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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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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新的科学判断。这是对当前我国社会阶段发生变化科学认

识的重要理论依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有着充分的客观事实依据，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

论原则，彰显着共产党人的基本价值追求，我们应从这三个维度及其有机统一中把握这一主要矛盾变化。

一、价值维度：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定义中的人民性指向

首先，人民主体地位决定下的美好生活价值追求。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定义中的两方面内容都是相对于

人民而言的，不仅“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词是人民，而且“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主词也是人

民，是相对于人民感受与需要而言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二者形成的矛盾整体及其解决的主体实际上

也是人民。因而这一定义体现着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也正由于这一矛盾定义的这一价值特点，我们选

用“美好”这一寓含政治意味的形容词修饰“生活需要”以表明新时代社会总需求的政治进步性与现实合理

性，把“不平衡”置于“不充分”之前来强调与尊重人民群众对发展的感受评价与实际要求。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是亿万人民的共同美好追求与现实发展需要，它决不只是物质满足的“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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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还有文化心灵满足与政治进步等“美生活”的内容。因而它集中彰显了为人民发展、靠人民共建、由人民

共享的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与根本政治立场，这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

发展”或者“人的解放”的最终理想提出的一个新的阶段性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秉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性这一最

鲜明品格在致力于解放全人类的征程又跨出了新的一步。

当前社会转型造成的多重矛盾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十九大报告把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列入美好生活的内容，将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三项重要权利与之并列并明确保护，这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权利尊重程度和保护力度。十九大报告提出把坚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

目标，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报告中200多次提到“人民”，4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这都表明中国共产党顺

应人民的期待，朝着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前进，也是人民利益至上价值内涵的具体体现。

其次，人民利益导向下的共同富裕的价值指向。马克思恩格斯有感于“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

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1 导致贫富分化的不公正不合理社会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

历史与现实也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

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 2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

就是共同富裕。” 3 新时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一方面把人民的“美好生活”作为社会进步的目标与动力，另一

方面把解决阻碍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作为根本任务，这种双重规定必然要求坚持劳动本位

与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与发展道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

好的、最幸福的生活” 4 的“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 5 。所以，新时代主要社会

矛盾彰显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涵。

发展的不平衡或者说贫富分化问题无疑是对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价值背离，它会减少劳动人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贫富悬殊加剧了人们的心理失衡，不公平竞争增添了人们的焦虑感，食品安全与环境污染使人产

生恐慌……这些“负感”严重销蚀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幸福感，甚至对于有些社会成员来说，经济增长成了拉

低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无感增长”甚至是“负感增长”，因此必须通过贯彻新的发展理念的来变“无感增长”

为“有感发展”，变“负感增长”为“正感增长”，特别是应高度关注弱势群体，给予至今仍处于落后状态的地

区、人群更多更精准的关怀。十九大报告多处强调劳动光荣、创新伟大和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

更多获得感等，到2035年，全国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将得到充分保障，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将明显提

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迈出坚实步伐。

再次，人民评判标准决定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由工具理性的片面扩张而

导致社会的价值倾斜和冲突，并在经济——文化的持久对立中泯灭了社会进步的人文价值与理想之光。十月革

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得人们看到了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曙光，当然，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是

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不仅内在地要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和谐发展，而且也为

实现二者和谐发展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与价值观基础。

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定义中的“美好”“平衡”“充分”等描述可以看出，以人民美好生活为动力和目

标，解决发展过程中不美好、不平衡、不充分方面，它既内在要求我们在新时代仍然要重视工具理性的客观

作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所必需的充裕物质条件，同时也要求重视价值理

性的导向作用，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中实现“两个十五年”奋斗目标。因此，它需要在充分发展的求

“真”、均衡发展的求“美”和人民美好生活的求“善”的统一中建设新时代中国，在恰到好处地处理工具理

性与价值理性中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因而它是解决这一新矛盾的思想利器。例如，我国社会中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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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为此十九大报告郑重提出乡村振兴

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这一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谋划了通向乡村高质量发展前景的“城乡融

合发展之路”等七条乡村振兴之路，有力呼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乡村平衡充分发展，乡村不再是日

渐繁华城市的背景板，农民也不再是社会发展分享红利的旁观者。

二、方法论维度：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方法指导

一是唯物辩证的认识方法。这一定义首先体现了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的辩证唯物认识论的要求。从这

一矛盾的外部来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作为矛盾转化的具体内容，

相比较之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有历史联系又不断向前发展，因此要用历

史的辩证地眼光来整体地认识这一矛盾转化的必然性与复杂性。从这一矛盾的内部来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作为矛盾转化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体的人

民及其需要是目的，作为客体的社会发展是手段，新时代发展最终是为人民的需要服务的。另一方面，社会发

展进步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途径。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的最高价值意义同时，认为只有通过社

会发展进步才能实现人的发展和解放。

这一定义还体现了质与量统一的分析方法。一方面，运用这种方法使我们看到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的

量变的“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看，无论是相对于八大报告提出的“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

速发展的需要”，还是相对于十二届六中全会概括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都有着新的内容与形

式；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看，它与八大报告提出了“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十二届六

中全会提出“落后的社会生产”也有着新的内容与形式。另一方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又属于没有发生

质变的“不变”：由于新时代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等基本

国情不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基础“没有变”，因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没有改变其属于社

会主义社会矛盾这一特殊质的规定性。我们要在承前启后、历史关联中精准把握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科

学内涵，认识到新时代是沿着同一方向渐进变化而开启的一个飞跃式的新时代。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新时代

的新，意味着与过去不同。与过去不同有两种：一种是转折式，一种是飞跃式 1 ”。它既与开始了一个转折式走

向的1978年改革开放不同，又的确开始了一个向“强起来”时代飞跃的全新时代。

二是矛盾分析的根本方法。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 2

首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3 ，是我国

进入新时代的主要标志。围绕着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十九大提出了“十四条基本方略”和“四个伟大”等，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就是对矛盾观点与方法的坚持与运用。其次，体现了抓主要矛盾与矛盾主要方面

的方法论。在包括新时代在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由于历史和现实、国际与国内等复杂原

因，我国还存着多种社会矛盾，例如阶级矛盾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还有可能激化。

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4 但是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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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是次要矛盾。同时，在这一主要矛盾体内，十九大进一步把“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作为我国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贯彻新

发展理念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实现我国平衡充分的发展中逐步解决新时代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主要矛

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某一复杂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为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抓住这一主要矛盾来进行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下大力气解决不充分与不平衡发展的瓶颈问题。同时也不能忽视新时代社会次要矛

盾、矛盾次要方面对新时代发展产生的各种影响作用，要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待新时代社会各种矛盾在现

实生活中不断变化的复杂特点，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不能把它们片面化与凝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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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这一方

法是人们正确解决矛盾的关键，是人们认清事物矛盾特殊性和寻找如何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从实践做法上

看，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科学地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就是做到主客观具体

地、历史地统一。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它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或同一社会

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中，都会因为历史条件与发展程度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内容与形式。根据唯物史观的

基本观点，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社会主

要矛盾的方法也与之相对应。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既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生产力水平

与历史阶段所决定，也不是改革开放初期解决温饱和刚刚富起来时期生产力水平与历史阶段所决定，而是由

当前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强起来的新时代生产力水平与历史阶段所决定，是对建国初期“八大”

与改革开放初期十三大对社会主要矛盾与时俱进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党和人民的主要历史

任务，是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是国家确立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依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党

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只有制定与之相适应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够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执政基

础，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热情，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果，推动我

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三、事实维度：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客观依据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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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是对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具有历史感与前瞻性的表述。相较于改革

开放初期，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矛盾的主要方面或者说社会发展的角

度看，当前已经由“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取代了之前的“落后的社会生产”，这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从

经济的现代化程度看，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了体系完整、产能巨大的经济体系，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在快速缩小。例如在2016年人

均年收入已超800 0美元，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跨过了贫困、温饱阶段，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落后

状况已经成为历史。新时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13亿人的衣食住用行，还见证了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

大飞机等高科技奇迹的闪亮登场。而对“落后生产”的告别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已从探索、建立走向完善、成熟，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让制度更加成熟，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推动

人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建立在当时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客观背景下，是符合改革开放后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富起来30多年的历史进程的。新时代对新矛盾的判断，是立足当前我国已经跨越温

饱、即将实现全面小康的基本现实。现阶段，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变革，由“富起来”从而要“强起

来”，走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随之发生变化。

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导致“新时代”前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

化的最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实现了阶段性的跃进，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突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经济

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进程” 3 与作为全部历史的基础的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

的活动的产物” 4 。因而，作为反映经济的社会形态内容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历史的继承与不断突破，这种变化

也是一种自然历史进程。

1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2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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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三个维度有机统一中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处方位

的显著标志的一个科学概括与理论认识，这一科学概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唯物

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认识与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内涵与解决途径，

需要从以下三个维度着手。

首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内容体现着这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如前文所指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无论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都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价值追求，体

现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并且有充分的客观事实依据，或者说是这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在“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这一矛盾方面内容中，既有力彰显了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又内在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

方法论原则，还客观地表现了新时代我国社会总体需求的基本特点。同样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矛

盾方面的内容，既含蓄表明了人民本位的需要价值立场，又内在体现我国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变化

特点，还客观地我们表明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

“不平衡发展”与“不充分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内在体现着这三个维度的统一。“不平衡发展”本身既是

未能很好地坚持人民本位的价值立场的表现，也是改革开放之初“落后生产”的局部残留，还是过去我们对

这一发展实情尊重不够的结果。“不平衡的发展”则会反过来进一步钳制乃至加剧“不充分”问题的严重性，

“不充分发展”的格局隐含着社会资源在相对不足的条件下，引发不平衡发展带来的主观感受隐患。因而，只

有把这三个维度联系起来，我们才能看清楚这两个发展问题的复杂关系。

其次，正确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需要将这三维度内在统一起来。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述

中，为何起笔使用“人民”这个经常被西方意识形态攻击的概念，而非“公民”、“民众”等所谓时髦与价值中

立的词语？为何把发展“不平衡”置于“不充分”之前？离开对其背后的价值维度的考量是难以理解的。同

样，离开唯物辩证法根本方法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也是片面与错误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 1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源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人民”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中一个特有概念，也是我们认识这一矛盾转化不可缺少的根本政

治立场。当然，真正地、彻底地坚持这一根本政治立场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运用与实事求是科学

精神的发扬。科学把握“人民”这一历史发展主体，并在其主体下认识“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

展”的真正含义，才能认识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或人的解放的作用。

再次，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需将这三维度内在统一起来。从价值维度看，不能离开人民这一主体

来理解“美好生活需要”，否则就有可能把解决这一矛盾矮化为人们的感官满足与物质享受，消解了其属于人

民共同理想追求的现实合理性与历史进步性。从方法论维度看，不能割裂历史理解“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而是在满足人民“硬性基本需求”前提下，对人民的各类“软性其他要求”也要重视与满足。从事实维

度看，既要实事求是地看到人民生活需求“日益增长”的升级态势，也要看到新生的“软性其他需求”，也就是

“美好生活的需要”呈现的人民对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甚至人的全面发展等需求。因而，必须把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观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结合起来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对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方面的解决同样如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只有采用

将这三维度内在统一起来的方法才能真正地解决这一矛盾。事实上，“不平衡发展”、“不充分发展”问题的

背后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价值立场、不科学的方法论与不够实事求是的做法。因而，解决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

需要在价值、方法与客观事实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中来解决，防止片面地、孤立地、形而上学地去解决这一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责任编辑   王建国］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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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daptive Activity Under the Pressure System and the 
Administral 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Liang Yuzhu

Abst r ac t :  From t he  pe r spec t ive  of  g r a ss root s  gove r n ment ,  t h i s  pape r  t r y  to  expla i n  t he  phenomenon of 
administ ral izat 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f rom the perspect ive of "grassroots gover nment 's adapt ive act ivity".
Based on asub-dist r ict off ice case study,due to the administ rat ive dominance of power st ructure, the gradual-
down administrative pressure and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grassroots authorities, grassroots government improved 
their integration capability and f lexibility through four approaches.First, the expansion and sinking of "informal" 
pe r son nel  w i t h i n  t he  a d m i n i s t r a t ive  sys t em.  Second ,  con nec t  t he  g r a s s root s"pa r t y-gove r n ment- soc ie t y" 
organizat ions with service-or iented par ty const ruct ion. Third,Absorb the society through administ rat ion, and 
let the core unit play the social authority. Fourth, play the rol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based on f inancial support 
and bureaucrat ic pressure.While the above act iv it ies enhance the adapt ive abi l ity of g rassroots gover nment , 
social governance shows the character ist ics of administ ralizat ion and lead to high governance costs, extensive 
governance approaches and single governance structure.To solve the administralization problem of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rethink the function orientation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especially the leadership style of the 
par ty organization in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At the same time,by means of responsibility lists to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levels, the inter-subject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al power organizations, 
autonomous organizat ions and social organ izat ions,  and cult ivate the sel f-organiz ingcapabi l it y and ser v ice 
capability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Grassroots Government; Adaptive Capacity; Socal Governance; Administralization; Service-oriented 
Par ty

On Three Dimensions of Correct Understan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Wang Hongyan 

Abstract:  The Social 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 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 and major social cont radict ions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h istor ical  changes.The scient i f ic expression of major social  cont rad ict ions reveals 
the basic value pu rsu it  of  the Chinese com munist  pa r t y,  and embodies the d ia lect ical  mater ia l ism thought 
g lo r y  a nd  ha s  ple nt y  of  obje c t ive  fa c t s .  A l so ,  t he  t h ree  pe r spe c t ive s  a re  a c t u a l ly  coi nc ide nt .  T h i s  new 
social  pr incipal cont rad ict ion , f rom the d imension of the value,  contains the adhere to people's  main body 
st at us of the good l i fe pu rsue,  people's  common prosper it y pu rsue and value con notat ion under the cr ite r ia 
of un it y of inst r umental  rat ional it y and value rat ional it y;  f rom the d imension of methodology, it  embodies 
t he cog n it ion method of  mate r ia l i s t  d ia lec t ics ,  t he ana ly t ica l  method of  cont rad ic t ion and the method of 
"concre te  problems and concre te  ana lysis"  wh ich i s  t he essence of  Mar x ism thought ;  f rom the d imension 
of  t he  obje c t ive  fa c t s ,  t he  cu r rent  " i mba la nces  a nd  i na dequ a t e  developme nt"  ha s  r e pla ced  t he  p rev iou s 
"backward socia l  product ion",  " the people 's  need for a bet te r  l i fe" has replaced the "people 's  mater ia l  and 
cult u ral  l i fe demand".

Key words:  Major  Soc ia l  Cont r a d ic t ion s  i n  t he  New Er a ;  Need fo r  a  Be t t e r  Li fe;  People  A re  Supreme; 
Unbalance; Inadequ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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