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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

度与法律制度

来源：《求是》2019/23 作者：习近平

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今天，中央政治局以“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

发展”为题进行集体学习，目的是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党领导人民推进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历程，总结成就

和经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

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年 10 月召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重点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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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问题。这次集体学习，有

利于我们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古人说：“经国序民，正其制度。”意思说，治理国家，

使人民安然有序，就要健全各项制度。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保

障，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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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

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建立

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

课题。鸦片战争以后，延续了 2000 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已

经腐朽不堪，难以应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无

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道路进行了努

力，历经了从技术层面、社会革命层面、实业层面到制度层

面、文化层面的反复探索，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

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至 19 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

近平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

社会，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并领导人民为之进

行斗争。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探索。抗

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建立以延安为中心、以陕甘宁边区为代

表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边区政府，按照“三三制”原则，

以参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建立各级立法、行政、司法机关。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

说，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进行了不懈努力，逐步确立并

巩固了我们国家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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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不断健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党的领

导体制机制，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完成宪法部分内

容修改，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综合

改革，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建立

国家监察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发挥了重大作用。

2019 年 11 月 2 日至 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这是 2 日下午，习近平在

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同正在参加立法意见征询的

社区居民代表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实践证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结合起来，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

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

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

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

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被实践

证明了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

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所

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

果，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满怀信心地说：“一切

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

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

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

所不能战胜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

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

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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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在实践中显示

出巨大优势，以下几个方面最为重要。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的

优势。70 年来，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

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

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

确方向稳步前进。二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我们国家

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本定位。我国国家制度深深

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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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人民创造力。三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坚持依法

治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解

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实行民主集中

制的优势。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

本原则，是我国国家制度的突出特点。在党的领导下，各国

家机关是一个统一整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充分

发扬民主，又有效进行集中，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行而不实等不良现象，避免了相互掣肘、效率低下的弊端。

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

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

制度体系。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与国的竞争日益

激烈，归根结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中国发展呈现出“风景

这边独好”的局面，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国家制度

和法律制度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这是我们坚定

“四个自信”的一个基本依据。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需要坚持

好、实施好，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早在 1949 年，毛泽

东同志就说过：“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二十九年、三十年两

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

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1992 年，邓小平同志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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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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提出从 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的战略部署，

提出制度建设的目标是：到 2035 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们要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

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

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

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要及

时总结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上升

为制度、转化为法律。我们要积极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

益成果，但决不能动摇或放弃我国制度的根基。

“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制度的

生命力在于执行。现在，有的人对制度缺乏敬畏，根本不按

制度行事，甚至随意更改制度；有的人千方百计钻制度空子、

打擦边球；有的人不敢也不愿遵守制度，极力逃避制度的约

束和监管，等等。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

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

领导干部要增强制度意识，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

业。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引领全社会增强

制度意识，自觉维护制度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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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

论研究，总结 70 年来我国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构筑中国

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坚定制

度自信提供理论支撑。要加强制度宣传教育，特别是要加强

对青少年的制度教育，引导人们充分认识我们已经走出了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之路，只要我们沿着这条道

路继续前进，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要结合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讲好中国制

度故事，扩大中国制度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增进国际社会对

我国制度的认识和认同。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9月 24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

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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