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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走过的道路，可以用三句

话概括，即开启社会主义法治新纪元，开启依法治

国新时期，开启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可以从道路、

理论、制度和实践四个方面进行总结，用四句话加

以概括，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创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

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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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积极探索符合中

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进入改革开放

新时期之后，我们党成功地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并对这条道路的科学内涵进行过初步

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

践中深入探索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涵更加清晰、方

向更加明确、自信更加坚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是一个重大课题，有许多东西需要深入探索，

但基本的东西必须长期坚持。十八届四中全会《决

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核心内容凝练为

“三个要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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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这三个方面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规定和确保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四中全会

《决定》进一步具体地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

国家的五条原则，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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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进一步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牢牢把握“十个

坚持”，丰富、深化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成功

开辟和科学定义，对于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

国具有方向性、战略性、全局性、深远性意义。

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就没有正确的法治实

践。新中国法治建设伟大成就之一是创立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法治理论与根据地和解放区新民主主义

法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为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提

供理论指导，创立了毛泽东法律思想。在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践中，毛

泽东法律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改革开放

以来，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的实践

中，我们党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与中国法

治建设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法律思想，

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法治发展规律、适应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法治理论，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新中国法治70年的伟大成就
◇张文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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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

法治中国新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理论风格和实践面向的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集

中体现了我们党在法治领域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和理论创新。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全面阐述了法治的本质、法治的普遍规律、

现代法治的一般原理及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

内在要求、价值功能、基本原则、发展方向、遵循道

路等重大问题，深刻回答了如何在新时代坚持和实

践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战

略战术问题，成为党和人民处理新时代法治问题的

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

中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根本的行动遵循，必

将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上从胜利走向胜利。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就提出要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要抓紧立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

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随着革命暴风雨时期

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到来，应着手系统

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国家的法制。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

性。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

略的同时，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到2010年，一个立足中国

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

宪法相关法、民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

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

律规范构成的，包括236部法律、690多件行政法规

和8500多件地方性法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已经形成，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

有法可依。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力推进立法体制改

革，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加快重点领域立法，坚持立

改废释并举，制定了一批新的法律，修改了大部分

法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发

展，是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

大成就，也是人类法治文明的奇迹。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首次

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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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党的十八

大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全面依法

治国”“建设法治中国”。

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何全面依法治国?

如何建设法治中国?在实践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

局、牵引各方的总目标、总抓手。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并作为总目标和总抓手写入十八届四中

全会《决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

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和重点任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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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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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一是法律规范体系更加完备。通过加强党对

立法工作的领导、优化立法职权配置、加强和改进

政府立法制度、明确立法权力边界、赋予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权，改革立法体制，优化立法资源配置，提

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升立法理念和

立法原则，强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

规，立法效率和质量显著提高，法律规范体系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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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更加优质，以良法促进了发展、保证了善治。

二是法治实施体系更加高效。通过强化法律

实施体系建设，提出严格、高效、公正、公开执法和

司法明确要求，有的放矢地推进执法体制改革和司

法体制改革，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大

量减少；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

至徇私枉法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普通公民、公职

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正在习惯于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依法、化解矛盾靠法。

特别是宪法实施卓有成效。十八届四中全会

《决定》提出的保障宪法实施的措施得到全面落实

或体现，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完善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

监督制度，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行宪法监督、

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宪法宣传等职权职责有了

更为坚实的制度保证和组织保障。实行宪法宣誓

制度，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设立国家宪法日，将

每年12月4日(现行宪法颁布实施的日期)确定为国

家宪法日。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

销和纠正了一批有违宪法法律的规范性文件。此

外，正进一步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等。

三是法治监督体系更加严密。党中央提出建

立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

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构成的更加

严密的监督体系，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同时着力

推进监督工作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形成对法治

运行全过程全方位的法治化监督体系。《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的确

认和监察法的制定实施，对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

系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是法治保障体系更加有力。法治保障体系包

括政治保障、制度保障、思想保障、组织保障、运行保

障等。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依法治国

各领域全过程，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保障，保障社

会主义法治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保障，保障社会主义

法治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

的基础上；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社会

主义法治的思想保障，保障社会主义法治的科学发

展；建设素质过硬的法治工作队伍是社会主义法治

的组织和人才保障，保障法治的尊严、权威和有效实

施；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并有

效实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运行保障，保障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各项任务的细化和落实。从新中国成立之

初，我们党就十分关注法治保障问题，努力为法治实

施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和人才支撑。十八届四中全

会《决定》正式提出法治保障体系概念，并将其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经过5年来的建

设，法治保障体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五是党内法规体系更加完善。党内法规既是

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有力保障。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内法

规制度体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按照十八大和

十九大精神以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和十九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的部署，有关部门认

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的意见》和党内法规建设规划，截至2019年5月，现

行有效的党内法规有5989件，其中，中央党内法规

270件，部门党内法规287件，地方党内法规5432

件，一个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

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已经形成并不断完善，已经成

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

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

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有力的党内法

规制度保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深化全面

依法治国的“牛鼻子”，也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由之

路。建设法治中国，就是要依法治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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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坚持以建设法治国家为目标、以建设法治政

府为重点、以建设法治社会为基础，呈现出三者相

辅相成、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作者简介：张文显，河南南阳人，中国法学会党

组成员、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摘自《法制日报》2019年10月1日，原题《70载

法治建设铺就法治强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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