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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

性。与会同志指出，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体系管不管

用、有没有效，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资本主义在发展

过程中，用了数百年时间，其制度才慢慢成熟和定型下

来，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制度体系。中国仅仅用了70

年时间，就构建起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辅

相成的全面、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

推动我国取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

迹”。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是具有强大

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

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与会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

闭门设计、凭空想象出来的，更不是照抄照搬别国的制

度体系得来的，而是从党领导人民历经艰辛曲折创造的

革命、建设、改革伟大成就中得来的，尤其是从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

得来的。这一制度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

则，传承了五千多年中华优秀文明成果，又吸收借鉴了

近代以来各国政治文明成果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

经验教训，更凝结着近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的智慧和心血，是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全党全国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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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重大理论成

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的科学总结和提炼升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国家治理各

个方面。与会同志指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实现

的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有利于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建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

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

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相适应，能够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公平和

效率的统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制度，能够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巩固全

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

领导制度，能够把我国军事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保障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确保人民军队忠

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等等。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需要推动制度

创新。与会同志指出，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建设完善，不

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要把握守正与创新

的辩证法，既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

备的制度；既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把握党和人

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走过的道路、积

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

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不可能脱离世界文明发展的轨道，要尊重制度文明

发展的多样性，学习借鉴各民族创造的优秀制度文明成果。

三、更好地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与会同志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

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是否优越和

成熟，是否成型和先进，归根到底要用治理的效能来说

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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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我们要狠

抓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特别是深入学习好、宣传好、

阐释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挥出治国安邦的巨大效能。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会同志指出，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科学制度体系中，起四梁八柱作

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而居于统领地

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这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党政军民

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最

根本的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

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切实提升制度执行能力。与会同志指出，制度执行

能力的强弱、制度执行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制度优势

能否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决定》对加强各项制度的

执行提出了很多具体要求，释放了着力加强制度执行的

强烈信号。当前，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强化制度意识，

着力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发挥“关键少数”的表率作

用。要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

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要

把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

的重要依据，让严格执行制度、善于在制度轨道上推进

事业者上，让违背制度、破坏制度者下，树立鲜明用人

导向。

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与会同志指出，国家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掌握正确的

工作方法尤其重要。加强“四个治理”是把制度优势更

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方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不行，

顾此失彼也不行，必须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推进，依法

行事，努力做到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注重

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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