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

组织和设施。它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两部分。

2.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也是

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

基础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

规律，就是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四)

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及特殊形式 1.社会形态的内涵 社会

形态是关于社会运动的具体形式、发展阶段和不同质态的范

畴，是同生产力发展提到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的统一体。它包括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

2.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依据生产关系的性质，社

会历史可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

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其第一阶段是社会

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社会历史运动的

一般过程和一般规律，表现了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 3.社

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与人们的历史选择性 社会形态更替的客

观必然性，主要是指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过程和规律是客观

的，其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确定不移的。社会形态的更替归根

结底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但是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

也是人们的自己的社会行动规律，它并不否定人们历史活动

的能动性。 4.社会形态更替的前进性与曲折性 社会形态更替

的前进性主要是指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基本趋势，但这

一过程并不否认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跨越性。这既体现了社

会形态更替过程的曲折性，又为社会形态更替的跨越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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