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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人类历史的规律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一）交往及其作用
三、人类普遍交往与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

——人类历史由于交往而逐渐扩大形成

世界历史-2021版大纲新增

四、社会进步与社会形态更替

——解决社会形态是什么及运动的规律

五、文明及其多样性

——2023版大纲新增

（二）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

（一）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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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一）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 【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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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2.原著支撑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正确认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是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和前提。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

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

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

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

生变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时，推动社会的前进，当生产

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阻碍社会的前进。当不适应时，就需要通过革命/改革的方式去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

力的发展变化。

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在或快或慢的发生变革，为了适应经济基础的发

展变化。

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包括物质生产方式、自然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

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社会存在：总共有3类：

1、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是集中体现人类社会物质性的概念。

2、自然地理环境

3、人口因素

物质生产方式

自然地理环境

人口因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阐明了唯物史观考察历史的出发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科学的实践观点出

发，论述了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提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

最初表述，从而彻底划清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原则界限。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 高

等教育出版社2021版，第42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著作。在马克思之前，所有哲学家都坚持难心史观，只有马克思开

始，坚持唯物史观。

黑格尔《法哲学》：强调国家与法决定市民社会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强调的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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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包括物质生产方式、自然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

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社会存在：总共有3类：

1、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是集中体现人类社会物质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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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

作用

表现

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简称生产方式，是指人们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

的生产活动的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它集中地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性。

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

其中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起最终的决定性作用。

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劳动者创造历史+组成历史——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

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的具体表现：

①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首要前

提

②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结构、性质和面貌，制约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

活和精神生活等全部社会生活。

③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决定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形态从低级向

高级的更替和发展。

“两种生产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明确地指出，有两种生

产，一种是“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生命”的生产，另一种是通过“生育生产他人生命”的生产。

前一种生产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后一种生产是人自身的生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

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

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

两种生产的理论，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

生产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的表现和作用又是

不同的。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人自身的生产在较大程度上支配着社会制度的形成

和发展。但随着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以后，人自身的生产就越来越服从于物

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血缘关系也越来越受到所有制关系的制约。

两种生产理论集中说明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及其发展规律，为揭示家庭、私有制

以及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同时也为揭开原始社会之谜

提供了一把钥匙，是对唯物史观的卓越贡献。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21版，第141-142页

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最核心的，能区分社会性质/社会制度

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剥削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奴隶社会：生产资料归奴隶主所有为主体

封建社会：生产资料归地主所有为主体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为主体

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社会

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社会历史的变化，从低级向高级更替=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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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应当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条

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恩格斯也提出了自然界“对人进行报复”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解”问题。

人在自然面前不是被动的、无能为力的，而是能动的、积极的；但人的能动作用不能脱离自

然规律的轨道去盲目发挥，否则势必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我们要从自己做

起，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生态环境，形成绿色、低碳、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良好自然

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

人类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自然条件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永恒的、必要的

条件，是人们生活和生产的自然基础。自然地理环境提供了社会生活和生产资料的来源。离

开一定的自然条件，人们就不可能进行生活和生产。

自然地理环境的优劣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并对社会发展起着促进或

延缓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不能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自然地理环境差的不一定社会发展一定滞

后！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既不能不改造自然界，也不能过度改造自然界，而是要达到人与自然的

和谐统一。

含义

作用
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等因素对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适度的人口对社

会发展起加速作用，过密或过疏的人口则对社会发展起延缓作用。

人口是一个包含人口数量、质量、构成、分布、迁移、自然变动和社会变动等诸多因素的综

合范畴，是由人类社会的一切有生命的个人构成的总和。

人口因素也是重要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社会发展具有影响和制约的作用。不能起决定作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