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

简称《决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聚焦重点、具体任务，

诠释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靠的是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靠的也是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仍然

要靠改革开放。”①中国式现代化与改革开放二者之间构成互动关系。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改革开

放的作用是什么，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是什么，二者为何具有互动关系，本文拟就此进行

初步探讨，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与改革开放关系的认识。

一、中国式现代化对改革开放的促进作用

从历史逻辑来看，先有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追求，后有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启

动改革开放的进程、定位改革开放的主题、拓展改革开放的空间、凝聚改革开放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促进

作者简介：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州，51063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阐释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视野研究”（21VSZ077）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24年 7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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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条件。中国式现代化与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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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启动改革开放的进程。现代化是实现国家发展必经的过程，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

发展的目标追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开拓与探索，在理论和实

践两个层面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条件。工业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过渡时期总路线将实现国

家工业化置于“三大改造”之前，作为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之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现代化的追求和

对现代化规律的把握。1954年 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工业、农业、

交通运输业和国防作为国家现代化的重点，成为四个现代化概念的雏形。1956年 11月，毛泽东在会见

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时，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①进一步丰富了现

代化的理念。1959年 12月，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

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表述②，这是四个现代化概念形成的前奏。1964年 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将四个现代化的内涵界定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

化”③。“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拉大了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文

化大革命”结束后，四个现代化的事业得到继承和发展。1977年 8月，邓小平在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

谈会时指出，“这个世纪还有二十三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

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④。科技、教育是现代化的战略支撑，邓小平将科技、教育的发展作为实现四个现

代化的突破口，符合现代化的内在规律，抓住了现代化的重点。1978年 2月，邓小平在五届全国政协一

次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强调，“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前所

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⑤。这里实际上重新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动员令。同年

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

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⑥。正是基于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

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考察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深切感受了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和发展经验，认清了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1978年 6月下旬，邓

小平在听取谷牧汇报出访西欧考察团的情况后指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

抓紧时间”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全党工作重点从 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的同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

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

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⑧可见，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不懈探索，有力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催生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①《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4页。
②《毛泽东年谱》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70页。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3页。
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
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70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5～86页。
⑦《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35页。
⑧《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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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定位改革开放的主题。改革开放主题直接关系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成效。邓小平在党

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此后，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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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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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了

中国式现代化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定位作用。2024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

时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③。《决定》正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

这一主题，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七个聚焦”和十四项具体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定位作用得以彰显。

中国式现代化拓展改革开放的空间。现代化是全方位、多领域的社会变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

化繁荣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城乡融合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都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随着中国式

现代化的推进，改革开放空间不断拓展，由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拓展至各领域的全面改革，根本制度日益

巩固，基本制度不断完善，重要制度创新取得丰硕成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是因为现行体制机制还存在妨碍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解

决制约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才能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由此也拓展了改革开放的

空间。

中国式现代化凝聚改革开放的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是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主体力量。纵观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不少改革举措就是人民的创造和发明，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凝结了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对的

是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各种复杂利益关系的协调更为困难，更需要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人民群众既

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这种特殊身份决定了人民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

国式现代化是人民的愿望、期待和诉求，只有以现代化为基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得到

满足，由此决定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的最大共识。中国式现代化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从而凝聚改革开放的力量，促使人民投身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二、改革开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源泉。《决定》指

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④这里实际上指

明了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②《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12页。
③《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强调 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人民日报》2024

年5月24日。
④《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中国式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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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保障，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条件。

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多方

面力量支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能聚集社会各方面力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比如，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

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大举措时，将“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单独列为一个方面，并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行了具体安

排。一方面，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另一方面，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

体地位，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同时，推进科技创新央地协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支持基础研究。如

此，有利于聚集国有和民营、中央和地方、研究机构和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各方面力量，攻克“卡脖

子”技术难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提高国家科技整体实力的同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科技

支撑。此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规范资本运行的空间和边界，完善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和促进投

资落地机制，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充分利用资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积极

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文化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支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全民族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有利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让现代化建设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内生动力。

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完善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制度的系

统性、集成性、协同性体现了现代化的程度和水平；现代化涉及各领域、各方面，面临各种利益关系的深

度调整，有序推进现代化需要制度安排和制度保障。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制度优势充分显现出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习近平总书

记在对《决定》进行说明时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

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②正因为如此，《决

定》共提出 300多项改革举措，都是涉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其中经济体制改革是牵引，处于核

心地位，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带动其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这些重大改革，都围绕中国

式现代化而展开，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和突出重点，不仅涵盖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根本保证，也包括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首要任务，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重要基础，这些设计体制、机制、制

度层面的改革措施从不同维度、不同层次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方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中国

式现代化保驾护航，使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道路。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
2024年2月2日。

②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24年 7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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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也是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现代化之路，都是在

改革开放过程中成形的，是改革开放给出的答案。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面临政府与市场、守正与创新、

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的处理问题，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得到解决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本质要求、重大原则，实际上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

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外部条件。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外开放的现代化，对外开放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鲜明特色，通过对外开放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是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外在动力。开放既是改革，也促进改革，开放程度折射

出现代化的程度和水平。《决定》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

措之一，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体制、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

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这些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和完善，将促进我国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的建立，为中国式现代化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决定》进行说明时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仍

然要靠改革开放”①，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得到进一步确认。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改革开放互动关系形成的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互动关系的形成，是由领导力量、价值取向、目标指向、哲学思想的一致性

等因素决定的。

领导力量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是责任型政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和使命。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②。党

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根本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在

谋划中国式现代化时，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重大原则之一，以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

义方向。中国共产党是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者、实践推进者，改革开放目标确立、内容安排、路径选择，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特别是新时代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的成立，强化了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统一领导，实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

化的转变。《决定》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历史经验时，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作为其中之一，强调“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

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③。领导力量的一致性，

是中国式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互动关系形成的领导基础。

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式

①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24年 7月
22日。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7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中国式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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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造福人民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原则时，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作为其中之一，强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①。改革开放的目的在于解

决人民温饱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通过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决定》在总结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经验时，将“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其中之一，要求“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

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②。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和改革开放

互动关系形成的价值基础。

目标指向的一致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向往和追求。无论中国式现代

化，还是改革开放，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追求和发展指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③。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释

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时，加上“全面”二字，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④。

改革开放同样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通过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物质基础、提供制度保障。目标指向的一致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和改革开放

互动关系形成的目标基础。

哲学依据的一致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 40周年历史经验时指出：“必须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是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基础，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基础，《决定》对坚持系统观念、坚持

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原则的阐释，蕴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习近平

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重大关系的阐释，同样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作用。哲学依据的一致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互动关系形成的哲学基础。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只有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认识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联系改革开放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准确把握二者的关系，认清改革开放和中

国式现代化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二者的良性

互动。

责任编辑：朱博宇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7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825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页。
⑤《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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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Integ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Its New Realm
Gu Hailiang

Abstract: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adopted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on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to advance Chinese moderniza-
tion at its third plenary session. The highlight of system integration is the overall planning and layout of the
reform, which enables various aspects of reform to cooperate and coordinate efficiently. By closely focusing
on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a new realm of system
integ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been created.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The Key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ies in Promoting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Quality
Liu Wei

Abstract: Entering the critical period for our endeavor to build a great country and move toward nation-
al rejuvenation on all fronts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urgent to accelerate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and an important focus for pro-
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o we must continue to do a good job in innovation,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all-around innovation.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ritical period; innovation-driven

A New Manifestation of the Great Spirit of Historic Initiative
Shen Zhuanghai, Huang Xiongyi

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has fully demonstrated
the Party's firm determination and confidence in writing a new chapter in the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a stronger spirit of historic initiative. The new manifestation of the great spirit of historic initiative is
reflected in the profound insight into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times, the clear drawing of the strategic vi-
sion, and the scientific deployment of the action strategy.

Keywords: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great spirit of historic
initiative; Chinese modernization;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en Jinlong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rting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sitioning the them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panding the space for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gathering the power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urther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can provide
a strong driving force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open up the roa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create external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can form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lies in the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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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eadership, value orientation, goal orientation and philosophical ideas between the two.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To Further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to Promote Chinese Modernization
Guo Jianning

Abstract: O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new era, further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should closely
focus on the them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et the overall goal of improving and developing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grasp the main line of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adhere to the value of people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persist in opening up to promote reform, to promot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 and to build a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Chinese modernization; people first;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Worl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un Laibi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building a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all respects will theoretically achieve triple transcendence. Building a high-standard so-
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ll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vitality and order, promote the bal-
ance, promotion, and unity of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and is a positive solution to the challenge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Keywords: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orl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dhere to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Pursuing Progress while Ensuring Stability and
Maintain Historical Patience to Continue Advancing Reforms

Shen Xiangping
Abstract: Historical patience is essentially an attitude, realm, and practical wisdom formed based on a

profound grasp of objective laws and a high degree of subjective confidence. Historical patience is also a
unique endow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Currently, dealing with the complex and severe external environ-
ment, completing arduous and heavy reform tasks, and preventing the risks of rapid growth all require us to
maintain historical patience.

Keywords: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pursuing progress while
ensuring stability;historical patience;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Analysi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in the New Era
QiPengfei, Li Yanyan

Abstract: Xi Jinping has made a series of expositions on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in the new era. With
constructing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goal, these expositions explain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development goals, source of strength, direction of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it is a deepening of the CPC's theory of people's livelihood, a guideline and high-
lighting the advantages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development, showing the world the rich practice of Chi-
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new era; social security; people-c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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