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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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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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作出的戰略部署，

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研究了進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作

出如下決定。

一、進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
意義和總體要求
（1）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

的重要法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

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

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

啟了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

改革新征程，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全新局面。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

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以偉大的歷史主動、巨

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衝破思想觀

念束縛，突破利益固化藩籬，敢於突進深水

區，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堅決破除各

方面體制機制弊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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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領域

基礎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許多領域實現歷史

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總體完成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任務，實現到

黨成立一百周年時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取得明顯成效的目標，為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實現黨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提供有力制

度保障，推動我國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新征程。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

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

中國式現代化是在改革開放中不斷推進的，也

必將在改革開放中開闢廣闊前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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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繼續把改

革推向前進。這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的必然要求，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更好適應我

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必然要求，是堅持以人

民為中心、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體人民的必然要求，是應對重大風險挑戰、

推動黨和國家事業行穩致遠的必然要求，是推

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

中贏得戰略主動的必然要求，是深入推進新時

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建設更加堅強有力

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只有

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全黨必須自覺把改革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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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堅

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

論、 「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全

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全面深化改革

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完整準確

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

真務實，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

和增強社會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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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

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

和落腳點，更加注重系統集成，更加注重突出

重點，更加注重改革實效，推動生產關係和生

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

發展更好相適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

力和制度保障。

（3）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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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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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

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和總體要求
（1）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
（3）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
（4）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則。

二、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5）堅持和落實 「兩個毫不動搖」 。
（6）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
（7）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

三、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
（8）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
（9）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
（10）完善發展服務業體制機制。
（11）健全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體制機制。
（12）健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制度。

四、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
（13）深化教育綜合改革。
（14）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15）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

五、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16）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
（17）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18）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19）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

六、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
（20）健全推進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
（21）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
（22）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支持制度。
（2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七、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
（24）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
（25）深化外貿體制改革。
（26）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
（27）優化區域開放布局。
（28）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機制。

八、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
（29）加強人民當家作主制度建設。
（30）健全協商民主機制。
（31）健全基層民主制度。
（32）完善大統戰工作格局。

九、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33）深化立法領域改革。
（34）深入推進依法行政。
（35）健全公正執法司法體制機制。
（36）完善推進法治社會建設機制。
（37）加強涉外法治建設。

十、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
（38）完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
（39）優化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機制。
（40）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
（41）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

十一、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
（42）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43）完善就業優先政策。
（44）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45）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
（46）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

十二、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
（47）完善生態文明基礎體制。
（48）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
（49）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機制。

十三、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50）健全國家安全體系。
（51）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機制。
（52）健全社會治理體系。
（53）完善涉外國家安全機制。

十四、持續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
（54）完善人民軍隊領導管理體制機制。
（55）深化聯合作戰體系改革。
（56）深化跨軍地改革。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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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堅持黨中央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統一

領導。
（58）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
（59）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
（60）以釘釘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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