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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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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法治发

展进程，我们看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伟大进程

中，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

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是艰辛的探索，更是光辉的历程。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之

一，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废除旧法统的同时，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

法治的基础。”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1956年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

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

前提和制度基础，而这段变革时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奠基时期。

开创性地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1949年9月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制度及其政权组织系统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全新的国家制度。1954年9月召

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五四宪

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国家制度，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

来，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奠定了根本法基础。与《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相比较，“五四宪法”赋予国家的性质以崭新的属性与内容，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以及国家政权机关工作的经验，

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作了更加完备的规定，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

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建立了一个以国家权力机关为核心的更加完整的国家机构体系，借以适应日益复

杂化和专门化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活动的需要；进一步丰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完善了国家结构形式；形成了与国家制度的性质与形式相适应的公民权利体

系，为当代中国公民权利制度创设了根本法基础，从而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实现了对中国近代以来各种国家制度方案的历史性

超越。

重建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法律秩序。任何一场剧烈的社会革命运动，要实现其

预定目标，不仅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的本质与结构，而且要建立

一种新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稳定的社会与法律秩序。在新中国成

立之初的几年里，国家生活的重心就是要在逐步实现国家制度根本性变革的基础

上重建社会与法律秩序。这一时期先后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

贯彻婚姻法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司法改革运动以及“一化三改”等以群



众运动方式推进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新中

国成立以来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明显特点，便

是法律发展与群众运动彼此交织在一起，形成有机的互动关系。这些群众运动，

有力推动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法律发展，一些法律是在群众运动起来以后才制定

的。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群众运动的展开，也需要法律提供保障。然而，

在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那种依

靠群众运动来组织社会动员、重建社会与法律秩序、推进社会治理的方式已经不

合时宜了，必须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夯实社会秩序的法制基础。1956

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分析，作出了

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

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由此，党的八大强调，“我

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

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

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

展开较大规模的法律创制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加强人

民民主法制建设，注重运用法律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治理国家与社会，借以适应

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1949年到1956年间，新中国的法律

创制工作大致经历了两个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具有临时宪法性

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的法律创制，其特点是运用立法

手段，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法律秩序，保

障各项社会民主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在这一阶段，先后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组

织法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的组织通则，还制定了工会法、婚姻法、



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令。第二个阶段则

是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加快国家立法进程，推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

转变，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基础，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一时期，

在“五四宪法”指引下，重新制定了一些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制度的各项重要法

律法令。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

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适应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需要，制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手工业合作组织交纳工商业

税暂行办法、关于对私营工商业在改造过程中交纳工商业税的暂行规定等法律法

规。在这一时期，新中国民法典、刑法典的草拟工作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诉讼立

法亦开始启动。

二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社会革

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进入了一个革命性变革的历史新时期。这场新的

伟大社会革命在法治领域的集中体现，就在于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政策型法律秩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法理型法治秩序的历史变革，

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持续推进了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

史进程。

把依法治国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现代意义上的

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密切联系的，它要求法律的权威高于任何个人的权威，法律是

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实现从人治到



法治的转变的历史性任务突出地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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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刑法典和刑事诉

讼法典，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把刑事司法工作建立在法治化坚实基础之上。为

保证这两部法律的严格执行，1979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

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以下简称“九月指示”），第一次鲜

明提出“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深刻阐述了刑事司法法治工作的基本要求，并把

刑法、刑事诉讼法能否严格执行上升到“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信誉”的高度加以

突出强调。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以下简称“八

二宪法”）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推进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宪

法规范，确立了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在“八二宪法”指引下，当代中国法治发

展日益向纵深推进。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郑

重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

重大战略决策。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与贯彻，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注入了崭新内涵，有力推动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进程。

把依法执政确定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

并且长期执政的党。随着这一巨大而深刻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面临新

的重大课题。“九月指示”按照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指导方针，第一次全面

科学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基本原则和工作体制。进入21世纪以

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了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对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



执政方式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执政的

重大命题，指出：“必须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依法执政这个全新的执政理念

的提出，充分反映了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新要求，是加强和巩固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一个重大举措，丰富和发展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内容。

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五大在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基

本方略的同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〇一〇年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历史性任务。很显然，设定形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具体时间表，这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性自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

期以来的不懈努力，当代中国的立法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1982年制定了现行宪

法，此后又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先后通过4个宪法修正案。到2010年年底，

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并全面

完成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目前，涵盖社会生活

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

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因

此，2011年3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已经如期形成。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具有里

程碑的意义。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

大政治论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

别的什么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要坚持和拓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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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法治是人类文明

进步的重要标志。在当代中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旨在把国家和社会

生活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之中，实施有效规则之治。党的十八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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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完善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

改革的总目标，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性任务第一次载入党的文献之中，

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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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

历史上第一次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精心谋划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战略蓝图和总体布局，庄严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法治中国而

奋斗”。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基本方略的有机构成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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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党的十

九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重大部署，指出：“加快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并且根据党的十九大的总体部署，

决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借以加强党中央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

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中国建设全方位展开，国家治理现代化

进程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显示出旺盛的活力和强大的生

命力。

明确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战略安排和重点任务。在当代中国，作

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和重要依托，全面依法治国有其确定的内在目标。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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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从形成法

律体系到建设法治体系，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法治发展规律的深刻认

识和把握，记载了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时代轨迹。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全面依法治国总抓手的法治事业波

澜壮阔地展开，迈出了重大步伐，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基

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对开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新征程、实现中

国法治现代化作出了战略安排，确定了建成法治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

步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即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

实现”；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



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一过程中，包括法

治文明在内的政治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

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安排，清晰地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矢志不渝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意志。实现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战

略安排，必须精心谋划、把握重点、扎实推进。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部署了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的伟大革

命的七项重点任务，即一是研究制定法治中国建设规划；二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三是推进科学立法工作；四是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五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六是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七是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和法治人才培养。很显然，这七

项战略性的重点任务，有力回应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对法治中国建

设提出的新要求，确立了新时代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主攻方向，必将对坚持

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产生深远影响。

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发展进程与法治改革进程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历史性任务，对深化法治领域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坚定不移推进法

治领域改革，有效破解法治实践中存在的法治难题，努力克服影响法治发展的体

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问题，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自我完善和

发展，这是在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引领下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遵循中国法治发展的内在机理与规律，在借鉴吸收世界法

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同时，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基本

要求，走出了一条自主型的中国法治改革之路。迈入新时代的中国法治改革，注



重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更加突出法治领域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强化法治改革措施的全面考量、相互配合、整体协同、形成合力，从而使法治改

革方案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注重强化问题导向，抓住法治工作中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事关法治建设全局的突出问题和关键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推出强有力的法治改革举措，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开创了法治领域改

革的新局面；注重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促进和实现社

会公平正义作为法治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使法治改革合乎民心、顺乎民

意；注重恪守依法改革的原则，把法治领域改革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加以推进，做

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努力实现改革决策与立法工作有机衔接、相互促进，坚持

运用法治方式来推进法治领域改革，从而着力解决好人民不断增长的法治新需要

与不平衡不充分的法治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

远的保障作用奠定坚实有力的法治体制、法治制度和法治机制基础，开拓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