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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

◎李欣钰
摘要：新时代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党中央结合具体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

论为支撑，在实践中对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制度建设等方面作出新的部署，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等基本经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同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家

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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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治理

思想

19 世纪 40 年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也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促使马克思主义国

家学说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

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内容，

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供了理论准备。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本质与

职能理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政权

建设理论，国家治理的方式、目的、发展

趋向理论等都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

了科学依据。除此之外，在马克思主义国

家治理理论中包含的大量有关国家治理思

想的论述，例如自由人的联合体、公有制

的实现条件等，更是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重要理论渊源。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中

国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照搬照抄苏联模式治

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理论想要生

根发芽必须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为此，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执政

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的认识，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

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紧密结

合，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

的国家治理理论，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进

入新时代，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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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目

标”。党和国家的这些重要决策推动了马

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二、新时代开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境界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表明我国发展有了新

的历史方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中央

对国家治理进行了新的探索，在继承以往

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开拓了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新境界。

（一）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发展取得历

史性成就，社会发展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时代

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不同阶段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明

确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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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目标，即“到

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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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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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党中央这一系

列决策的指引下，我国开启了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境界。

（二）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要求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完善国家的各项

制度体系，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和执行效果。

新时代，为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

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1.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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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为此，必须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对组织架构与管理体制进

行系统、完整的重构，以建立起初步适应

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国家机构职能体系。要

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在总结党和国家机构

深化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效和宝贵经验，

巩固机构改革取得的成果，继续完善党和

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

2.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制度和法律制度

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特点，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完善与发展离

不开制度的支撑。因此，想要实现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必须将制度的完善

作为重中之重。

“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

和策略，往往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

要标志性内容，国家治理经由法治这一层

面是国家治理从统治到治理的一项必由之

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不断健

全法律制度体系，完善法律法规，监督法

治执行工作，建设法治中国。

三、 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当代

价值

（一）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基本经验

1.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一贯遵循的基

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

合，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实事求是地回

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的重大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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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治理实践相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

义国家治理思想中国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进程。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宗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

党中央始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国家治

理、推进国家建设。在政治建设方面，不

断推进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在经

济建设方面，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发

展需要为根本，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

必须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

动之中。”只有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才能使国家治理得

到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3.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最大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

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

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

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

方面各环节”。党的领导地位从来都不是

自己确立的，而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启示我们，只有始终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才能集中力量

办大事。推同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才能

在新时代面临各种风险挑战的今天，保持

国家的稳定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进而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新时代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意义

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

的新境界

党中央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

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将马克思主

义国家理论进行了创新性发展，对于推动

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

先，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相统一，利用制度优势提高国家治

理能力；其次，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根本性

原则，要将其运用到治理领域，开辟党领

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新局面，丰富马克

思关于无产阶级如何治理国家的内容。

2.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重要的战略

支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推

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一方面，实现中国梦为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推进国家

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和必

由之路。此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也是

全面深化改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必经之路。只有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

化，全国各族人民才能在党的领导下共同

团结奋斗，为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开辟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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