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社会经济制度

2、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 一定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上层建筑 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

二者的统一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是矛盾统一的关系，

【例-单选题】

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这个社会的（ ）。

A.上层建筑

B.社会制度

C.意识形态

D.经济基础

【答案】D

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最基本最深刻的动力，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

并最终推动上层建筑的变化和整个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不断进化和发展。

考点 3 基本经济规律

经济规律 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体现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必然趋势。

经济规律具有

客观性

（1）任何经济规律都是在一定客观经济条件基础上产生的，并随着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

化；

（2）任何客观经济规律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3）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并按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

社会经济规律的类型

类型 举例

人类各个社会阶段都起作用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

在几个社会阶段中起作用 价值规律

只在一个社会阶段中起作用 剩余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

考点 4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和演化

一、社会经济制度概述

1、社会经济制度是一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构成一定社会形态的最

基本、最本质的经济基础。

2、社会经济制度规定着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人们的意识形态，是区分人类历史上

不同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志。

3、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

4、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自身的性质，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

5、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五个阶段。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二、三次科技革命

第一次：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



三次科技革命的标志 第二次：电、电机和内燃机的发明和使用。

第三次：信息技术、空间技术、核能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应用。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危机的根源 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危机的根本

特点和实质

生产相对过剩

危机的作用 一方面造成生产力极大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对经济发展具有强制性的

暂时调节作用。

【例-单选题】

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是（ ）。

A.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B.科学技术进步

C.国家政权更迭

D.人们意识形态改变

【答案】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