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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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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和确立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布局，形成了“四个全面”重大战略

思想，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四个全面”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

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战略意义。同时，“四个全面”中

的每一个“全面”及作为整体的“四个全面”，又都有其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过程，系

统考察“四个全面”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脉络，无疑将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把握“四个全

面”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关键词：“四个全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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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历史轨迹 *

———“四个全面” 形成与确立的历史脉络

□邸乘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

代中国发展大势，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

局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观点、作出了一

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提出和确立了协调推进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

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布局，形成了“四个全面”重

大战略思想，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这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个全面”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每一个

“全面”都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科学内涵，都具有重大

的战略意义。同时，“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

面”及作为整体的“四个全面”，又都有其形成和确

立的历史过程，系统考察“四个全面”（包括其中的

每一个“全面”） 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脉络，对于深刻

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

新成果，应不无裨益。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由来

中华民族具有 5000 多年的文明史，为人类文明

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

当人类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以后，中国却落伍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

大的梦想。”① 为了实现中国梦，党的十八大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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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是到 2020 年，即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在 2010 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

人口的小康社会；二是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这“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

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①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形成和确立是有一

个逐步演进过程的。众所周知，“小康”这个概念，

出自《礼记·礼运》，表达的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

求的理想社会状态。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中国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最先借

用了“小康”的概念，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称之为

“小康之家”、“小康的状态”、“小康的国家”。② 后

来，他进一步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

略设想，把到 20 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作为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

标，而且使用了“小康社会”③ 的概念。经过全党和

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当 20 世纪结束的时候，

我国胜利实现了这一战略目标。
2000 年 10 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根据我国

“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

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的

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

展阶段”④。据此，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进一步

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要在本

世纪头 20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

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

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

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⑤

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

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在党的

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

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内容包括：“增强发展协调

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

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

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

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
增长方式、消费模式”。⑥

2012 年 7 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⑦，首次明确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对十

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进行了充实和完

善，正式提出和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虽只有一字之改，却反映了我国发展阶段的新

飞跃，它把全面小康社会的美好图景更具体更生动地

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也把我们党对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展现出来。不仅如此，党的

十八大报告还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从“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

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和“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 5 个

方面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目标要求，特别

是提出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⑧ 的“两个翻番”，使小康社会目标更

明确、标准也更高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又提出了一些新构想新要求。首先，他强调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

在要求，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其次，他强调“人民身

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

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⑨，“没有全民健

康，就没有全民小康”⑩；第三，他强调全面建成小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 314 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37、238 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4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369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4 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5-16 页。
⑦ 胡锦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人民日报》2012 年 7 月 24 日。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3-14 页。
⑨ 习近平：《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人民日报》2013 年 9 月 1 日。
⑩ 习近平：《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4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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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⑩輥輯訛輥輰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35、368、142、373 页。

康社会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没有农村的小康，特

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①；第四，他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②，使之“成为引导

人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③；第五，他强调“要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首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引者注），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

固国防和强大军队”④；等等。这就使得“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深刻了。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演进脉络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

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

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

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对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在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之

一，将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
改革开放是与整个历史新时期相伴随的。从拉

开改革开放序幕到全面深化改革，党对改革开放的认

识在不断深化，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在不断深化。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已从我国社会

主义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1978 年 9 月，

他在“北方谈话”中就多次提到改革问题。同年 10
月，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深

刻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革命。“这场

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

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

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

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⑥ 12 月，他又在中

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警醒全党：“如

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

事业就会被葬送。”⑦ 正是在此基础上，随后举行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讨论了改革开放问题，作出

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正式开启了我国改革开

放的历史新时期。
自那时起，改革开放就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

标志和特色。诚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描述的那样：

“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

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

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

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

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

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

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

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⑧

这期间，邓小平对改革开放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和谋划。他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

穷落后的状态”⑨；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

命运的一招”⑩，实行改革“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

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輥輯訛；强调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

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提出

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輥輰訛 和“社会主义也可

以搞市场经济”輥輱訛 的著名论断，直接指导我们党和国

家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极

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

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实现

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与动力；强调在社会主义

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

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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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发展；强调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完善社

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

和发展打开更加广阔的通途；强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并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次新的伟大革命，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必由之路；强调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

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提高改

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

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

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

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

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任务，强调要“以更大的政治

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

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

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

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①。具体包括“要加快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快完善文化

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加快形成科学有

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

生命力，就在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国过

去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

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曾明

确指出：“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

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

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②“在前进的征程上，我

们必须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③

正是基于这样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牢牢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

题，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致力于精心

谋划和积极推进全面改革开放大业。既认真总结了

30 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又围绕如何全面深

化改革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进一步理清了全面深化改

革的基本思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顶层设计，研究

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2013 年 11 月，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这个总体方案即《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

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

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目标、新愿景、新蓝

图，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

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

三、“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理路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即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

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

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

行。实行这一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

治久安的重要保障”④。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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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面依

法治国”作出了系统部署。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

局中，“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之一，将有助于提升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并为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

弱则国弱。”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

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和

改革，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从

1949 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

制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4-15 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 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1 日。
③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4 日。
④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1、8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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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 年）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4 年） 及其他一系

列法律、法令，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但

令人非常遗憾和痛心的是，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以

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刚刚起步的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

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

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

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

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① 从而重启了我国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指引下，现行宪法

及一大批基本法律陆续出台。1979 年，五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同时制

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

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 7 部法律，拉开了

新时期中国大规模立法工作的序幕。1982 年，适应

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发生的巨

大变化，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确

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和国家生活的基本原

则，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

根本保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经济社会的深

刻变化，中国先后于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和

2004 年对宪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同时制定了推

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和进步

的一大批基本法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

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

并将其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同

时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到 2010 年形

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② 的重大任务。
1999 年 3 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

宪法。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
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将“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

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③ 等纳入了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

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④。
2011 年 3 月 10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

大礼堂宣布：“党的十五大提出到 2010 年形成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⑤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进一步确认“法治是治国

理政的基本方式”，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更加注重发

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

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

利和自由”。⑥ 同时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

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

切实尊重和保障”⑦ 作为“新的要求”纳入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在全面深化

改革的攻坚时期，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此为主题，审议并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不仅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

政水平”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重要意义，而且科学确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根本原则、重大任务和具

体部署，精心绘就了法治中国蓝图，为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指明了目标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1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0-33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5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 24 页。
⑤ 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二○一一年三月十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人民日报》
2011 年 3 月 19 日。
⑥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 2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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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面依法治国”的具体表述来看，据公开

文献资料，2014 年 12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中，首次使用“全面依法

治国”① 的表述，这也可视为对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

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表述的简

化。此后，一直是两种表述并用。但在用于表述“四

个全面”具体内容时，除 2014 年 12 月 14 日在江苏

考察调研时的讲话，即首次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

从严治党”② 时使用的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外，

其余使用的都是“全面依法治国”。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发展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

事情要办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应对和

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③ 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

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明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

党”的新要求。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全

面从严治党”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

“三大战略举措”之一，将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并进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提

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是我们党从长期执政党建设实践中得出的

重要结论，也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长

期坚持的指导原则。早在 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即

根据执政后党的建设的实际，从加强思想教育、健全

制度、加强监督等方面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

思想。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认

真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拨

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

线和组织路线，制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颁

布了新党章，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④ 的

方针，并先后在全党集中开展了整党、“三讲”教育

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持续开

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把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落到实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作为党的第

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高度重视加强党的建设。
1983 年 10 月，他曾针对当时党的状况说：“党内还

存在着不少没有来得及清理和解决的严重问题。这里

有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消极东西，也有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消极东西。……所有这些，都

是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

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⑤ 1989 年政治风波发

生后，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

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

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⑥ 因此，他在对以江泽民

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作的政治交代中

强调指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

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⑦ 就在 1992 年初

的“南方谈话”中，他还在提醒：“中国要出问题，

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

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⑧ 所有这些，无不是在强调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

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自觉遵从邓小平的政治交

代，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

设。1989 年 12 月，江泽民同志即明确提出：要“以

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紧迫感，充分发动和依靠全党的

力量来抓紧党的建设工作，在各方面从严治党，为全

面提高党的战斗力而斗争”⑨。1992 年 10 月，党的十

四大首次把“从严治党”的方针写进了党章。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从严治党，是保持党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

证”，要求各级党委要“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

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中

去”⑩。2000 年 1 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

全体会议上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为题

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从严治党”方针。2001

① 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1 月 1 日。
② 习近平：《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4 年 12 月 15 日。
③ 习近平：《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制度建设》，《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1 日。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8、53 页。
⑤⑥⑦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6-37、300、314、380-381 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804 页。
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49、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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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921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8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44、145 页。
④⑤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 39、349-350、70 页。
⑦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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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又在“7·1”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指出：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

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

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

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从严治党，必须全面贯

彻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切实体现到

对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

督的各个环节中去。”①

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一定要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

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

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

中，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

出问题。”②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坚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着眼于

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

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坚持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

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对加

强党的建设作出了总体部署。2009 年 9 月，党的十

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提高管党治党水平”，特别是要“突出重点，突破难

点，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

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③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需要，以

及新形势下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
确定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新布局，要求全党“增强

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

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

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

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

领导核心”④。
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并进而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是要使党始终成为的

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党要管党，才能管好

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8000 多万党员、在一个 13 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

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

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

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

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⑤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

上任伊始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在谈到对民族的责

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时就明确指出：“打

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

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

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自觉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

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全面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坚

持全面的观点，把握事物的全面性，是正确认识事物

和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

们党提出的“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是“全面”
的；与之相适应，“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也都

是“全面”的；因此，“从严治党”也同样应该是

“全面”的。在前三个“全面”相继提出之后，2014
年 10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

面推进从严治党”⑦ 并作出了具体部署 （提出了八个

方面的要求）。同年 12 月 14 日，他在江苏考察调研

时的讲话进一步使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表述，并

且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的必然要求。”⑧ 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既

契合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

治国对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迫切要求，也体现

了党在面临长期复杂严峻的“四大考验”，面临更加尖

锐地摆在全党面前的“四大危险”的高度清醒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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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个全面”整体表述的定型定位

前面已经回顾和考察了“四个全面”中每一个

“全面”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过程。通过上述考察发现，

如果不要求“四个全面”中每一个“全面”的具体表

述都与定型化以后的表述完全相同的话，可以看到作

为整体的“四个全面”的形成和定型经历了先从“一

个全面”到“三个全面”、再从“三个全面”到“四

个全面”的过程。其中“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由于其具体内容的演变，如果追溯至“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早是提出于 2000 年 10 月党的

十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于 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

如果就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讲，则最早提出于

2012 年胡锦涛同志“7·23”讲话、确立于同年 11 月

党的十八大。
“三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

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实际形成和确立于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从党的十八大文献中，我

们虽然找不到“三个全面”的概念和表述，但确实集

中了“三个全面”的具体内容。有种观点认为，党的

十八大只形成了“两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到 2014 年 10 月，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必须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才把“两个全面”进一步扩展为“三个全

面”①。其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不是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的，而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

已经明确地提出了。② 至于明确提出“三个全面”的

概念和表述，那则是 2014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说明》
中。他在谈到全会决定起草的情况时说：“全会决定

起草突出了 5 个方面的考虑。”首要的一点就是“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工作部署，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

辑联系”③。
“四个全面”中的最后一个“全面”即“全面从

严治党”最早见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当时

提出的是“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但没有与其他“三

个全面”并提，更没有明确提出“四个全面”的概念

和表述。同年 12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

调研时的讲话中，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

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

阶”④。这里不仅首次使用了“全面从严治党”（可以

理解为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简化） 的表述，而

且将其与此前已经提出的“三个全面”并提。此时虽

然仍未明确提出“四个全面”的概念和表述，但“四

个全面”的内容已经正式形成。所以，不论是政界还

是学界，都公认“四个全面”是在江苏考察调研时的

讲话中最早正式提出的。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

强调和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并于

2015 年 2 月 2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

式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使用了“四个全面”⑤ 的概

念，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概括和表述为“四个全

面”，从而标志着“四个全面”表述的定型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12 月首次正式提出“四

个全面”以后的 3 个多月里，又对“四个全面”作了

多次强调和阐述，中央的其他主要领导同志也都有这

方面的阐述，其中有些论述直接涉及定位问题，这应

该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定位最重要的

根据。首先，“四个全面”就是我们正致力于坚持和

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2015 年 1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

汇报的讲话中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筹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

治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艰巨繁重的系统工

程”⑥。毫无疑问，这个“艰巨繁重的系统工程”和

“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就是我们党正在奋力推进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其次，“四个全面”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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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发展的“总抓手”或“牛鼻子”。2015 年 1 月 19
日至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

要“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

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各项工作”①。同月 23 日，

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

在谈到这四个“全面”时又指出：“我们既要注重总

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② 这表明，“四

个全面”又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总抓

手，引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牛鼻子”。
第三，“四个全面”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布局。2015 年 2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

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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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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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

措，这当然是战略布局。由于这个战略布局是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

出发”提出并形成的，那自然就应该是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布局。
第四，“四个全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治国理政方略和重要保障。2015 年 3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成员时

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两年多来，我们立足中国发展

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逐步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

治党的战略布局。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

政方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

障。”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治”之“国”当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国”，所“理”之“政”也

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之“政”，“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也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目标。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治国理政方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重要保障”，也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治国理政方略”和“重要保障”。
最后，“四个全面”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虽然没有直接谈到这一点，但不难理解，一个重大战

略布局的形成离不开战略思想的指导，一个重大战略

布局本身也会体现着指导它形成的战略思想。另外，

2015 年 3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同志在参加浙江代表团审议时明

确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

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

开辟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

导和实践指南。”⑤ 同年 4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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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确立

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

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⑥。
“四个全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

新飞跃”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当然也是一个重大战略思想。这个重大战略思想属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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