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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法治中国建设

江必新

　　内容提要：“法治中国建设”命题是习近平同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的颇具战略性前瞻性的理论与实践构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法治中国建设为目标指向，为法

治中国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根据，强调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及紧迫性。习

近平法治思想描绘了法治中国的基本形态，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权利和制约权力、推进国家治

理现代化、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习近平法治思想指

明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方向，提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首要任务、理论指导、总抓手、推进

方略、关键环节、重点任务等具体路径。习近平法治思想设计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具体推进

步骤。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了完整的法治中国建设理论体系，是法治中国建

设的理论指引和实践遵循。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　法治中国建设　全面依法治国　良法善治

江必新，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习近平法治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中国”概念，宏观构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蓝

图，以一系列颇具战略性前瞻性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引

领我国新时代法治建设迈上了新征程。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法治中国建设紧密相关，可以

说，其主体与核心内容都是围绕法治中国建设而展开的。“法治中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执政兴国的新理念新表述，其首次提出是在２０１３年１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做
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之中，〔１〕而后在法治实践中，其含义不断丰富充实

并被广泛关注，迅速成为政治领域、法治领域、学术领域的主频词。在此背景下，对“法治

中国”这一重大命题在理论层面进行全面科学系统深入地构设，意义重大且十分迫切。

·５·

〔１〕 参见习近平著：《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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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法治中国建设为目标指向，对“法治中国”作了全方位的理论思考与具

象描述，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如何建设法治中国等问

题，强调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因素与着力点，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指引和实践遵循。

一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目标指向是建设法治中国

习近平法治思想注重回应当下社会关切与现实问题，对未来中国法治蓝图作了整体

勾画，把“建设法治中国”作为目标指向。实践经验证明，越是关涉大局、关涉长远，越是

情势复杂、路程艰险，越要设立明确的目标指向。目标方向明确一致，能凝聚共识、激发动

力、汇聚力量。回望我国法治建设走过的不平凡历程，从艰辛摸索、爬坡过坎到全面推进、

加快建设，每一个历史时期，党中央都提出了契合不同阶段的奋斗目标，进而领导人民瞄

定方向一步一个脚印迈出了坚实步伐。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等概念命题相继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坚定不移的方针予以确定，标示

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再次起步，打开了平稳推进法治建设新局面。十五大将“依法治

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载入宪法。十

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就落实依法治国提出了具体要求、作出了相应部署，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持续推进。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开启了加快建设法

治中国新征程。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２０１３年１月，习总书记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批示，首次提出建设“法治中
国”重大命题。１１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正式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并明确了具体目标、内容与要求。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了全面部署，并号召全党全国为建设

法治中国而奋斗。之后，十九大、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等都对法治中国建设作了具体部

署，绘制了路线图与时间表。

要准确理解“法治中国”这一宏大目标，并积极投身实践，我们还要理解“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这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现阶

段，这四个概念同时存在，在使用上也未作严格界分；学术界在讨论此问题的时候，有时也

交叉使用。即便如此，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概念并非只是单纯的语词表达的变化，实质上，

它们的内涵是有不同侧重与明显区别的。这是因为，各阶段法治建设目标的提出，都是经

过充分考量，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是对传统方案的简单沿用，更不是对他国方案的照搬

照抄。综合以上，结合各个概念提出的时间节点，可以对其相互间的关系作如下理解：

（一）“依法治国”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初级阶段

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曾历经严重曲折，而后，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都深刻认识到法治是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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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因而，我国在法治建设刚步入稳步发展阶段之初，就将

“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方略。这一阶段仍属于我国法制体系初建阶段，也是法治国家建

设的基础阶段。此处的“法治国家建设”是一个总括概念，泛指一般法治国家在不同阶段

的法治建设。

（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现阶段法治建设的总目标

这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性质和方向的明确，即社会主义性质。当然，在不同的时期，

党和国家会根据法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确定不同的工作重点与总抓手，部署不同的方式

与举措，来实现这一总目标。习总书记强调，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总目标来

部署、来展开。〔２〕

（三）“全面依法治国”是十八大特别是２０１３年以后提出的依法治国新任务
２０１３年２月习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并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概念，提出“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三个共同推进、三个一

体建设”，并对重点任务做出了重要部署。他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党从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为更好治国理政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３〕之后，形成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这其中，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炼为“全面依法治国”。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协调推

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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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

局，这表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发展形成了新内涵。

（四）“建设法治中国”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长远目标，是依法治国的“升级版”，

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中国版”

长远目标是指将“法治中国”作为新时代法治建设的远景目标；“升级版”是指“法治

中国”新目标在法治理论与实践意义上对“依法治国”法治目标进行了全面升级；“中国

版”是指“法治中国”是法治的普遍原理与新时代中国法治实践特色的有机结合，是中国

方案，具有中国特色。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蓬勃发展，法治建设必将承载更多使命，也将

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习总书记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擘画了法治中国建

设这一远景目标的总蓝图，并作了分步有序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战略安排。到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综上，“建设法治中国”是习总书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对我国法

治建设提出的颇具战略性前瞻性的理论与实践构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建设法治中国作

为目标指向，引领我国法治建设开启了全新篇章。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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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参见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６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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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充分的
　　理论和实践根据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充分理据，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法治中

国的问题。习总书记反复强调法治中国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及紧迫性。其观点主要体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法治中国建设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

实行法治，是我们党在总结治国理政伟大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经验。习总书记强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的重大战略问题”，〔４〕并从以下三方面论证了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必须要建设法治中国：

第一，这是我国国情和实际的客观复杂性决定的。“我国是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的

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５〕我们党“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

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就必须把全面依法

治国坚持好、贯彻好、落实好”。〔６〕

第二，这是我国各项事业建设任务的繁重性和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性决定的。我国

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要运用制度威力

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

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我们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

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７〕

第三，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也充分印证了“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８〕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

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９〕

（二）法治相对于人治具有诸多制度优势

习总书记将“法治”定位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１０〕是因为法治方式相对于非法

治方式（比如人治）而言，具有绝对的制度优势。

第一，法治比人治更具有普遍性。法治与人治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治理方式。法治是

“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１１〕是规则之治、制度之治，强调良法善治。

·８·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习近平著：《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８６页。
《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学习强国，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ｘｕｅｘｉ．ｃｎ／ｌｇｐａｇｅ／ｄｅｔａｉｌ／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ｉｄ＝２９２７１３１０２３２１５７０４１７４＆ａｍｐ；ｉｔｅｍ＿ｉｄ＝２９２７１３１０２３２１５７０４１７４，最近访问
时间［２０２１－０１－２８］。
习近平著：《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９４－１９５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２－１３页。
习近平：《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求是》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８页。
习近平著：《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９４页。
习近平著：《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７２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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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人民意志的“法治”与体现个人意志的“人治”相比，更具有普遍性。这恰是我国国家

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巨大优势，“我国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

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１２〕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第二，法治比人治更具有稳定性。法治具有稳定性、可预期性等优良特性，能跳出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怪圈。习总书记指出，“制度稳则国家稳”；〔１３〕“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凝聚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

的保障”。〔１４〕 世界各国的发展轨迹也充分表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１５〕

第三，法治比人治更具有效力。这是因为，法治通过明确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生

活、维护社会秩序，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而人治是基于个人魅力而约束的。

习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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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三）法治中国建设是实现党和国家战略目标、总体布局和历史使命的重要

保障

习总书记作出重大战略判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１７〕“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

考验之大前所未有”。〔１８〕 实现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总体布局和历史使命都迫切需要法

治的保障。习总书记从提供重要法治保障的角度论证了建设法治国家、法治中国的必

要性。

第一，法治中国建设是实现党和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实现

这个奋斗目标，落实这个顶层设计，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１９〕

第二，法治中国建设是落实党和国家总体布局的重要保障。“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２０〕

第三，法治中国建设是完成党和国家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法治国家建设与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重要历史使命是紧紧联系在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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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的，要完成这些历史使命离不开法治的“保驾护航”。

（四）法治中国建设是解决我国治国理政和改革发展稳定过程中存在问题的

基本方式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根本要求，要

“从法治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２１〕 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形势总体是好的，但

制约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人民最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

等方面的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等依然存在，党风政风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容

忽视的问题。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密织法律之网、强化法治之力”。

综上，习近平法治思想阐释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显著优势、积极作

用和重大意义，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向前推进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这

一科学论断作了最深刻注解。〔２２〕

三　习近平法治思想描绘了法治中国的基本形态

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性，那么，“法治中国”是什么模样？或者

说，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中国或者法治国家？习总书记非常重视与关注这一问题，反

复思考论证并作了科学回答。梳理习总书记的一系列相关论述可以看到，其对法治中国

基本形态的表述越来越精准、内涵越来越具象、论证越来越深刻，立体呈现了“法治中国”

的基本模样。

（一）党的领导是建设法治中国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法治中国的首要特征和独特法宝，“习近平法治思想之党的领

导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开篇之论”，〔２３〕也是核心之论。第一，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

“法治中国建设”战略规划之本意。“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２４〕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是我国

宪法确定的。“宪法是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

果，反映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党的领导地位。”〔２５〕第三，建设法治中国是中国共

产党的一贯主张和不懈追求。“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把依法治国上升为党领导

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提出来的，而且党一直带领人民在实践中推进依法

治国。”〔２６〕第四，实现法治中国必须而且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掌舵领航。我国能保持长期

稳定，“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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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海神针’。”〔２７〕

（二）以人民为中心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立场和力量源泉

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法治中国建设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科学指明了法治中

国建设的根本立场和力量源泉。习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并提出了“人民是依法

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的重要论断；紧接着，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了“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然后，他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他指出，“为什么我们的改革发展能够有序推进、社会能够保持长期稳定？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

民福祉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２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方向和必由之路

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法治中国建设走什么路的问题，科学指明了法治中国建

设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道路问题不能含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

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２９〕习总书记反复强

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本质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３０〕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法治道路。“走什么样的法

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３１〕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内涵。习总书记对这一问题多次作了强调

和论述，并从不同涵盖度上作了表达。为更好把握其核心义涵，可以区分最广义、广义和

狭义来理解。（１）最广义表达体现为“五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
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３２〕 （２）广
义表达提出了“三个核心要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３３〕 （３）狭义表达强调“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要从中国国情和
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

“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３４〕

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实质是，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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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要抱着开放的态度，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法治道路。一方面，“必须从我国实际出

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

循守旧、墨守成规。”〔３５〕另一方面，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我们也

要抱着开放的态度，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外来的，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需要特别注意，

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

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总之，基本的东西必须是我们自

己的，我们只能走自己的道路。

（四）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法治中国的崇高价值和基本追求

公平正义，民之所向。“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公平正义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３６〕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

的显著优势，其中一项就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

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习近平法治思想将公平正义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将其作为崇高价值追求，并对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标志着

习总书记对建设法治中国的内涵和规律有了更加深刻、更高水平的认识：

一是强调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作为法治中国的价值追求。“全面依法治国，必须

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行。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

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求公平正义，保护人民权益、伸张

正义。”〔３７〕

二是强调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公平正义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法治是公

平正义的坚实保障。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因而，要使“我们的制度

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３８〕“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的法律制度”，〔３９〕同时，要用法治力量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更好实现。

三是强调公正司法的重要性，并界定了基本含义，提出了促进措施与具体要求。公平

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所谓公正司

法，就是受到侵害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违法犯罪活动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惩罚。

（五）充分尊重保障权利和有效制约监督权力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理念和

实践法则

权利与权力是法学领域的两个基本范畴，两者的关系是法治理论的核心问题。习近

平法治思想在深刻分析权力的来源、本质及运行规律的基础之上，强调保障人民权益是全

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加强对公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

督。“保障权利和监督权力”是现代民主法治的基本理念，习总书记结合我国实际，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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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融入其中，注入了新观念，赋予了新内

涵，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第一，强调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

人民维护。”〔４０〕第二，强调要强化对公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一是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和

监督。“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上下左右有界受控的，不是可以为所欲为、随心所欲

的。”〔４１〕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

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４２〕此外，他还强调了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

系、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等等。

总之，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利实现是权力设定的根本目的所在”，〔４３〕因而，权力应当

服务于权利，尊重、保障与促进权利的实现。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我们应当秉持保障

权利和制约监督权力理念，并将其作为开展法治实践的基本法则。当然，也要特别注意，

不能为了监督而监督，因为“权力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更好促进干部履职

尽责、干事创业”。〔４４〕

（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依托和重

要目标

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洞悉了法治中国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它涵盖

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习总书记“法治中国建设与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观点进行理解：

第一，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然要高度重视法治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

设法治中国。在这点上，我们不会动摇。”〔４５〕

第二，国家制度现代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依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首要体现是

国家制度现代化。“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４６〕

第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目标。“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夯实

中国之治的制度根基；提升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４７〕“坚持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４８〕

·３１·

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法治中国建设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４页。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５９页。
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２９页。
谢晖著：《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０１页。
习近平著：《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４２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页。
习近平著：《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５３页。
习近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求是》２０２０年
第２２期。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第１版。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七）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论法治问题时，总是反复强调法治要与党和国家大局始终连接在

一起，不能为了法治而法治，其大局意识、全局观念是十分鲜明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现

出，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这是因为：

第一，法治建设本身就是党和国家大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把准自身在大局中的定

位，明确自身在大局中应发挥的作用，自觉在大局之下谋篇行事，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

大局。

第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性质、方向、道路、价值取向等都决定了，法治中

国建设要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要提供基本保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为人民谋取福利。

这也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理念立场与其他国家的区别之处。

第三，法治中国的建成客观倚赖于党和国家大局的实现。法治中国不是独自可以建

成的，需要党和国家发展的良好局面创造条件。

根据习总书记的系列论述，法治中国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主要指法治中

国建设要坚持与战略目标相适应、与其他战略布局相协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协同等。

法治中国建设与党和国家大局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进行总体部署时，习总书记就强调了要立足全局和长远来统筹谋划，要突出考虑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体现推进各领域改革发展对提高法治水平的要

求，而不是就法治论法治”；〔４９〕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他强调，法治建

设规划要“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相适应，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

严治党相协同”；〔５０〕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他进一步明确，“法治建设

的中长期目标，要统筹考虑国际国内形势、法治建设进程和人民群众法治需求，同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协同。”〔５１〕

（八）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选择和鲜明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治国理政规律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

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

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５２〕并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

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５３〕 习总

书记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鲜明特点作了分析论证。

第一，深刻阐明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立意及其理据。一是法治和

德治有共同特点与共同目标。“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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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秩序的作用。”〔５４〕二是法治和德治有各自特性和特有功能。法律和道德“在国家治理中

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５５〕“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可以强制性地惩罚

违法行为，但不能代替解决人们思想道德的问题”；〔５６〕道德起教化作用，能“提高全社会文

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５７〕 三是法治和德治必须相互补充、相得益

彰。“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

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５８〕

第二，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要求。一是要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

撑作用。二是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三是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

问题。此外，他还提出要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要发挥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以

德治国中的关键作用。〔５９〕

四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明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方向和路径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描绘了法治中国的基本形态的基础上，对如何建设法治中国建设

作了全面构想，提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首要任务、理论指导、总抓手、推进方略、关键环节、

重点任务等具体路径。

（一）以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为首要任务

法治中国建设应当以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作为首要任务，习总书记主要从以下方面作

了分析与强调。

第一，论证了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作为首要任务的缘由。一是宪法具有最高法律地

位与法律效力。“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

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６０〕二是宪法规定了最根本最重要的内

容。“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重大制度和重大事项，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总括性、原则

性、纲领性、方向性。”〔６１〕三是宪法是国家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据。宪法是最高法

律规范，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统帅和核心地位。四是实践证明，我国宪法是好

宪法，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

就是在不折不扣贯彻着以宪法为核心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我们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６２〕

第二，明确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基本内涵。“我们讲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不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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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和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

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６３〕“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

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都负有维护

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包括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

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

体不动摇。”〔６４〕

第三，提出了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具体要求。一是加强宪法宣传教育，增强宪

法意识。“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６５〕“要以设立国家宪法日为

契机，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切实增强宪法意识”。〔６６〕 二是要推动

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必须

把宣传和树立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切实在宪法实施和

监督上下功夫。”〔６７〕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理论是重要引领。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

正确的法治实践。”〔６８〕习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上的理论成果”，〔６９〕体现了“我们党处理法治问题的基本立

场”，〔７０〕关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法治中国建设应当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

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

法治思想立足新时代中国国情和法治建设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方法，把握法

治发展规律，以崭新的内容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

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

果。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确定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必

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理论为指导，我们能明确前

进方向、把准政治立场，能避免犯错误、走邪路、走弯路，不断加快法治中国建设步伐，早日

建成法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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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

习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

手”；〔７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

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

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７２〕

习总书记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性质、地位以及科学内涵。他指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７３〕是国家治理体系

的骨干工程。〔７４〕 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

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涵括法的创制、实施、监督、保障等法治运行全过程以及管党治党领域，形成了“４＋１”法
治体系。

（四）以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为推进方略

在推进方略上，习总书记从系统论与重点论辩证统一的高度来思考法治中国建设，既

强调要立足全局、总体谋划，又强调要抓住重点。习总书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

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７５〕这

是对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方略的高度概括。我们可以从习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举措中

来领悟。

一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是一个有机整体，关键在于党要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７６〕

二是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主体，

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７７〕

三是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上提出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将“坚持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新增列入“十一个坚持”之中。

此外，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还有许多重大观点是基于系统考虑、整体考虑提出的。比

如，将治党治国治军统筹考虑，提出依法治国、依法治军、依规治党，明确“必须坚持依法

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７８〕“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７９〕

总之，要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以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为推进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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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关键环节和重点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首次对“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基本内涵作了详细阐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将其作

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提出，在十九届二中全会上将其作为关键环节提出，在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继续推进法治领域改革，解决好立法、执法、司法、守

法等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个环节是相

互依存的，科学立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严格执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公正司法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全民守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８０〕“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被称为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新十六字方针”，这一方针涵盖了法治运行

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主要环节，也体现了每个环节的重点要求。

（六）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为重要支撑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浓厚的社会主

义法治文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内生动力和重要支撑”。〔８１〕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

护和真诚信仰。法治中国建设离不开法治文化的培育和法治精神的养成。习总书记特别

强调法治文化建设，他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需要全社会法治

观念增强，必须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８２〕一是加大

全民普法力度，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

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

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８３〕 二是研究法治宣传教育新机制新方法，让法

治成为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

盾靠法的法治环境。〔８４〕 三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完善诚信

建设长效机制，加大对公德失范、诚信缺失等行为惩处力度，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

秩序。〔８５〕

此外，法治中国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重大关系。对

这些重大关系的认识、理解与处理，直接关系到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与实现。习总书记

提炼出了政治和法治的关系、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党

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改革和法治的关系、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发展和安全的关

系、活力和秩序的关系、自由和秩序的关系、维稳和维权的关系等法治建设中的若干重

大关系，并运用辩证思维对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作了深刻透彻的阐述，为法治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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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征程校准航向。

五　习近平法治思想设计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具体推进步骤

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要素，设计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具体推进

步骤。

（一）强调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完善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

和工作机制

实践反复证明并不断深化了我们的认识，“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

力具有决定性作用。”〔８６〕“党的领导”和“全面依法治国”不是历史的偶遇，而是实践必然

性、时代现实性和法理正当性的逻辑连接。〔８７〕 坚持党的领导从来都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题中之义，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国家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更加需要加强党对全

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习总书记的系列表述，从“坚持党的领导”到“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

领导”再到“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等等，都清晰表明了这一点。

那么如何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这首先需要从制度层面给予保障。习总书

记给出的良策是完善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比如，党中央组建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就是一项重要举措。此外，在明确“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推进法治

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基础上，〔８８〕提出要“完善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

责任人职责的约束机制”，〔８９〕也是一项重要举措。

（二）强调做好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遵循法治化的一般演进规律之上，十分强调建构性，注重顶层设

计，主张采用“建设”“发展”“推动”“规划”等积极方式来促进法治中国早日建成。“顶层

设计”作为一种战略思维、科学方法，通常指立足全局和长远来统筹考虑，在最高层次上

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是自上而下的有序推进方式，基本特征体现为“系统性、整体性、协

同性、贯通性、前瞻性”。〔９０〕 我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又随着法治领域改革的逐渐深入，更

多更多元的需求亟需满足，更多更深层次的矛盾急需化解，更错综复杂的利益需要平衡协

调，因此必须坚持做好顶层设计。坚持顶层设计是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富有中国特色、

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方法。

我们党对法治中国建设是有深度考虑、整体谋划、长远规划的，体现在一系列的顶层

设计规划方案之中。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路线图、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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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０１８年，党中央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习总书记指出，“委员会是管宏观、
谋全局、抓大事的，既要破解当下突出问题，又要谋划长远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顶层设计

上……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站好位，履好职，尽好责，主动谋划和确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要做好全面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的运筹谋划、科学决策，实现集中领导、高效决策、统一部署。”〔９１〕这明确了顶层设计的基

本内涵与基本遵循。

关于如何做好顶层设计，习总书记指出，“坚持顶层设计和法治实践相结合。”〔９２〕他还

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也是顶层设计的基础，法治领域规划

要遵循这样的思路。〔９３〕 这意味着，顶层设计应当联系实际，“应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应

抓住重大问题”，〔９４〕同时鼓励基层探索、问计于民。

（三）强调建立科学的法治中国建设评价考核体系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

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把法

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

系。《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提出了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七条标准。各
地以中央文件确定的法治政府评估的基本框架与发展方向为基础，制定了本地的法治政

府评估指标体系，也有一些部门制定了法治建设评价考核体系。

建立法治中国建设评价考核体系，应注重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全面性、可操作性，涵盖

法治中国建设的各领域全过程，能客观反映法治发展的现状和水平。比如要能评价执政

党、立法机关、政府、司法机关法治化发展水平，也能评价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等领域的法治化状况；既能评价法治政府的建设程度，也能评价法治社会的建设成效等。

（四）强调聚焦问题，提高法治效能

法治中国建设是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着力、如何发力十分关键。“始终坚持问

题导向、聚焦解决中国问题”是习总书记给予的确切回答，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特

色。“问题是时代的口号”，〔９５〕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过程。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

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９６〕

提高法治效能，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着力点。要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必须提高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效能。“执法司法公正高效权

威才能真正发挥好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效能。要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深化司法体制

综合配套改革，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努力提升执法司法的质量、效率、公信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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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把社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９７〕提高法治效能，还需要在法治建设各环

节作实实在在的转化工作。总之，法治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

治、厉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才能真正将法治优势转

化为法治效能，才能确保法治中国建设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五）强调建设高素质的法治队伍和抓住关键少数

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保障。首先，习总书记强调

了建设高素质的法治队伍的重要性。“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９８〕其次，习总

书记明确了法治队伍“德才兼备”的基本标准与“五个过硬”的基本要求。有才无德会败

坏党和人民事业，但有德无才也同样会贻误党和人民事业。他指出，“法治工作是政治性

很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９９〕“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

伍至关重要”，〔１００〕必须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

治工作队伍，建设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队伍。习总书记把“德”摆

在很重要的位置，并对立法、执法、司法工作者提出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

硬、作风过硬的要求。〔１０１〕 最后，习总书记强调要注重法治人才的培养。“法治人才培养上

不去，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１０２〕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

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

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要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

制，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所在。首先，习总书记强调

了抓住关键少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

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方向、道路、进

度。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主要是通过各级领导干部的具体行动和

工作来体现、来实现。因此，高级干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是实现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目标和任务的关键所在。”〔１０３〕其次，习总书记对领导干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领导

干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

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

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１０４〕他特别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

自己行使的权力，也不要去干预依法自己不能干预的事情，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

·１２·

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法治中国建设

〔９７〕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习近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求是》２０２０年
第２２期，第７页。
习近平著：《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７４页。
习近平著：《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３５页。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７页。
参见习近平著：《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３５页。
习近平著：《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７４页。
习近平著：《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３５页。
习近平著：《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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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枉法”。〔１０５〕

法治中国建设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

我们每一个公民都付出长期艰辛的努力。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

指导，贯彻好落实好各项具体要求，向着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不断前进，法治中国就一

定能够顺利建成！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１８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党政合设、合署背景下
的行政法基本问题研究”（１８ＺＤＡ１４８）的研究成果，谨对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黄明
慧对本文所做的文献收集和整理工作表示感谢！］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ｓ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ｂｙＣｏｍｒａｄｅ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ｏｆ
ｇｒｅａｔ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ａｍａｊｏ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ｍａｄｅｂｙ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ｉｍｅｄａ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Ｃｈｉｎａ，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ｐｒｏ
ｖｉｄｅ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ｕｒ
ｇ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ｔ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
ｌａｗ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ｓｕｃｈ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ｓ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ｐｕ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ｏ
ｐｌｅｆｉｒｓｔ，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ｏａｄ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ｉｎｇ
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ｉ
ｚ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ｂｅｉｎｇ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ｔｏ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ｎｇ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ｒｕｌ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ｙｌａｗａｎｄｒｕｌ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ｙｈｉｇｈ
ｍｏｒ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ｔ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ｔａｓｋ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ｌａｎ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ｋｅｙｌｉｎｋｓ，ｋｅｙｔａｓｋｓｏｆａｓｗｅｌｌａ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Ｃｈｉｎａ．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ｔｈ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ｔｅｐ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ｔｆｏｒｍｓａ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ｙｓ
ｔｅｍｏｆ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
Ｃｈｉｎａ．

（责任编辑：田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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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习近平著：《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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