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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为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难题和挑战袁 在经过
充分调研和科学论证后袁站在全局和时代高度袁吹
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结号遥 全面深化改革是社
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袁 是社会主
义蓬勃发展的根本要求袁 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必然选择袁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的前进动力遥 值此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袁研
究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性袁 对于全党全国人民达
成广泛共识袁 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伟大实践具
有重要意义遥
一尧 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社

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尧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袁在对人类社
会的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后袁 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基
本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尧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
础之间的矛盾袁 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是整个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袁 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的根本动力遥 在社会基本矛盾中袁 生产力是最积
极尧最活跃尧最具革命性的因素袁它在人类历史发

展中起主导作用袁 其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及上
层建筑作相应变化袁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袁从而
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遥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
观规律袁 决定了人类历史是从低级向高级无穷发
展的进程及社会形态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更替的

基本趋势遥根据这一客观规律可知袁社会主义是迄
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高级最先进的社会形态袁它
所具有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是其他社会形态无可比

拟的遥 而其优越性和先进性体现之一便是社会主
义制度可以通过自我完善和自我变革来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袁 而其他社会制度则必须通过外在暴力
革命才能解决这一问题遥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袁
社会主义社会只是其中一个阶段袁 它也要遵循人
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袁由低级向高级尧由不成熟
向成熟尧由不完善向完善不断发展遥因此社会主义
制度建立之后袁并非完美无缺尧一成不变遥 尤其是
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力落后尧 经济文化都不发达
的国家时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尧上层建筑的某些方
面尧某些具体环节的不成熟尧不完善将变得更加突
出袁 以致于不能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
性和优越性遥在这种情况下袁社会主义制度只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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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我完善袁才能促进生产关系尧上层建筑进一步
与生产力尧经济基础相适应遥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弃
旧图新的过程袁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遥改革作
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变革和自我完善的形式袁是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尧变化的客观必然趋势袁也是社
会主义逐步成长和日趋成熟的必经之路遥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启者的习近平袁 深刻认
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必然要求改

革遥他指出袁只有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
观察袁 才能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性和重
要性遥 野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袁就是要适应
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遥
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袁 所以调整生产关
系尧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遥改革
开放只有进行时尧没有完成时遥 冶咱1暂同时袁习近平还
创造性地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运用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中遥他认为袁虽然社
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物质生产袁 但上层建
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袁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之间尧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并非是单线式的
简单决定和被决定的逻辑关系袁 它们之间有着作
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遥 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
定袁 就是因为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仅靠单
层次尧单领域的改革已无法解决袁必须依靠各领域
全方位的改革才能解决遥野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
中不适应的问题袁 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
问题袁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遥 冶咱1暂野我们要勇于全
面深化改革袁 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
产力发展活力袁 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
基础发展要求遥 冶咱2暂可见袁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
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遥
二尧 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蓬

勃发展的根本要求

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袁 社会主义只有
不断改革袁才能蓬勃发展遥

渊一冤列宁斯大林改革取得的历史成就证明社
会主义发展需要改革

19世纪 40年代袁马克思尧恩格斯创立了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遥 20世纪初袁列宁领导俄国人民把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袁 建立了第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遥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袁面对国家经

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情袁 列宁强调要通过改革来
提高劳动生产率袁指出院野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袁
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袁 随着剥夺
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

决袁 必须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
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袁这个根本任务就是院提
高劳动生产率遥 冶咱3暂渊P290冤在按照马克思尧恩格斯对未
来社会的设想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袁列
宁转而通过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尧 允许国家
调节下进行自由贸易尧 国营企业恢复奖金制和计
件工资制尧实行租让制和租借制尧利用外国技术和
资金等新经济政策改革措施促进了苏联经济的恢

复和发展遥列宁逝世后袁斯大林继续对苏联进行社
会主义改革袁实现了国民经济计划化尧农业集体化
和国家工业化袁 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
先进的工业国袁 同时也形成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经
济尧政治尧文化尧科技尧教育等体制模式遥之后袁这种
野苏联模式冶 被其他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照搬照
套袁并在一定时期取得一定成效遥

渊二冤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教训表明
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改革

到 20世纪 80年代袁世界政治格局已经从 70
年代的三个世界鼎立发展为 80年代东西南北关
系的交错袁 时代主题已从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
与发展袁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和较
量的重点也从过去的军事抗衡转到经济尧政治尧科
技方面的竞争遥 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已
随着时代的发展凸显出严重的缺陷和弊端遥 在这
种情况下袁 社会主义内部不仅产生了改革的客观
要求袁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袁必然要把更新和转换
体制的任务提到改革层面上来遥 这时的社会主义
国家只有适时进行改革创新袁大力发展经济尧提高
综合国力袁 才能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遥然而苏联尧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有的不思
进取袁坐失改革良机曰有的反复多变袁浅尝辄止曰有
的虽进行了改革袁但或被外来力量扼杀袁或由于理
论不足导致决策失误袁使改革误入歧途遥

以苏联为例遥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袁赫鲁晓
夫曾对高度集中统一的野斯大林模式冶进行改革袁
通过精简机构尧下放中央权力尧扩大地方自主权尧
改革工农业管理体制等措施打破原有的体制袁使
苏联国力日益增强袁 但由于赫鲁晓夫及其后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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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旧有体制存在的弊端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袁尤
其是其后继者们改革思想的僵化与保守袁 始终没
有放弃高度集中的政治尧经济管理体制袁同时没有
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应有

的地位上袁 无法做到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及时调整
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

素袁使改革没有触及到关键环节遥虽然苏联进行了
多次改革袁但改革还是不彻底尧不成功袁经济发展
没有后劲尧失去活力袁人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袁从
根本上动摇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根基袁 最后在
野资产阶级自由化冶思想影响及戈尔巴乔夫野新思
维冶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袁苏联最终走向不归路遥

20世纪 80年代后袁 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除
个别国家安于现状未改革及少数国家改革被苏联

遏制外袁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对体制进行了改革遥但
和苏联一样袁由于改革未触及到关键环节袁没有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袁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袁使人
民群众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袁产生了野改制冶
的思想遥 原波兰党中央最后一任第一书记拉科夫
斯基在谈到波兰演变教训时指出院野波党失败的最
根本原因就是经济没有搞好袁 对于执政的共产党
来说袁经济建设搞好了袁其他一切问题都办好遥 经
济搞不好袁群众不拥护袁说话没人听袁就有丧失政
权的危险遥 冶咱4暂渊P396冤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表明院社会
主义国家如果不改革袁不发展经济袁不改善人民生
活袁就只有死路一条遥

渊三冤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功经验证实社会
主义发展需要改革

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也是充满泥泞和

曲折袁今日经济之所以能够飞速发展尧国际地位和
影响力日趋上升袁 这都得益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时拨乱反正袁 作出改
革开放的决定袁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遥 邓小平
指出院野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尧 强权政治的压
力袁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袁关键就看能不能争
得较快的 渊经济冤 增长速度袁 实现我们的发展战
略遥 冶咱5暂渊P356冤然而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袁中国与苏联尧
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袁受到西方野资产阶级自
由化冶思想的冲击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袁以极其清醒的头脑排除各种干扰袁始终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袁坚持改革开放袁按照野解放思想尧实事
求是冶的思想路线袁突破观念和体制障碍袁摸索出

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遥 经过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袁 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袁 国内生产总值由 1978年的 3678.7亿
元上升至 2018年的 900309亿元袁 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遥生产生活资料极大丰富袁
综合国力大幅提高袁 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困
到温饱再到全面小康的跨越式转变袁 国际影响力
日益增强袁社会实现了从贫穷尧落后尧封闭尧缺乏活
力到富强尧 文明尧 开放尧 充满生机的历史性巨变
噎噎这一切只用了短短的四十年时间袁 被称为世
界发展史上的奇迹袁 而这一奇迹就是中国共产党人
实施改革开放创造出来的遥 对于改革开放在中国社
会主义发展中的历史方位和作用袁 习近平指出院野党
靠什么来振奋人心尧统一思想尧凝聚力量钥 靠什么来
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钥 靠什么来实
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尧 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
得比较优势钥 靠的就是改革开放遥 冶咱6暂渊P132冤野改革开
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袁 正是这个伟
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

造.......今后,我们要坚持走这条正确道路,这是强
国之路尧富民之路遥 冶咱7暂渊P2冤纵观世界社会主义的发
展史袁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到现在袁已走过了 170
年的风雨历程遥在这期间袁既有因为革故鼎新而高
歌猛进尧迅速崛起的袁也有因为僵化封闭而最终走
向穷途末路尧 亡党亡国的遥 这些历史经验教训表
明院 社会主义要在与资本主义制度较量竞争背景
下生存尧发展并战胜资本主义袁关键要靠不断改革
创新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袁提高生产力袁创造出高
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遥也就是说袁改革是社会
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本要求袁 是社
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法宝遥
三尧 全面深化改革是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

中国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袁 走了不少
弯路袁付出了沉重代价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及
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成功后袁 毛泽东开始对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积极探索遥 但在急于求成的
野左冶倾错误思想影响下袁毛泽东忽视客观经济规
律袁夸大主观意志作用袁轻率地发动了野大跃进冶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袁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遥虽然
党和国家之后对经济进行了调整袁 但随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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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和扩大化袁最终酿成野文化大革
命冶遥 十年期间袁中国的文化尧政治尧经济等体制受
到严重破坏袁社会秩序混乱袁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
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遥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袁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袁 在充分认识和把握
当代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尧 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袁 作出改革开放
这一历史性决策袁 开创了一条既不同于传统的社
会主义道路尧也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迥然不同的尧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遥然而袁这条道
路也并非一帆风顺袁 期间也伴随着改革还是不改
革尧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尧姓野资冶还是姓
野社冶等的争论与疑虑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倍受质疑情况下袁 顶着压力回答了关
于走这条道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袁 消除了人们的
争论和疑虑遥经过四十年的实践后袁中国经济得到
飞速发展袁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袁人民生活水平大幅
提高袁国际地位不断上升......遥 依靠改革开放这一
重要法宝袁 中国共产党向世人证实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
野改革开放以来袁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袁不断艰辛探
索袁 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
路袁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遥 这条道路就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遥 冶咱8暂渊P35冤野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院只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尧 富强中
国袁 这是一条通往复兴梦想的康庄大道尧 人间正
道遥 冶咱9暂渊P30冤

从中国现实实践和历史逻辑来看袁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是改革开放袁 因为正是实行
了改革开放政策袁 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袁
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如此蓬勃的生机和

活力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是一个问题
的两个侧面遥 可以说袁 没有改革开放袁 就没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袁必然
要坚持改革开放遥基于此袁习近平刚任总书记时就
指出院野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
开放袁 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
放噎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产生袁也
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遥 冶咱7暂渊P1冤随后又指出院
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袁是我
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

宝袁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
路遥 冶咱7暂渊P3冤习近平这一系列论述都表明院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分不开袁 全面深化改革是坚
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遥
四尧 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梦的前进动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任务

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遥 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袁 就意味着中国的发展
水平必须再登三个新台阶院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遥那么袁中国靠什么来再登三个新台阶钥毋
庸置疑袁靠的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袁这是由中国所处
的国际发展形势和现实国情决定的遥

渊一冤国际发展形势要求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袁世界发展潮流要求全面深化改革遥在全

球化背景下袁改革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袁是世界发
展的潮流遥无论是哪个国家还是哪个民族袁面对全
球化浪潮袁要生存和发展袁必然要改革遥 野纵观世
界袁变革是大势所趋尧人心所向袁是浩浩荡荡的历
史潮流袁顺之则昌尧逆之则亡遥 领导我们这样前无
古人尧世所罕见的伟大事业袁最要不得的是思想僵
化尧固步自封遥 冶咱7暂渊P9冤处于改革浪潮中的中国在经
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情况下袁 在面对激烈的
国际竞争时袁 必须主动改革开放以增强国力和扩
大世界交往袁 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
断推向前进遥 21世纪已是改革与创新的时代袁全
面深化改革是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选

择遥
第二袁国际不利形势要求全面深化改革遥当前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正在持续深入发展袁国
际政治体系结构和国际政治力量对比虽然有很大

变化袁 但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并没有
得到彻底改变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遥国
际金融危机后袁 世界处于大调整大变革大发展时
期遥 一些新兴国家迅速崛起袁如中国尧巴西尧印度
等袁而美国尧日本等一些老牌发达国家地位下降袁
新旧力量的相互挤压袁使大国关系日益复杂化遥尤
其是中国袁 自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
来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对中国进行遏制
和包围遥在经济方面袁虽然世界各国已基本摆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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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袁经济已得到复苏袁但一些发达
国家经济复苏基础条件薄弱袁 致使各种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袁不断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袁使中国等出口
大国深受其害遥 自 2009年起袁就有十几个国家对
中国出口的产品进行贸易调查和起诉遥此外袁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不断逼压人民币汇率升值袁
使中国经济连受打压遥 在舆论方面袁制造野中国强
硬论冶尧野中国威胁论冶袁 使其他国家对中国产生敌
意袁不与中国合作遥在政治尧文化尧外交等核心利益
方面袁寻找事端刁难中国尧打压中国袁并鼓励和支
持中国周边国家不断挑衅中国尧侵犯中国领土袁如
南海主权问题尧进出口贸易纷争问题尧西藏问题尧
对台出售军用武器尧谷歌事件等袁无一不与美国有
关曰在意识形态安全方面袁西方各种野分化冶尧野西
化冶政治图谋借着经济浪潮不断涌入中国袁冲击着
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袁新自由主义尧民主社会主义
等价值观在中国泛滥袁 严重威胁中国的意识形态
安全遥此外袁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
升使一些国家产生了不适应感袁 它们对中国产生
明显的防范心态和战略敌意遥同时袁中国的大国崛
起也让周边一些国家有所忌惮和疑虑袁 中国与周
边国家摩擦和纷争呈上升趋势袁如院与印度在边界
上的问题尧与日本在钓鱼岛上的问题尧与越南和菲
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上的问题袁 都呈加
剧之势遥这些国际危机和挑战袁无一不影响着中国
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实现遥

要化解这些国际危机和挑战袁 除了全面深化
改革袁加强经济尧军事等建设袁别无他途遥 为此袁习
近平在 2014年 2月 7日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
时指出院野当前袁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袁综合国力竞
争更加激烈袁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袁我们认为袁中国
要抓住机遇尧迎接挑战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袁从根
本上还要靠改革开放遥 冶咱7暂渊P12冤此后不久袁习近平在
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再次强调中国全面

深化改革的决心袁 指出院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前
行袁就如同逆水行舟袁不进则退遥 改革是由问题倒
逼而产生袁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遥噎噎改革
开放只有进行时尧没有完成时遥 冶咱7暂渊P13冤在习近平看
来袁只有全面深化改革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
调整袁 大力发展经济袁 同时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等袁使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成为世界强国袁巩
固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袁才能抢占先机袁掌控制

高点和主动权袁才能应对不利的国际危机和挑战袁
让世界正确认识中国和对待中国袁 使中国有一个
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袁促进野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
标的实现袁 进而推动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秩序和经
济秩序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遥

渊二冤中国的现实国情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后袁 经济虽然取

得了快速发展袁社会主要矛盾也已发生了变化袁但
与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袁 中国仍然是世
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袁 仍然处
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

有变袁 这些国情决定了中国当前的任务仍然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袁就必须坚持
改革开放遥 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
阶段袁也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遥要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袁 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当前中国
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袁 而当前中国面临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其难度之大尧困难之多袁在中外
史上都是前所未有遥如袁曾经大大推动经济快速增
长的外贸出口动力已减退袁价格低廉的土地尧原材
料尧劳动力等动力正在逐渐削减袁消费需求与投资
需求的提升又受到各种体制机制的制约袁 原来促
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制度创新动力已经惯性疲劳袁
无法释放出野红利冶遥 另外袁一些社会矛盾凸显袁如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没有理顺袁 尤其是政府对市
场不当干预过多与监管不到位并存袁价格扭曲尧行
政垄断尧权力腐败等问题依然突出曰与群众切身利
益相关的问题依然突出袁如住房尧生态环境尧就业尧
食品药品安全尧医疗尧教育尧社会保障尧社会治安等
领域问题比较多袁部分群众仍生活在贫困之中曰不
可持续发展问题仍然突出袁粗放型发展模式尧不合
理的产业结构等都亟待解决袁区域尧城乡之间发展
不平衡袁居民收入分配仍然差距很大袁社会矛盾日
益增多袁有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袁官
僚主义尧形式主义尧拜金主义尧享乐主义等问题突
出遥野难啃的硬骨头冶尧野攻坚期和深水区冶尧野险滩冶尧
野旋涡冶尧野潜流冶尧野暗礁冶尧野牵一发而动全身冶尧野牵
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冶等等袁这些词句无
论在中央文件还是学术论文中都随处可见遥

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袁习近平在不同时间尧
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袁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就是最佳
方法遥习近平认为袁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

欧晓彦院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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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evitability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OU Xiaoyan

渊School of Marxism袁 Yuzh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103,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Deepening Reform in an all-round way is a great revolution l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the core in the new historical era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t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operating rule of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in socialist society,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the flourish of socialism,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adhering to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otivation of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nevitability of deepening reform in an all-round way can help the whole party and whole country reach
broad consensus and gather strength for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great practice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inevitabilit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JinpingJinping

和挑战袁 主要是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
要求袁这既有思想观念障碍的原因袁有体制机制不
畅的因素袁也有集团利益固化的问题袁这些问题的
解决必须依靠深化改革遥只有深化改革袁破除束缚
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袁 方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尧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遥但根据近几年改革发展
的实践可知袁 光靠单项改革或几项改革已是无法
解决这些盘根错节尧 错综复杂的 野硬骨头冶尧野险

滩冶遥 当前中国不仅要深化改革袁而且要全方位深
化改革袁只有使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社会尧生态尧党建
等各个领域的改革相互配套尧协同推进袁才能真正
打破体制机制的障碍袁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袁才能
真正加快社会转型尧 推动经济增长和化解社会矛
盾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提供强大动力遥为
此袁习近平任总书记后袁直面问题袁始终把全面深
化改革作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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