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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2021_2022_2009_E8_80_

83_E7_A0_94_c73_532180.htm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社会

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1957年2月，毛泽东

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第一

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提出了正确区分

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1998年理科论述题第28题

、2001年理科单选题第9题考查过)。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

矛盾和发展动力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

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

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在矛盾

的性质、矛盾运动的特点和解决矛盾的途径、方法等方面有

着本质的不同。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

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

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则完全是另外一

回事，它不是对抗性晦矛盾，矛盾双方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然而，

它 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矛盾

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是既椭适应又相矛盾。这些

不相适应而相矛盾的方面，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可

以通过社会主义镧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

，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范围内加以解决；解决豳方

式方法，就是通过调整和改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



同经济基础不适应的方面，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

完善。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之所在，也是社会

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二)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

会矛盾 1．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毛泽东在

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社

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质社会矛盾的学说。其要点是： 社会主

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社会矛盾。

这两类社会矛盾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

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

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

，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毛泽东特别指出，在我们国家里，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在社

会主义学说史上是第一次。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民族资

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具有对抗性的，但是，中国

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终于将这种对抗性

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民族资产阶

级问题，通过和平赎买顺利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 2．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两

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有根本的不同。敌我

矛盾是分清敌我的问题，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来解决

；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

育的方法，也戳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

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进一步提

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诸如，在

经济上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政治上中国

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文化



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毛泽东强调，在处

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必须树立“统筹兼顾、适当

安排”的思想(2004年多选题第22题考查过)。 (三)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在论述两类不同

性质的社会矛盾基础上，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指出当时提出划分敌我矛盾和

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其目的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

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社会主义新制度，建设社

会主义新国家。在这里，毛泽东明确表达了要把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其出发点或归宿就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

会主义事业服务。 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有着十分迫切的指

导意义，而且对于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有着相

当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总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

基本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它对社会主

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存在状态、性质、解决途径等进行的深

刻论述，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

基本矛盾，引导人们在实践中努力探寻正确、有效的方式方

法去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

规律，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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