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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治理大国经济和

蓬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强调了全面深化普惠化

社会主义建设、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全方位从严格治

党的重要策略部署。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

得的历史意义成果，推动了党和国家历史性转变，促进

并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在十九大报告中总结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期的科学意义时强调：“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占据主导地位，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对于促进我国的社会发展与进步起到了

巨大作用，是吸取党和国家建设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并

加以详细总结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是进一

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确定以社会主义经济

基础体系构建为重点的底线，进一步确定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管理制度。1992 年，党

的十四大上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机制。包容

性深化改革阶段的重要标志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国民经

济快速发展共同面对的风险越来越激烈，传统经济发展

方式逐渐被淘汰，社会主义管理制度建设、法制建设逐

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脱钩。从这些阶段的各

种特点都说明了，“成熟的果实”已经开始收获，改革也

进入了“深海”，我们要敢于挑战时代激流。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蕴含的历史经验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建设中

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作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领导核心，我党始终起到了指引方

向的作用。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立足国情、大胆实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前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之，党

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力量，既是

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改革开放后，政府工作报

告中增加了一个更加刚性的词语，即“城乡居民收入”，

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党的十九大上，

把“建设”表述修改为“建成”，更是一个前瞻性的思

考，是综合考量各方面影响做出的重大决定 [1]。从我们

今天定位的概念和范畴定义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不仅是新形势下党的战略治理布局的战略目标的，更是

我。

总而言之，党的十九大总结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体

制的突出优点，并明确提出了制度系统构建的基本任务，

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对改革开放、小康社会建设实践

经验做出的全面总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体现了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了改革开放时提出了重

大目标，更是从现代化标准上寻求国家管理方式的探索，

从社会主义体制优势上体现了国家管理。在“全面建

设”后崭新的历史征途中，我党将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续写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新的灿烂篇章。

三、“全面深化改革”提出蕴含的历史经验

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与形成，大致经过了由原始的

农业变革到现代城市化改造，由经济体制的变革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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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我们从大刀阔

斧变革到了攻坚克难、“深耕细作”的全新阶段；从倡导

个人解放、革新的思想理论，逐步走向理论与体制并重、

政治体制健全与完备的崭新阶段 [2]。改革的力度和深度

都是史无前例的，进展到了今天，已经形成新局面。[3]。

改革开放后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

制，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以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

思想等四个基础原则上。我们采取的措施都是为了发展

社会主义。三十余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正是沿着这个方

向前进的，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要保持社会主义

建设伟大经验，不走僵化的老路和错路，要自我完善和

发扬社会主义制度 [4]。

保持理论创新与实际探索的良性互动，是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不断打开新局面、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面临着改革攻坚阶段和发展深水

区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越来越关注改革理

论对改革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发

展、对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寻找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都

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四、“全面依法治国”提出蕴含的历史经验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改革开放

后要形成更加牢固的社会主义法治，努力做到“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执法从严，违法要查。”改革开放的头

十年，邓小平同志常说要“两手抓”，一方面是经济建

设，另一方面是法治建设 [5]。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全方位深入转型、全方位依法治国

的总方略。

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同

志提出的法治实践中一条最光明的路线，我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法制路线是中国法治建设成就与成功经验的具体

体现，是中国唯一正确的法治道路。

五、“全面从严治党”提出蕴含的历史经验

我党不断重视自身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

是对中国共产党九十余年建党经验的总结，加强和完善

党的领导制度，是全面开展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

观要求，也是一项重要历史经验。在中国改革开放崭新

的历史时代，我们党始终总结和强调这一点，唯此，方

能使改革开放的成果对所有人更加公平为深化改革奠定

坚实基础 [6]。党员的良好作风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事关党组织的生死存亡。从严治党战略是对中国党建规

律的全新探索，这一战略思想创新了中国党的建设新格

局，这一思路是为处理好新形势下党建中出现的新问题

新挑战而来的，在这种过程中，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指

导着党建的实际发展，同时也为这一理论知识的发展提

出了更加丰厚的现实教育素材，充实后的理论知识也不

断促进了发展，终于在新时代理论与现实的呼声下，全

面从严治党思路应运而生。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确立，既继承了党的执政

的历史发展成功经验和强化自我建设的优秀传统，又汇

总了改革开放至今执政治国实践的新成功经验。“四个全

面”中的各个“全面”，其产生都经过了一个历史过程，

均反映了党中央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改革、法治、

执政问题的深入思索。

与时俱进、以实践促理论创新的品质再次成为中国

发展的重要体现。回顾了我们党从改革开放，从个人进

步到实现和理论创新之间的总体协调，以及在我国当代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

更进一步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思想规律性、建设规律性和

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它是新时代形势下共产党人的

“总战略”，更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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