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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50周年’

何家银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400055)

    [摘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著作之一。

今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经发表50周年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仍然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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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的简要回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

辉著作是毛泽东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

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从讲话记录到正式发表，经过十几次修改，

产生了十五稿。加上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共就

有十六份文献材料。从时间上看，《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讲话到发表历时四个月，

但实际的修改，即从第二稿(把讲话提纲作为第一

稿)到最后定稿，是集中在 1957年4月24日至6

月 17日之间，一共用了55天的时间，完成了文稿

的修改工作。

    1957年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国内的其他

主要报纸全文刊载。同一天，苏联《真理报》也全文

刊载。苏联其他主要几家重要报纸也刊载了《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摘要。在西方国

家也引起了反响，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并发表

社论。美国许多报纸如《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

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刊载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的

有关消息。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

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著作之一。它提出了12

个问题: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肃反问题;农业合作

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

题;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坏事能

否变成好事;关于节约;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12

个问题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

历史经验，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鲜明

地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

主题来对待，详细地阐明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

系列方针，如“团结— 批评— 团结”的方针，

“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进程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奠基之作。

    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的现实作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理论

的创见上有四个第一: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

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辨证地发展地看待社会主义

矛盾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石，这对我们认识当今的社

会矛盾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第一次系统地阐述

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的

区别，这对我们当前准确地把握矛盾性质，正确地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实践上的指导作用;第一次系

统地阐述了真理发展的基本规律，为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第一次系统地阐

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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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之一。毛泽东在《关于

的启示。今天的人民内部矛盾同五十年前的人民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调动一切

内部矛盾，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很大 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

的变化，但毛泽东提出的许多的重要思想，正确处 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对于我们今天推动 伟大的事业服务。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完全适

和谐社会的建设仍然适用。 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关于

    团结— 批评— 团结的方针，对于我们今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

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指导性的作用。我们讲的社 确地提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

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团结和睦的社会;我们讲的和 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维护

谐是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 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我们讲的团结是全国各族人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

民的大团结，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在和谐 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

社会的建设中，在增进社会团结、和睦的工作中，我 继承和发展。
们需要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三、目前的社会矛盾
经过循循善诱的批评，最终达到团结的目的·通过 第一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
大团结，求得社会的和谐。 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2002年，仅占全国人口
    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对于我们今天和 25%的地级城市(不含辖县)实现的GDP占全国

谐社会的建设具有实践性的指导。我们讲的社会 63%，而占全国人口60%以上的农村实现的农业
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我们当前 增加值仅占GDP的15%。从1980年到2003年，
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由50%增加到
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种矛 59%，中、西部地区分别由30%和20肠下降为24. 5
盾的实践活动，最好的办法就是统筹兼顾、全面安 和16.5%。人均GDP的相对差距扩大，东部与中、
排，所以中央提出“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 西部分别由1980年的1.5;:1和l. 91 : 1扩大为
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 2002年的2.1".1和2.6 : l o
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只有统筹各方面 第二，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
的利益关系，才能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今天社会主义 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单以“就业”而论，就面临三方

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当时，毛泽东是针对社会 面的压力:一是新增劳动力数量过大，二是农村富
主义文化繁荣而提出的，强调文化艺术上的形式和 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和城镇转移，三是城镇的下岗
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 和裁员。“十五”期间，每年新增劳动力100。万人，
论，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今天，随着改革开 下岗失业人员1300万人，2300多万人需要就业。
放的不断深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 复员退伍军人、大中专毕业生、残疾人等安置难，
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有 “十一五”时期，中国的就业形势不会在短期内得到
不同的需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春，拓宽社情 缓解。

  民意表达渠道，反映人们的诉求，才是和谐的社会。 第三，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保持社会和谐、这种“不完善”、“不健全”，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

稳定的最好措施。毛泽东当时提出长期共存、互相 些缺陷，甚至还出现一些不规范，阻碍经济社会的

  监督的方针，也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发展，这本身又是新的矛盾。
  也是为了保持当时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我们今 第四，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

  天，要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更需要坚持长期共存、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
  互相监督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事合 求还不适应。人民群众对这种“缺失”、“失范”、“不

  作共事，保证人民政协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 适应”，非常反感，对立情绪很大，如一些地方的干

  参政议政的作用，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 群矛盾明显加剧，就给社会带来不和谐。

  事业，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 第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一

  优势，以求得社会多方面的团结、和谐、稳定。 些领域为了小团体的利益，就不顾国家的利益，就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是我们今天构建社 不顾人民的利益，甚至不择手段，坑害人民;个别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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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干部以权谋私，钱权交易，中饱私囊，甚至腐化堕

落。这些腐败现象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

响，又给社会带来不和谐。

    产生以上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

还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社

会生产还远远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二是所有制结构和利益结构的

调整，必然会产生利益的分化，并引发各种利益矛

盾;三是城乡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调整，也会产生和

加剧某些人民内部矛盾;四是转型期间，新旧体制

并存，新旧观念的碰撞，机遇与挑战同在，社会方方

面面的不适应，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

    四、在化解矛盾中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第一，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保持社会的平衡和

稳定。怎样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从两个方面去努

力。一是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

制机制，推动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业不断增效、农

村加快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二是推进西部大开发，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

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结构，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

城乡、区域的发展趋于平衡，社会矛盾就会减少，整

个社会就趋于稳定。

    第二，千方百计解决就业问题，确保人民安居

乐业。解决就业困难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大力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非公有制经济、中小

企业，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就业岗位;二是实行促进

就业的财税金融政策，积极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

业。就业问题解决得好，社会才能安定有序。

    第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

度，加强收人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人水平，

逐步扩大中等收人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人，坚

决取缔非法收人，促进共同富裕。

    第四，坚持“三个制度”，切实巩固人民当家作

主的政治地位。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

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

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各个层次扩大公民有序的

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国事务、管理经济和

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

治地位。人民当家作主，有矛盾自己内部消化，自

我平衡，达到和谐。

    第五，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人民群众

安全感。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

群众的方针，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广泛开展平

安创建活动，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落实到基

层·，确保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人民

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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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ly rationalizing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for

actively promoting harmonious
— Commemoration of fifty years for publishing Regarding Correct

                                      H E Jia一yin

society construction
Rationalization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Chongging Urban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College，Chongqing 400055, China)

Abstract:Regarding Correct Rationalization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is one of important

works of Mao Zedong in socialism phase, this year is the fiftieth years anniversary for publishing Re-

garding Correct Rationalization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Mao Zedongs views on correct ra-

tionaliza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still have strong guiding role in present socialism

harmonious society construction.

Keywords:contradiction among the people;harmonious society; Mao Ze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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