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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探析

———基于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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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准确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关系到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实践能力和水平的提升。矛盾分析法

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认识方法，也是理解新时代社会主义矛盾转变最主要的方法。基于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

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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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1］
这一新的判断必将对未来很长一

段时间我国在路线方针和政策战略方面的精准定位、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只

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特别是用矛盾分

析法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问题，才能更好把握

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升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实

践能力和水平。

一、矛盾分析法是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根

本方法

列宁认为: “承认 ( 发现) 自然界的 ( 也包括

精神和社会的) 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具有矛盾着的、

互相排斥的、对立的倾向。”［2］
矛盾学说贯穿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始终。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矛

盾关系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矛盾和

发展中的阶段性矛盾，最终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规律。列宁运用矛盾学说科学分析俄国社会的矛盾

关系，最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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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学说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体现，

毛泽东同志对此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研究。他详细

分析了复杂的矛盾群中各矛盾的地位，在事物发展

的不同过程、不同过程的不同阶段、不同阶段的不

同方面上的矛盾如何变化。毛泽东同志在 《矛盾

论》中指出: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

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3］21
他特别强

调矛盾分析法的实际运用，认为 “这是研究任何事

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必须

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

现状，并批判革命的将来”［3］26。毛泽东同志把矛盾

分析法结合到中国革命斗争的现实中来，清晰梳理

了近代中国的各种矛盾关系。虽然中国近代矛盾错

综复杂，但按照唯物辩证法分析清楚社会中整个矛

盾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就变得简单了。马克思主

义唯物辩证法指出，社会的基本矛盾或根本矛盾是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一矛盾是表

征事物的性质并决定其从产生到终结的全部发展过

程，而且制约其他矛盾。由此判断中国近代历史时

期表现为生产力落后于西方国家，生产关系上不能

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是根本矛盾。根本矛盾决

定了封建专制与人民民主、帝国主义侵略与民族独

立成为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

因此反帝反封建成为当时中国革命面临的首要任务，

继而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所以又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范畴。从中国近代的

矛盾关系中可以看到，主要矛盾在整个矛盾体系中

起到关键性作用，串起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主线。中

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不断带领中国人民在正确的发展

道路上前进，源于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抓住每一发

展阶段的主要矛盾，真正做到了 “全党的工作中心

是要解决全社会的主要矛盾; 其各个党组织的工作

中心，是要解决各个单位的主要矛盾”［4］。改革开

放初期邓小平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情况，从人民的立

场出发，科学指出: “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

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

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

心任务”［5］。这一判断同样体现了矛盾分析法，立

足中国实际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主要矛盾的具体体

现，如何解决主要矛盾是工作的重点。十一届六中

全会的决议中指出: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

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6］
事

实证明掌握马克思主义原理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

是掌握和运用好矛盾分析法对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

盾的变化有重要意义。

社会发展中的主次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

化，在解决主要矛盾供给需求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

新的需求，反过来对供给提出新的要求，形成新的

矛盾运动并推动社会继续发展。 “聚焦新时代的中

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社会矛盾发展规律与趋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呈现。”［7］
唯物辩

证法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哲学前提，而矛

盾分析法是其中最根本的方法。习近平同志提出:

“领导干部要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即承认矛盾、分

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

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只有一分为二看问题、

多个角度想事情，才能避免 ‘盲人摸象＇，读懂复杂

中国，把握改革大势。”［8］
主要矛盾在事物的不同时

期和阶段发生改变，因此也可以称为阶段性矛盾。

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关键在于对主要矛盾的辨别，因

为主要矛盾内容的变化会影响其他非主要矛盾的内

容和运动方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历

史时期，在其发展过程中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的不断

改变又会出现不同的发展时间节点。新时代是初级

阶段中国发展的新节点，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

题，为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提供了客观依据。从

人民群众的需求来看，80 年代初基本物质产品供给

无法满足，但当代缺少的是高质量的生活、优质的

教育资源、优质的公共资源、满意的医疗等。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成为新时代中国发

展的关键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

要矛盾。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只要客观分析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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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解决关键问题，社会发展的方向才不会脱离正

确轨道。正如 2013 年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

时，习近平同志强调全党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特

别强调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以达到 “三个

更好”和“一个更加”的目的，即 “更好认识国

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

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9］。

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辩证分析

矛盾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矛盾双方的对立

性，另一个是矛盾双方的同一性。矛盾的两个属性

之间有区别，甚至对立，但同时又是互相需要，甚

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条件成熟时二者之间可

以互相转化，因此在分析事物发展过程中必须正确

把握矛盾两个属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社会发展

进入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有新矛盾和新规划，

这里“新”的内容是相对于 “旧”来说的，但这种

区别和差异不是绝对的，不是 “新”与 “旧”的完

全对立，我们要立足于新时代背景科学分析社会主

要矛盾的变化。

十九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内容上用 “美好

生活需要”取代 “物质文化需要”，这样的表述体

现了前后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第一， “美好生活的

需要”一方面包括人民群众主体诉求多元化，另一

方面也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客

观要求，在内涵上更为丰富。人民群众在物质数量

可以充分满足的基础上追求物质生活的质量，新时

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提出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时代的郑重承诺，也让

人民群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信和执政自信;

第二，用“美好生活需要”代替 “物质文化需要”

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物质文化需要

是总体建设小康阶段中国社会要解决的问题，这一

主要矛盾的转变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提出来的，是

与时俱进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经

济取得了巨大进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

了质的飞越。另一方面中国又出现新的问题，这些

问题不解决会成为制约和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前进的关键性因素。因此美好生活的需要是

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基础上，随着

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情况的前提下，对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进一步的完善; “落后

的社会生产力”被代之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这样的提法说明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不是中

国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整体水平，不符合中国生

产力已今非昔比的发展实际。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这样的概括指出新时代出现新的主要发展矛盾

特征，更加强调发展的高质量性和平衡性，其包括

区域发展、产业发展、行业发展、生活领域等方面，

更能准确概括新时期中国的生产力特点和社会发展

总状况。

三、变与不变辩证统一中把握新时代主要矛盾

变化

掌握辩证思维能力是新时代提升治国理政水平

的重要保证，其前提是要从哲学视角把社会看成是

一个完整的矛盾体系，看到其中的各种矛盾彼此之

间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社会这个复杂的构成物中

有普遍和特殊矛盾、主要和非主要矛盾、内部和外

部矛盾等。一方面，社会发展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

个阶段时，矛盾会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可能

出现非主要矛盾在新条件下变成主要矛盾; 另一方

面，每个相对独立的客观事物都有自身的内部矛盾，

矛盾着的双方相互斗争，决定了事物不断地由量变

转化为质变，新的质变引起新的量变。 “变”既指

事物的量变，也包括事物的质变，因为整个世界

“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

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10］。 “不变”主要指事

物整体或某方面的性质没有改变，任何量变都会影

响事物的状态和特性，导致事物的变化，但只有达

到一定水平和界限的量变才会导致质变的发生。因

此，事物发展过程中往往质变当中有量变、量变中

又带有部分质变，量变与质变的矛盾体现了变与不

变的辩证法。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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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
一个国家处于什

么样的发展阶段，是判断其基本国情的根本性问题，

是一切政策决策的根本出发点。这个重大论断深刻

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变与不变的辩

证法。

( 一) 我国基本国情中的变与不变

事物发生质变一般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质态急

剧地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这时事物的整个体系都会

突然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另一种是渐进的质变，

这时事物的个别要素和个别方面发生质变，这些质

变不断累积之后导致整个事物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

一种状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不是主要矛

盾时，人们关心的是如何更好地满足自身各方面的

需要，而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都是有计划、有准备

实现的，此时社会的变化主要是一种质态向另一种

质态的渐进式转化。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虽然社会发展取得很多成

就带来局部和各个方面的根本性改变，但整个社会

状态没有根本改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

仍然是新时代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是动态且漫长的发展过程，发展的具体情况也会不

断变化，社会矛盾的各方面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

主要矛盾也会随着不同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而发生变化。新时代是在总体量变过程中发生的阶

段性质变和局部质变，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发生根

本性质变。分析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必须准确把

握这一时期内的态势。坚持中国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没有变化需要客观看待国情实际，社会矛盾分析离

不开社会发展的实践: 第一，从横向来看，中国与

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虽然中国的发展

速度有目共睹，但各方面的发展尤其是科技和文化

发展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属于发展中国家; 第二，

中国人口数量巨大，国民平均收入低于世界人均水

平，要实现所有地区、所有人的现代化目标注定是

长期的过程; 第三，从纵向来看，新中国建立在一

穷二白的基础上，要恢复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曾

经创造的经济、科技、文化的鼎盛繁荣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 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现代化强国，

这个目标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是社会发展整体

上的而不是局部的，必然会是长期性的过程。新时

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社会发展成果已

经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到新阶段，但还不是整体上根

本性的质变，要用矛盾分析法科学分析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国情与主要矛盾变化之间的关系，在思想、

决策、实践上有新突破和发展。

(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变与

不变

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生产水平大大

提高，人民群众的需求全面提升，经济建设仍然是

新时代发展的中心，原因有三: 第一，中国的生产

发展整体水平提高较快，但还存在一些领域发展水

平较低和一些高端技术能力较差的情况; 第二，中

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民的整体物质生活

水平今非昔比，但还存在地区物质水平不平衡、城

乡水平不平衡的情况; 第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

会发展规律分析，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

的基本路线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进行丰富和完善。

党的十三大提出基本路线的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七大加了 “和

谐”，十九大加了“美丽”和“强国”，这样的表述

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

题而做出的具体调整。

综上所述，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是推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矛盾分析法是新时

代共产党人必须掌握的方法论，是正确理解新时代

主要矛盾变化的哲学依据，是科学规划新时代发展

目标的根本方法论。任何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都充

满矛盾，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去解决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任何重大矛盾，有信心带领人

民不断迈向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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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Thinking Based on Marxist Contradiction Analysis

LIN Longyu，LIU Xiaoli，LIN Ling

( 1． School of Marxism，Fuzhou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rade，Fuzhou，Fujian，350202;

2． Youth League Committee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Fujian，350012)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How to grasp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accurately is rela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ractical ability and level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Contradiction analysis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method of understanding Marxism，and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 of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ist

contradicti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Marxist contradiction analysis，we should grasp the change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in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change and changelessness．

Key words: new era;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contradic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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