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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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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体制转轨导致了中国社会矛盾多发和多样性。本文对近年来社会矛盾

问题研究状况、基本观点和研究范式进行了简要回顾。提出在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上需要突破 ,指出加

强农村和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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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 ,社会体制转轨是中国所有问题产生根源的基本点 ,也是社会矛盾大量产

生、积聚的根本诱因 ,利益格局的变动是社会矛盾产生的阶层性因素。加上社会机制的残缺性 ,导致

各种矛盾和问题比较其他时期更趋多样性和多发性。社会焦虑的弥漫性体现在社会心理层面 ,往往

会放大人们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感受 ,加剧对某些社会现象的不满。[ 1 ]如果说正视矛盾表现的是一种

对待矛盾的清醒态度 ,那么分析矛盾需要的是一种智慧 ,处理矛盾要求的是一种能力。[ 2 ]因此 ,如何

认识、分析和处理社会矛盾是我们必须正视和面对的一个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问题。

一、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现状

“社会矛盾 ”是近年来最引人关注的话题之一。笔者依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999—2009年

所收录的社会矛盾研究文献 (包括期刊、硕博论文、年鉴三类 )为基准 ,对近十年来社会矛盾在人们社

会生活世界的发生和学术界的探讨情况展开初步分析 ,发现社会矛盾一直以来就是人们较为关注的

话题。1999年发表的关于社会矛盾的文章有 89篇 , 2000—2004年五年间发表文章数量时升时降并

不算稳定 ,但是在 2005年急剧上升高达 165篇 , 2007年达到 419篇 , 2009年 1—9月已发表文章 139

篇 (见表 1)。

二、社会矛盾问题的研究范式与基本观点

(一 )研究范式

从认识论上讲 ,对事物的理性认识来源于感性认识。社会矛盾产生的现实时代背景是学者们展

开探讨的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划分我国社会矛盾两大时期的标志。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主要是在所有制结构构成和政府战略方针、政策两大因素相互作用下发

生的。这个时期的社会矛盾发展较为缓慢 ,周期较长 ,较为复杂 ,更多地表现为“积累型 ”。[ 3 ]十余年

来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讨论 ,以和

谐社会为目标或以社会转型为立足点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矛盾。也有论及到诸如社会利益主体、社会

领域之间的具体矛盾 ;年鉴类的文献主要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角度叙述社会矛盾事件与管理 ;从社

会学、法学等其他学科视角来研究。

(二 ) 基本观点

1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一个系统 ,即社会基本矛盾和其它各种具体矛盾。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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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来划分 ,有两大类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表现为当前的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适应的矛盾。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 :在经

济领域 ,国家、集体、个人、劳资、干群、富裕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等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 ; 在政治领

域 ,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自主意识与法制意识与亟待进一步改进的政治体制之间的

矛盾 ;在文化社会生活领域 ,体现在利益格局的变化在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方面出现的

矛盾冲突 ,目前集中表现为适应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新实践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与旧体制相联系的

陈旧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现阶段的主要社会矛盾就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群众不断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 ,从总体上说 ,属于非对抗性矛盾 ,具有可调控性 ;经济利益矛盾处于

中心地位 ,而且具有异常复杂、触发点多。它就要求通过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 ,建立完善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 ;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 ,建立法制完善、富有效率的政府 ,培养

富有自我改革精神的领导干部 ;全面提高实践主体的素质 ,使实践主体逐步由片面的政治人、经济人

转为全面的文化人。采取科学实践方法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构建和谐中

国。[ 4 ] [ 5 ]

　　　表 1 1999—2009年间关于“社会矛盾 ”研究成果一览表

类别 期刊、硕博论文 年鉴

时间

(年 )

社会矛盾

总篇数

农村社会

矛盾篇数

民族地区社会

矛盾篇数

藏族地区社会

矛盾篇数

社会矛盾

总篇数

藏族地区社会

矛盾篇数

1999 89 5 2 ——— 21 ———

2000 92 7 1 ——— 27 ———

2001 73 2 ——— ——— 66 1

2002 91 3 ——— ——— 76 ———

2003 75 3 ——— ——— 79 1

2004 73 1 ——— ——— 80 1

2005 165 5 ——— ——— 122 2

2006 278 7 ——— ——— 108 ———

2007 419 8 ——— 1 ——— ———

2008 206 6 1 ——— 52 ———

2009 139 6 1 ——— — ———

总计 1700 53 5 1 1001 5

　　注 : (1)表中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大学所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截至 2009年 9月 ; (2)搜索时采

用的是题名 —“社会矛盾 ”—“农村 社会矛盾 ”—“民族 社会矛盾 ”—“藏族 社会矛盾 ”; ( 3 ) “———”表示

“0”,“—”表示数字缺失。

　　21社会学与法学领域的探讨

社会矛盾是社会学领域的经典研究主题之一 ,很多学者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陈志强认为社

会矛盾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健全与计划经济旧体制的影响还没有彻底消

除 ,加快发展与资源短缺、生态破坏 ,人口众多和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弱 ,坚持效率优先与分配不公 ,贫

富差距拉大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 ,就业需求增大与劳动力就业岗位偏少 ,经济发展较快与社会事业

发展较慢 ,市场竞争与诚信缺失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执法不公 ,人民群众对党的期望值与腐败现象

滋长蔓延 ,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文化多元化 ,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深刻变化与社会管理体制不

完善 ,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与对外依存度过高等方面。[ 6 ]迟福林指出我国社会矛盾变

化的三大阶段性特征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

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凸显并且越来越突出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矛盾

越来越突出 [ 7 ]。李培林从五个方面对我国新时期的社会矛盾作出判断 :一是社会阶层矛盾是人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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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矛盾 ,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渠道和利益格局的逐步调整解决 ,而不能用压制甚至粗暴的办

法 ,更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解决 ;二是收入分配问题需要集中解决公正问题 ,建立一个遵守社会

公正原则的收入分配秩序 ;三是城乡关系问题提出适当调整资源配置偏重城市的总体格局 ,协调处理

好围绕城乡关系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 ;四是区域发展问题 :形成东部快速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的区域发展鼎立之势 ,对于解决因区域发展差距而诱发的社会矛盾至关重要 ;五是认为收

入差距具有继续快速扩大的趋势 ,应通过疏导和调节使其不朝着激化社会矛盾的方向发展。指出

“五个统筹”是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纲。[ 8 ]他还从社会冲突与阶层意识角度分析了贫富阶层、干部

与群众、劳资之间的矛盾。[ 9 ]严励结合政治文明、社会心态、群体性突发事件、西部大开发等方面与社

会稳定的关系对社会矛盾进行研究。[ 10 ]刘少杰认为社会矛盾的本质与根源是制度矛盾。只有从制度

关系着眼才能明确把握社会矛盾的发生与演化 ,也只有从协调制度关系并且用制度安排来协调社会

矛盾 ,才能从根本上形成持续稳定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社会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同感性化的非正式

制度之间的矛盾 ,是广泛存在且难以协调和化解的社会矛盾。[ 11 ]李艳中认为存在着贫富不均、社会结

构二元化、区域经济差距加剧、人与环境对立、劳资冲突等重大社会矛盾 ,化解社会矛盾要综合运用指

向、基质、协同、创新、消减、疏通、协调、更替等多种方法以达成社会和谐的目标。[ 12 ]

法学领域研究集中于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案 ,强调法律制度的安全阀功能及其机制构建。不少学

者都提出矛盾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原理 ,如诉讼、仲裁 ,司法调解、司法和解 ,人民调解 ,行政处理 ,信访

工作与 ADR (A lternative D ispute Resolution,指“替代性纠纷解决 ”) , 民间组织、社区与 ADR,农村社会

矛盾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群体性矛盾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特殊矛盾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13 ]

三、对农村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研究

(一 )对农村社会矛盾的研究

对农村社会矛盾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多。中国农村社会、民族地区社会矛盾一直以来并没有引起

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已有文献对农村社会矛盾的分析在“人民内部矛盾 ”的框架下 ,其研究视角大致

有两个维度 :一是从农村城市化过程维度分析社会矛盾表现 ,如经济利益 (比如土地征用、拆迁补偿

等问题引发的 )、城乡或传统与现代文化、就业与保障、环境保护与工业化推进、社会治安与社会稳

定、城区规划建设与镇 (村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城市化进程与干部队伍结构与素质要求等 [ 14 ] [ 15 ] [ 16 ]
,

其研究区域主要是东中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 ,如上海、苏南、河北 [ 17 ] [ 18 ] [ 19 ]。二是从和谐新农村社

会建设维度分析社会矛盾 ,表现为 :经济发展缓慢与农民增收难的矛盾 ,城乡差距加大与农民生存和

发展的矛盾 ,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环境恶化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农民素质偏低、治安环境较差与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 ,干部素质不高、作风不正与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 20 ]
;在矛盾发生主体层面

表现在农民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 [ 21 ]。

(二 )对民族地区的研究

对民族地区的研究更为少见。对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的认识 ,从民族地区社会与外部因素之间的

关系来看 ,表现为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发展差距 ,民族地区治理与国家政策

贯彻力度 ,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人民内部矛盾 [ 22 ]
;从民族地区社会内部来看 ,表现为地位、权力和

资源 (政治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 )等不同成员、不同群体之间分配的不公平及由此引发利益性矛

盾和不同成员、不同群体之间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心理活动、信仰、政治态度、意识形态

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非利益性矛盾 (如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观念之间 ,群体心理认同与国

家认同 , 民族、宗教和文化矛盾 ,宗法意识与国家集体观念的矛盾 )。[ 23 ]对具体民族社会矛盾 (包括蒙

古族、回族、藏族等 )的研究是在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框架内 ,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思想

观念领域来分析社会矛盾的表现 ,不同地域、民族具体矛盾的表现内容会有所不同。总体上分析民族

地区社会矛盾 ,其共性有以下几点 :在经济领域 ,体现为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利益矛盾 ,尤其是与土

地、草场等自然与社会资源有关经济利益的争夺以及征地租地补偿纠纷 ;在社会生活领域 ,体现为与

行政、司法部门相关的干部与群众、个人与政府的矛盾 ,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和

经济发展落后与贫困引发的社会矛盾 ;在文化思想观念领域 ,体现为传统与现代观念冲突 ,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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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宗教教派、教徒之间的矛盾等。[ 24 ] [ 25 ] [ 26 ] [ 27 ] [ 28 ]经济、社会、思想文化观念领域的矛

盾事件呈现时往往容易与民族、文化、宗教相互交织在一起 ,增加了鉴别、认识这个问题的难度。

四、文献评价

由于社会矛盾这一命题较为宏大 ,这一话题较为敏感 ,笔者所搜索到的这些成果论述大多停留在

问题的表面 ,没有进行深入探究。在研究范式上没有超出传统社会矛盾分析的理论基础 ———“国

家 —集体 —个人 ”三元结构 ,国家层面的矛盾主要是政权问题 ,集体层面是资产 (分配 )问题 ,个人层

面是价值问题。社会矛盾比较单一与同质。分析框架具有二维性 :社会的基本矛盾与其他矛盾、主要

矛盾与次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社会学界的探讨也局限于区域发展、城乡关系、社会阶

层、收入分配、人、资源与环境、公共需求、供给与治理等宏观层面的问题。就研究对象和区域上讲 ,对

农村社会矛盾尤其西部农村和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的研究很少。农村社会矛盾问题由来已久 ,它涉及

到农村的经济、文化及政治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 29 ]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影响

农村稳定的各类矛盾纠纷日益凸现。[ 30 ]相关的文献成果少并非说明这一问题不重要或在社会生活中

并没有对社会治理和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 ;相反 ,恰恰说明对它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非

均衡发展战略下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很大 ,企图从整体来把握农村社会矛盾问题是不符合国情的 ,要构

建一个宏大的社会矛盾论述体系也是很困难的。因此 ,研究方法论需要借鉴中层理论的观点和经验

主义的实证范式 ,尝试突破传统理性主义的思辨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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