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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十九届四中全会：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大问题研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 中 央 关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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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决 定 》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纲 领 性 文 件 ， 《 决 定 》 中 有 很 多 新

的 提 法 和 新 的 论 断 值 得 我 们 认 真 学 习 和

深刻领会。

为什么要做这一决定

中央全会对于制度建设做出决定，这

是第一次。这一伟大举措与当前我们党所

处的变革形势、我国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

方位密切相关。一方面，当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另

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

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

未有，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期和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迈进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全局和长远出发，必须坚持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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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制度威力应

对风险挑战的冲击。所以，中央政治局决

定，以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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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国研究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首次中央全会，对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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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重要意义。
准确把握和理解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内容、优势，有利于更好地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
家治理效能，进一步提高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各项工作能
力和水平，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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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议题。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制度和治理体系是治国理政，治国安

邦决定因素。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首次提出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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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我们党对制

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党

的十九大作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战略安排，其中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

建设的目标是：到203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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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

全会的《决定》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

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

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

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

五 千 多 年 文 明 史 的 中 华 民 族 实 现 ‘ 两 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

度和治理体系。”

坚持和巩固什么——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

体系的优势在哪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

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

面的显著优势，其中包括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等政治

制度，以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等经济制度，也包含了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等制

度，覆盖范围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多个方面。我

们常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

信”的底气从何而来？这些显著优势就是

基本依据。

坚持和完善什么——如何把中国制度优势
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 决 定 》 提 出 了 1 3 个 “ 坚 持 和 完

善”，为我们明确了13个方面的任务，

分别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坚

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坚持和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坚持

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坚持和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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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坚持和完善党

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坚持和完善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完善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

总体目标是什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

明 确 了 总 体 目 标 ： 到 我 们 党 成 立 一 百 年

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

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

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

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

性充分展现。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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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

战略任务。

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

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

做 制 度 执 行 的 表 率 ， 带 动 全 党 全 社 会 自

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

度。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引导

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

推 动 广 大 干 部 严 格 按 照 制 度 履 行 职 责 、

行 使 权 力 、 开 展 工 作 ， 提 高 推 进 “ 五 位

一 体 ” 总 体 布 局 和 “ 四 个 全 面 ” 战 略 布

局 等 各 项 工 作 能 力 和 水 平 ” ， 也 是 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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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应

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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