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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总体系统辩证法

鲁品越

摘 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而精准地把握了社会总体和各个

方面的矛盾及其辩证发展规律，全面体现和发展了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总体性

辩证法，并将其推向新的理论高度。这是习近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反映。这种用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书写的总体性辩
证法思想，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习近平关于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二是关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和发展理念与发展目标的思想，三是以“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为

总纲的治国理政思想。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8)05-0005-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AZX004）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党的十九大报告虽然不是用哲学术语写成的，但通篇充满了作为

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以人民为中心、以
实践为基础的总体性辩证法，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总体辩证法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颠覆了西方个体主义形而上学，用无可辩驳的事实与逻辑，提出了

与其根本对立的三大哲学因素：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总体性思想，人类实践的二重性思想，唯物主义辩

证法思想。

首先是马克思彻底颠覆了个人本位，取而代之的是以由人民总体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为本位。卢卡奇

说过，“马克思的名言：‘每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

论的出发点和钥匙”[1]（P57），这是马克思对近现代西方思想传统的最根本的突破，确立了马克思最根
本的价值立场。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哲学已经在唯心主义框架内突破了个人主义世界观。因为黑格尔哲学的前提

并非个人，而是作为总体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的总体辩证发展进程生成了整个世界。马克思继承了黑

格尔的总体性辩证法，但他的“总体”并非黑格尔的作为上帝化身的绝对精神，而是由全社会的人民群众

组成的总体，马克思称之为由人的生命相互融会而生成的“社会人”。马克思说：“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

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2]（P429）马克思的全部
著作都是以由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总体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社会总体或社会共同体观念贯

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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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通过实践过程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发现，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即劳动）具有

二重性：它既是自然物质过程（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与外部物质世界之间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

生产出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社会过程。正是劳动使人们之间产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

的内在联系，劳动价值正是这种最根本的社会关系。

从总体上说，劳动二重性使整个社会生产系统具有了二重性：在自然性方面表现为生产力，在社会

性方面表现为生产关系。由此产生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由物质生产劳动所生产的社会总体中，作

为自然物质过程的生产力制约着负载其上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力量，则

必须通过自然物质过程实现自身，由此反作用于生产力，形成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内在矛盾。在此基

础上，进而衍生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系列的矛盾形成了社会总体的辩证发展过程。

从总体与个人关系上说，这种由人与人的内在联系确定的社会总体与个人的关系塑造了人的本

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501）社
会总体中人与人的关系生成了每个人的活生生的本质，而个人的活动也不断对社会总体做出自己的贡

献，生成社会总体。这是总体与个体之间的辩证关系。

由此可见，如果说黑格尔辩证法是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绝对精神的辩证法，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

法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以人民为主体的总体性辩证法。这里的总体不是静态的总体结构，而是总体的

辩证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落地生根，其重要因素是中国的传统哲学本来就是整体性哲学。近现代以

来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外反动阶级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诉求，使中华民族的社会共同体意识（包括国家共同体与阶级共同体）空前

高涨，这与马克思主义建立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社会总体性辩证法产生了强烈共鸣，并且被马克思

主义提升到深刻的理论高度，由此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辩证法思想发展到新的理论高度。从

全球性总体系统来看，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资本主义根本矛盾集中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从而使社会

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宏大历史进程从发展中大国率先突破。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新民主

主义革命，随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而在此后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

为两个时代：第一是邓小平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以

摆脱贫困；第二是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的新时代，它迫切需要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到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目标，全面系统地处理并解决改革开放过

程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体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总体系统辩证

法，全面而精准地把握社会总体和各个方面的矛盾及其辩证发展规律，来引领与治理复杂的中国社会。

这种用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书写的总体性辩证法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下述方面：一是命运共同体的思

想，二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体上的主要矛盾、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的思想，三是以“五位一体”

和“四个全面”为总纲的治国理政思想。

二、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思想

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丰富，哲理深厚，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思

想不仅表现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也表现在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全面思想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立在

实践基础上的总体性辩证法思想的当代发展，是用当代实践话语写成的最鲜活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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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各层面含义

习近平在不同场合下所讲的命运共同体，既有共同内涵，也有不同层次的含义。2017 年他在给台
湾同胞的贺信中强调，“两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4]，此处讲的是中

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2013 年，他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东盟共
同体、东亚共同体息息相关，应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多元共生、包容共进，共同造福于本地区人民和世界

各国人民”[5]，这里指的是跨国的区域命运共同体。同年，他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中强

调，“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

一起”[6]，指的是由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历史、发展任务与战略结成的命运共同体。2015 年，习近平在浙江
乌镇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就“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五点主张，由此推而广之，可

以得到由互联网、物联网、交通网、能源网等各种网络系统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命运共同体。2014
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由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

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P261），这
是最高层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由此可见，命运共同体指的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实践中由人们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形成的社会共同

体。它有各个不同层面，其中民族国家是核心层次。没有民族国家，国家内部整个社会的各个层次的命

运共同体没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更不可能形成跨国的各个层面的命运共同体。而全球性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最高层次。

（二）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

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当代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总体性辩证法

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

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

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P540-541）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全球总体性的形成看成是共产
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

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

关系的丰富性……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

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

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

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

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3]（P541-542）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深刻地体现在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思想中。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

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

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此后不久，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日益

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

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

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

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8]（P128）。因此，命运共同体是人们在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社
会实践中，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联系而形成的，这是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思想在宏观领

域中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实践中的体现和发展。虽然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人们之间

的内在联系也形成了各个层次的社会共同体，但是这种共同体内部人们联系的紧密程度是无法与当代

社会相提并论的。可以说，那时的社会共同体还没有发展到今天的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在当今时代，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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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和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人与人之间的国内联系与国际联系日益加深，正在形成各个

层次的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全球产业链使国家之间、各国人民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由此形成

各层次的经济上的命运共同体。全球性信息网络现代化中发达的交通系统网络及其产生的巨型人流、物

流体系，将每个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大国的亿万人民紧密联系成信息网络上的命运共同体。

（三）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质

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哲学思想，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想为基础，同时也充分吸收了中国

优秀文化传统，是在当代实践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我们知道，中华文

明之所以成为全球古代文明中唯一以国家形态持续生存下来的文明，就是因为中国具有将民族国家视

为命运共同体的优秀文化传统，视国家分裂为国破家亡。而实现国家统一的文化基础则是“和而不同”，

阴阳相济，目标是建立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这种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基础，即以物

质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的历史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努力与世界人民一起建

构世界和平秩序的历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习近平提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和奉行“亲

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与“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更是进一步明确地将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推向新的历史高

度与理论高度。这是当代社会发达的社会化生产力与全球化浪潮的反映。

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总体性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根本。同样，以当代实践为基础的各个

层面的命运共同体的辩证发展逻辑也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线。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个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面临的主要矛盾、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的科学分析，是总体性辩证法思

想的深刻体现。

三、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总体构想

中华民族是个巨大的最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国家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命运共同体的

基石，一旦它受到威胁，那么“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因此，整个系

统的辩证法首先是整个国家这个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性辩证法，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总体

性辩证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了这个作为总体的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本质规定，

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总体方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总体构想及发展理念与目标

带领中国广大人民共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所要追求

的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所承担的伟大历史使命和伟大梦想。实现这一伟大梦想面临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个主要矛盾中，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性、全方位的需要——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方面的需要。这个需要与社会主义建设在总体上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的矛盾成

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的主要矛盾。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工作都需要围

绕如何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来进行，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这就是我们这个命运共同体在当

代的总体目标与任务。

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切战略决策必须建立在“八个明确”的

基础上：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和“两步走”要达到的强国目标；明确新时代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增强“四个自

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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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八个明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特征的科学规定。党的十九大闭

幕之后，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

么新时代。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9]，这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总体本质。

中国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必须创造出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

奉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规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

总体特征，即它是辩证统一的总体：创新、协调与开放是发展的动力和手段，绿色和共享是发展的目标，

它们之间有矛盾、冲突的一面，运用科学手段来化解矛盾，就能够实现矛盾的转化，达到五大理念的内在

统一。

将上述发展理念贯穿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形成了五大建设所要达到的总体目标，即经济上达

到富强中国，政治上达到社会主义的民主中国，文化上达到高度文明中国，社会建设上达到和谐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上实现美丽中国。总体上说，中国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就是：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总体构想的实现过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对当代世界秩序的总体性的伟大构想——建构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密切相关。随着全

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所指

出的，“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

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

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

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建

立不同于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的新世界秩序，将中国的“五位一体”观念推及全球，中国提出了自己对于人

类文明的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方案”：在全球政治军事、全球安全、全球经济、全球文化、全球生态环境方

面，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努力与各国人民一起，建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

洁美丽的世界”。这是总体性辩证法在世界秩序上的光辉体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总体，不是静止的总体结构，而是不断发展的运动过程本身。作为现实总体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实践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四

个伟大”来概括这个作为总体的实现过程的四个方面：这就是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是贯穿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动力源泉。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过程都是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引导下进行的。实现伟大梦想的过程就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则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根本

保证。习近平指出，“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新时代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9]。要实现伟大梦想、开展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

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

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

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0]，赢得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建设等方面的挑战。因此，“四个伟大”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总体过程的高度哲学概括。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总体系统具有上述各方面本质规定：以伟大梦想为灵魂，以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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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和“八个明确”为本质，以五大发展理念与发展目标为总体发展方向，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体

环境，以“四个伟大”为总体过程。这些本质规定要通过治国理政方略来实现，由此形成习近平治国理政

方略体系的总体辩证法。

四、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体系的总体性辩证法

建构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将上述一系列关于这一伟大命运共

同体的总体性本质规定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方略体系来实施，进而实现从精神到物质各方面都能转化为

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命运共同体和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总体性辩证法，成为习

近平治国理政方略体系的哲学基础。这一治国理政方略体系包括：作为总体纲领和经纬线的“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建立在这种经纬线基础上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各个领域的系列化方

略以及各领域内部各项精准的具体方略。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的总体纲领和经纬线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的伟大实践

过程。习近平站在马克思主义总体辩证法的高度，创造性地发现了这个伟大实践过程的内在结构，提出

了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总体纲领和经纬线的治国理政方略体系。

我们说过，马克思发现了人类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实践活动具有二重性：实践过程既是自然物

质过程，同时也是通过以自然物质过程为载体的建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过程。这种实践分为经济生产

实践、政治军事实践与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实践等几个方面，经济生产实践是这些实践中最基本的实践，

它决定着上层建筑领域的实践活动。习近平立足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实践活动，更加全面地分解为涵盖整个社会生活的五个存在内在联系的方面：这就是“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它们构成相互贯通的整体，由此形成了用实践话语

写成的实践总体辩证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构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五大建设，是活生生的实践过程，因而都具有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二重

性：它们首先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过程，通过人们物质性的建设活动来进行，同时，这些建设活动也在建

构实践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经济建设过程的这种二重性自不必说——既是生产力体系的运行与发展
过程，同时也是建构与改革社会生产关系的过程。政治建设（当然包括军事建设）本质上是社会政治权

力关系的建设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自然物质过程来实现。就军事建设而论，习近

平特别强调，军队建设的目标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听党指挥与作风优良”的社会关系

建设，必须通过“能打胜仗”的物质过程来实现，二者不可分离。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过程的灵魂是建构

人与人之间健康和谐的社会关系，这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物质建设过程（各种文化活动和民生工程等

等）来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是建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们对自

然的行为（如环境污染）必然同时影响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由此产生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生态文

明。因此，五大建设作为人们从事的实践活动，都是自然物质上的建设过程与社会关系上的建设过程的

统一。

然而，这五大建设并非彼此独立的过程，而是“五位一体”的，相互之间存在着相互贯通、密不可分

的内在联系。经济建设是其他四个方面建设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真理，因为“一切历史的

第一个前提”都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

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P531）。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决定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然而经济建设本身又必须用政治建设来保证，用

文化建设来创造精神环境，否则无法建立健康的经济建设秩序。由此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必然要回

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进行民生建设，塑造出人们社会交往关系和民间社会的秩序，此即社会建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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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种社会活动必然会施加于人类生活的自然界，形成人类生活的生态环境，为此必须进行生态文明建

设。这种生态文明建设又构成社会经济建设的基础条件。因此，“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构成一个内在联系的“五位一体”循环链，经济建设是整个循环链的基础与动力
源，政治建设是整个循环链的控制中枢。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的矛盾，进一步具体化、实践化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作为总体的命运共同体的这

五大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巨大发展，是用

治国理政的实践语言书写的最新最活的历史唯物主义。

那么，如何进行这“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建设呢？这就是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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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理解，这里的“全面”有两层含义：一是

指空间外延上的全面，即指由全中国全部国土和全体中国人民组成的总体，都要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

革、依法治国，不留死角，不遗忘全中国全社会的每个角落；二是指内涵意义上的全面，即在上述“五位

一体”的全部领域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留空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同

时也体现在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与优良美丽的生态环境上；全面深化改革，不仅在经济建设领

域里进行，同时也要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建设领域全方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也

是如此，不仅在政治领域要贯彻执行，而且需要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上全面

展开。

由此我们可以说，“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践科学地确立为由有内在联系的五大领域构成的总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经线，是在由五大领域构

成的总体中进行的四大战略。二者的交织形成了习近平宏伟磅礴的治国理政战略总体框架：将“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实施于“五位一体”的全领域中，由此全面地实现伟大梦想，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与具体方略

十九大报告提出“八个明确”作为治国理政方略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它们是基本的治国理念。将

“八个明确”贯彻于治国理政的方略中，形成了从“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到“十四条基本方略”的基本方略

体系：这就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

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

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指出，这十四条“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形成了气势宏伟、结构严密的治国理政方略的总体体系。

这十四条基本方略在“五位一体”的五大领域中，具体细化为各领域的系列化战略，如经济领域的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国有企业全面

改革开放战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边疆发展战略等；文化建设领域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生态文

明建设领域的生态建设战略、健康中国战略等；外交领域的“亲诚惠容”外交理念与战略等等。这些战略

要通过一系列具体的精准的治国方略来实现。如促进制造业信息化智能化政策、精准扶贫政策、就业优

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鼓励创新驱动发展的各项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

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各项举措，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建立自由

贸易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等各项政策。

上述各个层次的治国方略所构成的总体体系，是一个不断开放和发展的体系，其基本方略渗透于各

主义思想治国理政方略的经纬线:“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成治国理政的纬线,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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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和各层次的治国方略中。

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方略体系，是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灵魂，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为经纬线，以“八个明确”为基本原则，以十四条基本方略为基本骨架，以“五大发展理念”

为目标，以各个领域的系列战略为经络，构成世界治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多层次治国理政方略体系。这就

是用当代实践书写的马克思主义鸿篇巨制，是当代最新最活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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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l Systemic Dialectic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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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ompre-
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grasp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laws of the society as
a whole and all aspects of the whole, and fully develops the Marxist overall system dialectics based
on practice and pushes it to a new high theoretical level, ie, the General Systemic Dialectics. It is the
scientific refl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a New Era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ought of this General Systemic Dialectics from great practice of the Chi-
nese people is concentrated in following aspects: the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new develop-
ment concept,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China,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and the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which is the General Programme Administering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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