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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和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优势、制度架构及效能提升等关乎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了有力保证。从意识形态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来看，迈向“中国之治”新境界进一步锚

定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向，即要在推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总体战略谋划中明确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工作的变革方位和发展方向，形成以制度化为牵引的意识形态工作思路，切实提升“中国之治”的

水平和效能。我们必须着眼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建构、制度执行和制度革新，夯实国家治理效能

提升的意识形态根基。

完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构

“中国之治”彰显出强大的制度优势。从建立新中国到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再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形成了涵盖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制度性安排，不仅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更铸就了今日之中国奇迹。着眼长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坚持和

完善党的领导的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

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等。从意识形态工作融入党中央治国理政方方面面的紧密关

联来看，上述趋于体系化的制度设计无不包含着深刻的意识形态意蕴，指明了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制

度化建构的方向及其总体思路。

要把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之制度建构作为意识形态建设制度化进程的首要环节，应当且必须体现如下

两个原则。一方面，要坚定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之制度建构的根本立场，坚持主客体相一致的原则。

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和客体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剥离开来的，其制度化建构也是这样的。习近平总书记在

很多场合的重要讲话中都明确强调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就是既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维护

党中央的权威，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这两个方面的根本要求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另一方

面，要聚焦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之制度建构的奋斗目标，坚持阶段性与长期性相统一的原则。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不断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目标具体化，每一个“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提出都

体现出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考虑。党的十九大更进一步明确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统筹安排，将决胜“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点前移，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感召民

心，再次明确了意识形态制度化建构的任务表。

强化意识形态工作制度执行

我国制度的显著优势正持续激活“中国之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

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总体看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体现

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等各个方面。基于此，党中央提出了“把

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总体要求，而高效有序的制度执行更是丝毫不容忽视。其中，“坚

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



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等，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建构的强大优越性，

要求将其融入国家治理效能提升之中，把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执行落到实处，激活“中国之治”的意识形

态脉动。

要强化制度意识，把切实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的贯彻执行作为意识形态建设制度化进程的重要环节。为

此，须持续抓住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按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建构来看，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是维护制度权威、彰显制度优势、贯彻制度要求的可靠之法。首先，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

领导责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就是要求强化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职责，确保牢牢掌握

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主动权，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意识将

各项制度执行到位。其次，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根本来说，意识形态工作就是人对人的工作，

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切实担负起我国意识形态工作之制度执行的主体责任，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秉持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培育和厚植共同的理想信念，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转化为

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之举。再次，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载体责任。随着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我国意识

形态工作的载体形式丰富多样，例如，网上与网下相结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融合、人人传播与人机

互动、大数据和 5G叠加，等等。但它们都绝不是意识形态“飞地”，都必须承担起与之相匹配的意识形态

责任，必须自觉贯彻意识形态工作的各项制度要求。

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制度革新

“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目标明确，生机跃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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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大文章中，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总体目标是：2020年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50

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聚焦

目标设定，党中央推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制度创新举措。这些极富实效性的创新举措，有助于进一步释

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持续激活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强劲动能。与之相应，意识形态工作

的制度创新任重道远。

把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之制度革新作为意识形态建设制度化进程的关键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制

度创新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等密不可分，它们共同生发成强大且澎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能够为意识形态工作

制度革新凝魂聚力。概言之，意识形态工作之制度革新应坚持理念创新先行“。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就

意识形态工作而言，制度革新的理念先行就是要破除束手束脚的旧制度藩篱，推行从理念生成到理念阐释

再到理念践行的全流程创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之制度革新应坚持以内容创新为本。万变不离其

宗，其内容创新应始终立足中国大地、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始终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致力于实

现内容管理、内容指向、内容规范、内容评价等集成创新，朝着达成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任务坚实迈进。意识形态工作之制度革新应坚持以形式创新为法。这里的形式，特指

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呈现方式，可以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

义道德观念等。这些丰富多样且与时俱新的意识形态呈现形式能够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之制度

革新提供有力托举，进而起到提升内涵和拓宽外延的作用。总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应

当依循制度建构、制度执行、制度革新的脉络持续深入推进，从而释放出强信心、培优势、提效能等正能

量，不断夯实“中国之治”的意识形态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