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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共产党矛盾治理的系统

性变革

（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体系

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

及治理的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矛盾治

理理论创新，首先表现在矛盾理论话语变革。1956

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在这篇经典文献中开始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社会矛盾治理话语——人民内部矛

盾学说。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不同性质矛盾处理等方

面构建了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的基本话语。时至今

日，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仍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

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的主流话语。

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

中，涌现出大量纷繁复杂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学说

需要随着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矛盾理论的话语创新。随着我国从“以阶级

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社会主义

矛盾话语从政治利益构建，转向经济利益和社会利

益的构建，先后提出“社会矛盾”和“人民内部利益矛

盾”的范畴。此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话语；党的十八以后提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治理话语

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的话语体系从过

去单一政治关系属性为核心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

向政治属性、利益属性、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的复合

型矛盾话语体系转变，形成以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

基础，辅之于社会矛盾、利益矛盾、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和社会治理体系等矛盾谱系为主要内容的话语体

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治理理念创新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治理创

新体现在矛盾治理多元理念上。

1.提出从“以人为本”，到“以人民为中心”的矛

盾治理的价值理念。2003年，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

观，并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作为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党的十九大把“以

人民为中心”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价值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是贯穿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治理的价值立

场。

2.把社会矛盾治理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

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提出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辩证

关系。

3.完善法治化解矛盾的思维方式。从邓小平的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到江泽民

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

略”，特别是习近平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不仅在工

具层面，更重要的是在思维层面，明确提出化解社会

矛盾必须具有法治思维。

4.实现社会矛盾从“管理”到“治理”理念的转

变。围绕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从过去单一的政府主体的

刚性社会矛盾管理理念，向多元主体参与的柔性治

理理念转变，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治理策略和方式的

新发展

1.科学判断我国社会矛盾发展的新态势，为正

确处理社会矛盾奠定依据。从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

规律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规律出发，提出我国既

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的双重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矛盾治理的
系统性创新及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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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转型中既注重经

济快速发展又保持社会相对稳定的经验。

2.从矛盾治理的环节上，提出从侧重事后处置

到事前预防以及矛盾源头治理的方针。改革开放初

期，由于处理社会矛盾策略的不完善，过多从矛盾发

生之后治标进行处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对

社会矛盾认知的深化，强调从矛盾源头治本进行预

防，从源头减少矛盾的发生，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

险。在实践上，探索出地方政府重大决策和重大事

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3.在矛盾治理的策略上，构建了危机管理机制，

弥补了社会矛盾治理的空白。随着我国各种社会风

险的突发性、不确定性、演变迅速性等特征，借鉴国

际风险预警与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在我国加快构

建社会矛盾的风险预警和危机管理体制与机制，形

成“一案三制”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制。风险管理和

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逐步完善，使政府防范和处置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

4.社会矛盾治理手段从过去管理为主转向综合

治理手段，同时，注重充分发挥法治在社会矛盾治理

中的权威作用。我国社会矛盾治理坚持综合治理，

从过去注重单一管理向法治、行政、经济、调解、心理

疏导等综合治理方式的转变，同时，注重法治化解社

会矛盾的权威作用。我国信访实行的诉访分离就是

坚持运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创新。

5.注重把以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作为社会矛盾

治理的源头和重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生问

题凸显，以民生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建设，成为关

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也是社会矛盾多发和

易发之地。注重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

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6.从注重维稳转向维稳与维权有机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注重“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

理、维稳是硬任务”，后来逐步异化为“刚性维稳”和

压力性维稳体制，造成越稳越不稳的怪圈。进入新

时代后，我国打破传统维稳与维权的对立，提出维权

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把维稳与维权有

机集合起来。

7.社会矛盾治理从粗放型向精细化治理，社会

矛盾治理重点下移。随着对社会矛盾及其治理规律

的认识，过去对社会矛盾治理的粗放型特点，向矛盾

治理的精细化转变。在实践中，探索出基层社会矛

盾的网格化治理，基层社会矛盾“微治理”，大数据与

社会矛盾的研判、治理相结合的模式。为从矛盾源

头上，早发现，快治理，避免矛盾的扩散进行探索。

（四）创新中国特色社会矛盾治理体制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治理，总体纳入社会治

理体大范畴内，在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制上，社会矛

盾治理的主体上从过去的政府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

的转变。随着社会治理理念取代社会管理理念，党

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在社会矛盾

治理机制上，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源头治理、

动态治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社会治理必须坚持系统

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在全面深化

改革目标上，把社会矛盾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纳入到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

（五）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治理的目

标

在社会矛盾治理的目标上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从改革开

放初期的刚性维稳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针

对被异化为刚性维稳理念下的“压力性维稳体制”，

2006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大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有机联系起来，提出：“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

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

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

定有序。”

二、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矛盾治理的经验总

结

（一）社会矛盾发展趋势呈现出与现代化发展阶

段相一致的特征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特征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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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发展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

每一个现代化发展历史阶段，因其发展的历史任务

不同，产生社会矛盾的原因有所差别，社会矛盾类型

和重点也有区别。因此，根据改革开放40年不同历

史发展阶段社会矛盾类型区分度，采取差别性治理

方式，也是社会矛盾治理的特点。

1.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矛盾产生的特点带有计划

经济时代和农业社会的传统特征。1992年，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确立，在中国现代化建

设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市场经济取代

计划经济成为我国社会矛盾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

础。1992年之后社会矛盾产生的特点带有市场经

济分化的基本特征。

2.21世纪后社会矛盾凸显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战

略中的“四化”推进有明显的的关联性。进入21世

纪后，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工业化、新型城镇化、

新型农业化和信息化的推进，由此导致的农村征地、

城镇房屋拆迁等社会矛盾急剧上升；工业化过程中

的环境污染导致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加剧。新型农

业化过程中城乡二元化矛盾增多，信息化过程中网

络虚拟矛盾多发。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要

矛盾内涵向高层次和多样性转变。随着我国现代化

“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

段，“四化”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社会矛盾从温饱型

利益矛盾向高层次和多元性转变。人民利益需求从

传统物质利益需求向公平、正义、法治、安全和环境

等需求转变，由此导致新型社会矛盾上升。收入分

配公平性问题，城乡二元化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环

境污染问题，农村留守儿童老人的关爱问题，新型城

镇化过程中农村征地、城镇房屋拆迁补偿公平性，农

村土地流转纠纷，信息化进程中网民情绪纾解与舆

情引导等，成为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新变化后导致

社会矛盾发展的新趋势。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矛盾发生

原因、主要类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这个阶段性特征

与中国现代化发展阶段一致。从中国式现代化“三

步走”发展阶段看，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主要围绕着温

饱型物质利益社会矛盾。1990年到新时代，从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产生的生存型社会矛盾向发展型

社会矛盾的过渡。从世界现代化发展过程看。改革

开放40年中国现代化发展阶段和任务是走中国特

色工业化、城镇化、新型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发展

道路。每一个发展阶段中有不同的重点发展任务，

围绕着中国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工业化、城镇化、

新型农业化和信息化的不同重点任务，导致中国改

革开放40年社会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凸显的差异

性，呈现出社会矛盾内涵的阶段性特征。

（二）围绕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为主

线，把改革和发展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双轮驱动

中国改革开放起点从理论逻辑上，源于马克思

主义经典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时，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社会

发展动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

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

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

的”。邓小平在汲取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动力

及解决方法的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把改

革作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法。因此，邓小

平把改革称为“中国第二次革命”和“决定中国命运

的一招”。

1.通过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改革不适应生产力

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体制机制，为社会矛盾治

理提供动力机制。特别是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

经济发展进入深水区、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和战

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的决定，提出用改革的方法，破除同生产力不适应的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种体制机制的藩篱，从深

层次上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通过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坚持

发展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1981年，我国

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发挥主要矛盾在各种

矛盾中的主导性、决定性作用，通过解决主要矛盾直

接或间接带动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改革开放40

年，无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发展是执政兴国

第一要务，到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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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始终围绕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发

展中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3.把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有机联系起

来，通过改革与发展的双轮驱动，来提高社会矛盾治

理的协同性和有效性。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共产党

提出“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把社会基本矛盾

解决与社会主要矛盾解决有机联系起来，通过解决

基本矛盾为解决社会矛盾提供动力，通过主要矛盾

解决为化解社会矛盾提供发展要素，进而把改革动

力与发展要素结合起来，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的合力。

（三）社会矛盾特征既遵循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

性又有其特殊性

1.中国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其发

展特点遵循世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一般性。因此，

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也具有世

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特征。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

具有静态的社会稳定性；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经

济高速发展，中国社会矛盾进入“凸显期”。特别是

2005年中国信访总量达到改革开放后最高峰，出现

了信访洪峰，同时，群体性事件数量进入高峰。这说

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出现一

个矛盾凸显期。

2.中国现代化根植于中国基本国情，是具有中

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因此，改革开放40年社会矛盾

发展演变特点具有中国特殊性。中国作为一个后发

外源型国家，把西方几百年现代化发展过程压缩到

一百多年的时间内，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次序展开的

社会矛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被压缩到狭窄的时

间内，形成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各

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的压缩性风险“胶

囊”。

3.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源型的赶超型现代化国

家，在实现“四化”过程中遭遇到信息社会矛盾与工

业化过程传统矛盾的叠加效应。以工业化为主要内

容的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又遭遇到后现

代国家的信息化任务，使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社

会矛盾与传统工业化社会矛盾叠加。互联网在信息

传播、舆情聚集有其便捷性、虚拟性、快捷性等特征，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凸显的社会矛盾，会被迅速传播

到网上，在网络舆情传播下，容易形成网络围观、网

络舆情突发事件或者网络群体性事件。这种虚拟社

会矛盾与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现实社会矛盾产生

相互共振现象，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没有遭

遇过的挑战。

（四）面对社会矛盾复杂化注重矛盾的整体性、

协同性和系统性治理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矛盾演变趋势总体呈

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不同类型社会矛盾相互

之间的关联性增强，要解决一个复杂的矛盾，涉及矛

盾化解的体制机制的不同方面。

改革开放后，面对社会矛盾复杂化和多样化，早

在20世纪80年代，中央已经认识到单靠一个部门和

一种手段，无法恢复良好的社会治安。1991年，中

央提“社会治安管理治理的方针，是解决中国社会治

安问题的根本出路”，并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

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委员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按照改革的

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原则，预防和化解社会矛

盾体制机制改革纳入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大

范围中，在改进矛盾治理的方式上，提出坚持系统治

理和综合治理方式。

从矛盾化解主体上，系统治理强调党委、政府、

社区等多元主体参与治理体制。从矛盾产生的不同

环节进行协同治理，提出“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

治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从矛盾治

理的方式上，党的十九大从群众诉求机制、矛盾化解

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进行整体治理。

为了实现矛盾预防和化解的系统性、整体性和

协同性的体制机制创新，党的十七大提出“社会管理

体制创新”，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社会治理体制

创新”。从社会矛盾治理理念、主体、方式等不同方

面均实现了系统性创新。在社会矛盾治理改革上，

提出注重顶层设计规划与基层实践探索相互衔接和

协同创新机制。

作者简介：谢海军，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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