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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呼唤与动能支撑

商志晓  柳妍如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呼唤改革，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发展呼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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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中，不断获取深化发展的动能支撑。中国式

现代化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紧密联结、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基地，为

之提供宽阔平台和充足空间，使之有了明确的主题引领与着力方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力量源泉，为之提供动力支持和能量支撑，使之有了完备的制度保障与充足的内在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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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依托于改革开放持续推动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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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令，展现出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境界的坚

强决心。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急切呼唤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亟待通过更广泛更深刻的改革措

施来为其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持和坚实的制度支撑。“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

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

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①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现阶段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所决定的。“围绕党

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②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发展亟须把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

现代化内蕴着改革要求，改革是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印证了这一点，中国式现

代化的推进与拓展尤为鲜明地凸显这一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启程并发展。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几个历史时期的长足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已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

迹，正朝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目标迈进。回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其发展的轨迹已经清晰地展

现出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上快车道，是借力改革的强大动能促成的，是由改革所释放并拓展的发

展空间奠基的。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推进改革开放到进入 21 世纪，中国式现代化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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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呼唤与动能支撑

三十多年快速发展的情况是这样；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十多年来中国式现代化在理

论和实践上实现创新突破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改革的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深化发展亟须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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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奠定坚实基础”①。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锚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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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总目标，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奔着问题去、盯着

问题改，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

和结构性矛盾，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②。锚定总目标与紧扣主题，

阐发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主旨，确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使命。而无论是着力制

度完善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还是抓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及其深化发展，都反映了继续完善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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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间不可分割

的内在联结，反映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制度完善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层面上的任务要求，都契

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发展亟须把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向前进的内在要求，契合了通过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加速推进的现实需求。
（一）从理论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内蕴着创新与创造的全新的现代化，其深化发展离不开体制

机制的重塑与锻造，而体制机制的重塑与锻造只有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实现

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它“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

方化、现代化只能西方化的固有观念和僵化思维，成功地在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发展中大国、在与资

本主义制度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开辟出一条人类现代化新道路，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相对于

西方现代化的显著优势”③；它蕴含着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是对世

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因其全新，所以独特并富含创新精神，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从结构与功能密不可分的系统论观

点看，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呈现出的建设成就（即功能展示），有赖于其内在的稳定结构系

统，有赖于其整体结构的科学合理，包括体制机制的框架确立和有序安排。一套合理的、有序的体制

机制自有其充分展示功能的时空场域，但在时间推进过程中往往也会逐渐显露出一些不尽合理、需要

调整完善的内容，这时候，重塑与锻造的吁求与机遇就会出现。马克思指出：“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

件，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

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

交往形式所代替。”④这看似是一种循环往复，实则表征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亦如否定之否定

规律的曲折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一样。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既映照着事物之结构与功能之间

内在联结、循环前进的普遍本性，又在结构与功能互为动因转换中深蕴着求新、求进的潜质与冲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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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页。
② 《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强调  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人民日报》2024 年 5 月 24 日，

第 1 版。
③ 商志晓、梁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由来与发展进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5 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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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朝着创新与创造的方向瞩目并奔袭。这样一种内蕴着创新与创造的全新的现代化，它的深化发

展必然要求各方面体制机制与之相适应、相协调，同时也必然要求通过不断改革来实现对体制机制的

重塑与锻造。而重塑与锻造体制机制的历史使命，只能由改革来担当，只能通过改革去实现。
（二）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由低到高、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由相对单薄到愈加厚

重的发展进程。在此发展进程中，改革给予的促进、推动作用是全面深刻的，是不可或缺且无可替

代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完善需要改革来促进、

来推动。在社会主义基地上开启的中国式现代化，历经由低到高、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由相对单薄

到愈加厚重的发展进程，得益于我们党所领导并积极推进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充分印证了改革的威力和改革的效能。改革旨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它通过提供制度保障、激发创造活力、提升治理水平等方式，确保了中国

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有效拓展，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从新中

国成立之初的社会制度创建到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开辟，从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框架中前进，始终与

改造、改制、改革相伴随并以此为动力。改革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催化剂，成为中国式

现代化不可或缺且无可替代的发展“伴侣”。正因如此，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重要法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镌刻下鲜明的印记。
（三）从现实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在展现自身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同时，其深化发展的必然性和现

实性愈加增进了对激发要素活力的需求，愈加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序推进和全面展开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自身具有

丰富性和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既是它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不断展现的过程，同时又

是对其深化发展提出要求、设定目标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发展具有必然性和现实性，并日渐

要求其丰富多样的各要素、各方面、各领域都充满活力且运转高效，这就需要改革为之助力，亟须通过

改革之力为其解锁新的成长空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

过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不断健全制度体系框架，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必然能够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规范性和程序性效应的同时，为之注入鞭策性和

激励性动能。如通过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优化服务，减少行政审批环节，加强机构间的协调合

作，能够提高政府服务效率；通过破除束缚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优化劳动力、资本、

土地、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从而激发要素活力；通过推进教育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以

及人才发展机制的创新，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进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在展现并

创造自身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同时，愈来愈急切地期待各要素、各方面、各领域，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中增强内在活力，促进整体功能的高效呈现。
中国式现代化依靠改革走到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仍然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强

力支撑。内蕴着改革精神的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充分释放自身的改革潜质，保持求新、求变的激情，更

需要全社会形成浓郁的改革氛围和改革追求，以一股强有力的改革洪流去荡涤那些阻碍现代化创新

发展的羁绊。中国式现代化呼唤改革，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呼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种呼

唤，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向前台的牵引力量，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内

在根据；而作为当代中国深蕴于社会内层结构中的改革精神，则响应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呼唤，把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诉求凝结为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执政党的意志，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中得以浓墨重彩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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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式现代化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获取动能支撑

现代化具有综合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有机体。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在近代以后中华民族追求

现代化的努力中，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去创造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进行

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社会条件”①的基础上，以新中国的成立开启建设历程并不断发展提升，是由诸多

因素促成的，得益于诸多动能力量的支撑。在诸多动能力量构成的动能系统中，社会变革和改革无疑

是极为重要的方面。如果说社会变革主要指向社会形态更替、社会制度创建（如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

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创建）的话，那么在同一社会形态的发展进程中，改革的地位与作用就更

加凸显，显得十分必要与重要。邓小平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

生产力的障碍”②，“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
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③。作为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及其体

制机制进行的创造性改进与革新，改革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改革推进得及时、到位、有效，社会发

展就会速度快、有活力、稳定且健康；相反，不进行改革，或改革迟缓、停滞，或改革不能坚持与深化，社

会发展就会速度慢、活力不足、容易出问题，甚至可能出现社会混乱、酿成严重社会危机等。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表明，在社会形态更替、社会制度创建释放出的巨大动能，在一段时间

内极大地推动现代化发展之后，改革应当出场，改革必须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

重大决策，一举扭转了我国国民经济几近崩溃边缘的局面，雄辩地说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对改革的

迫切需要。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

葬送”④，“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⑤。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

及时与果敢，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开拓，中国式现代化才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力量，走上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由此肇始，现代化内蕴的改革精神渐次增强，现代化与改革的内在

联结愈加紧密。也是由此肇始，中国式现代化一改此前计划经济时代的低迷状态，生机和活力逐渐

显现，现代化建设走出了一路高歌猛进的历程。伴随着现代化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融

合，改革初期阶段局部性探索、“摸着石头过河”的推进方式渐显困窘，亟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

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⑥，改革开放遂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全面深化改

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⑦。在全面深化改

革阶段，现代化与改革有了更深度的融合，中国式现代化与全面深化改革有了更紧密的联通，改革目

标、改革领域、改革对象、改革手段、改革措施、改革效能更深刻地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机体与运行之

中。中国式现代化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持续健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实现创

新与突破。
改革蕴涵着动能，改革能够激发并创造出新的动能。改革以其持久而强大的动能力量，为现代化

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中国式现代化一路走来，从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中获得了动能

支撑，已踏上了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继续获得动能支撑的新征程。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478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34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0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50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97 页。
⑥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514 页。
⑦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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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推动生产关系和生

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中获取动能支撑

改革的着力点是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但“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

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①，而“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②。这意味

着，生产力不单纯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必然触及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社会基本矛盾

之一并制约影响到整个社会，二者的矛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为经济的运行和现代化的演进。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虽有自我调适与相互顺为的空间，但这仅局限在一定范围内，最根本的还

是依靠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马克思指出，我们在考察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时，需要注意区分两

个方面，“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

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

意识形态的形式”③。在保持社会形态稳定的前提下，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

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协同进步，主要依赖于改革的深化与推进。通过改革去完善和创新生产关系、

上层建筑及国家治理，使之与生产力、经济基础及社会发展更好地相适应，就必然能够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有效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就能够创造出生产力的新样态、经济基础的新架构和社会发展的新

模式。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获取动能支撑的最重要方面。
（二）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筑牢

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中获取动能支撑

改革有破有立。破的是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立的是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制度要素、制度

规范、制度体系和由制度转化而来的治理效能。“破”不是改弦易张，“立”也不是另起炉灶，“破”和“立”

都要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来推进。改革与制度建设紧密相联，改革的成效主要由制度

建设的成就来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在其推进和发展进程中，体制机制具有根本性影响，制度建设被赋

予关键性地位。我们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

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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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把制度建设贯穿始终，始终围绕制度建设这条主线来推

进，筑牢能够起到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根本制度，完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

大影响的基本制度，创新上接国家治理之顶层、下连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的一系列重要制度，统筹推

进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党的建设制度等各领域的制度建设。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把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相统筹，形成制度建设、制度创新、治理效能转化的深

度融合格局，实现自上而下的指导统筹与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有机结合，构建起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

督机制，实现制度效能和治理效能的相互促进。作为一个集制度设计、制度建设和制度运行于一体的

创新过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动能支撑是全领域的、多层面的。
（三）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获取动能支撑

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三十多年的实

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朝着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依旧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继续推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构建适配中国式现代化的所有制结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0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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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实现形式、分配结构及其实现形式”①，“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

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②，重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推动发展的主导力量，紧抓

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中国国情和当

前实际，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然对资源配置提出新

的要求，同时也能够从新条件下资源配置改革中获取发展支持，加大力度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

高质量发展。
（四）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

安全等重大关系”中获取动能支撑

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分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社会有机体中各要素的相

对独立性也在不断增强，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尤为重要。处理好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核心在于有效

调和经济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惠及全体人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一系列惠民生、暖民心的有力举措，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一方面要坚持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以民众需求为导向，精准确定改革

创新的切入点、政策措施的发力点，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处理社

会发展活力与社会运行秩序的关系，是进入到现代化进程中的各个国家遇到的普遍性难题。我国四

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们要续写奇迹新篇章。既

要保持经济社会应有的发展活力和创造能力，又要在有序、和谐的轨道上确保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就

必须健全国家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创设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和必要条件，同时要有效防止市场

的无序与失灵，避免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放大与铺展，由以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

增长的统一。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不

只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任务和衡量标准，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深化发展的前提要求和能

量依赖。
（五）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

他各方面创新”中获取动能支撑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改革的目的不局限在解决某一个领域的问题上，而是要卓

有成效地深入到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作出整体而深入的解剖、

建构与创新。改革的推进，本质上是一个涵盖理论发展、实践探索、制度完善、文化繁荣等多领域创新

的发展过程。“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

民族禀赋。”③中华民族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的创新理念，传承“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的创新精神，将创新、创造的追求贯通于历史、传承于当代。中国共产党

以创新的精神与创新的实践，领导推进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在领导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进程中始终高举创新旗帜，将创新理念与追求深深植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改革

本质上就是创新，改革以创新为标识、以创新为追求。一系列创新的推进与实现，既是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中国式现代化获取动能支撑的基本凭借。

① 石明明、张小军：《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的经济改革与制度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9 期。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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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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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式现代化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互相促进、辩证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以对改革的呼唤与期盼，以从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中获得的动能支撑，构筑起

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密切相关的联动机制，打造连接彼此、相互促进的桥梁和纽带。中国式现代化

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共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推进，在当代中国的统一时空中进行，凝结为

共同的实践活动并沿着相同的方向前进，可谓互不分离、和谐并行；二者虽有目标任务和表现形态上

的区别，亦有各自的践行路径和操作方式，却是互相关照、相互应和的，可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

沉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纳入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实践看，无论是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都在呈现自身地位和价值、展示自身面貌与风采的同时，更显示出

二者相互间内在统一、有机结合、互为支撑的融通特征与历史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突出改革重点，

把牢价值取向，讲求方式方法，为完成中心任务、实现战略目标增添动力。”①这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

的“主题”地位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作用及二者的紧密联系。以“主题”地位和“动力”作用

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辩证统一关系，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犹如一棵参天大树的

主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则如这棵参天大树的给养，大树主干需要营养供给，营养供给作用于大树

的枝繁叶茂。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基地，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宽阔平台

和充足空间，使之有了明确的“主题”引领与着力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

大而艰巨的事业。“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②中国式现代化没有脱离人类

文明发展的大道，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它从中华民族的历

史深处走来，承载着中华儿女数千年的梦想与追求；它从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顽强奋争的历史中萌生，

标示着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艰难前行与荣耀成就。作为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

务，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代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发挥着对各领域、各行业、各方面的引领作

用，是我们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依赖和必由之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为了把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好；我们沿着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根本目的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持续健康发展。
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所决定

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整体性、全面性，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整体状态，囊括了社会结构的所有领域，含

纳了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它铺展开一个无比宽阔的平台，让改革在这一平台上施展力量；它提供了

一个十分充足的空间，让改革在这一空间里尽情创造。正是打牢了这样一个异常坚固、足可依靠的实

践基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有了稳固的支点，得以展示功能、发挥作用；也正是有了中国式现代化

这一稳固支点和环绕中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有了“主题”引领和着力方向，在为什么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何以能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怎样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有

了清晰的思路和准确的定位，由以防止偏离正常航线、偏离正确轨道情况的发生。有了这样一些条件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强调  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人民日报》2024 年 5 月 24 日，

第 1 版。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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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

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沿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图、任务书迈开步

伐、阔步前行。
另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源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持和能

量支撑，使之有了完备的制度保障与充足的内在活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继续在“全面”上下功夫，着力使改革举措全面覆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解决的突出

问题；持续在“深化”上用实劲，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着力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

矛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消除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关注社会公正的热点问题、解决民生难

题、加强党的建设以及防范各领域风险；进一步在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上发力，确保改革措施能够有效

应对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紧迫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聚焦用力，打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和

结构障碍，由以创设的发展条件、营造的发展环境、激起的发展活力，都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的，也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最为需要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呼唤，已成为中

国式现代化深化发展不可或缺且无可替代的黄金搭档。
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追求和功能指向

所要求的。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的宽阔平台和充足空间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了充分施展作用

的天地，能够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着力发挥自身的“动力”功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这棵参天大

树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注重构建支持全

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加强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突出改革重点，把牢价值取

向，讲求方式方法，为完成中心任务、实现战略目标不断增添动力。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

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现代化建设的相关要素、诸多成分进行“有机化合”，避免杂乱无章的“无

机混杂”，既保持现代化建设各要素、各成分之间的差异性，又着力使不同要素、不同成分相互融合并

形成发展合力，使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获得动力上的支持和能量上的支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

系统观念，聚焦目标追求，凝聚功能指向，必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有效拓展。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关系，归结到一个根本点上，就

是统筹一体、协调推进，在联通联动中放大效能，在合力共为中共同前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上快

车道，是借力改革的强大动能促成的，是由改革不断释放的体制机制活力支撑的；改革一路走来并不

断向广度和深度开拓，则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给予了充足的发展空间，是中国式现代化以其需求与容

纳、实验与创造为之铺就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改革动能，需要不断深化的改革为自己清除路

障；存续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改革，则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视为己任，自觉担当并积极配合、主动作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两个方面都突出出来，昭示出这两个

方面的极端重要和不可分割。向“新”而行，以“质”致远，中国式现代化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将联

袂创造新的奇迹，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境界、跃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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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a complex and comprehensive process that fundamentally 
depends on reform as its driving for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of China，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through continuou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systemic 
improvements.  However，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faces deep-roote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that require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ointed out that all of us in the Party must 
consciously give more prominence to reform and further deepen reform comprehensively with a view 
to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s is not only a consolida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ast 
reform and opening-up， but also a further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goal and dire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aims to crack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barriers， resolv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and adv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apabilities by enhanc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by liberat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and stimulating social vitality.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share an intrinsically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The comprehensive n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flects the holistic sta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encompassing all aspects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practice.  It provides a broad stage and 
ample space for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to be fully established and practiced.  Built 
on such a solid practical foundation，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is able to perform its 
functions effectively； with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the solid foundation and the focus，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has a clear theme and direction.  This provides a line of thought 
for understanding and positioning a series of fundamental questions such as why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why it is possible to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and how to promote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so as to prevent 
deviation from the normal course and the right track.  In turn， with its innate momentum， reform can 
stimulate and create new initiatives， providing strong motivational support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giv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 solid inner vitality.  Reform， essentially an innovative process， 
encompasses institutional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Through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production relations， superstructure， and state governance are optimized to better 
align with productive forces， economic foundation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evitably leading to 
new patterns of productivity，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odels.  Chinese 
modernization necessitates reform， while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represents the 
essential path toward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ir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magnifies 
effectiveness through synergistic interaction.  Together，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will create new achievements， advanc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new heights.
Keywords：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hinese modernization；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System building； Emancipate and develop the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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