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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谢富胜 王 松

[摘 要]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首要内容。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有效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要完善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根本上保

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要勇于自我革命，解决好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提高党领导

经济工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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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把“坚持党对一

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第一条基本方略；2017年底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及其内涵，坚持加强党对

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

着正确方向发展是其首要内容。关于如何理

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坚持加强

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如何贯彻和

保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理论界

进行了深入研究，很多学者从党对一切工作

的领导、党的性质、经济新常态等视角出发，

探讨了“党是领导一切的”重要性和意义，但

这些研究并没有对“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进行具体阐释。习近平多次强调改

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

改革，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要不断完善领导体制机制，勇于自我革

命，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我们

应当整体把握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

一领导的内在逻辑，深入领会其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内涵和方

法论意义。

一、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

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符合社

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确保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要求坚持加强党的集中

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

核心作用，处理好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保

证发展目标如期实现。

（一）保证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必须坚

持党的领导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正确方向发展的

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在马克思

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以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

律为条件自觉推进的发展过程。[1]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共产党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正确抉择。确保市场经济发展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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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方向，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强党的领导。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夺取
政权后自觉建立起来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加
快创造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要求无产阶
级政党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发
挥主观能动性。但人的主观认识在一定时期、
一定范围内可能存在偏差，会导致错误，必须在
实践中不断总结规律性认识。从国际范围来
看，人类社会仍然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
渡的伟大时代，社会主义力量还比较渺小，资本
主义力量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还比较强大。从国
内看，尽管经过 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生
产力有了巨大发展，但是离“形成普遍的社会物
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
能力的体系”[2](p.104)还很远，我们仍然处于“物的
依赖关系”阶段，仍然处于需要发展市场经济，
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阶段。我
们要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
际，不能超越现实的阶段。我们要在社会主义
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实现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
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
既要防止出现“左”的错误，也要排除右的干
扰，要始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改
革，这必然要求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在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建设取得了
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
差距扩大甚至经济发展速度下行等不少问题，
导致人们产生一些片面盲目的思想认识。例
如，将这些问题归结为市场化不足或市场化过
度，否定国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两种倾向。如
果不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只讲社会主义不
讲初级阶段，就有可能超越阶段，走上封闭僵
化的老路；明确市场经济改革的基础和前提是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如果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
会主义，容易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
经济的辩证关系，坚决抵制只强调一方而否定
另一方的错误倾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这两种倾向都是存在的，解决这两种倾向，“改
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
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3](p.9)把握改革的

方向，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才能坚持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4]

（二）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

要特征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发挥党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5](p.118)在社
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
经济的优势，克服其内在缺陷，这要求坚持加
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统揽
经济工作大局，谋篇布局不同层次、不同阶段
的发展规划，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表明，市场调节具有价
格信号灵活、鼓励公平竞争、激发主体活力等
优势，能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极大推动生产
力发展；但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自发
性、盲目性、滞后性、浪费性等缺陷，对经济平
稳运行和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作为一种
经济运行方式，市场经济与不同社会制度相结
合，其优势和缺陷会呈现出不同的特殊性。市
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是自发形成的，它催
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解放了生产力。
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
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
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p.36)但市
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加剧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
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带来寡头垄断、贫富
分化、阶级对立、金钱政治、经济危机等资本主
义制度难以调和的矛盾。市场经济是一种与资
本主义私有制浑然融为一体的经济运行方式，
要使之能够像发展资本主义生产那样推动社会
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
义有机地融为一体。[7]激烈的市场竞争、跨国
公司扩张、资本兼并重组等因素深刻影响所有
制结构变化，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可能会瓦解
社会主义公有制，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法
学幻想，这须要有意识地自觉调控。[8]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生
产力解放和发展，同时要克服其在资本主义条
件下的根本性缺陷，防止其对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造成破坏性影响。这要求用“有计划的自觉
的组织”代替“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
态”，[9](p.633)制定和实施指导性发展规划，减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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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行政干预，统筹兼顾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
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引导资源配置到效
率更高、国家发展更需要的地方去，促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发展。大的统一规划涉及社
会经济中的诸多关系，这就要坚持加强党对经
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在经济建设中
的统筹、协调和动员能力，才能从整体上有效
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
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弥合分歧、凝
聚共识、集思广益、形成合力，使改革发展成果
惠及全体人民，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
进步。在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过程中，根据经济领域不同层面的问题，把脉
开方、对症下药，把长远制度建设同解决当前
突出问题结合起来、把顶层设计与试点探路结
合起来、把破除体制机制顽疾同解决新出现的
矛盾问题结合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我
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
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
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正是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我们不断把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引向深入，积极主动融入世界经
济体系，推动我国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经济
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确保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
向前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

（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辩证地看

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证我国经济沿
着正确方向发展，实现改革发展目标，必须辩
证地看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充分发挥经济和
政治两方面的优势。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
体制结合起来，为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
提供了一种有效形式，[10]为解放发展生产力、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
要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
现，二者相互作用、对立统一。马克思主义认
为，在经济上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差别
产生了政治上的阶级关系，导致国家和政府的
出现，而政治的基本内容是进行阶级统治，要
运用国家政权巩固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经济基

础，建立与之相符的经济制度及其运行体制机
制。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生产社会化，内在要求
增加国家的经济职能，通过政治方式引领和推
动经济改革发展。毛泽东强调：“思想工作和
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
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11](p.351)在无产
阶级政权建立以后，我国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
制的经济基础，并在实践中探索出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实行市场经济运行方式。这一过程中，中国共
产党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统一起来，将政治与经
济的辩证法贯穿始终。一方面，发挥社会主义
制度的政治优势，逐步推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的渐进式转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向前发展，要求推进国家和政府职能机构
体系改革，确保政治和业务的统一，形成符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体系。

只有发挥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优势，才能
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发展，如期实现改
革发展目标。毛泽东指出：“不注意思想和政治，
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
术家，很危险。”[11](p.351)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想实
现跨越式发展，大踏步赶上发达国家，“政治同
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12](p.282)我们要将政
治与经济的辩证法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全过程，[13]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
势，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改革，调
动各方面积极性，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
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当前，我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我们将沿着“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指引的方向，开启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
程。只有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才能将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优势转化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才能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二、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
领导体制机制

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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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抽象的，要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体现于
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这要求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完善各项领导体制机制。党和国家
机构职能体系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制度
保障，包括各项工作体制机制、职能机构、权责
规范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进一
步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和机构职能
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全面提高党
领导经济工作水平。

（一）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建设取得

重大进展

坚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
统一领导，要在体制机制上保证充分发挥党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八
大以来，加强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建设取得重大
进展，形成了从领导小组到专项小组、从集体学
习到工作会议的一系列推动政策制定、协调和
落实的工作体系，使党中央决策与国务院政策
相配合，各部门纵向问题与各地方横向问题相
协调，强化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职能和本领。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做好经济工作的传
统优势，是党领导一切原则在经济工作中的具
体体现。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坚持加强党的
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推进“一化三改”，毛泽东指
出，党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
这样”。[14](p.44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
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
革开放，邓小平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
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15](p.391)但由于一个
时期片面理解和执行党政分开，一些领域党的
领导弱化，出现否定、削弱、淡化党的领导的现
象。[16]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党对
各领域各方面工作领导，对坚持党的领导旗帜
鲜明、立场坚定，树立起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的权威，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的状
况，[17]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
导向、突出重点领域、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党对
经济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聚焦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

节，搭建起整体谋划、专项突破、党政统一的工
作总框架。党中央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下设六个专项小组，并成立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着力解
决经济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国务院
成立了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金
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等，将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
实到具体工作中。加强和改善党中央对经济
领域重大工作的领导，完善制度，充实力量，突
出重点，注重落实。党中央经常组织集体学习
和审议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形
成每季度分析研究经济形势的制度，同时定期
研究部署重大战略问题。中央财经委员会（原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党中央领导下，研究确
定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针和政
策，研究提出处理重大财经问题、重大生产力
布局、重大建设项目的原则和措施。[18](p.315)对
确定事项，通过随之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大工作专题
会议作出全面部署并推向落实。这些体制机
制确保党统领经济工作大局，有效破除了部门
分割、地区分割、条块分割的体制机制障碍，推
动解决了各类重大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仍存在一些

体制机制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
历史方位，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任务更加艰巨，
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对党和
国家机构设置及职能配置提出新要求。党和
国家机构是实施党和国家职能的载体，党和国
家职能决定党和国家机构的设置，要随着职能
配置的改变而调整。党中央、国务院组建的领
导小组及召开的工作会议主要是进行重大问
题决策和政策协调，还需要通过党和国家机构
进行贯彻落实。这一执行过程是党和国家职
能的体现，要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
系，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党和国家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履职能力
与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不
少问题。比如，一些领域党政机构重叠、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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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一些政府机构
设置和职责划分不够科学，职责缺位和效能不
高问题凸显，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一些领
域中央和地方机构职能上下“一般粗”，权责划
分不尽合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市场机
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
济体制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体制性障碍，特别
是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市场和社会发挥作
用还不够充分，有些该管的事没有管好或管到
位，有些该放的权没有下放或放到位，对微观
经济事务干预过多过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职能比较薄弱，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等现象时
有出现。在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过
程中，当前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仍
然比较薄弱，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的体制性
障碍仍然一定程度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的基本民生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受过去片
面理解和执行党政分开的影响，党和国家机构
职能体系中仍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问题，确保党
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机构设置
和职能配置还不够健全有力。[16]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变化
新情况，要进一步完善坚持加强党的制度和领
导体制机制，形成系统完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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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党的领导全覆
盖，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要从党和国
家机构职能体系上为引领和推进改革开放提
供保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继续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保障，着力解决好事关全
局、事关长远的体制机制问题。这将有力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和改善
党的领导，保证将党的领导主张和重大决策部
署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效果，全面
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更好适应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

（三）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

体制机制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切实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
工作。[18](p.315)这要求贯彻落实党领导一切原
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完善党对经济工作
的领导体制机制和方式，推动党和国家机构职
能体系改革，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建
设取得重大进展，设置了一系列中央领导机
构，但保障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的制度和体制机制仍有待完善。党的十九届
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方案》，强调把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贯穿改革各方面和全过程，对完善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的制度做出具体部署。对于经济领域
重大工作，要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
证履行党的经济领导职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

第一，要加强顶层设计，以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为统领，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
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
的能力和定力，从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
置上进一步保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例如，将中央财经领
导小组改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从政策协调平台
升格为重大工作决策机构，把党领导经济工作
的这一体制机制和方式确立为更加长效、稳定
的制度规范，确保党中央始终统揽经济领域重
大工作。

第二，要从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
体制机制、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
地位、更好发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统筹设置
党政机构、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五个方面入手，优化党的组织机构，
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
有力。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本地区经济工作的
领导，把握客观规律，结合地方实际，把中央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18](p.315)要推行权力清单制
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形成科学有
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体制。

第三，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科学设置机构、合理配置职能、统筹使用
编制、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健全依法决策、监督执行、
保障落实的体制机制，推动政府宏观调控体系
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
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
境保护职能，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职能，全面提
高政府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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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勇于自我革命 提高党领导
经济工作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

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勇于自

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

最大的优势。面对新形势下的诸多考验和危

险，我们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

使命，必须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

题，始终跟上时代、实践、人民的要求。在现代

化建设的社会革命中，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

打造和锤炼自己，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抓

住抓好领导干部，加强学习，不断提高党领导

经济工作的能力，更好地把握经济规律和保证

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使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始

终正确而有力。

（一）统筹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社会革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对经济、政治、

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根本性变革，目的是破

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与经济基

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推动社会实现巨大变革

和巨大发展。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是辩

证统一的，社会革命的艰巨任务和深刻变化要

求党保持勇于自我革命的自觉和勇气，党的自

我革命能够引领和推动社会革命。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伟大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

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勇气，统筹推进两大革

命，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一大

纲领就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

命。在革命实践中不断自我锤炼、自我提高、

自我革命，使中华民族解放斗争事业一次次转

危为安，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

倾错误，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共产党

实现思想政治组织路线的自我革命，中国经济

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40年高速发展，

中国人民实现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并逐渐富起
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外部环境和经济发
展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大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统筹推进两大革命，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
航向，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性的成就，引
领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
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迈向强起来的新征程。

在新的历史方位，全面深化改革和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
的新挑战，对党的能力和定力提出新的要求。
同时，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
种因素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党面临
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更加复杂和严峻。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
人。新形势下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
关键在于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
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特别是
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敢于直面和彻
底根除党自身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敢于向
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
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
利益固化的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
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
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
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给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注
入生机活力。

（二）在政治思想组织上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要求正视党自身存在
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从思想上建
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
调一致向前进，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
强保证。

保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切实
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首先要在政治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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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党要带领人民有效应
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
决重大矛盾，必须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宗旨，这
是党继续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的法宝。恩格
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
展阶段；在每一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
来，不再前进。”[19](p.393)他们停下来的根本原因
是理想信念缺失，丧失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革命理想的追求，甚至走向党和人民革命事业
的对立面。面对新形势下发生的深刻变化，全
党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理想信念，坚
定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始终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有效途径是自觉加强学习，各级领导干部
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
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
理论水平，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宗旨筑牢抵御各
种风险、挑战的思想基础。全党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先
进理论武装头脑，在实践中加以自觉运用和检
验，不断提高攻坚克难、化解矛盾、驾驭复杂局
面的能力。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把党的自
我革命和社会革命推向前进。

加强和改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
央关于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各项具体部署
落到实处，必须加强组织体系建设。党的力量
源于党的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
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党的自我革
命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增
强党的组织优势。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
要确保党中央各项具体部署得到坚决贯彻、
落到实处。这要求加强组织体系建设，特别是
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有效组织动员人民群
众。毛泽东强调“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
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要“把群众力量组
织起来”。[20](p.930)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
作和战斗力的基础，直接影响党的决策部署落
实和党的建设的质量。党的自我革命，要着力
解决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使其
真正成为党在社会各层面的战斗堡垒，激发基

层活力和创造力，强化组织优势。只有基层党
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
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3](p.171)我们党有
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8900多万名党员，能够
深入经济工作的各条战线，发挥战斗堡垒和先
锋模范的作用。要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凝
聚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实现资源集中、力量
集中、优势集中，汇聚成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
革命的强大力量。

（三）自我革命要抓住抓好党的领导干部

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要坚持抓“关键
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结合，重点是抓住抓
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党的干部是党
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毛泽东指出：“政治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1](p.526)

领导干部要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廉洁自律、担
当负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我们
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气力抓紧
抓好管党治党，实现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

抓住抓好“关键少数”，要求领导干部信念
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
硬，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强制度治党，推动党
的自我革命。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
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
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
照着做。[22](p.94)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
养，自觉按党提出的标准要求自己、磨炼自己、
提高自己。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
部要深刻认识自己的特殊重要性和肩负的重
大责任，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领导干部
必须具备的六项基本条件，提高自身素质和能
力，经常检查和弥补自身不足。特别是要在坚
定理想信念、坚持实事求是、推动科学发展、密
切联系群众、加强道德修养、严守党的纪律等
方面为广大党员作出表率，[22](p.93)做到率先垂
范，以上率下。另一方面，要扎紧制度的笼子，
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制约和监
督。制度建设是从严治党的保障，要从制度设
计与严格执行上推进管党治党。要落实党委的
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加强对干部经常
性的管理监督，形成对干部的严格约束，[22](p.110)

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各级党组织要严格
执行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规定，坚持执行民主
集中制，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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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不断强化领导干部的
底线意识、红线意识、责任意识、带头意识。

抓住抓好“关键少数”，必须加强领导干部

的能力建设，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面

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和艰巨繁重的任务，我

们必须拥有更多政策水平高、专业能力强、实践

经验多、善于做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才。[18](p.315)要

认识到在党内相当一个范围、相当一个时期还

存在缺乏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本领，各级

领导干部要有本领不足的危机感，[18](pp.316-317)自

觉加强学习，在实践中不断增强本领。首先，

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

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18](p.320)“马克思的

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

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23](p.62)领导干部要通过

学习、实践等方式尽快进入角色，围绕经济社

会发展重大问题加强学习和调研，不断提高推

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

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成为领导经

济工作的行家里手。其次，要坚持法治思维、

增强法治观念，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本

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要

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法治经济的本质要求

就是把握规律、尊重规律。各级领导干部要

提高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本领，深入把握和自觉

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

使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更加自觉、更加有效、更

加科学。[18](p.322)领导干部尤其要带头依法办

事，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

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用法治引领和推动市

场经济改革。[24]最后，要选准干部、树好导向，

落实好干部标准。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从

选拔、任用、考核、培训等多方面入手，严把德才

标准关，在各级班子中配备懂经济特别是具备

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干部，培养选拔一大批政

治强、懂经济、会管理的领导干部，全面提高党

领导经济工作的专业化、科学化、法治化水平。

总之，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的首要内容。这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

论，从把握改革方向要坚持党的领导、完善体

制机制以加强党的领导、勇于自我革命来改善

党的领导三方面构成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科

学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建设好和发展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

领导，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行动指

南。只有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才能保证我国经济沿正确方向发展，才

能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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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ing the Socialist FactoHighlighting the Socialist Factors in Chinars in China’’s Ecos Economic Miracle and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nomic Miracle and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On Some Basic Issues of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On Some Basic Issues of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Through
the 70 years of New China and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 have achieved a series of major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the realization of a
long-term high-growth economic miracle and a new era of national prosperity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socialism and the accomplishments are achieved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We should highlight the socialist factors in China’s economic miracles and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since they are supported by unique institutional superiority.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 series of socialist factors and unique advantages such as China’s socialist system, China’s socialist economy and
politics, socialist market and government,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internal planning,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and non-public economy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world economy, domestic market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purposes of socialist 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dynamics, socialist workers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ist economic practices and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ies. (Cao Yong-xin)
A Discussion on Several Theoretical Issue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A Discussion on Several Theoretical Issue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Marxism observes that socialism is a sublation of capitalism. Rather than falling from
the sky, the former emerged from the old system, and was sure to dialectically inherit some useful elements from the latter. In particular,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needs to scientifically abandon the analytical categories and economic forms commonly adopted by market economy which
includes the new connotation to capital, surplus value, capital personalization, and the reality-based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ome forms of capital
market economy to serve the new economic prosperity. It is a great advantage and an important law of socialism to be good at scientifically inheriting the heritage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innovating in new practice. We should strictly distinguish sublating the form of capitalism from taking the path of capitalism.(Yang
Cheng-xun)
On Adhering to Strengthening the PartyOn Adhering to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in Economic Work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in Economic Work：：Adhering to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in economic work is the primary content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economic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Only through
adhering to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economic work could we ensure the correct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give play to the Party’s core leadership in overall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and combin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market economy.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economic work, we must improve the working system and methods,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Party and state
institutions,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o fundamentally guarantee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economic work, we must be brave in self-revolution, solve the Party’s own problem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party construc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Party’s working capacity of leadership in economy.(Xie Fu-sheng and Wang Song)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Xi Jin-ping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Financial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s Socialist Financial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A series of reform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from the“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to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from the Central Financial Work
Conference to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from the announcement of establishing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oard to the reform of the financial supply side, suggests that
Xi Jin-ping’s socialist financial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has gradually emerg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philosophy,
it concerns five main aspects: first,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e, namely from the important statements of“ finance is a country’s important core
competitiveness”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financial supply-side reform; second, the philosophical essence of the nature of finance which refers to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finance and entities and the idea of deciphering inclusive finance and green finance; third, the
China’s financial concept of“confidence, openness and innovation”; fourth, the awareness of preventing major financial risks; and fifth, the China’s
program of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from zero-sum game to harmonious win-win cooperation. They are the results of sinicizing Marxist financial
theorie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s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finance for financial innovation studies in the new era can supplement
and improve Xi Jin-ping’s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Shen Wei-zheng and Sun Hong-jun)
Marxist Classic WritersMarxist Classic Writers’’Theories of Reforming and Transform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and Their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Theories of Reforming and Transform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and Their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The r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modes was one of the concerns of Marx and Engels. Marx and Engels deeply
realized that peasants, especially small peasants with a large proportion, were one of the sources of strength for the proletariat to defeat the bourgeoisie.
Consequently, Marx and Engels in their works and articles made a 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the r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f small peasant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modes. On the basi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Russia, Lenin inherite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 and Engels’
theories of reforming and transform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modes and advocated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to promote the peasant collectiviz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of the proletariat. Mao Ze-dong creatively applied Marxist
theories of reforming and transform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modes and advocated that millions of farmers should be“organized”through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and collectiv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laying a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The above Marxist classic writers’theories of reforming and transform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mod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forming and innovating socialis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mod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for realizing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peasant production and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Xu Tian and Su Zhi-hong)
A Study of Xi Jin-pingA Study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Public Opinion of News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Public Opinion of News：：Public opinion of news concerns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ulse of the
times and is a major event of good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Since China enters the new era, Xi Jin-ping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work of public opinion and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d on the view of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specific
contents of the view of journalism in the new era, Xi Jin-ping clarified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fundamental tasks and functions of public opinion of
news in the new era, with a focus on the Party’s view of public opinion; on the basis of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view of journalism in the new era, Xi
expounds the important role of promoting media integ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and disseminating the view of journalism. As China becomes further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he focuses on the international value of the view of journalism in the new era. In the new circumstance, Xi’s exposition on public opinion
of news has important value of the times.(Zhang Xian-zhi)
The Mainstream Value Communic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e Mainstream Value Communic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haping and ConstructionReshaping and Construction：：The mainstream value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aces severe challeng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generally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thics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cultural industry carries the functional attributes of disseminating the mainstream value of the society. It
should be driven by deep learning and cognitive computing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big data and knowledge guidance,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audiovisual images to achieve the integrated production, vivid interpretation, and updated display of mainstream values and cultural contents. On the basis of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open-mindedness and precise intelligence, we should change the“one-size-fits-all”model of
mainstream value distribution and dissemination to diversify the means of disseminating the mainstream value by cultural industry. Through the scientific and
intelligent experience technology, we can establish a self-organizing mechanism to guide, feedback and reproduce in the consumption link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mainstream value to reach the hearts of consumers of cultural products silently through the resonance of emotion and thought.
Emphasis should also be laid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capacity and system for China’s mainstream values to realiz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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