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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们处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如中

国共产党诞生 98周年、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改革

开放 40 周年等，总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

国共产党人总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党史、国

史和改革开放史告诉我们：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掌

握了无往而不胜的法宝，其中战略思维就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重要法宝。这是我读杨春贵教授主编

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以下简称《战略思

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8月出版）后形

成的深刻体会。

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重视历史、

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

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战略思维》一书

的正文共三编、二十五章，其中用两编、十五章的

篇幅论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

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即

第一个和第二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是怎样运用战略思维，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伟大胜利。

《战略思维》论述了在第一个历史时期，以毛

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战略思维，

创造性回答“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

一重大历史课题，以及从战略上对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在第二个历史时期，以邓

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运用战略思维，创造性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以及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

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即第三个历史时期，《战略思维》用一编、十章的

篇幅论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运用战略思维，创造性回答“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

该书运用据史立论、论从史出的叙事方法阐

述战略思维，使今天的读者清晰地看到：九十多年

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并开

始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是一个英勇奋斗的历

程，是一个艰辛探索的历程，也是一个充满战略智

慧的历程。从中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领会中国共

产党人善于掌握和充分运用好战略思维这个重要

法宝，更加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

确，更加深刻理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成功

的奥秘，从而能进一步增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共产党走向成功的战略智慧
——评《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

严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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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战略思维》一书对习近

平总书记的战略思维作了浓墨重彩的论述。该书

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个主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

目标，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

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

际国内两个大局，创造性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

变革。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行战略思维的杰出范例。

新时代要掌握和充分运用好战略思维

毛泽东有句名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既然战略思维是我们党攻坚克难的致胜法宝，那

就必然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掌握和运用好战

略思维，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

核心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

本书详细论述了毛泽东非常重视对领导干部

进行战略思维的教育。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指

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

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

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他还指出，即

使是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也应当重视研究

战略问题，“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

用局部性的东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

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创造性运用于对中

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中，其战略思想集中体

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这两部光辉著作，对于我们今天思考

和解决当今中国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仍然具

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战略思维》一书还论述了邓小平、江泽民和

胡锦涛历来十分重视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战

略思维教育。1954年，邓小平在全国财政厅局长

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党历

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

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毛主席

的话说得很对。例如粮食的征购，只要把战略问

题和全局问题摆开来，就可以得到解决。”“财政部

门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1977年 12月，邓

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提

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

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

到底要顾全大局。”1989年 5月，邓小平在同党的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谈话时指出：“考虑任何问

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眼界要非常宽

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

根本的要求。”

本书着重阐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党代会和

党的全会上重视用战略思维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进行教育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领

导干部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的要求写入党代会报

告，强调：“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

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

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强战略思

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

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

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提高战略思

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在这里，把“战略

思维”置于三大思维之首，可见党中央对培养各级

领导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战略思维的重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提高各级

领导干部战略思维能力十分重视。本书对此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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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墨重彩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战略

思维能力，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

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领

导干部至关重要，“把方向、抓大事、谋全局，是‘一

把手’的根本职责”“各级党政‘一把手 ’要站在战

略高度，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观察和处

理问题”。他强调，各项工作都要“把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

大事，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

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把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形象

地比喻为“海龙王的法宝”。他批评了党内一些领

导干部“拿着海龙王的法宝不会用”。应该看到，

今天我们干部队伍中的一些同志在掌握和运用战

略思维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类似情况。习近平总

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周年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放眼世界，

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

光和战略思维，学习他善于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的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

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

来谋划，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

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

作。”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中

国打下的基础上，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我们国家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

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步伐。但是，我们应当

看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

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

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摆在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

更严峻、工作更伟大。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讨班上的

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

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

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

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

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

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这就是要求各

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掌握和运用好战略思

维。我们要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

出的要求：在前进道路上，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

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为统揽伟大

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而奋勇搏击。

因此，我相信《战略思维》一书的出版，对于党

的各级领导干部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来武

装头脑，不断提高自己战略思维能力，恰逢其时、

大有帮助。我们要善于掌握和充分运用好战略思

维这个重要法宝，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我们这一代人应

有的贡献。

（作者：严书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教授、愽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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