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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一）

为什么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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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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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开宗明

义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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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此，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加深理解。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

密完整的制度体系。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认识是不断加深的。党的十八大报

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

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

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这

次全会《决定》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

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

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

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

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

体系等13个方面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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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化的主要任务。从这一全面系统的战略部署

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党的领导和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

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共同组成的制度体系。在这

一制度体系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

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有统领地位的是

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

导制度。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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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进

入近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腐朽无能、帝国

主义列强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面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

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探

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先后尝试了

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

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找到了实

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的正确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

根据地创建人民政权，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

济、政治、文化制度，为新中国建立人民当家

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夺取全

国政权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制定《共同纲

领》、1954年宪法，确定了国体、政体、国

家结构形式，建立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进而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

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

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

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

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使当代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

的生机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

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

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回顾历史，我们可

以清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

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索、历尽千辛万苦、付出

巨大代价得来的，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的必然产物。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被实

践证明是科学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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