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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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运用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

质（新增考点） 1.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新变化 (1)生产资

料所有制的变化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个体资本所有制是

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这种占有关系反映了个体资本家

同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和对立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

股份公司的发展，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取代个体资本所有制

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二战后，资本主义所有制发

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国家资本所有制形式形成并发挥重要

作用，法人资本所有制崛起并成为居主导地位的资本所有制

形式。国家资本所有制就其性质而言，仍然是资本主义形式

，体现着总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关系。法人资本所有制是法

人股东化的产物，其基本特点是：各类法人取代个人或家族

股东成为企业的主要出资人，企业的股票高度集中于少数法

人股东手中，法人股东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监督和制约管理

阶层的经营行为，使公司资本的所有权与控制权重新趋于合

一。法人资本所有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企业法人资本所有

制.另一种是机构法人资本所有制。法人资本所有制在性质上



是一种基于资本雇佣劳动的垄断资本集体所有制，它仍体现

着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 (2)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从进入生产过程开始已经隶属于资

本，在表面平等的交换关系的背后，是资本对劳动的实际支

配和控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家指挥下的劳动只

是形式上隶属于资本，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的建立，生

产工具使用的社会化程度提高，劳动者个人的技能不再对生

产过程和结果具有决定意义，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就成为实质

上的隶属。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更加严格，剥削方式也更加

巧妙和残酷。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人阶级反抗力量的

不断壮大，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开始采取一些缓和劳资关系的

激励制度，促使工人自觉地服从资本家的意志。这些制度主

要有：职工参与决策.终身雇佣，职工持股。此外，社会福利

制度的健全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劳动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改善了劳动者的社会状况。 〈3〉社会阶层、阶级结构的变

化 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阶层、阶级结构发生了新的

变化。一是资本家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所

有权和经营权发生分离，拥有所有权的资本家一般不再直接

经营和管理企业，而是靠拥有的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的利息

收入为生。二是高级职业经理成为大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

制者。三是知识型和服务型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劳动方

式发生了新变化。 (4)经济调节机制和危机形态的变化 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断加强。国家已经承担起提供

财产保护、增强国家竞争力、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保

持经济稳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以及维护竞争秩序等重要职



能。 在经济调节机制变化的同，经济危机的形态也发生了变

化，表现在：危机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干扰减轻，破坏性减弱

；危机周期的长度缩短；经济危机的四个阶段（即危机阶段

、萧条阶段、复苏阶段和高涨阶段）之间的差别有所减弱；

金融危机对整个经济危机的影响加强。 〈5〉政治制度的变

化 首先，国家行政机构的权限不断加强，战后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

作用不断加强。其次，政治制度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公民权

利有所扩大。再次，法制建设得到重视和加强，以协调社会

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最后，改良主义政党在政治舞台

上的影响日益扩大。 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 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这一规律就内容看，概括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两

个方面：一方面，生产力的状况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生

及其变化发展的方向和形式；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反作用于

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对生产力发展起着

促进作用，I反之将起着阻碍作用。从过程上看，这一规律表

现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总是从基本相适合到基本不相适合，

再到基本相适合；与此相适应，生产关系也总是从相对稳定

到新旧更替，再到相对稳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矛盾

运动循环往复、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

逐步走向更高阶段。 3.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 首先，当

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

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为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和生

产社会化的发展，必然要求调整和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新的

适应生产社会化要求的生产关系必然将不断出现和发展。 其



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框架内

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发生了变

化。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生产资料私有制

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

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和方法。社会

福利制度缓和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矛盾，但并没有改变导

致财富占有两极分化的制度基础。周期性经济危机仍然是当

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经济特征。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

深刻的，其意义也是深远的，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触动资

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没

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科学性。 资本

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并不能掩盖其自身的局限性。同一切以私

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一样，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

对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这一矛盾|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它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

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冲突、动荡和危机。

资本主义的这种局限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是不可能

消除，它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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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