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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矛盾论》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

作方法。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相统一的法则，贯彻科学发展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坚持具体地分析具体

矛盾的法则，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坚持矛盾是相互转化的法则，积极化解矛盾冲突和妥善处置群

体事件，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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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毛泽东《矛盾论》发表 70 周年。抗日

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矛盾法则指导抗日战争并夺取

了抗战胜利。当前我们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致力于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

标迈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

面临着诸多矛盾和问题。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矛盾论》，

运用矛盾法则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对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

步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

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1](299)。这个矛盾

法则包含着一系列的理论观点，诸如“矛盾是普遍存

在的”“矛盾具有特殊性”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矛盾是相互转化的”，等等。这些重要观点为我们正

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矛盾，

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相统一的法

则，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理念，促

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是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

重点论和两点论相统一的法则，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理 

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

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 

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   

展。”[1](320)“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

而解了。”[1](322)这就告诉我们，无论干革命还是搞建

设，要突出抓住主要矛盾，牵住“牛鼻子”。但非主要

矛盾不是不重要。非主要矛盾如果解决不好，也会影

响主要矛盾的解决。因此，必须在抓主要矛盾的同时，

解决好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

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同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起主导作

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的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

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1](322)必须十分重视矛盾的主

要方面，但矛盾的次要方面不是无关紧要的。它对矛

盾的主要方面往往产生很大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实

践中既要抓住主要矛盾，突出工作重点，又要围绕主

要矛盾解决好次要矛盾；既要注重矛盾的主要方面，

又不能忽略矛盾的次要方面。在方法论上坚持重点论

和两点论的统一。 

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

就体现在必须突出发展。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

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

题的关键。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不放，千方百计把经

济搞上去，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社会主义强大

的物质技术基础。要抓住经济全球化契机，全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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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型工业化、城市化；要着力发展现代农业，用

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武装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要通过不懈努力，实现 2020 年 GDP 翻两番的目标，

人均 GDP 达到 3000 美元。 
同时，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必须注重全

面发展。片面发展无和谐可言。在突出抓经济建设的

同时，必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要继续推

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各项民主制度；要继续扩大广

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

式，拓宽民主渠道；要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完

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要发展基层民主，切实

保证和支持人民依法行使权利；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建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效能政府、服

务政府。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 
文化建设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

智力支持。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巩

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大

力培育文明风尚，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要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与创新，极大焕发广大

文化工作者的文化创造精神和活力，争取出更多的文

化成果。 
社会建设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提供有利的社

会环境和条件。要突出解决好民生问题。要发展教育

卫生，解决群众上学难、看病贵的问题；要控制房价

上涨趋势，建设更多经济实用房，解决群众住房难的

问题；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渠道；要大

力扶持弱势群体，扩大最低生活保障线范围。 

 

二、坚持具体地分析具体矛盾的法则，

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

盾 
 
毛泽东认为，矛盾具有特殊性。各种物质运动形

式的矛盾、各种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

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

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

个方面，都有其特殊性。我们必须实行具体的分析。

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

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

析。”[1](317)“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

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研究的时候，总

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

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

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

具体的相互关系。”[1](319)具体地分析具体的矛盾，是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指导我们解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各种矛盾的又一基本法则。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三个层次的矛

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其他各类具体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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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

筑，从总体上、根本上来说，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

经济基础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又有不相适应和矛盾的方

面和环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有不相适应和

矛盾的方面和环节。在新世纪新阶段，要继续推进改

革，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筑中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

的方面和环节，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

社会体制，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这一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解决

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

谋发展，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民主渠道不断畅通，

文化需求不断满足，社会逐步达到公平正义。 
大量的物质利益矛盾、思想是非矛盾和少量的对

抗性敌我矛盾是第三层次的矛盾。对于解决这些具体

矛盾，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

加以化解。 
第一，用经济的手段解决物质利益矛盾。由于改

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各种利益关

系调整，加之各地自然条件，区位势优以及政策的差

异、人们劳动技能和经营能力不同，各阶层、各行业、

各地区的利益矛盾突出起来。特别是在分配领域，各

利益群体因收入差距拉大，两级分化严重，更容易诱

发群体性事件以及官民冲突。“一切社会的不平等，从

长远来看，都是收入的不平等。”[3](247)用经济手段解

决利益矛盾，就是要贯彻“统筹发展”的思想。国家

要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实行财政政策倾斜，对弱势

群体给予特别救助；要创造更多工作岗位解决失地农

民、下岗职工、退役军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要调节过高收入，控制垄断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第二，用民主的方法解决思想是非矛盾。当前，

我国社会处在大变革、大变动时期。人们的思想十分

活跃，各种思潮相互碰撞，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各种

价值相互搏弈，各种观念相互较量，在文化、思想意

识领域存在大量思想是非矛盾，如个人本位与社会本

位的矛盾、拜金主义与奉献意识的矛盾、重利与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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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东方文化与西

方文化的矛盾、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矛

盾、民主与专权的矛盾、自由与纪律的矛盾、唯物主

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等等。解决思想是非矛盾只能

用民主的方法，即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

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压制的方法。毛泽东指出：“企图

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

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

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迫人们不信教。不能强

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

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

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

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

强制的、压制的方法去解决。”[2](368)在使用民主方法

时，既要讲原则，又要讲宽容；既要澄清是非，又要

维护团结和谐；既要讲统一思想，又要讲解放思想，

努力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

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

治局面。 
第三，用专政的手段解决敌我矛盾。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也存在一

定范围的敌我矛盾。目前，有五种势力值得警惕。一

是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华反共势力。随着改革

开放的扩大，国际交往增多，国际上那些反共反社会

主义的敌对势力，采取多种手段，对我国实施西化、

分化政治战略，千方百计在我国进行渗透颠覆、破坏

活动，企图搞垮社会主义；二是民族分裂势力。少数

民族分裂分了、宗教极端分子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猖獗，

制造麻烦，企业分裂祖国；三是反人类反人民的邪教

势力；四是严重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

刑事犯罪势力。如抢劫、杀人、投毒、绑架、贩毒等；

五是黑社会帮派势力。这股势力称霸一方、垄断市场、

残害无辜。这五种势力对国家安全、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造成严重危害和威胁。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

的犯罪。必须坚决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严厉打

击，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保护改革开放的成果，维

护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三、坚持矛盾是相互转化的法则，积

极化解矛盾冲突和妥善处置群体

事件，为推进改革开放营造和谐

稳定的社会环境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

面，在地位和作用上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在一

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同样，非对抗性矛盾和对抗

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会

相互转化，互易其位。在构建和谐社会、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要注意处理

人民内部的群体事件和矛盾冲突，化矛盾为和谐，化

对抗为缓和，化冲突为理性。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人民内部群体性事件和矛盾

冲突不断，不能不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群体性

矛盾冲突人群主要是国有企业改制的下岗职工、军队

退役人员、失地农民、务工农民、移民、城市建设中

被折迁的居民群体，等等。当前群体性事件显现出新

的特点：一是规模大，数量多；二是涉及群体多层次；

三是经济利益矛盾突出；四是有组织有计划；五是行

为过激。集体上访、静坐、罢工罢市、堵路、堵桥、

冲击国家机关、围攻执法人员，甚至酿成打砸抢等暴

力冲突。群体性事件增多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侵犯

群众利益。如对被征地农民和被折迁居民经济补偿不

到位。二是社会贫富过于悬殊，两极分化严重。三是

缺乏政策配套措施。四是少数官员腐败而诱发群众不

满情绪。五是少数公务人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处

理问题不公正，引发群众不满。各级党政组织要特别

注意，并以积极的态度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化解矛盾

冲突，理顺和稳定群众情绪。 
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事件，化解矛盾冲突，要从

以下多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建立健全利益保障和协调机制，维护社会

公平。唯物主义承认，人们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的物质利益。特质利益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要建立

健全社会利益保障体系，切实解决好下岗职工、失地

农民、弱势群体的生活生产问题，不能让那些在改革

和城市化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人群的利益受损。

要扩大城乡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线的

范围，让各阶层的群体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政府要

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实现公共产品服务均等

化。要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和发放机制，切实贯彻劳

动合同法，维护农民工权益。要配套和完善有关政策，

协调各阶层利益，防止顾此失彼而引发纠纷和矛盾。 
二是要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

制度，完善信访体系和省长、市长、县长接待日制度，

广泛倾听群众呼 声。要建立民主监督制度，推行政务

公开，将公共权力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要扩大政治

参与，保证公民有合法的政治参与渠道和途径，使公

民的政治愿望、经济诉求、社会权益通过合法的渠道

传达给政府。 
三是要加强群众疏导工作。要创新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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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方法，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宣传群众、疏导

群众、凝聚群众的作用，向群众宣传政策、讲清道理、

陈述利弊，从而达到理顺情绪、消除积怨之目的。大

众传媒，要端正舆论导向，引导社会舆情，反映事实

真相，防止因某件事不正确信息和情况传播而引发公

众不满而导致群体事件和矛盾冲突。 
四是要整顿干部作风。广大干部要切实履行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

好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去掉

官僚主义恶气，深入实际，体查民情。要注意工作方

法，讲究工作艺术，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以疏导为

主，教育为主，切不可简单粗暴。要坚决开展反腐败

斗争，清除党内蛀虫和堕落者，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

以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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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ere to discipline of contradictions to establish a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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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Contradiction provides us with scientific ideological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correctly recognize and 
deal with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u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focal-points doctrine and the doctrine that everything that has two aspects and implement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so as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in an all-round way.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discipline that specific contradictions should be analyzed in a concrete way so as to solve contradictions of different 
qualities with different approaches. We should also adhere to the discipline of transitions of contradictions to digest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in an active way and properly cope with group conflicts so as to establish a stable and 
harmonious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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