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解读“五位一体”



电视上、手机上、报纸上，“五位一体”四个字处处可见。或许你只是略有听闻，或许你早已耳熟能详，作为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你真的了解它吗？

“五位一体”是对“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概括表述。
党的十八大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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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任务是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规划
了宏伟蓝图，明确了我们努力的领域与方向。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是我们党立足于中国国情基础之上做出的正确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物质、精神“两个文明”一起抓。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政治文明和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在一起，诞生了“三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四位一体”总体布局被写入党章。

到了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正式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正式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建设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列在一起），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
标更加清晰。

案例呈现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所指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
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

经济建设是根本。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将创
新变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坚定不移地举起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旗，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治建设是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文化建设是灵魂。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不仅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丰富人民精神文化，还要增强文化竞争力，彰显中国文化的自信和价值，让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

社会建设是条件。它要求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教育、就业、社保、医疗……一个都
不能少，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生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更有尊严。

而新加入的“成员”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人都应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理念。建设美丽中国，正时刻拨动全民心弦。

总的来说，“五位一体”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问题，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五位一体”的指引下，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将携手同行，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不息。

如此一来，你是不是对“五位一体”的深刻内涵更加了解了呢？



案 论讨例

1.  总体布局的五个方面是通过哪些具体的方针政策得
以实践和推进的？
2.  为什么要在“四位一体”的基础上，加上“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建设”？



案例点评

本案例以简洁、具体的语言阐述了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定义、由来和具体内容。
“五位一体”是十八大报告的“新提法”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多元复合转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

社会面临诸多矛盾叠加，各种风险隐患加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以建设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社会为目标而努力。

经济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态文明的前提和基础，其核心是激发群众的创造性、
发展生产力，为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生活基础；政治建设就是继续推进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给每个人的发展创造平等的地位、均等的机会；文化建设就是用先进的价值观武装国民，
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营造了丰富多彩的新生活；社会建设就是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新模式；生态建设
就是提供幸福、健康、宜人的生活环境。

“五位一体”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五个方面，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
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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