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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8_80_83_c73_645877.htm 核心预测之二：矛盾的普遍性和

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相关知识点 1.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矛

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其含义是：矛盾

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 矛盾

的特殊性是指具体事物所包含的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各个方

面都有其特点。具体包括三种情形：其一，不同事物的矛盾

各有其特点.其二，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阶

段各有不同特点.其三，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矛盾群)以及每

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比如根本

矛盾和非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

面与矛盾的次要方面。根本矛盾贯穿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

规定着事物的性质.主要矛盾是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对

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矛盾的性质

。 2.矛盾的普遍性(共性、一般性、抽象性)与矛盾的特殊性(

个性、特殊性、具体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其同一性表现在

，其一，任何现实存在的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

所以，共性离不开个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另一方面，个

性也离不开共性。其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的条

件下相互转化。在一定范围、时间内是普遍性的东西，在另

一范围、时间内则变成特殊性的东西，反之亦然。其矛盾性

表现在，二者的含义不同.并且矛盾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

的，而矛盾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3.意义 其一，只有

如实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和办法去解决矛盾。所以，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其二，矛盾的共性和个

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是正

确理解矛盾学说的关键。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关系，

既是客观事物固有的辩证法，也是科学的认识方法。人的认

识的一般规律就是由认识个别上升到认识一般，再由一般到

个别的辩证发展过程。 其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

系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的哲学基础，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4.唯

物辩证法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方法 唯物

辩证法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体系

中，矛盾分析法居于核心的地位，是根本的认识方法。 矛盾

分析法包含广泛而深刻的内容。分析矛盾特殊性的方法.“两

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抓关键、看主流的方法.在

对立中把握同一与在同一中把握对立的方法.批判与继承相统

一的方法等，都是矛盾分析法的具体体现。中国古代思想家

和民间所说的“尚和去同”(两点论非只及一点)、“执两用

中”、“举一反三”、“洞悉症结”等，都是人们常用的矛

盾分析方法。 命题角度 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和多样性.商

品生产的二重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商品和货币.剩

余价值规律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的

目的及手段.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示范例题 材料1 马

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

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

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

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

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

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

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

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摘自毛

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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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