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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两位一体”到物质文明建

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三位一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日趋完善的发

展历程。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一次次升华，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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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 8 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

大报告中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1］。”改

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拓展、丰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内涵，不断探索、
实践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包含的各方面

的目标和任务，不断形成、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

明建设“两位一体”，到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

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三位一体”，到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

布局，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日趋完善

的发展历程。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认识的 一 次 次 升 华，我 们 可 以 从 中 得 到 一 些

启示。

一、从“两位一体”到“三位一体”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 1957 年下半年以后，

由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以及“左”的思

想的干扰和破坏，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其缓

慢，“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出现了停滞和倒退;

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不少地区

处于极端贫困状态; 我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

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 年

12 月，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此，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

伟大决策。改革开放后不久，我国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建设就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国家面貌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

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

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总的来说滞后

于经济建设，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尤其是在社会风气和思想道德领

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如拜金主义、享
乐主义、利己主义思想滋生蔓延，“黄、赌、毒”以

及封建迷信活动在一些地方死灰复燃，这些消极

丑恶的现象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引起了人民群

众的强烈不满。精神文明建设由此成为一项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新的形势，如何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到一个关口。作为改革开放

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

会导致改革开放出现偏差，多次郑重强调要保证

改革开放健康发展，在狠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

时，必须狠抓精神文明的建设。
1979 年 10 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

在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致祝

词，指出:“新时期我国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建设高

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 P208) 这篇祝词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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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们党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

本纲领。1982 年 4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体制改革”“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和“整顿党

的作风和党的组织”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

必要保证。［2］( P403) 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政治

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

务，是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3］( P205) 我们说，尽

管当时党的文件还没有提出所谓“总体布局”的

概念，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以及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其实已经从战

略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确定了精神文明建设

的战略地位。因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其实就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

期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两位一体”的

总体布局。党的十二大报告关于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标志着物质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两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总体布局正式形成。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认识到，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中，政治文明也是不能缺失

的。198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总体布局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

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4］( P1173)。”这是

我们党在正式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总体布局”
的概念。我们把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简明概括为:

“一个中心”和“三个坚定不移”。应该说，“一个

中心”和“三个坚定不移”包含了物质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两位一体”总体布局战略思想。
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在制定的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

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

斗”。这里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

位一体”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总 体 布 局 的 战 略

目标。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不懈追求。1997 年 7 月，党的十五大根据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至此，

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三

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已现

端倪。2001 年 1 月 10 日，江泽民与出席全国宣

传部长会议的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使

用政治文明的概念，指出: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
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

明。”［5］( P200)“政治文明”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们

党已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全

部内涵统一整合为系统的文明形态。2002 年 5
月 31 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

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一步上升到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目标的高度。［6］( P2416)

2002 年 11 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7］。
这标志着，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

明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

体布局正式形成。

二、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

体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伟大实

践中，反复强调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这里的

“全面”，在当时主要是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的协调发展。但随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社会

全面进步”越来越多地包含着社会建设的内容。
2002 年 11 月 8 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

明确地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提了出来。“社会更加

和谐”这一提法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

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认识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不仅要有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目标任务，还要

有社会方面的目标任务; 不仅要提出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要求，还要提出社会

文明的建设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

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够全面，也不够

协调，持续发展能力较弱，比如城乡差距拉大、就
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教育和社会保障事

业发展缓慢等等。总之，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

济发展。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我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难以避免的，有些则是由于发展观的

偏差所导致的或者所加剧的。为了巩固改革开

放所取得的成果，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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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执政伊始，就高度重视社会建设。2003 年 1 月 8
日，针对我国农村社会建设明显滞后的问题，胡

锦涛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要

注重解决农村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水平明显低

于 城 市、农 村 社 会 事 业 建 设 明 显 滞 后 的 问

题。”［8］( P123) 为此，他强调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之

一就是要加大农村社会建设的力度。此后，胡锦

涛多次强调，要按照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积极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2003 年初，我国广

东省首先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随后，广

西、山西、北京等地也陆续发生非典疫情。这场

突如其来的疫情灾害，严重威胁了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

2003 年 10 月 21 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

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

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

和对外开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

保障。”［8］( P464) 这里的“五个统筹”以经济、社会、
自然协调发展为途径，着眼于全面发展，囊括了

当时改革和发展所要解决的一系列战略性、全局

性的重大问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事

业总体布局的战略构想。2004 年 9 月，党的十六

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

同时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

力”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进行全面部署。应该说，

将“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

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并进

行全面部署，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极具现实性和战略性。这一任务的确立，表明以

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总体布局有了新的进一步的思考。把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具有全局性、战略性

的崭新课题，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做出全面

部署，是我们党主动地、自觉地防止和化解各种

困扰及风险的高超智慧，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次历史性跨越，是党的

追求、党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2005 年 2 月，胡锦涛明确提出“四位一体”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概念: “随着

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

一体。”［9］2005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

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就是讨论未来五年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强调指出: “我们必

须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长期

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突破发展瓶颈，破除体

制障碍，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局面，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10］这是我们党的文件

首次明确提出“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总体布局。2006 年 10 月，党的第十六届六

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是我们党第一个加

强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件，首次把党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由原来的“富强民主文明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标志着，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式形成。

三、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

对于“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

体布局，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报告进行了更

加深入的阐述。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又把“和

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写入党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十七

大首次从“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

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来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总体布局实现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路线、基本纲领的有机统一。这表明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完全确立。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

重大措施，特别是中央做出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

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等重大决策，不仅具有重要的

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生态和环

境意义，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从总体上来看，

我国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环境、生态成本过高。环

境保护、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状，已

经日益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瓶颈。
世界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础是生态文明。世界历

史进程表明，生态文明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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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自然生态规律者兴，逆自然生态规律者亡”是

人类社会发展实践所证明了的一条基本法则。
中国生态与环境保护成效显著，但“局部好转、总
体恶化”“一边治理，一边破坏”的局面尚未根本

扭转。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敏锐地意识

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2003 年 3 月 9 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

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

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之中，使资源得到有效的

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废弃物排放，逐步使生态步入

良性循环。［8］( P351) ”2004 年 9 月，党的十六届四中

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

型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主要任务之

一。2005 年 3 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

会上，胡锦涛提出“制定全国生态保护规划，在全

社会大力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是我国当前环境工

作的重点之一。［11］( P286) 这是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中

第一次使用“生态文明”这一术语。
2005 年 10 月 11 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一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

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建议》指出:

“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

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

自然生态，认真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

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在全社会形

成资源 节 约 的 增 长 方 式 和 健 康 文 明 的 消 费 模

式。”［10］( P7)《建议》还针对这几年我国生态环境恶

化趋势没有得到遏制、土地特别是耕地减少过多

的情况，要求基本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有效

控制耕地减少过多状况。2005 年 12 月出台的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

定》明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

务院各有关部门要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依靠

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倡导生态文明，强化环

境法治，完善监管体制，建立长效机制”。［11］( P326)

2005 年 12 月，胡锦涛在青海考察期间发表讲话，

指出:“必须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根据

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规划经济社会发展，

坚决禁止各种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行为，坚决

摒弃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做法，下大

气力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努力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12］( P3)

2006 年 4 月 2 日上午，胡锦涛与首都各界群

众代表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时说: “全民义务

植树活动开展 25 年来，植树造林事业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绿化美化环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广泛

共识和自觉行动。”［13］2007 年 10 月，胡锦涛在党

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把生态建设上升到文明建

设的高度。［14］( P19) 2008 年 9 月，胡锦涛在全党深

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的讲话中

指出:“我们必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5］( P140) 2011 年 6 月，胡锦

涛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在内的

第三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序言》站

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战

略高度，强调必须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2012 年 11 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1］。这是我们

党在正式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

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式从“四位一

体”进一步拓展为“五位一体”。

四、几点启示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与时俱进。
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两位一体”总体布

局就是在我们党否定忽视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唯心

主义和政治挂帅的极左思想，初步创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物质文明建设、政
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三位一体”总体布局

的提出则是因为我们党逐步认识到民主法制建设

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发展民

主政治的一系列新的概念和原则。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则是因为我们党在

实践中逐步发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环
境、生态以及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由此总结经验教

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

一系列新理论，从而进一步对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

局进行拓展。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

布局的发展都是以理论创新为前提的，在理论创新

的推动之下，实现了与时俱进，不断扩展和完善。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中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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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历史

演进过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中

创造。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同志在为新当选

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举办的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

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

是在开拓中前进的。”［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探索、创造的，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更加全面和科学的标志。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

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历史演

进过程，也就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探索过程。从“两位一体”到“三位一体”，从

“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内涵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

越宽。“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

布局的形成，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

领导集体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到我们党成立 100 年时建成

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打下了

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

下了坚实基础。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

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

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7］展望未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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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Implications

WANG Zhong-xiang
( Faculty of law，Taizhou Colleg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Taizhou 225300，Jiangsu，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exploration，innovation and perfection． It was designed first as“Two in One”，the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 civ-
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n，it changed into a“Trinity”of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Later，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y，politics，culture and society as“Four in One”; and now，as“Five in
One”，the economic，political，cultural，social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his evolution demonstrates the constant sublimation of our
party in its understanding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from which we can get some implications．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verall layout; historic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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