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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矛盾理路话语体系是执政的共产党

基于一定时代背景和实践场域，在关于社会主义矛

盾的立场、方法、理论上，打造标识性的概念、范畴，

提出新的立场和研究范式，形成了系统性、逻辑性

的理论观点的综合表达。因此，社会主义矛盾理论

话语体系创新，不是零碎的、片面地，而是要在矛盾

生成场域、矛盾立场、研究方法、理论观点上，打造

标识性概念、范畴，为话语体系研究奠定坚实的理

论基础；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实现方法论的变革；诠

释新的理论观点，构建自主性、原创性的理论体系。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矛盾话语体系构

建的两个理论出场形态

首先，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矛盾话语体系

构建的第一个理论出场形态，即人民内部矛盾学

说。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与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

体系，体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话语体系中概念、

范畴的标识性特点，研究范式的恢复与重构，主要

理论观点的原创性贡献，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

一是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话语构建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的概念、范畴等标识性话

语基础。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区别于西方和其它矛

盾理论的显著标识性话语概念有：人民内部矛盾、

敌我矛盾、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社会基本体系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团结—批评—团结等原创性的范

畴，这些概念和范畴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矛

盾理论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石。二是社会主义矛盾

理论话语的研究范式上，开创了新的研究方法。三

是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上提出了系统性、内

在逻辑的理论观点。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

代中共领导集体创立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初步构

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矛

盾理论话语体系。

其次，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人

民内部矛盾学说，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

矛盾话语体系的第二个理论出场形态，即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矛盾理论。主要内容有：

一是在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体系的基础概

念、范畴谱系上，构建了从过去单一政治属性的概

念、范畴，向利益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等多元

属性的概念、范畴谱系转变。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诸

多概念、范畴的共性是政治属性导向，而改革开放

后随着以经济为中心发展战略的确立，中国共产党

打造了以利益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为主导，辅

之于政治属性，具有多元属性新的标识性概念、范

畴多样谱系。二是在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的治

理理念有诸多新论断。三是社会主义矛盾治理的

方式和手段上提出了若干新观点。四是以改革开

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为场域，形成了既继承人民内

部矛盾学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区别于人民内

部矛盾学说话语体系特征，同时具有内在逻辑和系

统性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理论。在社会

主义矛盾治理话语概念和范畴、矛盾治理理念、矛

盾治理策略和手段、矛盾治理体制机制、矛盾治理

目标上，形成了系统性、内在逻辑的新范畴新理念

新观点，是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话语体系的创造性

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矛盾话语体系的

第二个出场形态，初步形成了改革开放时期，具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矛盾理

论话语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理论。

习近平对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体系的
创新性发展

◇谢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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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社

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的新发展

（一）在方法论上提出了矛盾整体性、关联性和

协同性的范畴

首先，矛盾整体性、关联性和协同性的方法论，

提升对矛盾的全局性及内在关系的把握。矛盾整

体观拓展了矛盾两点论的观点，从矛盾关联性视

角，对不同矛盾要素不仅要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

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等两点论认识和处

理矛盾，而且把所有的矛盾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

行整体性把握。打破了仅仅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

盾或者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矛盾的两点论视角，从

矛盾不同要素的整体性进行分析，统筹“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矛

盾整体性战略思维的实践体现。

其次，注重矛盾的整体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统

一，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在全面深

化改革中，习近平特别强调矛盾整体论和重点论的

统一性。一方面，注重矛盾化解的整体性，协同性，

防止矛盾化解的单兵突进。另一方面，又注重矛盾

的“重点论”。

矛盾“整体论、关联论和协同论”的内涵上，比

矛盾“两点论”更全面和系统地看待矛盾内在关系，

其内涵超过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

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两者对称性，打破了仅从主要

矛盾和次要矛盾或者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

视野，而是从矛盾整体性上来观察和认识矛盾，依

据矛盾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把所有相关的

矛盾要素作为一个整体认识和治理矛盾，丰富了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矛盾认识论和方法论。

（二）在矛盾认识论上提出“问题意识”和“问题

导向”新概念

首先，“问题意识”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

辑起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各种前所

未有的风险与挑战，习近平强调要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分

析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复杂问题和挑

战。习近平娴熟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中矛盾

普遍性的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了认识矛盾中的“问

题意识”。

其次，问题导向就是在认识和解决矛盾过程中

直面矛盾，把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有机统一。正是

具有这种直面矛盾的政治勇气与担当，习近平才能

辩证分析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机遇期，既面临机遇，

也遭遇重大风险挑战，客观、全面地认识各种纷繁复

杂的社会矛盾，从而为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创造了

前提条件。

（三）在“社会主义存在什么样矛盾”层面上提

出了新观点

1.在社会主义矛盾存在和变化条件维度上，提

出了新时代历史方位的新论断。历史方位与发展

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

认识基本国情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1987

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

立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方位。经过改革开

放4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

情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

盾发生了新转化，形成了主要矛盾存在历史方位新

变化与社会主要矛盾新转化的互动关系。

新时代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表明我国现代化

建设总的发展阶段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

史范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发生根本

性质变化。同时，又根据事物的运行变化规律，提

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打破了过

去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单一性和同质性的认识，

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划分为性质相同但

其特征又有所区别的若干发展阶段。从理论上丰

富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涵认识，发展了

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发展

阶段的深化探索。

2.在社会主要矛盾维度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

盾新变化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内

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要

矛盾的经典性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是

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任务、党的基本路

线和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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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这是改革开放后对社会主

要矛盾新的科学判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

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成果。显示出以习近平为核

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社会基本

矛盾的发展规律，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呈现阶段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在新时代历史方位的

精确判断基础上，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

变化，区别了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在某一个发展阶

段呈现出单一形态，而是可以有多元的矛盾表现形

式，把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拓展

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认识。

3.在矛盾的全局维度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

观的新范畴。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在观察中

国现代化建设中统筹国内与国外两个大局，深刻洞

察中国矛盾的整体性、关联性和协同性上，提出总

体国家安全观的新观点。

一是阐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习近平

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了过去狭隘的社会矛盾

观，把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结合起来，把矛盾的价

值属性、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军事属性、文化属性

和社会属性集合起来，构建了人民性、政治性、经济

性、军事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多元安全和稳定观。

二是从矛盾整体性、关联性和协同性上，统筹

国内与国外、传统与非传统、发展与安全问题、自身

与共同安全，凸显安全的整体性，凸显国家安全的

多维度多视角的观点。

4.在矛盾预防维度上，实现了从应急与危机管

理到风险治理的构建。习近平准确把握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注重

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从国内与国外更为

宽广的世界视野，发展应急与危机管理理念、体制

机制的内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风险观。

一是在认识和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矛盾中，实现了从应急管理理念到树立风险和忧患

意识新理念的转变，体现出矛盾治理的源头思维和

底线思维。习近平提出要把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

贯穿和指导应对和处理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经济

风险、文化挑战、环境污染、网络舆情等各种纷繁复

杂的挑战中。

二是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

化建设面临重大风险的内涵。从风险的空间维度，

把国内风险与国际风险联系起来，拓宽风险的国际

视野。从风险要素结构维度，从过去经济风险、金

融风险、政治风险，拓展为除了上述传统风险之外

的文化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社会风险、军事风险，

构建了全方位、多领域的风险结构。

三是从矛盾的关联性上，提出我国孤立风险易

演变为风险综合体的观点。

（四）在“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矛盾”层面上提出

了矛盾治理的新方式

1.在强调综合治理前提下，强调矛盾治理的法

治思维方式和权威性。首先，在处理矛盾的理念

上，提出了法治思维方式，把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

的功能从过去的工具层面提升到理念层面。改革

开放后，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提出了“依法

治国”的基本方略，强调运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

盾，着眼于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方式等具

体工具层面。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治国理政新

思维新理念新战略中，注重目标导向。在矛盾治理

的法治层面，除了继承传统的多元治理手段外，特

别强调法治化解社会矛盾的思维和理念，把法治在

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功能从工具层面到理念层面的

相互贯通。

其次，在强调社会矛盾综合治理的同时，强调

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的权威作用，提升了法治在化

解社会矛盾的地位和功能。

2.在矛盾治理的体制机制上，实现了从社会管

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首先，在矛盾治理理念上，

提出了从管理到治理理念的转变。从过去社会管

理创新到社会治理的创新，意味着习近平社会矛盾

治理理念的重大创新，意味着治理理念的革命和飞

跃。

其次，注重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在社会

治理体制上，比社会管理体制范畴的内涵上增添了

“法治保障”的新内容”。在社会治理格局上，提出

了共建共享共治的治理格局。在社会治理手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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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增强社会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社会

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3.发挥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改革动力和发

展牵引力的整体与协同性。首先，习近平完善了基

本矛盾在社会矛盾治理的作用，通过改革为解决社

会基本矛盾提供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为核心党中央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破解中国发展

难题的决定性一招。肯定了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

整个矛盾体系中起着全局性、决定性作用。

其次，提出了通过发展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

供牵引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之间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又有特殊

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

立社会主义，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更加

突出，特别是落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性制约作用

更加凸显，这是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

盾根本依据。

第三，理清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

功能及其辩证关系，提出了改革动力与发展牵引力

协同发力来化解社会矛盾。当前我国纷繁复杂的

社会矛盾，从根源上产生于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

基本矛盾的方方面面的外在表现。通过改革动力

来消除社会基本矛盾的障碍，可以从根源上解决社

会矛盾。同时，社会主要矛盾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

中体现，通过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可以有效化解各种

社会矛盾。因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纷繁复杂

矛盾的背景下，单一改革或者发展都不能很好解决

社会矛盾，需要通过改革与发展的协同发力，为解

决社会矛盾提供动力和牵引力。

4.创新新时代矛盾治理的手段和方式。首先，

从矛盾源头防控上，强调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

提高风险化解能力、完善风险防控机制，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针对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矛盾凸

显期、经济换挡期，分析和判断我国复合性风险表

现为：显性与隐性风险、国内与国外风险、一般与重

大风险，呈现出交织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体现出习近平关于社会矛盾治理中的源头治理、底

线思维、风险思维等新理念。

其次，社会治理的重心下移，强调矛盾基层治

理。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是基层社会矛盾预防与

化解，我国社会矛盾治理的薄弱环节在基层。通过

治理重心下移，将人、财、物向基层倾斜，夯实城镇

基层社区治理和农村村级治理，使社会矛盾在基层

提前防范，在萌芽状态早发现，及时化解在基层，避

免矛盾扩大、蔓延和升级。

然后，在矛盾治理手段上，把顶层设计与基层

实践结合起来，注重吸纳治理手段创新的经验。党

的十八大之后，在矛盾治理手段上，鼓励基层群众

进行矛盾治理的创新，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

发现、吸纳、总结和提炼基层经验创新，先后总结和

推广“网格化治理”、“精细化治理”、大数据治理、

“互联网+”和社会“微治理”等治理手段的创新。

最后，在矛盾治理的策略上，根据矛盾整体性、

关联性和协同性等特点，打破了过去单一治理策

略，无论是在矛盾治理的手段上、矛盾治理环节上、

矛盾治理方式上，强调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提

出了社会治理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

源头治理”。

总之，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体系

的创新性发展，涵盖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中，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场域，贯穿着“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矛盾，存在什么样

矛盾，怎样处理矛盾”的主线，凸显出“认识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关系，打造了问题意

识、问题导向等标识性范畴，提出了矛盾整体性、关

联性和协同性的方法论，在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等

方面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构建了新的系统性、逻辑

性的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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