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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提示 

    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所做的判断，是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正确结论，既有深厚的理论

依据，更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必须将这个论断与十九大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新战略等结合

起来，才能全局性地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一个重大的判断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这是党中央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实

际做出的慎重判断。我们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落实新发

展理念，不断取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科学而慎重的重大判断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都是由矛盾构成的，在诸多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

定作用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

中国的现实问题，而问题就是矛盾。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个态

度问题、情感问题，而且要让人们有切实的获得感，以物质和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的需要。在社会

主义时期，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需求和社会供给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在不同时期

的表现形式和程度各有不同。 

    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有几次调整。1956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当年党的八大就

主要矛盾做了这样的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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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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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新论断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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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科学而慎重的。 

    说科学，是因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符合矛盾运动的规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是随意的，

而是矛盾双方内在演化的结果。在需求方面，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是一种

内在的上升；在供给方面，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也是一种内在的

上升。需求和供给的变化都符合社会发展的逻辑。 

    说科学，更是因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符合中国当下的现实。2012年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

后就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讲的就不是一般的物质文化需要。党

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新形势下，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

矛盾，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

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这些都是对我

国生产发展状况做出的新认识。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所做的判断，是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

正确结论，既有深厚的理论依据，更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还要指出的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也是慎重的判断。实际上，我国发展中社会需求和供给

关系的转换即供大于求的情况，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大致在 20世纪 90年代在一些方面就出现

了这种情况，而在党的十八大之后这种情况大范围突出地表现出来。鉴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全局性

影响，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非常谨慎。在和平发展的年代，如果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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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过多，则不合时宜，也会对战略方针的长期稳定造成冲击。因此，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三

个没有变”就包括主要矛盾“没有变”，直到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依然保持这样的判断。党的十九大做出新的判断，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从时间上看，自上次对社

会主要矛盾判断的 1981年至十九大的 2017年，有 36年的时间跨度，而这 36年正是我国飞速发

展的时期，可以说跨越了一个时代。正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需要，我们党适时

作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我们必须将这个论断与十九大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新战略

等结合起来，才能全局性地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意义。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对当下实际更精准的认识 

    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新认识。但这个新认识，不是对过去认识的简单否定，

而是在过去基础上的深化。 

    第一，在需求方面。“人民”是需求的主体，新论断的主体没有变化，以人民为中心没有变。

“日益增长”表示趋势，新论断依然保留了这个说法，唯物辩证法认识论没有变。变化的只是将

“物质文化需要”改为“美好生活需要”。相对来说，“美好生活需要”比“物质文化需要”外延

更宽、要求更高、指向更为明确。 

    第二，在供给方面。原有的“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判断与现实反差更大一些。中国经济总

量稳居世界第二，是世界经济大国，对全球经济有重要影响；中国的生产力中也有不那么落后的，

更有一部分是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即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鉴于这种情况，继续用“落后的社会生产”概括就不准确了，而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更恰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的十九大在表述中用“发展”替代以前的“社会生产”，也体现

了新认识、新理念。正是在以上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都出现了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出

现了新变化，因此对社会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是必然的。当然，这种改变不是次要矛盾上升为主

要矛盾，而是将社会主要矛盾表述得更为精准，是对过去判断的深化、细化。 

    要更精确，还需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做进一步具体分析。第一，需要的范围

更广。美好生活需要首先还是物质的，这也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随着我们稳定解

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

体系基本建立，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美好生活意味着更多的非物质需要，这符合人类需求发展

的规律。在物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呈现多样化、多层次、

多方面的特点。第二，需要的层次更高。需要的扩张就意味着层次的提高，在民主、法治、公平、

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些需求没有直接的物质财富那么“实”，但却是更

高的、也是更难满足的需求。诸如环境问题，我们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

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要更精确，也需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做进一步具体分析。第一，不平衡的发展。发展

首先是生产力方面，生产力的不平衡表现为某一些领域比较落后，在一些领域比较先进，甚至有

的领域具有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发展不平衡也是指横向比较，诸如东西部、南北部、各个行业之

间、各个部门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现象，尤其是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

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第二，不充分的发展。不充分指发展不足，其

中在经济方面，包括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还有待提升等。 

    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落实新发展理念上发力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带有全局性、历史性的变化，对我们党和国家

的许多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主要矛盾是国家治理重大战略的逻辑起点，我们要直面矛盾，

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社会发展。党的十九大全面部署各方面工作，归根到底都是在解决社会

主要矛盾。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实新发展理念，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更为直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质上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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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的短板方面，将是以后需求的突出增长点。哪里有问题，哪里就

应该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多谋民

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

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不断提升社会发展水平。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也

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坚定不移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

们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

和综合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