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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5_85_B1_E4_c25_495530.htm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全党整风 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

主义国家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相继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

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匈事

件对中国也有一定影响。1956年秋冬，在农村、工厂、学校

都出现了一些“闹事”的情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

加上经济建设中冒进倾向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一些社会矛

盾突出起来。这样，从借鉴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历史

教训入手，总结自己的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

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着重思考

的重大课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社

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

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

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

得到解决。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

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

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

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

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

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毛泽东这篇

讲话及随后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党内和广大

干部、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实际上为全党整

风作了积极准备。 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

指示。随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

、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

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在整风运动中，群众提出的意

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益的，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毛泽

东看到一些关于整风的报道后指示:“不整风党就毁了。”开

展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

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的意见外，也有极少数资产阶

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

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

，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

，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极力抹煞社

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

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异常现象，不能不引起党的高度警觉

，并被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

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

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进行。 从新中

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七年里实现这样

深刻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反

应。反抗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中国



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实际

上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

路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批判和反击是必要的，也是

正确的。但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在国内毕竟只是极少数。

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

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

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派斗争

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

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党的指导思想

开始出现“左”的偏差。毛泽东在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八

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

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

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这一论断，并认为我

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

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

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

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

这就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

，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

。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

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

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

速度问题。党在这两大问题上一度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

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