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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生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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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复兴为使命，推动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多

领域、多层次构建，使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

生成，其理论逻辑涉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基本矛盾等理论，其历

史逻辑体现在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相比较上，其现实逻辑表现为坚持现实问

题的导向性、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和矛盾存在的长期性等方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变化是新时代党领导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条件，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是正确应对新时代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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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国情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依据，对基本国情的正确判断是一个执政党制定国家发展战略

的前提。而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是基于党对国情的基本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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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新时代”表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现代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

阶段。从党中央治国理政层面来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构成了党执政思维转变和执政能

力提升的现实条件，要求推动国家的平衡化、充分化发展。中国社会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于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衍生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逻辑，形成于新时代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现 实 实

践。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生成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具有理论逻

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三重意蕴，是三者的有机统一。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理论逻辑

在理论逻辑上，党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生成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的全面

发展、社会基本矛盾等方面思想。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

形成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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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变 化 的 生 成 具 有 重 要 的 理 论 意 义。马 克 思 认

为，要“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２］５４４。经济基础的改变为上

层建筑的变化提供了客观依据。２０１７年我国ＧＤＰ突破８０万亿元，为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历史阶

段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供了物质财富的现实依据。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方面的现实反映。“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话语表述更加能够反映新时代中国

社会现实，要求构建完善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领域、发展理念等。党不断推动中国现代国

家构建、转型和发展，在精准扶贫、医疗保障、民主法治、文化教育、社会服务、“一带一路”等方面

取得重大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供了总体性

的前提条件。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也为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现代社会建设提供了新的时

代基础。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推动人民对更高精神层次需求的追求，使得人民形成对“医疗”“法

治”“公平”等方面更加广泛的社会需求，形成对“美好生活”的更高层次追求。

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能力、人的本质、人的社会关系、人的个性等方面的充分自由发展，使

得人的多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党推动社会主 义 国 家 建 设 的 目 标 和 使

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２］５７１我国是

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和国，这样的共同体具备提供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因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会面临很多的社会矛盾。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

发展思想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了理论诉求，在新时代的中国体现为推动社会主要矛盾的需

求方面由“物质文化需要”到包括“民主”“法治”“公平”等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了新时代

条件下人的现实需求更加全面。满足新时代人民对全面发展的合理需求，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

面发展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与社会基本矛盾所具有的普遍性相比，社会主要矛盾更加具有特殊性。社会主要矛盾是一

个国家根据基本国情所要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而社会基本

矛盾是任何国家任何阶段都要面临的矛盾，不以地域的变化、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社会主要

矛盾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现实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体现了我国生产

力、生产关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

生产力和生产形式之间的矛盾。”［２］５６７－５６８可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矛盾生成的根源。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表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体现了新时

代生产关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这些生产

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

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３］５９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之间

的良性互动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在我国生产力不断发展

所形成的经济基础上生成的，追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的需求，要求改变生产关

系中“分配不公正不公平”的问题。

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逻辑来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生成是以近代以来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为基

础，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演绎而形成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党对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

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遭受了西方的侵略，逐渐沦为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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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仍然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党将反帝反封建作为革命的历

史任务，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提出：“帝国主义和

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４］６３１毛泽

东将社会主要矛盾作为近代社会性质判断的根本标准，并作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为民族

民主革命斗争提供依据。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是以阶级斗争

思想为指导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社 会 主 要 矛 盾 表 现 为 剧 烈 的 对 抗 和 冲

突，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而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则表现为中国人民同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集中对抗，表现形式更加集中和激烈。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抗性矛盾

相比较，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不能以阶级斗争的思维加以指导。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我国社会在反帝反封建上取得了根本胜利，“三大改造”的完成使得我国

社会制度具有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

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落后的

农业国和发展不足的经济文化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社会主要矛盾形成的基本依据。人民对“工

业国”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目标与“落后的农业国”和发展不足的“经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形

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一文，要求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党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仍然继承了

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正确认识的传统，认为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同时也根据时代条件发展了

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有了新的历史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告别了革命意识形态，并不断丰富着时代的内

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以后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为改

革开放初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判断提供了客观条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建国以

来若干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正确评价，将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回归到党的八大。党的十三大提

出：“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６］１２。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辩证关系，形成了改革开放时期

的社会主要矛盾。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社会主要矛盾都没有变，但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却

在根据时代条件不断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肯定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根本

利益的重要作用，丰富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内涵。科学 发 展 观 要 求 处 理 好 人 与 自 然、人 与 社

会、国家与社会之 间 的 和 谐 关 系，推 动 社 会 全 面 协 调 可 持 续 的 良 好 发 展，要 求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由

“量”的问题上升到“质”的问题，因而发展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与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这个阶

段相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体现了我国国情的阶段性特征，既注重生产力 发 展 中“量”与

“质”的重要性，也注重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社会主要矛盾中的地位。

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现实逻辑

从现实逻辑来看，社会的现实性问题和人民的主体性需求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生成的内

生性要素，而矛盾存在的长期性是客观的现实因素。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

性变化和人民观念的时代性变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具有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性、以人民为

中心的主体性以及矛盾存在的长期性等现实特征。

第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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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１］２１“时代”构成现实问题的环境，而“实践”是人与现实问题的行为互动，因而现实问题是产

生思想和理论的来源。在城乡发展方面，城乡差距拉大，使得一些乡村发展落后，制约城镇化发

展的进程；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我国经济总量提升较大，但有些地方在社会民生、生态环境

等方面发展还不够。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是指一些地方、行业、领域等发展还明显不足以及发展

品质不高，与发展“不平衡”问题紧密相联，都是现实性的社会问题。党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的判断体现了现实问题的导向性。问题的合理解决是时代前进的助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从根本上就是要对这些现实问题予以合理的解决。

第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凸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围绕人民的现实问题提升发展品质、改善发展效果，进而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要始终把人民

立场作为根本立场。”［７］因而，在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中，党应将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的政

治立场，坚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执政思维和执政方式。在人民需求满足方

面，存在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一些产品生产过剩，而另外一些产品却生产相对不足，如社会民生

在就业、医疗、养老、生态等方面的供给还存在“短板”。因而，应对新时代中国人民面临的现实问

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意味着要满足人民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需求，满足人民对

物质方面的硬性需求和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安全感和公平感等软性需求。

第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还要坚持矛盾存在的长期性。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仍处

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

没有变。”［１］１０基于对新时代中国现实的合理把握，党对“两个没有变”的论断与“新时代社会主要

矛盾变化”的论断的结合形成了党对新时代中国基本国情的合理阐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

的长期性决定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存在的长期性。面对我国的现实国情，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是艰巨的历史任务。要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

自然之间的平衡充分发展是一个系统的艰巨工程，提升社会发展整体的质量也具有长期性，因而

社会主要矛盾存在具有长期性。改革是中国国家体系构建和国家能力提升的动力来源。新时代

全面深化改革的复 杂 性、系 统 性、艰 难 性 及 深 刻 性，也 为 新 时 代 社 会 主 要 矛 盾 长 期 存 在 提 供 了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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