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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治国理政智慧及其贡献

刘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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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理论创举，它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核心命题，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价值主题，其中蕴含了以人民群众为本的主体意识、
实事求是的问题意识和统筹发展的整体意识，彰显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理论智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

形成，表明我党在准确判断战略方位、正确选择战略道路、科学破解战略难题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理论自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拓展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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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Wisdom of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the
“Four － overall － design”and Its Contribution

LIU Wei
( School of Marxism，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 The“four － overall － design”is 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ut forward by XI Jinping． Its core
proposition is to adhere to and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o as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contains people － oriented subject consciousness，problem
consciousness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integral consciousness of overall development，highlighting
the theoretical wisdom of XI Jinping’s management of state affairs． The formation of the strategic lay-
out of“four － overall － design”shows that the CPC persists in and develops the theoretical conscien-
tiousn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judging the strategic position accurately，choo-
sing the correct strategic path，and using scientific strategy to solve problems，a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the strategic layout of“four － overall － design”ha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Marxist theory，and developed the new field of vis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strategic layout of“the four － overall － desig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naging state affairs; theoretical conscientiousness; new contribution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



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1］“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与形成，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其核心命题是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中蕴含了习近平治国理

政的理论智慧，表明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开辟中国道

路的理论自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务实

创新的理论品格。

一、“四个全面”体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科学的顶层设计抓住了中国发展的总纲，明确了我党治国理政的目标方

向，彰显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的理论自觉，它体现在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战略方位判断中、
战略道路选择中和战略难题破解中。

首先，是对战略方位判断的理论自觉。依靠高度的理论自觉，我们党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科学认识，积极拓展理论视野，坚定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基于对世界局势

变化、国内形势发展和我党执政现状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而提出的。其中蕴含着对当代中国所处战

略方位的总体判断，即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中国梦”的实现，这是我们不至于“妄自菲

薄”的事实根据; 然而，尽管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但仍然是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这是我们决不能“妄自尊大”的事实根据。这种战略方位判断的理论自觉，又体现在具体战略

形势的判断中，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处于决定性阶段; 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思想观念的障

碍”、“利益固化的藩篱”等突出问题倒逼着全面深化改革;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需良法善

治的保障; 面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危险，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可见，“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的提出，表明习近平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键目标的自觉认识，

对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国家社会进步深层动力的自觉认识，对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重要依托的自觉把握，对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执政党强化自身建设必然要求的自觉体认。
其次，是对战略道路选择的理论自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表明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理

论自觉深化对道路的探索。习近平指出，“道路问题是关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

党的生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向世界昭示: 尽管中国仍然面临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我

们坚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是我们创造人民美好幸

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这条战略道路的确证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而做出的。一方面，中国道路传承了中华民族 5000 年的悠久文明，接续了

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峥嵘历史，承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30 多年的持续探索，有着深厚的历史

逻辑。“四个全面”正是在充分认识其历史价值与历史逻辑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向世人呈现出一个清晰

明确的历史发展定位，是对独特文化传统、伟大历史使命的继承，指明了通向“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前进

方向，它警醒我们不踟躇、不迷失，坚定不移地走好这条“人间正道”。另一方面，“四个全面”契合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现实逻辑，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表明我国社会主

义发展处于关键阶段，具有特殊的阶段特征和阶段任务，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保持政治坚定性”，防止

落入“西化分化陷阱”，以“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提出和形成表明，习近平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继续总结和提升中国道路，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抓住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指明了方向。
再次，是对战略难题破解的理论自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优势在于拥有科学

理论的指导。面对发展难题和现实障碍，中国共产党总能坚定理论自信，转变思想观念，扩展理论视野，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

系列现实问题。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实现什么样的民族复兴，怎样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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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等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

想，它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反思了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遭遇的困境和矛盾，准确回应了时代和实践提出

的新挑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科学的战略布局破除前进路上的各类重大陷阱和复杂现实问题。
面对国内发展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做出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研判，并强调: 不实行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
也是死路一条。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改善党的

执政方式、破解“党大还是法大”的政治陷阱。面对国际复杂环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审时度

势，以全球视野和长远战略目光审视和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强调“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

扰所惑”，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直面严峻挑战，积极推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筹建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等，争取良好外部条件，赢得发展主动权。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理论智慧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立足于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现实背景而提出的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行

动纲领，其中蕴含了习近平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实事求是的问题意识和统筹发展的整体意识，彰显了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理论智慧。
首先，是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习近平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倾听

人民呼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深入群众、关心群众、落实群众期待。“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以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为价值取向，将人民主体性贯穿于“四个全面”的核心立足点，无论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始终围绕人民群众的核心关切和

根本利益展开。习近平把人民群众争取“更好的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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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党的奋斗目标，体现“从当前引

导到长远”( 如从第一个一百年到第二个一百年再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的战略思维，体现了对“美好

生活”的“质”的提升的时代气息，因而是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化。习近平不

仅强调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更要在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即在“民权”
上下工夫，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更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以此作为党的执政标准。他所

阐述的中国梦，既是国家富强进步和民族振兴之梦，也是人民幸福的梦，并且突出这“也是每个中国人

的梦”，“要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这些以

人民为主体地位的价值取向，决定了要在“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

和增强社会活力”，必须实施“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因此，“人民情怀”，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

的价值思维。
其次，是实事求是的问题意识。习近平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

问题导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针对的，就“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
习近平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2］这些

问题整体表现在“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中的每一个“全面”的提出，都是以重大问题的解决为导向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眼于缩小贫富

差距，实现富裕与文明相促进、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等

问题的倒逼，着眼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差距。全面

依法治国，着眼于社会矛盾的凸显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相关，着眼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着眼于克服公器私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等现象根本上得靠法治。全面从严治

党，着眼于党存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这四大危险，着眼于共产党面临着意识

形态的挑战，而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可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强烈

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实践导向，从不同层面回答了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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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统筹发展的整体意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系统性、辩证性的战略思维通观当代中国

发展进步的全局，彰显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战略思维和理论智慧。习近平指出，“这个战略布局，既有

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四个全面”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出

发，既强调“整体布局”，坚持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的有机结合，又注重“协调推进”，落实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党建等每一方面的协调发展。其中，“四个全面”的整体思维体现为“一体两翼两手抓”
顶层设计，即“一体”就是实现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两翼”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两手抓”就是一手抓意识形态工作，一手抓全面从严治党。其辩证思维体现在: 正确认识和协调

处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具体来讲，全面深化改

革的总体角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因

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两者的总目标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其核心要义就是绝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这便要求我们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同时，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还需要理顺民心，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这就要求以解决“四风”问题为突破口全面从严治

党。可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科学统筹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振奋和感召了广大人民群众，使他

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更加从容坚定。

三、“四个全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

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品格，实现理论创新、增强理论的生命力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和形成彰显了我党勇于解放思想、开拓创新

的理论品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
首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就要认真研究和遵循科学理论的形成发展规律，以时代脉搏为坐标指向，以实践创造为

动力源泉，不断充实其真理性内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提出和形成，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

体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本色。一方面，“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布局的提出是同中国当前具

体实际相结合的，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相符合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的新典范。“四个全面”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进入关键阶段、各项事业发展步入

“新常态”的基本背景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观、整体观等与当代中国发展结合起来，设计

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宏伟蓝图和建设方略，在“全面”上实现了理论突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全局考

虑小康社会建成的制约因素，对其进行全方位部署，确立了总体奋斗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主张整体推进

和领域突破相结合，从横向铺开攻坚克难; 全面依法治国通过建章立制，从纵向深入国家治理各个层面;

全面从严治党致力于全面改善党的“肌理”，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可见，“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新的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彰显了党中

央开阔的视野和超前的意识，它不停留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做出

科学预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新的探索，在解决新问题中实现了理论创新。
“四个全面”从理论上回答了我国经济腾飞后其他事业如何崛起、经济总量扩大后人均水平如何提高、
局部先富后整体如何共富、步入“新常态”后经济如何转型升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落实了奋斗目标、
发展动力、可靠保障、根本保证等实践机制，以总体性、协同性的发展理念和实践方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其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视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党的建

设、国家建设、社会建设、人民福祉统一放在全局视域中考量，从战略目标的确定、战略布局的谋划、战略

工作部署、战略举措的实施等方面合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

逐步推进，经济在新常态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逐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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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各项事业都在向前迈进。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以确定政府的权

力边界。同时提出并积极推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实施，积极

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助推区域大合作大发展。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中央多次提及司法领域的改革

意见和方案，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针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与插

手具体案件进行处理和追究; 对暴力恐怖事件和腐败行为的依法审判、对重大冤假错案的纠正等措施的

实行，这些都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正在进行时”。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中央纪委启动新一轮巡

视，剑指沉疴顽疾; 深化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在真抓实干、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上初见实效，营

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说，“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布局立足中国实际，放眼世界视野，从顶层设计上

抓住了中国发展的总纲，在解决当代中国复杂社会问题中，逐步解答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
再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3］( p118) 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特色鲜明，关键在于它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着眼点，以中国变化发

展的实践需要为落脚点，坚持了理论创造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特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着鲜明的价值定位，反映了人民群

众的价值诉求，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它在目标上造福群众，在情感上贴近群众，在思想上尊重群众，

在行动上服务群众，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执政情怀，有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从而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向心力，使理论创新服务于群众的需要又引领群众的价值

追求。另一方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

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实践导向，同时具有丰厚的实践基础，在实践创造中总结发展经验，丰富理

论的实践内涵，增强理论的实践特色，用科学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的科学性。同

时，“四个全面”具有远大的实践追求和使命担当，它以强大的政治勇气和谋略，“抓铁有痕”的务实作

风，生动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义，体现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潜力、政治优势、文明特色、制度优势。
总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系统性、辩证性的战略思维通观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全局，充分彰显

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理论智慧，其形成与运用的过程，集中展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的理

论自觉、坚定的理论自信、务实的理论创新等优秀品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新视野，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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