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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百年进程及其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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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观百年党史，我们党在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共经历了四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创建了民主体制的雏形，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经历了五十年代的辉煌，六七十年代的探索，改革开放后的全面提升，这些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就是在推进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期望相契合和坚持开放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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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共经历了四个阶

段，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创建了民主体制的雏形，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经历了五十年代的辉煌，六七十年代的探索，改革开放后的全

面提升，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显现出它强大的国家治理效能，事实

证明，中国共产党长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努

力，是抵御风险挑战的关键点。这些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就

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党的

领导、与人民期望相契合和坚持开放的视野。

本文拟将认真梳理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百年进

程，从而找到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启迪。

一、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脉络

纵观百年党史，如何把一盘散沙的民众拧成一股绳？要建立

什么样的政权？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这些一直是中国共产党

探索的历史性的课题。中国共产党经过几代人长期积累，不断丰

富，才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一）第一阶段，中国国家现代治理模式雏形形成阶段。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

史使命。百年筚路蓝缕，革命救国、建设兴国、改革富国、复兴

强国，我们党始终使命在肩、笃定前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

脱颖而出，主要还得益于它接受了先进理论的武装，因此它的治

国理政的基本思路一开始就具有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

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结合中国实际，开始潜

心研究如何有效地组织民众的革命问题，这个问题事关中华民族

有没有能力抵御外物，增进民族福祉，改善人民生活。

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之初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

主建设高效廉洁政权和清明社会制度，以彻底唤醒基层民众拥护

新政权，直至新中国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充分调动人民

热情参与制度建设上的努力，为创建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明确了

方向，为创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模式，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第二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确立和

探索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其中政治制

度的建设也是刚刚开始，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辉煌灿

烂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国家治理模式和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征途中取得重要成果的历史时期。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会议通过

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会议明确把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把多党合作作为政治协商制度，把民

族区域自治作为基本的国家地方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基

础以及相适应的经济制度，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国家政权机关运

行的主要原则，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共同纲领》为基础，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我国政

治制度做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宣告我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政

治制度，经济制度基本建立，我国不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国家，而是一个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第三阶段，全面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阶段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发扬民主促进思想解放和拨

乱反正的政治氛围中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治国理政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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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反思和改革，全会决定摒弃阶级斗争为纲，摒弃政治运动治

国这种过时的模式，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

党的十四大提出：“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

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

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此后，几乎每年都会涌现很多系统

性、战略性的体制改革举措。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

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十六大全面总结体制改革经验，确定把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不久之

后又通过了《中共中央有关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党的建设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07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在

十六大报告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

理念，并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

本目标。这些都足以看出我们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方面，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渐添砖加瓦，不断累积，

是非常具有持续性、长远性和前瞻性的科学建制过程。

（四）第四阶段，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阶段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上推出一系列英明举措，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

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极大完善了

国家治理体系，大力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

十八大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十八届三中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明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在

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完善责任制度，同时在严格政治纪律

规矩方面，迈出了重大步伐。

201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战略高度对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提出了系列新要求，指出

在未来一定时期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

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目标。中共第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决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

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为把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现代化，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保证。

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它在关键时

候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此后的实

践也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

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

二、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艰难历

程带来的重要启示

第一、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才能顺利推进治理国家治理现

代化

实践证明，遇事能坚持战略定力，免受干扰和影响，就一

定能够取得较大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在根据

地建设上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实行民主，只要根据地建到哪里，

哪里就成为革命力量的大本营，与人民一起形成磅礴力量共同

抵抗敌人的封锁、围剿和进攻。不管何时何地，我们始终能坚

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只要经过我们的民主建设根据地，

就会产生一种魔力，吸引广大爱国人士和革命人士的加入。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五十年代的我们以苏联体制为榜样，

全面照搬苏联模式建立了国家治理体系，但随着苏联解体，我

国的许多工作受到严重冲击，本来制定好的路线方针也受到了

质疑，工作也一路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碍。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潜心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和能

力的提高，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路线一百年不动

摇。这期间，尽管国际风云剧烈动荡，但我们始终坚持战略定力，

不为所动，不断改革，走好自己的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十八大之后，世界面临百年未遇的大变局，在这种复杂的

形势面前，我们依然保持客观的冷静，正确观察分析国际国内

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攻坚克难，发扬啃骨头精神，出台

一系列政策措施，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改善国家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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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行政执行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古人云：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

能虑，虑而后能得。正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风云诡谲的国际暗流形

势下保持战略定力的真实写照。

第二，与人民期望值相契合才能顺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历史上任何时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是与

当时的客观环境，互相契合，既不能离开中国实际情况，离开群

众的普遍期望，提出过高标准总体目标，又不能人云亦云，放任

自流。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国家治

理体系，也必须注重历史和国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从实际出发，从根据地民众文化

程度不高的实情出发，发明了投豆法、背箱法和烧洞法来行使民

主投票，生动体现根据地人民对政权的关心和对民主选举的热情，

大力提升了根据地政权的治理效能，提升了根据地对爱国民众、

优秀青年的强大吸引力，加深了民众对根据地政权的信任。基层

民众的简单发明，丝毫不影响根据地政府民主建设的顶层设计，

反而会促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中华民族未来政权建设的积极思

考。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初期，我们全面效法苏联政治体制模式，

引进现代化的生产管理模式和干部体制管理模式，拿来主义也在

一定程度上收到一些成效，如，快速建立现代化的国民经济管理

体制、政治体制、国防建设体制，但当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决裂，

苏联高层对自身模式无情否决时，我们也同时一度陷入迷茫困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立足国情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深化改

革，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有了正确的思

想指导，首先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和群众的

普遍期望，加快顶层设计和试验推广，两者互相结合，从家庭联

产责任制开始，出台一系列的体制设计措施，到十四大，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十九届四中，全力提升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路走来，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

升了应对风险的能力，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综合国力得到显

著提升。

第三，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组织保证

历史是最好的说明书。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

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领导是稳定之源，也是科学之基，

无论是从探索建立苏维埃政权到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还是从解

放区地方治理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的大国治理，都离不开党的

领导。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文化创新和实践创新，大大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化、规范

化、制度化。

第四，坚持开放视野才能全方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坚持开放视野，就是把国家治理作为一门综合学科而不是单

独的一门学科，应该结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各

种学科统一进行，是集大成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结合战

争与和平，前方与后方，经济民生与意识形态各方面的目标，采

取统一措施，协调进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十八大以

来，要坚持围绕一个梦想、两大目标、三大主线为引领，坚持在

治党、治国、治军这三大领域同步进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正是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坚持全局观念，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国际

上我们坚持全球视野，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理念，紧密

结合一带一路的国际趋势，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用大开放、大格

局的视野看待世界，了解世界，我们才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道路上处变不惊，化险为夷，攻坚克难，创造奇迹。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孜孜不倦地追求民族复兴，致力于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付出艰辛，不断探索，取得

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我们要如数家珍，认真梳理，精心总结，发

扬光大，找寻到在这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下，中国独树一帜，越战

越强，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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