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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3  例如，1980年3月12日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指出，“体制、制度问题中，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这些问

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7、288页。

4  1975年8月18日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指出：“有章程才能体现党的方针、政

策”。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5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

2024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启之年。全面深化改革以制度建设为主

线，取得了制度建设的历史性伟大成就，推动实现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 1 在开创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邓小平提出了全面、深刻、系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思想。这一思想是

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上不仅推动局部探索、破冰突围阶段的改革开放取得重大体制改革成

就，而且指导系统协调、全面深化阶段的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制度建设成就。在全面深化改革即将进入进

一步深入推进阶段这一历史节点和时代高度，重温邓小平制度建设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

髓要义，而且有助于从制度、制度建设视角出发理解改革开放，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与目标。

一、邓小平制度建设思想的核心：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邓小平高度重视制度与制度建设。在他看来，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2 。总体上看，邓

小平从广义的角度看待“制度”和“制度建设”。关于“制度”，邓小平交替使用或者同时使用“制度”“体制”

两个概念 3 ，有时候使用“章程” 4 的提法。关于“制度建设”，邓小平先后使用过制度化、建立制度、改革制

度、体制改革、体制调整等提法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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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

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

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1 。“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是邓小平关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长远战略构想，也是关于改革开放与制度建设的重大战略设计。邓小平思考和阐述了什么是“世界上最好的制

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如何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什

么时候可以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等重大问题，以“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和“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为枢纽，形成了包括制度评价标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国式的现代化以及改革开放等方面在内的制

度与制度建设思想体系。

（一）什么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制度评价标准

十月革命以后，人类社会制度版图的主体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构成的，两种制度的竞争成为

国际关系乃至人类历史发展的主线。因此，“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的。什么是“世

界上最好的制度”？邓小平提出一系列标准和论断。首先，“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必须是“正确的”。1987年，

邓小平提出“三个能否”的制度正确评价标准：“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

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

否得到持续发展” 2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符合这三条标准的制度就是正确的制度。其次，“世界上最好的制

度”必须是“先进的”。邓小平提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3 “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 4 等命题。社

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就在于它“优于”资本主义。这个“优于”体现在，“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

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

正现象” 5 。再次，“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必须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

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 6 。“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

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

义。” 7 中国之所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因为，其一，由于人口

规模大，在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即经济规模总量将属于世界前列；其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分配制度，在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会两极分化。最后，“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应该

是“对人类有贡献的”。中国到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真正对人类做出了贡献”“这不但

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

义优于资本主义。” 8

（二）为什么中国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中国社会主义

事业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好，中国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先进。

首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诸多制度优势，即制度优越性。按照前述好制度的

标准，“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 9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不够格，但是已经具备和显现出

诸多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从多个层面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如，“共产党的领导就

是我们的优越性” 10；民主集中制“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 11，“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

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 12。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比较好，

适合中国的情况” 13，“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14。其次，

中国共产党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1962年2月6日，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有五个优点，有五好，即“好的指导思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2 3 4 5 7 8 9 10 11 12 13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120、224、143、225、225、116、256、

257、240、257、364页。

6 《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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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好的党中央”“大批好的骨干”“好的传统、好的作风”“好的人民” 1 。再次，马克思主义思想优越。马

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提出“两个优越于”的重要论断，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

越于其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 2 。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马克思主义是

科学” 3 。最后，正是由于上述三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人

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

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的自信与底气。“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

权在我们手里。” 4 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大力发展“三资”企业讲的，但也是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自信与

底气。

（三）什么时候能够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两个百年奋斗”逻辑

在邓小平看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

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只有到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

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经过新中国

成立后的百年奋斗，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不仅是国家制度建设构想，也是一些重大战略的参照。

例如，关于改革开放的长期性，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即使

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 5 。“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 6 再

例如，关于民主方式，邓小平提出循序渐进、逐步过渡，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普选的构想。“大陆在下个世

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

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 7 此外，“一国两

制”制度安排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没有必要变等论断，也是基于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战略构想。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需要分阶段推进。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需要分阶

段推进。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

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8 。国家制度建设也需要分阶段推进。1992年，邓小平指出，“恐怕再有

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

加定型化” 9 。这个制度建设阶段性目标，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高度契合

的。从建党一百年时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将社

会主义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历史逻辑。

（四）如何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改革开放与制度建设

在邓小平看来，“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靠实践证明，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靠实践推进。“从现在

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 10

首先，发展生产力，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奠定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

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11。在生产力发展基础

上，摆脱贫穷，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设想，在20世纪末期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

出地提出和解决”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问题。

其次，推进改革开放，为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奠定制度基础。改革既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

由之路，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

的制度”的过程。邓小平一方面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着眼于通过制度建

设对改革开放进行整体设计。因此，邓小平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具有双重作用，一是立足于现实，不断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立足于长远，“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 12，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仅着眼于本

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

1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301页。

2 8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343、348页。

3 4 5 6 7 9 10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73、79、131、220-221、372、383、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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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 1 改革开放，一方面是破除体

制机制、政策层面存在的对生产力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是破除制度层面的弊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者

统一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逐步逼近“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过程中。

最后，吸收和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成果，为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奠定现实基础。邓小平突出强调高起

点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经验、好的经验。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也解决不了问题，

“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2 。借鉴和吸收国际先进经验，要高起点。在引进

技术方面，“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3 。在制度层面，要吸收和借鉴包

括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在内的制度文明成果，作为制度建设的基础。1978年4月底，在听取谷牧率领的代表团

成员汇报前往法国、瑞士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访问的准备工作情况时，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

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4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证券、股市等制度是不是资本主

义独有的东西的问题，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

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二、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奠基

“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目标问题。如何达成这一目标，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思想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并在实践中探

索出制度建设具体路径和方法。

改革开放作为一个伟大实践，是思想解放和体制变革的过程，但更深层、最根本的，是制度建设过程。改

革开放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邓小平制度建设思想的实践过程。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丰富的制度建设成果。四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综合运用整顿制度、恢复制度，改革制度、创新制度，制度运行、制度集成等各种制度建设方式，初

步达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建设目标，在创立、发展、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实践中迈出了坚实一步，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

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整顿制度、恢复制度：1975 年、1977-1978 年间在原有社会主义框架内的制度建设

1974年至1975年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是改革开放的预演。这一时期制度建设实践主要采取整顿制度

与恢复制度的方式。1987年10月，邓小平指出，“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

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 5 。

1975年2月，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7月，开始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当时的情况是，“四人帮”及

其帮派势力不仅从思想上搞乱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而且破坏了各个方面的制度。特别是制造派性、挑动武斗，

导致铁路干线阻塞、一些工矿企业停产半停产；军队出现肿、散、骄、奢、惰五个问题 6 ；此外，科技、农业、党的

建设都面临制度被严重破坏的局面。从制度层面看，派性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制度，破坏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破

坏生产经营岗位责任制度，破坏生产经营管理制度，是对制度的反动。因此，这一阶段制度建设主要采取整顿

制度、恢复制度的方式，试图全面恢复历史上行之有效而被破坏的各项制度，以恢复秩序，发展生产力。

首先，恢复铁路运输和工矿企业各项管理制度，恢复生产秩序。铁路是经济的动脉，工矿生产是经济社会

发展物质基础。通过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出台并实施《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调整领导班

子，消除派性，恢复了铁路运输的生产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初步实现铁路运输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

全正点。铁路运输制度与秩序的恢复为冶金、电力等各行各业整顿制度创造条件。制度整顿因此向工矿企业延

1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266页。

3 4 《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99、305页。

5 《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08-509页。

6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5

伸，通过恢复和建立规章制度，迅速恢复了工矿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制度，推动工矿生产的恢复。

其次，从制度上解决军队和军工生产企业问题。肿、散、骄、奢、惰五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林彪、“四人帮”的

破坏和派性泛滥。派性破坏了军队优良传统和纪律性，破坏了军工生产秩序。从制度视角看，军队优良传统属于

“软制度”范畴，而纪律属于“硬制度”范畴。派性破坏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破坏了军工企业的生产管

理和质量保障制度。通过加强对军队的领导，加强纪律性，消除派性，解决“散”的问题；通过加强和实施编制

制度，实施缩编方案，解决“肿”的问题，推动军队建设进入正规化、现代化轨道；通过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推

动解决军队各个方面的问题；通过建立总工程师、总会计师责任制等制度建设，保证了军工企业正常生产秩序

和产品质量。

最后，谋划和推进以整党为核心的“全面整顿”。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指出，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

的问题，“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

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1 。邓小平提出“党也要整顿”，并部署1975年冬到1976年春开展以整党

为核心的“全面整顿”，指导起草了工业和科技两个条例，指导起草了关于以“三项指示为纲”全面整顿的社

论，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动，“全面整顿”没有展开，于当年11月被迫中断。

1975年整顿虽然被迫中断，但取得了显著的制度建设效果，取得了初步的制度建设经验，是改革开放的预

演和制度建设的试验。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增长11.9%，粮食产量、进出口贸易额创历史最高水

平，是十年内乱中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年。之所以说1975年整顿是改革开放的预演，是因为，一方面，整顿

制度与恢复制度实际上是一次制度上的拨乱反正，在实践中初步认识到制度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

整顿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初步实践，积累了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初步经验。例如，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掌握理论创新和思想舆论主动权；制度建设从薄弱环节入手，环环相扣，逐步推进等。

从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一方面沿着推进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开启

国门逻辑，推动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为制度建设拓展思想和实践空间；另一方面，切实推进具体制度建设。

这一时期的制度建设，仍然以恢复制度为主，辅之以改革制度。“林彪、‘四人帮’把合理的规章制度也破坏了。

现在合理的要恢复起来，不好的要改进” 2 。邓小平着手进一步恢复原有行之有效的制度。首先，推动恢复民

主集中制。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大”闭幕词中指出，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

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 3 。其次，恢复科技教育领域合理制

度。“十年动乱”对科技教育事业制度和管理制度冲击最大，邓小平把科技教育改革发展和制度建设放在突出

重要位置。一是恢复科技工作统一领导制度。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的决定》，统一规划和领导大学科研、国防科研。二是恢复高考制度。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关于一九七七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从应届生中招生的高考制度。第三，恢复企业、

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单位管理制度，包括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

的校长负责制等领导制度，恢复科研人员和教师职称评定制度，恢复大专院校长、系主任等岗位设置，恢复企

业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工艺师等岗位责任制，恢复奖惩制度、按劳分配制度、奖金制度等规章制度。此外，

恢复部分重点企业、重点大学的部委与地方双重领导、以部委为主的领导体制，恢复设立中央统战部和中央侨

务机构，恢复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制度。军队方面恢复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体制等。

总体上看，1975年的制度整顿和1977-1978年间的制度恢复，都是在原有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的制度建

设。1977、1978年两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 4 。尽管如此，1977、1978年，邓小平推动批评“两个凡是”、

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打开了党和人民的思想解放空间；推动一系列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访考察，邓小平本人出

访日本，发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上的巨大差距，发现了发达国家一系列符合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具体制

度，为制度建设提供了新的参照；提出了“一心一意搞四化”的中心任务，为制度建设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点。更

1 2 《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98-99、228页。

3  参见《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63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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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邓小平提出一个新的视角，“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 1 。所有这

些，推动形成制度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即认识到原有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存在“不适应生产力需要

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仅仅靠整顿制度、恢复制度，难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

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

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2 。1975年整顿被迫中断、1977-1978年两年“徘徊”的重要启示，就

是在原有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是难以推进制度建设的，遑论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成为“世界上

最好的制度”，必须以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突破原有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新的道路与模式。

（二）改革制度、创新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改革是对原有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

善，因此，制度建设从整顿和恢复制度为主转向改革和创新制度为主。这一时期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创立和构

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推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出场。1979年7月，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

究竟如何搞，还要积累经验” 3 。1980年4月，邓小平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 4 。党的

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蕴含着一个重大思想转变，即从否定“文革”十年到反思党的“八大”以来的整个社会

主义时期。邓小平讲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很大程度上是指原有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一方面在发展

生产力、消除贫困上不够格，另一方面制度上不成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二大“是党的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党的八大尽管提出了正确的路线，但由于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的思想准备不足，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多了，经验丰富多了，通过总结长期经验，形成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基本结论。 5 党的十三大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定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6 。

以原有社会主义为改革对象，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改革目标，为制度建设提供了新的基点，

要求制度建设超越整顿制度与恢复制度，进入到改革制度和创新制度的层面。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

十八大召开，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全面展开。党的十七大提出和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提出并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政治制度、基本

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项具体制度四个层面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及其内涵，强调“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

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 7 。党

的十八大正式提出和阐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成果

的集中体现。

首先，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制化。改革开放以来，有计划有步骤的改

革实际上最先是在政治体制领域展开的。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改

变上层建筑”，实际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围绕健全党的民

主集中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提出一系列原则和要求，包括：实行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集体领导；充分保障

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把立法工作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审判机关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

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等。

1 2 3 4 《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94、399-400、531、620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6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7 《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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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则和要求的确立，拉开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序幕。一是党的领

导制度改革，包括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确保从党的领导者到每一个党员在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设

立顾问制度作为过渡形式，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退休制度，改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状况；重

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形成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三个层次中共中央领导体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人甚至个人的状况。二是实行党政分

工，增加地方权力，扩大基层民主权利，切实保障司法、检察机关依据宪法享有的审判和检察权，探索国家政

治生活民主化的实现形式。三是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推进机构改革、权力下放、政府职能

转变、政企分开等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增强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的活力。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政

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目标和具体方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着力深化政治体

制改革，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重大制度。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吸收此前政治体制改革成果，对

民主法制建设、党的制度建设做出重大补充。党的十五大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

法制，实现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维护安定团结。党的十六大强调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党的十七大围绕扩大人民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

措施。党的十八大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成功

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其次，改革经济体制，创新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中存

在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改革开放的重点。在经

济体制改革领域，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的改革和制度建设最先发生在对外开放领域。围绕对外开放，逐步推进

外汇管理体制、审批体制改革和有关外资、外贸的法制建设。农村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环节，改革

得以率先突破，并从放开政策迅速转向制度建设，形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政

策、政社分设制度等新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规定。在城市，通过向企业下放经营自主权、试行企业基金制度、恢

复奖金制度等举措，构建了企业权责统一、监督激励约束相协同的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集成对外开放、农村改革、城市改革的制度创新成果，围绕有

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部署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框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关于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围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社会主义制度和

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途径和方式做出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党的十八大召开，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四梁八柱”基本确立。首先，创立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

有制制度。在推进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

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把个体经济确定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

过的宪法修正案指出，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五大以来，一方面推行公有制多种

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鼓励、

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其次，创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

机结合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特别是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一方面通过完善市

场制度、健全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完善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和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推进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劳动等领域改革，构建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通过分

税制改革、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等改革，不断完善各个方面的部门经济

制度。第三，创立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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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度在“文革”期间被破坏。党的十二大提出“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认

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在企业内部，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体现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党的十三大确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原则。党的十五大报告

明确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规定，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

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首次承认生产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十六大确立

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通过改革的深化，党的十八大确立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最后，改革各领域体制，创立和完善各领域具体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一开始就具有全面

性，即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加快推进教育、科技、法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例

如，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后，1985年，先后出台《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

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科技、教育领域的改革逐步展开，初步形成推动科技、教育、人才支撑现

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和制度体系。在法治方面，一方面加强民法、义务教育法、外资企业法等法制建设；另一方

面加强普法教育，出台《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先后实施七个普

法规划。在文化建设方面，出台和实施《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确立了精神文明建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相关制度安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历史性转折，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创立、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在中国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确立了制度基础，回答了将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

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问题。

（三）制度集成、制度运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回答中国通过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问题之后，接下来需要用实践推动“世界上

最好的制度”的建设。党的十八大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

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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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必

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就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制度建设的基本途径，即制度集成

和制度运行。制度集成，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改革集成和制度系统集成，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制度运行，就是执行和运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2020年年底，习近平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就做出

如下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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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

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全面深化

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 1 。2021年开始，全面深化改革开启新发展阶段改革进程，围绕落实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展开，改革向更深层次制度建设推进。

首先，推进制度集成，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

加定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围绕制度建设这一主线，工作重点逐步演变。2020年12月

30日“中央深改委”第17次会议将这一演变过程概括为“前期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中期全面推进、积厚成

势”“现阶段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2 这三个重点不同的时段。

第一个时段：2014-2016年，夯基垒台、立梁架柱，构建全面深化改革主体框架。改革的主体框架，就是制

度建设的基本架构，即制度建设的“四梁八柱”。构建改革主体框架，就是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顶层设

计，推出基础性、支柱性改革，搭建改革的基本框架。这一期间的改革重点，是立柱架梁，即优先推进在各个

1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94、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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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具有基础性和支柱性的改革，推出具有结构支撑作用的重大制度建设。例如，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推出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改革。再例如，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

革，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计划体系、管理制度和新型科技计划（专项、基

金）管理体制，为科技领域其他方面的改革向纵深推进奠定基础。总体上看，2014-2016年三年间，改革聚焦国

有企业、财税金融、科技创新、土地制度、对外开放、文化教育、司法公正、环境保护、养老就业、医药卫生、党

建纪检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基础性、支撑性改革，推出一批具有标志性、关键性重大改革方案出台实施，

全面深化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 1 	

第二个时段：2017-2019年，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全面

推进，就是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改革。积厚成势，就是拓展制度建设的厚度，为推进改革系统集成和制度集成

积蓄动能和势能。重要领域，包括国企、财税、金融等支撑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的基本领域。关键环节，就

是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点难点部位，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举

措，以及金融、减税降费、营商环境、科技、法治、政府管理、教育、医疗、就业、环保等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牵

肠挂肚、急难愁盼问题。与前期主要出台基础性、支撑性改革相比，这三年推出一批关键性、引领性改革。如经

济体制改革方面，出台的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促进劳动力

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先导性和引领性。科技体制改革方面

围绕难点、堵点，出台的深化科研项目评估、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研成果所有权或

长期使用权改革，对于破解教育、科技、人才的深层次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引领性。总体上看，这一期间的改革

全面展开并深入拓展，为全面深化改革进入系统集成、制度集成阶段创造了条件。

第三个时段：2020-2023年，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系统集成、协同

高效，就是巩固和深化前一阶段解决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方面取得的制度成果，推动各方面

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的关系，搞好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的配套，注重各项改革

协调推进，使各项制度相得益彰。这一期间，一方面推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科技体

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2021-2023）》等一批攻坚性改革；另一方面，推出加强和改进国有经济管理有力支持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等一批战略性改革，推动各个方面改革和制度建设向中国式现代化聚

焦。总体上看，这一期间一方面通过制度系统集形成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深化农村改革实施方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总体性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对制度

规定进行新的概括。例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出新的概括，第一次把“按劳分配

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共同明

确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基本经济制度从所有制制度拓展到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体现了三者之

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体现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者之间已经构成紧密联系、运行有效的体系，体现三个方面制度以及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成熟与定型。

总体上看，到2020年，经济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民主法治、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党的建设制度、纪律检

查体制等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到2023年，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在制度

体系和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国有经济等领域制度实现历史性变革，科技等领域制度实现系统性重塑，生态文明

建设等领域制度实现整体性重构，呈现出多样态的制度变迁图景。由此形成的制度体系初步呈现系统完备、科

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格局和特征。 2 	

1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一次会议强调 投入更大精力抓好改革落实 压实责任提实要求抓实

考核》，《人民日报》，2016年12月31日。

2  参见赵凌云：《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从制度视角看全面深化改革》，载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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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推进制度运行，统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制度的优势和效能要在实践中检验。制度建设最终是为了国家治理，制度的成熟与否和巩固与否需要治理效

能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不仅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且通过在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运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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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进行新的概括，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势进行全面总结。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科学制度体系，国家治

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

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指出：“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必须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

督”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只有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

治理效能，才能更好彰显制度伟力、发挥制度根本保障作用。这就将制度建设提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新高度，体现了以改革完善制度、以制度运行推进国家治理、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制度

实施的治国理政新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推出一批促进改革与发展融合、制度建设与治理效能转化的改革，推动制

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例如，推出提高政府监管效能、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

构建数字政府建设制度体系等改革，有利于完善政府宏观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宏观治理能力，促进政府改革转

化为宏观治理效能。深化公共资源平台整合共享改革，推广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

制机制创新和浙江“最多跑一次”审批服务便民化改革经验，有利于推动基层改革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面对

突如其来且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强有力的中央指

挥中心和联防联控机制以及军民、医地、平战结合形成的“举国体制”等制度优势；另一方面，迅速启动分级诊

疗、医防协同、公立医院、医保支付方式、医保基金监管、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加快完善了疫情防控体系、重大疫情防控

救治体系、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和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推进国家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的制度集成，将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应对疫情的治理效能。

只建设制度，不运行制度，难以形成制度效能。全面深化改革注重制度的执行，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

行，强化制度执行力。针对长期以来制度运行中抓落实不够、执行力不强的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一开始就把制

度落实放在突出重要地位，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在改革进程中，针对一些改革举措落实不够的问题，构

建了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把制度执行和监督贯穿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

理全过程，保障制度效能与治理效能转化融合。

总之，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制度集成，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科

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通过运行制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

从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党的十八大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回答了将

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问题，改革开放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回答了如何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问题。在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进程中，党的

十二大到党的十八大期间创立并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的制度

集成与制度运行，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

度”奠定了基础。

1 《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人民日报》，2019年09月10日。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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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发展阶段改革”：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关键步骤

2020年12月，习近平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要坚定改革信心，汇聚改革合力，再接再

厉，锐意进取，推动新发展阶段改革取得更大突破、展现更大作为” 1 。“新发展阶段改革”是一个重大命题。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发展和完善，为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奠定了基础，

“新发展阶段改革”将是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关键步骤。

“新发展阶段改革”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步骤。“新发展阶段”命题蕴含着一系列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阶段性的思想。关于新发展阶段的定位，新发展阶段是我

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新阶段。“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 2 关于新发展阶段

的时间节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

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3 可见，根据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新发展阶段包括从完成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以后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关于新发展阶段的内涵，新发展阶段是彰显社会

主义生机活力的过程，是社会主义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发展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

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4 。总体上看，新发展阶段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阶段，推进“新发展阶段改革”，是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重大举措和关键步骤。

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为导向谋划和推进“新发展阶段改革”。2024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2024年将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和

开局之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接续，又是“新发展阶段”的具体

体现。新发展阶段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遵循邓小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战略构想，进一步以

制度建设为主线深化和拓展。

首先，聚焦制度体系，深化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制度建设“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并“日益接近质的飞

跃”。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与“质的飞跃”两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

发展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启动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

程，党的十八大提出并阐释“社会主义制度”，是“质的飞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量的积累和发

展变化”与“质的飞跃”两个阶段相结合的过程，新发展阶段是其中“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

化”过程。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就是要推进制度发生“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使之日益接近“质的飞跃”，即

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这种“质的飞跃”的制度基础，就是“成为世界上最好

的制度”。而要“日益接近”这种飞跃，关键是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基本确立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实现了思想理论、

改革组织方式、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人民广泛参与四个方面的深刻变革，为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奠定了坚实基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要在已

经确立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和已经发生的深刻变革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系统完备，就是根据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制度之间具有协同性、融

通性。科学规范，就是合理合规、于法有据。运行有效，就是制度具有实际可执行性和执行有效性。三者是一

个有机整体。其中，运行有效是根本标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是运行有效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既要按照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要求全面改革、深化改革，更重要的是，按照运行有效的

要求推进制度建设与治理效能的转化融合，增强制度的活力与效能。

1 2 3 4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94、399、402、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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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制度体系运行有效的基

础。制度成熟，就是制度符合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切合现代化和现代治理的现实需求；制度定型，

就是制度规定稳定化和制度执行法治化。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围绕到二○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

国成立一百年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的要求，提出了党的领导、人民民主、法治体系、行政体制、基

本经济制度、先进文化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等十二个方面的制度建设部署，这是各个领域根本制度、基本制度

和重要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需要实现的制度建设目标。

其次，聚焦制度需求，优化制度供给，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改革和制度建设是一个制度供给的

过程。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也是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式

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是衡量制度优越性的根本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和全面展开也将衍生出巨大制度需

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聚焦新的制度需求，优先建设急需制度，及时供给必备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

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例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

标，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注重推动共同富裕，但主要是在“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原则下进行，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政策层面。伴随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需要把公平放在更加重要

位置，需要超越政策层面，全面构建共同富裕制度体系。再例如，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的支撑，新质生产力是

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生产力量的跃升，更是生产力质的迭代，需要形成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系统。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一方面要

进一步落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办法；另一方面，

需要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全面深化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国家治理领域的改革，构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制度体系。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还需要根据新的形势改革和优化制度供给方式，确保供给有效制度，有效供给制度。

2024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做到三个“更加”，即更加注重系统集成，

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三个“更加”要求在推进制度建设和制度供给的同时，对改革本身进

行改革，即进一步完善改革组织方式，优化制度供给。更加注重系统集成，要求将系统集成纳入改革顶层设

计，协同推进改革设计、改革实施；要求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顶层推动与基础

改革分层对接；要求加强前瞻性制度设计和制度储备，加强改革接续和配套。更加注重突出重点，要求整合改

革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统筹安排改革项目优先次序和接续跟进，优先安排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急需制度、必

备制度和基础制度。更加注重改革实效，需要落实“民生为大”理念，聚焦民生发展制度建设，提升改革措施

“含金量”；提升人民群众改革设计、改革评估参与度，推动第三方评估，将人民群众的评价作为改革实效基

本评价标准；提升改革举措“穿透力”，破除深层次利益固化藩篱；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不确定性，构建更具

“韧性”的制度，推动制度体系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构建制度设计、制度落实、制度执行、制度评估改革与制

度建设闭环系统，确保制度落地见效。

最后，聚焦制度开放，扩大制度借鉴，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际竞争比较优势。制度优势是

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从国家间制度竞争视角看，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

制度”的过程，就是增强制度竞争优势的过程。增强制度竞争优势，依靠改革，更依靠开放，特别是制度开放

和制度借鉴，即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胆吸收和借鉴”：大胆吸收和借鉴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一切反映

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在现代化进程中，可以也必须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制度开放和制度借鉴。其一，社会主义是符合社会化大生

产发展规律的社会制度，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开放的制度，更能够借鉴和吸收一切先进的制度元素和制度文

化。其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在走向成熟、稳定和完善，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义相比更具有抵

御资本主义侵蚀和干扰的能力。其三，制度开放是国家间开放的前沿。当今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开始从商品和

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其四，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如果不能

站在人类制度文明制高点上推进开放和借鉴，是难以建成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

要做到“两个大胆吸收和借鉴”，关键要进一步打开思想空间和实践空间。在此，有必要重温邓小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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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弄清”思想，即除了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外，还“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必须明确“有些东西并不能说

是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管理“对任何社会制度都是有用的” 1 ，而先进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制度范畴。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有必要站在现代化高度，运用制度建设视角，在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认识、增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制度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将资本主义根

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区别开来，将其具有阶级性的制度和没有阶级性的制度区别开来，将具体制度安排和深层

制度文明区别开来，打开制度开放和制度借鉴的思想与实践空间，切实做到“两个大胆吸收和借鉴”，让“成为

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邓小平关于“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思想，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实践，形成

了科学的实践指导；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中国国家制

度与国家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深刻的理论贡献；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深远的思想引领。

邓小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思想的贡献与价值是巨大而深远的，当辟另文专述。在此引用习近平如下

一段话作为本文结尾：“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革除体制机制

弊端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充分显示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的强大自我完善能力。可以预期，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必将在

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大的比较优势，展现出更为旺盛的生机活力。” 2 这段话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40多年来建设

“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实践过程，揭示了当代中国在“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征程上的历史方位，展示了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坚定自信，是邓小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思想及其价值

的最好诠释！

［责任编辑   王建国］

Le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come the Best System in the World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f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System Construc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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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m a ke  So c i a l i s m w i t h  C h i ne s e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c o n s t r u c t io n  t he  b e s t  s y s t e m i n  t he  wor ld 
i s  a n  i mpor t a n t  sys t em t houg ht  pu t  fo r wa rd  by  De ng X ia opi ng.  T h i s  t houg ht  i s  a  s c ie n t i f ic  t heore t ica l  
sys tem with s t r ic t  log ic  and comple te  content ,  wh ich i s  t he core  of  Deng Xiaopi ng 's  t hought  of  socia l i s t  
s y s t e m w i t h  C h i ne s e  c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a nd  t he  ba s i s  of  D e ng  X ia op i ng ' s  t hou g ht  of  r e fo r m a nd  op e n i ng 
up.  T h is  t hought  i s  t he  sc ient i f ic  g u id ance of  t he  prac t ice  of  bu i ld i ng t he socia l i s t  sys tem with Ch i nese 
ch a r a c t e r i s t ic s  s i nce  t he  r efo r m a nd  op e n i ng  up,  t he  i n nova t ive  developme nt  of  Ma r x i s t  t he or y  on  t he 
development  s t age  of  soc ia l i sm ,  t he  t heor y  of  soc ia l i s t  sys t em w it h  Ch i nese  cha r ac t e r i s t ic s ,  t he  t heor y 
of  C h i n a ' s  s t a t e  sys t e m a nd  s t a t e  gove r n a nce ,  a nd  t he  ide olog ica l  g u id a nce  of  r efo r m a nd  op e n i ng  up,  
deepen i ng refor m i n an a l l - rou nd way and f u r the r  deepen i ng refor m i n an a l l - rou n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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