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015.10

特       稿

“新三步走战略”“新三步走战略”
           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从2012年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

后阶段。该阶段，目前从时间上看，已不足5年，

时间紧迫；从地位和作用上看，它承接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战略，是中国社

会从小康走向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步，意

义重大。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全面从严

治党”总根基，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

标，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全面深化改革”，一手

抓“全面依法治国”，逐渐形成了新时期“四个全

面”的战略总布局。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开启 “新三步走战略”的伟大征程

20世纪80年代，党的十三大提出中国社会发

展的“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解决温饱问

题；第二步，进入小康阶段；第三步，用50年左右

时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20世纪90年代，党的十五大根据变化了的实际，

提出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三步走”设想。即：第

一个10年，全面建设小康；第二个10年，达到富裕小

康水平；第三步，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中，蕴含着“战

略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战略在本质上是一种思维

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从根本、全局、长远上把

握各种本质关系，并制定战略策略。这种思维方式

与辩证法有着本质的天然联系。习近平既注重从战

略上思考和把握治国理政，又注重运用辩证思维来

处理和化解治国理政中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这

种战略辩证法在治国理政中的根本体现，就是确

定好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这种战略目标，既包括

新一届中央任内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也包括更为长远的奋斗目标，即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者

有机统一，构成了“新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

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即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第二步，到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即到2049

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在前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至此，

十八大以后，“新三步走战略”的框架基本形成。

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蕴含着“新三步

走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国梦”，指出要在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实现“中国梦”。这里，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国梦”的基

础，它为实现“中国梦”铺平了道路。

自从提出“新三步走战略”，意味着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既考虑其任内的根本问题，要承担起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直接责任；也思考更为长远的战

略问题，要肩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历史使命；还要把治国理政

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置于“新三步走战略”的框架内

来把握，并开启新的伟大历史征程。

在“新三步走战略”框架内

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战略思维和

辩证思维对治国理政实践加以分析概括而来的。

韩庆祥韩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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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上，可运用战略思维，把

“四个全面”置于“新三步走战略”框架中来把握

其定性、定位与实质。

第一，从“第一步”战略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来看，“四个全面”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

国理政的施政纲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任内要

实现的战略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其

治国理政首先必须考虑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如

何才能真正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这就既要破解发展

进程中的种种矛盾、问题和难题，通过“破”以消

除障碍，还要建立健全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通过

“立”来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开辟道

路。前者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后者需要全面依法治

国。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

和全面依法治国，都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打得坚

硬的“铁”。作为打“铁”的主体的中国共产党

人，其自身必须要“硬”，即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从而为打好“铁”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主体。由此，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要实现

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两条根本路径

或抓手，全面从严治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为

顺利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主体。这

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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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构成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治国理政的施政纲领。这一纲领具有根本性、全

局性、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抓住“四个全

面”，就抓住了治国理政的根本、全局和整体。

第二，从“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来

看，“四个全面”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

总体方略。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新

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还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实现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更为长远

的战略性目标。为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必须

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一种总

体方略。严格来讲，这种总体方略必须具有“目

标、动力、保障、主体”四个核心要素，而且这四

个核心要素能构成一个严密、有机的整体。抓住

“四个全面”，就抓住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和民族复兴的根本、全局和整体。

运用辩证思维

把握“四个全面”中的矛盾关系

在实现“新三步走战略”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过程中，会遇到诸多矛盾关系尤其是一些根本

性的矛盾关系。唯物辩证法及其辩证思维本质上就

是一种化解事物各种矛盾关系的根本方法。因而，

在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上，可运用辩证思维来把握

“四个全面”。

第一，“四个全面”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

想”的关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习近平治国

理政思想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从总体上看，“四

个全面”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部分与整体

的关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整体，“四个

全面”是部分，“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治国理政

思想”在实践层面的一个具有总体性质和战略意义

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

想”在实践上的战略布局和总体方略。我们既不能

以局部代替整体、又不能以整体代替局部。

第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关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包含了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又超越和提升了“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它是“五位一体”中的根本、核

心和精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五位一体”的实

现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五位一体”的强大

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五位一体”的基本方

略；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五位一体”的政治保

证。

第三，“四个全面”与改革发展的关系。“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体现着中国改革发展中的根

本问题和工作重点，它直指症结，切中要害，抓住

了“牛鼻子”。就是说，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

根本矛盾、问题、难题与工作重点、核心，都聚焦

到“四个全面”之中，都要到“四个全面”中去寻

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其

意义既在于把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无谓之

争引导到需要人们集中精力破解的重大矛盾、问题

和难题上来，集中到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上来，又

在把目前一些地方在工作中的短视化、碎片化和枝

节化倾向引导到注重整体性、根本性、长远性和战

略性问题和任务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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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 其根本问题和

工作重点，一是“全面性”，二是“完成性。”全

面性，决定着小康社会是否覆盖全中国，是否涵盖

各群体，是否解决好各种关系尤其是人与物的关

系；完成性，意味着小康社会的指标是否完成，是

否达到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小康社会

战略的最后一步，能否完成，关系着下一步我国现

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能否顺利开启。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其根本问题和工作重

点，是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1978年

以来，我国改革是沿着“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路径展开

的。“农村与城市改革”是一种空间性切入，“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结构性切入。中国改革在

进行空间性、结构性开展之后，必将面临“整体性

和核心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这种推

进的必然选项。如果说，农村和城市改革是一种压

力性应对，旨在解决生存性危机；市场经济体制改

革是一种社会结构转型，旨在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

向现代的转换和发展；那么，在应对生存性危机、

完成结构转型之后，中国就要解决真正阻碍社会发

展的深层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新一届

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以全面性和

深化性触及当今我国改革的新进程及其根本问题、

工作重点。

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其根本问题和工作重

点，是由人治走向法治，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

秩序。全面依法治国是由社会结构转型决定的，体

现了中央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自觉应对。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是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变革。本

质上，前市场经济社会是基于种地的传统社会，依

赖于人治；市场经济社会是基于交换的现代社会，

依赖于法治。市场经济的确立，标志着现代社会的

到来。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的流动

性增强，人们工作空间越来越陌生化；二是住房的

商品化，人们生活空间越来越陌生化。前者，即强

调社会对游戏规则的依赖性，后者，即强调游戏规

则在社会中的权威性，二者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基

本要义，其实质和目的，都在于由人治走向法治，

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序。而这，就是法治的

基本精神。在这种意义上，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

国，既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

序的旨趣。

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其根本问题和工作重

点，是解决好国家政权的控制模式与执政党自身硬

的问题。这是由中国道路决定的，体现了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性把握。

在当今我国，正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商品经济

历史区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该历史阶

段，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是商品后面两大主体—资本

和劳动之间的博弈。这一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今

我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或者以资本为主导，建

立基于金权政治的资本主义道路；或者以劳动为主

导，建立基于政党政治的社会主义道路。两大道路

的基本逻辑是：资本的优势是“有钱”，若资本主

导国家政权，其核心制度设计为：军队国家化且基

于权力分立制衡的资本控制政权模式；劳动的优势

是“有组织化”，若劳动主导国家政权，其核心制

度设计是：党指挥枪且党管干部、党管媒体、党领

导统一战线，简称党的领导。由此可见，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核心分野是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模式：

前者是金权控制政权，后者是政党领导政权。这也

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所在。中国道路的核心

要义在于党的领导。党的领导能否加强，关键在于

党自身的建设。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自身强大

了，才会有党的坚强领导。因此，全面从严治党，

不仅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应有之义，更是解决

“铁”很硬而打“铁”主体还不是很硬之矛盾的必

然要求。

第四，“四个全面”之间的关系。“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分项之间，重点突出，各有侧重；

整体上，逻辑关联严谨，体系框架完整。首先，各

分项之间，全面成小康社会是总目标，全面从严治

党是总保证，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具体

抓手，且改革是破，法治是立，破立结合，辩证统

一。其次，整体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顶层

设计，前有行动性目标，后有组织保证，中间又有

执行路径支撑，“目标—路径—保证”三者有机统

一，显示出内在的整体性特征。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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