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同一件事情，同一本书，可以有两种表述方法，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毛泽东同志有一篇文章这两个版本，，
阳春白雪版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
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
mao-19570227.htm
下里巴人版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一九五七年
二月二十七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
mao-19570227A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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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稿）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

 我讲这个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我所碰到的问

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占我们很多的时间，问题很

多。当然嘛，两类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事

实是要谈这两个问题。并且不只是谈一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想

讨论第二个问题，重点不放在敌我这个问题上。谈的时候，两个问题都要

谈。这两类问题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过去我们都谈过的，叫做

两个口号：分清敌我，分清是非，什么是敌人，什么是人民。要分清是

非，这就是讲人民内部的啦，人民内部的问题是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

题。那么敌我是不是也是是非问题？也是是非问题。但是性质不同的一类

是非问题。我们普遍说，就叫做敌我问题（我们说的习惯说法，两个比较

更清楚）。一类就是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

矛盾就是非对抗性矛盾。人民日报，写了文章，叫做《再论无产阶级专政

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那一篇文章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讲这两类

矛盾，是说国际方面的事。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

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做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这就是

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制度、跟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这两个制度的区别。

专政干什么？专政管的事情它属于那一种范围呢？专政就是对待敌我之间

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就是压服别人，这里不完全是什么镇压

了，比如讲不给选举权，比如讲他们不能自由出版报纸。敌对阶级，比如

我们的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分子不能在我们这里出版报纸，台湾不能在我

们这里出版办报纸，地主阶级不让它出版报纸，剥夺他们这些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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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他选举权，都属于这个范围之内。要行使专政，也要用民主集中制

了。谁去行使专政呢？就是要人民啦，阶级专政，就是阶级对阶级的专

政，你要去管制他，要去杀他，你要去捉他，当然要经过人民政府，并且

要人民。现在我们讲民主集中制度，这个制度，只适用于人民内部范围

的，只要不是敌人，那么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

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

自由，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

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

府主义的民主，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大民主、小民主。

  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

所谓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了，似乎高兴这件事。有少数人所谓大民

主，刚才说了，专政就是要人民去专政，要用阶级去专政，阶级对阶级的

专政。从古以来的历史上，都是所谓大民主，群众的民主运动，都是对付

敌对阶级的。我们有些党外的朋友，当认是少数人，他们也搞不清这个；

另外有少数人，他是带着敌对情绪，他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怎样整一

下，那也有的。哪一天学波兰一样，学匈牙利一样，把共产党整一下，我

就开心了。这个共产党实在使我们混不下去，专制的太厉害了。有一个大

学生他发表声明，他要杀很多人，要杀几百人，几百人少了，要杀几千，

几万、几百万。几千万人。那当然，这也是有些过甚其词，真要他杀，也

不会杀这么多吧！但是表示了他的一种心理状态。另外也有一些人是属于

幼稚的，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那民主自由很好，认为我

们这个太少了。他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

差。主张两党制，主张外国样的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

反过来。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

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民主可以说，又是民主，又是

手段。但是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归根结底，人类

这上层建筑（民主是属于那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

畴），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那么一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那么就

觉得不是那么舒服，一定要讲民主是目的就高兴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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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

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

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

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

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一  两 类 不 同 性 质 的 矛 盾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

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

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

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

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

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

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

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

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

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

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

阳春白雪版本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ndex.html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index.htm


首先是下里巴人的版本

Franklin
打字机文本
下段的文字。是另外一段比较。



2019/7/20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570227AA.htm 29/31

面貌。

  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个，我们现在走的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

想有些不同。在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几大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

轻、农的比例。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采取比较过去有相

当的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百分之九十比百分之十，就是说百分之九

十是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同农业。对于农业有点刮的太多，当然刮

来的钱是搞建设，不是进腰包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

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重工业的市场在轻工业、

农业。市场就是这几亿人，其中有五亿是农民。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八

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苏联不是九比一么？重工九，轻

农一。我们是重工业八（周总理：没有农业，就是重、轻），没有农业，

加上农业那这个比例要重新考虑一下，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

考虑一下。总而言之，轻工业、农业使他发展起来，轻工业，农业这两个

东西差不多是一个东西，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没有轻工业就没有农

业。一个是原料，一个是市场。农业供给原料，轻工业就以农村做为市

场。重工业是不是优先发展，那么六比一还是优先，这边占六，那边只占

一么，还优先。重工业还优先。但走新的道路，是否比苏联那样工业化的

速度反而快一些。看起来慢一些，反而快一些，现在希望寄托在那上头，

我看反而比他可能比他快一能。因为苏联在二十一年内，以钢为例，老底

子四百万吨，我们九十万吨，一九一三年战争的时候，苏联钢是四百万

吨，一九一七年革命，一八、一九、二○这三年不算，打内战。从一九二

一年算起，一九二一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这个时间有二

十一年半，二十一年半里头由四百万吨钢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合起来一

千八百万吨。我们老底子九十万吨，不是讲一九四九年，而是讲最高年产

量，主要是日本的，至于蒋介石那是很少，只有几万吨。我们从那年算

起，从一九五○年算起，二十一年是那一年？假如帝国主义给我们二十一

年时间，可不可能？我前面说到可能的。有两种可能，一种不给，一种

给，不给就打起来了，打个天翻地覆，天下大乱了。结果赤化全世界，即

使不是全世界也是大半个世界，打了以后再建设，这也是一个办法。他要

打有什么办法？更大的可能是他不打，很有可能给我们时间。二十一年照

苏联那样，一九五○年，二十一年么到一九七○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到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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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年。六八、六九、七○年还有三年。我们说工业化三个五年计划或者

还要多一点的时间，我看差不多，二十一年，钢九十万吨，可以断定不止

发展到一千八百万吨，可能有两千多万吨，如果我们采取我们现在采取的

这个方针，迂徊一点，在市场方面多做点工作，使农民吃饱，使农民有购

买力，轻工业又有了原料，又有了市场，重工业也就有了市场，化学肥料

有市场，卡车有市场，水利投资要用钢，钢材有市场，用于轻工业、农业

的电力事业要发展起来。关于经济问题，不准备多讲了，也没有时间。这

个问题我们还缺乏经验，才搞七年。革命比较有经验，如何作革命斗争，

政治经验，我们翻过筋斗，犯过错误。而搞经济这个东西没有多少经验，

我希望不要学革命斗争翻那个大的筋斗，把南方根据地丧失干净，来个万

里长征，剩下一个陕北根据地。军队损失了百分之九七，党也损失了百分

之九十，白区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一定要有那样的教训才把我们教育

过来。那么在经济上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时间？相当缩短一点，不要那么

长，犯错误所受的损失不要那么大，在革命中取得经验，花那样大的代

价，要求这么一点。但是我们现在还缺少经验，究竟怎样恰当，有许多事

情，还要积累经验。

 苏联要不要学习？苏联好不好？现在似乎不好了。我看还是好的国

家。谁人给我们设计、装备这么多任务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

们没有？日本给我们没有？法国给我们没有？都不给。谁人给我们设计军

事工厂、飞机、大炮、坦克？还是社会主义苏联。苏联有缺点这是一件

事。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跟他们一类型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他也是社会

主义，只有这么一个国家援助我们，是不是？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

学，这一点是肯定了的，单学苏联不是这样讲的，一切国家都要学，英文

也要学、法文也要学、德文也要学、日本文也要学。单学俄文不够，但主

要我们还是学苏联。因为只有他们给我们这东西，只有他们委派工程师给

我们设计，教会我们的人能够设计，只有他能够给我们装备，科学合作也

是一样，原子能除了苏联，那个国家能帮助我们来搞。所以苏联是学习重

点，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一切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

经验都搬来，好的坏的一起搬来，这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

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学习落后的经验？我们并没有提出口号要

学习苏联落后的经验，报纸上也没有登过。但是有时候实际上有些经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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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经验，标签上写了个先进经验，实际上是落后经验，不应学习而我们

学来了，也不少，这一部分要避免。要跟苏联团结，跟一切社会主义国家

团结，这是个基本的，因为我们就是这么一堆人比较可靠。第二才是亚非

国家。至于帝国主义，那些人是没有良心的，良心是疑问的，杜勒斯就那

么多良心？我就不相信，你又不给帮助，不搞机器来，有什么良心，天天

骂我们，霸占着台湾不走、不放。同志们，谈多了么。几点钟了？七点

了。三点、四点、五点、六点、七点，不讲了。

  （根据文革期间群众出版物；原出版物有以下附记：“本集所收毛主

席文章系根据各大专院校油印稿翻印，因为校对的荒疏，更没有经主席审

阅，只能作为内部参考，不能公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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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

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

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

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

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

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

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

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

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

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

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

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

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

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

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

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

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

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

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

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

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

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

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

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

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

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

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

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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