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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聚力攻坚

□新华社记者

������7 月 2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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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发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就决
定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作说明时强调， 面对新
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

善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
项， 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
能。

全会通过的这一决定， 阐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

锚定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
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 透过决定提出的
300 多项改革举措，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蓝图清晰
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催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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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决
定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

位置，明确提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
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决定强调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
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激发全社会内生动
力和创新活力。”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表示。

围绕坚持和落实 “两个毫不动摇”， 决定提出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
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制
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
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等，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
互补、共同发展。

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一项重大改革任

务。 围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决定提出规范地方招
商引资法规制度， 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
等；围绕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提出构建城乡统

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
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
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 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等；围绕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提出完善产权制度、
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市场准入制度、企业退出制度等。

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
郑栅洁说，通过完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法治环
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力。同时，通过维护
竞争秩序、促进经济平稳运行、保障经济安全，让政
府在克服市场失灵领域精准发力。

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首要任务。 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
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

决定对 “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作出专门部署，明确提出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
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
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
优势。

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

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决定在“健全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部分，明确提出“健全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一系列部署中，既有“新”的培育———加强新领

域新赛道制度供给， 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
也有“旧”的改造———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

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辩证思
维贯穿其间，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
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
集聚。

推动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是坚实支撑，数字

经济是重要驱动力量。 决定明确“健全促进实体经
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推进新型工业
化”“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加快构
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 等一系列要求，持
续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决定对“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健全现代
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等分别作出部署。

韩文秀表示， 这些都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通过政策给力和改革发力‘双轮驱动’，我国经
济发展将更加强劲、更为均衡、更可持续。 ”

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
略性支撑。决定提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
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这是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
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然选择，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提升国家竞争力、应
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 ”科技部部长阴和俊
说。

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方面，决定提出，分类推
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
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
学科专业；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
效能。

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决定提出，加强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强化基
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
性布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
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

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探索实行企业化
管理；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

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方面， 决定提
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完善青年创新人
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待
遇；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
才松绑；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

“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
技强国、人才强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说。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决定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出部署，明确
提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统筹推进财税、
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需要更好发挥国家发
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决定提出完善国家战略规
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强调要“构建国家战
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
协调功能”“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
等。

围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决定从多方面作出部
署———围绕健全预算制度，提出完善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和绩效评价制度、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统一预
算分配权等；围绕健全税收制度，提出研究同新业
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健全直接税体系等；围绕中
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提出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
地方税源，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
方，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加
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等举措。

围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决定从畅通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投资和

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等
多方面作出前瞻性、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一系列部
署和要求锚定金融强国建设目标， 凸显改革力度。
此外，决定提出制定金融法，强调“依法将所有金融
活动纳入监管”， 明确 “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防火墙’”等要求。

决定提出的相关改革新部署，有助于进一步提
升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更好推动我国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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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