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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成历程

1、1956 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

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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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81 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的表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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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之间的

矛盾。”

3、2017 年，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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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理解

1、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人民需要的内容大大扩展。不

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提出更多要求，比如民主、

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起来。二是人民需要的层次大大提升。比如期待更

优质的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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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2、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指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已经不是“落后的

社会生产”那样一种局面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新时代凸显出来。所谓发展不平衡，有区域发展

不平衡，比如东部和西部发展不平衡;有城乡发展不平衡;有供需结构不平衡，比如既存在落后产能过剩的

情况，又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也有群体发展不平衡，比如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所谓发展不充分，

主要指创新能力不够强，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质量和效益还需要提高，转变发展方式还处于攻坚阶段，等

等。这就要求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3、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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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多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与( )(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A.不平衡

B.不充分

C.不全面

D.不协调

【答案】AB。解析：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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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本题答案为 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