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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离开

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就会失去其政治优势；党的

领导不强，社会主义法治就难葆其生命活力。加强

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就是要健全党领导全面

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

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更好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

本方略。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

经验，又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共识，更是中国

共产党行使领导权和执政权的必然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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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

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不能放弃、不能置疑。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命题，并将其科学内涵

和核心要义概括为“十个坚持”，而首条就是“坚持加

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更表明了党的领导在全面

依法治国事业中的统领性、全面性、决定性地位。值

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组建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并且是在严格控制机构设置和

压缩编制的情况下由党中央决定的，深刻表明了党中

央对集中统一领导、全面统筹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和

信心，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极为深远的历史

意义。

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

国的性质所决定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指出：“全面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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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

是“深刻革命”，是因为全面依法治国决不是小打小

闹、东修西补，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关乎我国法

治事业的成败，而且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

的前景。而“系统工程”更预示着全面依法治国的复

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它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军队建设、党

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

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必须从整体上统筹协

调、总体设计、宏观布局，从而有效克服全面依法治国

进程中的诸多问题和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发

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吹响

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深刻革命”的总号角，才能完成全

面依法治国这一“系统工程”的总规划，才有希望实现

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奋斗目标。

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不断发展、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定海神

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繁荣发展、政治

安定有序、社会保持长期稳定、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

显著提升，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

键在党，而要把全面依法治国这件大事办好，最关键

的也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而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要牢牢把

握这一本质特征。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

序铺开，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才能形成“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局面；只

有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才能更好发挥全

面依法治国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基础性、保障

性作用，彰显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独特价

值，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

治党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

坚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张文显

49



河南社科文摘32019

法 学 FAXUE

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实现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和

题中之意。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

好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只有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

制度化、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不能把坚持党的领

导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对立起来，更不能用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来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那

样做在思想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十分危险的。”

从根本上讲，正是由于党的领导，民主才是真正的人

民当家作主；正是基于党的领导，法治才可能走向良

法善治；正是有了党的领导，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才能

成为现实。

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也是统筹推进

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所需要的。全面依法治国就是

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道路根植于

中国大地，却有着不同寻常的世界意义。我们不仅

要为人类社会的法治文明提供中国方案，而且要参

与到全球法治的发展和探索中来，推动全球治理规

则、治理体系和治理体制变革，构建民主化、法治化、

公正化、合理化的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

义，它引领着这条道路的方向，也保持了这条道路的

定力，更展示出这条道路的优越。我们要在国际法

治的舞台上发声，要坚定中国法治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积极主动地推动全球

治理变革，就必然离不开党的领导。

“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不只是一个

政治判断或战略原则，更是一条意涵丰富的法理命

题。当前，最主要的是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战略谋划和顶层设

计。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首先是战略上、道路上的

领导，即确立依法治国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改革开

放以来，党中央在每一个历史节点都为依法治国奠

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确定了任务书、路

线图、时间表。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就提出推进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健全社会主义法

制”，并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的十六字方针。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

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提出“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

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大强调法治是治国

理政的基本方式，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

决策，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

法”新十六字方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

法治中国建设”，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

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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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即坚持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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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把“全面依法治国”

提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之一，并就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作出了新的

顶层设计和近中期安排。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

明，我国法治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

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了党的领导，遵循了党的依法

治国理论和方略。

二是加强党对法治建设和法治改革的集中统一

领导。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不只是政治

纲领、战略部署和根本原则，还要有实实在在的抓

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一句

空的口号，必须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

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即体现为党对科学立法、严

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环节的集中统一领导

和对法治改革的统筹推进。党通过领导立法，把党

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

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通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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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

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维护国家法制

统一、尊严、权威；通过支持司法，确保司法权依法独

立公正行使，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保

证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带头守法，引

领全民守法，使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做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模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者、

捍卫者，以实际行动营造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护法的良好风尚；通过统筹推进法治领域的重大改

革，实现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制到法治、从形式法治

到良法善治的革命性变革。

三是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加强党对

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必须创新党领导法治的体

制、制度和工作机制。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依

法治国委员会，就是为了更好发挥党对法治建设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而作出的体制改

革、制度和工作机制创新。我国现行宪法第五次修

改时，在宪法序言已经确定党的领导地位的基础

上，又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党的领导制度化、

法治化的最重要举措。今后要进一步推进党的领

导制度化、法治化，要把依法治国同依法执政统一

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一起来，把党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

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

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

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提高党领导依

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

四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加强党

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必须划清社会主义法治与

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的本质界限，澄清模糊认识，抵制

错误思潮。必须破除“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识

破其政治陷阱的要害所在。对于这一点，我们绝不

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一些人故

意把党的领导和法治对立起来，其目的就是从“法

治”问题上打开缺口，达到搞乱人心、否定党的领导

和社会主义法治的目的。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否定党

的领导的一切错误言行，抵制和批判西方“宪政民

主”“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和观点，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在党和法的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

作了最深刻的回答：“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

治最大的区别。”“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

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决不是要削弱党

的领导。”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深

切教导，坚定不移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

作者简介：张文显，河南南阳人，中国法学会党

组成员、学术委员会主任。

（摘自《经济日报》201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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