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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改革总目标

推推进进治治理理体体系系治治理理能能力力现现代代化化

■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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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
经济体制改革。
核心问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时间表：
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

得决定性成果。

改革要点

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
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
项改革。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
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
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
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
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
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这“六个紧紧围绕”，既冲破
思想观念的障碍，又突破利益固
化的樊篱，体现了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

据新华社

全面深化改革

围绕六大领域

本报记者 高扩 陈玮

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
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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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刘山
鹰认为，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说明中国的领导集体
在 反 思 现 有 的 国 家 治 理 方
式。一方面，中国目前已经发
展到新的历史阶段，国家的
治 理 能 力 应 与 新 阶 段 相 适
应；另一方面，我们不应抱残
守缺，要勇于借鉴发达国家
的治理经验。

在山东社科院法治研究中
心主任于向阳看来，三中全会
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标
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
代。“以前我们更多的是讲国家
管理能力，而现在提出国家治
理，从管理到治理，这是理念上

的重大飞跃。”
“管理是垂直的，是自上而

下的，是政府对社会团体、企
业、公民的命令式管理；而治理
是扁平化的，除国防、外交等涉
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大多涉及
到民生领域的事务应该是政
府、社会、公民共同来完成。”于
向阳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毛寿龙也表示，“治理”
的概念，跟过去的简单强调“党
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的提法不一样。“‘治理’强调各
个主体是平等的、合作的，这点
是亮点，反映政府执政理念的
变化，过去的文件里也都没有
这个提法。”

于向阳还表示，从管理到
治理，不能仅仅从概念上提提，
下一步是如何落实到实践中的
问题。“这对政府机构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需要的是管理理念
上的根本转变。”

从从““管管理理””到到““治治理理””

是是理理念念的的重重大大飞飞跃跃

据新华社北京1 1月1 2日
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
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
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
委员204人，候补中央委员169
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
志列席了会议。党的十八大代
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
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
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
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
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
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
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
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
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
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
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
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
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

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
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
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
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

专家解读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
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
开放。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
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
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建设市场体系：

宏观调控：

财税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

城镇化改革：

对内对外开放：

司法制度改革：

权力约束机制：

文化体制改革：

社会事业改革：

生态文明改革：

一张图读懂三中全会公报

公告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
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教授毛寿龙认为，重要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主要是产权领
域和国有企业改革，2020年就是
检验公告的效果。“设定在2020

年，跟其他的改革设计是一致的。
用六年多的时间，为国家的治理
体系奠定好的基础。”

毛寿龙预计，到了2020年，国
有企业将没有行政级别，所谓的国
有企业，只是国家控股多一些。同
时，在产权领域，农村土地产权将
可以自由流转，宅基地有比较好的
市场，农村与城市房地产市场能够
长期统一。 本报记者 陈玮

预计2020年

国企将去行政化

设立两大新机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国家安全委员会

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
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
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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