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诵读专题十 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导语】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

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推

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适应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

2018 年 2 月 2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

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正确改革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推进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改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深化

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

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

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

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

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原文摘录】

周一·习近平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2019 年）

1. 强化主体责任，完善监督体系。

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高质量推进

巡视巡察全覆盖，发挥派驻机构职能作

用。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书记要强

化政治担当、履行主体责任，把每条战

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

具体、抓深入。

——习近平2019年1月11日在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上的讲话

2. 政法系统要在更高起点上，推动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加快构建优

化协同高效的政法机构职能体系。要优化政法机关职权配置，构建各尽其职、配

合有力、制约有效的工作体系。要推进政法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优化职能配置、

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让运行更加顺畅高效。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让司法人

员集中精力尽好责、办好案，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公信力。。

——习近平 2019 年 1 月 15 日至 16 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 成立退役军人事务机构，就是要加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让军人成

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合法权

益维护好，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好。

——习近平 2019 年 1 月 17 日在天津考察时的讲话

4. 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把新时代公安改革向纵深推进。要推行扁平化

管理，把机关做精、把警种做优、把基层做强、把基础做实，加快构建职能科学、

事权清晰、指挥顺畅、运行高效的公安机关机构职能体系。要树立大抓基层、大

抓基础的导向，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倾，增强基层实力、激发基层



活力、提升基层战斗力。要推出更多更高质量的服务举措，着力解决好群众办事

难、办事慢、不方便等突出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

——习近平 2019 年 5 月 7 日至 8日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

性、整体性重构。我们整体性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机构改革，重构性健全党

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系统性增强党的领

导力、政府执行力、武装力量战斗力、群团组织活力，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

家机构职能体系主体框架初步建立，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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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

——习近平 2019 年 7 月 5 日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的讲话

周二·习近平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2018 年）

1. 党中央决定，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武警部

队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这是党中

央从全面落实党对全国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

制度出发作出的重大政治决定，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习近平 2018 年 1 月 10 日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词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并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出台的很多改革

方案，如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纪律检查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法律制度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都涉及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已经在加强党的领导、推进依法治国、理顺政府

和市场关系、健全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等方面及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环

节取得重大突破。



——习近平 2018 年 2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十九届三中全会上作的《关于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稿和方案稿的说明》

3.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撑。党和国家机构属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

基础的要求。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层建筑就要

适应新的要求不断进行改革。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机构改革是一

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需要不断进行调整。

——习近平 2018 年 2 月 6 日和 28 日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和

民主协商会上的讲话

4. 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

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

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

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要深

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充分激发教育事业

发展生机活力。

——习近平 2018 年 9 月 10 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5. 我讲过，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公权力姓公，也必

须为公。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不关进笼子，公权力就会被滥

用。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国家

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公职

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

工作”。列宁强调，要提高监督

机关的地位、规格、权威，建立

起包括党内监督、人民监督、法律监督在内的监督体系，以防止公职人员成为“脱

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



——习近平 2018 年 12 月 13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

讲话

周三·习近平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2017 年）

1. 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根本出

路在改革创新。要以扩大开放、打破封

闭为突破口，不断优化体制机制和政策

制度体系，推动融合体系重塑和重点领

域统筹。把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探索军民融合发展新路

子。

——习近平 2017 年 6 月 20 日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上的讲话

2. 要统筹推进公安改革、国家安全

机关改革、司法行政改革，提高维护社

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

人民安居乐业的能力。各级党委要加强

领导，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为推进司法

体制改革提供有力保障。

——习近平 2017 年 7 月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的重要指示

3. 要坚定深化金融改革。要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

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机制。要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优

化股权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风险内控机制建设，加强外部市场

约束。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

——习近平 2017 年 7 月 14 日至 15 日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4.全军要坚定不移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深入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

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加快



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习近平2017年 8月 1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5. 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

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

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

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

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深化事业单位改革，

强化公益属性，推进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

——习近平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周四·习近平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2016 年）

1. 强化党内监督，首先要把中央和国家机关管好。派驻机构监督是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我们实行单独派驻和综合派驻相结合，实现对中央一级

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各派驻机构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派”的权威和“驻”

的优势明显增强。

——习近平2016年1月12日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

议上的讲话

2.网上信息管理，网站应负主体责任，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主管

部门、企业要建立密切协作协调的关系，避免过去经常出现的“一放就乱、一管

就死”现象，走出一条齐抓共管、良性互动的新路。

——习近平 2016 年 4 月 19 日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3. 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聚

焦研究打仗、指挥作战这个核心职能，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拓创新、

攻坚克难，努力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

机构，构建平战一体、常态运行、专司主营、精干高效的战略战役指挥体系，为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支撑。



——习近平 2016 年 4 月 20 日到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时的讲话

4. 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

深水区，到了啃硬骨头的攻坚期。要加

快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任务落到实处。要着力推进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努力在分级诊

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度

5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

——习近平 2016 年 8 月 19 日至 20 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

5. 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的总体思路是，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

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

聚焦备战打仗，着眼于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应对各

战略方向和重大安全领域现实威

胁，按照调整优化结构、发展新型

力量、理顺重大比例关系、压减数

量规模的要求，推动我军由数量规

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

多能、灵活方向发展，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

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习近平2016年12月3日在中央军委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周五·习近平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2015 年）

1. 要实现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使党内监督不留

死角、没有空白。所有派驻机构都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主业，强化监督



执纪问责，瞪大眼睛，发现问题。对党风廉政方面的问题，该发现没有发现就是

失职，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理就是渎职，那就要严肃问责查处。

——习近平2015年1月13日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

议上的讲话

2. 要强化改革创新，着力解决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

盾、政策性问题，努力形成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国

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系统完备、衔接配套、有

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

——习近平2015年3月12日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

全体会议时的讲话

3. 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同我国根本

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相适应，保持我们自己的特色和

优势。我们要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

但不能照搬照抄国外司法制度。完善司

法制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遵循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体现权责统一、权力

制约、公开公正、尊重程序的要求。

——习近平2015年3月24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

时的讲话

4. 群团领导机关要改革和改进机关机构设置、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减少

中间层次，不要叠床架屋，要更好适应

基层工作和群众工作需要。要抓好基层

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落实他们的待

遇，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基层群团组织

要立足自身挖掘潜能，善于借船出海、

借梯登高，把神经末梢搞敏感，把毛细



血管搞畅通。

——习近平 2015 年 7 月 6 日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根据改革总体方案确

定的时间表，2020 年前要在领导管理

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

突破性进展，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

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

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努力构建能够

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

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全军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以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坚决打赢改革这场攻坚仗，努力交出让党和人民满

意的答卷。

——习近平 2015 年 11 月 24 日至 26 日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