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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配套用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是
依据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马克思
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编写的。
本门课程教学大纲编写课题组的全体同志参加了《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配
套用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编写工作。
为了交流对本门课程教学大纲精神的理解，提高教学水平，我们在这里首先谈谈《教育部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配套用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编写工作中的一些体会，供
使用这本教材的高校师生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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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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