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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
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
国家安全。

十四! 加快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
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
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
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
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和用途管制制度# 对水流、森林、
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
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
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
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
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
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健全能
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
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

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者职责。完善自然资源监管
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职责。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定不
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
区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
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
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对限制
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

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终身追究制。

!%'"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

生态补偿制度# 加快自然资源及其
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
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

和修复效益。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
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
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
自然生态空间。稳定和扩大退耕还
林、退牧还草范围，调整严重污染和
地下水严重超采区耕地用途，有序
实现耕地、河湖休养生息。建立有效
调节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价
机制，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坚持谁受
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
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
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环保
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
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
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
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

制# 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
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
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建立陆
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
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健全国有林区
经营管理体制，完善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健全举报
制度，加强社会监督。完善污染物排
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对造成生态环
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
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五! 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

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
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
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力解决制
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
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

革#推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军
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
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健

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
合作战指挥体制，推进联合作战训
练和保障体制改革。完善新型作战
力量领导体制。加强信息化建设集
中统管。优化武装警察部队力量结
构和指挥管理体制。
优化军队规模结构，调整改善

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
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依据
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
部队编成。加快新型作战力量建设。
深化军队院校改革，健全军队院校教
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
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

革# 健全完善与军队职能任务需求
和国家政策制度创新相适应的军事
人力资源政策制度。以建立军官职业
化制度为牵引，逐步形成科学规范的
军队干部制度体系。健全完善文职人
员制度。完善兵役制度、士官制度、退
役军人安置制度改革配套政策。
健全军费管理制度，建立需求牵

引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机制。健全
完善经费物资管理标准制度体系。深
化预算管理、集中收付、物资采购和军
人医疗、保险、住房保障等制度改革。
健全军事法规制度体系，探索

改进部队科学管理的方式方法。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

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
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
共享机制。健全国防工业体系，完善
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制，改革国防
科研生产管理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
机制，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
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改革完善依
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政策制
度。拓展军队保障社会化领域。深化
国防教育改革。健全国防动员体制
机制，完善平时征用和战时动员法
规制度。深化民兵预备役体制改革。
调整理顺边海空防管理体制机制。

十六! 加强和改善党

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
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
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
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
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

!%+"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

部署上来$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

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

利益格局调整$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

坚定不移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
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

领导责任，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把各项改革举
措落到实处。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
设，完善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
制度，不断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推动改革能力。创新基层党建工
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引
导广大党员积极投身改革事业，发
扬“钉钉子”精神，抓铁有痕、踏石留
印，为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积极贡献。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力的

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坚持党管干部
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建
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
制，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发
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强化党委
（党组）、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在干部
选拔任用中的权重和干部考察识别
的责任，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
度，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改进
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区分实
施选任制和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坚

决纠正唯票取人、唯分取人等现象，
用好各年龄段干部，真正把信念坚
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
清正廉洁的好干部选拔出来。
打破干部部门化，拓宽选人视

野和渠道，加强干部跨条块跨领域
交流。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
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完善和落实领
导干部问责制，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
伍制度体系。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
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
待遇挂钩制度，加快建立专业技术
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和聘任人员管
理制度。完善基层公务员录用制度，
在艰苦边远地区适当降低进入门槛。
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

英才而用之。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
份障碍，让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
而出的通道，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
华的广阔天地。完善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的
制度体系。健全人才向基层流动、向
艰苦地区和岗位流动、在一线创业的
激励机制。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人才制度优势，完善人才评价机
制，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广泛吸引
境外优秀人才回国或来华创业发展。

!)-"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

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

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

民团体作用$齐心协力推进改革# 鼓
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
重大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
宽容改革失误，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
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锐
意进取，攻坚克难，谱写改革开放伟
大事业历史新篇章，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奋斗！!新华社北京!!月!"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