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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关于社会矛盾话语体系的整体性构建

◇谢海军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话语历史

演进的脉络

（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

话语的探索

1.把判断中国国情作为阐释社会矛盾话语构建

的依据和前提条件。在正确阐释中国社会发展阶段

和国情的基础上，科学判断中国革命时期社会主要

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伟大创造。

认清中国革命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和国情是科学判断

中国社会矛盾的前提条件、依据和基础。认识中国

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国情，核心是认清中国社会性

质。经过两次大讨论，中国共产党科学地提出了新

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科学论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主要任务是解决人民大众与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

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从而为科学阐释中国革

命时期革命主体、对象、动力、目标等提供了依据。

2.把主要矛盾作为贯穿解决中国革命时期社会

矛盾的主线。首先，中国共产党从哲学认识论高度

创造性地阐释了主要矛盾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中

的功能和地位，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科学判断主要矛

盾提供了方法论。抓住主要矛盾来解决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各种复杂社会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灵活运

用唯物辩证法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

国革命时期复杂矛盾的主线。

其次，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主要矛盾的方法论，

科学判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

矛盾，从而正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时期，中国社会

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

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中国共产党又不

拘泥于本本主义的束缚，根据历史条件变化，灵活地

分析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调整党的路

线、方针和政策。

3.社会革命是解决纷繁复杂社会矛盾的主要手

段。社会革命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社会革命是指

社会领域的历史性变革，广义社会革命是指包括政治

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历史性变革。本文语境

下的社会革命是指广义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中

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基石。

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革命既包括摧毁国民党统治上

层建筑、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政治革命，还包括社会领

域的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汲取了孙中山先生

领导辛亥革命的教训，彻底摧毁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

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上层建筑。中国共

产党在完成政治革命的同时，通过土地改革和三大改

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的伟大社会革命。

4.通过自我革命增强中国共产党解决社会矛盾

的能力。中国共产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延

安整风运动等形式，以刀刃向内的精神，发扬批评与

自我批评的精神，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批评与自我

批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实现浴火重生。通过自我革

命增强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凝聚力和战斗力，提升

了中国共产党自身抵御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也

提高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种复

杂社会矛盾的能力。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话语

的构建

首先，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从哲学方法论高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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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矛盾普遍性的原理，提出了社会主义存在矛盾，正

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向前运动和发展，纠正

了斯大林长期不敢公开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错

误认识。

其次，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提出了社

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观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基本

矛盾范畴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话语，同时，澄清了

社会主义和私有制社会制度下基本矛盾具有性质不

同的区别。这样既承认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其它

社会形态基本矛盾存在着普遍性，又指出了社会主

义基本矛盾和私有制社会基本矛盾在性质上的不

同之处，从而把社会主义矛盾和资本主义矛盾区别

开来。

再次，在“社会主义存在什么样的矛盾”问题上，

创造性地提出了根据矛盾对抗性与非对抗性标准，

区分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

盾。毛泽东把矛盾的政治属性作为首要标准，把社

会矛盾区分为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对

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同时，又辩证看待两种性质矛盾在特定条件的相互

转化，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的灵

活性。

最后，在“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上，提出

了依据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分别对敌人实行专政和

人民内部开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进行处

理。同时，在不同类型人民内部矛盾上也提出了各

自不同的具体处理方法。分类处理不同类型社会矛

盾，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纷繁复杂社会矛盾的工作

方法之一。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

论话语的创新

首先，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政治

立场上，构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观，先后提出

了“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人为本”和“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等新范畴，把人民群众最直接、

最关心的利益问题，作为处理社会矛盾的立足点和

出发点，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

会矛盾政治立场的新内涵和新蕴意。

其次，打造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新的标识性话

语范畴。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人民

利益矛盾”“改革发展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社会治理”“总体国家安全观”等新概念和新范

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矛盾观的标识性范畴，作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话语的基石。

这些新的概念范畴，超越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政治

类概念范畴，形成更为多元化的利益性、社会性的概

念范畴，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理论话语

的概念谱系。

再次，依据时代和实践变化，提出了新时代社会

主要矛盾的新论断。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恢复

并完善了党的八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观点。同

时，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呈现出的阶段性特

征，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新变化和新

特征的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多元化的观点。

最后，在“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上，

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发展了社会主

义社会矛盾观。在矛盾认识论上，提出了处理社会

矛盾的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在矛盾方法论上，提

出了“整体性”和“重点论”，既要从矛盾整体性、关联

性和系统性上把握矛盾，又要抓住全局性、关键性矛

盾。在矛盾演变态势上，提出了我国长期处于“战略

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辩证论断。在矛盾重点

论上，通过改革和发展协同发力，把社会基本矛盾和

主要矛盾作为全局性、关键性矛盾进行解决。在矛

盾治理环节上，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风险防范与应急

管理相结合。在矛盾治理手段上，从侧重行政手段，

向经济、法律、教育、心理等多元手段综合施策，同

时，突出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功能和作用。在

矛盾治理方针上，从过去单纯的矛盾化解向社会治

理制度构建，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大格局带

动矛盾化解。在矛盾治理目标上，提出了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使社会成为既充满活力又拥

有良好秩序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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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话语演进

的阶段性特征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

矛盾话语构建的基本特征

首先，阶级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解决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从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的时空场域中，人民大众与官僚资产阶级、封建

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阶级矛盾是所有矛盾的

总根源，阶级斗争的暴力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改变中

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推翻三座大山、解决各种社会

矛盾的根本手段。

其次，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矛盾话

语构建最鲜明的属性和本质特征。无论是中国共产

党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推翻三座大山的暴力革命

和阶级斗争、改变中国社会关系的土地革命，还是中

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无不显示出新民主主义时期

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话语构建的革命属性。

再次，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构建了若

干标识性的革命话语范畴，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

社会矛盾话语的基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

导集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构建上，形成了若干

中国特色革命话语范畴，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

重要基础概念。如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枪杆子里面

出政权等话语，既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中

社会矛盾的话语范畴，又是指导中国革命解决复杂

矛盾的实践指南。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

盾话语构建的基本特征

首先，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话语生成场域是社会

主义改造完成后开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理论产

物。因此，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既有开启社会主义建

设探索的话语属性和特征，又不可避免遗留有社会

主义过渡时期的话语特征。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

始，社会主义阶级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利益关

系等属性和矛盾还没有完全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理

论话语不可避免受到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

社会关系、阶级关系、利益关系的制约。

其次，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话语的政治属性凸

显。贯穿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话语有一个内在属性，

就是政治属性。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关于两种性质矛

盾话语的区分标准，两类矛盾话语属性，两类矛盾性

质的转化，两类矛盾的处理方法，均贯穿着政治属

性，即敌人—人民两分法。

再次，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话语打造了新的标识

性概念。人民—敌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

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社会矛盾话语范

畴，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构建的话语基石，又是人

民内部矛盾理论区别于其它社会矛盾理论的显著标

志，同时，还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

气派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话语的标志性成果。

最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话语从革命性向政治

性转变。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疾风暴雨的暴

力革命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最突出的话语特征

就是从革命性转向政治属性的凸显。以政治属性为

统领，同时伴随着思想、利益等次要因素。尽管人民

内部矛盾政治属性凸显，但并不是政治属性遮蔽和

排除了其它属性。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话语属性并不

是完全单一属性，而是以政治属性为统领，兼顾人民

性、利益性、思政性等要素。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话语

构建的基本特征

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话

语构建的实践场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现代化建

设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

由此导致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话语实践场域从

社会主义建设场域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场域转

变，由此带来改革开放后社会矛盾发生了一系列具

有新时期和新时代特点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关

于社会矛盾话语构建在守正创新中，既继承人民内

部矛盾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根据话语实践场

域的变化提出了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话语相区别的

新话语形态。

其次，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的

话语属性从政治属性向经济属性为主兼顾社会、法

律、利益要素的综合性属性变化。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发展战略，导致我国社会矛盾政治主导性向经济

主导性转变，社会矛盾的话语属性呈现出利益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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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矛盾属

性是人民利益矛盾，特别是大部分属于物质利益矛

盾，而不是政治利益矛盾。在宏观上表现为分配制

度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矛盾，在中观上表现为城乡、区

域、群体、职业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微观上表现为个

人之间或者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全面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以及强调法治化解社会矛

盾权威作用，体现出社会矛盾治理的法律属性。注

重社会建设，关注民生领域的社会矛盾，以及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都蕴含着矛盾的社会属性。

再次，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内涵上提炼了若干

规律性的经验。关于社会主义矛盾治理的理念和

价值取向，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以

人民为中心”的矛盾治理理念，成为贯穿认识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红线。根据社会发展动力

和平衡机制，提出了“改革发展稳定”的规律性经

验。在社会矛盾治理上，从“管控”“管理”到“治理”

的路径演进，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秩序。在矛

盾治理手段上，从过去单一治理手段为主，到源头

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和依法治理的转变。

三、贯穿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话语

体系的共同要素

（一）百年来贯穿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话语

构建的主题

百年来贯穿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话语构建

的主题就是中国社会是否存在矛盾、存在什么样的

矛盾和如何处理社会矛盾。当然，这一主题可以划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关

于中国社会是否存在矛盾、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和如

何处理社会矛盾的争议，是区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

试金石。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人民

大众与三座大山之间的压迫和剥削的阶级矛盾异

常尖锐，通过革命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成为党内

共识。

第二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的

主题发生了变化，贯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

放时期的主题，是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矛盾、存在什么

样的矛盾和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尽管人民

内部矛盾理论运用矛盾普遍性原理解决了“社会主

义是否存在矛盾”的争议，但“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如

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会

呈现不同阶段性特征，并将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全

过程，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

（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话语构建

的主线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

史时期，面对社会矛盾纷繁复杂的局面，抓住不同时

期的关键性、全局性矛盾，来带动其它社会矛盾解

决。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

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通过暴

力革命，推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通过土地

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通过三大改造建立生产

资料公有制，为生产力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抓住

新民主主义时期主要矛盾，通过解决人民大众与官

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主要

矛盾，为基本矛盾解决提供条件和路径。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抓住基本矛盾和主要

矛盾两条主线，协同发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

断完善。通过改革来解决不适应生产力的经济基

础，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为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提供动力机制。同时，通过发展来解决社会主要

矛盾，以主要矛盾解决带动其它社会矛盾解决，同

时，为社会基本矛盾解决提供了条件。增强解决基

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使改

革动力和发展牵引力之间协同、相互发力，实现帕累

托最优。

（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认知的属

性与特征的变迁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面对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

社会实践，关于社会矛盾话语属性认知存在着重大

的差别。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

盾话语属性的核心维度是革命属性。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属性特点是政治属性。改

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话语属性是利益

属性，特别是物质利益属性。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话

语特征以革命话语为核心，向外散射着阶级话语、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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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话语、政治话语等内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

内部矛盾理论话语特征从革命话语向政治话语转

变，同时，兼顾人民话语、民主话语、思政话语。改革

开放后，由于社会矛盾复杂化，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

矛盾话语特征，从政治话语向利益话语核心转变，同

时，兼顾物质利益话语、社会治理话语、政治话语，形

成复合型话语内涵。

社会矛盾话语属性与特征变迁，折射出社会矛

盾话语背后的中国社会实践变化。从革命话语到政

治话语再到利益话语变迁，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

和改革开放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及其伟大实践。革命

话语反映出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异常

尖锐，暴力革命是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不二选择，是

对倡导“告别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回应。政

治话语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社会主要矛盾

变化下大规模阶级斗争的隐退，人民性话语的上升，

革命话语的惯性还没有完全退场。利益话语的出场

并占据主流舞台，显示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世

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梦为目标，物质利益话语成为社会

矛盾发生发展的主导范式。

（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守正创新中形成三种

社会矛盾的话语形态

纵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话语的

阶段性变迁与整体性构建，在社会矛盾话语变迁中

存在继承与发展两条脉络。继承性就是中国共产

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贯穿着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的变迁。发展性

就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实践和改革不同历史时

期，依据中国国情和社会实践重大变化，形成了具

有不同理论形态的社会矛盾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社

会矛盾话语、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矛盾理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矛盾话语包括：对半殖民半封

建社会性质的基本国情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

社会矛盾的基础和条件。人民大众与官僚资产阶

级、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

和的阶级矛盾。暴力革命是改革中国社会性质、实

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途径。改变上层建筑

的政治革命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社会革命是解

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抓住主要矛盾，并根据时

代背景变化调整主要矛盾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及时

调整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处理纷繁

复杂社会矛盾的主线。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既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社会矛盾的理论成果，又不同于苏共关于社会主

义社会矛盾的话语，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原创性使

其达到了同时代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高

峰。至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政治性凸显，缺少利益

属性，处理社会矛盾的法律手段不足等，与社会主义

制度刚刚建立，经济关系、利益关系矛盾还没有充分

暴露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来

苛求当时理论成果的完整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人民内部矛盾理

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基础上，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形成了既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一脉相承又

有重大区别的社会矛盾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矛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

在话语生成的场域、话语属性、话语特征、话语内涵

等方面有其独特性创造。特别是在如何认识社会主

义社会矛盾、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上有

原创性的发展。

总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话语体

系的构建，呈现出三种不同社会矛盾话语形态，体

现出社会矛盾不同的阶段性成果，折射出不同社会

矛盾话语生成场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依据，又贯穿

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继承性，形成了

社会矛盾话语主体、主线、变化方式等整体性宏大

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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