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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根本依据、战略意涵与标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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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习近平的相关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依据

是：它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是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

本要求，是新时代的国家治理面临的许多新任务新要求。其战略意涵包括：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即坚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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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总目标；要着力在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坚持辩证的发展观点，坚持人

民的主体地位、坚持植根中国大地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等原则要求。其标志性意义在

于：这一重大战略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认识的深化，为解决好社会主义社会的治

理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同时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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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两者相辅相成，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的制度和

制度执行能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①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

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

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1]。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则是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党、国家机构和人

民群众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

家的能力不断提高。具体地说，就是党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不断提高，国家机构

履职能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

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不断  

提高。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作出的重 

大战略部署。本文拟以习近平的相关重要论述为

根本遵循，对这一重大战略的根本依据、战略意

涵与标志性意义做一粗浅解读。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根本依据 
 

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提出，主要有以下三大根本依据。 

第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

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

福安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真正

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

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

干部队伍。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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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

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

流的新形势下，在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

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

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的新形

势下，我们要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变化，统揽“四个伟大”，不断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

挑战，就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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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

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完善

治理体系，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

合，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3] 

制度稳则国家稳，治理强则国家强。古今中

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充分证明，制度对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新时

代，我们必须按照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

是否得到人民拥护的标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

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一天天地完善我们的制

度，努力使我们的制度始终顺应时代潮流，适应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

使之始终成为具有无比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的

制度。在涉及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

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

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 

第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将

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世所罕见的经济

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充分证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我们的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

发展要求的。在谈到这两大奇迹时，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

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

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

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4]。而且，在当今世界

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与国的竞争日益激

烈的情况下，中国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

的局面，更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国家制度的显著优

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好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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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但是，坚定“四个自信”丝

毫不意味着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非裹足不前、

故步自封。而且，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本身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

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这

必然要求我们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

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

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这也

是将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相比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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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见，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绝不是因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其原因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指出的，“而是要使它更好”[7]。 

从国际的视野来看，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

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更具有世界感召力，不仅要创

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

度的政治文明，以打造国家的制度软实力来提升

国家的制度竞争力，使社会主义中国显示出无比

强大的制度生命力和优越性。这也决定了我们必

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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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改进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根本措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虽然特色鲜明、富有效率，具有多方

面的显著优势，但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

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

待改进的地方[2]。具体地说，这些不足和亟待改

进的地方主要表现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还没有达到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更加成熟更

加定型的要求，有些方面甚至已经成为影响和制

约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和生态各方面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不适应实

践发展要求和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法律法

规，一些制度或存在明显漏洞，或开始失效、不

合时宜，或亟须升级完善；在改革发展稳定、内

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仍然存

在治理的“本领恐慌”和能力不足的问题，仍然

存在治理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的问题，等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制度执行力、治理

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

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8](29)。 

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新的历

史方位和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必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提出“更加完善、不断发展”的新任务、新要

求。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战略意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紧紧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怎样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科学把握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内

在规律，以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

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深

入总结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经

验教训，参考借鉴世界各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建设的成败得失，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

基础上，就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战略意涵，包括其正确方向、总体目标、总体

效果、原则要求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论述，为新

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

了根本遵循。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

其方向是根本。方向不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必然会有很大差异。究竟应该如何把握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

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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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有一个前一句和

后一句的关系问题。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

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

什么其他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

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

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只讲第二句，

不讲第一句，那是不完整、不全面的。”[8](20−21)

可见，我们要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沿着西方化、

资本主义化的方向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那就是误入歧途，就是在方向问题

上犯了颠覆性的错误，注定没有前途。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

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总体目标，即到我们党成立 100 周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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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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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把人民平

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明确为 2035 年

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远景

目标的基本内涵。 

关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习近平总

书记有过深刻论述：“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

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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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我们

提出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必

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既不能过于理想

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故步自封。”[4]

可见，我们要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

体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新时代的国

家治理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靠零打碎敲不

行、碎片化修改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系统的、各

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着力在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

体效果。”[8](29)这种总体效果，归根结底无疑应真

切地体现在新时代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继续大幅跃升，国家稳步进入创新型国

家前列，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

显增强，确保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方面。简言之，应

体现在新时代能够继续成功续写“两大奇迹”的

新篇章，能够更加充分地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

于资本主义。 

确保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确保实现总体目

标，确保取得总体效果，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遵循以下原则要求。 

一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人民幸福

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开

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

统一起来，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

克思主义指导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不

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及时把成功的实践经

验转化为制度成果[4]。 

二是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

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

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4]。在保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

性和延续性的同时，尤其要继续加强制度创新，

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加快建立健全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永葆生机 

活力。 

三是坚持辩证的发展观点，坚持从国情出

发、从实际出发，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

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坚持全面的系统的改

革和改进，坚持各领域联动和集成地推进改革和

改进，绝不搞零敲碎打的调整和碎片化的修补。 

四是坚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

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坚持把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大力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

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

值体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

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

得益彰。 

五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

向，始终代表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

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激发

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各方面提

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理政；坚持一切为

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

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六是坚持植根中国大地、厚植中华文化根

基，既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坚持参考借鉴

绵延 5 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牢记历史经验、牢

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总结几千年中华文

明中国家管理、社会治理的好办法并进行适应当

代情况的转化与改造；又把握党和人民在我国国

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走过的道路、积累的

经验、形成的原则，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

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七是坚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

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

理吸收，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形成的国家管理、

社会治理经验进行分析、研判并使之中国化，吸

取对我有益的理念、体制与制度，但一定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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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改造，决不搞“全面移植”、不照搬照抄

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也不搞“全盘

西化”，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八是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

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

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等

等。“十四五”时期，实现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

提升，必须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一

步彰显社会公平正义，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家行政

体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提升行政效率

和公信力，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

水平，必须进一步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

制、增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提升自然灾害

防御水平；增强发展安全保障水平，必须在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方面迈出重大步伐。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标志性意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

出，主要有以下几点标志性意义。 

一是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内涵认识的深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是我们党早就提出的奋斗目标。什么是现代

化？我们党对这个概念表述，也是随实践发展不

断深化的。最初提出的是，包括农业现代化、工

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主要是

经济基础和物质技术的现代化。在我国经济文化

落后的条件下，强调大力推进经济基础和物质技

术的现代化，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对于巩固无

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不能否认，一味强调

经济基础和物质技术的现代化，难免也使我们党

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和意识形态

的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的改革、发展和完善缺乏高度的重视。长此以

往，不仅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

安，最终也会影响经济基础和物质技术的现代

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内在地包括加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建设的

战略构想和举措，这不仅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对社会

主义现代化内涵的认识有了质的提升。这种质的

提升具体就表现在，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内

涵的认识不再局限于经济基础和物质技术的现

代化，而是也高度重视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

建筑的现代化，这样，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认识更加全面了。 

二是为解决好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问题提

供了中国经验。纵观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的历

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

会，在以往的世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得到很

好的解决。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上虽然

经历了严重曲折，但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实

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对于解决

好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

实意义。 

目前来看，对解决好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问

题意义重大的中国经验应该有以下几点。其一，

要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不能把民主与专

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要把在人民内部实行民

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

民主权利的同时，强化军队、警察、法庭、监狱

等国家机器，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专政职能，以巩固

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全体人民和平劳动，最终达

到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

的目的。其二，要正确处理国体与政体的关系。

国体亦称国家性质,即国家的阶级本质,它是由社

会各阶级、阶层在国家中的地位所反映出来的国

家的根本属性。具体说，一个国家的国体是指在

一个国家中，哪个阶级或哪些阶级处于统治地

位、掌握国家权力，哪些阶级是统治阶级的同盟

者，哪些阶级处于被统治和被压迫的地位。政体

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即统治者以何种形式

组织自己的政权机关。国体是内容，政体是形式，

国体决定政体、政体适应国体，表现国体，为国

体服务，并对国体起巩固作用。政体具有相对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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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同一类型的国体，由于受历史条件、文化

传统、民族特点、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和国际环境

等因素的影响，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政体。其三，

要正确处理专政与法制的关系。不能把专政与法

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用专政代替法制，

也不用法制否定专政。专政要依靠法制，要法制

化。法制要以专政为前提和基础，没有专政，任

何法制都等于零，没有意义。其四，要科学把握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相辅相成、有机

统一的关系，既不互相替代，又不畸轻畸重。其

五，要正确处理好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

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

发挥决定性作用，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六，

要正确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把党的领导

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要全面依法治

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

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

设，着力解决好法治和人治问题。其七，要正确

处理好历史传统与现实发展的关系，坚持从国家

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发，

选择治理体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问题。其八，

要统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协调推进各项改

革，使各项改革相得益彰，发生“化学反应”，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三是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

国方案。应该说，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是

孜孜以求的。只不过，因为阶级立场的局限和阶

级意识的分野，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认识并不

相同甚至严重对立，这就导致人类社会中部分阶

级建立起来的并自以为是美好和应该万世长存

的社会制度，并不为其他阶级认可，相反，其他

阶级却总是时刻准备推翻它们。人类对美好社会

制度孜孜以求的历史因而成了制度推翻与重建

的历史，当然，这种制度的重建，也包含有对被

推翻旧制度具有历史合理性的部分的参考借鉴

和改进。 

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尤其是

西方的资产阶级认为，它们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

制度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

美好的社会制度，历史已经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

主制度。面对各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完美无缺的

论调，面对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因为东欧

剧变和苏联解体而遭受的重大挫折，坚信“历史

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的中国共产党人和

中国人民在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上保持了清

醒的头脑，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更是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并

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鲜明指向。

沿着这一鲜明指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我们一定能在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

探索中做出独特而巨大的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 

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  

方案[9]。 

中国方案是什么？我们认为，其内涵至少应

该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坚定理想信念，牢牢占据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

高点。二是坚持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不

拄着别人的拐棍，不照抄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和

发展道路。三是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

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

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

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四是勇

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

各方面创新，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让发展

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

满足感、幸福感。 

 

注释： 

 

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

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

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体系是我们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

昌盛社会公正和生态良好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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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important expositions of Xi Jinping, the fundamental basis for the key 

strategic planning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n the new era lies in that it is rela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It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the advancement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new era and the urgent need for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to be "more improved and constantly developing". Its strategic 

implications include sticking to the right direction, that is, adhering to the general goal of improving and 

develop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ey also include making efforts to form an overall effect 

and achieve overall result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sticking to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y, upholding 

and improving the fundamental system that supports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finally insisting on the dialectical viewpoint of development, the people's dominant position as the subject as 

well as learning and drawing on all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 with roots in the land 

of China. Its iconic significance lies in that this major strategy embodies the deepening of our par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rovides Chinese experience to solve 

the governance problems of socialist society, and provides Chinese plan for mankind’s exploration of a better 

social system. 

Key Words: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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