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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黨的領導水平提高黨的領導水平 深化黨建制度改革深化黨建制度改革
《《決定決定》》要求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要求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 完善權力配置和運行制約機制完善權力配置和運行制約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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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5個部分、60條

要點，專門用1個部分、4條要點來部署提高

黨的領導水平和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其

中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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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幹部人事

制度改革，鮮明樹立選人用人正確導向，着

力解決幹部亂作為、不作為、不敢為、不善

為問題；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常態化，加

大調整不適宜擔任現職幹部力度；健全加強

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配套制度。完

善權力配置和運行制約機制，反對特權思想

和特權現象。北京專家指出，辦好中國的事

情關鍵在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

國式現代化，必須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

切實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決定》的上述

部署，充分體現了持之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

黨的堅定和清醒。

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

《決定》強調，必須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
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

「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保持以黨的自
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高度自覺，確保黨始終成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同時強
調，要聚焦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長期執政能力，創
新和改進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深化黨的建設制度
改革，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

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
《決定》部署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深化黨的建設

制度改革，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堅持黨中央對進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統一領導。要求完善黨中
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實機制，確保黨中央令行禁止。
鼓勵結合實際開拓創新，創造可複製、可推廣的新
鮮經驗。圍繞解決突出矛盾設置改革議題，優化重
點改革方案生成機制，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及時
發現問題、糾正偏差。
二是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深化幹部人事制度
改革，大力選拔政治過硬、敢於擔當、銳意改革、
實績突出、清正廉潔的幹部，着力解決幹部亂作
為、不作為、不敢為、不善為問題。健全有效防範
和糾治政績觀偏差工作機制。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
下常態化，加大調整不適宜擔任現職幹部力度。完
善和落實領導幹部任期制，健全領導班子主要負責
人變動交接制度。

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
三是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要求
健全防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制度機制。健全為基
層減負長效機制。健全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同查同
治機制，深化整治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
領域腐敗，嚴肅查處政商勾連破壞政治生態和經濟
發展環境問題，完善對重點行賄人的聯合懲戒機
制，豐富防治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的有效辦法。加
強誣告行為治理。健全追逃防逃追贓機制。完善黨
和國家監督體系，健全加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
子監督配套制度。完善權力配置和運行制約機制，
反對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
修改監察法，出台反跨境腐敗法。

北京專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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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闢單章部

署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制度改

革，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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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了加強黨對各

項事業領導以及持之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

堅定和清醒，同時這也是突破改革「攻堅期」和

「深水區」的內在要求。此外，《決定》通篇貫

穿法治思維，要求在法治軌道上進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將營造更加公開

透明、規範有序、公平高效、預期穩定的法治

環境，為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保駕護航。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建部教授張希

賢對香港文匯報指出，《決定》用一個部分來

部署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

革，在總結經驗、闡述意義、提出原則、部署

舉措中，都把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作為重要內

容。這是因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

的領導凝聚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磅礡力量，這

既是對新時代10年偉大變革的科學總結，更是

面向未來的必然要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

說，黨的領導直接關係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方

向、前途命運、最終成敗。只有毫不動搖堅持

黨的領導，中國式現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榮

興盛；否則就會偏離航向、喪失靈魂，甚至犯

顛覆性錯誤。

他進一步指出，二十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意味着中國式現代化踏入新征程。特別是當

前外部發展環境出現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國內進入改革「攻堅期」「深水區」，面對

的都是尤為難啃的「硬骨頭」，亟需解決的

矛盾和問題比以往更加錯綜複雜，需要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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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就是提高各級黨

組織和黨員領導幹部的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

力、政治執行力，增強把方向、謀大局、定政

策、促改革能力，解決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和

利益固化的藩籬等難題的水平等。《決定》從

堅持黨中央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統一

領導、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深入推進黨

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三方面來部署提高

黨的領導水平和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通

過加強思想錘煉、完善制度保障、加強隊伍

建設來提高自身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破

解治國理政過程中的難題，確保中國式現代

化取得成功。

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
張希賢還說，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發

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是從政

治的高度加強黨對中國式現代化全面領導的關

鍵環節。《決定》提出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制

度體系，有利於確保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

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

理社會事務，形成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磅礡力

量。

此外，《決定》強調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

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發揮法治

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張希賢說，堅持在法治軌

道上深化改革，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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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助於營造更加公開透明、規範有序、公平高

效的法治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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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

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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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提出，從深化立法領域改革、深入推

進依法行政、健全公正執法司法體制機制、完善
推進法治社會建設機制、加強涉外法治建設五個
方面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建立憲法實施情況報告制度
「深化立法領域改革」提到，健全保證憲法全

面實施制度體系，建立憲法實施情況報告制度，
統籌立改廢釋纂，加強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
外領域立法，完善合憲性審查、備案審查制度，
提高立法質量。「深入推進依法行政」要求，完
善重大決策、規範性文件合法性審查機制；加強

政府立法審查；「健全公正執法司法體制機制」
要求，健全監察機關、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
判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各司其職，監察權、偵查
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相互配合、相互制
約的體制機制，確保執法司法各環節全過程在有
效制約監督下運行；深化審判權和執行權分離改
革，健全國家執行體制，強化當事人、檢察機關
和社會公眾對執行活動的全程監督；完善涉及公
民人身權利強制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凍結等強
制措施的制度，依法查處利用職權徇私枉法、非
法拘禁、刑訊逼供等犯罪行為。「完善推進法治
社會建設機制」提出，強化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
治理，制定專門矯治教育規定。「加強涉外法治
建設」要求，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和法治實施
體系，深化執法司法國際合作；健全國際商事仲
裁和調解制度，培育國際一流仲裁機構、律師事
務所；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

健全公正執法司法體制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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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發展全過程人
民民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必須堅
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堅持和完善中國根本政治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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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作用
《決定》提出，加強人民當家作主制度

建設。健全人大對行政機關、監察機關、
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監督制度，完善監督

法及其實施機制，強化人大預算決算審查
監督和國有資產管理、政府債務管理監
督。健全人大議事規則和論證、評估、評
議、聽證制度。豐富人大代表聯繫人民群
眾的內容和形式。健全吸納民意、匯集民
智工作機制。
此外，《決定》提出健全協商民主機制。

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作用，健全
深度協商互動、意見充分表達、廣泛凝聚共
識的機制，加強人民政協反映社情民意、聯
繫群眾、服務人民機制建設。完善人民政協
民主監督機制。健全協商於決策之前和決策
實施之中的落實機制，完善協商成果採納、
落實、反饋機制。

把人民當家作主具體、現實體現到各方面

專家專家
解讀解讀

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亮點
◆完善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實機制，確
保黨中央令行禁止

◆圍繞解決突出矛盾設置改革議題，優
化重點改革方案生成機制

◆健全有效防範和糾治政績觀偏差工作
機制

◆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常態化，加大
調整不適宜擔任現職幹部力度

◆完善和落實領導幹部任期制，健全領
導班子主要負責人變動交接制度

◆健全防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制度機制

◆健全為基層減負長效機制

◆健全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同查同治機制

◆完善對重點行賄人的聯合懲戒機制，豐
富防治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的有效辦法

◆加強誣告行為治理

◆健全追逃防逃追贓機制

◆健全加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
督配套制度

◆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修改監察法，
出台反跨境腐敗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2024年6月25日，河南省漯河市源匯區紀委監委組織青年紀檢監察幹部到轄區黨員政治生活館開展活動，引導黨
員、幹部牢記初心使命，自覺遵守黨紀黨規。 網上圖片

◆《決定》提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
本質要求。圖為早前上海虹橋街道基層立法聯繫點召開座
談會。 資料圖片

◆在重慶市江津區蔡家鎮文昌村塘口村民小組，
基層法官在巡迴法庭審理案件。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