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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关于“四个全面”的研究新进展

朱宗友ꎬ张继龙①

(阜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安徽 阜阳 ２３６０３７)

[摘　 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全面深化改革ꎬ全面依法治国ꎬ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提出一年多来ꎬ国内

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ꎬ取得了丰硕成果ꎮ 这些成果主要对“四个全面”的内涵与特点、形成过程、内在逻辑关系、方法论基

础、理论定位和战略意义等方面展开研讨ꎮ 然而ꎬ还存在诸多不足ꎬ需要进一步研究ꎮ 当前学术界需要明确“四个全面”的内

在逻辑关系ꎬ重点研究“四个全面”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中国梦”之间的关系ꎬ加强

对中国共产党发展战略调整问题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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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重大理论的产生和发展ꎬ都需要经过学界热

烈的讨论和深入研究ꎬ才能获得长足的不竭动力ꎮ 从

２００５ 年胡锦涛同志视察江苏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习近平视察江苏提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ꎬ全面深化改革ꎬ全面依法治国ꎬ全面从严

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ꎬ再到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四
个全面”提升为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ꎮ 这十年时

间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ꎮ 而

“四个全面”一经提出ꎬ迅即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ꎮ
国内学者们大致上从“四个全面”的内涵与特点、形
成过程、内在逻辑关系、方法论基础、理论定位和战略

意义等方面展开了讨论ꎬ但也存在分歧和争议ꎮ 例

如ꎬ概念混淆不清、形成阶段划分方式多样、理论定位

模糊等ꎮ 为了进一步厘清当前“四个全面”研究存在

的争议ꎬ推进该理论研究向纵深处发展ꎬ我们梳理了

当前国内学界对“四个全面”研究的现状ꎬ在此基础

上ꎬ提出当前和今后学术界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主要问题ꎮ

一　 国内学界关于“四个全面”观点评述

(一)“四个全面”的内涵和特点

当前国内学界对“四个全面”的研究从概念的

称谓、文本的阐释、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学科等多种

视角来进行ꎬ集中体现了“四个全面”所蕴含的全面

性和战略性特点ꎮ
概念称谓ꎮ 当前学术界对“四个全面”的称谓

存在不同观点和看法ꎮ 有的将“四个全面”称为方

略ꎬ即“四个全面”方略ꎬ有的将“四个全面”称为战

略布局ꎬ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ꎬ有的将“四个全

面”称为战略思想ꎬ即“四个全面”战略思想ꎮ
文本阐释ꎮ 大部分学者从文本阐释的角度来理

解“四个全面” [１]ꎮ 有的则从系统论角度ꎬ即从系统

的结构、功能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认为“四个全

面”布局是一个集目标、动力、保障和领导等四大子

系统于一体的复杂系统ꎮ “体现了结构协同性、动
态稳定性、战略开放性的特性” [２]ꎮ

特定范式ꎮ 有学者从现代化视角来理解“四个

全面”ꎬ认为“四个全面”的精神实质在于深入揭示

中国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联系ꎬ推进中国现代化迈

向新台阶[３]ꎮ 有的从民生范式来理解“四个全面”ꎬ
认为“四个全面”具有鲜明的民生逻辑和民生导向

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全面的战略体系ꎬ体
现了鲜明的哲学思维、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ꎬ具有全



面性、系统性、严密性的特点[４]ꎮ
特定学科ꎮ 还有的学者从社会学角度解读“四

个全面”ꎬ认为“四个全面”是对中国社会运行保障、
控制、激励、动力和整合这五大重要机制之间辩证关

系的精辟概括ꎬ同时也为处于新常态下的中国的各

个方面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５]ꎮ 另有学者运用经

济学理论分析“四个全面”ꎬ认为“四个全面”的提出

实现了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论向制度建设论的转

变ꎬ尝试弥补“摸着石头过河”导致的改革目标和手

段不明确ꎬ顶层设计缺失的缺陷[６]ꎮ
“四个全面”最大的特点在于战略性和全面性ꎮ

我们认为对“四个全面”的称呼ꎬ往往影响甚至决定

人们对它的理解ꎬ需要对其进行严格的界定ꎮ 我们

倾向于将“四个全面”称为战略布局ꎬ可以说ꎬ称“四
个全面”为战略布局ꎬ既符合党中央把该思想上升

为国家战略的意图ꎬ又符合中国当前需要解决的矛

盾和实际问题的需要ꎬ更能够体现新一届政府“审
大小而图之ꎬ酌缓急而布之ꎻ 连上下而通之ꎬ衡内外

而施之” [７]的治国谋略ꎮ 说全面性ꎬ是因为“四个全

面”是党中央为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进行的顶层设计ꎮ 这四个方面

是关键领域、主攻方向和重要抓手ꎬ是我国现代化建

设这盘棋中的关键棋子ꎬ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ꎮ 应

该说ꎬ抓住了这几点ꎬ也就抓住了“牛鼻子”ꎬ抓住了

根本ꎮ
(二)“四个全面”的形成过程

关于“四个全面”的形成ꎬ学者们普遍把它看作

一种渐进的过程ꎬ就是说ꎬ“四个全面”不是一蹴而

就、从天而降的ꎬ它是一种渐进的历史过程[８]ꎮ 但

是关于“四个全面”的源头、演变主线以及演变阶段

等问题ꎬ学界尚存在较大争议ꎮ
“四个全面”的源头ꎮ 有学者认为“四个全面”

的提出总源头来自党的十八大精神ꎬ是对十八大以

来党的实践活动的概括、延伸、丰富和发展[９]ꎮ 有

学者认为“四个全面”根源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

实践[１０]ꎮ 有学者强调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应当追

溯到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总
体战略ꎬ它是“三步走”战略第二步的重要实施环

节[１１]ꎮ 还有学者从“四个全面”的某个方面的历史

来考察 “四个全面”的根源[１２]ꎮ
演变主线ꎮ 有学者以制度文明建设为主线理解

“四个全面”ꎬ认为“四个全面”的提出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制度文明建设提到实施层面ꎬ它蕴含着对

治理文明的高度自觉ꎬ逐步推进着中国现代社会的

管理由激进的革命逻辑向积极的治理逻辑转变ꎬ反

映着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趋势[１３]ꎮ 有学者认为规矩

是“四个全面”的主线ꎬ是“四个全面”最内在、最本

质的要求[１４]ꎮ
演变阶段ꎮ 第一种观点认为“四个全面”提出

的过程主要经历了从“三个全面”到“四个全面”的
转变过程[１]ꎮ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 “四个全面”的形

成经历了 “一个全面”→“两个全面”→“三个全面”
→“四个全面”的演进路线[１０]ꎮ 第三种观点认为作

为整体的“四个全面”的形成和定型经历了从“一个

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个全面” →“四个

全面”的发展过程[１５]ꎮ
由此可见ꎬ学者对“四个全面”的形成发展阶段

都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ꎬ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

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ꎮ 同时不难看出学界在这

个问题上还存在一定分歧ꎮ 仅把“四个全面”的源

头看作党的十八大后的实践ꎬ未免有些狭隘ꎬ可能

“只见树木ꎬ不见森林”ꎻ仅从某个“全面”的发展渊

源来透视当前的“四个全面”ꎬ虽然有助于认识“四
个全面”的某些要素ꎬ但不利于从整体上综合考察

“四个全面”的形成、内在逻辑、重要地位以及重大

意义ꎮ 那么如何认识“四个全面”的形成发展呢?
我们认为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方法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辩证唯物

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我们党要

团结带领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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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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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ꎬ更加

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ꎬ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

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 [１６]ꎮ 因此ꎬ我们认为应立

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ꎬ本着“综合—
分析—综合”的研究思路ꎬ重点考察改革开放以来

发展战略布局演变历程、“四个全面”中的每个“全
面”的历史渊源ꎬ以及“四个全面”的内在关系及其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ꎮ
(三)“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

“四个全面”一经提出ꎬ其四个要素的内在逻辑

关系就引起学界的关注ꎬ当前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

主要形成了“一体两翼”论、并列平行论、有机联系

论、双重逻辑结构论等多种不同看法ꎮ
“一体两翼”论ꎮ 这也是比较普遍的观点ꎬ主张

把“四个全面”中中间两个全面(全面深化改革和全

面依法治国)比作“车之双轮、鸟之双翼”ꎬ把全面从

严治党看作前三者的关键和保证ꎮ 例如ꎬ曲青山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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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系统ꎬ而全面深化改革

和全面依法治国除了发挥“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的功能之外ꎬ还具有“破”和“立”的辩证关系[９]ꎮ

并列平行论ꎮ 这种观点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目标ꎬ后三个全面存在并列关系ꎬ对目标的实现发

挥并驾齐驱的作用ꎮ 例如ꎬ李文阁主张 “一体三

翼”ꎬ他把后三个全面看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

只翅膀ꎬ认为“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关系具有三个

层次:“目标与举措的关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的关系”、“同等重要的关系” [１７]ꎮ

有机联系论ꎮ 这种观点反对把四个全面看成并

列平行的关系ꎬ例如ꎬ李君如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

论、协同论出发认为“四个全面”不是简单的并列关

系ꎬ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１８]ꎮ 魏礼

群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

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ꎮ 实施这一重

大战略布局ꎬ“既不能不分轻重缓急ꎬ不论主次先

后ꎬ齐头并进ꎻ也不能相互脱节ꎬ各行其是” [１９]ꎮ
双重逻辑结构论ꎮ 杜黎明认为“四个全面”与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

承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征ꎮ 其内在逻辑结构

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目标—途径”二分内在逻辑

结构ꎻ二是 “目标—途径—调控”三分内在结构ꎮ 这

双层结构包含丰富的辩证统一思想:“理论继承和发

展的辩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时间和空间

的辩证统一、目标和途径、手段的辩证统一” [２０]ꎮ
此外ꎬ还有学者把四个全面的某个“全面”作为

切入点来论述四个方面的关系ꎮ 肖贵清认为全面从

严治党作为其他三个方面的根本保证ꎬ在“四个全

面”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２１]ꎮ 韩喜平认为“四个

全面”中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阶段目标、是出发

点ꎬ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和方法ꎬ全面依法治国是重

要保障和规范ꎬ全面从严治党是政治保证ꎬ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四个全面”的落脚点[２２]ꎮ
总的来说ꎬ学界对“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关系

的认识存有一些共同之处ꎬ即普遍认为它们是具有

内在联系的ꎮ 但是对于每个部分的功能ꎬ尚存有争

议ꎮ 我们认为出现这种争议的根本原因可能是由于

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关注点不同所致ꎮ 实际上四个

组成要素之间ꎬ存在某种空间上的联系ꎮ 因此ꎬ应当

特别重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战略辩证思维ꎬ
这是认识其内在逻辑关系的钥匙和纽带ꎮ

(四)“四个全面”的方法论基础

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关系ꎬ关
键是理解其中蕴含的方法论基础ꎮ 目前学界对“四

个全面”所体现的方法论主要有多重思维创新论、
过程论、系统论和唯物辩证法等ꎬ但尚未达成共识ꎮ

多重思维创新论ꎮ 例如ꎬ王遐见从方法论上较

好地分析了“四个全面”中蕴含的新一届中央领导

集体“改革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

思维、法治思维、历史思维和底线思维”ꎬ“凸显结构

的优化性、体系的完整性、内涵的系统性、基础的时

代性、思维的科学性、取向的规律性” [２３]ꎮ
过程论ꎮ 曲青山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了“四个全

面”之间的关系[２４]ꎮ 他认为“四个全面”是相互联

系相互促进的过程和系统ꎬ是一种全局和重点的有

机统一ꎬ它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法则的创

造性运用”ꎬ是动态的矛盾运动的过程ꎬ在不同的条

件下互为因果、相互转化ꎬ各自为目标和手段ꎮ
系统论ꎮ 还有学者从系统论的角度认识“四个

全面”ꎮ 例如ꎬ孟东方等人从系统论角度ꎬ即从系统

的结构、功能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入手阐释了

“四个全面”的内在关系ꎮ 他们认为“四个全面”布
局是一个集目标、动力、保障和领导等四大子系统于

一体的复杂系统ꎬ“体现了结构协同性、动态稳定

性、战略开放性的特性” [２]ꎮ
唯物辩证法ꎮ 学界更多的倾向于运用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论述“四个全面”ꎮ
有学者认为要想透彻理解“四个全面”ꎬ必须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ꎮ “必须坚持一切从实

际出发ꎻ正确认识物质和精神ꎬ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的辩证关系ꎻ坚持问题导向ꎬ敢于面对矛盾ꎬ及时化

解矛盾ꎻ坚持全局观ꎬ同时把握重点ꎬ做到两点论和

重点论的统一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ꎬ反对形

而上学ꎻ坚持生产力标准ꎬ全面准确理解、正确运用

生产力标准ꎻ注重全面性要求ꎬ不能单打一ꎻ坚持马

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ꎻ坚持认识与实践

相统一ꎬ积极推动理论创新” [２５]ꎮ
综上所述ꎬ学界从思维创新、过程论、系统论等

角度对研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方法论提

出了不同看法ꎬ具有独到的见解ꎮ 从中可以看出ꎬ这
些方法论具有某些共同点ꎬ其中最主要的共同点表

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ꎮ 我们认为ꎬ马克思

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处理好“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内在关系的最科学的方法论ꎮ 正如

谭培文所认为的那样ꎬ“四个全面”体现了辩证唯物

主义方法论的精神实质ꎬ即唯物辩证法的一切从实

际出发的观点ꎬ也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

中国的具体实践ꎬ体现了顶层设计协同创新的系统

性和完整性[２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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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个全面”的历史地位和战略意义

国内学界普遍将历史定位和意义放在一起探

讨ꎬ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三大规律的

认识和深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的关系、与中国梦的关系等角度阐述了“四个全面”
的历史地位和战略意义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ꎮ 有学者把“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视为党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

中实现的新飞跃、新境界、新层次[１７]ꎮ 有学者认为

“四个全面”是发展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ꎬ它依次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奋斗

目标、动力理论、政治保障理论和关键理论[２７]ꎮ
三大规律深化论ꎮ 有学者从三大规律角度定位

“四个全面”ꎬ例如ꎬ辛向阳认为“四个全面”深化了

对“三大规律” (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２８]ꎮ 徐艳玲认为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党的执政目标、执政路

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的新概括ꎬ开阔了党执政规

律的新境界[２９]ꎮ 有文章把 “四个全面”定性为“是
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

盾” [１６]ꎮ
战略布局调整论ꎮ 还有相对普遍的观点是把

“四个全面” 定位为当前党和我国的 “战略布

局” [３０]ꎮ 韩庆祥从“新三步走战略”角度提出应当

把“四个全面”置于“新三步走战略”下予以考察和

定位①[３１]ꎮ 但在战略布局调整问题上ꎬ更多争论停

留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布局的

关系上ꎮ 有的主张从属论ꎬ这种观点认为“四个全

面”是“五位一体”的具体表现[３２]ꎮ 有的主张核心

论ꎬ主要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五位一体”的
核心精髓[３１]ꎮ 还有的主张未定论ꎬ观点认为两者之

间的关系尚不明确ꎬ需进一步研究[３３]ꎮ
与中国梦的关系ꎮ 有的主张阶段论ꎬ认为“四

个全面”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ꎬ四个“方面”依次发

挥着“关键一步”、“关键一招”、“关键一环”和“关
键所在” [３４] 的作用ꎮ 有的主张目的论ꎬ认为构建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在于指

导和引领中国实现中国梦[２２]ꎮ 还有的主张系统协

同论ꎬ认为将“四个全面”置于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

程中来考察ꎬ不仅要考虑到四者内在的关系ꎬ也要考

虑每个方面所具有的对中国梦这一整体布局的功能

性作用[３５]ꎮ
此外ꎬ还有学者分析了“四个全面”对世界治理

的意义ꎮ 陈雨露认为“四个全面”是在世界“历史终

结论”和“文明冲突论”面临困境的背景下提出的协

调组织世界 １ / ５ 人口开展新的治理体系探索的治理

逻辑ꎬ因而ꎬ具有推动世界治理思想变革的重大

意义[３６]ꎮ

二　 国内学界对“四个全面”研究的成绩和不足

可以说ꎬ当前国内学界对“四个全面”的研究取

得了丰硕成果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学界从不同角度梳理了“四个全面”的内

涵、形成过程ꎬ“四个全面”的研究空间不断扩展ꎮ
人们认识到“四个全面”是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创新

成果ꎬ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

工作的必然ꎬ是近代以来发展探索的结果ꎮ
第二ꎬ学界已经分别论述“四个全面”的内在逻

辑与方法论ꎬ较多地论证了“四个全面”内涵唯物辩

证法思想ꎮ 并且存在将内在逻辑和方法论有机结合

起来来提升“四个全面”的理论高度和理论内涵的

趋势ꎮ
第三ꎬ学界已经认识到“四个全面”对发展马克

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和价

值ꎬ视其为“新飞跃”、“新成果”、“新创造” [２４]ꎮ
第四ꎬ学界普遍意识到处理“四个全面”和“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关系的重要性ꎬ意识到两者之间

存在密切的联系ꎮ 党的文件都曾经将二者并列提

出ꎬ作为新时期中国发展道路的指引ꎮ
第五ꎬ学界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国梦关

系的探讨基本上是按照依次分析四个全面的每一个

“全面”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间的

关系这样一个思路来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ꎬ在系

统理解“四个全面”内在逻辑基础上ꎬ阐述了“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梦的阶段性、指导性以及系

统性关系ꎮ
然而ꎬ对理论的探讨不能停留在原地ꎬ应当结合

已有研究ꎬ发现其中不足ꎬ推进该理论走向更深层次

的研究领域ꎮ 当前ꎬ学界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

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ꎬ对“四个全面”术语和称谓的差异ꎬ导致

人们在理解其内涵、逻辑关系、方法论和历史定位

时ꎬ存在混乱现象ꎮ
第二ꎬ泛化“四个全面”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的关系ꎮ 从一年来学界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

想的研究来看ꎬ对马克思主义和“四个全面”的关系

的讨论仅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ꎬ盲目地将“最新

成果”、“新飞跃”、“新境界”等语句嫁接在“四个全

面”与党的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上ꎬ淡化运用马克

思主义方法论解读或分析理论创新和现实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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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ꎮ
第三ꎬ对“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

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的讨论上ꎬ还存在一些分

歧ꎬ主要表现在对二者外延的界定不清上ꎮ 这是导

致从属论和核心论等争议的根源所在ꎮ
第四ꎬ“四个全面”和“中国梦”的内在逻辑关系

研究力度不足ꎮ 目前学界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尚停留在其功能性的认识上ꎬ也就是说ꎬ学界讨论更

多的是“四个全面”在中国梦的进程中发挥什么样

的作用ꎬ相对忽视了在实现中国梦进程中ꎬ“四个全

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人民以往追求

梦想的衔接性和连贯性问题ꎮ

三　 当前“四个全面”研究的重点问题

鉴于学界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ꎬ我们认为ꎬ
当前国内学界应当加强对“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

关系研究ꎻ加强“四个全面”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研

究ꎻ加强“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

布局关系研究ꎻ正确处理“四个全面”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间的关系研究ꎻ加强对中国

共产党发展战略调整问题的研究ꎮ
着重理清“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ꎮ 一定程度

上来说ꎬ之所以会出现对“四个全面”称谓差异ꎬ是
因为人们对“四个全面”的内涵以及内在逻辑关系

的理解差异不同造成的ꎮ 我们研究“四个全面”的

内在逻辑关系ꎬ不能仅仅停留在考察四个“方面”之
间的功能性作用ꎬ而应当秉持唯物辩证法中的“具
体总体———抽象总体———思想总体”的方法论ꎬ也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方法ꎮ

重点研究“四个全面”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ꎮ
准确理解“四个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是保

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生命之

源ꎮ 所以ꎬ我们认为ꎬ学界需要系统研究“马克思主

义”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关系ꎬ可以关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思想对“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的启发和影响ꎮ 比如ꎬ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

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运用和发挥ꎬ马克思主义的

系统论、有机体思想、社会有机体思想、恩格斯的

“合力论”等著名论断给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

启迪和借鉴ꎮ
加强“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

体布局的关系研究ꎮ 对于两个布局之间的关系ꎬ我
们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做进一步探讨:“四个全面”和
“五位一体”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是什么?
又对其作出了哪些创新和发展? 两者所使用的概

念、原理、方法是否具有统一性? 如何在现实当中为

实现这两个布局创造有利条件ꎬ排除障碍以及开辟

实现路径? 这些问题都值得学者们持续关注ꎮ 还有

一个重要问题ꎬ如何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牵住“牛
鼻子”的转变中探究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布局的调整

和应对措施ꎬ将会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指导作

用发挥重要的影响ꎮ
加强“四个全面”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关系研究ꎮ 一方面ꎬ回答面对多种 “全

面”ꎬ党为何选择了现在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ꎬ是
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演变过程ꎬ确立其

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的地位ꎬ指导中国梦的伟

大实践的一个核心问题ꎮ 另一方面ꎬ学界不能仅仅

通过阅读党的文献考察其脉络ꎬ也不能仅仅对“四
个全面”的形成过程做肢解化或者碎片化的理解ꎮ
我们认为ꎬ应该扩展其研究视野ꎬ从历史的长时段

中ꎬ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ꎬ来研究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演变轨迹ꎮ 正如有学者所

指出的“应关注中国梦的整体性和阶段性研究
加强中国梦的域外研究深化对中国梦的理论体

系研究” [３７]那样ꎬ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放到实现

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研究ꎬ特别应当重视ꎬ作为

实现中国梦的战略布局ꎬ“四个全面”如何能且做到

在保持统筹协调推进的基础上ꎬ协力助推中国梦ꎮ
因此ꎬ“四个全面”和中国梦的部分和整体、局部和

全局、近期和长远等方面的关系研究ꎬ应当引起学界

的关注ꎮ
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发展战略调整问题的研究ꎮ

我们认为ꎬ学界应当关注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党

以往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复兴过程中所采取的的发展

步骤和战略之间的衔接性和连贯性问题ꎬ“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人民追逐共同的梦

想即将采取的发展战略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指示性和

指导性作用ꎮ 这种衔接性和连贯性问题ꎬ也可以称为

整体性问题ꎬ关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能否经受住

历史、现实和未来检验的重大课题ꎮ 此外ꎬ思考如何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牵住“牛鼻子”的转变中ꎬ中国

改革开放发展战略布局的相关制度调整和变化轨迹ꎬ
对于当下我们如何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实施新

一轮的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价值ꎮ

[注释]
①新三步走战略指“第一步ꎬ到建党一百年周年的时

候ꎬ即到 ２０２０ 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ꎻ第二步ꎬ到建国一百

年周年的时候ꎬ即到 ２０４９ 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ꎻ第三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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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ꎬ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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