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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社会主义矛盾思想研究①

———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为中心的考察

刘正妙１，彭昕２

（１．湖南省毛泽东研究中心湖南科技大学基地；２．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指出群众的需求没有得到合理满足、思想政治教育薄弱、管理不民主等是社会
主义社会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进而提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首先要严格区分社会主义中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其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最后要不断变革社会主义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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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著作中，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

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在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第三版）》）的过程中，他又探讨了社会主义矛盾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精辟的观点，发展了马克思社

会主义矛盾学说。

１　正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客观存在
社会主义社会存不存在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著作之前，毛泽东对此问题作出过明确回答：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并充满矛盾。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０９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项目（１３Ｃ２９６）；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１３ＪＤ２１）；湖南省社科基金毛泽东研究与湘学研究专项资助

课题（１４ＷＴＣ２０）
作者简介：刘正妙（１９８４－），男，湖南临湘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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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
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的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

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１］２３１同月，

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到“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

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２］４４。１２月，毛泽东和黄炎培谈到：“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３］２５５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泽东
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他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毛

泽东强调，“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想法。”［２］２０４“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２］２１３；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

矛盾，只会使得“他们在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２］２１３１１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
党代表会议上再一次指出：“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

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

盾。”［３］６４２以上论述，非常清楚地表明，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并充满矛盾。也即是说，毛泽东意

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各领域存在矛盾，处处有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矛盾。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与《矛盾论》中阐述的矛盾普遍性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在苏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普遍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苏联社会主义经济

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的作者，虽然提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但是他们还没

有把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作为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仍没有意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书中的诸多阐述，如：“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

中，能够在一切企业里毫无阻碍地推广科学的最新成就、技术发明和先进经验”［４］７４；社会主义的“特点

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４］１８７；“‘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中都‘完全地、永远地’、有利于

社会主义地解决了”［４］４２１等等，实际上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矛盾。毛泽东针对上述无视社会主

义社会矛盾的说法郑重其事地给予了深入批判。“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

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

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

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

展的动力”［４］１８７－１８８；“列宁死后，苏联的辩证法少了。是说少了，不是说没有。他们有时强调斗争不讲统

一，有时强调统一不讲斗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缺少辩证法。他们不承认矛盾的普遍

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

争。”［４］７５在毛泽东看来，唯物辩证法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抛弃的武器，对立统一学说是考察社会主义社

会的基本视角和出发点。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仅在理论认识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有

害的。

在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４］５９的同时，毛泽东着重阐述了社会

主义社会经济领域存在的诸矛盾。例如，在所有制方面，毛泽东不仅指出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

存在矛盾，“两者之间的差别又是根本性的差别”［４］２９３，而且它们自身内部也存在矛盾。在全民所有制

内部，有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同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但是

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有地区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４］２９３在集体所有制内部，集体与集体之间，集体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之间也存在

着矛盾。在分配问题上，毛泽东强调，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关系，是经常存在而又不容易解决好的复

杂问题。“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

公。”［４］２８６在国民经济各部门，毛泽东认为，农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立统

一的关系。一方面，“工业是由农业有剩余产品开始的”［４］２１３，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为“工业创造积

累”［４］２１６，提供工业所需的农业产品。“农业不上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４］２１２另一方面，工业发展

了，不仅能够为农业提供其所需的生产资料，提高生产率，“从农村解放出一部分劳动力，来满足工业发

展的需要”［４］２１５，而且，“工业发展了，城市人口增加了”［４］２１１，能为农产品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此外，毛

泽东还阐述了社会主义其它具体形态的矛盾，如积累和消费的矛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矛盾、沿海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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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内地工业的矛盾、计划与市场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等等。毛泽东没有掩盖、回避矛盾，

他的这一态度，“可以说是他的‘实践论’的哲学精神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的体现，是他对社会主义社会

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５］这是有效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前提。

２　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存在的原因
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基础上，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国情，结合

苏联经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原因。

１９５７年，毛泽东曾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斯大林在很长一个时期不承认社会主义制
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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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６］１５７

毛泽东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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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４这种矛盾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

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

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

况。”［２］２１４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各领域矛盾产生的根源。他倡议，要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

经济基础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纲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矛盾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人民群众提出的某些物质要求没有得到的

满足。１９５７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分析１９５６年少数人闹事事件原
因时指出：“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

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３］３５０－３５１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

的一个基本原则。毛泽东在此坚持了这个原则。在他看来，如果干部能够关心和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

或者在不能够满足时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矛盾就不会激化，甚至不会产生。他强调要

重视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特别是要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

劳动生产率，更多的增加农产品的生产”［４］２１１；“要有步骤地改变农村的居住条件”［４］２８３；“要使农村的生

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４］３０５对于工人，他说，我们要注意改善他们的劳动

条件和集体福利。“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４］２８３同时，他提出，“工

资制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在今天还是必要

的”［４］４１。

毛泽东还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薄弱，是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１９５６年，他在《关于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的报告中提到：“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

上有争论”；“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

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２］１０７毛泽东认为，如果不对群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他们对问题的看

法就可能存在分歧，意见无法统一，进而影响团结。１９５７年，他又指出：“闹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对于工
人、学生缺乏思想教育。１９５６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对于群众缺乏教
育。”［２］２６３在毛泽东看来，由于社会主义是全新的事业，人民群众对其认识还很模糊，甚至是误解。他们

往往只看到了社会主义美好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的不完善。因此，群众往往会产生过高期望，矛盾由此

而生。

毛泽东很重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处理得

不好，可能会激化矛盾。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

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

文章可做。”［４］２４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许多矛盾，就是因为没有做好这篇文章而引起。他强调，“劳动者管

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４］１３９，如

果他们的这些权利得不到保障，人民群众就会产生不满情绪。毛泽东特别注意管理中存在的官僚主义

问题。“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

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２］２３６－２３７

在他看来，正是由于管理中的官僚主义，使社会主义社会本来在根本利益上高度统一的干群关系、党群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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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却出现了矛盾，甚至导致了矛盾的激化。换言之，毛泽东认为，只有“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

气”［４］２６；破除“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

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４］４０；努力克服管理中的官僚主义，才能有效地化解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诸多矛盾。无疑，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从社会主义民主这一重大问题上，论述了社会

主义社会矛盾产生的深层原因。

３　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解决的途径
正视社会主义存在的矛盾，探寻矛盾存在的原因，目的在于处理和解决矛盾。这是毛泽东社会主义

矛盾思想的落脚点。对待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他不赞成采用掩盖、回避的态度，也不赞成采取听

之任之的态度，而主张乐观、积极主动、正确地加以解决。“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

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２］２４２要“揭露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３］１１７。

毛泽东认为，解决社会主义矛盾，首先是要严格区分社会主义中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

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

盾。”［２］２０４－２０５毛泽东指出，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后者“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

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２］２０５。进而，他强调，解决不同

性质的矛盾，应该采用不同的方式。“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

同。”［２］２０６他反对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或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敌

我矛盾。

对于不同内容的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主张通过不同的途径加以解决。

对于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要求，毛泽东的基本设想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增加全社会物质财富总量

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分配。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大力发展生产，应是有计划的、服从于社会主义需

求的进行。“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４］１７；“社会主义生

产服从于需要”［４］１９６，“要高速度发展生产，工作要有步骤。”［４］３０２他反对无政府状态下盲目的社会生产。

同时，毛泽东意识到，要做到按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并非易事。大多数时候，社会生产的产品，经常

不是多了就会少了。“大家还记得，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是一个风潮煤多了，一个风潮糖多了，又

一个风潮钢铁多了，过不了多久又都说少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看来，还

不能说我们过去是完全正确地计划生产的。”［４］１３对于如何发展生产，毛泽东认为，广泛地开展技术革新

和技术革命是有效的方法。“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

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４］１９８在他看来，通过技术革新和

技术革命，可以快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较短的时间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毛泽东还指出，我们进

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既要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４］２００，也要

“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４］２３１。他非常重视普通群众的科技发明，“采用新技术必须

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革命运动相结合”［４］２３１；“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许多工程师并没

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４］２５３。

“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

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４］２８６关于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分配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还处

于初级阶段，劳动者的体力、智力和努力程度存在差异，我们要承认不同社会人群的收入差别，反对平均

主义［７］。但是，他又不赞同扩大这种差别，过分贫富悬殊。他强调，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劳动者“不可避

免地要向两极分化”［４］１５５，要注意防止出现高薪阶层。“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

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４］１９３毛泽东多次批评苏联没有处理好物质利益分配问题，导致“苏联

有个高薪阶层”［４］２８２，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他看来，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某

些群众占有大量的物质财富，另外一个群体能够获得的物质财富就必然会减少。“既有高薪阶层，就一

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４］７５。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途径。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的新中国，物质贫乏，

生活资料短缺，并且存在差异和不平等，还必须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来防止矛盾的冲突和激化。“我

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４］２７４；“教育人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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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个人的、局部的、眼前的利益，服从集体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而努

力奋斗。”［４］２８６在毛泽东看来，我们只有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用共产主义理想鼓舞那些物质利益没有

得到满足的群众，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才能使他们不为个人的、目前的物质利益没有得到满足而

耿耿于怀，才能使他们能服从大局、立足长远，为了未来美好的生活，而继续努力地生产和工作［８］。特

别是，毛泽东认为，农村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加之还要为工业化“受一点牺牲”［４］２８８，农民群体的物质需

求，特别是中农和贫农的物质需求经常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因此，要加强对于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消

除他们因物质需求没有满足而生产的不满情绪。另外，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极大多数人忠实

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有一些工作者却不老实地对待自己的义务”［４］１８９，要使那些“为名为利，为私为己，

暮气沉沉”的人转变过来，变成对社会主义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勃勃”的人，“也不能光靠物

质刺激，还必须经过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４］１８９。最后，毛泽东主张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来克服

“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４］１８８。“我们要用辩证唯物论教育全体人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

界观。”［４］１９３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尚未完全克服”［４］１８８，如果我们及

早注意这个问题，“在群众中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教育工作，对全体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４］５９１，就能

防止资产阶级死灰复燃，将可能激化的矛盾消除在襁褓之中。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干部同普通群众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不少解决方案，试图做出综

合治理。毛泽东认为，广大干部参加劳动有利于克服干群之间的矛盾。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在《关于整风和
干部参加劳动》一文中就曾提到：“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

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

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

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２］２９４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每提到干群关系时，毛

泽东都强调要让干部参加劳动。“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４］４０；“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

态出现……干部参加劳动”［４］２４６；“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４］２４７。在毛

泽东看来，让干部参加劳动，能让“群众觉得共产党跟他们是一起的”［４］４１，增加干群之间的感情，让群众

感觉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２］３５５。这样一来，干群之间的关系就融洽了，他们就能打成一片。另一方

面，毛泽东认为，让群众参加管理，也有利于克服干群之间的矛盾［９］。他指出，群众不仅要参加经济核

算和财务管理，奖金“谁发多，谁发少，由每个单位的职工评定”［４］２７９，群众也要参加规章制度、计划的修

订和技术管理。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指出，群众必须参加上层建筑的管理。“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

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４］１４０这表明，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只有让群广泛地参加管理，才能增

进群众对干部的了解，才能加强群众对干部的监督，才能有效保护群众的正当权利。这样，干部侵犯群

众权益的机会就被减少，公共权力就不会用来谋私，群众对干部也就会更加信任。毛泽东主张通过整风

来反官僚主义，改善干群之间的关系。“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要使劳动人民“精神面貌大为改

变”，就必须“一年、两年整一次风”［４］２４７；干群关系，“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

的。”［４］１９４此外，毛泽东还主张通过变革规章制度来改善干群关系。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对社会主义矛盾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这些对于今

天在新形势下处理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仍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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