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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当今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国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大背景下

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将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极大提

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进一步彰显产生重大而

深远的影响。 

（中国成功导致西方中心论的破产。这是 500 年来西方

第一次遭遇来自东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威胁，这是“中国威胁

论”的核心要义。 

迈克斯马特：我们相信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和西方趋同，

实现经济自由化，最后实现政治自由化。为了加速这种转变，

我们欢迎中国加入我们的秩序，开放了我们的市场，投资了

我们的资本，培训了中国的工程师、科学家、甚至解放军军

官。但正如人生有时候会发生的那样，我们失望了。） 

四中全会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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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的 13个显著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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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精辟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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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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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过去，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具有许多新

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

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

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

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专题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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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正是考虑这是把新时代改革开

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

此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

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臵，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

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

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

峻前所未有。(从外部来看，“修昔底德陷阱”；从自身发

展来看，“中等收入陷阱”；从政治安全来看，“颜色革命

陷阱”；从党的建设来看，“塔西佗陷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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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我们要打赢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

冲击。我们要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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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更大功夫。 

以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几点初步体会。 

一、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

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

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国家实

验室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新型举国体制。 

三、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切实做到忠诚干净

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