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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张兴茂

摘 要 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不同历史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新时代做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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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判断，客观反映了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自然

要求，具有客观必然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制约了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是新时

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准确抓住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要统筹推进各项

事业蓬勃发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更加平衡更

加充分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步化解直至最终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

盾，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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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研判不同历史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明确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和工作重心，通过破解主要矛

盾，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一项极为

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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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判断，为我们准

确把握新时代的时代特征，明确中心任务，提出新的工作要求，奋力开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新征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和实践依循。

一、精准研判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主次矛盾及矛盾主次方面的划分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矛盾分析方法是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这一分析方法贯彻到社会领域就是要把社会看作是处在运动中的多层次、多

方面的矛盾统一体，在诸多的社会矛盾中找出处于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通过集中力量解

决主要矛盾，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从而推动全面社会进步。同时，在解决主要矛盾的时候，要注意区分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通过在主要方面着力来化解主要矛盾。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每当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总是全面深入分

析并牢牢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根本任务，抓住工作重点，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和

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帝国主义日甚一日的侵略、官僚资本主义的强取豪夺以及封建地主阶

级的残酷剥削和军阀割据，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国国情和社会结构的分析，逐渐明确了人民大众与帝、

官、封之间的矛盾是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也认识到人民大众同帝、官、封三者之间的矛盾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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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有不同的侧重。大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矛盾，为此，中国

共产党采取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实现国共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同国民党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大革命失败后，面

对国民党的屠杀，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组织武装起义，

开展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

中国共产党放下两党恩怨，承担民族大义，主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解放

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与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之间的矛盾。中国

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发动了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人

民民主统一战线，最终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2 年土地改革完成前，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
的任务。土地改革完成后，中国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

盾上升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又适时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生产

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为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奠定

了基础。

基于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概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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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P341）毛
泽东也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在《论十大关

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了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

经济建设的问题。遗憾的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特别是 1957 年以后，越来越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继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全

局性的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付出了沉重代价。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果断地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
到经济建设上，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

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

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

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2]（P182）这一判断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规范地表述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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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212）这就为制定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

力和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可以说，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历史，就
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科学分析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中心任务，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破解主要矛盾进而推

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历史。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精准研判，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制

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二、科学认识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鲜明标志和基本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常常牵动社会全局的变化，这种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显著特征，也是判断其进入新时代的基本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不是恒常不变的。它既有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相对稳定性，又有随着量变的积累发生质

变的现实可能性。党的十九大做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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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P11）的新判断，准确反映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首先，就社会生产方面来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产能在很多方面已进入世

界前列。例如，自 2010 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 30%，经济总量、货物进
出口及服务贸易总额、对外投资总额均稳居世界第 2 位，利用外资总额居世界第 3 位。我国已经是世界
上工业部门最为齐全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自 2010 年后连续 7 年位居世界第一；基础设施建设在多个
方面遥遥领先；工农业产能大幅提升，200 余种工农业产品产能跃居世界第一，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
甚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棉花、油料、肉类、禽蛋、水产品、蔬菜、水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也位居

世界前列；诸如天宫、墨子、天眼、蛟龙、大飞机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科技成果相继问世。显然，长期困

扰我国的产能低下的状况已经有了显著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的原有表述，已然不能概括生产的实际

状况与水平。

其次，从人民需要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从

1978 年的 156 美元左右增长到 2016 年的 8000 多美元，达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城镇居民和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6 年分别达到 3 万多元和 1 万多元；居民接受教育的程度不断提高，九年
义务教育得到全面普及，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2016 年达到 42.7%，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覆盖城乡居民的
社会保障体系基本确立并不断完善。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对生活的追求也发生了变化，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上任伊始所谈到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

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

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5]（P4）。十九大报告也指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
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

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4]（P11）确
实，温饱型的甚至小康型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再次，从发展水平方面看，在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随着人民

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提出的必然要求，具有客观必然性，而我们要做的则是积极发挥主观能动

性，分析并逐步消解影响人民需要得到满足的限制因素，也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里的发展

不平衡，主要是指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所谓发展不充分，主要是指在一些

地区一些领域还面临艰巨的发展任务。比如，就不同区域看，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呈现明显的梯度分布，东

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城乡发展差距明显，与城市相比，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基本公共服务比较薄弱，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就不同

领域看，我国经济发展很快，经济效益在不断提高，但政治体制改革尚需稳步推进，文化事业亟待繁荣，

社会领域存在不少短板，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就不同群体的发展水平看，以收入差距为例，尽管我

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连年持续回落，但仍然高于 0.4 的国际警戒线，农村贫困人口依然偏多，城市中
亦存在很多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相互交叠、彼此影响。发展不平衡主要是由于

改革开放之初，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我国采取了有条件的地区先行一步、有能力的人依靠合法经营和

诚实劳动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政策带来的，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同时也造成了发展的不同步

不平衡；发展不充分则是指总体上我们仍然面临繁重的发展任务，发展的短板、弱项方面的发展压力更

大。所以，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在各个方面日益增长着的美好生活需

要，就成为最迫切的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

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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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12）这也就是说，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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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对于社会主义这个比资本主义更高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而言，相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而言，相

对于我国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人均经济水平还很低的国情而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仍然是我们的国内国际定位。对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

路线，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三、准确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路

前已述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追求的必然升级，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限制了人民需要的满足，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我们必须对症施策，

抓住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通过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进而缓解直至最终消解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是一项系统工程，准确抓住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具有系统思维、全局眼

光，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密结合起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坚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更加平衡、充分的发展，化解乃至最终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第一，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随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而完善起来的，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内在要求与逻辑

必然。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加快发展的巨大压力，我们的发展采取了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发展策略。基

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新形势，我们的发展就必须统筹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补齐短

板，强化弱项，实现各领域建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五位一体”中的“每一位”内部也存在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经济建设领域，社会主要矛盾

表现为人民对中高级产品和服务的需要同满足这些需要的供给不足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质

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增强经济的创新能力

和竞争能力，用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的需要。在政治领域，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必然追求，也是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当然包括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也取得显著成就。但由于“左”

的指导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所谓“大民主”的干扰，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曾经偏离了正

确轨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稳步推进，展现出了独特的政治优势。理论和

实践证明，民主政治必须制度化，因为制度带有全局性、稳定性，管根本、管长远。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重点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依法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

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为此，要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道路，强化人民

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作用，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时代，

广大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高尚的同时又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提出了新要求，而当今文化领域

中反动的、落后的、低俗的文化还有一定的市场。对此，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倡导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强化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事业的繁荣发展，用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社会建

设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相互叠加的问题表现突出。人民群众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的问题，每年需要解

决的大量的新增就业问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等等，都需要下大力气解决。这就要优先

发展教育事业，增加教育供给，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努力让每个受教育者都能享有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完善有关政策，着力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要努力

增加医药产品和医疗服务的供给，提高医疗质量，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的强劲需求。建立健

全住房制度，调控过高房价，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坚持积极的就业政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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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高质量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确保 2020 年时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贫
困。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欠账较多，也是人民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领域。我们必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建

立健全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第二，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如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目前的小康社会还不全面、不平衡的问题，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

更公平地惠及十几亿全体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啃下“硬骨头”，涉过“深水区”，打破利益固化的藩

篱，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就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全面依法治国旨在通

过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保护人民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从严治党旨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通过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以辉煌业绩赢得人民群众拥护，更好地实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需要强调的是，全面从严治党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关键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了如期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破

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全面推进各项建设事业，这一任务艰巨、前途辉煌的事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是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我国过去近

40 年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未来发展也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今天的改革已经进
入深水区，它既包括各项体制机制的改进和完善，更包含了深层次的利益调整，同时，我们的改革是社会

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要保证改革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

易帜的邪路，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指出：“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

本经验。”[6]（P157）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坚持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性质，才能
保证法制建设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发展好、维护好、落实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就必须坚定不移地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党的政治建设，并把它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中国共产党对

多年来党的建设工作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

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过去一段时间里，一些地区和部门之所以出现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

等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放松了党的政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狠抓党的政治建设，强化管党

治党的政治责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的领导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党内政治生态

明显好转。事实表明，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核心与灵魂，对党的其他方面的建设起着统领作用。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首要的是要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执行党的政治

路线，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四个全面”要全面贯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建设中，“五位一体”的每一个方

面的建设也必须落实“四个全面”，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协同发

展，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新期待的重大方略。

第三，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对国内外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的总结，有着鲜明的

问题导向，是更加贴近人的发展的发展理念，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方向及着力点，都具有指

导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此又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中，都贯彻了

五大发展理念并有所发展。

创新发展就是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社会。创新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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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取得了明显成效，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2012 年的 52.2%
提高到 2016 年的 56.2%，有力助推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但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
仍有不小差距，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都在 70% 以上。在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新形势下，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不断增长的需要，根本

出路在于创新。通过科技创新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原有发展模式动力衰竭、新发展动力培育不足

和发展动力转换困难等问题，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作用；通

过理论创新突破陈旧思想观念的桎梏，为其他一切形式的创新打造坚实的基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

制度创新，构建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激发人们创新的活力；通过培育和倡导创新文化丰富人们的智

慧，鼓励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则要着力解决

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努力实现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

展，全面推动党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进步。绿色发展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保护和涵养

自然的前提下利用自然，在创造更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要。为此就必须改革生态环境的监管体制，下大力气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加大生

态系统保护力度，切实推进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当前全球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战硝烟弥漫的严峻形势下，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引进

来和走出去，努力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十九大报告对共享发展理念的诠释

更加全面完整，更加具有宏阔的国际视野。首先是对生活在中国内地的中国人民来说，要通过发展共享

经济，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通过司法正义不断增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

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对生活在香港、澳门特区的中国人，通过让港澳同

胞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来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荣光；对台湾同胞，通过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实现互利互惠，让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十九大报告还把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及国际关系上，

提出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建设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第四，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坚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是十九大报告中出现

的高频词。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篇，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做

结，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全文，充分体现了党的性质与党的宗旨，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唯一根

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决定力量。只有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依靠人民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第二个明确”在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之后，特别强

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坚持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以及各项具体措施就会契合人民需要，满足人民期待，得到人民拥护。

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要更好地推动各项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

水平，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目前来看，坚持落实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要重点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确保共同富裕路上“一个都不能

掉队”。尽管近年来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持续回落，但仍然偏高，为此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充分运用法

律手段和改革措施，平抑过大的收入差距；要通过社会政策托底，守住民生保障底线。二是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具体举措，按时完成贫困

地区、贫困人口的艰巨脱贫任务。三是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确保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

及全体人民。着力解决好诸如教育、就业、居住、医疗、养老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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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总之，中共十九大报告作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理论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社会矛盾学说的创新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中国共产

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深入分析和科学认识这一矛盾，对确定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明确奋斗目标，

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及策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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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 and Correctly Handle
the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 in China for New Era

Zhang Xingmao (He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o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 and correctly handle the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times is the basic ideological and working metho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pon entering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Jinping suggests that the
main contradiction in our society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m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which objectively reflects the new change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 in our country.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is their
natural demand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as an objective necessity. People’s
satisfaction with the needs of a better life restricted by im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main aspect of the contradiction in New Era. In order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main
aspects of the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 in New Era, we need to balance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coordinated growth of the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s strategy layout,
comprehensively carry ou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insists on implementing the people-
centered development thinking. Through a more balanced and fuller development we can constant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gradually dissolve until finally solve the social main
contradiction of New Era,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
the people’s 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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