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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谱写了中华民族砥砺奋

进、自强不息的壮丽史诗，缔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非凡奇迹。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改革开放伟大胜利的内在引擎和制度保障。改革开放

以来，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首先，遵循“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

主相结合”，坚持和发展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等体现民主

集中制原则的具体制度；其次，加速构建党内民主制度规范和制度体系，全面推进民主集中制

运行机制向制度化、具体化、程序化、有序化、规范化方向改革和发展；再次，改革开放以后中

国共产党不断巩固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地位，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提升了民主集中制的

政治地位。回顾这些成就，可以得出几点有益的经验：第一，在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坚持和加强

民主集中制，必须完善民主集中制制度体系，健全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第二，必须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民主集中制

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即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要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将国家治理体系

转化为治理能力的中介机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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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谱写了中华民族砥砺奋

进、自强不息的壮丽史诗，缔造了人类发展史上

的非凡奇迹。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

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改

革开放伟大胜利的内在引擎和制度保障。在改

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

勇气和精神立足现实、直面挑战，始终坚定不

移地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伟大成就，为新时代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

重要思路和宝贵经验。

一、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制度，
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结合

坚持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结合，完善民主集

中制的各项基本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

产党民主集中制建设的重大成就。众所周知，

列宁 在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首次 提出了“民

主集中制”这一概 念并在苏共的政党建 设中

实践，但遵循俄文原义，列宁阐述的民主集中

制实际上是“民主的集中制”，民主修 饰并规

定了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即区别于专制集中制

更为合理的制度。[1]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主集中制思想，

将民主和集中辩证结合，论析了民主集中制是

群众 路 线的具体运用，创新和发 展了民主 集

中制的运行机制，从而形成了科学且严密的中

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思想体系。在1945年党

的七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民主集中制

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

民主”[2]。在19 62年党的七千人大会上，民主

集中制被概括为“在高度的民主基础上的高度

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3]。但囿

于当时党内思想、组织、制度等方面条件的不成

熟，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设计和

保障还不够系统化、成熟化、规范化。[4]改革开

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遵循“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5]（P175）原理，坚

持和发展了集体领导制度、民主选举制度、代

表大会制度等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制

度。

（一）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保证党的决策

民主化和科学化     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是充分

彰显集体决策智慧并抑制个人集权专断的科学

制度。[6]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

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

原则。”[7]但是从效 果上讲，党的集体领导制

度和民主集中制在1956年以后未能贯彻落实

到位。这说明，不能仅仅视集体领导制度为抽

象的党内作风和原则，必须将其从 组织机制

和领导机制层面予以重视和执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采

取立体化、全方位措施全面推进集体领导的制

度化进程。[8]邓小平曾于1980年指出，各级党

委要严格贯彻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

度，并且明确责任界限，明晰哪些问题须交党委

集体讨论决定，哪些问题须个人负责。[5]（P341）这

即是说，集体领导须 遵 循“讨 论 —决 策— 执

行”的模式运行和开展。1987年，为完善和加

强党的领导制度的咨询机制、监督机制、评价

机制和反馈机制，“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

化”被正式写进党的十三大报告之中。1992年

党的十四大 报告 进 一步强调，决 策民主化和

科学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题中应有

之意，是民主集中制健康 运行和发展的重要

内容。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从立法

层面深 化改革党的决 策制度和决 策机制，使

党的决策能力向着科学化、民主化、有效化发

展。[9]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七大报告延续了这

些正确规定。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从提高党的执政 水平为切入点阐述了加强

党的集体领导的路径和措施。2017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集体领导作出

了进一步要求，“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

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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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集中统一”[10]。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共产党采取多重路径和举措不断完善和发

展集体领导制度，保证了集体决策的民主性、

高效性、科学性。

（二）健全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将党内民主

落实到位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

产党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机制。但

囿于残酷的战时条件，再加之受苏共等额选举

的影响，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并未及时制度化和

法制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遵循民主

集中制原则，继续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选举制

度，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

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深

化和完善了党内候选人提名机制和党内差额

选举机制。一方面，党内候选人提名机制不断

完善。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

保障党员代表提名候选人的权利。在此基础

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进而指出，要不

断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流程，使 党内提名程

序规范化和制度化。20 0 4年9月，在党的十六

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和支持了由

基层干部及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的新的党内

候选人提名机制。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

出，要营造充分 体现 选举人意志和意愿的选

举环境，实施差额提名和差额选举制度，不断

健全和完善党内选举机制。这标志着候选人

提名制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和保障。另一方面，

党内差额 选 举 机制日益健 全。十二大 党 章规

定，在正式选举前可以通过预选的方式确定

选举人名单。但是，由于该规定并未明确说明

在预选过程中是否必须坚持差额选举，因此

党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普遍实行等

额选举。鉴于此，十三大党章明确强调，必须

采用差额选举的方式进行正式选举或者预备

选举。[11]从实践效果上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中

国共产党差额选举更加规范化、程序化、透明

化，在差额比例和差额范围方面取得了显著进

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的差额比例皆高

于10％，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的差额比例

皆多于15％。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切实遵循和

发扬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民主选举制

度日臻成熟与完善。

（三）坚持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党的

集中统一领导    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党

的代表大会即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然而，由

于未能从实践层面、制度层面、法制层面贯彻

好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在

1956年以后尤其是“文革”时遭到了严重的挫

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加强了

民主集中制建设，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得以恢复

和发展。

1980年7月，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使 党的代 表大会 制度制度化、规范化、程 序

化。十四大党章进一步规定，将县一级委员会

任期由三年改为五年，将基层委员会的任期由

三年改为三年或四年，将总支部委员会的任期

由二年改为二年到三年。这就使党的代表大会

制度更加健全，保证了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

制度化，有力地促进了党的自身建设。2007年，

在总结试点单位成功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党

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强调党的各级代表大会要

贯彻和坚持实行任期制并将其写入党章。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提高工人和农民代

表的比例，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党的代表大会提

案制，以保证党代表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亦可履行好党代表的职责和义务。2019年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支持和保障人民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利，保证各级人

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

督、保证各级国家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

责、受人大监督。[12](P10)总之，改革开放以后，中

国共产党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健

全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党的决策

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权

威性和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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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机制，
使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切实将民主集中制从制度设计角度加以思

考和运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民主

集中制认知及建设的伟大进步和成就。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受苏联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思

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主

要还停留在较为宏观抽象的组织原则层面和纪

律要求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

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化建设作出了有益探

索和实践，将民主集中制由单纯的党内原则上

升到了国家制度和战略层面并明确写入宪法，

但囿于当时党内对民主集中制的认知和理解仍

然缺乏准确性和完整性，民主集中制缺乏相应

系统化的制度保障机制，民主集中制建设和党

内民主建设在1956年以后尤其是“文革”时遭

到了严重的破坏。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对以往民

主集中制建设得失成败的深刻总结和反思，中

国共产党重新恢复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深

化和发展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并强调从制

度机制层面运行民主集中制，使其日益制度化、

程序化、规范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全面加强党的领

导，坚定不移地推进民主集中制建设。邓小平

认为，回顾党的历史上我们出现的重大曲折和

失误，当然和领导人个人的思想作风有关系，但

归根到底在于组织路线和组织制度能否严格贯

彻落实。[5](P333)这说明，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设

对党和国家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循此思路，

1980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重申了“四个

服从”原则，并强调每位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将

党的纪律要求和集中统一原则作为思想上、言论

上、行动上的准绳。党的十二大以后，中国共产

党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和外

延。十二大党章重新确立了党的八大及其之前关

于组织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有关正确规定和要

求，旗帜鲜明地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予以纠

正和批判，反对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强调在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领导人威信的同时保证人民群

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权力不受侵犯。十三大党章

对十二大党章关于党的组织路线和民主集中制

建设的规定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延续。

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背景下继续深化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运

行机制。199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

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提下，中国共产党

要继续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准绳深化改革和发

展进程。2001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

定全体党员都必须深入学习和参加民主集中制教

育实践活动，并确立“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

酝酿、会议决定”十六字方针作为党委议事的基

本规范程序。在十六大通过的党章中，正式将上

述十六字方针作为民主集中制的运行规范和议事

机制载入其中。2009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

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以党内基层民主为切入点

关怀和保障每位党员的基本权利，继续扎实推

进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和党内民主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综合研判、稳

步推进、立体建构，运用多重方式和手段加强民

主集中制的制度机制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强调，要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依托不断深化和完

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在充分发挥党的领导

核心作用的同时要明晰党和政府之间、党政部门

之间、党政干部之间的权利和职能。2016年10月，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

党内监督条例》强调，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的，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开除党籍的，严重失职

失责被问责的，以及发生在群众身边、影响恶劣

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应当点名道姓通报曝

光。[1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形成贯通覆

盖党的中央、地方、基层工作的统一的组织制度

体系，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12](P7)循此思路，中国共产党

相继出台了《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规定》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形成了一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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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丰富、逻辑缜密、搭配合理、务实有效的制度

体系，从运行机制上保障了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的

实施和开展。简言之，必须加速构建党内民主制

度规范和制度体系，全面推进民主集中制运行机

制向制度化、具体化、程序化、有序化、规范化

方向改革和发展。

三、巩固和提升民主集中制的政治
地位，彰显其制度优势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巩固并提升了

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地位，这亦是民主集中制建

设的重要成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

调，必须将我们党建设成为严格遵循民主集中

制原则开展组织工作的政党。[14]这说明，在充分

总结民主集中制建设得失成败的基础上，中国共

产党深切意识到要将民主集中制原则融入到党

的一切有关组织方面和领导方面的制度机制之

中。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

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党永远不能丢弃和废止民主

集中制。[15]这是因为，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特点和

制度设计决定了民主集中制能够充分反映和汇

聚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价值诉求，并且集中力

量将这些诉求转化和落实为保障人民群众利益

的实际行动。2003年2月，胡锦涛强调，我们一以

贯之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有

助于发扬民主保持政治活力，亦有助于集中工作

效能保持政局稳定。[16]这即说明，在法律和制度

的框架下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

制，充分发扬民主、集体决定议题，有利于科学、

高效、合理地解决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升

了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地位。针对当前部分党组

织民主集中制建设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习近平

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是表面只讲民主

不讲集中，还是实际上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归根

到底都反映出有些干部个人主义、官本位主义

的泛滥、群众路线和集体主义的淡薄，我们必

须予以进行严厉的纠正。[17]习近平总书记认为，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在全面

从严治党视域下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符合

党情、国情、世情，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路线遵循上讲，在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加强

民主集中制有助于贯彻落实党的组织路线；从

制度规范上讲，在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加强民

主集中制有助于严格遵守党章；从党风建设上

讲，在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加强民主集中制有

助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概言之，应重点从

以下几方面予以开展推进：深入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为贯彻民主集中制提供坚实基础；完善

民主集中制制度体系，健全民主集中制运行机

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民主

集中制纪律建设。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党的各级组织和全

体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

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如实向党反映和报告

情况，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反对弄虚

作假、虚报浮夸，反对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名义纵

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说假话。[18]在2019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

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发展党内民主和

实行正确集中的相关制度，提高党把方向、谋大

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12](P10)2020年，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带领下，举国一心、精诚团结，书写了

可歌可泣的抗疫故事，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智

慧、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疫斗争伟

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

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

理效能的根本保证。”[19]确切地说，坚持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正是我们打

好、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的根本保障。由此，我

们在疫情防控中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社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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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资源为疫情防控提供支援和保障，形成了

全面部署、全面防控、全面动员的抗疫战略格

局。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证明，必须

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既发扬民

主又善于集中，由此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

优势。

四、改革开放以来民主集中制
建设的基本经验

通过系统梳理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共产

党民主集中制建设的辉煌成就，可以总结出三

点经验：于政党建设而言，必须深入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为贯彻民主集中制提供坚实基础；

于社会发展而言，必须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于国家战略而言，

要发挥出民主集中制将国家治理体系转化为治

理能力的中介机制作用。

（一）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贯彻民主

集中制提供坚实基础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为

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提出了严格要求并奠定

了制度保障。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立下

的军令状，其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

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20]。这即是说，全面

从严治党从内涵上讲：全面是基础，严格是关

键，要害在治理。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所坚持

的“治党内容全面、治党对象全面、治党过程

全面”“治党内容从严、治党措施从严”“强化

制度治理”为严格执行和落实民主集中制奠定

了具体的规划和要求。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进一步提升和加强了治党管党的政治地

位，从党的领导制度和核心战略层面阐释了全

面从严治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大意义，这

亦为旨在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组织性和

纪律性的民主集中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和制度保障。[21]由此，在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

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必须完善民主集中制

制度体系，健全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严明党的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二）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

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

治问题。[22]换言之，政治组织得合理，能够保障

市场经济的稳定增长；反之，若是政治腐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和阶层结构

的巨大变化，社会利益关系呈现出利益主体多

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和利益矛盾复杂化的新

特点，党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面临的挑战十分严

峻。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一旦有失妥当，在一定

条件下就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严重危害社会

的安定团结。如果一个党员代表仅注重其个人

利益，那么他就会视组织原则为商品，拿组织原

则做交易，滋生出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

义，那么党的民主集中制就会被严重削弱甚至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无法正常运行。鉴于

此，我们更须清楚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本身是需要民主集中制的。一方面，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集中性和统一

性。比如，我国的五年规划、十年规划、中央年

度经济工作会议，即保证我国经济综合、稳定、

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谱写了中国经济中、长

期发展的宏伟蓝图。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激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民主性和创新性。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由是社会普

遍认可的必然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允

许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共同参与到相关

经济政策的探讨和制定之中，体现了社会主义

经济政策能够最广泛吸收多元意见的特征，彰

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主性。总之，我们必

须充分发扬民主，善于发挥集中，完善和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要发挥出民主集中制将国家治理体系

转化为治理能力的中介机制作用     在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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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民主集中制思想的视域下，民主集中制是

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制

度。改革开放以来，民主集中制已深刻融入到了

国家的战略决策、组织生活、经济运行等方方

面面。纵览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历史，凡是民

主集中制运行良好的时期，国家就能表现出良

好的发展态势；反之，凡是民主集中制的运行

机制出现问题的时期，国家在发展、改革、稳定

等方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必须尊

重客观规律，发挥出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治理

体系制度内核的重大作用。从此意义上讲，在实

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

民主集中制亦起到了将国家治理体系转化为治

理能力的中介机制作用。[23]

具体来讲，民主集中制作为将国家治理体

系转化为治理能力的中介机制，主要体现在如

下四个方面。一是灵活的反应机制。民主集中

制不是封闭僵化的领导机制，而是开放灵活的

领导机制。民主集中制具有相当强的应变张力，

要求必须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在从全局和整体利益的前提下

综合思考问题，以达到运筹帷幄的效果。需要

指出的是，民主集中制的这种灵活性是建立在

集中的规定和限制下的，即民主集中制的灵活

性必须符合宪法和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安

排，而不是任意的、无条件的灵活反应。二是高

效的聚能机制。通过建立在高度的民主基础上

的高度的集中统一的运行机制，民主集中制能

够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分散资源集中起来，

统一调度，合理分配，发挥出各种资源的优势，

集中力量办成事关国计民生和人民群众根本利

益的大事。通过“全国一盘棋”的运作机制，民

主集中制能够汇聚八方贤能，真正做到“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反之，若没有民主集中制这

种高效的聚能机制，那么就很难发挥出优势力

量解决重大问题。因此，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

党，更进一步说，关键在于党发挥出民主集中

制的巨大制度优势。三是高度的聚慧机制。通过

“民主—集中—民主”，或者说“群众—领导—

群众”的运行机制，民主集中制体现了“实践—

认识—再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维

逻辑，实现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

由理性认识上升为实践的二次飞跃。这即是说，

民主集中制能够集思广益地发挥出人民群众对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人

民群众的智慧凝聚起来转为国家的意志并最

终回归践行于人民群众本身。四是适时的纠错

机制。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没有哪一个

人是不会犯错误的，也没有哪一个政党是可以

避免失误的。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实

事求是地讲，中国共产党也曾因为各种各样的

原因犯下过不少错误，但是必须更加清楚地看

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改革开放40余年来始

终 保 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勃勃的生机，归根到

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不忘初心，以人心向

背为价值导向，敢于正视历史和自我纠错。这

即是说，通 过健全的民 主 集中制，与 其 他 政

党 相比，中国共产 党能 够更 好地自我纠错，

从而能够避 免错 误的进 一步扩大化，能够及

时、恰当地解决问题。总之，我们必须高度重

视并深 刻理 解民主 集中制的战略意义，发 挥

好民主集中制将国家治理体系转化为治理能

力的中介机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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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c Centralis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of Construction

WANG Yizhe

Abstract: Democratic centralism is the internal engine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great 
vic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reform and opening up．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improved the specific system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improved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and brought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into full play．Looking back on these achievements, we can draw some useful experiences: we 
must further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to provid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we must adhere to and strengthen democratic centralism and 
improv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we must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in 
transforming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nto governance capacity．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democratic centralism;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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