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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政策

运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推
进祖国统一

■  徐晓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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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和

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

祖国和平统一”。这充分表明，中

国共产党始终把“一国两制”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

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全局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为新时代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指明

了重点任务和基本方向。新时代的对台工作，必须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为推进祖国

和平统一提供强大制度保障。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成果惠及台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

恪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本质。习近

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

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

针，一如既往尊重台湾同胞、关爱台湾同胞、团结台

湾同胞、依靠台湾同胞，全心全意为台湾同胞办实

事、做好事、解难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

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我国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并在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中贯穿了这一思想。2018年出台的

“31条措施”和刚刚公布的“26条措施”，是我们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

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必须继续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作为决定两岸前途命运和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根本力量，一切工作都要落脚

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促进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两岸开展民主协商，能够充分尊重台湾民众意见和利益，吸纳台湾各界广泛参与
协商。图为“两岸关系与民族复兴”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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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人民，切实解决台湾同胞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台湾同胞真正体会

到大陆的关切，才能不断增强台湾同胞对大陆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不断凝聚起两岸同胞携手推进国家

统一的强大气势。

二、加强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设，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

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两步走”的重要战略

目标，也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战略目标。习

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

的重要讲话指出：“要推动两岸文化教育、医疗卫生

合作，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共享，支持两岸邻近或

条件相当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

化”。这实际上要让大陆发展成果平等无差别地惠

及广大台湾同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坚持和完

善城乡统筹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战略部署中提出：“必须健全幼有

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

系”。大陆把加强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设作为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向，是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现，也为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践平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

“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这

是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考

虑，率先在与人民利益福祉直接相关的医疗、教

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给予台湾同胞

同等待遇，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设置及法律法规

安排，落实落细“31条措施”和“26条措施”，从而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三、探索两岸民主协商体制机制，推动两岸共议统一

民主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

具体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

党革命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现代民主理念

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

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

上的重要讲话郑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

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

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

性安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强调“坚持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优势”“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

的协商民主体系”，而且还把协商民主制度纳入社会

治理体系，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

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

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

社会治理共同体。”这充分表明，协商民主制度已经

成为大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制度抓手。

协商民主制度作为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

越性的重要制度，能够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

案提供制度平台。两岸开展民主协商，能够充分尊

重台湾民众意见和利益，吸纳台湾各界广泛参与协

商，对于畅通表达、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化解分

歧具有重要作用。两岸各界应积极投入到民主协

商“两制”台湾方案的制度搭建和具体运作中来，

不断探索民主协商的体制机制，推动两岸迈向共议

“一国两制”新阶段。

综上所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新时代推进

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开辟了新境界。我们要紧扣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充分发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推进祖国和平统

一进程中的强大优势。

（编  辑：郝沛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