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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意识形态的自组织性指的是意识形态在经济基础决定作用下的自我生成、自我规定、自我构造及自我发展.其自组

织的特性表现为:意识形态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主体总是带着自己的意向去反映社会现实;意识形态

具有反映人类共同利益的一般性的一面;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认知价值;意识形态选择性地继承以往思想资料;意识

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性.建构意识形态的自组织性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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