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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

《决定》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

革的宝贵经验，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遵循的“六个坚持”

的重大原则。准确领会和把握这些重大原则，对于确保改革继续

深入推进并取得成功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关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

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

前进”。党的领导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

推进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和

各种风险挑战，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自上而下建立集中

统一的改革领导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出征，亲力亲

为指导推动改革工作，在许多重大改革、重大关头、重大问题上

果断决策、一锤定音，为改革提供了最坚强有力的领导保障。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然要发挥好这个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贯

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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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

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

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民为中心是改革的根本立场。

我们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做到谋划改革汲取人民智慧，推

进改革凝聚人民力量，检验改革依靠人民评判，得到人民群众衷

心拥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越是繁重，越要站稳人民立场，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

善于汇集民智、凝聚民心，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三，关于“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

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

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

新”。守正创新是改革的本质要求。新时代以来，改革发展面临

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动改革创新，既不走

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

力度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破除各方面体制机

制障碍，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既要有道不变、志不改的强大定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四

个自信”不动摇，又要有敢创新、勇攻坚的锐气胆魄，推动改革

不断取得新突破。

第四，关于“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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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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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

鲜明特点。我们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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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度建设是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通过改革完善各方面制

度，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

集成、协同高效，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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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必须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固根

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破立并举、先立后破，为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第五，关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全面依法治国是改革的重要

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

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

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注重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

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为改革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许多制度创新难题需要用法治方式来破解，许

多重大改革成果需要用法律形式来巩固，必须更加注重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充分发挥法治的引导、推动、规范、

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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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关于“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

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

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系统观念是改革的重要思想

方法和工作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

整体谋划，注重把握各领域改革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耦合性，

统筹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协调影响改革推进的各个方面、各个

层次、各个要素，推动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面临的各种矛盾及其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必须统筹兼顾、

辩证施策，处理好涉及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

（文/省驻沪单位党委编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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