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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ighteenth congress,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in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such	a	historical	stage	of	scientific	judgment,	based	on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lobal and strategic height to locate the rule of law, the rule of law, the rule of law, creative put forward about 
comprehensive new strategy of a series of new ideas, new ideas, and the top of the design of the rule of law, formed the xi the rule of 
law.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is the fundamental guideline and guide for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in 
the new era. It must be adhered to it for a long time an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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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中国法治建设处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科学判断基
础上，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来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
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进行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
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与时俱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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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11 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首次正

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

项长期的政治任务，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有助于学习

贯彻更好地往心里走、深里走、实里走。

2 中国法治建设处于怎样的历史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

史阶段？是法治建设处于萌芽阶段？还是处于开启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进程阶段？还是法治建设比较成熟、非常成熟

阶段？

2.1 中国法治建设处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阶段
2012 年的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并且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政治改革和政治发

展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任务。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

一步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大会的主题，通过了《关于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由此可以看出，十八大

以来中国法治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阶

段。它的标志就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作为大会的主题 [1]。

2.2 中国法治建设阶段及成就的历史演进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法治建设处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阶段，是基于什么得出的判断。论文主要从三个历史时

期法治建设所处的阶段和成就来探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这是法治建设的萌芽阶段，法治建设的成就主要是制定

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大量法律法令，创造了

“马锡五审判方式”，为建立新型法律制度积累了实践经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进程。法治建设的成就主要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

国家机构组织法、选举法、婚姻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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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框架体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的法治建设

处于依法治国阶段，法治建设的成就主要是逐步形成了以宪

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在对这 3 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领导法治建设的规

律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对中

国法治建设所处的阶段进行了准确的判断，即中国法治建设

进入了一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阶段 [2]。

3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法治，对全

面依法治国进行了一系列阐述分析。经过梳理发现可以分为

两个方面。

3.1 在综合的报告分析中涉及的法治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党的十九大，

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党的二十

大报告。这些都是在一个全面的报告分析中谈及法治。具体

来说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写

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个明确”中的第

五个明确。第五个明确就是“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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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在十九大的时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八个明确”。到了 2021 年

11 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八个明确”的基础上，新增了两个明确，提出了“十

个明确”，并且在“十个明确”的排序上、有些明确的表述

上也有了新变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表述

上没有变化，但是在排序上放在了十个明确之六。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除了“十个明确”这

个核心内容之外，还有“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

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写入“十四个坚持”基本方

略之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的“十三个方面成就”，其中第六个方面的成就

是在全面依法治国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九大、十九

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

面成就”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

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这些都是在综合的报

告中涉及的法治。

3.2 多次专门论述法治思想
除在综合的报告中涉及的法治外，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讲法治的次数之多、涉及的内容之广，是

前所未有的。

3.2.1 多次分析论述法治的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对什么是法治专门作了分析。2014 年 10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

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什么？

最形象的说法就是准绳。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

社会生活，这就是法治。”同时又指出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

最重要的规矩 [3]。

3.2.2 阐释了法治的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对法治的定位也作出了阐释。在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

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各

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今

天，我们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那么对于法治和人治问题就

必须面对，作出选择。我们应该作出什么的选择呢？毋庸置

疑，当然是选择法治，而不是人治。

①法治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

习近平总书记对法治的定位，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

把握：第一个方面，法治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构成了中国建设发展中的两个层面的

问题。“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解决建设什么、发展什么的问题，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解决怎么建设、怎么发展的问题。在“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依法治国是其中之一。

我们来捋一下“四个全面”。第一个“全面”：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们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战略早在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就提出了。这个目标战略在 2020

年我们就已经实现了，那之后的发展目标肯定要发生变化。

变成什么了呢？ 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就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表述更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就明确了我们新的发展目标。第二个“全面”：全面深化

改革，这是我们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个战略是在2013年11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第三个“全面”：全面依法治

国，这是我们发展的法治保障。这个战略是在 2014 年 10 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第四个“全面”：全面从严治

党，这是我们发展的政治保证。这个战略是在 2014 年 10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

上提出的 [4]。

从以上可以看出，“四个全面”是分别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高层会议场合一个一个逐步提出的。那把“四个全面”

并列在一起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第一次提出来的？ 2014

年 12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他要求要“协调

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

台阶”，就是在这个时间和场合第一次将“四个全面”并在

一起提出来了。又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将“四个全面”

定位为我们党的战略布局的呢？ 2015 年 2 月 2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

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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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是简单的并列、平行关系，

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环环相扣的整体。从大的关系看，是目

标引领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是战略目标，其他三个是战略举措。从每一个“全

面”之间的具体关系看，也是彼此联系的。比如全面依法治

国，本身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重要内容，同时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法治保障，无论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从严治党，都需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框架下进行。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全面依法治国

构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

②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2012 年 12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

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

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而基本方式这样的概括，在党的

十九大中也清晰地呈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

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在这样一些精辟而简

练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党、党的领导、人民、治理、

法治浓缩在其中，鲜明指出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

本方式 [5]。

③法治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

2020 年 2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用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这“三个最”来

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强调我们今天应当高度重视法治。

当然，习近平对法治的专门论述还很多，由于篇幅关系，

就不一一赘述了。

4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
治国的顶层设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并

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2014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中央全会形式专门研究部署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部署 180 多项重大改革举措，规划了全面依

法治国的总蓝图、路线图、施工图，全面依法治国顶层设计

和战略部署全面展现在世人眼前。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

次专题研究、专门部署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央全会，在中国社

会主义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18 年 3 月，中国共产

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是中共中央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目的是加强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党

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更好落实全面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 [6]。2019 年依法治省（市、县）委员会全面设立，

加强了各地法治建设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等等，使党对全

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2020 年 11 月，党的历史

上首次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这是第一次以党中

央工作会议形式研究部署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会议。这

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

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这些顶层设计推动

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取得重大进展；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高度重视法治的情况之下，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判断、重要论述、顶层设计，形成了习

近平法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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