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2 卷第 1 期
2018 年 2 月

摇 北摇 京摇 教摇 育摇 学摇 院摇 学摇 报
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Vol. 32 No. 1
摇 Feb. 2018

收稿日期:2018-01-28
基金项目: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阶段性

成果。
作者简介:汪亭友(1968—),男,安徽无为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挂职),博士生

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社会主义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E-mail:rmdxwty@ 163.
com;丁摇 晨(1995—),男,浙江宁波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研究;裴亚男(1997—),女,山西晋城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法摇 学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涵和重大意义

汪亭友, 丁摇 晨, 裴亚男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摘摇 要: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判断、新概括,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内容,也
是这一思想赖以形成并确立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根据。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初级

阶段的基本国情,也没有改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 因此,要从变与不变、部分质变与总体量变的

辩证统一中,正确理解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与初级阶段国情没有变之间的关系。 为此,党
的十九大围绕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一系列战略安排和重大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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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

的十九大的灵魂和旗帜。 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理论成果的创立,明确了当代中国新的历史

方位,规划部署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根本任务、战略安排,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一、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判断、
新概括,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重要内容,也是这一思想赖以

形成并确立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根据

摇 摇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新的时

代必然催生新的实践,新的实践必然产生新的思

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党

的十八大以后的五年实践中形成、党的十九大加

以确立的,全国人大第十三届一次会议确定为国

家的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赖以形成并确立的实践

基础和理论根据,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

变化,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
中共中央做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

化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是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一方面,经过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

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

进入世界前列。 据统计,我国自 2010 年已经是世

界第二经济大国。 货物进出口和服务贸易总额均

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增加值连续 7 年居世界第

一位,基础设施建设部分领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工农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220 多种主要工农业

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种种情况表明,我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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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

本性改变。 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

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彻底改变了一穷二白

的落后面貌。 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

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也出现了前所未

有的变化,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迈向强起

来的巨大飞跃,中华民族开始以崭新姿态屹立于

世界的东方。 此时再沿用 60 多年前新中国建立

之初和 30 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落后的社会生

产冶的表述,已经不符合我国社会生产能力的

实际。
另一方面,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

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我国有 7 亿多人口摆脱贫困,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超过 8000 美元。 在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的基础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
期盼着有更好的教育、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

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

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不

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
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

增长,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公平意识、法治意识、
参与意识、监督意识等在不断增强。 种种情况表

明,再只讲“物质文化需要冶已经不能真实全面地

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影响和制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有

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这是

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制约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其他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

这个问题造成或派生的。
因此,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方面看,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都有了新的变化,需要从实际出发做

出新判断,给出新概括,以利于进一步明确党和国

家的主要任务和努力方向,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这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重要标志,是关系全局的

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十九大提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

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主张大力提升发展

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

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并没有改变

我国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也没有

改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

摇 摇 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

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

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12 这个判断

是清醒的、科学的。
一方面要看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的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

的历史性的变革,特别是近五年取得全方位的、开
创性的成就,发生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 我国

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也在显著提升,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 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

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依然存在许多制约国家

和社会发展的因素、难题、短板,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突出。 比如,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
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

保护任重道远,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
在民生、社会、法治、意识形态、党的建设等诸多领

域,也存在着许多亟待处理和解决的问题。 实现

国家的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仍然有较长

的一段路要走。
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不仅在经济、科

技、军事、人才、资源等硬实力方面存在较大的差

距,在教育、文化、话语传播的国际影响力等“软
实力冶方面也有不小的距离。 比如制造业,中国

从 2010 年开始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国,
但大多数产业尚未占据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我
国仍不是世界制造强国。 我国虽是经济大国,但
还不是经济强国,2016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GDP)仅占世界排名的第 69 位,相当于美国

的 15% 、 英 国 的 18% 、 德 国 的 20% 、 法 国 的

22% 、日本的 26% 。 我国是教育大国,但还不是

教育强国。 据国际权威机构的最新数据,中国

大陆能排进全球前 50 名的大学只有两所,能排

进全球前 200 名的大学只有 4 所。 世界排名前

50 名、前 100 名的大学基本都在欧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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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军事

等领域长期占据优势的状况,短时间不会有根

本的改变。
正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没有变的

基本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号召全党要牢牢把握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努力把我国建

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习近平还特别指出,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
居安思危,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

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15

三、要从变与不变、部分质变与总体量变

的辩证统一中,正确理解我国进入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与初级阶段基本

国情没有变之间的关系

摇 摇 矛盾是推动事物和社会变化发展的根本动

力。 在新旧矛盾的克服、转换与更替中,事物和社

会的主要矛盾也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转变,推
动事物和社会发生量变到质变的演进。 这是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事物和社会

变化发展的基本法则。 当然,事物和社会的质变

不是一下子完成的,需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部分

质变再到整体质变的过程。 它是变与不变的有机

统一。 毛泽东曾经在《矛盾论》中谈到,在事物发

展的长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的情形往往相互区

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

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

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

式冶,“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 如果人们不

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

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冶 [2]

我国社会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是我们不断克

服解决社会矛盾的结果。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社

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但在不断发展的生产力

的推动下,作为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的主要矛

盾发生变化是必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经历着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阶段性特征的

部分质变。 总的量变过程是指整个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 阶段性特征的部分质变有两个时期。
一个是从 1956 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

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前夕,这是初级阶段发生量变

到部分质变的第一个时期。 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

础上,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

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确立并完善了社

会主义制度,巩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

权,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

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

实的物质基础。 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的社会主

义建设走了弯路,没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落后的

面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就没有发生根本的转

变。 这一时期的部分质变主要体现在生产关系和

上层建筑领域,但也为此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奠定了政治、制度、思想和物质基础。
另一个是从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2012 年党的十八大,这是初级阶段发生量变到

部分质变的第二个时期。 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

放。 这一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

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人民

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

著提高,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

迈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

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
在以上两个阶段性部分质变的基础上,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开始发生变化,并向新的方面转变。
这个变化是相对于初级阶段前两个时期的变化,
是在过去 60 多年总体量变与部分质变基础上的

又一次质变。 这个质变,同前两个时期的部分质

变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因为矛盾的主要

方面依然在生产领域,归根结底是不发达的生

产力造成的。 这个质变,相对于整个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依然是总体量变过程中的阶段性质

变。 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目标,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发生整体的质

变,要等到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
到那时,不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的变

化,我国社会形态也会发生一次部分的质变,从
初级阶段跃进到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同时,我国

的国际地位也会发生质的变化。 这是社会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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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四、党的十九大围绕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作出一系列战略安排和重大部署

摇 摇 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

标的历史交汇期。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

调,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1]28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内容包括“八个明确冶和“十四条坚

持冶,并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对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分两个阶段作出战略

安排。 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

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
这一战略安排将两个百年之间的 30 年细化

为两个阶段,每个阶段 15 年,刚好是三个五年规

划时间,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奋斗目标,也加快了

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步伐。 这一战略安排是对

“三步走冶发展战略目标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深化和拓展,既体现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

绘到底的坚定决心,又具有极强的前瞻性、引领性

和可操作性。 这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

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

年冶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瞻远瞩地

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目标,充分

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前所未有的高度自信、敢于

担当的精神和坚定决心,是亿万人民迈向新时代

的“大国方略冶。
新时代战略目标的提出,既基于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变化,适应这个变化,又服务于解决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 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就是实

现新时代战略目标的过程,两者是一致的,是辩证

统一的关系。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这一

全局性变化,以及着手解决这一矛盾,党中央除了

提出上述战略外,还提出了实现这一战略的指导

思想,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引下,十九大报告就如何解决新时代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推动人的

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在经济、政治、文化、民
生、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进祖国统一、
坚持和平发展、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提出一系列

的战略部署。
比如根据我国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国情,强调

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

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十九大报告围绕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六个方面作出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务新举措。
这些决定都将有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建设实

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

的产业体系,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

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

创新力和竞争力。
与物质文化需要相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

内容更广泛。 它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硬需要冶,
还包括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软需要冶。 这

些都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组成部分,而且还

会随着我们的发展进步而水涨船高。 所以党中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始终把人民

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努力让改革发展的成

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十九大把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基本方略,强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在我国

改革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摇 摇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对于我国改

革开放进程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

义。 一方面,它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

革开放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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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

2007 年的近 30 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由 3645 亿元增长到 24. 95 万亿元,年均实际增

速为 9. 8% 。 这一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

长率的 3 倍多。[3] 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在世界

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少有的。 受世界经济低迷和

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中

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12—2016 年分别

增长了 7郾 65% 、7郾 67% 、7郾 4% 、6郾 9% 和 6. 7% ,
但仍然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和主要经济

体的增速。 2016 年,中国重夺全球主要经济体

增速第一的位置。
快速增长使中国的经济体量及在世界中的地

位迅速上升。 1978 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

第十位;2008 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 年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 年中国

GDP 首次超过 10 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之后第

二个迈入 10 万亿美元的国家。 据世界银行的报

告,2016 年中国 GDP 总量达到 11 万亿美元,相当

于美国(18. 03 万亿美元)的 61% ,占到全球 GDP
总量(74 万亿美元)的 14. 84% 。 此外,我国的科

技、国防、教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事业也在不断

跃升,总体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在国际事务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有影响的

世界性大国。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指出:近
年来的民意调查显示,在 22 个被调查国家中的

15 个国家里,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中国将取代或

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领导力量。[4]

另一方面,它昭示了未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的主要任务。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制定党

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的重要基础。 社会主

要矛盾及其转化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 在

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我们党就是透过纷繁复杂的

社会现象来揭示社会主要矛盾,从而科学制定党

在各个时期的纲领和路线。 因此,正确地把握社

会主要矛盾对于发展社会主义至关重要。
中共八大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过

正确判断。 但遗憾的是,八大制定的正确方针没

有被坚持下来,甚至被“以阶级斗争为纲冶的路线

所取代,从而导致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严重曲

折。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确立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1981 年党的十一

届六中全会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

矛盾冶。 这一正确判断为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伟

大决策和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展开

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根据。
在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仍将立足于

我国社会主义仍处在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紧
密结合党的十九大对我国未来发展作出的战略安

排,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新变化,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冶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位一体冶战略布局,坚定四个

自信,保持各项战略、工作、政策、措施的连续性和

前瞻性,一步接一步,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另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为判断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

上,重新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发展的什么

方位,意义十分重大。 其意义不亚于改革开放之

初我们党做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

结论。 可以说,这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是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次定位,是对第一次定

位的校准,使之更为精确的目的是更好更快地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判断方位就得有坐标,就得有纵向上横向上

的参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历

史方位的确立,综合起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的

依据。
从纵向上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站

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

化,社会性质有了部分的质变。 从横向上看,中
国同世界的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

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有信心也有能

力塑造和影响世界,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这个判断依据有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的

表现。 实践层面的依据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
在量的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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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在质的方面,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

的变革。 理论层面的依据就是基于实践基础上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认识和概括。
实践和理论层面的依据本质上是一致的关系。

总体看,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进入新时代社

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的重大判断和重要结论,
是我们党根据变化了的实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正确结

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和重大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准确领会,科学

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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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WANG Ting鄄you, DING Chen, PEI Ya鄄nan
(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

Abstract: Making new judgments and new generalizations about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is also
the practic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is idea.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has not changed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at the
primary stage, nor has it changed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hina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refore, from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change and invariance, partial qualitative change and overall quantitative change, we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of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primary stage of our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For this purpos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a series of strategic arrangements and major deployment to solve the main social con鄄
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鄄
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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