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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国家治理能力是党领导人民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

国家治理能力是否强大，主要从党的领导是否有力，治理过程是否民主化、法治化，国家组织协调是否

科学高效等几个方面来衡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党的领导力充分展示，人民民主大力发扬，法治

水平显著提升，国家组织协调科学高效，彰显了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但是，疫情防控也暴露了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体系方面的国家治理能力短板。这些短板指明了进一步淬炼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即要

在强化公共卫生治理、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

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上淬炼国家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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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national governance ability is the capacity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s the 
people to manage economic and cultural undertakings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affairs and social af-
fairs by using the national system. Whether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ability is strong or not, it is 
measured from several aspects, the Party’s leadership, democrat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of gover-
nance process, and scientization and efficiency of 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 the COVID-19 outbreak, the party’s leadership has fully displayed, the 
people’s democracy has vigorously developed, the level of rule of law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have been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which have mani-
fested powerful national governance ability. Howeve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ve also 
exposed some deficiencie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bility in aspec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These deficiencies have pointed out the important way to further refine na-
tional governance ability, namely, to refine national governance ability from aspects of streng-
thening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reforming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forming and improving the prevention, control and treat system of significant epidemic, 
sounding medical insurance and assistance system of significant disease and perfecting united 
security system of emergency su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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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悄然而发并迅速席卷全

国，人民生命健康遭受严重威胁。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戮力同心、众志成城，纷纷加入

到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此次疫情防控，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一次重要检视。疫情防控取得

的重要成绩，证实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彰显了我国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坚定了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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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心和信心。疫

情防控也暴露出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些短板，针对这些短板，要进一步淬炼国家治理能力，使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2. 国家治理能力的内涵及衡量指标 

科学界定国家治理能力的内涵，正确认识国家治理能力强弱的衡量指标，是阐释我国国家治理能力

在疫情防控中得以充分彰显的前提。自“治理”一词出现以来，学界对其内涵的界定，就难以达成共识。

特别是在中西方学者的认识中，这种差异尤为鲜明。 
在我国古代，早就有关于治理的见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1]。

老子所述之“治”，主要针对统治者的统治活动而言。在西方，治理原指控制、引导和操纵之意。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主张“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实现多主体、多中心治理等政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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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多元化，强调弱化政治权力，甚至去除政治权威，企望实现政府与社会多元共治、社会的多元自

我治理”[2]。 
尽管中西学术界在治理内涵的界定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但中国学者基于中国话语、中国实际，对

其进行了基本的界定：治理与管理、统治不同，治理的主体是多元而不是单一的，其主体除了政府，还

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等；治理权的行使者不限于政府权力机关，其相当一部分权力由人民直接行使，

即人民自治、共治；治理更注重协调性、灵活性，其运作模式不是自上而下的单一模式，而是包含自上

而下、自下而上等多种模式。治理“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

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3]，是“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

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4]的过程。 
与治理密切相连的则是国家治理。我国国家治理“既是政治统治之‘治’与政治管理之‘理’的有

机结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与‘理’的有机结合”，“在价值取向和政治主张上区别于西方的治理

理论及其主张”，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既定方向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语境和

话语系统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改革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科学、民主、

依法和有效地治国理政”[5]。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不同，我国国家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

合治理、源头治理。 
根据国家治理内涵的界定，可以看出，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党领导人民“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

面事务的能力”[6]，是我国国家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能力，反映的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

的水平和质量，集中体现为党的领导、人民参与、依法治国、组织协调等方面的水平和质量。因此，衡

量我国国家治理能力是否强大，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判。 
其一，党的领导是否有力，即党的领导制度是否成熟定型、运行有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7]。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是在党的

领导下进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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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党的领导制度是关系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长治久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

否取得成功的根本制度，是中国人民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党的领导制度成熟定型、运行有效，党的领

导就有力，中国人民治国理政就有章可循、有力可使，国家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渠道就通畅，国家治

理能力就强大。 
其二，国家治理是否民主化，即国家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还是单一的，国家治理能否保障人民当家

作主，能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体现人民治国理政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是人民群

众的治理，国家治理的根本动力源自最广大人民群众。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能够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当

家作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由此可见，国家治理民主化是国

家治理能力强大的动力源泉。 
其三，国家治理是否法治化，即国家治理能否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治理法治化意味着，一方面，在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国家治理事务方面，国家具有强制有效、成熟定型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

国家法律通过民主、科学的法定程序制定，能充分体现民意，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国家治理法治化是

国家治理能力强大的保障，具有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深远意义。 
其四，国家组织协调是否科学高效，即国家能否通过各种体制机制把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的力量、

资源充分协调好并积极地调动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以有效地维护社会

安定团结，最大限度地提高治理效率，创造经济社会效益。国家的组织协调是否科学高效，是衡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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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能力强弱的最直观指标。科学高效的国家组织协调能力，表明国家具有强大的领导力、决策力、动

员力、号召力、凝聚力，国家治理主体具有敢于担当、敢于负责、乐于奉献的精神和能力，社会各方面

易于结成命运共同体。国家的组织协调科学高效，在于以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各司其职、分工有序、凝

心聚力地提升国家治理的效率。 

3. 疫情防控中国家治理能力的优势彰显 

防控疫情是对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检验。在疫情防控中，党的领导力充分展示，人民民主大力

发扬，法治水平显著提升，国家的组织协调科学高效，证实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彰显了我国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3.1. 党的领导力充分展示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9]。疫情防控是一项重大系统工程，打赢这场战争，

不仅要发挥医务工作者的中流砥柱作用，更离不开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汇集和参与。这就需要坚决执行

党的领导制度，确保党总览全局、协调各方。 
面对疫情蔓延的严重形势，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10]。为坚决执行党

的领导制度，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

强调各级党委(党组)、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

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在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下，

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良好局面迅速形成，各项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地展开，各项疫情防控政策举

措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 
疫情防控成绩的取得，充分说明党的领导制度成熟定型、运行有效，充分说明只有在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下，才能形成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的全国一盘棋局面，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政

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充分说明党领导下的中国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3.2. 人民民主大力发扬 

发扬人民民主，就是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为主体，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由全体人民共同筑起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人民民主的精髓所在，也是坚持人民民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疫情防控期间，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的生命健康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把人民的需要

落实到疫情防控的各项治国理政具体活动中。这些生动实践有力地阐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刻内涵，也

是我们党充分发扬民主的佐证和注脚。 
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

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1]。疫情防控要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

持。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中，党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广泛动员人民群众，使全国上下同心协力、

群防群治，编织出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疫情防控天罗地网。 
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民主的真谛是“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12]。与疫情作斗争，是众人之事，是全

社会的共同意愿和要求。正因为充分发扬了民主，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形成

了全民抗疫、人人参与战斗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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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法治水平稳步提升 

法治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就是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疫情防控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的精神，依法防控、依法治

理的原则得以严格坚持，国家的法治水平稳步提升。 
疫情发生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迅速行动，召开第三次会议，强调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下，“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

势”，“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

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13]。不论是疫情防控措施的颁布和实施，疫情的报告和发布，疫情防控财务

的捐赠和受赠，疫情防控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还是严厉打击破坏疫情防控的各类行为等，各级党委

和政府均按照法定内容、法定程序、法定方式和法定时限，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全面依法履

行职责，坚决把有关防疫的法律法规制度落实到位。 

3.4. 国家的组织协调科学高效 

应对疫情，离不开科技支撑，战胜疫病，要做到科学防控。疫情发生后，科技部立即会同十余部门

和单位成立疫情科研攻关组，紧急启动应对疫情的科技应急攻关项目，为科学防控疫情、科学诊治疾病

提供重要指导和建议。国家卫健委及时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同风险人群防护指南》、《预防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口罩使用指南》和系列版本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为广大人民

群众了解新冠病毒和进行有效防护、治疗提供科学指导。 
为提高疫情防控效率，全国上下统一行动，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从中央到地方，全部启动联

防联控机制，统筹调动多方资源。武汉封城后，全国各地多支医疗队、大批医务人员紧急集结，驰援湖

北，医疗物资源源不断输往疫情重灾区；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迅速建成并投入使用。中

国速度、中国效率、中国力量在疫情防控中再一次让世界瞩目。 
中国速度何以如此之快？中国效率何以如此之高？中国力量何以源源不断？答案就在于中国的制度

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

事业的重要法宝”[14]。中国速度、中国效率、中国力量背后起重要支撑作用的正是中国制度的高效组织

协调优势。 

4. 疫情防控中国家治理能力的淬炼途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恩格斯说过，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

多[15]。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总是在经历和战胜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中前进的。这次疫情防控暴露出

的短板，指明了进一步淬炼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要以此次疫情防控为契机，从体制机制上创新

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水平。 

4.1. 在强化公共卫生治理上淬炼国家治理能力 

强化公共卫生治理、营造良好公共卫生环境，是远离疫情的前提。首先，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

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16]。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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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教育广泛化、常态化，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敬畏自然之心，学会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减少

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扰。其次，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

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全面研究全球生物安全环境、形势和面临的挑战、风险，深入分析我国生物安全

的基本状况和基础条件，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

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

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4.2. 在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上淬炼国家治理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全国疾控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来抓，加强各级防控人才、科研

力量、立法等建设，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17]。首先，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方针。建立“将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长效机制，保障人民共建共享健康。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加强公共卫

生资源统筹、体系建设、条件保障，通过常态化手段，防疾病于未然。其次，通过科学化、法治化、制

度化手段理清、界定国家疾控机构及各级疾控机构的性质、职能、能级、分工等。探索“条块结合”体

制机制，建立各级疾控机构与地方政府部门的高效协调机制；畅通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的分工协作和联

通共享渠道，建立一体化的“防控–治疗”机制；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

机制，提升疾控体系的灾害监测能力、风险识别能力和疫情化解能力。第三，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和

基层防控能力建设。健全执业人员培养、准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确保每个地方

在需要用“兵”之时能有“兵”为用。 

4.3. 在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上淬炼国家治理能力 

防控救治体系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疫情能否得到控制，人民的生命健康能否得到救治。要对标疫

情防控救治短板，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首先，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一

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建立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信息直通机制，避免因分级管理、逐级上报

机制影响突发事件响应速度。其次，建立科学合理的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突发事件应急联动、合

作、协同机制，有效控制突发重大疫情。第三，以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加快构建内容科

学、配套完备、程序严密、有效管用的干部考核和监督制度体系。探索建立日常与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相

结合的考核制度，对勇于担当、成绩突出的，要充分褒奖；对推诿扯皮的，要及时问责；对失职渎职的，

要依纪依法严惩不贷。 

4.4. 在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上淬炼国家治理能力 

疫情防控期间，医保救助制度发挥了减轻患者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

作用，要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巩固其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基础性、普惠性地位。首先，

完善应急医疗救助机制，在不明病因、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时，确保医疗机构先救治、后收费，提高患

者主动就医意识，及时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同时，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医药费

豁免制度，有针对性免除医保支付目录、支付限额、用药量等限制性条款，减轻困难群众就医就诊后顾

之忧。其次，完善医保异地即时结算制度，统一医疗保障业务标准和技术标准，建立全国统一、高效、

兼容、便捷、安全的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加强数据有序共享，实现全国医疗保障信息互联互通，破除基

本医保支付闭环中参保资质确认、线上支付的技术壁垒。建立不明病因、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医疗费用

财政补助制度，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承担责任。探索建立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构成的紧急情况

医疗费用准备金制度，强化监管，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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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在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上淬炼国家治理能力 

古人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18]。应急物资保障方面暴露的短板为健全统一的应急

物资保障体系敲响了警钟。首先，加强应急物资保障法律支撑，加快建立健全我国应急物资保障法律、

制度体系，推进应急物资保障法治化进程。一方面，推动完善国家应急物资专项储备制度，健全国家储

备体系，科学调整物资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提升储备能力；在实物储备的基础上，增加技术储备

和生产能力储备。另一方面，建立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生产供应体系，优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保障和区

域布局，做到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对短期可能出现的物资供应短缺，建立集中生产调度机制，统

一组织原材料供应、安排定点生产、规范质量标准。其二，建立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建

成国家应急物资保障中心和区域分中心，对应急物资实行集中管理、统一调拨、统一配送。同时，推动

国家应急物资保障调度平台的信息化建设，完善跨部门、跨地区物资供应合作机制，建立原料供应、生

产、流通、储备、使用等全链条的信息动态监测系统，推动应急物资供应保障网更加安全、可控、高效。 

5. 结语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9]。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使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又一次经受了战斗的考验和洗礼，是彰显和淬炼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机遇。我们要深

刻领会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坚定四个自信，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仔细洞察国家治

理能力的短板，坚持在发展中完善，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疫情防控没有结束，外

部输入、内部反弹的风险依然存在，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党

中央提出的疫情防控总要求和总部署，坚决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提升应对与防控重大疫情的治理

能力，持续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在疫情防控大考中取得优异成绩，交出

完美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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