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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提出，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是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

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当今世

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

面临新的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深入发展，对全球经济结构产生了深

刻影响。面对世界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

定性，面对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新

趋势，我们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

大动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力量。

在改革开放中抓住机遇、更好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当

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统筹把握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坚持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积极

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顺应时代潮流、

抓住历史机遇中不断加快中国自身发展。

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

决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基于对时代

潮流的深刻洞察。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

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

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

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

拉大，这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奋

起直追的紧迫感。1978 年 12 月，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

史性决策，中国大地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发

展活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

势发生巨大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

战结束。世界的这种大变动，对中国既是

重要机遇，又是严峻挑战。能否坚持党的

基本路线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

向前进，成为我们党亟须回答和解决的重

大课题。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报告

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

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与时俱进的改革极大激发了中

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自身的改

革，也受益于通过改革开放使本国经

济与经济全球化对接。通过和平

的途径对接全球的原材料、

资金、技术和市场，我国创造了和平发展

的现代化奇迹。进入 21 世纪，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沿海沿边

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中

国对外开放的水平不断提升。2001年12

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这标志

着中国开始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勇于

深化改革参与全球竞争，不断扩大对外

开放开拓发展空间，成为中国经济迅速

崛起的重要原因。

进入新时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全球

价值链的深化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

要推动力量，世界各国相互依赖和利益交

融程度进一步加深。同时，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抬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2013年

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

改革的新时代。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到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

制、人才体制等改革，从设立自由贸易试

验区到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我们深

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彰显，我国

的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大

增强。历史和实践有力地说明，改革开放

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我们就能更好地

因时而动、顺势而为，把发展的主动权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让党和国家事业不断

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赢得主动、赢
得优势、赢得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全面深化

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

手”。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主要国

家纷纷抢抓科技创新的制高点，竞相布局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同时，经济全球化

遭遇逆流，全球治理赤字扩大。我国发展

面临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深刻复杂变

化，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新的内

涵。唯有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才能增强

我国发展的竞争力、持续力，在日趋激烈

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

未来。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

发展。我国是在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

情况下开启改革进程的，并通过改革形成

了体制机制上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

展现出了强大竞争力。今天，我们仍要通

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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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优势和治理

效能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比如，当前，

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

趋于弱化，重塑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必

须通过改革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

产要素配置方式，更好集聚国内外资源要

素。又如，科技创新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的一个关键变量，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

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当前，我国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亟须通过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

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妨碍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破

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推

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

础更好相适应，才能不断巩固和扩大我们

在国际竞争中的制度优势。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

动力就是对外开放，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

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

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开放的

政策措施逐渐由传统的削减关税及非关

税壁垒等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边境

措施，拓展延伸至更广泛的边境后措施，

外资不仅对市场准入的领域要求更宽，而

且对权益保护的要求更高。这就要求我

们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

型开放，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更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

势，有效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的联动效应，更深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在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的基础上，以国际大循环提升

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增强我国在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与话

语权，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

势。只有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良好外部环境，

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

竞争的主动。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好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实现了自身

的发展进步，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

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现代化，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各

国现代化。”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

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必将以

自身的发展壮大世界和平的力量，为世界

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带来更多合

作共赢的机遇，更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以高质量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

入动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通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一个生产

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这不仅是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是

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巨大贡献。多年来，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都保持在

30%左右，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通

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体制机制，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堵点卡点，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

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必

将再上一个新台阶。随着中国高质

量发展的不断推进，我们将为世

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为世界提供更大规模的中国市场和中国

需求，为正处在艰难复苏阶段的世界经济

增添更多活力和动力，也将为全球发展新

产能的培育、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以及人

类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以高水平开放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

供更多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

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

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

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

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

百花园。”过去40多年，中国在开放中发展

了自己、惠及了世界。今日的中国已经是

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

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中国

提出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

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

合作平台。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我

们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对接国际

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

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逆全球

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给世界经济大循环带

来梗阻和障碍的情况下，中国的举措将为

世界经济提供稳定的增长预期，为世界贸

易、投资增长提供更加宽广的天地。一个

经济稳健前行、更加开放的中国，必将为

世界带来更多新机遇、新希望。

以参与全球治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改革开放使

中国更深融入经济全球化，成为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的积极参与者。随着中国进一

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国内改革和全球

治理变革将产生更多交汇互动，中国将为

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倡

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坚持大小国家

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

张各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参与全球

治理，切实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中国

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顺应世

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解

决好资源全球配置造成的国家间和各国

内部发展失衡问题，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

通，推动各方携手破解阻碍世界经济健康

发展的结构性难题，保持全球经济增长

活力与动力。站立时代潮头，新时

代的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必将以自身发展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

贡献。

来源：《人民日报》
（2024 年 07 月 10 日

第09版）

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的“六个必然要求”之五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战略主动
□ 高飞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顺应时代潮
流、抓住历史机遇中不断加快中国自身发
展。新征程上，我们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抓住历史机遇、妥善应对挑战，
以自身的发展壮大世界和平的力量，更好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内容提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