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练习六 全面深化改革

一、单选题（14题）

习近平强调：“（B）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A. 高质量发展

B. 改革开放

C. 全面依法治国

D.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C）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A.优先性

B.基础性

C.决定性    

D.服务性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A）的开放战略。

A. 互利共赢          

B.不结盟

C.“一带一路”倡议 

D.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坚持（B）原则，机会和成果属于全世界。

A. 互利共赢

B. 共商共建共享

C. 共商共建 

D.平等互惠

下列选项中，（B）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思想前提。

A. 实事求是   

B. 解放思想

C. 开拓创新

D.贯彻新发展理念

党的十九大提出，到（A）“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基本实现”。

A.2035年

B.2030年

C.2025年

D.2020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C）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

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A.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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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C. 马克思主义

D.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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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

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还要在不断提高（D）上狠下功夫。

A. 民主与法治     

B.制度创新和社会和谐

C.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速

D.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

下列选项中，（B）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A.党的十八大

B.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C.党的十九大

D.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全面深化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取决于党，取决于（B）。

A. 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

B.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C.全方位对外开放

D.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改革的（A）。

A. 根本方向

B. 时代要求

C. 根本目标

D.判断标准

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开放必须以（B）为主线。

A.总目标

B. 制度建设

C.经济体制改革

D.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根本动力依然是（A）。

A. 改革开放

B.创新

C.新发展理念

D.新质生产力

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A），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

活力。

A. 自我完善和发展

2



B.现实性和实效性

C.人民性和整体性

D.整体推进和全面发展

二、多选题（5题）

改革开放是（ABCD）。

A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B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C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D完成新时代目标任务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我国创造了（AB）两大奇迹,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A. 经济快速发展

B.社会长期稳定

C.民族团结

D.“新四大发明”

改革开放要坚守政治原则和底线，不是改弦易张。这里面最核心的是（BC），偏

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

A.坚持和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B.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C.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D.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CD）。

A.实现两个百年目标

B.实现中国梦

C.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D.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增强改革的（ABC）。

A. 系统性

B.整体性

C.协同性

D.同一性

三、判断题（6题）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就其艰巨性、复杂性和系统性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

命。（对）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改革进程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对）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 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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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我国也要“筑墙设垒”“脱钩断链”。（错）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效能

转化为制度优势。（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对 ）

四.问答题

为什么说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

答：

1）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涉险滩、闯难关的变革。

2）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一场全面、系统、整体珠制度创新。

3）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革命

性、开创性的。

全面深化改革应坚持的正确方向是什么?

答：

1）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2）必须坚持以民人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3）必须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

强社会活力。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答：

1）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2）必须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3）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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