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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复习工作即将全面展开，应广大考生要求，公务员录用考试研究中心专家组特
推出此书。
    本书立足于当前考录工作的现实，以行政机关对公务员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为依据编写。
本书系统总结了公共基础知识的所有考点内容。
    本书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内容精练，适用于参加国家及地方公务员、事业单位及军转干等考试的
考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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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它的实质是革命
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
　　社会革命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
社会革命对社会发展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社会革命是阶级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决定性手段；人
民群众在革命时期能发挥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所以，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　　（2）社会改革　　①社会改革是对同一社会形态内某些不适应的方面和环节进行调节，它不
改变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属于社会发展中的量变或部分质变。
社会改革的作用主要有：巩固新生的社会制度或使原有社会制度持续存在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因
此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为新社会制度的诞生做量变及部分质变的准备。
　　②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不同于阶级社会的改革。
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自觉、主动地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
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并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其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
　　1.社会发展和人的活动的关系　　社会发展是由人的活动所构成过程和结果，而人的活动是有意
识、有目的的自觉的活动。
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社会发展过程又受着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支配。
　　人的自觉活动是指人类在其自身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指导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行动或活动，包
括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
这也是人类的活动同自然界动物只有感觉和适应自然界的活动的不同之处。
　　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客观规律性和人的自觉活动的统一。
因此，人的自觉能动性和历史创造作用，只有在认识并遵循社会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才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当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必胜的信念，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2.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1）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发
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劳动人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
　　（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表现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
　　（3）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受到所遇到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条件的制约。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共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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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