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部

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在

内容摆布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

革牵引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点，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和落实

“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

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

度。

决定稿围绕处理好政府和

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摆在突出位置，对经济体制改革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

着眼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

升核心竞争力，提出增强各有关

管理部门战略协同，推进国有经

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

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

大；着眼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

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防止和

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

济纠纷。提出加强公平竞争审

查刚性约束，清理和废除妨碍全

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

规定和做法，完善要素市场制度

和规则，等等。这些举措将更好

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

力。

决定稿对健全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促进新质生

产力发展作出部署。围绕发展

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

征的生产力，提出加强新领域新

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

入增长机制，以国家标准提升引

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各类

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

力集聚。

决定稿对健全宏观经济治

理体系作出部署。提出完善国

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

调机制；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

革，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

方税源，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支持范围，适当加强中央事

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完

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投

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

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决定稿对完善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作出部署。提出健

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巩

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

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

土地制度改革。

决定稿对完善高水平对外

开放体制机制作出部署。提出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

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

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

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机制。

第二，注重构建支持全面创

新体制机制。决定稿统筹推进

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

革，强调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

系整体效能。

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提出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

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

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

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完善高校

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

能。

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提出

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

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

局，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强化基

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

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强

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

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允

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

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探

索实行企业化管理；深化职务科

技成果赋权改革。

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方面，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

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完

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

养机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员

待遇；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坚持

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

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

制。

第三，注重全面改革。决定

稿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框架下谋划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统筹部署经济体制改革

和其他各领域改革。

在民主和法治领域改革方

面，对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

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分别作出部署。提出加

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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