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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国忧民的盛世危言 实事求是的济世良策

梁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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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性课题，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工作。王伟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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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社会矛盾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逻辑

中轴，实现了理论和实践、可能性与现实性、历史和当代的有机统一，对正确认识和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具有重要参

考价值。 

  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社会的文明进步总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实现。我国改革开放用30多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近300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

念深刻变化，人民内部矛盾难以避免地会经常地大量地表现出来。这种矛盾与一定范围的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往往构成极其复

杂、特别棘手、难以处理的复杂局面。 

  《社会矛盾论》立足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以广阔的学术视野对社会主义社会

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表现和特点作了分析，并得出了一些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现实指导

意义的理论观点。如经济利益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其他矛盾产生的总根源，思想是非矛盾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矛盾，领导和群

众的矛盾在人民内部诸矛盾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社会矛盾论》认为，正确认识和解决大量凸显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的重大政治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十分复杂，必须采用不同的具体办法、通过综合性的办法来解决。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客观

存在的社会现象，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出现对抗现象的现实表现。如何认识和处理群体性事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抗

和激化现象的一个重要内容。 

  实现了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社会矛盾论》揭示了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具有重要的预见性和指导性。该书2006年第一版出版仅5年，国际上和我国

国内所发生的许多情况进一步验证书中所讨论的两种不同性质矛盾问题、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定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存在和激化

问题、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新的分化问题的观点是正确的，运用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指导工作也是完全必要的。如西藏

——学习王伟光同志新著《社会矛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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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评论 

的“3•14”事件、新疆的“7•5”事件。再如，地方群体性突发事件不断增加的事实。 

  越是在逆境中，越要看到有利的一面；越是在顺境中，越要看到不利的一面。针对在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普遍

改善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反而呈现出尖锐和复杂态势的新情况，《社会矛盾论》认为要深化改革，构筑有效地协调人民内部

存在的种种矛盾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从经济上、政治上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良好秩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冲突现象，以及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动乱现象出现的制度保障和基本措施。解决

人民内部矛盾更根本、更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在主要纠正一种倾向的同时，必须注意防止另一种倾向。王伟光正确区分了“敌我矛盾”和

“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认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要创造主客观条件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而

不是相反。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

抗。《社会矛盾论》始终把群众路线作为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原则，一再强调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伟

大事业服务。 

  实现了历史和当代统一 

  《社会矛盾论》不回避历史与现实，不回避重大理论话题，不重复政策文件。上篇研究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创立及主要内

容、发展等，下篇探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新变化、新情况、新特点等，积极为党和人民找寻

信得过、用得上、靠得住的出路。《社会矛盾论》对于克服和纠正当前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忽视第一责任”、“借维稳压制矛

盾”、“见了矛盾绕道走”和“山雨欲来风满楼”等错误认识具有重要作用。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社会矛盾论》时刻关注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群众

的实践创造，根据新鲜实践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王伟光20多年来潜心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

初大学毕业读研究生时起，在广泛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王伟光撰写了一批关于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

究的论文和专著。1986年，主持编译了资料性的文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动力》。1988年，出版了第一部关于该课题

的专著《社会主义矛盾、动力与改革》；同年，出版了第二部专著《社会利益论》。1991年，出版了第三部专著《经济利益•政

治秩序•社会稳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深思》。1994年，出版了第四部专著《谈谈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2001年，出

版了第五部专著《利益论》。承担的三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有两个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王伟光1987年

获得通过的博士论文题目也是“关于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研究”。 

  王伟光认为，要以正常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判断和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要高瞻远瞩，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

冲突的制度化方式。要追求长治久安而不是一时太平，要常思忧患而不是只唱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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