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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

性、长期性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坚持以

制度建设为主线”列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重大

原则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持以制度

建设为主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思想方法。

我国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任务新要求，必然要求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

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随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国家治理面临许多

新任务新要求，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2019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

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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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守正创新、开拓创新，大胆探索自己未



来发展之路。——2020 年 8 月 24 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

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通过全

面深化改革完善各方面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

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

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2024

年 7 月，习近平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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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

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

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我们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为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行提供坚强制度保证。我们党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2023 年 2 月 7 日，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要清醒看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

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

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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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7 月，习近平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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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推动各方面制度更

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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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邓小

平同志在 1992 年提出，再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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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全会在邓小平

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

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2013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

话

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



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

务更重。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

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

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

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 年 10 月 28 日，习近

平《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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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说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

面。要坚持和发展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体

制机制，完善支持全面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等体制机制，进

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推动生产关系

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推进经济体制

改革要从现实需要出发，从最紧迫的事情抓起，在解决实践

问题中深化理论创新、推进制度创新。其他领域改革也要聚

焦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谋划改革举措，实现纲举目张。——

2024 年 5 月 23 日，习近平在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1、随着我国迈入新（）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

必须拿出更大的（）、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



坚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0~20 分）

A.改革（0 分）

B.发展（5 分）

C.勇气（5 分）

D.完善（5 分）

E.治理（5 分）

2、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突出（）建设这条主线，通

过全面深化（）完善各方面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水平

明显提高，为全面建成（）社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0~20

分）

3、我们党坚持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形成包括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根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为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行提供坚强（）保证。（5~20 分）

A.特色（5 分）

B.能力（5 分）

C.基本制度（5 分）

D.制度（5 分）

4、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和特点，其中很

重要的一点就是（）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

次体制机制问题，对（）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



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立制、构建体

系的任务更重。（0~20 分）

A.内涵（5 分）

B.体制（0 分）

C.制度（5 分）

D.改革（5 分）

E.建章（5 分）

5、推进（）体制改革要从现实需要出发，从最紧迫的

事情抓起，在解决（）问题中深化理论创新、推进制度创新。

其他领域（）也要聚焦全局性、战略性（）谋划改革举措，

实现纲举目张。（0~20 分）

A.政治（0 分）

B.经济（5 分）

C.实践（5 分）

D.改革（5 分）

E.问题（5 分）

提交
党员学习暨测评成绩信息表

序号 姓名 测评成绩 序号 姓名 测评成绩

1 王 勤 100 19 张 军 100

2 周宏卫 100 20 张立志 100

3 沈 渊 100 21 王彦平 100

4 李进新 100 22 王武天 100

5 吕兴潮 100 23 潘金平 95

6 韦 琦 100 24 魏金宝 100

7 金 磊 100 25 宗宏三 95

8 付志义 100 26 杨自江 100

9 王天鹏 100 27 韩东润 100

10 马健业 100 28 梁建仓 100

11 李德文 100 29 刘彦寿 95



12 李立庆 100 30 马 明 100

13 马维克 100 31 崔小伟 100

14 侯金钟 100 32 张晓桐 100

15 余 枭 100 33 张兴茂 100

16 张 镇 100 34 杨诗栋 100

17 田盛涛 100 35 赵 杰 100

18 王金瑞 100 36 刘玉平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