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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论断是
与时俱进的科学判断

周永瑞

【提　要】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基础，本文运用马克思主

义哲学原理，从矛盾的阶段性、不平衡性和对立统一的关系分别论证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转化的内涵、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矛盾 “变”与 “不变”的辩证关系。认为转化后的社会

主要矛盾在内涵上没有推翻此前的基础，而是对前一时期认识的延伸与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是当前及今 后 一 个 时 期 制 约 满 足 人 民 美 好 生 活 需 要 以 及 矛 盾 化 解 的 主 要 因 素，
因此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两个没有变”决定了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路

线没有变，也为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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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人民需求增长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客观实际作出了

积极回应，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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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新论断，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也是党和国家制定

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基础，必然引起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并对相关工作提出许多新要求。因

此，科学认识、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意义。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体现为内涵的扩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
决定一个社会的基本形态。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在矛盾系统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

决定作用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体现着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反映了一种社会形态某

个发展阶段存在的最突出问题。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的建立，消除了全社会的阶级对立，从根本上克服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使得社会基本矛盾发生了质的改变。“社会生产与人民需要、生产力发展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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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之间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是贯穿、支配和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全过程的根

本动力”。①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坚持正确把握特

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使之成为取得革命胜利并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经验。当

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跨入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从 “物质文化需要”到 “美好生活需要”，从解

决 “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到解决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这一调整既有重大变化又保持了

延续性，是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取 得 历 史 性 成 就 的 反 映，也 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开 启 新 征 程 的

反映。
改革开放之初有关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既是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也是对我国生

产力不发达的反映。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将近４０年的高速发展，曾经长期困扰我国社

会的物质短缺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凭票限量供给的困境已被产能过剩的挑战所取代，也就是

“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矛盾已得到阶段性的化解。具体而言，人民群众以解决温饱

为主的基本需要已达到总体小康水平，表现为 衡 量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的 恩 格 尔 系 数 发 生 了 结 构 性 变 化。
人民需求方面，数据显示，１９７８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５７．５％，农村居民家庭更是高

达６７．７％。② ２０１７年则已降低至２９．３％，③ 按联合国划分的２０％至３０％的富足标准即已初步进入富

足阶段。特别是中产阶层的 形 成 与 壮 大，为 需 求 的 扩 大 与 升 级 提 供 了 坚 实 的 基 础。社 会 生 产 方 面，
我国发展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而且，中国在很多技术、
产能等方面由以前的跟跑者转变为并跑者甚至领跑者，因此 “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表述也已不符

合实际。党的十七大报告即已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④ 总之，在进入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以后，前一时期有关社 会 主 要 矛 盾 的 表 述 已 不 能 真 实 全 面 地 反 映 客 观 现 实，
鉴于其在矛盾系统中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有必要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其实，近些年来，从学界

到媒体，已有人认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改变，并提出各种 “新论”。⑤ 这些 “新论”不乏有价值

的理论探讨，但从决定矛盾主要方面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直到提出基本解决与满足人民物质文

化需要，才算有了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不过，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矛盾

的根源仍在于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这是因为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仍以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意味着生

产关系的基础没有变，这决定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毛泽东同志也曾从哲学以及对社会主义的经典阐释上分别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会

经历阶段性变化。他在 《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

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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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变为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落 后 的 生 产 力 与 超 前 的 生 产 关 系

之间的矛盾、膨胀的人口数量与低下的人口素质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市场经 济 的 矛 盾、生 产 增 长 与 需 求 不 足 的 矛 盾、人 民

的物质文化政治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 低 效 的 矛 盾、公 平 与 效 率 的 矛 盾、人 民 内 部

矛盾等。参见侯德泉：《论 “三个没有变”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７页。



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

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

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① 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阐释上，毛泽东同志认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

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

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一切事物总是有 ‘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

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 ‘边’的。不承认 ‘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② 甚至

在大跃进期间他也曾指出：“将穷队提高到富队生产水平这样一个过程，所以需要较多的时间。这个

过程即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

品 ［质］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 ［高］的过程，当然还只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

个提高阶段，才能完成 〈全〉建成社会主义。”③

因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虽没变，但已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表现为前一时期构成主要矛

盾两方面的 “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 “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缓和，过去处于次要地位的 “美好生

活需要”及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则开始凸显。“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必然是 “物质文化需要”，

同时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包含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

个方面的 “非物质需求”。根据被广泛接受的 马 斯 洛 需 求 层 次 理 论 来 看，某 一 层 次 的 需 要 相 对 满 足

了，就会向高一层次的需要发展，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也就是新时代发展

的动力。相应地，获得基本满足的需要就难再有激励作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多数人的需要层次

结构，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直接相关。也就是说，

发展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物质匮乏是改革开放之初在生

产力发展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物质上富起来之后，更全面的发展就

成为必然。简言之，人民的需求与社会的进步一同提升是发展的必然现象。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人民的需要必然日益广泛和多样化。“物质文化需要”侧重的只是基本的满足，“美好生活需

要”反映的则是对生活品质的更高追求。另外，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已不再是供给不足，而是

在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上，不同领域、不同地方之间存在不均衡。当然，一些地区和领域仍然不能满

足人民的基本需要，这也体现了对前一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延续。总的来说，人民 “物质文化需要”

仍然存在，但广度和深度有了变化；“落后的社会生产”也还没有彻底解决，但已不再是整体性的问

题。因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调整，“不能理解为是后一矛盾取代了前一矛盾，或者说是前一矛盾已

经不存在了”，④ 转化后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内涵上没有推翻此前的基础，而是对此前认识的延伸与发

展，是从较低层次提升到了较高层级。

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除了阶段性特征，矛盾还有不平衡性，这是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

方面的重要依据。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

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 平 衡，没 有 不 平 衡，生 产 力、生 产 关 系、上 层 建 筑 就 不 能 发 展 了，就 固 定

了。”⑤ 不过，不平衡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和社会矛盾，倘若不断积聚和激化，成为制约事物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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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因素，就必须高度重视了。比如，地区之间发展的长期不平衡必然导致资源、人才等生产要素

流向发达地区，如果单向流动的态势一直持续，必将不利于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也就必然会阻碍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而言，影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有很多，但党和国家在谋划工

作与分配资源时必须抓重点，也就是抓在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方面。从构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矛盾双方来看，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它决定了满足人民需要的程度与水平。
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上，党的十六大指出：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
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党的十八大 也 再 次 强 调：发 展 中 不 平 衡、不 协 调、不 可 持 续 问 题 依 然 突 出。
综合前文分析，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及矛盾化解的主要因素就是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指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已经提高，但是

“存在着快慢、高低、优劣的不均衡现象”，① 它决定着满足 “美好生活需要”非均衡性和不全面性，
决定着 “美好生活需要”的质量和层次难以提高。② 不过，在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最为关键

的是 “不平衡”，这不只是因为不充分是对过去的延续，还因为不充分是在整体相对充分情况下的总

量性矛盾，而不平衡是结构性矛盾。③

我国现阶段的发展不平衡有自然、历史、政策、体制等多种原因，④ 从发展的眼光看，最主要的

是政策原因。实施改革开放之初，为激发全国上下的生产积极性，中央选择了 “效率优先”的政策

路径，形成了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的非均衡发展决策，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的温饱问

题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按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１９７８年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

为９７．５％，⑤ 可谓整体贫困，而到２０１７年，贫困发生率已下降至３．１％，⑥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这一政策客观上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 “先富”和 “后富”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成为现阶段需要解

决的主要问题。在整体富起来的同时，发展不平衡的弊端日益凸显，与之相关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
在人、社会和国家等各个层面普遍存在。其中，在人的层面突出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不平衡、人口

结构不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平衡。在社会经济层面突出表现为结构不平衡、区域不平衡以及

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在国家层面则还有硬实力与软实力不平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平衡。
人的层面的不平衡，在人与人之间主要表现在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长期失衡、社

会基尼指数过高，社会公共服务不均等、公平与获得感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收入分配方面，
虽然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由１９７８年的３８２元增至２０１７年的５９３５０元，⑦ 已从低收入国家水平上升到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⑧ 但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国仍有３０４６万农村贫困人口、１２６４万城市最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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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汪建新：《“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昭示深刻变革》，《天津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３日。

参见胡隆辉：《深刻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学习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第７页。

参见黄泰岩：《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规律及其政策取向》，《光明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１日。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七个 “怎么 看”———理 论 热 点 面 对 面·２０１０》，学 习 出 版 社、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１０年 版，第５～７
页。

参见 《张为民：脱贫步伐 加 快 扶 贫 成 效 显 著 我 国 贫 困 人 口 大 幅 减 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ｓｊｊｄ／２０１５１０／ｔ２０１５１０１６
＿１２５７０９８．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６日。

参见 《２０１７年全国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明 显 减 少 贫 困 地 区 农 村 居 民 收 入 加 快 增 长》，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８０２／

ｔ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１５７９７０３．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４月１日。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７》“１～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量与速度指标”数据显示，１９７８年中国大陆人口为９．６２５９亿人，国民总收

入为３６７８．７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１７年大陆人口为１３．９００８亿人，国民总收

入为８２５０１６亿元。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标准，２０１７年人均国民收入在３８９６～１２０５５美元的国家即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２０１７年中国大陆人均国民收

入约合８６９０美 元。参 见 Ｈｏｗ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３７８８３３－ｈｏｗ－ａｒｅ－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２日。



保障人口①以及很多相对贫困人口，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仍超过０．４② 的贫富差距警戒线。在人口

结构方面体现为我国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不断降低，“未富先老”的挑战

将困扰我国的长远发展。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则突出表现为生态环境恶化到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经济层面，结构不平衡主要可从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建设情况来看，经济建设成绩

突出，其他领域的建设则相对落后。另 外，在 经 济 建 设 内 部，也 长 期 存 在 产 业 结 构 不 平 衡 等 问 题。

区域不平衡一方面体现为东西部发展水平有差异，一方面体现为城乡发展水平不平衡。前者的典型

对比是２０１６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１．６７，③ 后者则是指２０１７年我国城乡

居民收入比为２．７１。④ 生产力水平不平衡最典型的就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我国既有在第四次

工业革命中领先的量子通信等技术，也有仍未跟上第三次工业革命进程的落后领域。

在国家层面，我国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处于世界前列，但我国在国际话语权等软实力上长期受

制于人。另外，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跟不上物质文明发展，制约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

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社会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国家决定了发展的道路。这

三个层面的矛盾，基本都已超越 “物质需要”的范畴，也都制约着 “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要向

世界各国展现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道路的优越性，有必要不忘共同富裕的 “初心”，对原有发展路径

进行必要的调整。

如果说发展不平衡是结构性问题，需要通过结构性调整或改革去解决，发展不充分就是程度性

问题，也可以理解为 “短板”或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在 “７·２６”讲话中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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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 “八个更”其实也是发展不充分的反映。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强调了我国的发展问题已经不是总体性的落

后，体现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侧重经济发展扩展到全面发展，决定了我国的发展阶段已由高

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三、社会主要矛盾的 “变”与 “不变”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 事 物 内 部 及 事 物 之 间 既 对 立 又 统 一 的 两 个 方 面，矛 盾 双 方 相 互 排 斥、

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在认识矛盾 “变”的同时把握其 “不变”的一面，才能更好地理

解 “变”的范 围 与 程 度。党 的 十 九 大 报 告 用 “转 化”来 概 括 新 时 代 社 会 主 要 矛 盾，就 体 现 了 矛 盾

“变”与 “不变”的辩证关系。在 “变”的一面，除了内涵的扩展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调整，它对应的

问题、要求及应对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在 “不变”的一面，除了矛盾的性质、基础没有变，党的十

九大报告还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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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由此可以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变”的是主题，“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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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２０１７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８０２／ｔ２０１８０２２８＿

１５８５６３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２日。

参见宁吉喆：《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求是》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３０页。

参见 《居民收入较快增 长 生 活 质 量 不 断 提 高———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成 就 系 列 之 五》，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ｚｔｊｃ／ｚｔｆｘ／１８ｆｚｃｊ／２０１８０２／ｔ２０１８０２１２＿１５８３２１８．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８日。

参见 《王 有 捐：２０１７年 全 国 居 民 收 入 较 快 增 长 居 民 生 活 质 量 不 断 改 善》，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ｓｊｊｄ／２０１８０１／

ｔ２０１８０１１９＿１５７５４９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９日。

习近平：《决 胜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夺 取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胜 利———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九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的 报 告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



是基础。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一方面强调了我国的发展问题已经不是总体性的落后而是发展不

均衡，另一方面突出了要解决的问题已由人民 群 众 物 质 性 的 基 本 需 求 扩 展 到 更 广 泛 的 高 层 次 需 求，

是从数量到品质的转变。矛盾主要方面由 “落后的社会生产”变为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从生

产力领域扩展到了包括财 富 分 配 等 在 内 的 生 产 关 系 领 域；而 以 “不 平 衡 不 充 分”替 代 此 前 的 “落

后”，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 “效率与公平”等关系的处理。如果说前一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着眼点主

要是解决人与物的关系的话，那么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则不仅需要解决好人与物的关系，而且需要解

决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 自 然 等 关 系。这 就 要 求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由 高 速 度 增 长 转 向 高 质 量 发 展，

而且还要求落实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来协调

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并以开放的心态让广大人民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红利。这些变化与发展阶段

性地化解了前一时期的突出问题，但并未改变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突破社会主要矛盾所处的

历史阶段。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还没有最终实现。换言之，新时代所处的历史阶段等国情仍然没有变。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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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始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① 党的十二大将其基本特征确定为 “物质文明不发达”，党的十三大将其作为

事关全局的基本国情并概括为 “逐 步 摆 脱 贫 穷、摆 脱 落 后 的 阶 段”，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阶

段”。这一认识被不断强调和发展，党的十八大更是将其上升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依据”的

高度。之所以不断强调，是有前车之鉴的。在１９５７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１９６２年党的

八届十中全会，以 “大过渡”理论否定了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② 开启了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时代，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因此党的十三大指出：清醒地认识基本国情，

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极端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

本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

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不仅在经济总

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③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从上层建筑来看，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对我国

现有社会制度基本性质的总概括和总规定，是我国国情的基本面。第二，从经济基础来看，我国还

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对我国现有社会发展水平的总认识和总判断，反映了我国社会

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方面都还不完善的实际。④ “之所以是不发达的

社会主义，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

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许多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只要这个任务

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没有结束”。⑤ 只有全面把握这些要义，才能避免片面性，既同否定

社会主义的右的思潮划清界限，也同超越阶段的 “左”的思潮划清界限。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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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 级 的 阶 段” （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

６４１６２／７１３８０／７１３８７／７１５８８／４８５４５９８．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２日）。

参见习琳：《“大过渡”论是怎样形成的？》，《理论导刊》１９８８年第６期，第２８～３０页。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７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１９日。

参见 《习近平指出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ｌｎ．ｇｏｖ．ｃｎ／ｈｏｔｎｅｗｓ／１９４９４１．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４日。

李君如：《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意义》，《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６日。

参见 《习近平指出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ｌｎ．ｇｏｖ．ｃｎ／ｈｏｔｎｅｗｓ／１９４９４１．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４日。



（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生产力的发展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西方媒体以此经常离间中国与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些国民也因崛起而对我们的 “发展中国家”身份心存疑惑。因此国内外

不断有人渲染中国已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一再强调 “中国责任”等。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指

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再次强调了发展中国家

的定位。这一身份并非源于我们的主观意志，而是依据国际通行的标准。
作为与 “发达国家”相对应的概念，发展中国家的 “不发达”可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

织在人均收入或产值、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划分标准来衡量。① 联合国将世界各国大致分为三

类：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属于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公布的２１６个国

家 （地区）人均国民收入排名中，我国２０１６年仍处于第９３位。而且，我国经济总量虽已达到１２万

亿美元，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② 另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衡量一国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的 “人类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大陆２０１５年排第９０位，③ 属 于 “中 等 人 文 发 展 国 家”。
各种国际划分结果都表明：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是从国际视角审视中国国情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我国现阶段处理国际

关系、承担国际义务的总依据，具有多重作用。一是明确国家的发展态势。虽然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国际力量对比出现 “南升北降”态势，但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这意味着我国

现代化进程仍面临着如何提升国际地位、如何在国际利益格局和话语权方面赢得主动权这一艰巨任

务，我们必须戒骄戒躁。二是站在世界维度从发展环境定位我国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全球化背景下

的大国现代化发展必须立足国际视野，在国际环境中开放式地谋发展，就要在发展战略布局、大政

方针及制度体系和发展规范规则上与世界接轨，加快建构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④ 三是维护我们在第

三世界的朋友圈，继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的身份

也是我们处理与欧美国家分歧的重要依据。在近期中美经贸冲突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抨击两国

进口关税税率不对等。而事实上，中国进口关税税率完全符合 ＷＴＯ框架下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并

且一直在不断下调，目前加权平均税率只有４．４％，⑤ 相比美国的２．４％、欧盟的３％和澳大利亚的

４％，已经非常接近。如果无视发展阶段的不同而要求完全对等，就是不公平。
（三）“两个没有变”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

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转向了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国情没有变，决定了党的基本路线不会变。这是因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强调解决 “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但是 “要求我们更加关注 经 济 发 展 与 社 会 发 展 的 整 体 协 调，关 注 社 会 的 平 衡 发

展、充分发展。”⑥ 这个调整是在内涵上从以前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发展的方向、原则等仍

然不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就强调：“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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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侯德泉：《论 “三个没有变”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８页。

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可知，２０１７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合１２．２０７万亿美元，人均ＧＤＰ约为８６９０美 元。２０１７年 世 界 人 均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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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８日。

参见 《２０１６年人类发展报告》，ｈｔｔｐ：／／ｈｄｒ．ｕｎｄｐ．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ｈｄｒ＿２０１６＿ｒｅｐｏｒ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ｅｂ．ｐｄｆ，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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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永平：《论 “三个没有变”与国情认知的维度》，《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６０页。

参见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 文：中 国 贸 易 加 权 关 税 已 接 近 发 达 国 家 水 平》，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ｔａｘ．ｏｒｇ．ｃｎ／ｃｓｙｗ／２０１８０３／ｔ２０１８０３２７＿

１０７３８９０．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７日。

郝立新：《如何看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１７年第２２期，第１６页。



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①

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则为客观认识我国发展水平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视角。也即，我国的社会生

产力虽在纵向比较上有显著提高，但从横向比较上来看，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因此仍然不够发达。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９０周年大会的讲话以及党的十八大报告都曾强调 “三个没有变”，② 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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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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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

有变。进入新时代之后，社会主要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调整，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层面决定了主要矛盾的性质没有变；发展中国家的身

份定位说明我国社会生产力仍然相对落后、我国综合实力还不够强大。“两个没有变”共同反映了我

国生产力不发达的客观现实，也共同要求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这为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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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决 胜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夺 取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胜 利———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九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的 报 告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

党的十七大及之前的报告都未提出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的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