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目標：實現民族復興
「我們人民共和國的航船正在破浪前進，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
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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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人民共和國的航船正在破浪前進，我們比歷史
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1年多前，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65歲華誕的日子
裡，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滿懷豪情地
向世界宣告。
承載着5,000多年燦爛文明和近現代以來波瀾壯闊的
歷史，承載着一代又一代華夏兒女偉大復興的夢想，
承載着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力量，3年多來，以習近平
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挺立時代潮頭，引領「中國號」
巨輪，向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彼岸前
進……
「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
力奮鬥，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
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3年多前，中共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
面，習近平總書記的宣示，讓全世界讀懂了中國共產黨
人的使命擔當。
3年彈指一揮間。從確立「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到

提出「中國夢」，從統籌「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到協
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從把握中國經濟發展
新常態到牢固樹立五大發展理念……蘊藏鮮明時代內
涵的治國理政總體方略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為實現
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又一次歷史性飛躍奠
定了堅實基礎，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向新的境
界。
「一個夢想、兩個百年，是對『三步走』戰略思想的

重要發展，成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總體架構
的邏輯起點。」中央黨校副教育長韓慶祥說。

領導人握手 兩岸首次
從各行各業迸發出創新創業的激情活力，到各族人民

像石榴籽一樣緊緊地抱在一起，從兩岸領導人實現跨越
66年的歷史性握手，到全球華僑華人泛起深沉的家國情
愫，中國夢猶如蒼穹北斗，引領中國格局呈現千年未有
之大氣象。
3年多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戰略佈局

次第鋪展：「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共十八屆三中全
會向全黨提出了時代課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以習近平為總
書記的中共中央，以問題為導向，提出了全新的戰略思
想；「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抓住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建設「五位一體」總體佈局的「牛鼻子」，使黨和國家
各項工作的關鍵環節、重點領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
實踐邏輯更加嚴密。
3年多來，中共中央治國理政的思想內涵不斷深化。3

年時間，1,000多個日日夜夜，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運
籌帷幄、總攬全局，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
黨治國治軍全方位推進，治國理政新成就舉世矚目。

中共十八大勝利閉幕時，擺在新一屆中共中央領
導集體面前的是一道嚴峻的改革考題——好吃的
「肉」都吃掉了，剩下的大都是難啃的「硬骨
頭」。
縱覽過去3年多歲月，人們不難發現，以習近平

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始終牢牢抓住改革開放這一決
定當代中國命運、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關鍵一招」，矢力推動，蹄疾步穩。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至今，包括經濟、政治、文

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涉及
15大領域、33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的宏偉藍圖迅疾
鋪展開來，令世界為之矚目。
「這輪改革範圍之廣、力度之大是空前的！」海

外觀察家發出感嘆，「習近平的謀略和膽識讓中共
在改革的頂層設計上又實現了一次新飛躍。」

開會19次 出台百方案
截至2015年12月，由習近平總書記擔任組長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已經召開19次——
每次會議都是總書記主持，都聚焦改革任務，審議
通過一個個改革方案，提出一項項要求，突出問題
導向，突出精準發力。
3年多來，一系列難題、禁區在中共中央的統籌
謀劃中被攻破。730天、審議90多份文件、制定出
台近100項深改方案，是習近平掛帥的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立兩年來的工作單。
在深改組的統籌謀劃、強勢推進下，一些涉及深

層次利益調整、多年未有進展的改革紛紛破題。司
法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央企
薪酬制度改革、考試招生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
改革、公立醫院綜合改革、科技體制改革、足球改
革……以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頭」被一一砸
開。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

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
府作用；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強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改革創
新社會體制，促進公平正義、增進
人民福祉；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
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
制……衝破利益固化藩籬，把握全
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規律，以習近平
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引領中國打開
了發展的新格局。

軍改落地 完成強國佈局
2015年底，國防和軍隊體制改革在中央軍委改革

工作會議上一錘定音。「軍隊改革的落地，標誌着
習近平縝密構思中的強國佈局基本完成。」一家國
際知名軍事評論機構如此寫道，「中國正變得越來
越自信。」
2013年9月，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掛牌成立；一

年後，2014年 12月，國務院批准成立天津、福
建、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從先行先試的探索性試
驗，到走出一條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化道路，中
國改革扎實向前。
2015年1月，國務院印發《關於機關事業單位工

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存在了近20年
的養老金「雙軌制」宣告終結，近4,000萬「體制
內」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將同「體制外」企業職工一
樣繳納養老金。中國的改革正加速促進着各群體間
的權利公平，增進着社會的穩定和諧。
2015年10月1日起，中國全面推行「三證合一、

一照一碼」的企業登記模式，不再發放企業組織機
構代碼證和稅務登記證，企業登記手續大大簡化。
不斷加大簡政放權的力度，社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準的現代化程度在改革中穩步提升。
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察其疾

苦。2012年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以來，脫貧攻堅他
「花的精力最多」。26次國內考察，15次涉及扶
貧開發，7次把扶貧開發作為主要內容。從2011年
到2014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從1.22億人減少到
7,017萬人，累計減貧5,221萬人，相當於一個中等
國家人口的總量。

分好蛋糕 全民享成果
「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都是人民的勤務員，中央領

導是人民的大勤務員。」習近平、李克強、張德
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等中央領導
紛紛深入基層，他們念茲在茲的是億萬人民的小康
生活。
改善民生不是一時一事的政策安排，而是中國道

路的本質要求。當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
「有形之手」不僅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
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主要民生指標卻穩中有升；

企業養老金連年上漲，退休人員共享發展成果；織
就世界最大的養老、醫療、教育三張「全民保障
網」，不讓一個百姓「漏底」……全體人民在共建
共享發展中享有更多獲得感。
有尊嚴，才有幸福。司法改革深入推進，公平正
義的陽光灑遍中華大地。「身份」鴻溝不斷填平，
「新市民」與「老市民」、「體制內」與「體制
外」共享同一片藍天。人人免於匱乏、獲得發展、
享有尊嚴的光明前景日益清晰。

2014年7月8日，習近平在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指
出：「實現我們確定的奮鬥目標，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
中心，堅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斷推動經濟
持續健康發展。」
放眼全球，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已經7年多，複雜程度遠
超以往，全球經濟復甦持續乏力，發達經濟體走勢呈現分
化，新興經濟體增長反復波折。
審視國內，經濟處於「三期疊加」階段，增長新動力不

足和傳統舊動力減弱的結構性矛盾突出，一些企業經營困
難，經濟增速從2012年起放緩至8%以下。
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能力，在較大下行壓力情況下

實現穩中有進、穩中向好，是中共中央治國理政的鮮明特
點。

駕馭新常態 眼光精準
從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首次提出「新常態」，到2014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系統闡
釋，再到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入論述對經濟發展新
常態「怎麼看」和「怎麼辦」，經濟宏觀調控思路進行重
大創新，打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攻堅戰……以習近平為總
書記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經濟規律，認識不斷深化。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這是當前和今
後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也是中共中央高瞻遠
矚、審時度勢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中國發展階段性
特徵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斷。
過去依靠粗放式發展實現高增長的模式一去不復返了，

轉方式調結構是繞不過去的歷史關口，必須擯棄傳統發展
思維，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理念謀劃
發展。
加減相伴，破立並舉。簡政放權、結構調整、改革創

新，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增強供

給體系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無論是在
國內調研時，還是在參加國際會議中，習近平談及經濟形
勢總是強調「定力」和「信心」二詞。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中央城

市工作會議……一系列開創性重要會議的召開，無一不體
現出中共中央對經濟發展重大問題的精準眼光和駕馭能
力。
3年多來，中共中央以智慧和勇氣創新宏觀調控方式，

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從注重需求側到強調供給側，
對症下藥，推動經濟發展乘勢而進。
從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決定着中華民族前途命運」，到
「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
力」……創新驅動蔚然成風。數據顯示，2015年以來日均
新登記企業超1.1萬家，創新創業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增長點湧現 穩定全球
三大經濟戰略，以氣象萬千之勢謀劃經濟新藍圖：「一

帶一路」讓中國與沿線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加速推進。
京津冀協同發展形成區域新的增長極、長江經濟帶橫亘東
中西，預計能撬動數萬億元的投資大市場。
同50多個國家一道積極籌建和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建立絲路基金；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中國以開放
思維重塑新格局，不斷凸顯對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擔
當」。
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近60%，服務業佔比超過50%，

高技術產業增速明顯快於整體工業，體育產業、文化產業
等現代服務業正在迅速崛起，新經濟增長點不斷湧現。
中國依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穩定之錨」。中國經濟增

長7%左右的增量，就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年經濟總量，
當前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在30%左右，仍居全球第一。

今天，世界第一大政黨領導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正努力
破解世界最大的發展難題、走出一條人類歷史上從未走過的
道路。與此同時，黨內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
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
正是站在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3年多來，以習近平
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牢牢把握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先進
性和純潔性建設這條主線，以作風建設為突破口，思想、組
織、制度和反腐倡廉等各項建設全面推進，打出一套治黨管
黨「組合拳」，開闢了黨的建設新境界。
新一屆中共中央上任伊始即向全黨承諾：「黨風廉政建

設，要從領導幹部做起，領導幹部首先要從中央領導做
起。」

反腐無禁區 刑上大夫身
從身體力行八項規定，到全程指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

動，再到帶頭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中共中央用「講
認真」的精神、「有擔當」的行動，使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
高度結合，形成了巨大的「頭雁效應」。
嚴查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郭伯雄、令計劃、蘇榮等

嚴重違紀案件，打破「刑不上大夫」的猜想；實現中央巡
視、派駐兩個「全覆蓋」，打消「反腐有禁區」的疑慮；累
計超過14萬人因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被問責，扭轉「法不
責眾」的心態……
修訂黨內法規制定條例，編製黨內法規制定工作第一個五

年規劃，首次開展黨內法規清理，制定出台30多件重要黨內
法規……黨內法規體系不斷完善。
深化黨的組織制度、幹部人事制度、基層組織建設制度、

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先後出台30多項改革舉措，黨建制
度改革扎實推進。
中央八項規定出台3年，規範內容大大拓展，至今仍然動輒

則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持續1年，收尾不收場，
「四風」問題繼續得到整治；「三嚴三實」專題教育不斷鞏
固拓展作風建設成果，讓抓作風成為習慣。

裸官被調崗 黨紀意識強
一大批腐敗分子被清除出黨，近千名副處級以上「裸官」

被調整崗位；尊崇黨章意識越來越強，敬畏黨紀之弦越繃越
緊；抵制「四風」問題、不搞團團夥夥成為一種共識，忠誠
組織、堅守信仰成為一種自覺。
歪風邪氣少了、吃拿卡要少了、「甩手掌櫃」少了，與此

同時，樸素之風多了、服務意識多了、求真務實多了。
加強和改善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以非凡定力適應新常
態；專題研究扶貧、城市、外交等工作，為各項事業發展做
好頂層設計；高規格召開民族、宗教、統戰、群團會議和
「新古田會議」，把社會各界和廣大官兵緊緊團結在黨的旗
幟下。
在固本培元、激濁揚清的實踐中，全面從嚴治黨戰略思想

不斷成熟，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不斷推進，一個歷經近百
年的大黨正以嶄新姿態，勇立潮頭，掌舵揚帆。

中共十八大以來，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形勢、加速演
變的世界格局，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大手筆佈
局，全方位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一個承前啟後的外
交新格局基本形成，「中國號」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
台中心。
從在莫斯科4個方面闡述「這個世界」，到聯合國峰

會闡述「五位一體」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總佈局和總路
徑，從中國夢、世界夢的反復闡釋，到構建以合作共贏
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從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到
對發展中國家作出「堅持正確義利觀」的鄭重承諾，3
年多來，習近平主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在全
球範圍內贏得共鳴。
「計利當計天下利。」習近平主席提出絲綢之路經濟
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得到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
織積極響應和參與。

「一帶一路」聯繫44億人
建立400億美元絲路基金，並啟動項目運營；中歐班
列「換擋提速」、增開新開，互聯互通加速推進；從中
巴、中蒙俄到孟中印緬，一條條經濟走廊抓緊建設；一
大批多邊雙邊重大項目穩步推進……
共享發展機遇，共享發展成果，「一帶
一路」猶如兩條彩帶，將44億人口的
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
習近平3年出訪19次，歷時214天，
足跡遍及五大洲40個國家。3年裡，
100多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訪華，中
外領導人互訪越來越頻密；從亞信峰會
到APEC北京會議，一場場「主場外
交」異彩紛呈。
「習近平主席提出一種富有遠見的替

代性模式，即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這是
一種富有智慧的政治遠見。」美國前國

務卿基辛格說。
3年多來，中國聲音廣被傾聽，中國倡議備受矚目，
中國作用更被看重。「朋友圈」越來越大：同67個國
家、5個地區或區域組織建立了72對不同形式、不同程
度的夥伴關係，全球夥伴關係網絡基本成型。

中國高鐵核電 走向世界
積極推動亞太自貿區建設，同韓國、澳大利亞等簽署

自貿區協議，「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倡議逐步生根發
芽。從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應急儲備安排緊鑼密鼓推
進，到獲准加入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中國號」同各國
相向而行。從「中國高鐵」到核電「華龍一號」，中國
品牌、中國高端製造進一步走向世界。
中國領導人在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既堅持底

線，捍衛利益，也加強合作，管控分歧。
2015年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佈，將人民

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英國首相卡梅倫感嘆，中
國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發揮着
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國際體系的看法越來越具有決定
性意義。

■2015年11月7日，兩岸領導人習近平同馬英九在新加
坡香格里拉大酒店會見前握手。 資料圖片

■2016年1月1日，習近平將軍旗授予火箭軍司令員魏鳳和、政
治委員王家勝。 資料圖片

■2012年2月19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愛爾蘭觀看
足球比賽後一顯身手，主政後推動足球改革。 資料圖片

■2015年6月11日，天津第一中院裁定周永康犯受賄罪、濫
用職權罪、故意洩露國家秘密罪，判無期徒刑。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日前發表6,100多字的《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

治國理政紀實》述評，本報現全文轉載，大小標題均為本報編者所加。

2.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實現我們確定的奮鬥目標，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
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斷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習近平

3.改革：範圍力度空前
「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都是人民的勤務員，中央領導是人民的大勤務員。」 習近平

4.治黨：完善法規體系
「黨風廉政建設，要從領導幹部做起，領導幹部首先要從中央領導做起。」

習近平

5.外交：「朋友圈」漸擴大
「中國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
的作用，對國際體系的看法越來越具有決定性意義。」 卡梅倫

■2014年11月11日，「中國主場」的APEC領袖峰會閉幕。 資料圖片

■2015年12月中旬，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化解房地產庫存。
資料圖片

■2014年5月10日，習近平在河南考察中鐵工程裝備集團。他在當天和之
前一天的考察中首提「新常態」概念。 資料圖片

■2015年9月3日，習近平
在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
念儀式上閱兵。 資料圖片

■2015年6月29日，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出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儀式的各國代表團團
長。 資料圖片

■2014年11月1日，習近平到福州市軍門社區
居民邱沛霖家中看望，聽取邱家成員對社區工
作的意見，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 資料圖片

■2013年7月23日，習近平到湖北鄂州市長港鎮峒山村同部分村民座談，
了解城鄉一體化建設進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