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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而且为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很好的历史起点。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

设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探索和理论上的重要突破，恰恰是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崭新的社会主义

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开始的，除了侧重探讨经济建设的《论十大关系》以外，深入的探讨和全新的思

路，就是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里提出来的。 

毛泽东的这部著作，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宝库。在

这以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如何建设的内容不多。《正处》提出问题的核

心和主题，正如毛泽东讲话提纲的标题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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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以前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焦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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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共产党和它领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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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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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完

整的意义上说，只有敌我矛盾性质的阶级斗争才算完全的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一般不是阶级斗

争。只有两种特殊情况，仍然算是阶级斗争或者带有阶级斗争性质：一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

矛盾，这是我国所特有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矛盾控

制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这是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二是思想文化等即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但这

只能算阶级矛盾或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影响、残余或历史遗留。这两种情况都需要按人民内部矛盾

的性质和方法来认识和处理。基于这样的分析，《正处》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

则、政策和方法，主要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有共产

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及从全国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的方针。所有这些都是人民民主的方法。《正处》提出的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为我国的社会主

义制度建设，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和管理国家和社会，引导全体人民顺利地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

设，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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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提高，我国

的物质基础和各方面条件都大大增强了。与此同时，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形式都大大复杂化、多样

化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不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得以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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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宣部理论局原局长、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 

 

（摘自《光明日报》2007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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