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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會下周開 聚焦治國現代化
政治局會議討論擬提請審議文件 強調要把中國制度優勢轉為效能

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稿在黨內外一定範圍徵求意見的情況報
告，決定根據這次會議討論的意見進行修改後將文件稿提請十
九屆四中全會審議。

推進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會議認為，這次徵求意見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廣泛聽取意

見，各地區各部門各有關方面和黨的十九大代表對決定稿給予
充分肯定，認為決定稿主題鮮明、重點突出、措施有力，同時
提出許多很好的意見和建議，要全面梳理、深入研究、集思廣
益，切實把文件制定好。
會議強調，堅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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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
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增強「四個意
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堅持黨的領
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解放思想、實事
求是，堅持改革創新，突出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揚優
勢、補短板、強弱項，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
制度體系，加強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
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為實現「兩個一百
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保
證。

國慶百周年要全面實現
會議指出，堅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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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體目標是，到我們黨成立100年
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2035
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
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
分展現。
會議指出，堅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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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必須
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進行，科學謀劃、精心組織，遠近結合、
整體推進。各級黨委和政府以及各級領導幹部要切實強化制度
意識，帶頭維護制度權威，做制度執行的表率，帶動全黨全社
會自覺尊崇制度、嚴格執行制度、堅決維護制度。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

昨日召開會議，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

大問題。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會議決

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

議於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召開。

十九屆中央全會
歷次主要內容

一中全會

召開時間：2017年10月25日
主要議程：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

二中全會

召開時間：2018年1月18日至19日
主要議程：討論研究修改憲法部分內容
的建議

三中全會

召開時間：2018年2月26日至28日
主要議程：討論《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的方案》稿，討論向全國人大推薦的國家
機構領導人員建議人選和向全國政協推薦
的全國政協領導人員建議人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按照慣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
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舉行
一次，現在通常是每一屆召開七次
全會。從歷史上的四中全會召開時
間上看，四中全會多位於承上啟下

的關鍵年份，討論內容亦涉及黨和國家發展的重大
問題，因此向來就自帶「熱度」，備受關注。

十九屆四中全會的主要議程有兩個：一是中共中
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二是研究堅持和
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
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

前者是慣例，後者卻令外界感到有些意外。

慣例多聚焦某具體議題
此前，有媒體對中央全會進行過梳理分析：一

中、二中全會大多為人事議題，三中全會大多討論
改革，四中全會大多關乎黨建，五中全會大多涉及
國民經濟規劃，六中全會主題不固定，七中全會主
要是為下一屆黨代會作準備。

然而，十九屆四中全會卻並未聚焦黨建、經濟等

某一具體領域，而是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
化」若干重大問題。

在十九屆四中全會上，《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
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
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稿將提請審
議。

這份文件此前已在黨內外一定範圍徵求了意見。
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徵求意見的情
況報告，決定根據這次會議討論的意見進行修改後
將文件稿提請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

熟悉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堅持和完善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
代化」，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
的總目標。十九屆四中全會把研究這個總目標的若
干重大問題列入主要議程，頗有深意。

雖然十九屆四中全會研究的問題相對宏觀、專
業，但將對十幾億中國民眾未來生活的方方面面產
生深遠影響。

■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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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尋常議題受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國家發
展改革委昨日稱，中國將從2020年1月1日起，取消
煤電價格聯動機制，將現行燃煤發電標杆上網電價機
制，改為「基準價+上下浮動」的市場化價格機制，
這意味着內地電價的市場化改革又邁出關鍵一步。

明年起實施 暫不上浮
根據國家發改委近日印發的《關於深化燃煤發電上
網電價形成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堅持市場化方
向，按照「管住中間、放開兩頭」的體制架構，進一
步深化燃煤發電上網電價形成機制改革，加快構建能
夠有效反映電力供求變化、與市場化交易機制有機銜
接的價格形成機制，為全面有序放開競爭性環節電力
價格、加快確立市場在電力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
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奠定堅實基礎。

居民農業目錄電價不變
意見確定了5項改革措施（見表），意見要求強化
居民、農業等用電量保障，規範政府不當干預行為，
加強電力市場價格行為監管，建立電價監測和風險防
範機制，確保改革平穩實施。各地結合實際情況制定
細化實施方案，尚不具備條件的地方，可暫不浮動，
按基準價執行。實施「基準價+上下浮動」價格機制
的省份，2020年暫不上浮，確保工商業平均電價只降
不升。
意見還提出相應配套改革措施，健全銷售電價形成

機制，居民、農業用電繼續執行現行目錄電價並確保
價格水平穩定，穩定可再生能源發電價補機制和核
電、燃氣發電、跨省跨區送電等價格形成機制，相應
明確環保電價政策，完善輔助服務電價形成機制。

內地電價市場化
推「基準+浮動」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
報道）中國要求確保農村貧困人口
到2020年如期脫貧，社會保障兜
底在其中發揮着重要作用。對於部
分地方出現的「人情保」、「關係
保」等問題，中國民政部社會救助
司司長劉喜堂昨日在第四季度例行
新聞發佈會上強調，倘敢動扶貧
「奶酪」，將必受嚴懲。

撤近百萬不合格低保戶
民政部24日最新發佈的數據透
露，截至9月底，全國共有城鄉低
保對象4,282.6萬人，共有特困人
員471.4萬人，今年以來，累計支
出低保資金 1,164.7 億元（人民
幣，下同），累計支出特困人員救
助供養資金270.6億元。今年6月
至9月，內地共清退不再符合條件
的低保對象92.8萬戶、185萬人，
新納入低保 96.5 萬戶、185.4 萬
人。地方各級民政紀檢監察機構共
發現或收到移交問題線索389條，
其中立案 160 件，問責幹部 182
人。
劉喜堂表示，農村低保承擔着脫
貧攻堅兜底保障的重要職責，是解
決貧中之貧、困中之困，打贏脫貧
攻堅戰的最後一道防線。通過農村
低保專項治理，「關係保」、「人
情保」、「錯保」、「脫保」、
「漏保」等問題明顯減少，農村低
保環境不斷淨化，群眾獲得感不斷
增強。
當前，脫貧攻堅已進入決戰決勝

的關鍵階段。劉喜堂稱，將要求各
地民政部門積極配合扶貧部門建立
健全返貧預警機制，對收入不穩
定、持續增收能力較弱、返貧風險
較高的已脫貧人口，加強日常走
訪，主動發現其生活困難，及時跟
進實施臨時救助，積極防範其返
貧。對於返貧人口，要及時按規定
給予臨時救助。

發改委：改革不會增加居民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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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將從明年內地將從明年
11月月11日起取消日起取消
煤電價格聯動機煤電價格聯動機
制制。。圖為工人在圖為工人在
組立輸電線路鐵組立輸電線路鐵
塔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
發改委有關負責人昨日指出，當前，我
國燃煤發電量約佔全部發電量的65%。
實行「基準價+上下浮動」的市場化價
格機制，可以有效反映電力供求變化，
促進電力資源進一步優化配置。

電價將穩中有降
負責人表示，改革着眼於中長期健

全市場化價格形成機制，通過促進電力
市場發展、輔助服務市場培育，推動煤
電行業結構調整，實現高質量發展。同
時，考慮到各地情況差異較大，明確短
期內暫不具備市場交易條件的電量仍可
按基準價執行，有利於行業上下游平穩
運行。

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說，改革後
各類用戶用電成本將呈現「三不變，一
降低」。
一是居民、農業用戶電價水平不

變，由電網企業保障供應，銷售電價繼
續執行各地目錄電價，保持價格水平穩
定，不會增加居民、農業用電負擔。
二是已參與電力市場化交易的用戶電

價水平不變，繼續按現行市場規則形成
價格。
三是不具備市場交易條件或沒有參

與市場交易的工商業用戶電價水平不
變，可繼續執行各地目錄電價。
四是在電力供求相對寬鬆的情況

下，採用「基準價+上下浮動」方式參
與市場的用戶電價將穩中有降。

■■十九屆四十九屆四
中全會將於中全會將於
1010 月月 2828 日日
至至 3131 日在日在
北京召開北京召開。。
圖為去年圖為去年22
月舉行的十月舉行的十
九屆三中全九屆三中全
會現場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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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重點改革措施
1.將現行標杆上網電價機制改為「基準價+上下浮動」的市場化價格機制，

基準價按各地現行燃煤發電標杆上網電價確定，浮動幅度範圍為上浮不
超過10%、下浮原則上不超過15%。

2.現執行標杆上網電價的燃煤發電電量中，具備市場交易條件的，上網電價
由市場化方式在「基準價+上下浮動」範圍內形成；暫不具備市場交易條
件或沒有參與市場交易的工商業用戶用電對應的電量，仍按基準價執行。

3. 燃煤發電電量中居民、農業用戶用電對應的電量仍按基準價執行，確保
價格水平穩定。

4. 已按市場化交易規則形成上網電價的燃煤發電電量，繼續按現行市場化
規則執行。

5.燃煤發電上網電價形成機制改革後，現行煤電價格聯動機制不再執行。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