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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包心鉴

  不断提升制度现代化
水平，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
革的“主线”

　　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表明，小治
治事，中治治人，大治治制，推进经济
社会现代化，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
性、长远性作用的因素。在制度改革
上是自发还是自觉、是被动还是主动，
是不同性质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区别。
　　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资本
逻辑”驱动的现代化，社会制度的调整
和改革是一种自发的、被动的过程。
资本的固有特性是利益无限驱动和利
润无限追逐，“资本逻辑”在促进物质
财富增长、提高工业化水平的同时，不
可避免地带来利益分化、政治极化、阶
级对立、极端个人主义、社会畸形发展
等种种“现代病”，必然产生对内剥削
和奴役、对外扩张和掠夺等固有弊端，
由此造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
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尖锐的矛盾。资本
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通过
资本主义制度很难完全解决，甚至愈
演愈烈，这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固
有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性弊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以人民为主体和中心的现代化，
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
和改革为动力的现代化。这一现代化
遵循“人本逻辑”，把制度改革和创新
提到自觉和突出的位置。一方面，遵
循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积极吸收各国
现代化有益成果，让一切劳动、知识、
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
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不断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构筑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大物质基础；一方面，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释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道路选择上的一次伟大觉醒，其最突
出的标志就是深化制度改革、推进制
度创新，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完善定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深化制
度改革、促进制度创新提到更加突出
的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又
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央全会。这
次全会首次提出“制度治理现代化”
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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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
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
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首次提出“制度治理效能”论，
突出强调“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
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
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

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
能”。党的二十大明确把“坚持深化改
革开放”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一项重大原则，强
调必须“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
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
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
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新时代的
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呈现出许多新内
涵和新特点，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以
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为“改革主轴”，制度改革的现代
化取向更加明确，制度创新的现代化
内涵更加厚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确
立，更加凸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
现代化取向，必将为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的制度
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
特质和宏伟目标，对全面深
化改革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的依赖更为突出，对提升
制度现代化水平的要求更加迫切。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
现代化。当今世界进入现代化国家行
列的总人口有10亿左右，而我国就拥有
14亿多人口。引领14亿多人口整体迈
进现代化社会，既是我国制度优越性的
集中体现，又对制度改革创新提出了更
高要求。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地广人
多，发展极不平衡，制度优势在一些地
区和领域还未能充分释放出来，一些现
行制度中还存在着深层次体制机制弊
端，严重制约社会资源的优化整合和人
民群众主体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在中
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必须紧紧抓住

“14亿多人口”这个主体要素和最关键
环节，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
调动人民群众的主体积极性，进一步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
活力。这不啻是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主攻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其他方面的鲜明特
质，也无不蕴涵着对制度现代化的要
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现代化，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进一
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依靠科学完善
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产品分配制度维护

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消除和防止两
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实现这一
目标，要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
改革，在“两个结合”中增强文化主体
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现代化
的文化体制和文明制度不断促进社会
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
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通过制度力量加
快生产方式绿色转型。中国式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实现这
一目标，要求深化外事工作机制改革，
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又以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成果更好维护和推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总之，必须把制度现代化作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导向，贯
通于现代化建设的一切领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突出强调把
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
能，明确强调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
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这一改革目标
要求，指向明确，重点突出，既具有深
远的前瞻性，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
前进方向、拓展了有效路径。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
导向相结合，在深入破解前
进道路上问题和矛盾中不
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要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紧扣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目标导向和
问题导向相结合，奔着问题去、盯着问
题改，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
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
盾，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
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决定》深刻
分析了前进道路上面临的体制性弊端
和结构性矛盾，指明了坚持目标导向
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深入破解新问
题新矛盾中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

基本原则和根本方向。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
鲜明特点，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要
求。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
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
的呼声。”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中国
正在进行的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
场革命不仅极其深刻地影响社会生产
力，要求与时俱进改造传统生产力，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而且极其深刻地涉及生产
关系和上层建筑，要求更深层次地推
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调整
和改革，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同
时还极其深刻地触及社会成员的思想
观念和生活方式，要求破除一切与中
国式现代化要求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
和思维方式，提升人的现代素质，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塑造能够担当强国建
设和民族复兴重任的社会主义新人。
　　敢于直面问题、不断解决问题，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推
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鲜明特
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领导
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
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改革
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
问题中得以深化。”矛盾是普遍存在
的，问题是不断产生的。中国式现代
化，就是一个不断地产生问题、不断地
发现问题、不断地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始终坚
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改革只有
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只有树立
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鲜明的问题导
向，不回避矛盾、不掩饰问题，锚定全
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以积极的态度和
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在解
决问题中凝聚共识、在化解矛盾中增
进团结，才能牢牢坚守中国式现代化
的人民性方向，充分激发各级干部和
广大群众支持、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眼下，现行制度体系中还存在着
不少严重制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体制机制
障碍，同时也存在着不少严重影响高
质量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部分干部群
众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与现代化要
求很不适应，严重影响对中国式现代
化的目标认同、价值认同和行为认同，
这都是新征程上不可回避的问题和矛
盾。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
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迫切要求把
激发人的主体意识、提升人的现代素
质摆到重要位置。这就需要充分发挥
好的制度调动人的主体积极性的作
用，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
认同，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愿景和
制度魅力激励人、感召人、鼓舞人，调
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动员广大人
民群众以满腔热情投入到中国式现代
化各项建设中来，共同谱写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宏伟篇章！

（原文载于7月30日《大众日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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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主题，着眼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高屋建瓴制定了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这就是：“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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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这一总目标，突出制度改革与建
设这一“主线”，其核心要义是以不断提升制度现代化水平为导向，进一步
推进制度创新，坚决破除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
性矛盾，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
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