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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军区 晏良：这次全会

在关键之年、重要节点召开，具有

开创性、里程碑意义。潮涌东方，

征程浩荡，国家发展迎来崭新开

局。伟大宣示鼓舞人心，辉煌成就

砥砺士气。只要我们朝着全会描

绘的治国愿景扬帆远航、破浪前

行，强国可期，强军必成。

@空军某部 熊华明：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让我们更加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中

国梦、强军梦努力奋斗。作为肩负

保家卫国重任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我们必须强化制度意识，自觉尊崇

制度、坚决维护制度、严格执行制

度，切实按照制度要求履职尽责，

传承红色基因、练强军事技能，立

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

制度是实现“中国之治”的
基础和前提，治理是实现“中国
之治”的重要手段和保障条件。

再好的制度设计，不能落
地就是花瓶摆设；再好的治理
体系，没有效果就是空中楼
阁。任何制度的长短优劣，归
根结底都要看治理的效果。我
们要更加注意从国家和社会的
治理效果来衡量、改进和完善
我们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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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所长 颜晓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李忠杰

走向复兴，“中国之治”启新程
—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专家一席谈

■本报记者 宫玉聪 佟欣雨

前进道路上，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复杂问题和深层次矛
盾，会遇到来自不同方面的风
险和不同方向的“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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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对越
来越复杂的风险考验的治本之
策，是战胜难以想象的惊涛骇
浪的“定海神针”。

中国之治：风景这边独好

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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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命题自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以来，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完善过程？

李忠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充分
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党的十八
大以来，制度建设迈开新步伐，主要特点是进一步强调制度
的系统性、整体性、完整性、规范性。制度好不好、实行得怎
么样，关键要看治理的效果。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首次提出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这体现了我们不仅
重视制度，而且更加重视治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
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
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为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指明了努力方向，为我们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

颜晓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开创性意义，就在于以
全会决定为基本纲领，开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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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实践，
开启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崭新篇章，开启了世界社会
主义自我完善、自我更新，持续进步、不断创新的时代步
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里程碑意义，就在于以全会决
定为基本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入新的自觉、
新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达到新的境界、新的
高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立了基本轨道、贯通
主线。

记者：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正处于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用

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

理问题？

李忠杰：首先，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
任务。加强制度建设是我们的目标，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是我们的新目标。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其次，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
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由浅至深、不断推进的过程，最
终还是要固化到制度上、落实到治理上。只有这样，改革才
能取得完全的成功。

颜晓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最大变局。中国在从大到强、从富到强的发展过程
中，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世界大变局既带来重大战略机遇，
也带来严峻风险挑战。面对来自外部力量的战略遏制和打
压，面对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较
量，党和国家进行的伟大斗争是长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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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应对越来越复杂的风险考验的治本之策，是战胜难以想
象的惊涛骇浪的“定海神针”。

记者：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国家实现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奇迹”与“中国之治”之

间有什么关系？

李忠杰：新中国成立以来，每一个阶段都创造了奇迹：新
中国成立初期，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了经济
发展的奇迹；改革开放后，我国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连续的、长
期的、全面的、普遍的奇迹，令世界震惊。可以说，中国制度
促成了“中国之治”。但仅有制度还不够，还需要依靠治理。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例，通过市场的规律来配置资源，客
观上也是一种治理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把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实现了经济飞
速发展。因此，制度是实现“中国之治”的基础和前提，治理
是实现“中国之治”的重要手段和保障条件。

保持清醒，也是一种自信

记者：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概括为13

个方面。我们为什么具有这些优势？对此应怎样看待？

李忠杰：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
优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
过程中探索总结出来的，经历了长期的选择、改革、发展、完
善过程。对于这些优势，我们应当辩证看待。首先要肯定
优势，增强自信，坚持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不动摇。当然，制
度自信不是自我满足，也不是裹足不前，更重要的是继续巩
固和完善。

记者：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

善的过程中，可能面临哪些矛盾问题？如何解决？

李忠杰：我们既要对我国依靠制度优势所取得的伟大
成就充满自信，又要对目前一些制度机制还存在不少需要

完善的地方有清醒认识。例如国家机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
阵痛、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问题亟待解决。长远来
看，我们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在世界上要站得住脚，要经得住
考验，要被绝大多数人所公认，各方面挑战还很多，要继续
努力。我们应扬长避短，通过改革消除存在的弊端和不足，
使我们的制度和体系更加完善，更具优势。

记者：会议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如何看待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在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颜晓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根本保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全局。坚持
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是全党全军的重
大战略任务，是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中之重、基中
之基。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支撑。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优势，才能
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也是我国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显著优势。

记者：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把思想统一到全会

精神上来，把行动落实到全会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是当前全党面临的重要政治任务和重大战略任务。那

么，如何把总目标中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将制度优

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李忠杰：再好的制度设计，不能落地就是花瓶摆
设；再好的治理体系，没有效果就是空中楼阁。任何
制度的长短优劣，归根结底都要看治理的效果。今
后，我们要更加注意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效果来衡
量、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制度。治理效果的好坏，根本
上取决于制度是否科学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
已经认识到并始终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
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个认识来之不易，切不可
在强调国家治理的同时忽略了最重要、最基础的制度
建设。

如同现代化本身一样，国家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
过程，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努力，适应时代变化，既
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构建新的法律
法规，还要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
度治理国家，把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
效能。

颜晓峰：在完成这一重大战略任务的前进道路上，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会遇到来自
不同方面的风险和不同方向的“台风”。这就需要始终
坚持中国共产党掌舵领航，带领中国号巨轮向着光明彼
岸破浪前行。制度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不会自动
实现，还需越过一道道险滩，闯过一层层难关。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们党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方面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必将带领人民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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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记者：在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跟

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将制度优势

转化为军队战斗力？

颜晓峰：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更好转化为
战斗力，根本的还是把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
到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要更加牢固确立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在新时
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地位，充分发挥这一科学理
论的实践威力。要在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更加注
重将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统一起来，作为各项军事实
践的一个基本遵循。各个层级的制度建设和执行，都
要落实到提高军事治理水平、提高战斗力上；提高军
事治理水平、提高战斗力，都要从制度完善和机制运
行上找症结、下功夫。要认真研究和解决制度优势和
治理效能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矛盾问题，克服
两者之间过渡转化的障碍，让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
度的巨大优势，真正转化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的强大动能。

治理效能，方显制度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