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多方面

的显著优势”“丰富的实践成果”，

“既要坚持好、巩固好经过长期实践

检验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又要完善好、发展好我国国家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把我国制

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

加突出的位置，深刻把握了中国式

现代化的时代呼唤。

二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

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把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政治。

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这个最大的

实际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我们

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从这

个最大的国情实际出发，既不好高

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

心，坚持稳中求进。牢牢把握经济

建设这个中心和高质量发展这个

首要任务，必须坚持发展仍是解决

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

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

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加快构建

新型生产关系，助推新质生产力发

展。坚持和发展我国基本经济制

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推

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支持

全面创新、绿色转型、城乡融合发

展等体制机制。

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

须坚持正确的方向、立场、原则和

方法论，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全面深化改革往

什么方向走，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

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贯穿改革

全过程的政治主题。我们要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

旗易帜的邪路。新时代改革更多面

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

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必须

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

索中推进”。要坚持“摸着石头过

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

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试点先

行和全面推进相结合，坚持改革决

策和立法决策相结合，注重改革的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各领

域改革进展，形成整体效应。

四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

须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为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创造宽松融洽的发展

环境。要围绕落实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等战略目标任务，尤其是要紧紧围

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创

造性、引领性制度改革。要把深化

改革攻坚同促进制度集成结合起

来，聚焦基础性和具有重大牵引作

用的改革举措，加强制度创新充分

联动和衔接配套，不断优化制度环

境，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

应的生产关系。有了好的新型生

产关系，生产力特别是新质生产力

就会跑得快、跑得远、跑得稳、跑得

心情舒畅。这就要求全面深化经

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

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构建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生产

要素配置方式，促进各类先进生产

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扩大高

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

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五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突

出三个更加注重，使改革能够让人

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今年 4月 30日召开的中央

政治局会议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

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

效”。“三个更加注重”的提出，表明

了中国共产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也表达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决心和志向。特别值得我们高度

注重的是要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

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

改革，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要继续抓好有利于扩大内需、优化

结构、提振信心、保障民生、防范化

解风险的改革举措，集中解决最关

键、最迫切的问题。注重从就业、

增收、入学、就医、住房、办事、托幼

养老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老百姓

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

突破口，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

心所向的改革举措，推动城乡居民

收入普遍增长，使改革能够让人民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全局

来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最根本

最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推

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

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

全面深化改革为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打开前进通道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