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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索自主性国家治理时期（新民主主义

时期）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提出了国家

治理的蓝图和基本主张，规定了国家治理的未来方

向，如提出实现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

级专政等政纲。这一政纲主张通过革命实现现代

化，但是对于革命的具体步骤认识模糊。党的二大

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构想，将推翻帝国主义

的民族革命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民主革命

与社会主义革命区分开来，明确了最低纲领和最高

纲领之间的关系。按照这一战略构想，民族民主革

命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建立自主性国家治理体系，改

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这是中国共产党

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虽然从理论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如何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胜利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秋收起义后，毛泽

东领导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即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根据地（及解放区）治理是中国共产党

对自主性国家治理的局部实验，体现出与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不同的治理风格，为自主性国家治理体

系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

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

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制度化的初探，深刻影

响了其后的人民民主国家政权建设。临时中央政

府的民主建政办法（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行政

机构，处理政府的实际工作）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

实践源头。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工农民主政权改

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从处理党与非党关

系、协调领导者与同盟者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人等层面来说，抗日根据地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统一战线政权的过程，是新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的集中预演。在根据地政权

建设中，中国共产党还适时建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制度，规定了党政关系、党社关系、央地关系等最基

本政治关系的性质和内涵，构筑了解放区政权以及

新中国国家治理的总体性、奠基性框架。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解放区的治理，

既延续了以往的经验做法，又加入了创造性探索。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运用于中

国民族问题的解决，从中国民族关系的实际出发，

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

决定了地方政府的成立先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

政权建设可以为中央政府提供参考。1948年9月成

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组

织准备。

从 1921 年到新中国成立，经过 28 年的浴血奋

斗，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革命建国的目标，推翻了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性质，破除了造成国家治理弱自主性的腐朽生产关

系和政治上层建筑。自主性国家治理的关键，是以

民主的方式重建强大的中央政府和政治权威体系。

在28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为建立自主性国

家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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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本政治制度）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这是中

国共产党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

二、推行全能型国家治理时期（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局

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从体制外政党到执掌国家政权

的政党、从领导革命战争到领导和平建设的巨变。

外在环境的改变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任务发

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

面临的是如何建立自主性国家治理体系问题，那么

新中国成立后则是如何巩固自主性国家治理体系

问题。在当时严峻而特殊的环境条件下，中国共产

党选择用全能型政治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全能型国家治理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

建立、巩固和壮大新生人民政权经济基础的需要。

全能型国家治理具有诸多显著特点。首先，计划经

济是全能型国家治理的体制基础。其次，“政党中

心主义”是全能型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再次，“训

导模式”是全能型国家治理的思想基础。最后，运

动式治理是全能型国家治理的主导路径。

三、践行发展型国家治理时期（改革开放伊始

至新时代）

1978 年后的国家治理转型得益于执政党领导

层对中国经济落后状况的深刻认识和加快发展的

紧迫感。改革开放前夕，中国 GDP 仅占世界的

5%。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执政合法性基

础转换的压力。改革开放前，因为执政党曾为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加之领袖

的个人魅力，执政党容易赢得人民的拥护和认可，

取得巨大合法性。然而随着祛魅化和政治世俗化

进程的推进，执政党必须将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建筑

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基础之上，在良好经济绩效

的基础上实现长期执政。这一切使执政党抛弃了计

划经济时期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告别政治乌托邦

主义，开始以现实、务实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建设，

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

理论，发展由此在执政党的治国理政价值序列中位

于顶端，成为执政党的第一要务。

发展型国家治理直接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奇迹”。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发展不充分

的问题。但是，经济建设型政府的单兵突进、“单打

一”也产生了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发展

型国家治理面临着失灵的危机。发展型国家治理失

灵为中国国家治理格局调整开启了“机会之窗”，国

家治理现代化由此开启了新征程。

四、推进均衡化国家治理时期（新时代）

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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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

表述，强调了“不平衡”问题，指明了新时代国家治理

创新的根本着力点和突破点。均衡化国家治理意味

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通盘考虑的分量更重，聚合

国家治理协调推进正能量的任务更重，对国家治理

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要求更高。

从某种程度上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全面贯彻“五

大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之“纲”。对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部署，最早的提法是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结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为“四位

一体”，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布局。这是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强化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布局合理性的重要体现，也是

把握平衡、综合施策，更好激发统筹兼顾优势的重

要体现。新时代国家治理之“纲”内在地包含着均

衡化理念，把全局意识、总体谋划、宏观思考和系

统设计提升到了新高度，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推进均衡化国家治理的清醒认

识、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五、基本经验

（一）坚持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完善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锻造国家的历史逻辑，决定了中国

共产党自身建设与国家治理完善的紧密相连、有机

统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国家治理的质量。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

程中，党始终把加强自身建设放在第一位，当作提

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纲”和“魂”。“治国必先治党”，

加强党的建设是完善国家治理的根本。牢牢抓住

这个“根本”，必须从整体上谋划党的建设和国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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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方面，增强在加强党自身建设的基础上推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动性，以党内问题的解决带动

国家治理问题的解决、以党的建设高质量实现国家

治理的高质量、以执政党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

化；另一方面，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加

强党的建设，使党始终成为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最先进和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使党的建设与国家治

理完善相得益彰。

（二）坚持理论指导与实践探索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科学

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一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

国家治理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超越了

西方国家治理理论的局限性，准确把握了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演进方向和规律，是探索更好国家治理的

锐利思想武器。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不

是教条和一成不变的公式。它的生命力在于同社会

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于汲取中国独特的治理实

践经验而不断完善发展。毛泽东是在实践探索基础

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典范。人

民民主专政理论就是毛泽东在总结根据地治理实践

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带来国家治理

的挫折，但是，它是邓小平开创发展型国家治理理论

的实践根源。新时代的均衡化国家治理理论，就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

理的重大理论成果。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国家治

理理论，善于把实践探索经验转化为系统的理论体

系，提高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规律的认识，才能使马克

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真正发挥思想引领的作用，成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坚持改革创新与保持政治定力相统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个永远

“在路上”的发展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必然由适应

走向不适应。所以，必须将改革创新作为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坚持破旧立新，坚

决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突破一切不合时宜的体制

机制和思想观念。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开创

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局面。但是，改革不是改旗

易帜，更不是“改向”，而是在保持政治定力和坚定

制度自信基础上的自我完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

力。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的风险挑战，既要

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改革创新精神，又

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战略

定力，在改革创新和保持政治定力的辩证统一之中

掌握变与不变的主动权和领导权。

（四）坚持立足国情与理性借鉴相统一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孜孜以求的

目标。但是，各个国家的具体治理模式不同，甚至

同一个国家不同阶段的治理体系也有很大的差

别。所以，只有从国情出发，从特定社会政治条件

和历史文化传统出发，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步入正

途。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向来强调认清国

情，认清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社会的性质和

发展阶段，将它们作为制定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和

策略的基本依据。立足国情汲取他国的优秀治理

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态度。

（五）坚持战略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相统一

战略目标规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和

长远蓝图。战略目标一旦提出，中国共产党就会

锲而不舍地为之奋斗，体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

的坚定决心。但是，战略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对于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设计，其实现具有长期性

和艰巨性，因而需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方位，有步骤

地提出历史任务，分阶段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战略目标。简言之，“分步走”实现战略目标，而

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这样做能够将抽象的原则性

构想具体化，避免远大理想带来消极情绪的可能

性，又可避免犯超越阶段、罔顾现实的“左”倾错

误。善于将远大的战略目标分解为符合当前实际

的阶段性任务，通过阶段性任务的完成为战略目

标创造条件，进而扎实稳步地实现战略目标，是中

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特点和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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