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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仍然是新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周年

曹 君 责

内容提要 :本 文根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基本思想和

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对 我国新时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

各个领域的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

盾 ;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关 系着社会主义

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大问题。因此,它 仍然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初步提出了从发

展社会生产力、建主健全规章制度、加强法制和教育等方面入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

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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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内在动力。邓小平同志指出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

刻的伟大的革命 ,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 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 ,中前进的。帅∶因此 ,正确

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的新矛盾 ,尤其是新时期不断涌现的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 ,乃是我们的宏伟

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 ,也是当今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早在 1957年 2月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把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对历史唯物

主义的一大贡献 ,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可惜从 1957年开始的 zO年间,由 于主观和

客观的复杂原因 ,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实践中并没有真正把握这一主题。但是历史走过崎岖

和曲折的道路 ,终将迈向胜利的坦途。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
“
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

群众阶级斗争巳经基本结束
”
,因 而果断地停止使用

“
阶级斗争为纲

”
这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口

号 ,作出了
“
把党的工作重心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
的战略决策。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
“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9走 自已的路 ,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的路线。到了党的十三大 ,又确立了

“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
的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 ,是邓小平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精髓。邓小平同志指出 :“我们现阶段的政治路线 ,概括地说 ,就是工Jb一

意搞四个现代化。
”r21那 么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发生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毫无疑

问大量地、经常地、突出地表现必然是人民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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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 灭剥削 ,消 除两级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怎洋去发展生产力呢?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发展生产力,须要通过改
革解放生产力

”
,“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
而改革就是要

“
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

关系和上层建筑
’’Es]。 这个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是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体制的改

芏实质上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的重新调整 ,因而必然引起人们利益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正如邓小
平指出 :“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它涉及的面很广 ,涉及一大批人
的利益 ,一定会出现各种复杂的情况和问题 ,一定会遇到严重障碍。丬创

从总的发展趋向上看 ,改革调整了生产关系 ,必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使物质产品日益丰富 ,

人民的利益必将随之增加 ,这 巳被改革的实践所充分证明,也是人民对改革拥护、支持、充满希望

的原因所在。但是 ,改革中各方面利益的增加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必须经过长期的、耐心的、有时
甚至是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虽然利益增加是一个总的趋势 ,但不可能齐头并进 ,必然有先后之
分、多少之别 ,甚至在某一阶段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还会产生矛盾冲突。由于改革是社会
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因而在改革赶程中所新产生的和解决的矛盾显然属于人民内部矛
盾。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它具体体现在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
思想领域几个方面。

经济体制的改革解决的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矛盾。通过对旧有经济体制的
改革来理顺社会成员间的经济关系 ,消除旧体制中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种种消极因素 ,以 促进生产
力的发展。但在解决旧矛盾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每时每刻地都在产生着新的矛盾。

改革使经济利益的矛盾公开化、表面化、直接化。经济利益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并

处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中心位置。改革前由于中央高度集权 ,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 ,从宏观上确立

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的格局 ,并 以强硬的行政手段加以保证。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
度,人 们的经济利益处于低水平上的均衡。因此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 ,使经济利益矛盾在观
念上被淡化了。随着改革的深化 ,平均主义逐渐被打破 ,各种经济活动中自主权的扩大 ,使人们之
间的利益关系更加明朗化 ,经济利益的矛盾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进一步突出了。党的每
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涉及到人们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和建立合理的经济利益的新格局。比如 ,

在农村 ,由 于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 ,由 过去的国家与农村集体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转化
为国家和农民间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在城市,企业变为具有权、责、利的经营主体 ,使职工与国
家的整体关系更多地变成了职工与企业之间的矛盾 ,尤其是与企业的法人代表之间的矛盾。在中
央与地方之间,由 于中央逐步放权 ,地方自主权的逐步强化 ,地方的利益也随之强化 ,因而出现地
方利益与中央利益的矛盾。一些人钻政策的空子 ,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对己有利的就执行 ,对 己不
刊的(但对长远对全局是有利的)就不执行。这样的结果往往出现地方、企业增产 ,而 国家却不增
牧,很多财力流入地方。甚至-些地区和部门为了自己的局部利益不惜损害国家的长远的利益 ,

损害人民的切身利益。在地区与地区之间 ,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国家贯彻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妁政策,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最先和最多得到实惠 ,经济发展加快 ,使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
不发达地区差距拉大 ,地 区间经济利益的矛盾也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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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体制并存 ,造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改掉那些阻碍生产力

发展的僵化的旧体制 ,建立起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机蓬勃的新体制。然而旧体制不会很快废除 ,

新体制又不会马上建立和健全。新体制的最终确立必然经历一个较长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 ,新旧体制同时发挥作用 ,在许多方面出现破而未立、半破半立、同时并存等极其复杂的

倩况。旧体制造成的物质利益方面的平均主义所引起的矛盾尚未解决 ,新的物质利益的矛盾又不

断产生。加之新旧体制之间存在着许多漏洞和空隙 ,一些不法之徒便利用它投机钻营 ,损害国家

和人的利益。这就加重了新旧之间的矛盾 ,使人民内部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化。

改革中多种利益群体的形成 ,使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多元化。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 :“在社

会主义制度下 ,人 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
”
。经济体制的改革 ,随着生产方式的运‘

动和变化 ,多种所有制格局的建立 ,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开始向多元化、复杂化和

深层化的方向发展。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 ,分配形式的多样性 ,公有制内经营方式的多样性 ,使人

民内部经济利益的矛盾显得相当广泛和突出,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不同经济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

体之间的矛盾 ,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内容 ,并且日益
“
显性

”
化。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农 民中产生了专业户、乡镇企业主群体。他们

从事-定规模的经营 ,获得比一般农民高得多的收入 ,使农民内部发生了分化 ,产生了富裕型、小

康型、温饱型、贫困型各种层次的不同利益群体 ,出 现了农民中利益群体间的矛盾。比如-些地区

的农民巳经是家住高楼大厦、内设电灯电话 ,玩的是小哥小、大哥大 ,出 门有摩托车、小汽车 ;而 另

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却处在贫困线以下 ,还没有彻底解决温饱问题。根据民政部最新统计 :今

年全国贫困人口 1.2亿 ;在 699个贫困县中,还有 6000万 人在温饱线上起伏 ,人均年收入在人民

币 300元以下。这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社会矛盾。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出现的企业经营方式的变化 9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产生了企

业经营者群体。企业经营者是企业的法人代表 ,有对企业的自主经营权、管理权:。 而原有企业的

工人 ,按法律规定仍然作为企业的主人出现 ,要求维护自己的主人翁地位 ,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 :

因此 ,企业经营者群体与工人群体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改革开放以来 ,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得到了较快的发

展。这种私营经济 ,在政权在人民手中,又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下 ,不但不会损害社会主

义 ,而且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但是 ,在私营经济内部 ,也会产生雇主与雇工之间的矛盾 ,成为人

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此外 ,在同一利益群体中,由 于生产力水平不同 ,也导致利益差别和矛盾。由于地区间自然优

势不同、成员素质不同 ,也导致同一利益群体收入差别的悬殊和经济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这些

差别所产生的矛盾,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往往表现为竞争中的矛盾和冲突。

因此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明确利益群体的合法地位 ,承认利益群体间的矛盾 ,采取正确的

途径和方法恰当地协调这些矛盾 ,也是当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内容。

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这一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

方式并存的所有制格局 ,必然产生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加之我们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 ,国

家现阶段把立脚点放在注重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上。由于生产条件的差异 ,势必带来效益的差

距 ,形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于克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因而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劳动者之间

或者同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者之间,也会产生收入上的差距 ,出 现富裕程度上的差别。当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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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上的多种形式又往往不是在同一起点上的公平竞争 ,富裕程度上的差别 ;不完全是由劳动量

的多少或熟练程度决定的。比如 :个体户、企业主、三资企业的职工较集体企业、国营企业职工的

收入高得多。由于种种原因,使知识分子的收入偏低 ,出 现了严重的体脑倒挂。这样就使先富后

富 ,富裕和贫因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更加复杂。这类矛盾在社会生活的消费上反映尤为突出 ,“大

款
”
们的高级消费一掷千金 ,不少的人仍为生活而因扰 ,还有一些人生活在贫因线以下 ,这些现象

更加深了这种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既不能再回过头去搞平均主义 ,又不能用单纯的行政命令、

思想教育来代替当前的分配政策。根本的出路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 ,发展市场经济 ,让先富后富

波浪式的追赶 ,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同时也需制定一套完整的法规 ,以 保证经济秩序的正

常运行。但是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 ,因此要解决这类新形势下的新矛盾 ,也必然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由此可见 ,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要解决的矛盾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这些矛盾将伴随改革的全

过程。这些矛盾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只有正视这些矛盾 ,正确的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 ,

才能使我们的改革立于不败之地。

政治体制的改革着眼于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 ,以

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为中心。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 :“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 ,必须

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
。r5]通 过改革理顺人与人之间的

政治关系,包括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领导层中党和政的关系、上级和下级的关系等等。邓小平同志

说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 ,总的来讲就是要消除官僚主义 ,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要通过改革 ,在中国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 ,解决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
”E6]这 是我们将要达到

的目标。但现阶段 ,阶级斗争和阶级差别依然在一定范围存在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备的经济文

化条件还不充分。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 ,从广度和深度上

都急需加快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这就必然产生民主的要求和民主的现状之间的矛盾。加之我们的

领导制度和法制建设诸方面的缺陷,使得社会政治生活中也充满了复杂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社会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 ,是不可避免的。

江泽民同志指出 :“我国的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我

们的一项根本制度。顷饲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但就在这个问题上 ,在我们

当前的政治生活中,人 民民主权利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
不少地方和单位 ,都有家长式人物 ,他

们的权力不受限制 ,别人都只有唯令是从 ,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
。E:]尤 其是在一些边

远的农村和部分实行承包制的企业 ,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在社会生活中,家长制 ,一言堂 ,高高在

上 ,滥用权力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等等压制民主的现象屡见不鲜,严重侵害了人民

的民主权利 ,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造成了领导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另一方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人 民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寄予很高的希望和迫切的要

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进步促使人们的独立、平等和民主意识日益增长 ,越来越多的

社会成员产生政治参与的要求。他们要求政治决策高度透明,自 己参与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

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因受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制约 ,还有待于逐步完善和发展。特别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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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民主建设还将是一个观巨的长期的任务 ,这秆现实与希望之间

必然存在着矛盾。

除此以外 ,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里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 ,而
“
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
。【
93这

些矛盾的

解决是需要花很大力气的。

再从集中的角度看 ,我 们在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遇到的问题 ,过去大都不曾

遇到过。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 ,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是一个新的考验。艰巨的任务要求全党更

好地执行民主集中制 ,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保持行动的一致 ,“但是-些党组织程度不同地存在

着软弱涣散问题 ,存在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的纪律松弛问题。
”【m〕

x阝小平同志也曾指出 :“当前在

经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 ,‘ 你有政策 ,我有对策
’
,对策可多了。

’’E【闸这也是一个普遍的现

象、普遍的矛盾。这是经济利益矛盾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这些民主与集中问题上的矛盾,绝大

多数是党内的、党政之间的、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人民群众与党政领导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 ,主要的弊端是官僚主义现象。它的表现形式主

要在两个方面:             
·

首先是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 :“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官僚主

义,官僚机构 ,官僚制度害处极大。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里的菩萨也很多。
”rIz)这个问题从党的

十一届五中全会开始着手解决 ,但至今收效甚微。1992· 年江泽民同志还说 :“ 目前 ,党政机构臃

肿 ,层次重叠 ,许多单位人浮于事 ,效率低下 ,脱离群众 ,阻碍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巳经到了非改

不可的地步。巩IⅡ
据山西省临汾地区 1993年对县级机构的调查表明,当前县级机构之庞大 ,人员

之多巳远远超过古今中外任何时期 ,也远远超过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能力。为此提出了县级机构非

改不可的强烈呼吁。这种庞大的机构远不止县级 ,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至每个基层都是如此。与

这庞大机构相联系的是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等现象必

然产生。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高效率是一个极大的反差 ,也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机构

的改革的又涉及到不少人的切身利益,搞得不好可能影响安定团结 ,影 响政局的稳定,最终影响

改革开放的进程。

其次是腐败现象的滋生 ,严重败坏了党的声誉 ,危害党的事业 ,破坏党群关系。它不仅影晌着

政府机关工作的效能 ,而且影响着民众对政府权威的信任。我们现在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时期。新旧体制转轨 ,两种体制相互交叉 ,旧体制的弊端尚未废除,新体制又

尚未形成。要建立和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地位和作用,经济活动由市场导向。因此 ,以往计划经

济条件下某些不合法、不合理、不敢公开的问题 ,而 今就可能合法、合理 ,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在这

一大背景下,加上法规不完备,一些政策界限不清 ,工作和管理上的薄弱环节与漏洞等等给以权

谋私和违法乱纪的人以很多可乘之机,-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牟取私利。象邓小平同志严厉批评

的那样 :“现在有极少数人就是当官做老爷 ,有 些事情实在不象话 ,脱离群众 ,脱离干部 ,上行下

效 ,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
”

,“现在有极少数人拿着这个权力侵占群众利益 ,搞生活特殊化 ,甚至横

行缢道 ,为非作歹 ,还好象理所当然。
”匚I刂据统计 ,仅 1993年 1至 5月 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

贪污受贿案件竟达 18183件 ,平均每天 121件 ,逮捕案犯 2479人 ,追 回赃物赃款共计 1。 97亿元。

大案要案值上升 ,过去贪污几千元号称
“
大案

”
,现在一次贪污受贿上万元、百万元、千万元屡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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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除此以外在各地区各部门 ,各个领域 ,各个不同的时期消极腐败还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

容:就全国来看除少数触犯了国家刑律以外 ,大量的消极腐败现象仍属人民内部矛盾。但日趋严

重的
“
消极腐败现象变换形式在某些方面蔓延,严重损害党群关系砒l",损

害着党的形象和威望 ,

破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这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如任其发展 ,最终将会危

害党的执政地位。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反腐败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江泽民同志在

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机体的病毒 ,如果

我们掉以轻心 ,任其泛滥 ,就会葬送我们党 ,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 ,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大业。我

们的党、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是决不允许出现这种后果的。
”
同时 ,这类问题的解决也不是一

劳永逸的。t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 ,端正党风的工作得干多久乡丬正不之风,打击犯罪就得干多

久,这 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町l田
,“ 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

败
”。"幻

               ‘

上述这些在新时期中政治领域的矛盾,说明我们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还必须十分

重视在社会生活里的人民内部矛盾,并寻求正确的方法予以解决。

思想领域中的矛盾是当今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随着商品经

济的发展 ,与多种经济成份相联系,必然会出现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层次 ,它 们之间的冲 突与撞击

也是不可避的。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持久的大变革 ,它对固有的模式、传统的观念和习惯势力

必然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加 之我国的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 ,还处在探萦、开拓、实践

阶段 ,因此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人民精神生活中的矛盾就不能不呈现出一幅复杂多维的

景象 ,人们的思想必然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产生新旧两种观念的矛盾。我

国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 ,通过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在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 ,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

位进ˉ步巩固。但是 ,由 于长时期受
“
左

”
的思想的影响 ,一些人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

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的理解上 ,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

识上 .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上。他们把改革开放说成是
“
搞资本

主义
”
,把股份制租赁制说成是

“
私有化潜行

”
,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的否定。正如邓小平同志指

出的 :“ 对
‘
左’

的影响不能忽略 ,它的根子很深
”EI:J。 另有-些人由于只看到我国当前生产力落

后,政治体系不够完善 ,民主生活不健全 ;力口之中西文化的碰撞 ,特别是东欧的剧变 ,苏联的解捧 ,

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因而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 ,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某种

怀疑 ,例如
“
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基本原则仍抱怀疑态度

”E2° 1。

与此同时,由 于我们的改革是在探索中前进的,会出现
一

些暂时的曲折 ,甚至失误 ;人们的生

活也还不可能尽如人意 ;尤是是党和国家机关中少数人的腐败现象 ,又 往往使人们产生某种困

惑 ,甚至逆反心理 ,因而造成了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和日常崽识的冲 突和矛盾。特别是近年来改

革、开放步伐的加快 ,各项规章制度的配套建设跟不上 ,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矛盾和漏洞有所增

加。由此引起的物价波动 ,更加剧了这=矛盾的发展。这种思想认识领域的矛盾在社会义初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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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对人们信仰的严峻考验。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双重身份 ,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原则与党

性原则的差别构成了我国现阶段人民精神生活发展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劳动者

成了国家的主人,因 而也成了自己生活的主人。所以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业 ,为振

兴中华而献身。但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 ,是受价值规律支配的 ,是以市场交

换和竞争为主要机制的。因而就劳动者个人来说 ,个别利益的实现和满足又成了他的切身利益。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许多共产党员、党的干部也往往具有双重身份 :一方面他是共产党员 ,另一

方面他又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政治上要求他坚持党性原则 ,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坚持党和八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 ,吃苦在前 1享受在后、克己奉公、

多做贡献。从经济上又要遵循价值规律和商品交换原则。怎样把握好社会生活中人的二重性和

党内生活中党员的双重身份呢?这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生产了因惑甚至错误 ,出 现了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膨胀和泛滥 ,导至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存在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 ,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市场经济以追求

价值为目的,这一特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所规定的生产目的的手段。它

肯定了维护个人正当利益的必要性 ,因此它有利于培养劳动者的独立自主地选择人生价值的自

觉性 ,摆正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 ,有利于调动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另-方面 ,商品生产

者和经营者又往往自发地倾向于以自身的特殊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当 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个

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发生矛盾时 ,为 了实现个人的、局部的利益往往会

做损害全局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错误选择。一些抱有利己主义人生价值观的人 ,就可能

乘机利用商品生产和交换手段进行不道德的甚至违法的行为去追求价值 ,使个人主义膨胀起来。

任何商品生产都必须在交换中通过私人劳动的转移 ,即通过市场来实现商品的价值 ,而与商

品交换相联系。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商品生产者所关心的是在市场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

即把商品换成货币。这就必然带来广泛的社会发展 ,产生广泛的社会交往 ,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

界,有助于人们个性的发展和个人才能的发挥 ,为人们确立和选择正确的人生观提供了良好的环

境。但是 ,由 于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存在 ,市场交换受价值规律自发调节 ,这就必然带来生

产过程中的自发性 ,可能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产生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思想。一些利欲熏心的人

甚交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把人生价值看成是金钱交换价值。在缺乏严格的约束机

制和强有力的舆论导向的情况下 ,往往会使一些人把这些东西用到政治行为和行政行为之中,从

而滋生以权换钱或以钱换权的腐败现象。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人 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随之迅速提高 ,这必然

唤起人们的创造热情和进取精神 ,同时也必然促进人们消费意识的增长和对更高生活水平 的追

求。但是 ,人们的消费意识又是由许多条件和因素制约的。这几年 ,我们的新闻媒介、舆论导向一

度不适当的宣 传高消费,加之剥削阶级旧思想、旧道德的影响和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侵袭 ,在文

化素质偏低的倩况下 ,一部分人中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开始淡薄了,享乐主义开始抬

头 ,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互相攀比之风到处可见。这就产生了人们的创造热情、进取精神同消费

意识中的享乐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总之 ,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由于存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

经济成分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制约机制还不健全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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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映到人们的思想认识领域必然出现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真善美与假丑恶之间各种社会主义

与非社会主义的思想的矛盾和斗争。正确认识和烛理这一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 ,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和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 ,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是加强党的建设 ,建设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的迫切需要。

上述的矛盾是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 ,它是前进中的矛盾 ,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的推动力。只要我们正确的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然会欣欣向

荣。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 :“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
”
但是 ,如果我们在

认识上产生了偏差或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或者处理的方法失当,那么这些人民内部矛盾也可

能激化 ,甚到发生性质的转化 ,那势必影响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四

如何正确地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呢?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 》一文中,就提出了用民主和教育的方法 ,采取
“
团结——批评—— 团结

”
、
“
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
”
、
“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

统筹兼顾 ,适当安排
”
的方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些方针至今仍然

是正确的 ,也是我们今天应当遵循的。但是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 ,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新的内

容 ,所以还必须对症下药 ,采取多种有效的方法加以解决。  
’

第一 ,新时期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 ,尤其是经济领域的矛盾是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引起

的。因此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指出 :“社会主义阶段最

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顷
"],“物质是基础 ,人 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 ,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

面貌会有大的变化。
’’fz"生产力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约机制就会更健全 ,物质条件就

会进一步改善 ,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日益完善 ,经济体制走上新的运行轨道 ,使各项政策和法制

互相协调配套 ,各方面的利益就有条件得到合理的调整 ,培育和建立起一套与社会主义商晶经济

发展相适应的新组织、新机构和新规范。这样就能在生产力的发展的基础上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

种人民内部矛盾 ,同时减少新的矛盾滋生的土壤。

第二 ,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一部分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 ,是 由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条件下 ,我们还没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规章制度。邓小平同志指出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

中的弊端 ,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可能重新出现。
”[2s)所 以为了正确处理新时期的人民

内部矛盾 ,就必须深化改革 ,建立-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比较完备的规章制度 ,并随

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使它逐步完善。去年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时说 :恐

怕再有三十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

针政策将更加定型化。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 ,是我国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这既是

政治体制改革的-项内容 ,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通过制

定法律和规章 ,对政府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依法进行科学管理 ,从而保证

国家政府系统内的工作人员精干、优化、廉洁、稳定和高效 ,真正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生机勃勃的、

团结合作的、高效率的、具有的内聚力的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体系,为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为

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 ,为政治民主化、现代化创造良好的环境 ,提供制度上和组织上倮证。这也就

从制度上堵住了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 ,从而减少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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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加强法制建设 ,运用法律手段消除社会丑恶现象 ,保护人民的权益。新时期的入民内部

矛盾也是由于我们的法制不健全 ,人 民的民主权利缺乏相应法律的保护 ,而坏人坏事没有得到及

时的应有的处治造成的。因此 ,解决这些矛盾还必须在各个领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指出: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 ,搞法制靠

得住些。除了立法、执法之外还要对全雒公民进行法制教育 ,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法制的轨

道上健康运行◇

第四 ,用 建设有中囤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教育群众。汪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

告申指出 :“ 中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 ,取决于党同人民的团

结呻‘刂。这里 ,关键是路线 ,但根本是理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全党的

指导思想 ,是穸现新的历史任务、解决新的矛盾的强大思想武器。
“
党的基本路线要毫不动摇地长

期坚持下去 ,社会主义的改革升放稆现代化建设要搞得更好更快 ,国家要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 ,

关键在于我们党 ,在于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
’’Lz臼 。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 ,只有坚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 ,才能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核

心作用 ,才能更好地发挥 5000多 万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增强党性 ,端正党风 ,才能提

高我们干部的领导水平 -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兄性和创造性 ,避免或减少大的失误 ,

也就避免或减少了领寻者与被领导者之阍的矛盾。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去宣传和教

育人民群众 ,就会促迸全民族的民族素质和马宽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 ,增强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 ,自 党抵制和反对拜金主义备五对极端个人主义。从而促使全国人民建设社

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 ,“ 使伟大的精神力量变成为团结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推动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臣大物质力量咄 61。

注 释 :

El彐 E四 E3H41匚 sl El艺 ]E14△ 16口 E18]E21彐 E22」 E23]《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 〉第 14s、 zJO、

131、 l红 2、 291、 198、 190、 13?、 33逆 、53、 徇、2∞ 页。

[51E叼 [9彐 已3iE1?Ι 江泽民《在中囤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胬》。

E6I El刂 匚2四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丧义》增订本,第 139、 100、 29-— 3̄0页

[lOl(15]汪 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二月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书 讯 ·

郑宏华《李颀诗集校注》出版

我校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郑宏华新近出版了由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作序的《李颀诗集校注》。该书以《全唐

诗》李颀卷为底本 ,搜 罗现存的《李颀集》各种刻本 ,以及明以前的唐诗选本、类书 ,对 李颀现存诗歌逐一进行了校

刊。校刊部分 ,多有所获。诗歌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典草制度、风俗习惯及典故、语源等 ,作者皆旁搜远绍 ,注释得

较为明了、准确。诗集后附有佚诗考辨、历代评沦等第一手资料。在《前言》及附录文章中,对李颀的生平、思想、诗

歌创作、版本流传等进行了佥面、深入地研究、讨论。此书的出版 ,填补了对《李颀诗集》进行全因整理的空白,有

一寇的学术佾值。该书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欲购者请与本学报编辑部李大明同志联系。

(李 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