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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整体：
总目标两句话，统揽改革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
总部署、总动员，勾画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
表、路线图，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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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中国提出过许多具体领域的改革目标，比如政
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等。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一个总目标，并用它来统揽各领域改革，这在党的
历史上是首次。这个总目标包含两句话，前者规定了根
本方向，后者指出了鲜明指向。它们构成一个有机整
体，二者不可偏废其一。

第一句话，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
定了改革的根本方向，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探索、确立了根本政治制度、基本
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新中国
成立 70 年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 41 年里，在善于调适
的执政党领导下，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走出了一条“人间正道”。

有一些西方政客，意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中国推进改革的目的，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中共
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绝不是
西方化、成为西方的附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
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能把这说成是不改革”。

第二句话，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指出了改革的鲜明指向，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以
往的中共政治话语中，“管理”一词被提及最多，鲜有
使用“治理”一词，后者侧重互动、对话、协商。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
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也就是一套紧密相连、相互协
调的国家制度，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国家
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
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
等各个方面。简言之，国家治理体系是制度体系，国家
治理能力是发挥制度体系效能的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认为是继农业
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之后的

“第五个现代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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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马克思主义
国家学说的一次伟大创新，深化拓展了人们对治理社会
主义国家的认识。

全面深改：
50次深改委（组）会，持续推进

2013 年 12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
体推进、督促落实，由习近平总书记任组长。党的十九
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截至目前，中央深改组、深改委会
议分别召开 40 次和 10 次。换言之，党的十八大以来，
已经有50次中央深改组、深改委会议聚焦制度与治理体
系改革、治理能力提升。

这50次会议涵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
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
建设制度改革等，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
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和日趋成熟定
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
向，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制约、影响“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
机制障碍。50次中央深改组、深改委会议几乎每次都涉
及经济体制改革，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关于深
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全
面深化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
等，健全市场体系，完善经济治理体系。

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健全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加强
人民当家作主、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50次会议审议
通过 《关于完善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实施意
见》《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司
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等，促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
不断发展。

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新的“四梁八
柱”已基本搭建完成。50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
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国
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健全文化治理体
系，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社会体制改革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创新社会治理体
制机制，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
感。50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的意见》《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关
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统筹推进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等，通过制度
安排、法律法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治理体
系现代化。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面，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对地方政府牺牲生态环境的发展进
行体制机制制约，建立健全对破坏生态环境的问责机
制，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
文明治理格局。50次会议审议通过《党政领导干部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关于设立统一规范
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
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等，生态文明治理体系
更加完备、治理能力显著提高。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方面，健全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
用的体制机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体制机制。这些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
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试行）》等，管党
治党的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高。

大量会议：
聚焦“制度”和“治理”，落实总目标

不止中央深改组、深改委会议。这 6年，有大量重
要会议聚焦“制度”和“治理”，与落实全面深化改革

“总目标”有关。如政治局会、政治局集体学习、党的
全国代表大会等。

政治局会议时常关注制度体系构建。2013年8月27
日的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等工作。当年12月
31日的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次年 6 月 30 日的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的意见》《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2015 年 10 月 12 日的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 《中国共产
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8年
7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审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2019 年 8 月 30 日的政治局会议，审议了 《中国共
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
制规定 （试行）》。

政治局集体学习同样把“制度”和“治理”作为重
点。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为例——第十次集体
学习，关注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第
十六次集体学习，聚焦加强改进作风制度建设；第十八
次集体学习，话题为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第二十二
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第
二十三集体学习，关注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第二十四次

集体学习，研究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等等。十
九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同样如此——第三次集体学
习，话题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第十一次集体学习，
聚焦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第十六次集体学习，学习
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第十七次集体学习，研究新中
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5 年前，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依法治国问题，
作出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
定。而正是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
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中国提
出全面依法治国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法律是治国之重
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两年前的十九大，在总结成绩，概括“八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畅谈发展蓝图时，频频呼应“总目
标”。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
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
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明确全面深化改
革总目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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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八个明确”之
一。到2035年时，中国“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展望未来：
中国现代化进程必将提速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开辟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树立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
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
加定型的制度。” 过去的27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7年，在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的结合下，中国解决了很
多体制性的深层次障碍，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体制改革，
提供了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更加充分。

同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
亟待改进的地方，一些制度和治理体系还是制约发展和
稳定的重要因素，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仍然是个短
板。为有效应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及时总结国家治理中的好
经验好机制，并将成熟的经验机制上升为制度、转化为
法律，非常必要。

国家治理优劣的竞争，本质是国家制度模式的竞
争。放宽比较的视野，相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衰败政
治、低效治理，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动乱无序、无效
治理，“风景这边独好”的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了长治久
安、有效治理。

在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
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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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
问题，将极大提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加彰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持续保障中国创造出国家治
理奇迹。

这六年，
全面深改“总目标”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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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坚持“吃
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创造城市发展新
传奇。图为 2019年 1月 7日，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一期） 奠基仪式在上海举行。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 2018 年 9 月 1 日起，公安部简捷快办、网上
通办、就近可办等 20项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新
措施全面启措施全面启动推行。图为工作人员在浙江余姚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大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操作车辆购置税远程
征收管理系统征收管理系统。。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余俊杰摄

▼ 实施集成化改革后，江阴市周庄镇山泉村
村民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内查询养老保险信息

（2018年3月8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 近年来，贵州省围绕产业选择、培训农民、技
术服务、资金筹措、组织方式、产销对接、利益联结、
基层党建等“八要素”，通过“减、融、服”创新推进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既带动了农户增收，也推动了特色
产业做大做强。

图为2019年9月17日，贵州省榕江县计划乡计划村
阳开苗寨的村民在收割水稻。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8月 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透露，十九届四中全
会主要议程，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
委员会报告工作外，还包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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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
问题。

这让人想到六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正是这次全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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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

六年来，这一“总目标”备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