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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伟大”是个有机整体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接过历史“接力棒”，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围绕“改

革发展稳定”这一总课题，遵循“打铁

还需自身硬”的执政思路，力求通过加

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进行好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伟大斗争”），有效破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突出

矛盾、难题和问题（“伟大事业”），

最终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伟大梦想”）。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可以

看出，“伟大工程”、“伟大斗争”、

“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不是彼

此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伟大事业”：建设、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

业是“执政主题”，讲的是执政的历史

责任，着眼于“干什么”。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主题，

贯穿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的主

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

承载着中国的崛起，体现着中国共产党

人的伟大创造，但也意味着在前进的

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具体任务，是“开辟道路”、

“创立理论”和“完善制度”，其本质

特征是要处理好一系列基本的“矛盾双

方”，如马克思主义一般原则与中国具

体实际、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改革开

放与四项基本原则、市场经济与社会主

义制度、效率与公平、经济全球化与独

立自主等。这意味着，建设、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我们共产党

人需要“打”的那块坚硬的“铁”，因

而需要“攻坚克难”。

从执政背景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在中国和

平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决

定期”接过执政“接力棒”的。在国际

上，世界力量正在发生转移，大国关

系出现重大调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

崛起，局部地区发生动荡混乱。在国

内，社会阶层、利益主体、思想观念出

现分化，利益固化格局客观存在，政府

公信力、民众创造力、社会凝聚力有待

提高，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创新活力不

足，社会和谐稳定因素不够，各种社会

矛盾、问题、困难、风险、挑战交织在

一起。在这种执政境遇中，既要“对

外”妥善处理国际关系以应对复杂局

面，又要“对内”经受“四大考验”、

应对“四大危险”，还要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

国梦。因而，如今既是我们党执政以来

取得最大历史成就的时期，也是面临

难题最集中的时期。于是，打坚硬的

“铁”并“攻坚克难”，不仅成为我们

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所面

临的基本事实，也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

集体治国理政的本质特征。这好比在攀

登一座没有探测过的险峻高山，不进则

退，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

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

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

面临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

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

具体来说，打好这一坚硬的“铁",

就是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

的关系。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要就是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行好具有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可简称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伟
大”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与执政活动多是在“四个伟
大”这一总体框架中进行的，其中蕴含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
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的总体框架和基本方略

——贯穿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执政实践的基本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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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改革发展稳定”这一总课题展开

其执政的。即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解

体制机制弊端、利益固化藩篱以及发展

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这些弊端、矛盾和问题，正是影响“发

展”和“稳定”的症结。对此，以习近

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具有“问题意识”和“敢于担当”精

神。他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

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

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

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

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

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问题倒

逼改革。改革由问题而产生，又在不断

破解问题中得以深化。这就鲜明地揭示

了改革的本质，就是要解决问题。

“伟大斗争”：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
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是“执政方略”，讲的是执政所应具有

的精神气质、精神气概和精神气度，着

眼于“怎么干”。

这里所讲的伟大斗争，就是对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

中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四种危

险”、“体制机制障碍”、“利益固化

藩篱”、“突出的矛盾问题” 和“挑

战、困难”的斗争。当今，我国处在历

史大变革、结构大调整、格局大变动的

新的历史起点上，可概括为：力量转

移、时空压缩、结构调整、社会分化、

安全困境、命运决断。为了在我们的伟

大事业进程中不出现颠覆性错误，把坚

硬的“铁”真正打好，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讲话时强

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

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

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

种伟大斗争，是使斗争精神具有新的历

史特点。这种斗争，既是一种“强硬”

的精神状态，又是一种攻坚克难且需

“自身硬”的实际行动。

进行好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首先需要认清形势，明确方向，

统一认识，敢于担当。对形势作出准确

判断并明确前进方向，是科学决策的前

提。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则需要

在全党全社会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力

量。在这一基础上，还需要敢于担当，

勇于碰硬，志在必得。面对歪风邪气，

必须敢于亮剑、坚决斗争，绝不能听之

任之，这是政治担当；面对艰难险阻的

任务，必须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绝不

能畏缩不前，这是使命担当；面对前进

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必须攻坚克难，

寻求出路，这是历史担当。绕开矛盾、

问题、困难走，是难以进行好伟大斗争

的。只有敢于担当，敢于承担政治使命

和历史责任的人，才能清醒看到我们

前进征途中的艰难、困苦、曲折，才

真正敢于碰硬，以积极向上、开拓进

取、勇于拼搏的精神状态来打好坚硬的

“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进程中，

我们一定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要具有“钉钉子”精神和“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精神，真正做到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敢于担当。

其次，需要凝聚力量，善于斗争。

中国共产党人要把“铁”真正打好，就

必须带领人民并凝聚民族的团结力量、

人民的奋斗力量、每个人的创新力量。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要从三个方面凝

聚力量：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力量；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中华儿

女共同奋斗的力量；用促进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凝聚每个人的创新力量。

第三，需要发挥比较优势，克服发

展软肋，打牢发展支点。我们国家的比

较优势是容易集中资源和力量办大事，

但也由此生成行政权力主导一切而且缺

乏有效监督的软肋。我们必须发挥比较

优势，克服发展软肋。同时还需要打牢

发展支点，即基于公平正义做好改革发

展稳定文章，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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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第四，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真

正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健全社

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各项

工作提高到科学化、现代化水平。

“伟大工程”：加强、改进党的建设
加强、改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

“执政主线”，讲的是执政的主体条

件，着眼于“谁来干”。

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确保党

始终成为“伟大事业”和“伟大斗争”

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担当，就是

科学实施伟大工程，全面深入推进伟大

事业，积极进行好伟大斗争。

打铁还需自身硬，如何使我们党自

身硬？从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

中可以看出，他更注重克服我们党面临

的软肋，即我们党面临的“精神懈怠、

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

危险。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直面我们党面临的“精神懈怠、能力

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

险，且以无所畏惧的勇气，首先把破解

“四大危险”并使“自身硬”作为治国

理政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只有正视问题、分析问题、破解问

题，才能形成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正能

量，才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才能

成为推进“伟大事业”和进行“伟大斗

争”的坚强领导核心。由此，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针

对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强调从

精神、能力、作风、先进性上硬起来，

即硬在精神、硬在能力、硬在作风、硬

在先进。其目的是强化党中央的权威，

为建设、发展“伟大事业”和进行好

“伟大斗争”提供坚实的政治保证。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十八大确定的各

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我们的责

任，就是坚持党要管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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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党始

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

导核心。

针对精神懈怠，强调“硬在精

神”。在我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

利益多元、思想多样、诱惑多种的情

境下，在物化生存的背景中，一些党

员干部信念淡化、信仰迷失，忘记远大

理想而奉行功利主义；一些党员干部认

为理想是天上的“星”，利益是地上的

“灯”，天上的“星”虽美好却遥不可

及，只有地上的“灯”才是看得见摸得

着的。可以说，精神上的“软骨病”是

一些党员干部出问题的“病灶”。正因

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是

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缺

失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

钙”，就会得“软骨病”。实际上，如

果理想信念丧失了，我们党的一切就难

以真正“硬”起来。由此，为了把坚硬

的“铁”打好，我们党必须首先在精神

上“硬”起来。

针对能力不足，强调“硬在能

力”。 即积极倡导学习之风，减少应

酬之风，加强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组织

建设，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努

力克服“本领恐慌”。当今我们共产党

人面临“四大考验”，即“党长期执

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

“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

验”。这些考验实际上就是对我们党的

干部队伍之能力素质的考验。要积极有

效应对这“四大考验”，我们党就必须

积极自觉地提升其“依法执政、科学执

政、民主执政的能力”、“领导全面深

化改革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

能力”和“应对复杂环境和局面的能

力”。这“四种能力”，是应对“四大

考验”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针对脱离群众，强调“硬在作

风”。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

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

群众。我们党要跳出“历史周期率”，

就必须始终加强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为核心的党的作风建设。目

前，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

主要体现在“四风”上，即“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针对这“四风”，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工

作开局的重要切入点，不仅制定并实施

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限

制三公消费”等，而且在全国积极部署

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对作风之

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

除，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好“为了谁、依

靠谁、我是谁”的问题，是通过抓党风

促民风，进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

环境。

针对“消极腐败”，强调“硬在先

进”。即注重并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

性建设，在反腐倡廉上敢下重手、敢打

“老虎”。党的权威、党员的威信主要

来自党和党员的纯洁性、先进性。如果

党内问题丛生、党员觉悟落后于群众，

那么就没有先进性可言，也就会因此而

失去公信力和说服力。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央强调从严治党，坚持以公开促

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增强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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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反腐力度空前

加大；强调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

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凡

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

认真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

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其目的，就是让

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腐败分子得到震

慑，让腐败无处藏身。治国必先治党，

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我们党保持和发展

先进性的一条基本经验。

“伟大梦想”：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这一伟大梦想是“执政

目标”，讲的是执政的历史使

命，着眼于“干成什么”。

“伟大事业”、“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归根结底

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这个“伟大梦

想”，是“伟大事业”、“伟

大斗争”和“伟大工程”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中国古代的许多朝代在当时世界都较为

强大，属于“辉煌中国”。1840年鸦片

战争爆发以后，近代中国沦为被宰割、

被侮辱的境地，沉沦为“没落中国”。

由辉煌到没落，这种巨大的历史反差，

就转化为历史记忆、民族性格、社会心

理和历史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中国人民追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最伟大

梦想。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懈探

索，寻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

路。自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实

现梦想的道路。

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基本方式和具体路径。 中国梦，是当

代中国目标、中国理想、中国梦想的大

众化表达，是世界历史力量转移和时代

发展趋势的反映，其本质内涵是实现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在实现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征程

中，必然会遇到一系列复杂的矛盾、难

题和问题，遇到各方面的体制机制障

碍。要攻坚克难，就必须积极进行具有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政治保证。只有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才能积极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能进行好

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才能真

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中

国共产党人既要凝聚共识、凝聚力量、

凝聚合力，又要积极唱响中国道路、中

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力

量和汇聚社会正能量”。中国道路是中

国梦的“实现路径”，中国精神是实现

中国梦的“精神支撑”，中国力量是实

现中国梦的“根本依靠”。

归根结底，在建设“伟大事业”，

加强“伟大工程”的进程中，习近平

总书记进一步阐释了“伟大斗争”和

“伟大梦想”，由此构成了一个有

机整体。“伟大斗争”、“伟大工

程”围绕“伟大事业”、“伟大梦

想”进行，且服务于“伟大事业”

和“伟大梦想”；“伟大事业”要

求进行“伟大斗争”，召唤“伟大

工程”，以不断为其注入新活力、

开辟新前景，“伟大斗争”、“伟

大工程”支撑“伟大事业”，确保

其始终蓬勃发展，即打铁还需自身

硬；只有通过“伟大斗争”和“伟

大工程”来破解“伟大事业”中的

矛盾、难题和问题，才能实现“伟

大梦想”。这可简称为习近平总书

记的“四个伟大思想”。习近平总

书记的一系列讲话与执政活动多是在

“四个伟大”这一总体框架中进行的，

其中蕴含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

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的总体框架和基

本方略。

（作者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教

授；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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