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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即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坚持系统观念。“六大原则”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一个逻辑严密、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六个坚持”重大原则的
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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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一个

逻辑严密、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进一步深化了对改革规律的认识，为我们在新征程上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刻揭示

了我国改革开放成功推进的根本原因，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依靠力量，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

“坚持守正创新”，是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丰富发展，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路径；“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既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

举措，又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坚持系统观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方法论的创新发展，又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思维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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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改革规律的认识，既是对“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的深刻总

结，又是“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行动指南，对在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

重大意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指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宣示

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坚持守正创新”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思想方法，“坚持

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路径，“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明确了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要保障，坚持系统观念彰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思维和方法。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抓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本质要求，是确保全面深化改革方向正确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就是要“坚定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

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1]5-6。贯彻这一重大原则，要

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

力，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

第一，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顺利进行。党中

央负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制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政

策、措施。这些决策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长远性，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据。要深

刻认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内在联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坚决执行党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

第二，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决破除影响全面深化改革的

各种藩篱。改革是一种权力再调整、利益再分配，必然会触及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遇到的困难更加艰巨，遭遇的阻力

更加巨大。只有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够确保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是促进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和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才能够确保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有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而不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才能够确

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地整体地协调地推进的，而不是局部地、部分地、失衡地推进

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17只有中国共产党具有破除各种利益固

化藩篱的能力、意志和决心，也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实现新突

破、取得新进展。

第三，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处理好改革发展稳

定的关系。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中国式现代化正前所未有地呼唤

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统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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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

任务，社会和谐稳定成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要前提和基本条件。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和实现路径，高质量发展为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物质

基础和实现条件，社会和谐稳定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社会条件和必要保证。

第四，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

向前进。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往什么方向走，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要回答

好这一问题，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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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这昭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色。不

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3]88我们要保证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走向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

的邪路；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保证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发展的成果是由人民共享，而不是被少数人攫取。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改革的推动者和依靠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也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原则深刻揭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依靠力量，指明

了改革不断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宣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就是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

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1]6。我们的改革是有立场的，这个立场就是广大人民群众

的立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哪些能改、哪些不能

改要以能否增进人民的利益为判断标准。凡是与人民的利益不一致的，就不要改；凡是损害

人民长期利益的，就不要改；凡是人民坚决反对的，就不要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一，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汇聚人民推进改革的智慧和力量。历史唯物主义

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因为他们是社会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

量充分激发出来，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2]441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要“问计于民”“拜人民为师”，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汇聚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攻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一道道难关。

第二，倾听人民呼声，优先改革民之所盼、民之所愿的民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

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3]68要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

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六个坚持”重大原则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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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目标，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始终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注

重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养老等“急难愁盼”的民生问

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让

人民有更高的满意度。

第三，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

性进展。这要求我们时刻牢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人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终成果要由人民共享；时刻牢记共同富裕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断为推进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共同富裕创造良好

条件，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收入差距，防止收入两极分化，从而使全体人

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三、“坚持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思想方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要坚持守正创新的重要思想方法。“坚持守正创新”这一原则，是

对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丰富发展，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

和工作方法的内在要求。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

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

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1]6。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定要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守

正不是守旧，不是搞教条，而是坚持正确的原则、正确的方向；创新不是否定，不是颠覆，而是

在正确的道路上进行发展、进行突破。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

果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守正

就是坚守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动摇。创新就是发展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始终保持与时

俱进。

第二，在优先程序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遵循先立后破、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

则。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有次序、有步骤的，要体现守正创新的思想，坚持“变”与“不变”、

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统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定要先立后破，先易后难，先试

点后推广，先改增量后改存量，这样才能减少阻力、提高成效、减少成本，才能防止经济大起

大落、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风波频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搞大开大合，不搞先破后立，不

搞一刀切，要尊重人民的意愿，实行弹性原则、自愿原则。比如，在延迟退休、农民宅基地退出

等问题上，要充分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分步骤、分阶段、分情况，循序渐进地推进。

第三，在着力点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改革的难点、焦点、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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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时代在不断前进，新生事物不断涌现，我们需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不断适

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增强问题意识，才能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聚焦改革发展稳

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

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4]。

第四，在创新成果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全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理论、实践、制

度、文化等领域进行不断创新。只有理论不断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在正

确的理论指导下行稳致远；只有实践不断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才能获得不竭的发展动

力；只有制度不断创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有坚实的制度保障；只有文化不断创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真正实现。

四、“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路径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重视和加强制度

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总结长期历史实践得出的基本认识和结论。制度建设为改革开放伟大事

业的不断推进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度建设持

续推进，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同时，我们要清醒

认识到，完善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

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制度建设是把改革成果固定下来的重要手

段，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路径。“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这一原则是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之一。只有不断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

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系统、更加有效，才能更好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好的制度保

障。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就是要“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

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1]6。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定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

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

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5]这就要求我们抓紧建设系

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第二，破立并举、先立后破，把握好改革的平稳性、平衡性、渐进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是一项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些领域的改革不宜过于激进，要把握好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时、度、效，防止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要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的原则，循序渐

进、稳扎稳打，实现“立中破”与“破中立”的动态平衡，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平稳性、平

衡性、渐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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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稳步推进制度体系建设，提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一系列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根本制度

是管方向、管根本、管全局的制度，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原则和内在要求；基本制度

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效；重要制度具有创新性和发展性，对推动

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着重要作用。要不断完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这些制度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四梁八柱。

五、“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全面

深化改革成败。“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6]275全面

依法治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保障，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指明了哪些能改、哪些不能

改。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法律的保障作用，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

充满活力又井然有序。“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这一原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经验和

深刻教训的科学总结，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和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要求。

第一，要坚持依宪治国，确保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人

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坚持依宪治

国是保持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事业不变质、不变色的法宝。

第二，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要以更好服务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

目标，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

方向，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第三，处理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改革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在更好激发社会活力

的同时保证社会安定有序。改革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而法治是一种约束、一种规范。二者

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如果改革的方法不当、改革的步伐过大、改革的冲击过猛，

就可能造成经济剧烈波动、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难，安定有序的法治局面就会遭受严

重挑战。如果法治过于严苛、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严重制约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就会受到阻

碍，改革的动力就会严重不足。因此，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把握好“度”，形成一种以深化改

革促法治、以法治确保改革顺利进行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实现一种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既

有活力又有秩序、既有民主又有自由的社会安定繁荣新局面。

第四，科学立法，及时规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新问题。随着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一些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产生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比如，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护问题、新业

态从业人员收入调节问题、“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的风险管理问题，等等，需要出台新的法

律法规对这些新现象新问题进行规范调节。这就需要把握好科学立法这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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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坚持系统观念”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思维和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

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把握好全局与局部、当前

与长远、宏观与微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特殊与一般的辩证关系，坚持用系统观念分析和

处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坚持系统观念”这一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创新发展，是对我国改革开

放取得的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是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思维和方法。坚持系统观

念，就是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

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1]6；就是要在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坚持全国一盘棋，更好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实现发展质量、结

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强经济发展活力，确保国家经济安

全；就是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统筹兼顾、整体性推进，做到全局与局部相配套、治

本与治标相结合、渐进与突破相衔接、增量与存量相区别，增强改革的接受度、社会的平稳

性、人民的获得感。

第一，科学处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

关系。改革措施的实施不但要考虑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功效，而且要考虑其对社会稳定

的影响，坚决防止改革损害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局面出现。二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

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7]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就业、改善民

生、推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作用，实现政府与市场良性互补、各自优势和长处充分展现的局

面。三是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效率是公平的发展前提，没有效率的公平是缺乏根基、

难以持续的公平，也不是真正的公平；公平是效率的社会前提，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可持久

的效率。”[8]要依据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准确把握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重要结合点，保证

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既要做大做好“蛋糕”，又要切好分好“蛋

糕”，从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双赢。四是处理好社会发展活力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要充分

调动各方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释放经济发展潜能，激发社会创造活力，鼓励各

方面人才进行创新、创造、创业。同时，要深化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领域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管，加强反垄断和反不

正当竞争，促进机会公平、分配公平的实现，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五是要处理好发展和安全

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要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立

足国际秩序大变局，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统一，

贯彻落实好总体国家安全观。同时，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强国际经济

合作、技术交流，抓住一切发展机遇，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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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辩证把握高质量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要善于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认识事物，把握

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科学揭示事物发展规律，顺利推进事物发展。要科学认

识制约和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辩证把握发展质量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与经济规

模、社会效益与经济安全之间的矛盾，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

来，把优化经济结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水平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深刻认识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

妥善处理好各种国际国内关系，不断提高发展质量。

第三，不断提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性、可行性和策略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

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推动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协同配合。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需要对各项改革措施进

行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深入研究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和各项改革措施的耦合性，深

入论证改革措施的可行性，使各项改革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

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但需要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教兴

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而且需要通过具体的策略来实现

这些战略。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策略，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

既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持之以恒、长抓不懈，又要拥有充足的策略活力、灵活机动、因地

制宜，不断提高改革的有效性、适配性、稳定性，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好的战略支撑。

结语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宝贵经验

的科学概括，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紧扣中国式现代

化这个主题，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把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个坚

持”重大原则，是一个逻辑严密、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坚持守正

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方法；“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制度保障；“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坚持系统观

念”，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思维和方法。只有贯彻落实好这六个原则，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才能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会不断提高，社会活力和

人民的创造力才会不断得到激发和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才会不断续写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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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ner Logic of the Major Principles of“Six Commitments”to Further Deepen Reform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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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

Abstract: The major principles of“six commitments”to further deepen reform comprehensively comple‐

ment each other and form a logically rigorous and dialectically unified organic whole. It further deepens our un‐

derstanding of the law of reform, and provides us a fundamental guidance for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

hensively and promot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n the new journey.“Upholding overall leadership by

the CPC”profoundly reveals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successful promotion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

ing up,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Upholding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reveal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reliance of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which is

the value orientation for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 new ground”is a scientific summary and rich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ich providing scientific thinking methods for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building as our main task”provides a stro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ich is the main path for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Exercising law-based gov‐

ernance on all fronts”is not only a strategic measure to promote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but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Applying systems thinking”is not only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y, but also a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sci‐

entific method for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Keywords: Further Deepen Reform Comprehensivel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Uphold Overall

Leadership by the CPC; Uphold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Exercising Law-Based Governance on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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