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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观念思想方法对唯物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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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把系统观念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
并用系统观念来统摄“七大思维”(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
线思维),进一步明确系统观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中的重要地位。 系统观念

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从社会和自然出发,确立了“有机体”和

“集合体”的观念,把自然和社会当作一个“有机”“集合”的“相联系的总体”,这实际上就是把自然和社

会当作一个系统的整体,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作了深入研究,建立了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概念在内一整套范畴体系,并运用这套范畴体系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

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历代领导集体都始终

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点,把事物看作由各种要素基于一定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站在整体和全局高度

观察、思考和处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自

觉地坚持运用系统观念谋划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揽“四个伟大”、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布局和新方略,使坚持系统观念成为党的基础性的思想方

法和工作方法。 习近平的系统观念思想方法是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深化和发展,创造性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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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运用的系统观念思想方法,进一步推进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体系。
关键词: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思想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精神;唯

物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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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观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突出和强调“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的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深化和发展,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党

的思维方式变革的重要方向。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该建议明确提出要“坚持系统观念” [1] 。 习近平总书记在

关于《建议》的说明中,明确阐述了系统观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基于“系统谋划、统筹推进”而

总结出来的“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2] 。 “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

“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一经确立之后,进一步扩展到社会发展的各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不

同领域的专题会议中,多次强调解决实际问题要“坚持系统观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其中第

五个“必须坚持”就是“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并由此将其上升到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高度。 党

的二十大报告把系统观念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以系统

观念统摄“七大思维” (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

维),进一步明确了系统观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方法论重要地位,由此引

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潮。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学界关于“系统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系统观念”的重要论述研究。 如:马丽等从提出过程、思想意蕴、实践

要求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同志关于“系统观念”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3] ;赵浚等从逻辑缘起、
逻辑继承和逻辑展开三个环节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系统观念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进行了阐

释[4] ;王香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系统观念出发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既体现了对运

用系统观念治党治国治军、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融会贯通和娴熟驾驭,也彰显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

治家的战略眼光、理论思维和哲学素养[5] 。 此外,张文显论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系统观念[6] ,
刘飞论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中的系统观念[7] ,等等。

第二,关于“系统观念”原理的研究。 如:闵家胤以“什么是系统观念”为题,从本体论、认识论、
价值论、进化论四个方面深刻阐释了“系统观念”的丰富内涵[8] ;辛鸣从方法论意蕴与实际运用两个

维度解读“系统观念”,认为“系统观念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思想工具”,而“系统观念的思想方

法集中体现为系统思维” [9] ;齐艳霞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所蕴含的系统思想、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现代系统科学中的系统理论这四个维度为中

国共产党人坚持系统观念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10] ;张维真认为,坚持系统观念既是对唯物辩证法

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更是党在总结实践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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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11] ;范冬萍等从系统科学方法论出发,提出系统观念是一种关于一般系统的整体论科学思维,
关于自组织系统的非线性科学方法论,关于复杂适应系统的生成论科学方法[12] 。

第三,关于运用系统观念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 运用系统观念解决实际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

社会各界历来重视的工作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生态、经济和党建三个

领域。 首先是关于运用系统观念改善生态环境的研究。 比如:龚万达、周宏春、李国英等均立足系

统观念研究生态环境问题[13-15] 。 其次是关于运用系统观念加强经济建设的研究。 杨玉成、张梦阳、
范卫红等以经济建设为目标,运用系统观念进行广泛研究[16-18] 。 再次是关于运用系统观念加强党

的建设的研究[19] 。 比如:彭东光提出要以系统观念推动基层党建[20] ;杨润聪等强调以系统观念提

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21] ;罗亮提出赓续红色血脉要坚持系统观念[22] ;陈沉提出聚焦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要“开展整体性探讨,依据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积淀,以系统思维为引领” [23] ,在此基础上,
陈思思强调坚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既关注庞大的精神谱系系统,又聚焦精神谱系中具体精神形

态[24] 。 最后是关于运用系统观念加强党的建设的研究。 贺夏蓉认为系统观念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

体系的理论依据,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多方同向发力的系统工程,因此提出要

以系统观念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19] ;彭东光提

出要以系统观念推动基层党建,从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整体性四个方面分析了桂林市运用系统

观念推进基层党建的具体举措,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组织保障[20] ;杨润聪等强调以系统观念提

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认为基层党组织可以依托党的领导优势,构建“一体化”的基层党建系统、基
层工作系统、基层治理系统[21] ;罗亮提出“赓续红色血脉要坚持系统观念”,“从红色血脉内部如红

色基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要素构成出发,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对红色血脉的文化滋养” [22] ;陈沉提出聚焦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要“开展整体性探讨,依
据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积淀,以系统思维为引领” [23] ,在此基础上,陈思思坚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
既关注庞大的精神谱系系统,又聚焦精神谱系中具体精神形态,从三个维度系统梳理当前学界关于

精神谱系的研究成果,为新征程上增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提

供理论依据[24] 。
综观关于“系统观念”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到,学术界目前已经大致形成一个包含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系统观念重要论述、系统观念基本原理、系统观念实践应用三个方面在内的总体框架,其中的

主要问题均已“破题”,但还处于全面系统研究的初始阶段,有待进一步深化拓展。 关于“系统观念”
研究目前存在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系统观念重要论述的研究目前虽

然已从多个方面展开,但在成果数量上还远远不够,在涉及领域上也远未完备,在理论深度上有待

提升;二是对系统观念基本原理尤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观研究还不够全面深

入,基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和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理论研究也还有待深

入展开;三是对于具体实践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生态、经济、党建等方面,研究方法以理论阐释

为主,对于具体实际应用的研究有所不足,对于实践案例的研究较为少见。
作为新时代“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作为新征程上“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

境界”而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对系统观念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文针对当前学术界系统观念研究的不足,拟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出发,阐明系统观念的理论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哲学原理高度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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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进行理论阐明;其二,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系统观念的重要论述和治国理政具体实践出发,对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系统观念创造性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行理论阐明;其三,总结习

近平总书记系统观念思想方法对唯物辩证思想方法的深化和发展,阐明系统观念的重大理论意义

和实践价值。

二、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提出“系统观念”这一概念,也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明确的哲学范畴

进行论述。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已经明确包含了系统观念的思想。
马克思在 1867 年撰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

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25] 。 研究者将其总结为“社会有机体”思想,
认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总体性方法论”,立足于社会有机体原理的矛盾论,构成了系统观念的“动

力学”机制,进一步,“在总体论和矛盾论的基础上,回归社会有机体中介范畴的方法论本质”,则可

以建立起“基于中介范畴的生物学隐喻”,即基于“‘阶段性+多样性’的系统观念分析框架” [26] 。
恩格斯在 1873 年至 1882 年撰写的《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

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 [27]在 1886 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中,恩格斯进一步强调说:“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

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

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

会实现。” [28]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从社会和自然出发,确立了“有机体”和“集合体”的观念,实际把自然和社

会不仅当作一个整体,而且是“有机” “集合”的“相联系的总体”,这实际上就是把自然和社会当作

一个系统的整体。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同志也强调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方法。 理解系统观念必须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从历史

过程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26] ,进一步,“坚持系统观念就是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系统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29] 。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的统一体就是“系统”。 邓小平同志也曾就现代化建设各项任务的普

遍联系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 [30] 事实上,从
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已走过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念,系统观念已成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习近平同志运用系统观念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一)创造性地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并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把它们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改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举措,从而形成“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战略布局,是坚持系统观念和

系统思维的重要原创性成果。 “从局部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从不大协调的现代化到全面协调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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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从全向度发展的社会到全向度发展的人” [31] ,系统地构建起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党中央致力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

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32]509 的战略任务。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32]512,“全面协调就是系

统方法的集中体现” [33] 。 从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任务的提出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确定,都蕴含

着系统观念的创造性运用。 2014 年,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
于为什么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作了进一步说明[34] 。 2019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等 13 个方面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及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2014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确定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这个总目标的确立是坚持系统观念的成果,它所明确的是

一个系统性任务。 即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

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35]163。 由此可见,无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是系统工程,都需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 习近平同志把党的

领导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强调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
筹协调,这本身就是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确保全面依法治国系统工程良

性运行的重要体现。
2014 年 10 月,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命题,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而形成“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 [36] 。 所谓“全面”就是管

全党、治全党,就是管所有党员和党组织,管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

设、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建设,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 所谓“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

严。 所谓“治”就是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党组织都必须承担抓好党的建设的主体责任,真正做到常抓

不懈。 显然,无论是从责任主体看,还是从工作对象和工作范围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都是一项系

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整体谋划、统筹推进。
总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每一个“全面”都是一个系统,它们又共同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

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同志谋划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二)创造性地提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0 年 10 月,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思想,以此作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性思想和

工作方法。
习近平同志指出,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阶段[37]5。 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 [37]13。 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整体进程中,系统观念是其中

“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其主要内容就是“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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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这就是《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的“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 [37]39。 显然,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观念进行系统谋划的重

要理论创新和重大理论成果。 这五大发展理念的功能各有侧重[35]827。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各自侧重

点以及它们的整体综合效能,坚持系统观念要求我们要坚持整体谋划、统筹推进[38] 。
贯彻新发展理念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0 年 4 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委会议上提出要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20 年 10 月底,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通过“十四五”规划建议,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任务,作出全面部署,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 [37]10。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观念谋划推动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范本。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格局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总体运

行态势,其本身就是一个由国内循环系统和国际循环系统组成的大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系统

观念来看待和处理这个经济大系统。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个时期,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国形成了以国内循环为

主、基本自给自足的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逐
步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模式。 特别是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深度融

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形成了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 2020 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新发展

阶段。 “新发展阶段的国际循环要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在“防范系统性经济风险”的同时也要

“解决关键环节的‘卡脖子难题’” [39] 。 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深刻变化的内部发展条件,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基础上,深刻把握发展大势,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决策。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正确处理发展格局中的各种重大关系,特别是要正确处

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以及国内大循环中的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确保整个发展格局系统

高效平稳运行。 一是要正确把握整个发展格局中的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这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关

系。 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国内外市场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

循环是内在有机统一于世界市场的系统” [40] 。 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

的大方向,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离开世界市场而发展。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所要构建的新发

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 [41] ,我们必须保持国民经济循环的开

放性,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堵点,使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二是正确处理国内大循环系

统中的整体和局部的关系。 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以全国大循环为主体,不要求也不

允许各地搞省内、市内、县内的自我小循环。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破除有形无形的地方保护、部
门保护和市场分割壁垒,共同致力于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促使国内大循环

畅通无阻。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思想的形成,作为实现第二个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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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目标的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是新时代十年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是新征程上贯彻系统观念的

重要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必须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42] 。 这一思想,深刻地体现了“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

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坚持系统观念的科学思想方法。
(三)创造性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的‘现实的运动’”,“五位一体”协调

发展才能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生态文明建设恰是“五位”中的突出短板,补上这个短板

“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从思想观念、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等各个方面同时发

力” [43] 。 党的十八大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从战略全局出发,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

方面制定了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充分体现了系统观念的方法论意义。
习近平同志坚持用系统观念看待生态文明,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观,

坚持用系统观念谋划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提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他

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有机链条。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
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 [44]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紧密相连的系统,它们

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 人本身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生态循

环的一个环节,人与自然也是生命共同体,是唇齿相依、共存共荣的一体化关系。
既然生态是一个内在要素有机联系的系统,我们就必须用系统的观点看待和对待它。 “山水林

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观,本质上就是要求我们认识和遵循自然本身的运行规律,用系

统论的思想方法看待自然,用系统治理的方式保护和修复自然。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用系统论的

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
治山和治林等” [45] 。 “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
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32]507。 因此,对于生态治理问题,我们必须从总体上改变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的状况,坚持系统观念,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将
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一个整体给予统筹谋划、系统治理。

四、习近平同志系统观念思想方法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深化和发展

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特别是体现在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转化为党的思想方法方面。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为“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 “矛盾分析”等辩证

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并运用的系统观念思想方法,进一步推进和发展

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一)以系统观念统摄“七大思维”,更加突出前瞻性思考和全局性谋划的重大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系统观念统领“七大思维”,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
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清晰地表明了七大思维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所体现的前瞻性思考和

全局性谋划特征。 从哲学角度看,系统观念既是本体论观念,也是方法论观念,是我们坚持“七大思

维”的重要支撑。 显然,以系统观念统摄“七大思维”,更加突出前瞻性思考和全局性谋划的重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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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无疑正是习近平系统观念思想方法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深化和发展。
(二)在处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中更加突出统筹兼顾与综合平衡的重大意义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是唯物辩证法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主张。 习近平同志

在运用系统观念的思想方法处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关系时,把坚持“两点论”摆到更加突出的

位置,更加突出统筹兼顾与综合平衡的重大意义。
尽管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已经包含关于统筹兼

顾、综合平衡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诸多重要论述,理论界学术界对系统观念和系统论也有大量

的理论研讨,但习近平同志把系统观念正式引入党的主流话语并作出创造性阐发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个观念的正式引入标志着我们党的思维方式的重要变化,即从侧

重抓重点突破转向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平衡。 尽管传统的唯物辩证思想方法一贯主张“两点论”和

“重点论”的辩证统一,但它又强调只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切问题就会迎刃

而解,这种思维方式的侧重点毕竟是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抓重点突破和以点带面,而
把解决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放在兼顾的位置,放在“各方面工作都要点一点”的位置。 习近

平同志则把系统观念看作是基础性的思想方法,并用系统观念来统领“七大思维”,这进一步凸显了

前瞻性思维、全局性思维和整体性思维在党的思维方式中的重要地位,这种思维方式更强调考虑事

物的所有因素,更强调事物诸因素之间的协调、协同以及事物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其着眼点在于系

统的整体功能优化,其侧重点更偏向统筹协调平衡。 尽管坚持系统观念的思想方法也十分强调抓

住重点突破,但抓重点突破终究是为了系统的协调平衡发展和整体功能优化,用习近平同志的话

说,就是在重点突破中推动工作协调发展,因此这种思想方法的基调是统筹协调平衡。 由此可见,
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正式提出并阐发系统观念,这是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是党的思维方式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

总之,习近平同志关于系统观念的思想方法提升了前瞻性思维和全局性思维在唯物辩证思想

方法中的地位,是对传统唯物辩证思想方法的重要深化和发展,成为新时代党的思维方式变革的重

要标志。 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深刻领悟新时代思维方式的这一重大变化,增强系统意识,强化系统观

念,把系统观念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贯彻落实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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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think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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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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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incorporates
 

the
 

concept
 

of
 

systems
 

thinking
 

into
 

Xi
 

Jinping
s

 

ideological
 

framework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and
 

utilizes
 

systems
 

thinking
 

to
 

encompass
 

the
 

 Seven
 

Mindsets 
 

 strategic
 

thinking 
 

historical
 

thinking 
 

dialectical
 

thinking 
 

systems
 

thinking 
 

innovative
 

thinking 
 

rule-of-law
 

thinking 
 

and
 

bottom-line
 

thinking  .
 

This
 

further
 

clarifie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systems
 

thinking
 

in
 

methodolog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ystems
 

thinking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arxis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Marx
 

and
 

Engels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ety
 

and
 

nature 
 

established
 

the
 

concepts
 

of
 

organism 
 

and
 

collective  
 

regarding
 

nature
 

and
 

society
 

as
 

an
 

interconnected
 

whole.
 

In
 

essence 
 

this
 

treats
 

nature
 

and
 

society
 

as
 

a
 

systemic
 

entity.
 

Marx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complex
 

system
 

of
 

human
 

society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category
 

system
 

that
 

includes
 

concepts
 

such
 

as
 

productive
 

forces 
 

production
 

relations 
 

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He
 

used
 

this
 

category
 

system
 

to
 

profoundly
 

analyz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capitalist
 

social
 

system.
 

Through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

 

leadership
 

in
 

the
 

revolutionary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processes
 

in
 

China 
 

successive
 

leadership
 

collectives
 

have
 

consistently
 

adhered
 

to
 

the
 

Marxist
 

systemic
 

perspective 
 

viewing
 

things
 

as
 

organic
 

wholes
 

composed
 

of
 

various
 

eleme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hey
 

have
 

observed 
 

contemplated 
 

and
 

handled
 

various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rom
 

a
 

holistic
 

and
 

global
 

perspectiv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consciously
 

applied
 

systems
 

thinking
 

to
 

plan
 

the
 

overall
 

work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t
 

has
 

proposed
 

the
 

principles
 

of
 

uphol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s
 

overall
 

leadership 
 

promoting
 

the
 

Four
 

Greats  
 

coordin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and
 

advancing
 

the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layout.
 

They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construct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y
 

have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new
 

arrangements
 

and
 

strategies
 

for
 

governing
 

the
 

country 
 

making
 

adherence
 

to
 

systems
 

thinking
 

the
 

fundamental
 

ide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of
 

the
 

Party.
 

Xi
 

Jinping s
 

approach
 

to
 

systems
 

thinking
 

further
 

advances
 

and
 

develops
 

the
 

methodolog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creatively
 

proposing
 

and
 

applying
 

the
 

methodology
 

of
 

systems
 

thinking.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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