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大报告

1、三个务必：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

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2、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3、宪法修改（十九届二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十九届三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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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

四中），制定“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十九届五中），全面总结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决议（十九届六中）.

4、建党以来三次决议： ①《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六届七中全会

标志着延安整风的结束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十一届六

中全会 标志拨乱反正的完成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十九届六中全会

5、五次学习教育：①群众路线 ②三严三实 ③两学一做 ④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⑤党史学习教育

6、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

7、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8、四个伟大：伟大梦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事业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工程是党的领导；伟大斗争是勇于面对各种挑战，处理各

种矛盾，解决各种问题。

9、四个全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

10、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

国，第一大出口国）。



11、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

个答案（人民监督政府），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

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

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2、十个明确：（1）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

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3）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

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4）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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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6）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

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7）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8）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9）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

（10）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

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

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

伟大社会革命。



十四个坚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

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

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14坚持不要背）

3、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

4、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六个必须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三、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1、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 5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2、——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

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3、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

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4、“黑天鹅”（那些出乎意料发生的小概率高风险事件，一旦发生影响足以

颠覆以往任何经验，具有不可预测性）、“灰犀牛”（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

危机，这个危机有发生变化或改变的可能，是可预测的）

5、五个坚持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删减版）

1、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

兴国的第一要务。

2、新发展理念：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

要求、绿色：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3、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六大体系：（1）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

体系；（2）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3）建设体现效率、促进



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4）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5）

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6）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

面开放体系。

五、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删减版）

1、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三个第

一），

2、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

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

3、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删减版）

1、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

义。

2、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

最管用的民主。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

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删减版）

1、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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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3、总体安全观：我们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

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

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



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

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

展格局。

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5、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考验）

6、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四大危

险）

7、五个必由之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

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

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

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二十大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