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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8_BE_85_E5_c73_645802.htm 冲刺要点归纳 人类社

会是一个特殊的物质体系。它的根本特点是：人类以自己的

实践活动创造了它的历史和辉煌.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人们自己

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因此，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的社会存在

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物质生产及其生产方式决定社

会发展的原理，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逻辑基础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它们的逻辑展开.其中生产关系一定要

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发

展的最后决定力量.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是

一定社会形态存在、发展、变革的直接基础。社会形态由低

级向高级更替的客观规律，标志着人类社会不断走向进步，

标志着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跨越到新

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关于历史创造者等

原理，是以前面的原理为基础的，从而构成马克思主义社会

历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既是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的逻辑延伸与核心性内容，又是分析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发展规律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一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原理(含对自由、民主

、人权的分析) (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原理

的内容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辩证统一的。社会存在决定社

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 (1)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内容的客观来源，社会意识是社会

物质生活过程及其条件的主观反映。社会意识产生的最切近



的基础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实践的能动性决定了一是反映的

能动性。所以，社会意识根源于社会存在，是对实践为基础

的不断发展的现实世界的反映。 (2)社会意识是人们社会物质

交往的产物。社会意识同语言一样，是在生产中由于交往活

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且，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社会意识

也相应地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和发展。 ①社会意识具有相对

独立性，即它在反映社会存在的同时，还有自己特有的发展

形式和规律，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

的不平衡性。 第二，社会意识内部各种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

及各自具有的历史继承性，从而呈现出发展的特殊规律。 第

三，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社会意识相

对独立性的突出表现。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是通过指导人们

的实践活动实现的。 ②在当代中国，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具有

重大意义 一种社会意识发挥作用的程度及其范围大小，时间

久暂，同它实际掌握群众的深度和广度紧密相联。正确而充

分地发挥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有赖于社会文化建设特别是

先进文化的建设。在当代中国要正确把握这一原理，大力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们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

上，进而促进经济和政治建设。 (3)理论意义：依据社会存在

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生活的各种

领域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

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进而将

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将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发

展的高度，从而将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破天

荒地破解了”历史之迷”，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把握这两个”划分”、两个”归结”的思想，对于认识社

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二)用唯物史观评析资本主义“自由

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的观点。 自由民主的理念

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具体的、历

史的，在阶级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观

念及其所表现的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反映。它只

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具有合理性，而不可能是

永恒不变的，它必然为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观念所扬弃，并

发展为新的、更高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三)运用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的辩证原理来分析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不

具有“普世价值”(理论热点面对面2009第10) 1、社会存在决

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社会关系是不断变化

的，价值观念也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那种适用

于所有主体、所有时间、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专一的、超

越时空、永恒不变的价值观念，是不存在的。民主、自由、

人权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

造的文明成果。这些价值观念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逐渐产

生的，又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被赋予了不同的内容。由于

历史条件和阶级利益不同，各个国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

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人们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的认识和实

践往往并不一致。科学理解和正确处理民主、自由和人权问

题，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 2、西方国

家把代表西方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发展模式用所

谓的“普世价值”包装起来，推销给世界，把他们置于高于

一切的地位，剥夺其他国家创建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政治

体制的权利，企图把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的发展道路和模



式，牢牢地套在西方资本主义这个“魔权”中。另外，西方

国家对中国宣扬“民主、自由、人权”具有“普世价值”，

是他们遏制中国的一个手段和道具，其目的在于否定中国人

民的伟大实践和历史选择，妄图使中国改弦易辙，改旗易制

，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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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