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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
建构逻辑和实践展开

◇金民卿

一、科学理论基础：规定了国家治理和制度建

构的本质追求和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历史主体理论、国家

理论，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立的基本理论

依据，这些基本理论蕴涵并规定着我国国家制度和

治理体系的根本性质、基本职能、发展方向。在制

度建构和治理实践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

动摇这些科学理论基础，否则就会丧失灵魂、迷失

方向、变质变色。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明确了共产党的本

质本色、根本特征，规定了共产党在新型国家制度

和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领导职能。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深刻揭示了共产党的

阶级性、先进性、纯洁性，明确了共产党的根本政治

属性和重大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建立起来的坚定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创建之始就担当起中国工人阶级先锋

队、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先锋队的历史责任，确立

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

命，致力于领导中国人民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建立

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而不懈

努力，终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创建了人民

民主专政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而这个制度从

一开始就包含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领导这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领导制度，明确提出

并始终强调党在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地

位，把党的性质、功能、地位等以国家制度的形式

确定下来。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体理论明确了人民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规定了新型国家制度和治理

体系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性质和权力归属。

马克思主义打破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英雄

史观，科学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

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体理论。中国共产党始

终把唯物史观作为建党、立党、兴党的根本哲学依

据，牢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主体理论，坚定不移地以人民群众为

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创造主体、管理主体、利益

主体和评价主体，科学解决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

的根本性质和权力归属问题，牢牢坚持人民群众在

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的主人翁地位。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明确了国家的本

质内涵和发展方向，规定了新型国家制度和治理体

系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对国家的产生、本质、

功能、趋势和政权形式等作出了科学系统的阐述。

中国共产党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

新中国成立之际就明确了我国国家制度的实质

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采用人

民民主专政的形式，这种新型国家制度不再是少

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而是多数人对少数人进

行专政的国家。新型国家制度的重要职能就是

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广大人民

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自己的长期利益和根本利

益。国家的根本前途是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大力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

民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推进人的

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最终实现无阶级的共产

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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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体系建构：把国家治理的方向和目标加

以制度固化并保证其实现

科学理论只有转化为实践才能发挥其改造世界

的功能，远大理想只有不断熔铸于现实制度之中才

能逐步实现，制度建构是就理论现实化和理想制度

化的关键步骤。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建设新型国家制度接续

奋斗，逐步建立并不断巩固了当代中国的国体、政

体、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不断

发展和完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为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第一，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把人民当家作

主的根本政治追求和国家治理思想以国体制度形式

确定下来，形成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根本前提。

国体所反映的是国家的阶级本质和根本属性，

指的是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在国家中的统治和被统

治地位关系，以及统治集团内部不同阶级、阶层的领

导与被领导地位关系。在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

革命彻底胜利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开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特别是国家

的本质和功能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深刻辨析

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国体和政体制度，把马克思主

义的国家学说同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中国社会发

展的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对

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践探

索，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中国化的无产阶级专

政理论，成功解决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的重

大时代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理

论和制度创新。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突出强调了人民主体地

位，确认了各阶级、阶层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实现

了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当家作主的飞跃。新中国成

立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历来都作为最重要内容

写进宪法当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

第二，创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形成了确

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为确保人民行使

国家权力提供了根本政治制度保障。

政体是政权的组织形式，也就是处于统治地位

的阶级阶层采取什么样方式来组织自己的政权机

关，是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明确

了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而人民要全面而合

理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就需要建构符合中国具体实

际的政权组织形式。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

对国家政体制度进行了创造性探索。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我们就确立了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政体制度，在这个政体制度下，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

力的机关，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

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

事务。这个制度把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提

升到国家政权层面，形成了一项根本政治制度，为确

保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提供了最好的形式

和强有力的根本政治制度保障。

第三，创建各项根本制度，从领导核心、政治保

障、指导思想、社会治理、军事力量等方面把国家治

理的根本追求和核心理念全面贯彻落实。

根本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处

于顶层决定性地位、具有全域覆盖性、发挥全局指导

性作用的制度。其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

面领导制度是根本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根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

位的制度是根本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是根本社

会治理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根本军事

制度，这些根本制度覆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

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一切方面、所有领域。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领导，创建并不

断完善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通过持续不断的

努力，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完善了党的领导制度

体系，把党的性质、地位、职能、品格以及自身建设的

要求等以国家制度的形式确立和巩固下来，成为党

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彰显了中国国家制度和治

理体系的最鲜明特征和最突出优势。坚持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创建并不断完善国家

的根本文化制度。加强和创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创建并不断完善国家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

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创建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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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国家的根本军事制度。

第四，创建了各项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把国家

治理的根本思想转化为具体制度形态，形成了系统

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制度，就是

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它们具

有全领域和全方位的覆盖性和指导作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政

治上、经济上的自主性和独创性，是人类制度文明史

上的伟大创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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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就是

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在国家治理各

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发挥具体作用的各类主体性制

度，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

生态文明体制、法治体系、党的建设制度等。这些重

要制度体现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把它们

具体贯彻到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同人民群众生活的

各个方面和具体领域直接相连，是抓紧制定新时代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急需制度、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制度的重点所在。

三、治理实践展开：把科学理论和先进制度转化

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在领导当代中国发展的

长期执政实践中，党领导人民把国家治理的理想目

标、方向规定、基本理念贯彻落实到制度建构当中，

在制度规范下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把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把科学理论和先进制度转化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强大实践力量，形成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

显著优势，这些优势在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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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的新征程中必将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

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牢牢坚持理想信念、基本原

则和正确方向，形成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

势。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

人民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逐

步创立并不断发展和完善新型国家制度和治理体

系，坚持不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些卓有成效的

治理实践，形成并彰显了坚持党的领导、保证人民当

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等显著

优势，为中国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

论、制度和文化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要求当代中国共产党

人必须在新的历史方位中，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深刻变化，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面临新的历史使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

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光荣而艰巨。与

此同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

济政治秩序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形

势复杂多变，在给中国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同时也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我们要运用制度的威力

来全面应对。正是基于此，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集

中全党智慧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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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总体

目标和战略任务等作出了系统部署。

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展开国家治理的新实践，必

须毫不动摇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坚

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制度规范，坚决反对和抵制各

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的实际，适应复杂多样的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必须全面加强制度执行，坚决反对各种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真正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形成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实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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