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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内在动因探析!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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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

法在对马克思利益分析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中呈现出当代流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

析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得到整体运用，体现了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作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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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旧

常态发展导致新的利益失衡形成，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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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历史任务。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肯綮所在，是通

过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以此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在中国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动因的有效途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场及其利益分析方法的流变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场

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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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在场”，而是在时空差异的语境中不断重新“出场”的创新体系( 任平，2012) ［1］。作为马克思主义的

三大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呈现出不断重新“出场”的发展历程。这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

的“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

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

一门历史的科学”，“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并且“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

阶段的特殊规律”( 恩格斯，1999) ［2］。
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相较资本主义社会等阶级社会而言，社

会主义社会是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这一预见不

同的是，在 20 世纪初期和中期，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率先

进入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 马克思 等，1963) ［3］，各自不同的历史条件为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土化与时代化提供了历史空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重新“出场”的特

定“场域”。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

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当代化的历史场域，从而使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孕育出场。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次重新出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赋予鲜明的规定性，具

体而言: 一方面，重新出场体现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以及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普遍性规律; 另一方面，重新出场体

现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

当代化的理论创新，凸显着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其实质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的流变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了对物的依赖关系和非自愿分工依旧存在，使得利益矛盾

客观存在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利益分析方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整个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

作为利益表现出来。”( 马克思 等，1964)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以及相应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
经济运行机制，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的利益关系格局和利益问题集束。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充分吸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规定性内涵，在对马克思利益

分析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中呈现出当代流变。
回顾马克思利益分析方法的形成路径可知，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时，曾经“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发

表意见的难事”，这成为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马克思 等，1962) ［5］7。马克思的利益思想也由此

发轫，引导马克思走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迷境。在此过程中，马克思获取了鲜明的利益取向和阶级立场，坚

定地捍卫无产阶级利益，拒绝成为一名“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 曼海姆，2000) ［6］。在马克思看来，利益是

一个关系范畴，其本质是一种以人的需要为前提，在实践中形成的体现人际间矛盾对立统一的社会关系。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阶级社会展开一系列利益分析，其利益分析方法也逐渐呈现出如下基本内涵: ( 1) 利

益分析从物质利益、经济利益出发，并聚焦在阶级利益。在阶级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各阶级之间存

在着经济利益的根本冲突，使得对抗性的阶级利益关系成为阶级社会利益关系的中枢。于是，阶级利益分

析成为马克思批判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方法。( 2) 利益分析突出“共同利益—特殊利益”分

析，并刺破阶级社会“共同利益”的虚幻面纱。“共同利益—特殊利益”分析，是马克思展开利益分析的主轴。
而且，在阶级社会，人的阶级性和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所谓的“共同利益”不过是统治阶级编织的

虚幻面纱，用以更好地奴役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民。( 3) 利益分析不是孤立的方法，而是内嵌于“生产力—
生产关系”分析框架中。利益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决定了利益关系演变内生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

盾运动，这就使得利益分析内嵌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分析框架中，成为把握社会发展内在规律性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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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易淼 等，2015) ［7］。
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的利益关系格局和利益问题集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

方法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利益分析方法的过程中呈现出当代流变，并体现出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内在统一。
一方面，作为一般性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继承了马克思利益分析方法的诸

多内涵，包括利益分析从物质利益、经济利益出发，突出“共同利益—特殊利益”分析，并内嵌于“生产力—生

产关系”分析框架中。另一方面，相较马克思利益分析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又

有其特殊内涵: ( 1) 利益分析的聚焦点不再是阶级利益，而是群体利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利益分

析的适用范围已经大幅限缩。与此同时，对物的依赖关系和非自愿分工的客观存在，又使得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社会各成员结集成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聚焦于利益群体展开的利益分析，即利益群体分析，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基本方法。( 2) 利益分析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利益观，将

社会主义共同利益落实在人民利益之上。社会主义制度下各利益群体之间虽然存在着利益矛盾，但是这类

矛盾主要表现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共同利益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最基本内容是民生保

障，最高实现形式是共同富裕。( 3) 利益分析紧扣“稳中求进”的改革战略，具有鲜明的建设性。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稳中求进”的改革战略突出的是“改”、“进”、“稳”，强调的是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统一( 刘国

光，1991) ［8］。“改革—发展—稳定”的动态演进过程，本质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在

利益关系变革中实现利益格局稳态跃升的过程。

二、利益分析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整体运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的整体运用提供了广阔的

领域，使其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历史性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体现出理论逻辑和

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

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

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马克思 等，1962) ［5］53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对物的依赖关系和非自愿分工的客观存在。在全社

会生产关系体系中处于不同位置或结点的人们，结集成为不同的利益群体。马克思说过，“只有在集体中，

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马克思 等，1960) ［9］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从社会获取利益，仍然是以利益群体为重要媒介和载体。同时，各利益群

体在全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所处位置不同，组织类型与群体力量也存在差异，这些都决定了利益差异和矛盾

在归属于不同利益群体的个人之间不断生成，造成全社会利益创造与利益享有的矛盾。由此可见，围绕这

些利益群体展开的利益格局分析，成为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益差异和矛盾的关键所在。在马克思主义

视域下，利益群体的基础是共同的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追求，因此利益群体划分应基于经济关系来进行。
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结构的不同维度，又决定了现实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划分。比如，从所有制结构出

发，可划分为国有经济利益群体、集体经济利益群体以及非公经济利益群体; 从区域结构出发，可划分为发

达地区利益群体、欠发达地区利益群体; 从城乡结构出发，可划分为城镇居民利益群体、农村居民利益群体;

从收入分配结构出发，可划分为高收入利益群体、中等收入利益群体、低收入利益群体; 从职业结构出发，有

工、农、商、学、兵、政、党等诸多大类，在这些大类之下又有 75 个中类、434 个小类、1481 个职业，可划分为不

同层级的利益群体; 等等。这些不同维度的利益群体不断运动变化，并且彼此交叉重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特定时空条件下构成了动态演进的利益格局。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相统一，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人民是什么? 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

成立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这样问道。他指出，在当时所处阶段，人民就是“工人阶级，农

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1991) ［10］。现阶段，我国的人民则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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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涵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下绝大部分的利益群体。因此，人民范畴的具体化和人民主体地位的现实化，决定了社会主义人民内部各

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共同利益，集中体现为真实的人民利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始终坚持人

民利益至上，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朝着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不断迈进，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共同利益观。与此同时，虽然人民内部各利益群体之间仍然存在着利益矛盾，但是这类矛盾属于人民内部

矛盾，而非对抗性的敌我矛盾。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需要用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

个公式，叫做“团结—批判—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

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毛泽东，1999) ［11］。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我们通过强化共同利益，弱化不利

于共同利益实现的特别是威胁到共同利益主导地位的特殊利益，以之统筹兼顾各利益群体利益，不断在更

高水平上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利益，从而呈现出“强化共同利益( 团结) —弱化特殊利益( 批判) —更好

实现共同利益( 团结) ”的社会主义利益协调路径。
统筹兼顾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不断强化共同利益和弱化特殊利益，都是利益关系调整。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 新华社，2014) ［12］改革，正是通

过社会主义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深刻影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方面面。我们知道，改革的合法性是建立在

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人民利益之上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更高水平的发展与稳定。因此，在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我们从来不是孤立地谈改革，而是始终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将改革、发展、稳定有机

统一起来。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立足于马克思利益分析方法的批判性，在

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实践中获得自身的建设性内涵。这种建设性内涵内植于

“改革—发展—稳定”的动态进程之中，即改革是推动利益关系变革，稳定是实现利益格局均衡，发展是推动

利益格局跃升至更高水平均衡。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益格局呈现出“均衡—失衡—变革—新均衡”的

演进路径。这一演进路径不断展开的过程，就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不断突破不同时期利

益失衡造成的利益瓶颈，在利益关系不断变革中实现利益格局一次次稳态跃升的过程。由此可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辩证地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融为一体，在改革中不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与稳

定，从而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人民利益。

三、新的利益失衡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在动因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2017) ［13］。这既是

基于世情、国情提出的重大政治判断，又是关系全局的战略考量，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站在了新的历史

起点。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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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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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

庸置疑，如何准确定位以及着力破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使命担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利益分析方法为我们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动因提供了有效途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战

略决策。在此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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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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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之

间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1) ［14］完成了对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这一误判的历史性纠偏。
在利益视域下，社会主要矛盾的这次重新定位，不仅体现出对物质利益、经济利益的正视与尊重，而且扭转

了脱离生产力发展而过分强调利益平均的错误倾向。在这段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过去不断蓄积的利

益失衡问题突出表现为过分强调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平均而造成利益创造动力不足，使得全社会利益享有与

利益创造之间的总量性矛盾生成并不断加剧，既阻碍了经济发展，又破坏了社会稳定。此时的改革，就是要

通过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来充分释放全社会压抑已久的利益创造动力，重启社会主义发展与稳定局面，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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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进程中实现利益格局再平衡。
通过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我们牢牢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得社会生产力水

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此基础上，利益享有与利益创造之

间的总量性矛盾逐渐消弭。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层

面的利益实现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汇

集成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认为的美好生活，就是一种能够实现自我的生活 ( 埃尔斯特，

1988) ［15］。在这种实现自我的生活中，人民利益将得到更加全面的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利益将得到更加有效

的强化，利益享有与利益创造将在更高水平上达到统一。
然而，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7) ［16］现实中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经济旧常态下积累形成的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中，人民内部各利益群体之间出现了显著的利益分化，彼

此利益矛盾也日益突出，这就使得利益享有与利益创造之间结构性矛盾不断激化，生成新的利益失衡态势。
这种由利益结构性矛盾激化而生成的利益失衡，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关系失衡，伴

随的是既得利益与预期利益矛盾、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矛盾、内部利益与外部利

益矛盾以及独占利益与共享利益矛盾的不断加剧，从而导致在现实中形成不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新

的利益瓶颈。显然，在此态势下，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

主要制约因素。
因此，新的利益失衡的形成，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在动因，促使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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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利益

失衡，当前新的利益失衡不再是由利益总量性矛盾激化形成，而是由利益结构性矛盾激化形成。与此同时，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新的命题。着力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应牢牢抓住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积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这就要求我们遵循利益格局演进的基本路径，通过继续实施稳中求进的改革战略，推动利益格局向新均衡

演进。因此，在深化改革中应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更好地实现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共创共享，进一步

夯实社会主义共同利益，不断消弭利益创造与利益享有的结构性矛盾，不仅实现利益格局新的均衡，而且

“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 习近平，2014) ［17］，使得改革、发展与稳定在新的阶段、更高的层次上取

得统一。

四、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利益分析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为推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历史性实践提供了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旧常态发展导致新的利益失衡形成，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

在动因。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只有抓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积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

深化改革中推进利益格局稳态跃升，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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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ppearance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interest analysis
method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esents a contemporary evolvement i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interest analysis method． The interest analysis method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overall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it reflect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historical logic． As the new chang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new era，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 has evolved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Based on the interest analysis method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e
can find that the new interest imbalance formed in the old normal development is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evolvement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 at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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