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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矛盾 准确把握矛盾 正确处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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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光著《社会矛盾论——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分析》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此书的前

身是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效率•公平•和谐——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部全面研究新时期人民

内部矛盾的力作。近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同时，社会建设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

题。《社会矛盾论》修订再版，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致力于经济建设，主张做大蛋糕，而不是在一个小蛋糕上做切分文章。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全世界

羡慕的经济成就，GDP几次翻番，现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也有大幅度的提升，许多改革之初不敢想象

的生活状态现在都已实现。但人民似乎并不十分满意，出现了所谓“饿着肚子喊万岁，吃饱肚子骂娘”的怪现象。党的中央领导

集体提出“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非常必要和及时。 

  《社会矛盾论》从分析利益群体入手，正视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阶级、阶层存在及其利益分歧，体现了理论认识的深度和勇

气。近年，群体性事件多发，恶性暴力事件时有耳闻。对此，各方认识不一，言论各异。有的归结为当事人个人生活、精神、认

识方面的原因，或地方行政机构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或者认为当地政府某些官员处理的不当；有的认为是体制问题、经济发展模

式问题，他们通过揭露社会特权阶层和地方特权势力的罪恶质疑改革，批判社会；有的揭露仇富文化、抨击仇富心理，视为少部

分人的反社会倾向，主张给予严厉打击，等等。其中，一些言论文过饰非，个别媒体肆意渲染，网络谣言疯狂传播，无形中放大

了这些事件的消极影响力，给政治建设和社会改革造成干扰。这些都需要我们的理论家和学者，站在理性的角度，以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理论上厘清社会矛盾问题，指明这些社会热点问题的解决方向。只有深刻认识社会矛盾，才能准确

把握社会矛盾，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矛盾论》从群体利益及利益对立出发，有力地揭示了社会矛盾问题的严肃性和必然

性，便于把握社会矛盾的深层根源和普遍规律。较之从枝节、表面问题看社会矛盾要深刻得多，对指导社会建设实践也有效得

多。 

  王伟光同志对利益问题有多年的研究，《社会矛盾论》在其另一本专著《利益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利益群体的划分有

更精确的定位，对利益的分歧和联合有更精到的论述。《社会矛盾论》细致探究了引发社会矛盾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分野，为最大

程度照顾各方面利益、调整各群体利益、从整体上协调各阶层诉求，化解社会矛盾，从而在整体上维护社会总体稳定，稳健推进

社会改革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勇敢承认我国现阶段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并不是要无限夸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矛盾。我们从社会现实出发，直面严峻

——读王伟光著《社会矛盾论》

孙宝灵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但不能把社会现状看成一团糟，否定整个社会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面；我们慎重思考和解决改革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和尚未完成的改革任务，不能走到怀疑改革开放和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去。深刻认识社会矛盾，还要准确

把握社会矛盾。《社会矛盾论》牢牢地把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定位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必要的，也是可贵的，在这个众说

纷纭的问题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该书把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分成思想矛盾、利益矛盾、领导和群众的矛盾三种表

现，进行了相对详尽的分析，并探究了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及措施。这在实践上，既有利于破

解那些“唱衰中国”的言论，坚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也有利于正确认识社会问题，具体解决社会矛盾，对从根本

上解决现实问题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社会矛盾论》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紧密关注社会现实和最新动态，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继承和发展的统一，

体现了热心社会建设、聚焦社会重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应有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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