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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周 一 读 
二〇二四年第 27 期（总 296 期） 

 

怎样理解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决定》提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

推向前进。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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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要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

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是应对

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是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

然要求，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更加坚

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

有完成时。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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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改革是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党

的二十大确立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战略部署。

要把这些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

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研究思考如何从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战略全局高度，分领域分阶段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明确

清晰的战略目标愿景，解决好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干什么、怎

么干的问题，解决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围绕什么来改、改什么

和怎么改的问题，使我们的改革举措更好地解决中国式现代化面

临的体制机制问题，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扫除各种障碍，

源源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激发活力、增添动力。 

第二，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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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

动态的历史过程，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坚决破除各方面

体制机制弊端，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明显提高。同时要看到，有些制度还不够完善、体系还不够健

全，有些改革举措尚未完成，有的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落实，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们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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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停下脚步，决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必须深刻把握我

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

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固根基、扬优

势、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不断把我国制

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第三，从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需要通过改革来清道排障。当前，

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突出表

现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仍有不

少体制机制障碍和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确保粮食、

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

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

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生态环境保

护任务依然艰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当口，容不得任何

停留、迟疑、观望，必须一鼓作气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用改革的方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第四，从应对风险挑战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

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完善的制度

是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的有力保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我国发

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严峻。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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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需要我们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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