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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法治法理思想，并形成了思想深刻、内容完整、体系

宏大、逻辑严密的法治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具体包括法治概念论、法治本质论、法治目的论、法治精

神论、法治规范论、法治体系论、法治方法论、法治教育论、法治信仰论、法治自信论、法治文化论等。

前五论阐明了法治内在与外在的理论与制度的本体问题，概念论阐释法治是什么，本质论诠释法治的

政治方向与定位，目的论解决法治的意义与归属，精神论阐明法治的灵魂何谓，规范论则为作为理想、

理念、价值的法治找到安身立命的制度载体。因此，前五论关乎法治的内在道德与外在规范以及相互

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原理。后六论阐释了法治的全过程、全领域的运行过程及其规律，解决法治的目

的、精神、本质、规范何以实现以及怎样实现的战略、战术与策略问题：体系论确立了法治建设的目标

与法治运行规律，方法论解决了法治战略目标如何实现的路径、方法、方式问题，教育论解决了法治何

以使人尊法守法用法的问题，信仰论解决了人们对待法治的根本道德态度、道德习惯与道德义务问

题，自信论解决了人们对待本国法治的信心与内在认同问题，文化论阐释了法治的意识形态构成与人

文精神积淀。

关键词　习近平法治思想 法治概念 法治精神 法治规范体系 法治信仰 法治十一论

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之后，我国法学界关于习

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成果日臻丰富。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而得到的研究成果多达５３８７项。〔１〕这些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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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法学博士。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课题“构建中国特色宪法监督理论体系

研究”（批准号：２３ＪＤＺ０２５）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知网，检索日期：２０２４年８月１１日。



观、方法论、基本特征、核心要义、时代精神、国家主权、宪法理论、立法理论、人权价值、政法理论、

生态文明、法治政府、监察法治、依规治党、依法治军、公共服务、知识产权、司法公平、法学教育等

内容的研究论述，却鲜有学者运用“体系化学理化”〔２〕研究方法，就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理论

体系做出系统、完整与全面的阐释。事实上，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所以能够形成，就在于党的十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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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局战略高度定位法治、

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因此，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法治法理思想，并形成了思想深刻、内容完整、体系宏大、逻

辑严密的法治理论体系。为此，笔者运用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方法，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理

论体系概括为“法治十一论”，这就是：法治概念论、法治本质论、法治目的论、法治精神论、法治规

范论、法治体系论、法治方法论、法治教育论、法治信仰论、法治自信论、法治文化论。前五论阐释

法治内在与外在的理论与制度的本体问题：概念论阐释法治是什么，本质论诠释法治的政治方向

与定位，目的论解决法治的意义与归属，精神论阐明法治的灵魂，规范论则为作为理想、理念、价值

的法治找到安身立命的制度载体。因此，前五论关乎法治的内在道德与外在规范以及相互之间的

内在联系与原理。后六论阐释法治的全过程、全领域的运行过程及其规律，即解决法治的目的、精神、

本质、规范何以实现以及怎样实现的战略、战术与策略问题。体系论确立了法治建设的目标与法治运

行规律，方法论解决了法治战略目标如何实现的路径、方法、方式问题，教育论解决了法治何以使人尊

法守法用法的问题，信仰论解决了人们对待法治的根本道德态度、道德习惯与道德义务问题，自信论

解决了人们对待本国法治的信心与内在认同问题，文化论阐释了法治文化的构成与人文精神积淀。

“法治十一论”构成了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有从学理与机理上阐释总结习

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理论体系，才能更加深刻理解、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灵魂与精髓。

一、法 治 概 念 论

众所周知，最早给“法治”下定义的是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

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３〕因

此，“法治”的元命题有二：一是人们普遍服从法律；二是法律是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含

义表达的人人受制于法律、服从与遵守法律的理念跨越时空，具有全球性之普世意义。后人关于

法治的理解无非是基于亚氏法治概念的补正与扩展。２０世纪英国法理学家约瑟夫·拉兹对法治

概念所做的阐释就基于服从法律的含义。他认为，“法治”一词意味着法律的统治，从广义上说，意

味着人们应当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的统治；从狭义上说，意味着政府应受法律的统治并遵从法

律。〔４〕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建立在借鉴人类优秀法治文明成果之上的，契合法治的普遍规律与精

神实质。习近平同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而是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

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因为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

·６·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４年第５期

〔２〕

〔３〕

〔４〕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方法是习近平同志所倡导的理论研究方法。２０２３年６月３０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

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着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他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

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

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载《求是》２０２３年第

２０期，第７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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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５〕毕竟“用明确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是古今

中外的通用手段”。〔６〕因此，习近平同志早在浙江工作时就对“法治”的概念做出了界定：“现代政治

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法治，就是用法律来规范各个社会主体的行为。”〔７〕在中共十八届四中

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再次就“法治”概念做出了更加规范、鲜明的概括。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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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同时，习近平同志将“法律获得普遍服从”升华为“全民守法”，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

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

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９〕从习近平同志对“法治”概念的理解分析看，

法治的核心要义就是运用法律的准绳尺度衡量、规范、引导人们的行为。其中的“法律”虽未言明

良善与否，但从习近平同志关于“良法善治”的论述便可获得答案。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法律”实际

上是“良法”，如习近平同志主张“要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使法律法规更多体

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１０〕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１１〕他多次强调立法

质量，认为要“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１２〕立法要遵循

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而“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民主立法的核心在于为了人

民、依靠人民”；〔１３〕“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１４〕上述习近平同志关于提高立法质量

的论述，实际上就是对已成立的法律作为良法而提出的具体的实质性标准，这些标准概括起来，主要

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尊重客观规律；二是体现道德理念与人文关怀；三是合乎宪法精神；四是反映人

民意愿与愿望。此外，习近平同志还对立法质量提出了具体的形式性要求，即立法需具有针对性、及

时性、系统性、可操作性、有效性的“内在道德”要求。〔１５〕我们完全可以说，只要立法满足了上述实质

性标准与形式标准，所制定的法律必然是良法。从该意义上，习近平同志关于“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以

及要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１６〕的主张，都表明习近平同志所界定的法治概念是以良法为基

础与前提的。质言之，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法治”之“法”实际上包含着“良好的法律”之意蕴。因此，当

我们分析习近平同志关于“法治”的概念时就会发现，习近平同志非常精准地把握了现代法治的精髓

与实质，他的法治概念论既包括了形式法治，又蕴含实质法治，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有机统一。

从习近平同志关于法治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其法治概念实际上包含着规范之治、规矩之治、

程序之治与制度之治四重基本理念。〔１７〕规范之治是法治的第一层含义，法律规范是法律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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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１１页。

同上注，第１９页。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

５４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８—９页。

见前注〔５〕，习近平书，第２３—２４页。

同上注，第１０９页。

同上注，第１６６页。

见前注〔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书，第４７页。

见前注〔５〕，习近平书，第９５页。

见前注〔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书，第４４页。

见前注〔５〕，习近平书，第７３页。

同上注，第１６６页。

张文显教授将法治的含义概括为法律之治、良法善治、和谐秩序与文明表征等四个方面。参见张文显：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６—１０页。



基本要素，它包括规则与原则规范。法律规范既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也是保障自身权利

的有力武器。〔１８〕规矩之治是法治的第二重含义。“规”与“矩”源自华夏始祖伏羲女娲手持的曲尺

圆规。“规”是用来测量天空的，“矩”是用来测量大地的；规矩是指尺度、标准、法度。所以，孟子说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１９〕韩非子也说“万物莫不有规矩”。〔２０〕习近平同志将法律喻为“规矩”：

“法律就是治国理政最重要的规矩。”〔２１〕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

而这个最大的规矩就是法律。因此，法律之治也是规矩之治。程序之治是法治的第三重含义。法

律程序是指人们进行法律行为所必须依据的法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步骤和方式；程序决定了法治

与人治的分野。法律之治的核心是遵循法定程序，程序是开启公权力运行的钥匙，守法律、重程序

是法治的第一要义；〔２２〕要“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２３〕制度之治是法治的

第四重含义。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规范，其功能是增进秩序。一项规则规范的确立就意味

着一项制度的确立，因此，法律规范体系就是制度体系。正是在该意义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法治

“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２４〕由于“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

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２５〕因此“制度稳则国家稳”；〔２６〕“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

安，还是要靠制度”；〔２７〕要“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２８〕任何制度的确立都在于其实施，

有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２９〕

综上，习近平同志关于法治的概念，不仅科学地阐明了什么是法治，而且精准地抓住了法治概

念的实质，强调了法治就是规范之治、规矩之治、程序之治与制度之治的法治本质内涵，突出了法

治的形式性价值与实质性价值的有机统一。

二、法 治 本 质 论

法治虽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但不同国家的法治，

其本质亦各不相同。习近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每

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

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３０〕可以说，政治决定了法治的本质、模式与理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与

西方国家的法治到底有何本质不同？习近平同志从两个方面做出了明确回答：一是党的领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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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１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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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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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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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主义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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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

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３２〕

首先，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党的领导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之魂，就在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创立、发展、完善都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的；没有党的领

导，社会主义法治就无从谈起。所以，习近平同志指出：“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

方面，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这一论断抓住了党和法关系的要害。”〔３３〕在建构我国

法治秩序过程中，必须保障党的领导这一核心与灵魂。如何认识和看待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习近平同志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做了凝练与深刻的概括，这就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

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３４〕关系的一致性意味着

两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依靠、相互包含的；“两个必

须”意味着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灵魂与指

南针，失去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党的领导之所以必须“依靠”社会

主义法治，就在于“四个依靠”：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必须依靠宪法和法律予以确立；党的政策

必须依靠法治予以法律化；党参与国家政权的领导与管理依靠法定程序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

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依靠法治得以保障。另

外，正确理解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还必须认清与处理好“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针对这一问

题，习近平同志尖锐地指出，这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３５〕之所以是个“伪命题”，就正

如徐显明教授所指出的，“设问党大还是法大，就如同设问火车头大还是铁轨大一样，也是荒谬

的”。〔３６〕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

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

守宪法法律……”〔３７〕“如果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对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

来说，权大还是法大则是一个真命题。”〔３８〕因此，习近平同志精准把握了党与法治关系的本质，揭

示了“党大还是法大”的内在逻辑机理，使广大民众认清了其中设置的某种政治陷阱，避免出现认

识论上的错误。

其次，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道路问题。每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

家都将法治国家作为其建设的目标，然而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具体实践中，选择什么样的具体道路，

确实是由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所决定。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决定了他们的法治建设必然走资

本主义法治道路，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必然选择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同志明确

指出：“……向国内外鲜明宣示我们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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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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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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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３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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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综上所述，法治本质论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而

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政治方向，决定了我们应当坚持和

发展怎样的法治这一根本问题。

三、法 治 目 的 论

法治的目的何在？在法理意义上，法治的目的有二：一是限制国家权力；二是保障人民、公民

权利。法治的终极目的归根到底是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实现。

之所以通过法治限制权力，是因为法治优先于人治，法律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

智的体现”。〔４１〕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与治理社会，在法

治之下，所有的权力都受到限制，从而维护人民的权益和公民的权利。从该意义上，无论马克思

说“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４２〕还是列宁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４３〕都表明法

治的目的是保障人民自由与权利。习近平同志不仅强调权力制约权力，亦反复强调权利制约权

力，他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基础上指明了法治的根本目的所在：“要保护人民权益，这是法治的

根本目的。”〔４４〕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

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４５〕法治目的在于限制权力与保障人民权益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习近

平法治思想中，这一思想最终形成了权力监督与“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的法治目的论。

第一，法治目的在于限制权力。法治的核心要义是以法律规制公共权力，这是法治目的的普

遍共识。习近平同志深刻认识到：“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不关进笼子，公权力

就会被滥用。”〔４６〕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结合我国实际，对为什么对公权

力进行监督的原理做出了十分透彻的阐明。他指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

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

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４７〕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批评的那样，“只要手中有点权，就

要想方设法捞点好处”；〔４８〕因此，“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４９〕他引

用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一句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由此得出结论：

“如果权力没有约束，结果必然是这样。”特别是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监督者要接受监督的问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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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纪检监察机关不是天然的保险箱，监察权是双刃剑，也要关进制度的笼子，规范和正确行使

国家监察权。〔５０〕将监督者亦纳入监督制约的对象的观点是极其深刻的法治思想，它解决了监督

者自身何以监督的核心问题。因此，“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

督”。〔５１〕为了惩治权力腐败，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思想。他说：“要强

化制约，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的部门、单位、个人行使，形成科学

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５２〕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观点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我们

党政治上坚决反对西方的“三权分立”理论，但也绝不主张权力集中于一个人或一个部门行使，而

是主张合理分解权力，通过科学配置权力，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的部门、单位、个人行使，从而形

成一套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是对西方“三权分立”理论的超越与升华。因此，习近平同

志告诫各位领导干部：“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

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５３〕

第二，法治最终目的在于保障人民权益。如果说权力监督是法治目的的话，也只能是初级目的，

通过法治制约权力，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保障人民权益的手段，因此，保障人民权益才是法治的终极

目的，它是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的最终标准。〔５４〕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

指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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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和

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５５〕

总之，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目的论的要点在于：第一，保障人民权益；第二，依法保障全体

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

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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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

四、法 治 精 神 论

法治精神，顾名思义，就是秉持和坚守法治的精神，是法治的目的、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是

法治思想凝聚而成的文明精神，是法治实践必须奉行的基本准则，是人们必须弘扬的时代精神以

及所具有的内在信仰。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以后多次强调弘扬法治精神。〔５６〕习近平法治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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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３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号召“在

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干警把法治

精神当作主心骨，提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０日，习近平同志在庆

祝澳门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大会暨澳门行政区第四届执法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要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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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对邹碧华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坚定理想信念 坚守法治精神 努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

于历史的业绩》，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３月３日，第１版。



的法治精神具体包括公平正义、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一，公平正义。习近平同志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

崇高的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求公平正义，保护人民权益、伸张正义。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公平正义来进行。”〔５７〕习近平同志从执法、司法、社会制度等

多维度阐释了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针对法治领域改革，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具体目

标就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５８〕

这是对行使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人提出的严格标准要求，只有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才是评判与检验公权力行为是否具有公平性的最基本的标准。因此，他要求司法干警“把法治精

神当作主心骨，做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执法者……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不偏不倚，不

枉不纵，铁面无私，秉公执法”。〔５９〕毕竟，“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６０〕“公平正义是执法

司法工作的生命线”。〔６１〕而“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的底线，

维护公平正义是司法与法治的核心价值”。〔６２〕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还体现在制度设计上。习近平

同志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

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

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

义公平正义原则。”〔６３〕制度正义是法治的基石，只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才是法治最可靠的基础。

第二，宪法法律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是法治精神的灵魂，厉行法治必须形成和树立宪法法律

的至上权威。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

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

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

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６４〕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在全社会形成宪法至上的

良好氛围，〔６５〕要求每个领导干部和社会成员都要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

念。〔６６〕依照我国宪法序言、《宪法》第５条所规定的内容以及习近平同志关于宪法法律至上的重

要论述，宪法法律至上的含义包括：第一，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国家的根本法；效力最高，

意味着一切法律规范性文件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抵触者无效。宪法至上性为我国合宪性审查制

度提供了宪制基础。第二，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

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一切主体都必须遵守宪法，服从宪法，以宪法办事。遵循宪法、服

从宪法的义务性规范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提供了宪法依据。第三，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２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４年第５期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见前注 〔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书，第３８页。

见前注 〔３１〕，习近平书，第３０３页。

见前注 〔５〕，习近平书，第４８页。

见前注 〔３１〕，习近平书，第２９５页。

见前注 〔５〕，习近平书，第２５９页。

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下）———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观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１６页。

见前注 〔２３〕，习近平书，第９７页。

见前注 〔２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书，第８８页；前注 〔３１〕，习近平书，第２９１页。

见前注 〔５〕，习近平书，第２４页。

同上注，第１３６、１８６页。



都必须予以追究。这是对违宪责任的强制性规定，从而保障了宪法法律的至上地位。第四，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职权法定，宪法法律无授权不可为，从而确立了

公权力行使的疆界。宪法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重在约束权力，任何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宪法法律

的限制，一切人包括执政党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应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规范，以法律为

治国理政最大规矩，牢固树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

国家法律之上。

第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法律的实体

内容符合平等的原则与精神；二是指在已制定出来的法律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６７〕习近平同

志多次强调立法质量，其中一个标准就是要求制定出来的每一项立法都要合乎宪法精神，而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宪法的核心精神，它构成了宪法根本权利的基础。弗里德曼指出，唯有一个基

本前提构成了现代权力清单中大部分内容的基础，这一信条在于，所有人类在公共政策和法律面

前一律平等。〔６８〕如果制定出来的法律不合乎平等精神，就是违背宪法原则与精神。即使这样的

法律被制定出来，也会通过合宪性审查机制予以依法纠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

驾于法律之上。〔６９〕平等是法治精神的核心要义，它要求人人受制于法律之治，人人不会因身份和

门第关系而享有特殊的权益，同时人人有自由和同等的机会发展天赋的人格。平等是法治的基本

要求与应有之义，它的对立面是特权与差级权利。只要社会还存在着法律之外的特权，存在着法

律上的等级身份，就没有法治。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平等是一种神圣的法律，一种先于所有法律

的法律，一种派生出各种法律的法律”。〔７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确立的根本法治原则，

它反对一切形式的法外特权。《宪法》第３３条第２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

一律平等。”第５条第５款又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因此，《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五项原

则，其中之一就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习近平同志指出：“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

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因此，法前平等的法治精神“必须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

各个方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

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７１〕

五、法 治 规 范 论

法治作为人类治理社会的基本方式，首先是作为一种理想出现的，然而法治理想必须通过具

体的法规范作为载体，否则法治理想是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法治作为一种规范，是通过以下三种

方式获得规范性的。首先，法治借助人权文件而获得规范性。开创法治先河的１２１５年英国《大宪

章》第５９条确立了法治的“正当程序”规范：“任何自由民，如未经同级贵族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

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７２〕第６１条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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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司法审查的法治原则。１７８９年８月２６日法国议会通过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确立了权

利一律平等（第１条）、法不禁止即自由（第５条）、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６条）、法律正当程序（第

７条）、罪刑法定（第８条）、无罪推定（第９条）、观点与言论自由（第１０条）、税收法定（第１４条）等

近现代法治原则。〔７３〕这些法治原则就是以规范的形式确立的。其次，随着近代国家宪法的出现，

法治作为人权文件中的“原则规范”通过宪法法律化而成为法规范即宪法规范。如美国１７９１年宪

法《权利法案》确立宪法保留（第１条）、正当法律程序（第４条、第５条）等法治原则。１７９１年法国

宪法将《人权宣言》作为其序言，从而使得法治原则成为宪法原则。现行法国宪法（即１９５８年宪

法）序言仍然确认１７８９年《人权宣言》中明确规定的法治原则作为宪法原则规范。现行德国宪法

（１９４９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确立了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与基本权利约束公权力原则（第

１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３条）、基本权利限制的比例原则（第１９条）、公权力遵循法定程序或

法律规范（第２０条）等法治原则规范。此类法治原则规范均出现在各国宪法文本之中。最后，法

治通过具体法律法规获得了其规范性。现代国家的法律都确立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罪刑法定、

法不溯及既往、正当程序等法治规范。

法治作为我国的宪法原则规范，首次出现于１９５４年《宪法》，该《宪法》第８５条确立了“公民在

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第７８条）等法治原则规范。１９８２年《宪法》序言、〔７４〕第

５条、〔７５〕第３３条第２款 〔７６〕均以“规范”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的“法治原则”。概括之，我国现行宪法

所确立的法治规范具体表现为：第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

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二，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并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第三，一切违反宪法和法

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第四，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

和法律的特权。上述四方面的内容就构成了中国宪法上实质性的“法治规范”。而明确将“法治”

作为原则规范载入我国宪法是１９９９年宪法修正案。１９９９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１３条规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作为《宪法》第５条第１款规范内容，由此作为一种体现现代性的“法治”理想变成了我国宪法

中的原则规范。

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法治”是一种“规范”的法治。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习近平同志在首都各界

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重申了《宪法》序言与《宪法》第５条作为规范

性法治的内容。〔７７〕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９日、２月２４日、８月２４日，习近平同志分别在中共十九届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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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年《宪法》序言最后一个自然段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

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

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５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３３条第２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

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

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

和法律的特权。见前注 〔５〕，习近平书，第１０页。



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以及在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都对上述《宪法》序言与第５条的法治规范内容作

了重申。〔７８〕习近平同志针对改革和法治的关系指出要“发挥法治规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７９〕

此外，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规范意义上的法治原则，如“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守法律、重程序”“职权法定”“全党

全国要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８０〕等等。法治规范是具体建设法

治、厉行法治、实现法治的最重要的方式。法治不能仅仅作为一种理想，只有作为一种规范事实或

制度事实才能发挥法治应有的保障作用。

六、法 治 体 系 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一个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它是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

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体系，在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８１〕“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概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概念的升华与超越。法律体系指的是一

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要求，根据法律规范调整的对象和调整方法的不

同，划分为若干法律门类，并由这些法律门类及其所包括的不同法律规范形成相互有机联系的统

一整体。〔８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实践，则赋予法律体系概念以新的含义：法律体系

被看作是制度、社会政治价值观载体、被赋予保障法律规范和谐统一的功能、被看作法律平衡发展

的指标。〔８３〕然而，无论如何完善法律体系，法律体系永远处于不断完善与建设的过程之中，因为

法律的基础是实践，实践是一种无止境的发展过程，发展就会出现新问题，而新问题就需要法律的

规制。问题在于，无论多么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都必须严格地被遵守、被实施，才能发挥其调整、

指引、规范的作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并完备之后的重要使命就是如何保障

法律的有效实施，这一重大任务就超出了法律体系自身的架构及其功能，它需要借助更高一级的

理论体系予以完成，而这一理论体系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体系”。

目前学术界关于法治体系的论述不少，但总感觉有些问题并未说清楚：一是五大体系之间的

内在联系是什么？二是一国法治体系为什么包括党内法规体系？三是法治体系与法治国家共同

作为法治目标，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关于五大体系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如果我们把法治体系比作一座“大厦”，那么法律规范体

系是法治体系的“基石”，法治实施体系是法治体系的“栋梁”，法治监督体系是法治体系的“监理”，

法治保障体系是法治体系的“指挥部”与“后勤部”，党内法规体系是法治体系的“拱顶石”。完备的

法律规范体系是法治体系的基础性工程，它不仅解决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立法体系数量

完备建设，而且要解决所立之法是否为“良法”“善法”的立法质量问题；只有法律规范完备、齐全且

所立之法是“良法”，才能达成“善治”之法治理想。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是法治体系的关键性工

·５１·

范进学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治理论体系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见前注〔５〕，习近平书，第２０８、２１７、２３０页。

同上注，第４０页。

同上注，第１３、１８、１３６、１４１、２０１页。

见前注 〔３１〕，习近平书，第３０１页；前注 〔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书，第３５页。

参见《法理学》编写组：《法理学》（第２版），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３１７—３１８页。

参见信春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及其重大意义》，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２０页。



程，是支撑法治体系能够建构起来的“四梁八柱”。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实施不仅要“高效”，

更要“公正”，没有公正、高效的法律实施，就无法实现法治。从该意义上说，法治的生命也在于法

律的实施。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法治体系建设的“监工”与“监理”，法治监督不仅仅是指对法律

实施情况的监督，而且是对与法律实施相关的一切主体的监督，更关键的是对所有公权力机关及

其人员的法治监督。法治监督体系实则是权力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

自我革命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法治监督最重要的命

脉，在中国的法治监督体系中，什么时候把“关键少数”的权力约束住了，法治监督就什么时候建设

完善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是法治体系的“指挥系统”与“后勤保障系统”，法治的运行、实施、监

督如何，最关键是依靠政治、思想、组织、制度、运行等保障环节。坚持党对法治的领导是法治的政

治保障，政治保障决定法治的性质、方向与定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法治的制度保障，

它保障法治始终走社会主义道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法治的思想保障，它保障正

确的法治实践；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法治的组织和人才保障，它保障法治的尊

严、权威和实效；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以及有效实施是法治的运行保障，它保障法

治的实际效果。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法治体系建设的“拱顶石”，法治不仅包括国家法治，还包

括党内法治。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截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９９１８．５万名，〔８４〕其中我国公务员队伍中党员比例超过８０％，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党员比例超

过９５％，可见，只有把全体党员管理好、治理好，法治建设才能建设好。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

局。”〔８５〕因此，从法治体系而言，法律是对全体人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无

论是法律规范体系还是党内法规体系都是制度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规治党深入党心，

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８６〕这也就回答了法治体系为何需要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其中的问题。

正是由于“五大体系”构成了完整的法治体系，而且法治体系事关全面依法治国的全局，因而党中

央才把法治体系与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以一体建设。可以说，法治体系形

成之日，就是法治国家实现之时。就两个目标而言，法治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属于

手段性目标；法治国家是宪法确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目标，属于目的性目标。法治体系的目标

建设目的在于最终实现法治国家这一现代化目标。这就是我们正确处理两个目标所应持有的态

度与基本立场。

七、法 治 方 法 论

法治方法论是关于法治如何实现的路径、方式与方法的理论。法治何以实现以及其实现的基

本路径、方式与方法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都能够找到正确的答案。我们认为，依宪执政、依宪治国

是法治实现的宪法方法；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以及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国外法治是法治的战略布局，其本身就是运用法治思维方法

与法治方式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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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之法，首先是宪法；法治作为法之治，首先是宪法之治。“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

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８７〕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规定的是国家的重大制度和重大事项，在国

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总括性、原则性、纲领性、方向性。宪法是国家一切法律法规的总依据、总源

头，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８８〕“特别是我国宪法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这

是我国宪法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实施的根本保证。”〔８９〕这是以根本法的形

式确立了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因此，宪法就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依据。如果治国不

首先依宪，那就意味着抛弃了立国之本，背离了党和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共同愿望，背离了全体人民

所获得的根本性的全社会共识，依法治国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

法治国家更无从谈起。可见，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无论依宪治

国或执政，都是将“宪法”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属于宪法方法论范畴。换言之，执政党治国理

政要运用宪法思维与宪法方式，并保证执政活动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统筹推进国内

法治与国外法治，则意味着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实现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

内的中国式现代化，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推进国内与国际两种治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是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的法律方法，它侧重于要求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

革、推动法治、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９０〕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在各种场合反复重申并强

调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能力建设问题。〔９１〕中央文件以及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

“法治思维”始终与国家公职人员与领导干部联系在一起，注重提高公职人员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

方式的能力。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些领导干部还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领导

干部心中无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是法治建设的大敌。”〔９２〕因此，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主体具

有一定的特定性，它特别要求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具有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法治思维是在

“法治”理念的基础上思考法律问题、分析并解决法律问题的思维方式，这是法治思维与强调运用

法律规则处理问题的“法律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９３〕法治方式则是运用“法治思维”的方式具体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与方法。有学者指出：“法治方式是根据法律，在充分思考的基础

上所形成的决断，是一种行为方式。”〔９４〕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作为治国理政的方法是与人治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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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的，人治往往依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改变了，法也

改变了，因而人治思维往往反复无常，靠不住。另外，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国外法治。中国走向

世界，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要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

险，综合利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开展斗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９５〕总之，

法治方法论是保证法治得以实行的中介与桥梁，没有方法论的法治，法治的理想与现实就失去了

沟通与连接的纽带，法治理想就难以通向法治现实。

八、法 治 教 育 论

法治教育是法治建设的最重要的环节，法治教育直接关乎全社会成员能否养成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道德风俗习惯。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法治教育的论述十分丰富，对全社会成员的法治教育尤其是领导干部

和青少年的法治教育尤为重视，不仅确立了法治教育的目标，而且对法治教育的对象、路径、方式、

评价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为我国新时代法治教育指明了方向。法治教育的目的，一是“要在全

社会树立法律权威，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培育社会成员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环境，自觉抵制违法行为，自觉维护法治

权威”；〔９６〕二是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让法治成为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

习惯，实现全民守法。〔９７〕法治教育的对象始终以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为重点。〔９８〕领导干部作为具

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面依法治

国的方向、道路、进度，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法治教育要注重抓领导干

部”这个“关键少数”。〔９９〕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与希望，少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同志指出：“未来

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也必然出自今天的青年，青年从现在起就应该形成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

道德素质、法治素质。”〔１００〕因此，“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１０１〕特别是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１０２〕

“引导青少年从小掌握宪法法律知识、树立宪法法律意识、养成尊法守法习惯”。〔１０３〕从１９８５年第

一个《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１０４〕到２０２１年６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１０５〕的近４０年，党和国家在坚持开展全民普法教育的过程

中，始终将国家公务员与青少年作为法治教育的重点对象，因而把握住了法治教育的关键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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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育“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将法治教育纳入公民教育体系”。〔１０６〕建

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人民团体在普法教

育中发挥职能作用。在法治教育形式上，《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

第四个五年规划》将１２月４日作为全国法制宣传日，至“六五”普法期间１２月４日又被定为国家宪

法日，法制宣传日或国家宪法日成为开展法治教育的新形式。“七五”普法时期，习近平同志提出

了“推动宪法法律进企业、进乡村、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军营、进社会组织”〔１０７〕的“七进”法治

宣传教育方式。“八五”普法规划则提出，在新市民仪式、青少年成人仪式、学生毕业仪式等活动中

设置礼敬宪法环节以及建设国家宪法宣传教育馆等普及宪法教育的新形式；同时，还提出探索设

立“法学＋教育学”双学士学位人才培养等项目以加强法治教育师资培养。在法治教育评价上，强

调将依法办事作为检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重要标准，把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情况作为考核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

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１０８〕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再

次强调：“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１０９〕所以，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

多次指出：“一个人纵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没有很强的法治意识、不守规矩，也不能当领导干

部。”〔１１０〕法治教育立法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

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提出“制定国家法治宣传教育法”的立法要求；〔１１１〕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的《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也提出“推动制定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全民普法

工作提供有力法律保障”。〔１１２〕因此，为了更有效实施法治教育，尽快制定《法治宣传教育法》乃

是当务之急。

九、法 治 信 仰 论

信仰是社会心理中的最高境界，法治信仰就是法治成为人们内心的一种精神信仰，社会共同

体成员对法治的精神、价值、观念发自内心地崇尚、遵从和认可。法治信仰，自古有之。古希腊哲

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１１３〕可见，法

治的实现不仅需要人民的“全部遵循”，同时人民所普遍遵循的法律是保障人民自由的良法———

“法律不应该被看作和自由相对的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１１４〕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新时代，如何让

法治成为全体人民的信仰，这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信仰论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正如《人民

日报》评论员所说，“党的十八大把‘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大要素，就是要让法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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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５〕，习近平书，第２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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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载人民政协网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ｍｚｘｂ．ｃｏｍ．ｃｎ／ｃ／２０１６ ０４ １７／７７０１９５．

ｓｈｔｍ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年第５号，第１０６８页。

见前注〔３〕，亚里士多德书，第１９９页。

同上注，第２７６页。



为一种全民信仰”。〔１１５〕因为，法治的根基在人民。习近平同志早在浙江主政时就提出了法治信仰

问题，他说：“要突出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在全社会树立法治信仰、形成法治风尚，努力把法治精

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１１６〕２０１４年１月

７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求执法机关“信仰法治、坚守法治”。〔１１７〕“只有内心

尊崇法治，才能行为遵守法律。只有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法治，才是真正牢不可破的法治。”〔１１８〕“只

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厉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１１９〕法治作为

治国理政的方式与方略，它本身蕴含着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平等、尊严等内在价值与精神，这种

内在性的精神与价值必须获得全体民众的体认与获得感，而这种体认与获得感绝不是抽象的，而

是具化的、实践的。只有让民众切身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在亲身体验中逐步积累对法治的认

同与信任，从而才可能在内心产生对法治的信仰情感；只有社会成员由衷地信仰法治，才能“在全

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才能使公职人员“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

自觉意识”。〔１２０〕所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法律要发生作用，首先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１２１〕为

此，习近平同志从立法、执法、司法等多方面提出了法治信仰的基本要求与规范。在立法上，通过

提高立法质量，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１２２〕在执法上，要求

文明执法、公正执法，涉及群众问题，要准确把握社会心态和群众情绪，充分考虑群众的切身感受，

人性化执法、柔性执法、阳光执法，切忌粗暴执法、“委托暴力”那一套。〔１２３〕要求“执法者必须忠实

于法律，既不能以权压法、以身试法，也不能法外开恩、徇情枉法”，〔１２４〕必须严格执法，取信于民。

在司法上，要求裁判者“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

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１２５〕“如果人民

群众通过司法程序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权利，那司法就没有公信力，人民群众也不会相信司法”，

司法不公，人心就不服。〔１２６〕因此，法治信仰必须从掌握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做起，执法者与司法

者“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就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这就是法治精神的真谛”。〔１２７〕信仰法

治是一种内心情感与精神寄托，它表现为对良法与善治的信赖与信任，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仰，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权力行使者的公正、廉洁、无私执法司法形象。全社会能否弘扬法治精神、信

仰法治，领导干部是关键。因此，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必须抓住

“领导干部”这个少数。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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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１２８〕领导干部必须“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他们是“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目标和任务

的关键所在”；习近平同志要求领导干部首先要解决好尊法问题，“只有内心尊崇法治，才能行为遵

守法律”。〔１２９〕只有领导干部心中有法、思必找法、行必依法，才能坚守法治、信仰法治，从而引导广

大人民群众信任法治，进而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治、信仰法治的氛围。

十、法 治 自 信 论

“法治自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出现的一个学术概念，〔１３０〕该术语源于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

次提出来的“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法治自信”是对“三个自信”概念的扩

展与延伸。随着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９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

正式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１３１〕

尤其是在庆祝建党９５周年的讲话中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定“四个自信”〔１３２〕之后，“法治自信”概念

的内涵亦随之丰富和发展。因此，当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

“要坚定法治自信，积极阐释中国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主张和成功实践，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故

事”〔１３３〕的最新要求后，“法治自信”从一个学术概念变成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政治概念和术语，它

实质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个自信”理论在我国法治领域的实际体现，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法治理论自信、法律法规制度 〔１３４〕自信和法治文化自信的凝练与涵

摄概念，是一个统领性的属概念与上位概念。有学者认为：“法治自信”这一极具原创性标识性概

念的提出，表明我们对法治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我们增强法治理论自信、法治道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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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自信”作为学术概念最早出现在２０１４年，高礼杰较早使用了“法治自信”。参见高礼杰：《中国特

色法治自信如何可行———基于法治自信两个维度相契合的思考》，载《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此后对这一

概念的使用，参见刘吟秋：《重启尘封疑案 彰显法治自信———呼格吉勒图再审案改判无罪始末》，载《人民法院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６日，第４版；侯万锋：《以法治自信助推廉政建设》，载《甘肃日报》２０１５年１月７日，第３版；蒋超、

李小朋：《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自信》，载《当代广西》２０１５年第１４期；陆俊杰：《法治自信时代的法律文化输出论略》，

载《学术交流》２０１６年第８期；吴超华：《习惯“被拍”是一种法治自信》，载《人民之友》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王辉：《坚定

法治自信 建设法治中国》，载《学习月刊》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张雪樵：《树法治自信 立检察自觉》，载《检察日报》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４日，第２版；任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自信的四重维度》，载《党政干部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琚

超、郭国祥：《“四个自信”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自信的多维审视》，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为全面从

严治党打下重要政治基础》，载中央人民政府网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６ ０６／２９／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８６７３９．ｈｔｍ。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

３４８页。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涉外法制建设 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

境》，载中央人民政府网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ｙａｏｗｅｎ／ｌｉｅｂｉａｏ／２０２３１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１７４７３．ｈｔｍ。

法律法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与法规制度。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

时的讲话中提出了“法规制度”的概念，这里的“法规制度”就是“党内法规制度”。见前注〔５〕，习近平书，第

１５０—１５６页。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将“法律制度”与“国家

制度”并列，提出“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要求。见前注〔５〕，习近平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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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法律制度自信和法治文化自信，创造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开辟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新境界，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新实践，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１３５〕因此，法治自信论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

想的新内容与新内涵。

法治自信的底气源自政党自信、国家自信与民族自信。政党自信是由党的先进性和党规党

纪所决定的；国家自信源自“今天的中国处于１８４０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１８４０年以

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１３６〕的事实判断；民族自信源

于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容性强的民族文化以及铸就的坚忍不拔、威武不

屈、顽强奋斗的民族精神气节与民族性格。因此，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

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

信的。”〔１３７〕政党自信、国家自信与民族自信缔造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全体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

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这是政党自信、国家自信、民族自信的根本所在，也是“四个自信”的根本所在。

“四个自信”在法治领域的集中体现就是“法治自信”，因此，法治自信实质上是人们自己对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创造的法治道路、法律法规制度、法治理论、法治文化以及法治历史实践

的内心确信与认同，具体包括法治道路自信、法治理论自信、法律法规制度自信、法治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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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道路确保法治建设不走错路、不走

到邪路上去，法治道路的正确性将保证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顺利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理论是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它来源于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法治理论是法治实践正确性、有效性

的保障，法治理论的科学性、实践性与思想性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提出了理论指导。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并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制

度体系，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１３８〕中国特色党内法规制度是中国共产

党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比较完备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它为党跳出治

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找到了答案。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法规制度，都是党和国家的制度体系的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依据。法律法规制度保证了法治的

形式、程序价值与精神实质价值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

统法律文化、借鉴西方各国优秀法治文明成果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法治

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法治意识、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价值的产物，

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精神支柱与人文底蕴。对法治

道路、法治理论、法律法规制度、法治文化的自信就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心确信与认同，因此，

法治自信最终体现了对政党、国家、民族的自信。只有树立法治自信，才能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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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展示法治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中国法治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十一、法 治 文 化 论

“法治文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共同概念、共同话题，法治文化论既是习

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同志高度重视法治文化问题，围绕法治文化和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概念、判

断和观点，形成了‘法治文化论’。”〔１３９〕

法治何以成为一种文化？法治文化对法治中国、法治社会建设具有怎样的意义？法治固然是

一种人人普遍服从良法、接受良法之治的产物，关键是何以让每一个人从其内心自愿接受法律的

统治并成为在生活中普遍遵循的规则与生活方式。马怀德指出，唯有让法治成为民众的习惯，内

化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成一种文化，才能实现真正的良法善治。〔１４０〕只有当法治上升为一种“文

化”的时候，法治的精神、价值与理念才能成为一种内化于心的法治实践。从该意义上说，法治文

化不是可观察的法律行为，而是人们“共享的理想、价值和信念”，人们用它们来解释经验，生成行

为，而且文化也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之中。〔１４１〕戈登指出：“如果把人类的生活比喻为一枚硬币的话，

那么一面是‘社会结构’，另一面就是‘文化’。”〔１４２〕因此，法治文化多表现为法治意识、行为方式以

及由此所形成的社会风尚习惯。法治文化应着眼于法治思维意识、法治行为方式与法治社会风尚

等方面的建设。

习近平同志从上述各方面对法治文化做出了科学的论述，全面回答了法治文化建设的内涵与

基本内容，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治文化论。首先，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理念是法治文化

建设的核心。法治文明特别是法治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

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１４３〕“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１４４〕

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具备法治观念的重要性，要求“每个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宪法法

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１４５〕其次，以法治思维与法治

方式思考、处理和解决问题，将法治作为自己的行为方式，是法治文化的关键。党的十八大提出，

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基本要求是“在法治之

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定、办事情”。〔１４６〕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第十一个

坚持就是“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因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引导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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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深化基层依法治理，让依法办事蔚然成风。”〔１４７〕二十大报

告也指出：“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１４８〕最后，形

成全社会尊法守法学法用法的社会道德风尚，是法治文化形成的标志。法治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

就是看一个社会成员是否将法治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因为这是法治社会风尚养成

的关键。习近平同志早在浙江主政时就曾引用卢梭的话说“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

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并指出，法律当中“最重要的

一种”就是这种风尚，它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

里。“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１４９〕所

以，习近平同志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让宪法家喻户晓，在全

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１５０〕要“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１５１〕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也提

出，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形成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基本形成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的法治环境。〔１５２〕只有形成了这种法治氛围与环境，法治风尚才能形成。由此可见，法治精神与法

治理念培育是法治建设的前提，缺乏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就不可能具有法治思维，更不会以法治

方式处理并解决问题，进而不可能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风尚。

总之，法治文化是法治真正发挥其作用的基础，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在建设法治文

化的过程中，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最终形

成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十二、结　　语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理论是重要引领。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

法治实践。”〔１５３〕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治理论体系是极富原创性、时代性、继承性、民族性、系统

性、专业性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

上的理论成果。它集古今中外优秀法治文明成果之大成，既具有现代法治理论的共同特征，更

具有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它不仅深刻包含现代法治的一般原理，更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

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理论体系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怎样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法治、实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法治等重大理论与实

践课题；它本身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的法治学科体系、法治学术体系、法治话语体系，对于推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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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创新中国特色的法学知识自主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极具重大的、方向性的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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