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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治理的若干路径
◇谢海军

一、构建社会矛盾治理的合力和协同机制

针对我国社会矛盾结构出现的整体性、结构性

等特征，我们必须改变过去侧重解决单一矛盾要素

而忽视协同治理有关矛盾的倾向，构建矛盾治理的最

大公约数和最大同心圆，使矛盾各种要素在矛盾治理

过程中发挥合力作用，从而达到治理效能的最优化。

其一，在矛盾治理理念、主体、策略和方法上树

立系统性思维。一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矛盾治

理理念。矛盾治理理念事关长远、根本和全局。当

前，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作为一根红线贯

穿社会矛盾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把人民群众的需

求作为一切矛盾治理的风向标和指挥棒，把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作为社会矛盾治理

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是否增强作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

评价尺度。二是实现矛盾治理主体多元化。在治理

主体上，党委、政府、群众、社会组织要协同发力、齐

抓共管，避免党和政府唱独角戏，特别是要把人民群

众在基层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网格化”治理、“微治

理”等各种经验纳入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制度设计

中。三是实现矛盾治理策略多样化。在方法论上，

“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

理”；在矛盾治理的战略措施上，注重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坚

持国家总体安全观；在治理手段上，要“着力推进社

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和法治化，深化对社

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

其二，完善改革动力与发展牵引力的协同发力

机制。鉴于我国社会矛盾结构的整体性，实现社会

矛盾有效治理，必须注重构建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

治理的协同发力机制。通过改革为基本矛盾与主要

矛盾的协同治理提供动力机制，通过发展为基本矛

盾与主要矛盾的协同治理提供牵引力。要把握新时

代我国矛盾治理的整体性，就必须注重矛盾治理结

构中两个最关键和最重要要素的内在关联性。通过

完善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的改革，不断为解决主要

矛盾提供动力源。同时，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解决也

为基本矛盾解决提供了必要条件。

其三，提升新时代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协同

治理效能。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基

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治理成为我

国矛盾治理的重点。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次要

矛盾的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尚处于风险社会时

期，风险的内生性、叠加性、互动性、衍生型、变异性

等特征凸显。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黑犀牛”事件

和“灰天鹅”事件等确定和不确定风险随时都有出现

的可能，一些微小的次要矛盾也可能迅速传播，从而

导致蝴蝶效应的产生，进而演变成影响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全局性矛盾。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提升主

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协调治理效能，力争把矛盾化

解在萌芽状态。

其四，在矛盾层级结构上，要通过完善顶层设

计、推进中观机制改革和实现微观实践创新，形成集

成效应。我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单

一的国家层面宏观治理或者基层社会治理都难以实

现帕累托最优化。因此，在矛盾治理方面，要发挥党

委、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根

据我国矛盾治理的层级性，既要发挥中央的宏观顶

层设计功能，又要大胆放权，发挥地方的积极作用，

还要注重基层社会微观实践创新，使各个主体之间

密切协同。在矛盾治理的顶层设计上，要发挥中国

共产党在矛盾治理中的总揽全局的作用，发挥中国

特色的政党制度优势。

国家矛盾治理的顶层设计要转变为治理优势，

也离不开基层社会的贯彻执行。只有严格落实中央

的路线方针政策，使顶层制度设计“落地生根”，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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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矛盾治理效果的最优化。基层也

可以创造性地探索新的实践模式，经过试点后，可以

吸纳为国家治理的政策和制度。此外，连接国家治

理顶层设计和微观治理的中间环节，主要是中观的

体制机制建设。顶层制度和理念设计要转化为基层

治理效能，还必须有中观的体制机制建设。只有这

样，才能使“静态”制度设计通过“动态”的体制机制

建设，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效能，从而避免出现“中梗

阻”现象。

二、针对新时代社会矛盾结构的层次性特征进

行差异化治理

针对我国社会矛盾结构的层次性特征，必须立

足于新的历史方位，抓住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有针对性地进行差异化治理。在矛盾差异化治理

中，既要发挥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

关键性、全局性作用，又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和其他矛

盾在矛盾结构中的独特功能。

其一，在动力机制上，通过完善制度提升矛盾治

理的效能。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社会矛盾治理

完成了从政策驱动到制度建设的转换。要应对新时

代各种矛盾和风险的挑战，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根本，

通过完善和发展各项制度并强化制度的执行力，不

断提高我国社会矛盾治理能力。新时代在矛盾治理

的动力机制上，要着重通过改革，完善上层建筑，使

矛盾治理的各项制度更加完善，进而将各种治理制

度转化为治理效能，最大限度减少各种社会矛盾，最

大程度增加社会和谐程度。

其二，在牵引力上，通过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高

层次、多样性和差异化需求。一方面，在经济领域继

续坚持高质量发展，这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的关键。另一方面，要注重非经济领域社会矛盾

的治理。在坚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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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要始终

坚持把公平正义价值取向贯穿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

其三，提升新时代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化解其他

矛盾方面的主线作用。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

方面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进入新时代，我

国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落后

的社会生产转变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当前，我国

要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区域

发展不平衡、群体收入不平衡等突出矛盾，让人民群

众体会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同时，在

解决不充分问题时，不能沿用过去单纯追求经济总

量扩张的老路，需要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经

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高层次、多

样性和差异化需求。

其四，防范一些次要矛盾衍生为较大的社会风

险。我国目前处于现代化进程的中后期，工业化和

信息化相互叠加，已经具备了“现代性”的风险。社

会中出现的一些较为次要的社会矛盾，如果处置不

当，可能最终演变成较大社会冲突和重大事件。国

家工作人员在处理社会次要矛盾时，要树立风险意

识，积极防范各类矛盾，实现风险关口前移。完善社

会矛盾和风险预警机制，健全重大事项社会风险评

估机制，推广和完善“网格化”管理、社会“微治理”等

有效治理方法。构建社会风险识别、预警、评估和处

置等体制机制，在矛盾处于萌芽状态时及时进行风

险识别，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避免小矛盾衍生为大的

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演变为社会矛盾。

三、奏好矛盾治理“整体性”和“重点性”的“协奏

曲”

统筹兼顾是我们党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找到的

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解决现阶段我国纷繁复杂的

矛盾就像弹钢琴一样，要奏好矛盾治理“整体性”与

“重点性”的“协奏曲”，发挥协同效应。在我国社会

矛盾治理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矛盾治理的“整

体性”，运用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位一体”战略布局，从矛盾治理理

念和战略上体现出矛盾治理的“整体性”工作方法。

另一方面，要抓住中心工作突出“重点性”。着重把

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涉及全局

性、关键性矛盾作为重点，带动其他矛盾治理，做到

牵一发而动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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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州学刊》2020年第8期，原标题：《新时

代我国社会矛盾结构的整体性与层次性论析》）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