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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导论
第一节  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人类认识社会的主要方式
二、社会科学的特点和功能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性质和特点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革命变革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和功能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地位
二、正确对待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
第一章  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立足实践的需要研究理论
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二、实践的需要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
三、社会科学研究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第二节  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
一、科学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二、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研究的结果
三、调查研究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一环
第三节  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
一、在实践中检验理论
二、在实践中发展理论
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第二章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
第一节  系统、系统科学和系统研究方法
一、什么是系统?
二、什么是系统科学?
三、什么是系统研究方法?
第二节  社会是个复杂的大系统
一、生产力系统
二、生产关系系统
三、上层建筑系统
四、人口系统
五、自然环境系统
第三节  社会有机体与社会形态
一、社会有机体
二、经济社会形态
三、技术社会形态
第四节  研究社会系统的重要原则
二、整体性原则
二、结构性原则
三、层次性原则
四、开放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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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会矛盾研究方法
第一节  社会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分析方法
一、矛盾与问题
二、社会矛盾的普遍性
三、社会的基本矛盾
四、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矛盾
第二节  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
一、注重研究不同领域矛盾的特殊性
二、注重研究不同过程和阶段矛盾的特殊性
三、注重研究矛盾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
四、注重研究矛盾性质和矛盾斗争形式的特殊性
第三节  利益分析和阶级阶层分析方法
一、利益矛盾与利益分析方法
二、阶级矛盾与阶级分析方法
三、阶层矛盾与阶层分析方法
第四章  社会过程研究方法
第一节  人类社会是一个过程
一、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
二、社会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
三、社会历史过程的前进性和曲折性
四、社会历史过程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第二节  社会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
一、社会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
二、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选择性
三、社会历史过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
第三节  研究社会历史过程的若干重要方法
一、历史主义的方法
二、科学预见的方法
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第五章  社会主体研究方法
第一节  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
一、“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
二、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三、人的存在状态是社会发展的尺度
第二节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一、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条件
二、“虚假共同体”与“真实共同体”
三、“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共同体
第三节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一、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
二、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有重大作用
三、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
第六章  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
第一节  真理与价值
一、社会现象的两重性：事实性与价值性
二、揭示客观真理是社会认知的任务
三、确定合理的价值向度是社会评价的任务
四、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在要求
第二节  社会认知的方法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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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认知的特点
二、经验观察与事实描述
三、社会认知的概括、综合
第三节  社会评价及其标准
一、社会进步的评价
二、社会生产力是社会评价的根本标准
三、人民利益是社会评价的最高标准
第七章  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视野
第一节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一、哲学视野中的“世界历史”
二、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三、“世界历史”的两重性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及其内在矛盾
一、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二、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含义和特点
三、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
第三节  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一、以世界眼光观照当代社会发展
二、正确理解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
三、正确理解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
四、正确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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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生产关系系统 生产实践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即生产
关系。生产关系作为一个系统，包括三方面的构成要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
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关系，体现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生产、分
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当中。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指的是生产资料归谁占有、由谁支配的问题
。它表明了人们对生产资料是否具有拥有和支配的地位，决定着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的方式，通过
人对物的关系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整个
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区别生产关系类型的根本标志。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指的是生产资
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不同分工的劳动者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互相交换活动的关系。
在各种生产活动和生产部门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生产组织和生产活动的不同岗位之间，体力劳动
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由于分工的不同人们在生产中处于不同的地位，相互之间存在着交换活动的关
系。产品的分配关系，指的是社会产品归谁占有、由谁支配，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既要用于个人的生
活消费，又要用于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还要用于社会的公共需要，从而分配关系包括了物质生产部
门的初次分配，以及在初次分配之后在全社会范围内所作的二次分配。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人们在
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系统的三个构成要素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但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又是不平衡的。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
基础，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关系。例如在生产资料归氏族共有
的原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互助的合作关系；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中，由于生
产资料掌握在少数剥削者手里，广大被剥削的劳动者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生产资料，因而生产的指挥
权、管理权掌握在少数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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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考试不怕没内容写，不过脉络不那么清晰，有点重复啰嗦，弄得我考试的有一题的答案找错了地
方，只好重新做了一遍，差点就没做完卷子
2、买了书 就开始跷课了。。
3、还不错吧还不错，就是这本书本身就是存在的不必要的最大体现
4、第一章让我想到了孟子，大量排比，雄肆磅礴，酣畅淋漓。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深
入深出假学问⋯⋯浅入深出装学问⋯⋯浅入浅出没学问⋯⋯未入即出非学问⋯⋯深入浅出才是真学问
”式的秀句绝对不少。想必早就对学术圈的问题，尤其是“学院派”怨念已久。但就全书而言硬要套
入并且全部涵括就有难度了，靶心太大也就无的放矢了。社会科学学科间差别也很大，不带感情色彩
地说，作为理论建设的马工程可以做得更好
5、还不错 研究生学习用的
6、侮辱研究生智商
7、书还挺好，商品物超所值

Page 8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