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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两论”原著，开工作新局 

——学习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体会 

（植物保护研究所 刘蓉蓉） 

1921 年至 1935 年，“左”倾、右倾的错误路线给蓬勃

兴起的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挫折和重大损失。为了纠正教条

主义和经验主义等错误路线，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在

1937年 7-8月间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并以这些

观点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两论”是毛泽东

思想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极其朴素、通俗易懂、

生动活泼的哲学著作。“两论”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和强

烈的现实价值。 

一、学习《实践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解决问题之道 

1、悟原理：真知来源于实践、作用于实践 

在这本著作中，毛泽东强调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指出通过认识运动，不但要了解客观实践的规律性，更重要

的是要用这种认识能动地改造世界。一言以蔽之：认识来源

于实践，我们要用认识来能动地作用于实践。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毛泽东指出：“无论何人要

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

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工作中要了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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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人的思想和正确的理论、观点，都必须深入实践，调查

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掌握第一手材料。“理论

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

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导，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在各

项工作中必须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

路线，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实践论》用科学的认识论武装

了中国共产党，教育全党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实

际相结合的观点。 

2、一图看懂：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关系 

一切正确的思想、方法和路线，既不来自书本，也不是

人们头脑中所固有的，都来自实践和对实践经验的正确认识。

《实践论》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

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的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

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图 1）。 

 

 

图 1 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关系图 

 

3、开新局：探索推进全成本核算改革试点 

我们面对的历史背景、发展目标和工作要求不是一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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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时代不断给我们的工作抛出新命题、提出新任务。《实

践论》不仅告诉我们要用既有理论改造世界，更告诉我们要

发现新情况、提出新任务、开创新局面。植保所建有 8个野

外科研试验基地，对科技创新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但是在

缺乏稳定的财政运维专项投入、所公用经费严重不足等情况

下，试验基地运维成本的问题日益突显，实行试验基地成本

核算已势在必行。 

2020年，恰逢我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出全成本核算

改革试点要求，在农科院财务局整体部署和指导下，我所参

加了改革试点。我所选择了廊坊试验基地为全成本核算对象，

梳理了廊坊试验基地的人、财、物，采集成本资源耗用相关

基础数据，试行了成本归集核算、基地成本补偿制度。试点

工作开展一年多来，我们夯实了试验基地精细化管理基础，

初步摸清了试验基地运维成本数据，形成了“谁使用谁分摊”

的成本补偿机制，为推广全成本核算改革试点奠定了基础，

研究所财务管理和基地运行管理人员在摸索中逐渐深化对

全成本核算制度的理解，为优化基地管理机制、提高运行费

使用效益打下扎实基础，实现了试点工作目的。改革中我们

也体会到，全成本核算对我院来说是新鲜事物，工作还面临

着理念不够深入、基础数据收集手段不够先进、成本补偿标

准动态调整机制不健全、内部财务结算不够规范等问题，有

待于在推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分析问题、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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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指导下加以解决。 

二、学习《矛盾论》，在发展变化中抓准主要矛盾 

1、悟原理：要更加重视矛盾的特殊性和发展变化 

《矛盾论》要集中解决的问题，是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

矛盾运动的特殊性，唯有如此才能在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中

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思路。文章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

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

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结论等

几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

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

内部的矛盾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贯穿于

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

就是矛盾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

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

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 

在论述矛盾普遍性的基础上，毛泽东特别阐述了矛盾的

特殊性，强调必须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对待的马克思主义的活

的灵魂。他指出，任何矛盾体都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不仅要注意矛盾的普遍性，更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强调要

学会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另一方面，矛

盾是不平衡、不对等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

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同时矛盾又是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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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相互转化着，事物的性质

也就随着起变化”。 

2、一图看懂：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认识论 

《矛盾论》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

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

通过进一步的概括工作，认识请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然后，

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

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

本质。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

循环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不断深化（图 2）。 

图 2 对特殊和一般的认识循环过程图 

3、开新局：抓住完善科研经费管理的主要矛盾 

关于矛盾的哲学理论我们都在中学政治课上学习过，然

而空谈矛盾毫无意义。实践面对的是“前所未料的情况”，

而研究矛盾便是研究变化、探求变局之源，只有在实践中关

注到矛盾的特殊性、抓住不断发展演化的主要矛盾推进工作，

真理才不会沦为教条。随着财政科技经费的快速增长，如何

管好用好科研经费，更好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促进高质

量成果产出，成为科研经费管理面临的主要矛盾。改革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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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新变化进一步深化，国务院办公厅于今年 8月印发了

《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21〕32号），就是回应科技界关切、完善科研经费管理、

提高科研人员获得感、激发科研创新创造活力的重大举措。 

《若干意见》提出进一步精简合并预算编制科目，实现

科研项目预算调剂权全部下放，进一步扩大了经费包干制实

施范围，进一步放宽结余资金留用政策，超过两年后也不再

收回，再次提高间接费用核定比例，项目承担单位可将间接

费用全部用于绩效支出，我院创新工程专项经费也纳入可提

取奖励经费的专项范围，还提出完善绩效工资动态调整机制、

简化科研项目验收结题财务管理等，并要求健全科研绩效管

理机制，强化科研项目经费监督检查。此次改革力度更大、

落地更实、科研人员获得感更为明显，得到了科技界普遍的

强烈好评。在“能放尽放”的改革新政下，以前饱受诟病的

经费管理制度不再是制约创新的主要矛盾，如何有效配置好

科技资源，规划部署好重大科技任务，激发科技人员矢志奋

斗的动能。同时，法人单位履行好经费监督检查责任、实行

经费使用动态监管并实时预警提醒，确保经费合理规范使用，

建立诚信与追责惩戒制度等，成为了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

在今后的科技管理工作中，必须牢牢抓住这些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直面问题、迎难而上，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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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论》和《矛盾论》没有晦涩的词汇，把深邃的理

论转变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变为形象的

生活逻辑。“两论”常读常新，其中蕴含着的哲学智慧，能

带给人不竭的思考和启发。今后应当不断温故知新，将这两

部光辉著作作为推动工作求实效、开新局的思想与力量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