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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处》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贡献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卢之超 

 

▲：《正处》所要探讨的问题的核心和主题是什么？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什么变化？ 

●：问题的核心和主题，正如题目所说，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

就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因为以前马克思所关注的焦点，是为了夺取政权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而

开展的革命的阶级斗争，解决那种对抗性的矛盾。一切其他的非对抗性矛盾包括各部分人民之间的矛

盾，都处于从属的甚至是被掩盖的地位。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和

管理者，面对的是大量非对抗的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在人民内部协调、处理好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团结一致进行经济、文化建设，自然成为主题。而在这个问题里面，占据关键地位的是领导

和群众的矛盾，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实际是掌握领导权和管理权的共产党及其各级干部和广大

人民群众的矛盾。当时展开的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矛

盾。从这个问题的外部或者外围来说，则是敌我矛盾性质的阶级斗争。除了国外的敌人，国内则是被

推翻的阶级敌人，不过是这些阶级的残余。因为原来的敌对阶级不仅被打倒而且它的经济基础已经被

改造，这种矛盾和斗争当然已经下降到次要地位。分清楚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

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 

▲：《正处》在民主政治理论上有何贡献？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应坚持什么原则？ 

●：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首先是经济文化建设，同时是民主政治建设。《正处》里虽然提出《中

国工业化的道路》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极其重要的原则，但是总的说对经济关系的论述不多，

因为主要是讲思想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鉴于苏联的教训，从我们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作为

上层建筑的民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人民的权利义

务、政权的产生和组织原则、人民的监督等等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原

则和方针、方法，集中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这些理论、原则和方法，实际都是属于民

主政治建设的范畴。这就为我国的政治建设开辟了十分正确而广阔的前景。 

一谈民主，许多人就知道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那一

套。虽然“主权在民”这样的抽象原则都是一样的，但是具体的民主制度则是和经济基础，即基本的社

会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民主是这个原则的具体化。它应当有自己的新

的内容和形式，应当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做主、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等理论和传统，

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方面有益的做法和经验，创造出一套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民主制度和具

体体制。《正处》可以说是这种创造的伟大的开端。遗憾的是当时和以后没有或没有来得及把这一系

列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原则和方针、方法制度化，用党规国法固定下来，并且在实践中确立起它的

权威。 



 

▲：正如您所说，毛泽东的探索有突破，也有失败，50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上，我们从历史中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半个世纪的历史，使我们对于毛泽东当年论述的理解，包含了更多的沧桑感。历史说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不易：一要防止原来的内部矛盾渐渐发展、激化为敌我矛盾；二要防止某些“处

理”的主导者即领导者、管理者和被领导、被管理的群众之间的矛盾变成对抗性矛盾，逐步站到人民

的对立面。因而历史更说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 

这两者都与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和阶级的认识有关。首先，必须承认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和

社会的影响仍然存在，要坚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分析有关的社会矛盾；不认

识、不承认并不等于它不存在，实际发展中反而会使本来非对抗的矛盾向对抗的方面转化。同时，必

须认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始终是我们的主题，因为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只是极少数。在人民内部，阶级斗争只是作为影响、残余或者历史遗留而存在。因

此如何通过正确处理，把实际存在的敌我矛盾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并通过健全的法制加以解决，使人民

内部矛盾不断在更高的层次上得以化解，增进团结和谐，而不至于从上述两个方面转化为对抗性的敌

我矛盾。这不仅是对于作为领导者管理者的要求，而且还要通过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 

▲：50年前，经过三大改造，资产阶级和劳资矛盾被消灭。50年后的今天，由于我国仍然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出现了贫富差距的分化，劳资矛盾成了不可忽视的重大矛

盾。另外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变化和矛盾？ 

●：时间过去了50年，今天的情况和当时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又有某些相似之处。经过半个世纪

的建设，我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国的物质基础和各

方面条件都大大增强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完成，基本消灭了私有制，到重新发展一定的资本主义；从比较单一的社会结构到发生严重的社会分

化，矛盾的内容和形式都大大复杂化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扩大化，到不清楚如何对待重

新出现的阶级现象，以至讳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些都是很大的不同。相似的是，虽然重新发生或激

化了许多社会矛盾，只要社会主义制度还在，归纳起来仍然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大量的、主要的

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 

现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说是毛泽东当年设想的某种复归。“一定条

件”很重要。和谐不是没有矛盾和必要的斗争，而是要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化解这些

矛盾，达到团结一致、和谐共处、共建共享的目的。这里也遇到一个和当年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就是

必须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同时要防止内部矛盾演变、转化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

当然更要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不仅主观上要注意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而且客观上要化解、消除人民

内部矛盾演变或转化为敌我矛盾的经济社会条件。 

毛泽东论证人民内部矛盾成为主题的依据，是我国基本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内部各部分之间

没有根本利益上的冲突。邓小平也是这样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他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

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

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

可能出乱子”。他们这些话都说明，如果在中国产生两极分化，恢复了剥削制度，对抗性的敌我矛盾

将成为主要矛盾，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谓“构建和谐社会”，其前提将不复存在。向毛泽

东当年的美好设想复归也将化为泡影。这是特别需要警惕的。 

现在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经济成分复杂化，经

济利益也随之多元化，表现在社会、政治、思想等方面也随之复杂化、多元化了。除了经济方面需

要“统筹兼顾”，即实行科学发展观外，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更应当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办法。问题在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没有预料到的结果。这就是公有制经

济严重削弱，私有制经济过分发展，同时党和政府机关官僚主义和特权、腐败现象大量出现；一方面

是资本主义权贵势力迅速膨胀，另一方面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经济政治上处于弱小无权地位；

 



也就是产生所谓“先富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分化。现在特别影响人民内部各种矛盾的解决和处理的，

都是和阶级斗争性质有关的矛盾：一是新产生的资本主义势力或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群众

的矛盾；二是党和政权机关里的官僚主义、特殊利益集团和人民群众的矛盾。而且两者常常结合在一

起，也就是所谓的“钱权勾结”。当然，现在这类矛盾一般说都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需要用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原则去对待。但是因为这些矛盾又都具有阶级矛盾的性质，从其中滋生出来

的不法资本家、贪污腐败官员以及帮助他们制造舆论、欺骗群众、与他们勾结做坏事的人即所谓“无

良学者”，也就是新形势下所形成的“豪强”势力，他们和人民的矛盾有的已经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成为

敌我矛盾。因而我们必须用阶级观点来观察和分析它们，而不能掩盖它的阶级性质。 

▲：如何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及其引起的诸多矛盾？  

●：首先要真正巩固和加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把私有制

限制在一定范围；在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同时，要教育资本家们遵纪守法、善待群众，批评以至处分

某些暴富阶层的人过度剥削、虐待和欺压劳动者，以及挥霍无度、炫耀财富等丑恶行为；同时要教育

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批评以至处分某些地方和部门的党政机关和官员铺张浪费、以权谋私、损

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特别要注意防止这些矛盾向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转化，比如防止和惩处不法资本家

和一些腐败官员互相勾结，行贿受贿，贪赃枉法，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现在我们反思改革，关心

和解决各种民生问题，以及现在正在开展的反腐败斗争，我们的监察和纪律检查部门的工作，都是做

的这个事情，必须把它做好。所有这些，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

作。因此，正确全面地理解《正处》的思想，以及半个世纪来围绕这个问题的经验教训，将会十分有

助于指导我们观察、处理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9期原文标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贡献——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卢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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