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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一节

框   架

第三章 第一节 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

（一）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

（二）社会存在

（三）社会意识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人类历史的组成是什么的问题
（四）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五）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的重要意义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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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会形态的内涵

（三）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四）社会形态更替中的必然性与选择性

（一）文明及其演进

（二）文明的多样性

五、文明及其多样性

（二）文明的多样性

（一）文明及其演进

唯物史观作为对人类社会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内在地包含着对文明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

2.人类文明发展

进步的一般规律

3.意义

1.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习近平指出：“中特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特，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

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0页）

这一文明新形态传承了中华文明基因并吸纳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具有新的文明性质和特征，丰富了世界

文明多样性，促进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并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具有引领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一般规律，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的过程。社会形态的更替，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文明形态的更替。

马克思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

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

马克思在深刻批判私有制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展望了未来共产主义新文明的曙光。进

入20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显示出自己的

轮廓和样貌。共产主义文明是人类全新的文明，社会主义文明是其初级阶段或初级形态。

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标志社会进步程度的范畴，反映了人类社

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文明发展的程度，体现了一个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水平。

在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中，也内在地包含着文明多样性的思想。人类历史中的文明，不论是古代文明，还是近现代文明，都

在不同民族那里有不同的表现。

1.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2.文明形态的基本内涵

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每一种文明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民族传统中生长起来的，体现

着独特的生产、生活、交往方式，代表一方文化的沃土和绿洲，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

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

富多彩。”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3—544页）

因此，世界各国要尊重和保护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以文明交

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

中国从来不认为中华文明是高于其他文明，中华文明具有巨大的包容性。

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有其相应的形态，可以用“文明形态”来概括。

文明形态是文明的存在形式或呈现样态，它作为人类文明的类别划分及基本单位，既可以在时间维度

上描述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文明样态，也可以在空间维度上描述不同地域或民族的文明样态。

从时间上看
按照社会形态，可以划分为奴隶社会的文明、封建社会的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

会主义文明等不同形态。

从空间上看

从总体上讲，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在这个总趋势中包含着不同地域或民族文明的差异性和多

样性。

按照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以划分为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等

不同形态；

按照民族、地域的不同，可以划分为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

等不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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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二节 社会发展的动力

一、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二、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三、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四、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二）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

（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二）阶级社会中革命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认识阶级社会的科学方法

（四）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一）科技革命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

（二）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

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一）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社会发展动力是一个系统，其中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只有把握了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才能真正理

解和把握其他各种动力的地位和作用。

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社会领域也不例外。在社会生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其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从社会领域中矛盾

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社会矛盾有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之分。

1.社会基本矛盾

2.社会基本结构

社会基本矛盾

规定了社会基

本结构，规定

其性质和面貌

3.社会基本矛盾

在历史发展中

的作用

4.学习和掌握社

会基本矛盾分

析方法的重要

意义

定义

内容
这两对矛盾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并规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

基本性质；制约着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贯穿社会发展过程始终，规定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性质和基本趋势，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根本推

动作用的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定并反映了社会基本结构的性质和基本面貌，涉及社会

的基本领域，囊括社会结构的主要方面。社会基本结构主要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

经济结构

狭义：指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本质：基本经济制度

政治结构

观念结构

社会基本矛盾实际上也就是社会基本结构要素之间的矛盾。

广义：指生产方式，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

指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制度及设施和政治组织。

政治结构=政治上层建筑（物质性）

主要部分是以经济结构为基础，并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的社会意识形态，即观

念上层建筑。

观念结构=观念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

首先，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

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不能任意选择的物质力量和历史活动的前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

质，进而决定其他社会关系的基本面貌，决定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

越来越扩大，各民族的交往越来越多，人类历史逐渐由封闭的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

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内容，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中前进的。作为社会历史发展基础的物质生产存在着双重关系，体现为生产力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

产关系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这双重关系犹如社会历史的经纬线，构成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基本的矛盾。

生产力发展既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基本内容，也是制约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发展的基本物质

条件。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其次，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着社会中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更为基本的矛

盾，它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产生和发展。“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

矛盾。”——《德意志意识形态》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会影响和制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

盾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解决。

最后，社会基本矛盾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并从根本上影响和促进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发展。在

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往往会通过一定社会的阶级或阶层的矛盾表现出来，或表现为不同社会集团之

间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会导致代表或拥护不同生产关系、政治法律制度的阶级

之间的矛盾尖锐化，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阶级斗争甚至社会革命，进而促使一定

社会形态的变迁、更替。在同一社会形态的发展中，社会基本矛盾通常是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的。

这一方法要求我们全面认识和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

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

坚持和发展中特，必须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不断完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发

展。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这是由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

社会历史发展

总共有6大动力

1个本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1个直接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阶级随着剩余生产资料的出现才开始出现，因此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是没有阶级的）

3个重要动力：革命+改革+科技革命

1 个重要力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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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二节 社会发展的动力

一、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二、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三、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四、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二）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

（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二）阶级社会中革命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认识阶级社会的科学方法

（四）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一）科技革命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

（二）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

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一）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

1.两者关系

2.社会基本矛盾

3.社会主要矛盾

在社会领域中，除了社会基本矛盾，还有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不是同一个概念，也

不是同一层次的矛盾。

一般来说，社会基本矛盾是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规定和制约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社会主要

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体现。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上的具体体现。

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贯穿并制约着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规定

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性质。

在社会发展过程的矛盾体系中，各种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存在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区别。

社会主要矛盾是处于支配地位，在社会发展过程一定阶段上起主导作用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

展，规定或影响着社会非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相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相互

转化。

转化原理

对中特实

践的指导

意义

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由于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会朝着两个方面转化：

一是社会主要矛盾双方的内容发生一定变化

二是矛盾地位发生变化，原来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从属地位的矛盾，而原来的某个非主要矛盾

则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

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会影响社会发展过程也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出

现了新的阶段性特点。这既表明了社会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又表明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导致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的原理，对于指导中特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

系。当我们正确把握了社会主要矛盾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朝着正确方向发

展，否则就会走弯路。

中特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准确把

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新的重大判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了我们所

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我们就找到了正确理解和把握新时

代的钥匙，就牵住了解决其他矛盾的“牛鼻子”。因此，我们要紧紧扭住这一主要

矛盾不放，不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在实际生活中，社会基本矛盾往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矛盾表现出来，而各种具体矛盾的变化发展会导致社会

发展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在考察具体的社会时，我们通常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去分析社会矛

盾，而这些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矛盾往往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各个领域或方面的表现或折射。

这段话是要告诉我们社会主要矛盾会发生变化，社会主要矛盾会决定/规定事物的发展进程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会体现社会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近代史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时间 时期 主要矛盾的内容

1840-1949年 近代史时期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

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1949-1956年
过渡时期（新民主

主义社会）

对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

对外：新中国同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之间。

1956年 党的八大（毛）

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的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之间

的矛盾。

1981年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

会（邓）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2017年 党的十九大（习）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

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