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

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

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

度，创新重要制度，推动各

方面制度有机衔接、系统集

成、协同高效

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

党全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指导新征

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必须牢

牢把握《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个必然要求”。即日起，

本报转载《人民日报》推出的系列评论文章，与党员干部群众一道学习领

会好全会精神。 ——编 者

今年5月，一列载有摩托车零配

件的列车从重庆团结村站启程，经

浙江宁波舟山港出海，踏上前往希

腊比雷埃夫斯港的旅程。受益于多

式联运“一单制”改革，货主无需分

别对接公路、铁路和海运三方，货物

无需二次倒运换装，实现“一次托

运、一次计费、一份单证、一次结

费”，运输总耗时减少了将近一周，物

流成本大幅降低。

多式联运“一单制”不仅为经营

主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还推

动交通物流提质增效升级，更好实现

“人畅其行，物畅其流”，提高市场的

运行效率。用改革的方式实现制度

微创新，撬动市场大变化，生动诠释

着改革与制度建设的深刻关联。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科

学谋划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决定》提

出的“六个必然要求”，深刻阐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这是坚持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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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

要求”。从“全面深化改革”到“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增加“继

续”二字，说明“实践续篇”“时代新

篇”就是要着力破除深层次体制机

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不断彰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中国

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

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的改

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

完善和发展。”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

明了改革和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

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对制度的调整、

治理的创新，最终都要以制度形式固

定延续下来。《决定》提出300多项重

要改革举措，都是涉及体制、机制、制

度层面的内容。无论是“实现资源配

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还是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

机制”，抑或是“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

要让各方面体制、机制、制度更好与

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就必须继续把

改革推向前进，在改革过程中完成建

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新时

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是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一个重

大原则。“一张清单”激发市场活力，

2018年我国开始全面实施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新增经营主体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一水共护”照见生态改

善，新安江流域启动跨省流域生态补

偿改革试点，让青山有价、绿水含金；

“一网通办”重塑治理流程，推动政务

流程优化、简化、互联网化，实现政务

服务从“人工”到“智能”的跨越……

在革除弊端中激发活力，在解决问题

中提升效率，充满生机活力的制度体

系加快形成。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和

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

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

塑、整体性重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

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

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

展”。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更高要

求相比，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宏伟目标来看，我国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还存在一些不适应

的地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

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

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

新、填补制度空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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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以更大

的勇气和智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

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

制度，创新重要制度，推动各方面制

度有机衔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不

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

治理效能，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

代化。

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

家的最大优势。站在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新起点上，以钉钉子精神

抓好改革落实，把《决定》谋划的改

革任务落到实处，将深化改革与制

度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定能以“中国

之制”的新优势推动“中国之治”迈

向新境界。

《人民日报》评论部

来源：《人民日报》（2024年07月

29日 第05版）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个必然要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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