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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5月20日在中南海召開
黨外人士座談會，就中共中

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
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聽取各民主黨
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
派人士代表的意見建議。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座談會並發表重
要講話強調，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決定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重點研
究部署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
中國式現代化問題並作出決定，這
是從新征程黨和國家面臨的新形勢
新任務出發考慮的，目的是深入貫
徹落實中共二十大精神，對進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統謀劃和部
署，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提
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

習近平強調，進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要直面問題。強化問題意識，
突出問題導向，圍繞發展所需，順
應民心所向，着力解決制約高質量
發展的堵點問題、影響社會公平正
義的熱點問題、民生方面的難點問
題、黨的建設的突出問題、各領域
的風險問題，增強改革的針對性、
實效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
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談會。

習近平：着力解決制約高質量發展堵點
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 徵求對三中全會《決定》意見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7月19日報
道，座談會上，民革中央主席鄭建邦、
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禮、民建中央主席郝
明金、民進中央主席蔡達峰、農工黨中
央主席何維、致公黨中央主席蔣作君、
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武維華、台盟中央主
席蘇輝、全國工商聯主席高雲龍、無黨
派人士代表朴世龍先後發言。他們對中
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
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稿表示完全贊同，
一致認為這科學謀劃了進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大舉措，明確了新的歷史起
點、新的歷史方位上改革的指導思想、
目標原則和重點任務等，具有重大的理
論意義、實踐意義和時代意義，並就激
發經濟活力、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格
局、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發展新質生
產力、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破解人
才培養機制性障礙、構建同科技創新相
適應的科技金融體系、推動國有企業和
民營企業協同創新、推進高水平對外開
放、促進兩岸融合發展等提出意見和建
議。

堅持標本兼治 重在治本
在認真聽取大家發言後，習近平發

表了重要講話。他首先介紹了中共中央
對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研究關於進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考
慮和文件起草有關情況。他指出，發揚
民主、集思廣益，廣泛聽取各方面意
見，是中共中央研究重大問題、制定重
要會議文件的一貫做法和優良傳統。去
年12月，中共中央委託中央統戰部專
門徵求了黨外人士對中共二十屆三中全
會有關議題的意見和建議，大家圍繞新
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經驗，進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目標、需要遵循的
重要原則，各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的目
標任務、重大舉措，發揮黨外人士在全
面深化改革中的作用等問題，提出了不
少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大家在剛才發
言中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和建議，我們將
認真研究吸納。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
表示感謝。

習近平強調，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要直面問題。強化問題意識，突出問題
導向，圍繞發展所需，順應民心所向，
着力解決制約高質量發展的堵點問題、
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的熱點問題、民生方
面的難點問題、黨的建設的突出問題、
各領域的風險問題，增強改革的針對

性、實效性。堅持標本兼治、重在治
本，既要繼續在全面上下功夫，使改革
舉措全面覆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解
決的突出問題；又要持續在深化上用實
勁，突出經濟體制這個重點，着力破除
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和結構性矛盾。

走好群眾路線 問需問計於民
習近平指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必須增進共識。要充分調動全黨全國人
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心往一處
想、勁往一處使。大興調查研究，走好
群眾路線，問需、問計於民，尊重基層
和群眾首創精神，注重從老百姓急難愁
盼中找準改革發力點和突破口，增強群
眾獲得感、認同度。堅持發揚民主、集
思廣益，增強改革決策科學性和改革落
實執行力。

習近平強調，謀劃和推進改革，必
須堅持系統觀念、全局觀念，強化戰略
思維、辯證思維，分輕重緩急，更加注
重系統集成。要加強改革舉措協調配
套，推動各領域各方面改革舉措同向發
力，增強整體效能。相關地方、相關部
門、相關領域要形成推進改革的合力，
堅決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

切忌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
習近平指出，改革要重視謀劃，更

要抓好落實。要發揚釘釘子精神，樹立
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察實情、出實招、
求實效，堅決防止和克服形式主義，切
忌搞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勞民傷財的
政績工程。制定好實施方案，做到精準
施策、適時適度，盡力而為、量力而
行，切忌脫離實際。堅持穩中求進工作
總基調，注重先立後破，不能未立先
破。加強組織領導，壓緊壓實責任，提
高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改革落實能
力和水平，確保黨中央改革決策部署見
到實效。

李干傑、李書磊、李鴻忠、何立
峰、張國清、陳文清、王小洪、穆虹，
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出席
座談會。

出席座談會的
黨外人士還有邵
鴻、何報翔、王光
謙、秦博勇、朱永
新、楊震和張恩
迪、江利平、方光
華、楊華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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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7月19日報
道，7月15日至18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
會在北京舉行。全會聽取和討論了習近平
總書記受中央政治局委託所作的工作報
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
定》。習近平總書記就《決定（討論
稿）》向全會作了說明。

全會要求，到二○三五年，全面建
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到本世紀中葉
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
基礎。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吹響奮進新征程的號角，必
將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
保障。

一以貫之全面深化改革
從 「落後時代」 到 「趕上時代」 再

到 「引領時代」 ，改革開放深刻改變了
中國面貌，成為當代中國最顯著的特
徵、最壯麗的氣象。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啟了氣勢如虹、
波瀾壯闊的全面深化改革進程，實現改
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圍到系統集成、
全面深化的轉變。

全會指出，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國
內形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
革，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必須自覺把
改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緊緊圍繞推進
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的建
設教研部副主任祝靈君認為，推進中國
式現代化是一項開創性事業，還有許多
未知領域，需要繼續大膽探索、改革創
新。中國式現代化將在不斷的改革開放
中實現，一以貫之全面深化改革，將為
中國式現代化不斷開闢廣闊前景。

制度是關係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根
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問題。

「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現代化。」 全會明確提出進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總目標，要求 「到二○二九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十周年時，完成

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 。
「 『繼續』 二字，意味着在黨的十

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各項改革事業取得巨
大成就的基礎上不斷深入推進，且越難
越進。強調總目標有助於明確前進方
向、更多凝聚全社會的正能量和共
識。」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經濟與
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劉泉紅表示，這體
現了壓茬推進改革的毅力和定力，更具
操作性，也將為後續的改革發展奠定更
堅實的基礎。

改革實踐得到的寶貴經驗，是破解
改革發展穩定難題的規律性認識和重要
抓手。

全會強調，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
總結和運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
全面深化改革的寶貴經驗，貫徹堅持黨
的全面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
守正創新、堅持以制度建設為主線、堅
持全面依法治國、堅持系統觀念等原
則。

「 『六個堅持』 進一步深化了我們
黨對改革規律的認識，是新征程上進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遵循。要運用好
『六個堅持』 的寶貴經驗，同時在進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中貫徹好這些原則。」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院
長張翼說。

堅持科學改革方法
發展無止境，改革有章法。習近平

總書記強調， 「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
嶄新事業，必須堅持正確的方法論，在
不斷實踐探索中推進。」

全會明確提出，更加注重系統集
成，更加注重突出重點，更加注重改革
實效。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
制，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
制，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健全
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完善城鄉融合發展
體制機制，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
制，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
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統部
署。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國家治理學院社
會治理法學學科帶頭人徐漢明說，這些
部署體現了全局觀念和系統思維，統籌
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推進 「五位一

體」 總體布局，協調推進 「四個全面」
戰略布局，必將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
生產力、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

「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
籌協調機制」 「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
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 「協同推進降
碳、減污、擴綠、增長」 ……

「全會的一系列部署，突出了進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
同性。」 劉泉紅分析，堅持科學的改革
方法，處理好經濟和社會、政府和市
場、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發展和
安全等重大關係，將更好推動各領域各
方面改革舉措同向發力、形成合力。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牽住
「牛鼻子」 。 「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
引」 ，全會明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要方向。

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
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全會提出 「實
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
等；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全會明確 「完善
推動高質量發展激勵約束機制」 「健全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
等；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
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
在要求，全會強調 「完善宏觀調控制度
體系」 「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
等。

「全會部署的重點任務中，經濟體
制改革位序靠前、分量很重，凸顯其
『牽引』 作用。」 劉泉紅表示，一系列
部署體現了黨中央從現實需要出發、從
最緊迫的事情抓起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的
重要導向。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政
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改革
協同發力，將進一步推動改革突出重
點、全面深化。

守正創新保持改革定力
守正創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鮮明

特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改革無論
怎麼改，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馬克
思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等根本的東西絕對不
能動搖」 。

黨的領導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全會明

確提出，提高黨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水平。

祝靈君表示，全會做出 「完善黨的
自我革命制度規範體系」 「深化黨的建
設制度改革」 等一系列部署，體現了堅
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特別是堅決維護
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特殊重大
意義，必將有力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全會提出，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和完善
我國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
要政治制度，豐富各層級民主形式，把
人民當家作主具體、現實體現到國家政
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

「從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到推進
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再到持續
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等，進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志不
改，道不變。」 祝靈君表示，全會對進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緊緊圍繞繼
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
一總目標，確保改革在正確道路上前
進。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顛覆性
錯誤，創新才能不錯失機遇、把握引領
時代潮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將緊
跟時代步伐，順應實踐發展，突出問題
導向，在新的起點上推進理論創新、實
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和其他各
方面創新。

「比如，全會明確提出統籌推進教
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健全新
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
能，這將有效破除人才成長的體制機制
障礙，推動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
制。」 張翼說。

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全會提出，必須增
強文化自信，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加快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
勢，培育形成規模宏大的優秀文化人才
隊伍，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

「建設文化強國，離不開守正創新
的正氣和銳氣。」 張翼表示，進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突出問題導向，更加體現與
時俱進，必將在披荊斬棘中推動中國式

現代化行穩致遠。

把牢改革價值取向
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義；

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動力。
全會提出，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必須堅
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
服務制度體系，加強普惠性、基礎性、
兜底性民生建設，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
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滿足人民
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張翼表示，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需要政府的責任擔當和主動作為，
需要充分考慮特定發展階段的現實條
件，從保障群眾基本權益出發，穩中求
進、循序漸進，鍥而不捨、持續發力。

公平正義是人民所求、民心所向。
全會提出，必須全面貫徹實施憲

法，維護憲法權威，協同推進立法、執
法、司法、守法各環節改革，健全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機制，弘揚社會主義
法治精神，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全面推
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堅持人民至上，維護社會公平正
義至關重要。」 徐漢明認為，要堅持在
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努力讓人民群眾
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
每一宗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要
更好發揮法治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
的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保障作用。
改革越深入，越要強調法治，越要營造
更加公開透明、規範有序、公平高效的
法治環境。

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
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體現了以人民為
中心的改革價值取向。

全會提出，必須統籌新型工業化、
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全面提高
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促進
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
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

「人是城鄉融合發展中最核心的
要素，無論是推進新型城鎮化還是推
進鄉村全面振興，都要注重讓城鄉居
民更公平地享有改革發展成果，促進
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
置，形成城鄉互惠互利的良性循
環。」 張翼說。

必須自覺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
從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