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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 1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

的中心工作 1956年的中共八大，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以苏联经验为借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思想探索的第一个里程碑。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主要表现在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中

心工作的科学认识上。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社

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

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

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

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现在，“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

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

此，“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

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

国。”也就是说，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

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

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中共八大对

于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

工作的分析是正确的，它把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综合实力

起点非常低、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落后的这一基本国情突出



出来，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

立后，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

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集中力量去发展

生产力。历史证明，这个科学认识是正确的。这是中共八大

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最重要的贡献。 2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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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2)社会主义社会

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

根本不同的，它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不是对抗性矛盾。 (3)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加

以解决。即通过调整和改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

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地得到巩固

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正是通过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而向前

发展的。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存在状态、性

质、解决途径等的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

社会的学说，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提

供了理论依据。 3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1)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完全

不同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大量的、普遍存在的是人

民内部矛盾。 (2)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是根本利益的对

立与冲突。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

性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我国工人阶级同

资产阶级的矛盾除了对抗性的一面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 (3)两类不同社会矛盾的性

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分清敌我的



问题，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因此，前者要采用

专政的、强制的方法加以解决；后者则要采用民主的、说服

教育的方法。 (4)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

活的主题。 ①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

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还没有完全结

束)，我国社会大量表现出来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

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②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目的，或者说是其出发点和归宿

点，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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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正确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方针、政策。其中主

要有：对于政治思想领域内的人民内部矛盾，实行“团结批

评团结”的方针，坚持讨论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对于物质利

益、分配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

方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对于人民群众

和政府机关的矛盾，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努力克服官僚

主义，同时也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对科学文化领域内

的矛盾，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自由讨

论和科学实践、艺术实践去解决；对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

间的矛盾，实行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下的“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于民族之间的矛盾，实行民

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方针，等等。 背诵提示： 可能常出的一

个辨析题是：为什么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

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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