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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分析[①] 
 

罗文东 
 
摘  要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
础之间的矛盾”的重要论断，阐述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存在的所有领域和与其他社会的基本矛
盾相一致的普遍属性，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一种“外延式”的解释和界定。科学社会
主义的历史发展和逻辑演进，要求我们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存在的重点领域和其他社会
的基本矛盾相区别的特殊性质，以达到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内涵式”的认识和解答。社会主
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雇佣的联合劳动以主要特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逐渐被以自主的联合劳动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
有占有这一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也逐渐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生
产的自主性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这一主要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从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的自主性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的
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巩固完善的紧迫任务。只有增强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自主性和生产
资料的社会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才能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
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努力创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
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和谐局面，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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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而且是顺利推进
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前提。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
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但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出现过不少失误。只要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
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全面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揭
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就能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奠定一个更
加坚实的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观点 

 
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社会主义不可

或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根据他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类社
会的历史演进的长期研究，揭示了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
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
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
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
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
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
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我
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
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
释。”[①]虽然他在这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论述中没有使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概念、



范畴，但实质上已经阐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
本动力的理论观点。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进而揭示
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
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
这个曾经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
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②]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即“生产过剩的瘟疫”，
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反抗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主
要表现。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概
括为“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指明这种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他还强调，这一矛盾“是产生
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在经济危机中，社会性生产
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这已表明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继续驾驭社会化的生产
力，要求在事实上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由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③] 

对于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作过某些原则性的分析和遇见，但限于历史条
件，他们没有作出具体的解答。他们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产品对
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阶级对立
也将随之消灭，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
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④]至
于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什么新的矛盾，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会发生什么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
可能作具体的描述，但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
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在于，在实行全
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⑤] 

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根
据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实践经验，分析和解决当时苏俄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矛盾。他《在尼·布哈
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中写道：“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
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⑥]他还深刻阐述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兼有两种
经济结构的特点；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存在及其特点；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
阶级内部的矛盾及其处理办法，等等。由于列宁辞世过早，没有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实践，
因而不可能全面地认识和解答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 

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苏联理论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
基本矛盾的正确思想。斯大林一度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强调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在政
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他明确地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
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
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在他看来，苏联的社会主
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
全适合，因而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⑦]1940年，苏联理论界就社会主义
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进行过一次讨论。除个别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之间的矛盾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⑧]以外，绝大多数人都认为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失去了它的普遍性”。[⑨]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中，才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这种说法不能从绝对的意义上来理
解，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
要”，但这种力量不难克服，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的地步，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
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⑩]斯大林先是不承认、后来才吞吞吐吐地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他还没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还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
基本矛盾。 

 
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新探索 

 
1956年，当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后，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着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新

的历史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借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
训，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观点，为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学说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提供了科学指南。 

首先，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上第一次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一般含义和重要作用。
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从对立统一规律是普遍存在于自
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中的宇宙的根本规律的高度，去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他针对当时许多人
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



 

脚，处于被动地位的现象，要求引导人们，首先是干部，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
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这就把经典作家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规定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将其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将其视为
“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 [11]的重要因素。尽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个社会的矛
盾性质不同，但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否则，人类社会就会停止下来，就不可能
再前进了。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发生。“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
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12]否定矛盾存在，就否认辩证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
本矛盾理论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就在于驱散了这种否认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迷雾，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
辩证法贯彻到底，将它拓展到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 

其次，毛泽东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
立起来，它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它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
矛盾的。此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例如，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和法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
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的存在、国家机构中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和社会主义经济基
础是相矛盾的。这里讲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大致的情况。然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
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
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通过社会主义
革命才能加以解决。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不断地得到解决。”[13]这里讲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区别于其他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和特
点。 

第三，毛泽东提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原则和方法。鉴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
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毛泽东强调要及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早在1956年11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在展望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被打倒、阶级消灭的前景时，认为到那时
还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
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他在
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虽然没有对如何具体解决社会主义社会
的基本矛盾作更多的直接的论述，但他主张：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须按照具体的情
况”[14]进行，并着力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和探讨，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指
出：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坐班房的。但现在，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
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还需
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
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他还强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共产党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
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15]他在这
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重要任务。从这种
意义上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社会
主义建设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 

 
三、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就不能停顿。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
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
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6]改革开放之初，邓小
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也强调：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还是按照毛泽东在《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
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17]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
进入整体推进、深化攻坚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观点，
结合当今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作出创造性的研究和探讨。 

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应反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属性，揭示其不同于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从理论上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
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重要论断，阐述的是社会主
义社会基本矛盾存在的所有领域和与其他社会的基本矛盾相一致的普遍属性，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社
会基本矛盾的一种“外延式”的解释和界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逻辑演进，要求我们进一步
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存在的重点领域和其他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区别的特殊性质，以达到对社会
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内涵式”的认识和解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指
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

 



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
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18]。笔者认为，社
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雇佣的联合劳动以主要特点的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逐渐被以自主的联合劳动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
私有占有这一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也逐渐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
生产的自主性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这一主要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
盾。如何认识和解决生产的自主性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摆在全世
界的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面前的时代课题。 

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属性来看，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的自主性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的矛
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昭示人们：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
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劳动者以自由人的身份，自愿地联合起来，进行自
主性的社会生产。与此相适应，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而是更好地满足全体劳动
者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也不再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雇佣劳动关系，而是平等协
作、团结互助的联合劳动关系。正因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克服资本主义旧社会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
相分离、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罪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平
等权利。但是，在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条件下，每个劳动者不能像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否定的个体劳
动者那样，孤立地、分散地占有生产资料，而只能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或联合体的一成员，在生产社会
化的基础上，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
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
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缚”，“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
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而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
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全体个人支配，不可
能归各个人支配。”[19]这样，就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
间，产生了生产的自主性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新的矛盾不仅表现为劳动者个人和
每个生产组织的自主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有序性之间的矛盾，而且表现为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生
活需要和相对不足的生产供给之间的矛盾。只有不断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基本矛盾，才能
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出
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绝对必需”[20]的前提条件。 

从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的自主性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
有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巩固完善的紧迫任务。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要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在应
对各种各样困难的过程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从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勇敢地迎接电气技术
革命的挑战，经受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考验，取得了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胜利。战后，随着国民
经济的迅速恢复，生产的技术水平和劳动者的素质大幅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的要求愈益增强，
社会的分工协作和经济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的自主性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
的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必然要求对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我国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旧的那一套“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
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21]我国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
力”，“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
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我们把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22]。
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我们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和
体制，以推动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走资本主义道路。他
反复告诫我们：“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
则。”[23]只有增强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自主性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的
自觉性和坚定性，才能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努力
创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和谐局
面，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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