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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

谢富胜

［关键词］　新时代；主要矛盾；发展不充分

［摘　要］　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性质，占主导地位的阶级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运动是判断某一社会形态阶段性发展的依据；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都会改变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必须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以人民为

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目的决定了需要和生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

显著提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主要矛

盾发生转化；发展不充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可以通过

解决发展不充分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作者简介］　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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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１１）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强调指出，“我国发展仍

处于重要战 略 机 遇 期，前 景 十 分 光 明，挑 战 也 十 分 严

峻。”［１］（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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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１２）对发 展 阶 段 进 行 战 略 定 位 决

定了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选择正确路径的前提，也是

科学制定 发 展 战 略 和 重 大 方 针 政 策 的 重 要 基 础。因

此，我国社会主 要 矛 盾 转 化 是 关 系 到 全 局 的 重 大 历 史

性判断，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对党和国家

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制定新

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如何 把 握 党 的 十 九 大

报告中我国 社 会 主 要 矛 盾 转 化 的 重 要 论 断？ 如 何 理

解社会主义 初 级 阶 段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新 时 代 发

展的战 略 定 位 的“变”与“不 变”？在 新 时 代 社 会 主 要

矛盾中，“不平衡的发展”和“不 充 分 的 发 展”究 竟 哪 一

个是主要矛 盾 的 主 要 方 面 呢？ 在 第 十 九 届 中 央 政 治

局首次集体 学 习 中，习 近 平 指 出，要 遵 循 马 克 思 主 义

所指引的正确方向，运 用 马 克 思 主 义 立 场、观 点、方 法

去学习和理 解 党 的 十 九 大 精 神。根 据 习 近 平 关 于 学

习党的十九大的要求，本 文 尝 试 在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基础上，来理解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新 时 代 社 会 主 要

矛盾的转化。

＊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１８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６　　　　

一、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和历史方位论

马克思在唯 物 史 观 和 剩 余 价 值 理 论 的 基 础 上，发

现了人类历史 的 发 展 规 律，揭 示 了 现 代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式的运动规律，这是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两大贡献。

这两大贡献都是建立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的基础上

的。在马克思主 义 中 国 化 过 程 中，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尤 其

是毛泽东创造 性 地 提 出 了 主 要 矛 盾 分 析 法，发 展 了 马

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我们可以将基本矛盾分析法和主

要矛盾分析法结合起来，阐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

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

马克思在批 判 地 继 承 黑 格 尔 辩 证 法 的 基 础 上，从

人类社会发展 的 物 质 动 因 出 发，揭 示 了 人 类 社 会 的 发

展规律；在对商品内在矛盾的分析中，马克思在劳动价

值论的基础上 创 立 了 剩 余 价 值 理 论，揭 示 了 资 本 主 义

社会在追求剩 余 价 值 过 程 中 的 矛 盾 运 动，阐 明 了 资 本

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最大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

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２］（Ｐ２２）黑 格 尔 的 辩 证 法 把 整

个自然的、历史 的 和 精 神 的 世 界 描 写 为 一 个 处 在 不 断

的运动、变化、转 变 和 发 展 中 的 过 程，这 种 运 动 和 发 展

的内在联系就在于过程内部的矛盾。正如黑格尔所指

出的，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

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３］（Ｐ６６）在

黑格尔看 来，人 类 的 历 史 就 是 人 类 本 身 的 发 展 过 程。
“思维的任务 现 在 就 是 要 透 过 一 切 迷 乱 现 象 探 索 这 一

过程的逐步发 展 的 阶 段，并 且 透 过 一 切 表 面 的 偶 然 性

揭示这一 过 程 的 内 在 规 律 性”。［２］（Ｐ２６）马 克 思 在《资 本

论》第二版跋中公开承认他是黑格尔的学生，指出黑格

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

式。与此同时，马 克 思 也 提 到 了 他 与 黑 格 尔 辩 证 法 之

间的区别。黑 格 尔 认 为 观 念 是 独 立 主 体 的 思 维 过 程，

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黑格尔这种唯

心主义的叙述方法容易“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

是一些概念的规定和这 些 概 念 的 辩 证 法”。［４］（Ｐ９７）马 克

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

脑中改造过的 物 质 的 东 西 而 已……必 须 把 它 倒 过 来，

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因为辩证法在

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

定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

的运动中，因 而 也 是 从 它 的 暂 时 性 方 面 去 理 解；辩 证

法不崇 拜 任 何 东 西，按 其 本 质 来 说，它 是 批 判 的 和 革

命的。”［５］（Ｐ２２）

那么，马克思如何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呢？

正是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基础”这一

客观事实出发，马克思将其改造为唯物辩证法。“我们

首先应当确定 一 切 人 类 生 存 的 第 一 个 前 提，也 就 是 一

切历史的第一 个 前 提，这 个 前 提 是：人 们 为 了 能 够‘创

造历史’，必 须 能 够 生 活。但 是 为 了 生 活，首 先 就 需 要

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

是生 产 满 足 这 些 需 要 的 资 料，即 生 产 物 质 生 活 本

身”。［６］（Ｐ５３１）这样，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就 扬 弃 了 黑 格 尔 的

辩证法，建立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并将其运用于人类

社会 产 生、发 展 的 运 动 过 程，得 出 了 著 名 的“唯 物 史

观”：“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

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

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

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

发展到一定阶 段，便 同 它 们 一 直 在 其 中 活 动 的 现 存 生

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

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

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

基础的变更，全 部 庞 大 的 上 层 建 筑 也 或 慢 或 快 地 发 生

变革”。［７］（Ｐ５９１－５９２）

在唯物史观 的 基 础 上，马 克 思 将 经 济 的 社 会 形 态

的发展理解为 一 种 自 然 的 历 史 过 程，将 其 运 用 于 资 本

主义社会的分 析，在 劳 动 价 值 论 的 基 础 上 创 立 了 剩 余

价值理论，阐明 了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在 其 基 本 矛 盾 运

动下的产生、发 展 和 灭 亡 的 过 程。恩 格 斯 对 这 一 基 本

矛盾做了经典的概括：“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

有。这 就 是 产 生 现 代 社 会 的 一 切 矛 盾 的 基 本 矛

盾。”［２］（Ｐ３９７）也就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

有之间的矛盾。

经典作家的 社 会 基 本 矛 盾 分 析 法，阐 明 了 一 切 社

会形态都存在 着 生 产 力 和 生 产 关 系、经 济 基 础 和 上 层

建筑之间的矛 盾，这 对 矛 盾 运 动 不 仅 规 定 着 社 会 性 质

和基本结构，而且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只有把生产 力 和 生 产 关 系 的 矛 盾 运 动 同 经 济 基 础 和

上层建筑的矛 盾 运 动 结 合 起 来 观 察，把 社 会 基 本 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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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整体 来 观 察，才 能 全 面 把 握 整 个 社 会 的 基 本

面貌和发展方向”。［８］（Ｐ２８２）

２．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矛盾分析法。

以毛泽东为 代 表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人，运 用 唯 物 辩 证

法总结了中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中 国 革 命 斗 争 的 实 践 经 验，

提出了主要矛盾分析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

的社会基本矛 盾 分 析 法 的 创 造 性 发 展，丰 富 了 马 克 思

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 的 最 根 本 的 法 则 就 是 对 立 统 一 规 律。

毛泽东指出，矛 盾 的 普 遍 性 是 指 矛 盾 存 在 于 一 切 事 物

的发展过程中，每 一 事 物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存 在 着 自 始 至

终的矛盾运动。而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任何事物内部都

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

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每一种社会形式

和思 想 形 式，都 有 它 的 特 殊 的 矛 盾 和 特 殊 的 本

质”。［９］（Ｐ３０８－３０９）“不但 要 研 究 每 一 个 大 系 统 的 物 质 运 动

形式的特殊的 矛 盾 性 及 其 所 规 定 的 本 质，而 且 要 研 究

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

特殊的矛盾 及 其 本 质”。［９］（Ｐ３１０－３１１）对 于 不 同 质 的 矛 盾，

只能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事物在其发 展 过 程 中 包 含 着 许 多 的 矛 盾，其 中 贯

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并且规定着事物发展过程的

基本性质是基本的矛盾，“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

为此根本矛盾 所 规 定 的 过 程 的 本 质，非 到 过 程 完 结 之

日，是不会消灭的”①。［９］（Ｐ３１４）基本矛盾是我们从根本性

质上区分不 同 事 物 的 重 要 依 据。基 本 矛 盾 解 决 了，事

物整个过程也 就 终 结 了，事 物 根 本 性 质 也 就 随 之 发 生

根本变化。在 同 一 事 物 发 展 过 程 中 存 在 着 许 多 矛 盾，

在复杂事物的 矛 盾 体 系 中 处 于 支 配 地 位，对 事 物 发 展

过程起着决定 作 用 的 矛 盾 是 主 要 矛 盾，主 要 矛 盾 的 存

在和发展规 定 或 影 响 着 其 他 矛 盾 的 存 在 和 发 展。“事

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

变化，但是根本 矛 盾 在 长 过 程 中 的 各 个 发 展 阶 段 上 采

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

人们不去注意 事 物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阶 段 性，人 们 就 不 能

适当地处理事 物 的 矛 盾”。［９］（Ｐ３１４）因 此，主 要 矛 盾 只 存

在于基本矛盾发展的一定阶段，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

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主要矛盾是我

们区分不同阶段的重要依据。

矛盾的发展 是 不 平 衡 的，平 衡 只 是 暂 时 的 和 相 对

的，基本的运动过程是不平衡。在矛盾的两方中，必有

一方是主要 的，另 一 方 是 次 要 的。矛 盾 的 主 要 方 面 就

是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

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９］（Ｐ３２２）矛

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随着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的

力量的增减程度而互相转化着，这样，事物的性质也就

随着起变化。“当 新 的 方 面 对 于 旧 的 方 面 取 得 支 配 地

位的 时 候，旧 事 物 的 性 质 就 变 化 为 新 事 物 的 性

质”。［９］（Ｐ３２３）

在事物发展 过 程 中，社 会 基 本 矛 盾 规 定 着 社 会 主

要矛盾，主要矛 盾 的 产 生、发 展、变 化 要 受 基 本 矛 盾 的

规定和影响，主 要 矛 盾 和 矛 盾 的 主 要 方 面 决 定 事 物 的

发展方向和性质。社会基本矛盾只有通过各个阶段的

主要矛盾的解 决 才 能 逐 步 解 决，主 要 矛 盾 和 矛 盾 主 要

方面的解决程 度，对 社 会 基 本 矛 盾 的 发 展 会 产 生 一 定

的影响作用。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讲，

就是不断认 识 矛 盾、不 断 解 决 矛 盾 的 过 程。矛 盾 分 析

法是指导中国 共 产 党 和 人 民 群 众 认 识 世 界、改 造 世 界

的重要思想武器和工作方法。“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

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

矛盾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８］（Ｐ２８０）

３．判断社会发展历史方位的依据。

历史方 位 就 是 客 观 事 物 在 历 史 发 展 中 所 处 的 位

置。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或该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阶

段，是马克思主 义 者 揭 示 社 会 运 动 规 律 的 必 要 前 提 和

重要条件。无论 是 在 革 命 还 是 建 设 时 期，确 定 社 会 所

处的历史方位，始 终 是 无 产 阶 级 政 党 判 断 社 会 发 展 方

向，选择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在经典作家 的 文 本 论 述 中，对 于 判 断 社 会 发 展 的

历史方位不仅 提 供 了 区 分 的 标 准，而 且 还 根 据 不 同 的

时代尺度进 行 了 区 分。从 区 分 的 标 准 来 看，马 克 思 指

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

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５］（Ｐ２１０）“不论生产的社

会形式如 何，劳 动 者 和 生 产 资 料 始 终 是 生 产 的 因 素。

但是，二者在彼 此 分 离 的 情 况 下 只 在 可 能 性 上 是 生 产

①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这里用的“根本矛盾”指的就是“基本矛盾”。



　 　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８　　　　

因素。凡要进 行 生 产，就 必 须 使 它 们 结 合 起 来。实 行

这种结合的特 殊 方 式 和 方 法，使 社 会 结 构 区 分 为 各 个

不同 的 经 济 时 期。”［１０］（Ｐ４４）在 批 评 用 自 然 经 济、货 币 经

济和信用经济 区 分 资 本 主 义 发 展 阶 段 的 这 种 理 论 时，

马克思指出，应 该 把 生 产 方 式 的 性 质 看 作 和 生 产 方 式

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不是相反。［１０］（Ｐ１３３）也就是

说，应该基于社 会 生 产 力 和 社 会 生 产 关 系 这 对 基 本 矛

盾的不同来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从不同时代的尺度

来看，马克思从 三 个 尺 度 对 人 类 社 会 的 发 展 进 行 了 区

分。例如，马克 思 根 据 人 的 发 展 状 态 将 社 会 形 态 的 大

历史时代 区 分 为“人 的 依 赖 关 系”“物 的 依 赖 关 系”和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三大形态；［４］（Ｐ１０７－１０８）再如，马克

思从生产方式 的 特 殊 性 质 出 发，区 分 了 经 济 的 社 会 形

态的演进：“大 体 说 来，亚 细 亚 的、古 希 腊 罗 马 的、封 建

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

形态演进的几 个 时 代”。［７］（Ｐ５９２）又 如，马 克 思 在 研 究 资

本主义地租起 源 的 时 候，分 析 了 封 建 社 会 由 于 生 产 力

发展，为了满足 土 地 所 有 者 的 利 益 需 要 所 引 致 的 地 租

形式的变化，如劳动地租、产品地租和货币地租，这样，

封建社会就明显地分区为三个阶段。［１１］（Ｐ８８４－９０６）

马克思之后，对 于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演 进 或 发

展的阶段，各国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根 据 资 本 主 义 发 展 进 程

中的某个或某几个特征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做了不同的

区分。最经典的就是列宁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分为

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等三个阶段；法共中央

经济部将资本 主 义 发 展 区 分 为 三 个 基 本 阶 段：原 始 阶

段、古典阶段和垄断阶段；［１２］（Ｐ２２－２３）法国调节学派根据

积累体系将其 区 分 为 外 延 型 积 累 体 系、没 有 群 众 消 费

的内涵型积累 体 系（泰 罗 制）、伴 有 群 众 消 费 的 内 涵 型

积累体系（福特制）、大规模个性化消费的积累体系（后

福特制）等四个阶段；［１３］（Ｐ７８－７９）美国的积累的社会结构

学派以美国资 本 主 义 为 例，将 其 区 分 为 进 步 时 代 的 调

节主义制度结构、“一战”后的自由主义制度结构、“二

战”后调 节 主 义 制 度 结 构、当 前 的 新 自 由 主 义 制 度 结

构；［１４］日本宇野学派将资本主义划分为四个基本阶段，

即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和消 费 主 义。［１５］（Ｐ１４４）

除了这些代表 性 的 区 分 以 外，各 国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从

自己的研究角 度 出 发 分 别 提 出 许 多 不 同 的 划 分 标 准，

国内学者已经有比较多的研究，此处不再详述。

经典作家及 上 述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者，在 确 定 社 会 发

展的历史方位 时 所 进 行 的 分 析 表 明，在 确 定 社 会 形 态

的演变时都能达成一致的共识，例如，几乎所有的马克

思主义学者都认同基本矛盾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

准，所不同的是 在 确 定 同 一 社 会 形 态 特 别 是 资 本 主 义

发展的不同 阶 段 时 难 以 达 成 一 致 的 意 见。我 们 认 为，

可以将经典作家的基本矛盾分析法和中国共产党人创

立的主要矛盾 分 析 法 综 合 起 来，发 展 出 一 个 逻 辑 较 为

一致的确认社会发展历史方位的理论。

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分析是以现实的人作为出

发点，现实的人的存在就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为了生

存，人就必须满足衣食住行等等的需要，所以人必须生

产满足需 要 的 资 料；“已 经 得 到 满 足 的 第 一 个 需 要 本

身、满足需要的 活 动 和 已 经 获 得 的 为 满 足 需 要 用 的 工

具又引起新的 需 要，这 种 新 的 需 要 的 产 生 是 第 一 个 历

史活动”；［６］（Ｐ５３１－５３２）物质生活的生产与新的需要的产生

之后，人也开始生产出其他人，人与人之间就有了社会

关系。从历史的 最 初 时 期 起，生 产、需 要、繁 殖 等 人 类

社会活动就是 同 时 存 在 着；生 活 的 生 产 表 现 为 双 重 关

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许多个人的合作关

系。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与这种共同活动表明人们之

间是有物质联 系 的，这 种 物 质 联 系 是 由 需 要 和 生 产 方

式决定的，生产 与 历 史 形 成 的 需 要 的 发 展 产 生 新 的 社

会关系，这种关系便不断采取不同的社会形式，这就表

现为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

满足需要的生产活动，随着分工的发展，人们改造

自然的能力不 断 增 强，与 控 制 自 然 资 源 以 及 人 与 这 种

资源结合的社 会 组 织 即 生 产 关 系 之 间 产 生 了 分 离，其

结果就是社会 关 系 中 居 于 统 治 地 位 的 阶 级 需 要“普 遍

化”为社会共同的需要，被统治阶级的需要只能在实现

统治阶级的需要的前提下才是有意义的。统治阶级的

需要与满足需要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就表现为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 之 间、经 济 基 础 与 上 层 建 筑 之 间 的 矛 盾

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具

有不同的根本 性 质，基 本 矛 盾 不 同 就 是 一 种 社 会 形 态

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依据。

任何一种社 会 形 态 的 基 本 矛 盾 都 是 相 对 稳 定 的，

它规定着该社 会 的 基 本 经 济 结 构，在 解 决 社 会 生 产 和

社会需要的过程中推动着该社会的发展过程。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社 会 需 要 无 论 在 数 量 上 还 是 范 围 上 都 是

不断发展变 化 的，呈 现 出 一 种 不 断 上 升 的 趋 势。这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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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需要与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的社会生产方式之

间的矛盾就产生了：如果社会生产的技术、组织无法适

应社会需要的变革，统治阶级的需要难以实现，这种矛

盾就会在矛盾系统中居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成为

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一矛盾运动，必
须在技术、组织方面发生变革，在满足统治阶级需要的

过程中来解决变化了的社会需要，导致直接生产过程中

的当事人 之 间 的 关 系 发 生 变 革，形 成 新 的 社 会 活 动 方

式，这样就会使同一社会形态区别为不同的阶段。如果

这种矛盾解决不了，那么就会激化甚至改变基本矛盾运

动，社会性质就会发生转变，社会形态就会发生转化。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

１８４８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标 志 着 科 学 社 会 主

义的诞生；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标志着科学社会 主 义 从 理

论变成实践。与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设 想 不 一 样 的 是，社 会

主义社会 并 没 有 同 时 诞 生 于 几 个 发 达 的 资 本 主 义 国

家，而是诞生于物质条件、文化条件和阶级条件都非常

落后的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１９２３年列宁在反驳

苏汉诺夫的文 章 中，初 步 提 出 了 通 过 革 命 取 得 政 权 并

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１６］（Ｐ３７１）

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艰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探

索过程。

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

邓小平指出，“关 于 基 本 矛 盾，我 想 现 在 还 是 按 照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

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

矛盾仍然是生 产 关 系 和 生 产 力 之 间 的 矛 盾，上 层 建 筑

和经济基础之 间 的 矛 盾。’……当 然，指 出 这 些 基 本 矛

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

的研究。”［１７］（Ｐ１８１－１８２）毛 泽 东 只 是 从 抽 象 层 面 对 社 会 主

义初级阶段的 基 本 矛 盾 进 行 了 表 述，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相对于其他社会形态而言的特殊的基本矛盾的阐述

还需要深入的具体研究。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矛盾，我们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方法论，从历 史 和 现 实、理 论 和 实 践、国 内 和 国 际 等

的结合上进行 思 考，从 我 国 社 会 发 展 的 历 史 方 位 上 来

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

确结论”。［１８］（Ｐ６１）

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社会主

义理论指导下，科学地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运动，

制定了正确的 革 命 战 略，领 导 中 国 人 民 在 落 后 的 中 国

取得新民主 主 义 革 命 的 胜 利，创 立 了 新 中 国。在 中 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一化三改造，１９５６年在中国建立

了社会主义制 度；以 毛 泽 东 为 代 表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领

导全国人民，努 力 探 索 适 合 中 国 国 情 的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建设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 人，总 结 了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建 设 正 反 两 个

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确立了中国处在

社会主义初级 阶 段 的 历 史 方 位，在 新 的 历 史 进 程 中 确

立了把社会主 义 和 市 场 经 济 结 合 起 来，确 立 了 社 会 主

义初级阶段基 本 经 济 制 度 和 分 配 制 度，形 成 了 中 国 特

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从理论和实 践 来 看，社 会 主 义 运 动 是 在 马 克 思 的

科学社会主义 理 论 形 成 后，在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指 导

下，进行了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

义制度，从理论 到 实 践 都 是 一 个 无 产 阶 级 政 党 指 导 下

的自觉的推进 过 程，这 一 过 程 的 成 功 要 以 遵 循 社 会 经

济发展规律为条件。［１９］如果不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就有可能超越阶段；只讲社会主义不讲初级阶段，会走

上封闭僵化 的 老 路，犯 下“左”的 错 误。从 国 际 范 围 来

看，人类社会仍 然 处 在 资 本 主 义 向 社 会 主 义 过 渡 的 伟

大时代，社会主义力量还比较渺小，资本主义力量从世

界范围内看还 比 较 强 大；从 国 内 看，尽 管 经 过 近７０年

的社会主义建 设，生 产 力 有 了 巨 大 发 展，但 是 离“形 成

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

全面的 能 力 的 体 系”［４］（Ｐ１０７）还 很 遥 远，我 们 仍 然 处 于

“物的依赖关 系”阶 段，我 们 仍 然 处 于 需 要 发 展 市 场 经

济为实现人的 自 由 全 面 发 展 创 造 条 件 的 阶 段；在 发 展

社会主义市场 经 济 过 程 中，确 实 存 在 着 只 讲 市 场 经 济

不讲社会主 义，容 易 走 上 改 旗 易 帜 的 邪 路。这 两 种 道

路的存在都会 改 变 我 们 的 社 会 性 质，因 此 也 就 是 社 会

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

的基本矛盾。

在相当长历 史 时 期 内，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的 基 本

矛盾都是存在 的，解 决 这 一 矛 盾，“改 革 必 须 坚 持 正 确

方向，既不 走 封 闭 僵 化 的 老 路、也 不 走 改 旗 易 帜 的 邪

路”。［１８］（Ｐ９）坚持改革 的 正 确 方 向，必 须 坚 持 党 的 领 导，

才能保证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沿 着 正 确 的 方 向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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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坚持和加强 党 的 全 面 领 导，必 须 加 强 党 的 长 期 执

政能力建设。在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条 件 下，必 须 以 先

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

坚定理想信念 宗 旨 为 根 基，全 面 推 进 党 的 政 治、思 想、

组织、作风和纪律等方面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人 民 衷 心 拥 护、勇 于 自 我 革 命、经 得 起 各

种风浪考验、朝 气 蓬 勃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执 政 党。确 保 中

国特色社会主 义 方 向 不 动 摇，坚 持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改革方向不动摇。

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中国共产党 自 成 立 之 日 起，就 把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

社会主义经济 制 度 的 建 立，社 会 主 义 生 产 目 的 是 满 足

人民群众日益 增 长 的 物 质 文 化 需 要、实 现 人 的 全 面 发

展和社会成员 共 同 富 裕，这 样 生 产 目 的 和 手 段 就 实 现

了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要 求 把 实 现 人 民 幸 福 作 为 发 展 的 目 的

和归宿。“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不 是 一 个 抽 象

的、玄奥的概念，不 能 只 停 留 在 口 头 上、止 步 于 思 想 环

节，而要体现 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各 个 环 节。要 坚 持 人 民

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 好 最 广 大 人 民 根 本 利 益，做 到 发 展 为

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通过

深化改革、创新 驱 动，提 高 经 济 发 展 质 量 和 效 益，生 产

出更多更好的 物 质 精 神 产 品，不 断 满 足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１８］（Ｐ２１３－２１４）

经典作家认 为，在 满 足 人 的 自 然 需 要 的 劳 动 实 践

中，产生了新的历史的需要，人们的需要总是受社会关

系和历史条 件 的 制 约。在 不 同 的 社 会 形 态 中，人 的 社

会关系这种内在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结成一个需要

的社会体系；人的需要是变动的，从总体上呈现出一个

向上发展的趋势，构成了一个需要的历史序列；人的需

要构成了人们 从 事 劳 动 或 生 产 的 最 初 动 因，但 以 社 会

劳 动 的 体 系 为 基 础，并 随 社 会 劳 动 体 系 的 发 展 而 发

展。［２０］“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

在衡量需要和 享 受 时 是 以 社 会 为 尺 度，而 不 是 以 满 足

它 们 的 物 品 为 尺 度 的。所 以 它 们 具 有 相 对 的 性

质”。［６］（Ｐ７２９）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成三个基本

层次，依次是生 存 或 生 理 需 要、谋 生 或 占 有 需 要、自 我

实现和全面发展的需要。［２０］人们在生存需要不断得到

满足的情况下，会激发出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精神、

政治等需要，从 而 使 社 会 需 要 对 社 会 生 产 的 作 用 力 越

来越大。

一定社会的生产体系决定并制约着人类需要的满

足程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需要也随之产生新的

历史需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受到其生产体系的制约，因此需要

和生产之间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矛盾在解决的同时，随着人民

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向上发展，又产生着新的矛盾。

如果这一矛盾难以解决，进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顺利进行时，就可能激化基本矛盾，化解需要和

生产之间矛盾就成为化解其他矛盾的着力点。

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

发展社会生 产 力，国 家 整 体 实 力 达 到 新 的 高 度。我 国

２０１７年ＧＤＰ总量达到８２万 亿 元，位 列 世 界 第 二 大 经

济体；２０１７年 年 末 国 家 外 汇 储 备３１　３９９亿 美 元；［２１］按

照汇率计算，人均ＧＤＰ为８　８３６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

准，已经是中等偏 上 收 入 国 家；２０１７年 世 界５００强，中

国大陆（含香港）企业数量连续１４年增长，达到了１０９
家；［２２］２０１５年在世 界５００多 种 主 要 工 业 产 品 当 中，中

国大约有２２０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２３］最新数

据显示，近 三 年 来，我 国 维 持 着７％左 右 的 ＧＤＰ增 长

率，远超过美国、日 本 等 主 要 发 达 国 家 的 水 平，这 表 明

我国与美国经济水平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中国社会

生产力发展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意味着“落后

的社会生产”已经不能够用来概括我国的实际国情了。

随着生产力 水 平 的 发 展，我 国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显 著

提高了。从收入水平来看，２０１７年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收入２５　９７４元，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中 位 数

２２　４０８元；从消费结构来看，２０１７年我国恩格尔系数降

至２９．３％，首次迈入联合国划分的２０％－３０％的富足区

间。［２１］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来看，２０１６年我 国 平 均 每

百户家庭拥有１２０．８台彩色电视机、２３５．４部手机、５７．５
台电脑和２７．７辆汽车；我国居民对文化生活的消费也

迅速增加，例如，全国电影票房收入从２０１０年的１５７．２１
亿元骤增 至２０１６年 的４９２．８３亿 元；［２４］２０１２年 以 来，

６　０００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 生 率 从１０．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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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４％以下。［１］（Ｐ５）全球财富报 告 表 明，在 世 界１１亿

中产阶级中（１万－１０万美元），中国所占比例由２０００年

的１２．６％迅速升至２０１７年的３５％。［２５］这些数据表明，

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基本得到满足后内涵的提升。

我国已经摆 脱 了 落 后 的 生 产，但 现 阶 段 发 展 不 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也非常突出。从 生 产 角 度 看，２０１７年

我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６８．２％和７５．８％，产 能 过 剩 问

题严重。［２１］我国精密仪器、航天器材、汽车及零件及其

他高端制造品的进口量大于出口量，２０１７年 我 国 加 工

贸易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为３４％，其中进料加工 贸 易 出

口量是总加工贸易出口量的９０％；［２６］这说明我国在国

际 价 值 链 中 处 于 低 端 地 位，中 高 端 产 品 生 产 不 足。

２０１６年我国出境游１．２２万亿人次，境外消费总额达到

２　６１０亿美元，按人民币计算增幅达１２％；［２７］人均购物

消费为７６２美元，而非中国游客仅为４８６美元；［２８］这表

明我国低端产品的生产已不能满足居民对中高端产品

消费的需求，国 内 居 民 倾 向 于 在 境 外 游 的 同 时 大 量 消

费国内 无 法 生 产 的 中 高 端 产 品。从 收 入 分 配 来 看，

２０１６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０．４６５，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倍差２．７２；［２９］从地区来看，只有东部地区的人均可

支配收入超过了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

北地区都徘徊在平均线之下。［２６］我国在发展的同时还

给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据环保部统计，２０１７年全国地

级以上城市中仅有２９．３％的环境空气质量达 标，其 中

京津冀 地 区 的 空 气 质 量 明 显 差 于 长 三 角 和 珠 三 角

地区。［３０］

以上分析表 明，我 国 社 会 生 产 力 水 平 总 体 上 显 著

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

出的问题是发 展 不 平 衡 不 充 分，这 已 经 成 为 满 足 人 民

日益增长的美 好 生 活 需 要 的 主 要 制 约 因 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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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

非常准确和科学的。那么，在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

这个主要矛盾 表 述 中，究 竟 哪 一 个 是 矛 盾 的 主 要 方 面

呢？只有明确了 主 要 矛 盾 的 主 要 方 面，才 能 确 定 努 力

的方向，制定出适应解决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路线、方

针、政策，引领我 国 经 济 建 设 不 断 取 得 新 成 就，实 现 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１．发展不平衡是长期存在的。

发展不平衡 是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基 本 规 律，平 衡 是

相对的，不平 衡 发 展 是 绝 对 的。城 乡 之 间、区 域 之 间、

居民收入之间的不平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长期存

在的，实现经济平衡发展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平

衡到平衡的过 程，即 使 到 了 很 高 的 水 平 也 会 在 各 个 方

面有差别。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

化，发展不平衡 并 不 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新 时 代 才 开

始出现的矛盾。如果将发展不平衡作为社会主要矛盾

的主要方面，通过国家再分配政策予以解决，在目前发

展不充分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只会积累更多风险、

透支未来经 济 增 长 的 潜 力。同 样，如 果 生 产 发 展 不 充

分问题难以解决，企业的产品就没有市场，企业利润率

下降，劳动 者 就 业 就 难 以 实 现，国 家 财 政 收 入 没 有 保

障，再分配政策也难以为继，过剩资本寻求盈利必然趋

于金融化过程，居 民 收 入 差 距 必 然 随 金 融 化 过 程 而 进

一步拉大，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必然趋于失衡，进一步

激化发展不平衡。

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

目的，就是发展 为 了 人 民、发 展 依 靠 人 民、发 展 成 果 由

人民共享。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在 贯 彻“协 调”“共 享”和

“绿色”等新 发 展 理 念 过 程 中，在 改 变 发 展 不 平 衡 过 程

中制定了许多 政 策 措 施，发 展 不 平 衡 的 格 局 正 在 逐 步

改进过程之中。例如，２０１２年以来，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１．２个百分点，８　０００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

脱贫人口达到６　６００万人以上；着眼西部、东北、中部和

东部“四大板块”发展的同时，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区域发展协调性

增强；坚持保基本、兜底线、建机制，民生领域投入力度

持续加大，在就 业、教 育、医 保、养 老、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以

及旧危房改造 方 面 取 得 较 大 的 成 就；大 气、水、土 壤 污

染防治行动都取得明显成效，重点区域ＰＭ２．５平均浓度

下降３０％以 上，能 耗 强 度 降 低２０．７％，森 林 面 积 增 加

１．６３亿亩。

当然，解决发 展 不 平 衡 问 题，我 们 要 立 足 国 情、立

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和设计，“我们不能做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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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事情，但 也 不 是 说 在 逐 步 实 现 共 同 富 裕 方 面 就

无所作为，而是 要 根 据 现 有 条 件 把 能 做 的 事 情 尽 量 做

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

标前进”。［１８］（Ｐ２１４）“有一些人说，目前贫富差距是主要矛

盾，因此‘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重要’，主张分配优先

于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 斗 争，是 为 了 毫 不 动 摇 坚 持 和 发 展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不要发展了，也不是要搞杀富济贫

式的再分配”。［３１］（Ｐ１２）“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

展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１８］（Ｐ２０１）

２．发展不充分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 组 织，深 度 融 入 全 球 生

产网络，形成了 投 资、出 口 联 动 的 经 济 增 长 模 式，支 撑

了２１世纪初 的 经 济 高 速 增 长。“进 口 中 间 产 品，加 工

组装后再出口”的加工贸易模式是２１世纪初我国参与

全球生产网络的主要形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背后

是内外需求的 共 同 作 用，内 需 表 现 为 城 镇 化 和 房 地 产

市场的发展，外需表现为出口的拉动，内外需求和投资

互相推进进一步促进上游产业的扩张。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发 达 国 家 结 束 黄 金 增

长期，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再工业化、

产业回流本土 的 进 口 替 代 效 应 增 强，直 接 导 致 我 国 出

口需求增速放缓。２００９年为应对危机的影响实施的宽

松货币政策，资 本 在 实 体 经 济 投 资 收 益 下 降 的 时 候 便

会流向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使资产价格泡沫继续扩大，

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与

此同时，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东盟等

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

资源比较优势 积 极 参 与 国 际 分 工，产 业 和 订 单 向 我 国

周边国家转移趋势明显，外需下降后下游产业收缩，上

游产业产能 过 剩。结 果 就 是 工 业 品 价 格 下 降、实 体 企

业盈利下降、财 政 收 入 下 降、经 济 增 速 下 降、经 济 风 险

发生概率上升。

这种增长模式是建立在企业以劳动力成本低廉为

基础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方式之上的。在国外需求下

降后导致产能 严 重 过 剩，出 口 贸 易 加 工 模 式 也 使 得 大

量关键装备、核 心 技 术、高 端 产 品 还 依 赖 进 口，标 准 化

生产也无法满 足 国 内 强 大 的 中 产 阶 层 的 个 性 化、多 样

化和升级的消费需求，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

求外溢”，消 费 能 力 严 重 外 流。上 述 分 析 表 明，当 前 以

标准化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

的变化，低端供给过剩与中高端供给不足同时共存，生

产发展不充分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３．通过解决发展不充分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解

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解决发展不充分的主要方向是应该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

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在解决生产不 充 分 的 发 展 过 程 中，促 进 生 产 发 展 不 平

衡问题的解 决。解 决 发 展 不 充 分 问 题，既 需 要 解 决 无

效和低端供给 引 致 的 产 能 过 剩 问 题，也 需 要 根 据 需 求

结构的变化进行关键部件和生产方式创新。从历史上

不同的发达国家解决过剩与生产方式创新的已有经验

来看，可能的途径有以下方面。

解决无效和 低 端 供 给。一 方 面，从 过 剩 能 力 比 较

严重的行业入手，对相关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在内部进

行合理化布局，进 行 业 务 整 合，整 合 优 质 资 源，淘 汰 落

后产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通过长期公共

支出项目投资 于 生 产 建 成 环 境 和 消 费 建 成 环 境，增 强

未来发展 潜 力。公 共 支 出 项 目 的 确 定 应 坚 持 以 下 原

则：有利于吸收 过 剩 产 能，吸 纳 农 民 工 就 业；产 品 不 需

要在市场上实现，不扩大产能；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

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为改善新农村建设中“室

内现代化，室外 脏 乱 差”的 局 面，农 村 地 下 管 网 线 建 设

是可能的投向之一，考虑东中西部实际差异，选择中部

地区农村可能是较好的选择。

关键部件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已经成为制约供给

侧结构性转变 的 关 键 因 素，掌 握 核 心 技 术 必 须 面 向 国

民经济主战场，学 习 如 何 改 造 技 术 和 进 入 市 场，因 此，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只有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

才能实现核心 技 术 突 破，从 而 能 以 更 低 的 成 本 生 产 质

量更高的产 品。学 习 是 一 种 社 会 活 动，创 新 过 程 是 不

确定的、累积性的和集体性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企业在

创新过程中必 须 制 定 自 主 开 发 战 略、融 通 资 金 进 行 财

务支持和组织协调人力资源。［３２］消费需求的快速变化

要求整个 生 产 过 程 中 的 各 个 环 节 或 相 关 部 门 发 生 变

化，这种系统性 变 化 中 最 核 心 的 就 是 产 品 开 发 中 关 键

部件的创新。因此企业必须以关键部件的自主开发为

对象，建立关键部件开发平台，通过干中学培养自身技

术开发能力，利用中国市场规模大的优势，建立主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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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部件设计及其标准。

增强供给结 构 对 需 求 变 化 的 适 应 性 和 灵 活 性，关

键是创新企 业 生 产 方 式。企 业 应 着 眼 质 量 型、差 异 化

的细分市场，以消费者为中心来创新生产方式，突破原

来的精细分工，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

代技术的基 础 上，集 成 从 产 品 设 计 到 原 材 料 供 应、生

产、批发、销售直到最终把产品送到最终消费者的各项

业务活动，以适应市场需求动态多样性的需要，创立集

成创新的弹性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体

现在智能化的 多 功 能 机 器 设 备、技 能 工 人 团 队 协 作 生

产、并行开发团队进行产品设计研发、扁平化的管理结

构。企业的竞争 优 势 基 于 瘦 身 提 效 的 范 围 经 济，将 大

规 模 生 产 与 产 品 持 续 创 新 结 合 起 来，实 现 高 质 量 的

发展。

企业家是进 行 生 产 方 式 重 组 和 创 新 的 主 要 力 量，

他们必须着眼 于 国 内 市 场 标 准 化 需 求 和 差 异 化 需 求，

在主营核心业务上，通过业务流程再造，建立弹性生产

方式；同时通过参股、外购、外包，发展企业之间既合作

又竞争的关系，形 成 集 成 创 新 的 核 心 企 业 与 不 同 层 次

模块化生产企 业 之 间 的 国 内 生 产 网 络 体 系，将 集 成 创

新企业的产品持续创新与模块化生产企业的大规模生

产结合起来，较 好 地 适 应 需 求 结 构 的 快 速 变 化 和 不 断

升级。高度负责的技术员工的知识和技能对企业产品

的持续性创 新 和 质 量 改 进 非 常 重 要。因 此，企 业 不 仅

需要动员一线 员 工 的 主 动 性，更 为 重 要 的 是 需 要 开 发

员工的多种知识和技能。这就需要在企业内部建立新

型劳动关系，激 励 员 工 主 动 降 低 生 产 流 程 中 的 各 种 成

本，缩短产品设 计、开 发 和 投 产 周 期，在 供 应、制 造、设

计和销售等环 节 进 行 持 续 性 创 新，不 断 适 应 市 场 需 求

动态多样性的需要。

参考文献：
［１］　习近平．决 胜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夺 取 新 时 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 义 伟 大 胜 利［Ｍ］．北 京：人 民

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Ｍ］．第９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９．
［３］　黑 格 尔．逻 辑 学［Ｍ］．下 卷．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

１９７６．　
［４］　马克思 恩 格 斯 全 集［Ｍ］．第３０卷．北 京：人 民

出版社，１９９５．

［５］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Ｍ］．第５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９．
［６］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Ｍ］．第１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９．
［７］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Ｍ］．第２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９．
［８］　中共中央 宣 传 部．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系 列 重 要 讲

话读 本［Ｍ］．北 京：学 习 出 版 社，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１６．　
［９］　毛泽东 选 集［Ｍ］．第１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９１．　
［１０］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Ｍ］．第６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９．
［１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Ｍ］．第７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９．
［１２］　法共中央经济 部．国 家 垄 断 资 本 主 义［Ｍ］．上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１３］　谢富 胜．分 工、技 术 与 生 产 组 织 变 迁［Ｍ］．北

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４］　大卫·科茨．新自由主义与长期资本积累的社

会积 累 结 构 理 论［Ｊ］．国 外 理 论 动 态，２００４，

（１０）．
［１５］　罗伯特·阿 尔 布 里 坦．资 本 主 义 的 发 展 阶 段

［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６］　列宁全集［Ｍ］．第４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７］　邓小平 文 选［Ｍ］．第２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９４．　
［１８］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Ｍ］．第 二 卷．北 京：外 文 出

版社，２０１７．
［１９］　卫兴华．有领导有谋划地自觉发展是社会主义

的客观要 求 和 重 要 特 点［Ｊ］．经 济 纵 横，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０］　姚舜良．论马克思 关 于 人 的 需 要 的 理 论［Ｊ］．东

南学术，２００８，（２）．
［２１］　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２０１７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统计公 报［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

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８０２／ｔ２０１８０２２８＿１５８５６３１．ｈｔ－
ｍｌ．

［２２］　２０１７年世界５００强１１５家中国上榜 公 司 完 整

名 单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ｆｏｒｔｕｎｅ５００／ｃ／２０１７－０７／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６

７９９．ｈｔｍ．
［２３］　李国斌．中国２２０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



　 　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１４　　　

２０１５／１２１８／ｃ１００４－２７９４７５０３．ｈｔｍｌ．
［２４］　中 国 统 计 年 鉴２０１７［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１７／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２５］　瑞信发布２０１７年 全 球 财 富 报 告：中 国 财 富 总

值全 球 第 二［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ｃｉｔｙ．ｓｈｅｎｃｈｕａｎｇ．

ｃｏｍ／ｃｉｔｙ／２０１７１１１６／６７１２８８．ｓｈｔｍｌ．
［２６］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进出口商品贸易方式总值表（人

民币值）［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

ｃｎ／ｃｕｓｔｏｍｓ／３０２２４９／３０２２７４／３０２２７６／１４２１１４４／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２７］　２０１６年 中 国 旅 游 业 统 计 公 报［ＥＢ／ＯＬ］．ｈｔ－

ｔｐ：／／ｗｗｗ．ｃｎｔａ．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ｌｙｓｊ／２０１７１１／

ｔ２０１７１１０８＿８４６３４３．ｓｈｔｍｌ．

［２８］　尼尔森．２０１７中 国 境 外 旅 游 和 消 费 趋 势 白 皮

书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

２２５０９２５４９＿５６２３０８．
［２９］　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６年基尼系数为０．４６５较２０１５

年有所上升［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ｃｊ／２０１７／０１－２０／８１３０５５９．ｓｈｔｍｌ
［３０］　环保部．去年全国３３８个地级以上城市只有９９

个 空 气 质 量 达 标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２２４２９７１０４＿３１３７４５．
［３１］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Ｍ］．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
［３２］　威廉·拉左尼克．本 土 创 新 和 经 济 发 展［Ｊ］．政

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０６，（２）．

Ｈｏｗ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Ｘｉｅ　Ｆｕｓ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ｏｔ　ｆｕｌ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ｃｌａｓｓ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ｊｕ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ｉｄ　ｏｌｄ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ｉｌ　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ｈａｎ－
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ａｇ　ｗｉｌ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ｅ　ｍｕｓｔ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ｐａｔｈ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ｔ　ｐｒｅｓ－
ｅｎｔ，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ｅ　ｃａｎ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ｙ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责任编辑　陈翔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