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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28 日至 31 日，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会

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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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回顾。强调“治理”而非“统治”，

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崭新的认识，体现了中国政府国家治理

结构变迁和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创新。国内

掀起研究国家治理热潮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上

个世界我国提出工业、农业、交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之后，我国提出的第五

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也是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

经历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

家政策——建立现代国家的梦想逐步付诸实践。当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改革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同时，推进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协同并

进。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初次提到国

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经济体制、政府体制、文化体制等六大

方向，并提出到 2020 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阶

段性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间

表，一是 2021 年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二是 2035

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

2049 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十九届四中全会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六个方面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至十三个方面。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面对日益多元化的诉求和利

益多样化的现代社会，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如

何寻求有效的资源配臵结构，稳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在理念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参

加社会管理的积极性，转变治国理政的方式，实现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多元主

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统一。二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

体系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国企改革，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科技创新体制

机制，扩大对外开放。三是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实现改革

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现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短期利益与

长期利益的统一。四是推动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在宏观上，促进各方面制度

更加科学合理，实现治国理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微观上，明确治

理的目标以及各自权利、义务，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和追究制度，有助于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合力，不断前行。五是协同推进，让更

多的人尝到改革的成果。 

 风险提示：政策转向；外部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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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2019 年 10 月 28 日至 3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在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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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回顾 

1.1、 研究背景 

治理这一概念最早是 1989 年出现在世界银行分析非洲经济社会情况的一份报

告中，之后有关治理问题和治理理念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内掀起研究热

潮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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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上个世界我国提出工业、农业、交

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之后，我国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这也是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改

革开放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家政策——建立现代国家的梦想逐步付诸实践。当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改革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同时，推进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

协同并进。 

1.2、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 

强调“治理”而非“统治”，不仅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自上而下思想观念

的转变，体现了中国政府国家治理结构变迁和价值取向，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

展规律有了崭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

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体现了三个方面差异：一是权力主体

发生改变，之前我们的权利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国家公共权力；而国家治理

则强调权利的主体是多元的，既涉及政府，也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非政府组

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二是权利性质不同：之前的权利主要表现为强制性；国家治

理则主要表现为契约性，更多强调协商；三是权力运行不同，之前主要表现为自上

而下，国家治理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也可以是自下而上，但更多是平行的。因此，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势必要求对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

算制度、监督制度等进行突破性的改革，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现代化，将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1.3、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更新，是指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需要，通过运用现代国家制度，按照制度提高治国理政的本领，尤其是管理

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方面，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和水平。其中包括公共产

品生产与供给、社会资源协调与分配，是弥补政府失效和市场失效，补充政府管理

和市场调节不足应运而生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包括公共

政策的制定，还包括社会认同的维系、公民参与治理的意识和能力，体现了一国国

家治理能力的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管理的成本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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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内容 

2.1、 制定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间表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经济体制、政府体制、

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国防军队体制六大方向，并提出到 2020 年在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阶段性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间表： 

一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2021 年），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

得明显成效； 

二是到 2035 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三是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2049 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2.2、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容进一步丰富 

同时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六个方面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至

十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

法执政水平；二是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三

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四是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五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六是坚持和完善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七是坚

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八是坚持

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九是坚持和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十是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

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十一是坚持和完善“一国

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十二是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三是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

的制约和监督。 

3、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面对日益多元化的诉求和利益多样化的现代社会，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寻求有效的资源配臵结构，稳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的协调协同、良性互动。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在理念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参加

社会管理的积极性，转变治国理政的方式，实现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共同参

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统一。由于治理的核心是契约精神，只有实现以人为本，进一步

解放思想，打破故步自封的官本位思想和君臣意识，加强普通居民平等意识的培养，

鼓励其参与政府管理和决策，实现公民与政府平等沟通和对话，有助于激发社会组

织活力，提高普通公民的参与度，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二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十

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我国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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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经济，未来将会一是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二是坚持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三是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四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五是扩大对外开放，建设更高

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三是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由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

改革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模式，这样地方积累了丰富的改革治

理创新经验，需要通过顶层设计，打破碎片化，实现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将地方政府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的大量可贵探索和积累的许多宝贵经

验上升为国家制度，有助于实现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

的统一。 

四是推动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最主

要特点在于其治理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其中涉及党、政府、社会组织、民营企业以

及普通百姓在内的所有主体，这就增加了治理的复杂程度。因此，在宏观上，推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促进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合

理，实现治国理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微观上，参与治理的各方应该在法

定的治理路线图、治理规划或者治理责任下，明确治理的目标以及各自权利、义务，

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和追究制度，才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

合力，不断前行。 

五是协同推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本质上讲是为了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其中包括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社会主义现代经

济体制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民生保障制度

和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祖国的和平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和平外交、实现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等一系列制度建设，这需要协同推进，让更

多的人尝到改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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