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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叶晓楠 舒博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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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大报告中，中华民族 5000年发展繁荣历史规
律、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启示、改革开放重要
历史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经验总结、“两个十
五年”新征程的宏伟蓝图，交相辉映，一纸绘就。而全
面依法治国，则是这部重要历史文献华美乐章中平滑稳
健、高亢有力的一个重要声部。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依法治国是党领导
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
一场深刻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
保障。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
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
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

共产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
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
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
基本方式。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八届四中全会在
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并出台 《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
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总目标，形成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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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要原则。这
些也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规律和宝贵
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十二五”规划胜
利完成，“十三五”规划顺利实施，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
创新局面。在全面依法治国上，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
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重大判断，并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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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定解决十几亿人的温饱、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之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
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日益增
长的要求。这些方面的每一项进步，都需要法治建设
协同跟进，都需要依法治国予以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形势、
站上新起点，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
必将引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新时代，从而更好
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更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
严、权威，更加强化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
广泛权利和自由。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十九大引领依法治国新时代
支振锋

▼11 月 1 日上午，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举办了公众开放日活
动，14 所高校法学院
院长走进省高法。

（资料图片）

▶ 12 月 4 日 ， 是
第 四 个 国 家 宪 法 日 。
河北省衡水志臻实验
中学学生在诵读宪法。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 11 月 23 日 ，
在山东省沂南县界
湖街道中疃棚户区，
沂南县人民法院法
官为拆迁群众提供
法律咨询服务。

杜昱葆摄
（人民视觉）

▼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
院在打造“智慧法院”过程
中自主设计了一款多功能应
用型法律机器人。

本报记者 陈 斌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面依法
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对过去5
年法治建设历史性成就进行了深入总结，对新时代深化
依法治国实践做出了全面部署。

蓝图已经绘就，主线清晰可见，全面依法治国必将
在新的起点上创造新的辉煌。

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
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
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
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被纳入“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一系列开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
提出，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谱写新篇章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
总目标和重大任务。《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15—
2020 年）》 颁布实施，确立了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奋斗
目标和行动纲领，法治政府建设进入“快车道”。《民法
总则》颁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5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司法改
革力度最大的一个时期，司法改革硕果累累。我国不断
提高人权司法保障水平，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有效提升
了人民群众对人身、财产的安全感。事实证明，只有法
治才能平等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说。

全面依法治国，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
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
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是三大战略举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
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3个

‘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只有
发挥好法治的经济发展助推器、社会运行调节器作用，
才能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深化依法治
国实践，就是要完善加强产权保护、维护契约自由、保
障交易安全、促进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
定，拓展法治在保障民权、化解民忧、改善民生上的重
要功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全面依法治国也是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制度文
明的必由之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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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就是
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动形成系统
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创造更高水平
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为人类制度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
国智慧的贡献。

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定位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指出：“要
深刻理解全面依法治国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基本方略中的定位，关键要厘清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与其他十三个基本方略的内在关系。十四个基本方略
之间不是简单的平行并列关系，而是多维勾连、有机统
一、相辅相成的关系。”

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
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发挥党的政治保证作用是高度统
一。“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依法治国与
全面从严治党同属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个都不
能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全面依法
治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中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九大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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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很重
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
环境等的更高要求，这成为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强大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目标一致、互为促
进、缺一不可。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为鸟之
两翼、车之双轮，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
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
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经济社会长期

持续健康发展。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

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党的十九大报告通篇都与法治息
息相关。比如建设法治政府，要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
范公正文明执法；推进绿色发展，要建立绿色生产和消
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
导，要坚持依法治军……

“全面依法治国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起着基础
性、主导性和制度性作用，与其他基本方略互为依托、
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
方略的有机整体。”陈冀平说。

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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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
个管总的东西。具体讲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大大小小
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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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
正确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
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
果，又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
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
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要
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
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
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要改善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
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对此，党的十
九大提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
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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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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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党内法规
体系。

坚持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作为首要任务。宪法是国
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
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
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
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落实国

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
新水平。

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党的十八大以
来，各级政府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依法决策、简政放权、严格执法、优化服务，政府工作
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完善行政决策程序，目前已有 17
个省级政府和 23个较大的市政府出台规范重大行政决策
程序的规章。全面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全国共有公
职律师 1.25万多人，公司律师 2700多人。依法行政、建
设法治政府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占有重要地位，各级政府
要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健全依法决
策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执法，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全面推进政务
公开。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党的十九大
报告指出，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
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为解决司法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制约
性、瓶颈性问题，要加强改革的系统性、联动性，加快
司法体制的科技化、信息化建设等。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安天下，德润
人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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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加注重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把法治
宣传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全民族法
治素养和道德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