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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郑士鹏,张静宇
(北京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4)

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国家治理现

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起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探索,是一个不断超越、与时俱进的开放历史进程,深刻反映了中

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这种规律性体现了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

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作用和党的宗旨与初心、使命等,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

建设之间以及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
形成过程中还具有合目的性。 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立场,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为核心价值取向,以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目的。 这种目的性体现了推进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和目标指向,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的基本价值准则和根本目的。 总之,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合规律性证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性,合目的性证明了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性,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面临的国内外风险挑战更为错综复杂,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更加激烈,可以说,当今世界相较于任何一

个人类发展阶段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最为复杂的,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新时代,要在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及其内在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

供磅礴力量;坚持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基本价值准则;坚
持发展和改革创新,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国家治理效能和效力得到双重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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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时代内涵。 经

过多年持续探索,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发展和成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

总结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程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

化改革的总目标。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历程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对实践

环节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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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决定》),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回答

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如何发展的根本问题,使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进路得到了明晰,同
时也“为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吹响了新号角” [1] 。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进一步

提出了“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2] 的发展目标。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新时代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指明了

更明确的目标,提出:“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

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

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提法,是我国国家治理向着现代化迈出一大步的重要标志,更是对新

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积极应对,历史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
当前,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已经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从研究视阈看,学

界主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紧扣时代

发展的新课题与新方向,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等之间的关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路径等方面进行了

有关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支撑。 鉴于此,笔者拟

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规

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特质。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角

度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规律性。 从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以全

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目的角度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目的性。 在此基

础上,探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路径,以期为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和效力提供参考。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规律性

辩证唯物主义从理论视角阐释了规律的客观性。 合规律性体现为作为主体的人,其认识和

实践活动遵循着客观存在的自然与社会规律要求。 存在于自然界的任何事物,在发展的进程中,
均遵循着其内在的合规律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引领和实践指导下,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一种理论和实践探索,是不断超越、与时俱进的开放历史进程,深刻反映了“三大规律”的

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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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

政党作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后特定政治组织活动的历史产物,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

主要领导力量。 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而言,治理主体的塑造和能力及建设程度与国家治理现代

化密切相关。 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对人类

社会发展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的超越和创新。 《决定》中提出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4] 。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我国经济社会各

领域发展中占据着最高领导地位,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党掌握着国家核心的政治权利,这
与西方国家的政党有本质不同。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与担当

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内在统一的。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不仅是一次

重大的能力检验,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不仅推动了党的自我革命,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更
使党进一步地认识和深化了解执政规律,实现党领导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是从党的执政主体地位和视角揭示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规律。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不仅是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

的政治问题。 在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引领国家治理现代

化发展的领导力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夯实了组织保障和政治保障。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演进逻辑充分反映了党的执政规律。 在这一过程中,党科学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丰富和完善人心向背的

执政规律,明确了党的服务宗旨与初心、使命,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工作评判标准,形成了“人

民至上”理念。 同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强化自我革命与深刻反思,以长期不懈地

加强先进性建设,锻造本领过硬的队伍,为统揽和推进“四个伟大”而不辍奋斗。 在党的百年进程

中,党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提高党建设的科学水平,不断加深对执政指导思想、执政目标、执政

道路、执政能力等方面的认识,使党领导的特殊优势进一步彰显。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密切的关联,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贯彻到社

会主义建设过程之中的,同时,社会主义建设史也记录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变迁史。 新中国成立以

来,党不辍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载体、方式、原则及路径,使国家治理现代化更深层次地契

合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治理呈现出了递进式发展

的态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轨迹。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治理,主要聚焦于恢复和发展社

会整体生产力,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民生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和紧要任务。 改革开放后,党
的领导制度进一步得到创新和改革,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联逻辑更加紧密,并在各

项实践中突出了党领导下的制度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发展环境深刻变迁,党积极总结经

验,加强前瞻性的风险预判,进一步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任务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任

务实现了有机统一。
随着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持续深入,党对自身的责任、使命有了新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本

质和主要矛盾等的正确判定,为党积极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这生动地展

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规律的正确认知,体现了党对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路线和发展方略的深入思考与精准把握。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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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国的社会制度得到了同步的完善,使新形势下的发展方向问题、价值问题、方式方法问题得到

了明确解答,并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在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规律把握基础

上,“新发展理念”得以适时提出,“四个自信”得到空前增强等。 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又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全新的战略布局,进一步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刻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所体现出的形态递进式发展规律。 人类社会的

发展经历了新形态代替旧形态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和

社会主义社会。 不同时代的社会形态其文明程度和发展阶段也是不断递进提升的,而形成这一过

程的推动力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既相适应又相矛盾。 我国近现代的发展历史有其特殊

性,我国的近代史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步的,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洗礼,实
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平稳过渡。 尽管在特殊的历史阶段,我国的仁人志士曾多次尝试发展

资本主义,但均以失败为终结,也表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必然要选择社会主义,而且还要走出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的代表性案例,生动印证了曾经落后于世界发展的中国有能力、有魄力、有信心走出自己的道路,
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正确道路。

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遵循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而且还从客观上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

规律。 从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国家治理现代化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

要务,根据国情和生产力不断调整生产关系。 虽然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从落后局面中起步的,是
在与资本主义的博弈中壮大的,但并没有与资本主义完全对立,而是在借鉴资本主义先进文明和优

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既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对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助益,又辩证批判和揭示了资本

主义的弊端。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

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5]这种高度的自信和深刻的认识,来源于大量的实践

成果佐证。 一方面,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发展进路中,辩证汲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做

法。 另一方面,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成功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开辟

了社会主义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历史之路,顺应和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目的性

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体现为合规律性,而且还体现为合目的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种探

索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同样具有规律性与目的性。 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

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以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目的。 我国国

家治理现代化这种合目的性的特质,使我国国家治理的优越性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加显著和独特。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立场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和特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

动” [6] 。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个基本观点是以人民为中心,同时也验证了“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

永恒真理。 社会发展史与人类发展史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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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在生产对社会的推动力上,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

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7] 。 人民群众是推进社会发展的主体,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从本

质上来看,社会全部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是人民群众开展的多样性的生产实践活动。
以人民为中心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创新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8] 。 以人民为中心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

人民观被赋予了时代的新内涵,这一理念是党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在国家治理经验的累积中形成

并发展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突出表现为人的现代化,其根本立场和导向是以人民为中心,将以人民

为中心从各个视角、各个层面融入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体现了新时代发展中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最本源的目的和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

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9] 。 以人民为中心生动地诠释了国家治理现代

化依靠谁、为了谁的终极命题,表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的是使党更好地为人民而服务。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是世界人民的集体诉求,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 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

会后,一系列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的现象更加凸显。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

质,并聚焦于资本主义的弊端,对社会公平正义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与探讨,阐明公平正义的实现归

根结底是要消除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 正如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公社

制度下才可能实现” [10] 。 由此可以看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其目的之一是实现社会的公

平正义。 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11] 。 根据公平正义的本质属

性,公平正义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价值准则和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贯穿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二者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是一个宽泛的概

念,是价值追求、价值准则和价值理念的结合体,不仅仅是一种价值优势,还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

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综合反映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与价值需求。 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建设的相关理论而规划布局的,因此,在评判标准上也必然依据马克思主

义对社会发展的科学观点,即将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取向。 《决定》将公平

正义融入到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及制度之中,表明了新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所秉持的是以公

平正义为核心的价值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程,充分彰显了何

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也表明,只有以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为目标,才能使国家治理现代化真正

体现出公平正义的原则,最终惠及人民群众,进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目的

人类文明的不断跃升推动实现了现代化发展,这是一个动态的、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复杂过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在着力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治国理念,同时也是一种具

有时代性和创造性的话语体系,深刻地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组织、架构、功能等

多方面的制度秉赋。 由此,“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秉赋理应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终极目

标” [12] 。 当然,国家治理现代化并非是孤立、单一的“元素”,而是一个整体性的现代化体系,突出表

现为治理体系及能力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

度体系” [13] 。 其内容涉及广泛而深刻,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围绕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现实,融合

成为了一个紧密链接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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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是对我国建党百年来整体国家治理理论成果、实践经验和历

史教训的归纳与总结。 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也是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现重大

变化的情况下解决各类发展问题的正面回应。 特别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中,来自内部和

外部的压力持续增强,维护社会的稳定、实现更新更大的发展,必须要补齐国家治理的短板。 从最

终目的而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将推动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契合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可有

效提升我国国家治理的效能,并在国家治理层面上凸显制度优势。

三、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存在着内在统一的关联逻辑,合规律性证明了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科学性,而合目的性则从不同的视角验证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性,两者相互作用并

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其涉面广泛、系统性强,需要整体把握、渐进推进” [14]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办好中国一切事情和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

力量,作为统揽改革开放全局的执政党,其决策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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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5] 。 坚持党的领导是在复杂发展环境下

着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织保证和政治保障。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和根本就是在准确把握

国家治理方向和规律基础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 实践充分证明推进国

家治理现代化不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确保

正确的方向,才有坚实的政治基础。 基于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以党的领导为前提,需要党

来把握规律、明确目的、引领实践。 首先,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坚持“党的领导是确保实现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最大底气” [16] 。 把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作为党建设的永恒主题贯彻到国家治理现

代化过程中,凸显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导向。 其次,在国家治理现代

化中充分彰显党的治国智慧与能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导,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持续加速,夯实思想基础,丰富思想内容,注入精神动力,使党领导的

政治保障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坚实基础。 再次,坚持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 将

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国家治理的整体系统,切实体现到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建设之中,完善保证党的全

面领导制度,确保党的领导始终处于核心位置。 最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增强党对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力,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同向、同行。 加强制度的顶层

设计与科学谋划,建立绿色的党内政治生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突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
增强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说服力和公信力。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磅礴力量

“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始终是根本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 [17] 。 人民是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不可或缺的主力,人民群众的新的、更美好的需要,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最关切的问

题。 “以人民为中心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指明了党和国家今后工作的原则和方向” [18] 。 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转变,使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多地体现在了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向往和追求

上。 需要科学把握时代特征与人民现实诉求,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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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立场所面临的问题,并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以更好地把握趋势和规律。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过程中,人民始终是第一位的,以人民的需要、人民的满足、人民的体验为基点,为推进国家治

理现代化奠定人民基础。 首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 将人民的主体地位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充

分体现,其关键在于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与权利。 完善国家治理的各项制度,使制度和国家治理的

细节进一步契合人民的需要,契合人民的社会地位、历史地位,“引领和推动公民、家庭积极参与国

家治理,确保国家治理过程人民参与、人民监督、人民共享” [19] 。 其次,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导向。 从

人民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发轫,将实现人民的幸福作为发展责任与要务,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

首位,统筹好全局与局部、整体与重点、长期与短期等多种关联性问题。 将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向往

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在民生层面体现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人民的关切。 再次,以人民利

益为评价标准。 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贯彻到国家发展基本的方略中,社会管理

的具体方针政策中,党的自身建设中。 始终将人民的利益高高擎起,让改革与发展的伟大成果为人

民群众共享,让人民得到真的实惠,切实地感受幸福、富足的生活体验。 最后,充分调动和激发人民

的创新创造能力。 要在发展中依靠人民,在创新中信赖人民,在收获中回报人民。 不断激发广大人

民群众参与创新创造的热情,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各项实践畅通渠道,进而使人民的伟力得

到汇聚,人民的智慧得到发挥。
(三)坚持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基本价值准则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内容,“可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中,平衡

各方价值的基本共识” [20] 。 而“发展起来后”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发展、如何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则
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基于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决不能回避公平正义问题,而是需要

将公平正义同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是要将公平正义与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紧密融合[21] ,明确公平

正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价值所在,多视角地立体考量公平正义的实现方式和途径,真正在国家

治理现代化中体现出公平正义的价值定位,进而不断巩固和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优势。 一方面,要全面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面临的困境。 当前,我国的国

家治理现代化能否充分地体现出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受到诸多因素的深刻影响和严峻挑战。 这

些影响和挑战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民主法治建设不健全、民生领域短板依然明显、分
配不公问题依然突出、城乡收入差距还比较大、社会群体突发事件叠加、生态治理成果巩固和加强

任务艰巨、社会治理水平仍需提升等问题。 另一方面,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坚持共享发展理

念。 共享发展理念是对我国一直以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精炼体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成果

与核心价值诉求,即坚持全民共享、人人共享,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新的需

求,以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坚持全民共享原则,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

展不平衡问题,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从民生建设的目标出发,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化配

置,关心、关切、关照群众的真实、紧迫需求。 让共享的质量更高,辐射范围更大,使人民在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需要得到有效满足。

(四)坚持发展和改革创新,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人类探究和改造世界的一切成果,其动力来源在于发展和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和

创新是内驱力,同时,发展和创新不仅是精神支撑,更是一种技术加持。 其中,发展是立足新时代推

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源动力,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许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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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通过不断发展解决的。 改革创新作为一种动力引擎,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擎。 发展和

改革创新作为人类不断进步的本源动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的鲜明标志。 当

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应重点突出以发展为源动力,提升改革创新的效能,使发展和改革创新不断为

国家治理现代化赋能。 一方面,以发展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源动力。 对我国国情和实际保持

清醒的认识,坚持尊重实际、还原实际、切中实际原则,从最迫切的任务出发,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置于首位。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务,最大程度地规避“塔西佗陷阱”等风险。 在发展中解决推

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为此,应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供给侧改

革,不断化解社会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及精神产品,切实提高经济发展

质量和效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另一方面,以改革创新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助

推剂。 “制度建设的质量是影响和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因素” [22] 。 为此,应树立大局思

维和危机意识,加强顶层设计,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 及时、主动地顺应

时代规律,不断解放思想,不仅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同人类思想进步相契合,同时要注重在实践

中谋创新、谋发展,真正将制度优势顺利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实践成果。
(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际影响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受到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双重影响,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问题。 随着全球化深度发展,全球治理模式正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发展的

趋势,成为各国处理重大国际关系问题的重要内容。 “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完善,离不开各个民

族国家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变革和完善” [23] 。 中国不仅是世界的一员,更是发展中国家的代

表。 我国作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领跑者,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合理世界秩序的过程中,肩
负着艰巨的责任和使命。 当前,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但人类社会也面临着包括

新冠疫情、生态环境危机、核危机、能源危机、恐怖主义等共性难题,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极大挑战。
同时,在世界大变局形势下,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两种制度依然是长期并存和竞争的关

系,为全球治理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为此,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还要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际影响力。 首先,积极发挥我国在国际上的

影响力。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发展之路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也为世界其他发展

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参与全球治理中要充分体现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独特的特点和优

势,主动升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凝练其蕴含的文化精髓、哲学理念、文化观念,为广大发展中

国家从实际出发走出一条改变现状、谋求发展的新路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参考。 其次,积极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要与世界人民一

道,携手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新格局,充分彰显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博大胸怀、宏观视野

与人文底蕴,为应对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性危机而持续发声,将中国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立场和

原则在世界交流中充分展现。 最后,积极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国家治理经验和模式。 以更

加包容的心态和观念,不断拓展学习的视角,从更多国家的治理经验中探寻规律、获得启迪。 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取得的进步和成就,很多也得益于积极学习和借鉴其

他国家先进的国家治理经验和模式。 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服

务”、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等,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其他国家借鉴的。 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各项实践中,要视野高远、胸怀博大,勇于学习借鉴,辩证汲取运用,为我国推进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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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增添更多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

四、结语

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刻反映了“三大规律”的客观性,也深刻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

心,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以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目

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

程是同步进行的。 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需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坚持发展和改革创新,积极参与全球

治理,深入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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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s
 

the
 

meaning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it
 

is
 

the
 

unity
 

of
 

regularity
 

and
 

purpos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s
 

an
 

explora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 s
 

concrete
 

reality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opening
 

up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laws
 

of
 

the
 

CPC s
 

governance 
 

the
 

law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
 

laws
 

of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This
 

regularity
 

reflects
 

the
 

leadership
 

and
 

role
 

of
 

the
 

CPC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s
 

well
 

as
 

the
 

Party s
 

purpos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and
 

it
 

reflects
 

the
 

inherent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law
 

of
 

human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s
 

a
 

practical
 

activity 
 

also
 

has
 

a
 

purposeful
 

nature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s
 

national
 

governance
 

is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as
 

the
 

core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fully
 

modernizing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is
 

kind
 

of
 

purpose
 

reflects
 

the
 

main
 

body
 

and
 

goal
 

orientation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reflects
 

the
 

basic
 

values
 

and
 

fundamental
 

purposes
 

that
 

are
 

adhered
 

to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a
 

word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s
 

a
 

complex
 

systematic
 

project.
 

Its
 

regularity
 

proves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its
 

purposefulness
 

proves
 

the
 

valu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e
 

two
 

are
 

unified
 

in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world
 

today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ed
 

at
 

home
 

and
 

abroad
 

are
 

more
 

complex 
 

and
 

the
 

competition
 

around
 

the
 

world
 

is
 

more
 

intense.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world
 

today
 

is
 

unprecedented
 

compared
 

to
 

any
 

stage
 

of
 

human
 

development.
 

It
 

is
 

the
 

most
 

complex
 

and
 

poses
 

greater
 

challenges
 

for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we
 

must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regularity
 

and
 

purpos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its
 

inherent
 

unity 
 

and
 

provide
 

political
 

guarantees
 

for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and
 

provide
 

majestic
 

force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dhere
 

to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as
 

the
 

core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ovide
 

basic
 

value
 

guidelines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dhere
 

to
 

development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provide
 

continuous
 

power
 

suppor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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