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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姜明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
治国家”。“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充分发挥法治引导、推动、规范、保障
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重要作用，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奠定坚实法治基础、注入强大法治动力。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提出“法治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的重要论断，进一步深
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我们要从历
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
结合上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需要法治保
障、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法治保障、如何加强
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保障，不断增强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与能力。

法治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必然
选择

法治既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独立的构成因素，
也为现代化的各领域各方面提供了制度基础和规则
支撑。法治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固根本、稳预期、
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这是由法治的一般性质和中国
式现代化的自身特色共同决定的。

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
最稳定的治理。中华文明孕育了蕴含丰富法治思想
和深邃政治智慧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
“法者，国之权衡也”“缘法而治”等思想精华，提出
“以法治国”，法律使“万民皆知所避就”“吏不敢以非
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等观点。作为西方文
明源头的古希腊文明，也产生过“法律是最优良的统
治者”“要使事物合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
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等观念。东西方
文明对于法治既有自身特色、更有重叠共识的认识，
揭示了法治的优势所在。比如，法治提供了评价和
规范人们行为的明确依据，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的
透明度；法治使人们形成稳定的预期，有利于构建稳
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法治能够推动建
立公平合理的市场交易秩序，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等等。法治的这些优势，使其成
为各国现代化的普遍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人类
现代化新道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
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
化，对法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
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革来

推动事业发展。改革离不开法治，法治为以改革克
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劈波
斩浪提供重要保障。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在法治下推
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比如，在实现高质量发
展上，我们坚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确保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等改革探索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
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上，及时修改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组织法等法律，使改革成果制度化、法律化，更
好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点和优势；等等。实践
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获
得强劲的前进动力，离不开坚强的法治保障。因此，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大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
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
果上升为法律制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
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
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其中有的是可能迟
滞甚至中断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我们要
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就要依靠法治。实践
证明，法治是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
在大风大浪中始终站稳脚跟、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保障。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不断筑法治之基、行法
治之力、积法治之势，更好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
战冲击。我们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健全反制裁、反干
涉、反“长臂管辖”机制，有效应对外部遏制打压；我
们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在涉台、涉港、涉海等方
面提升涉外法律斗争能力，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等等。中国式现代化要准备经受风高
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离不开坚强的法治
保障。

我们的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夯实法治基础、加强法治
保障。这个法治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而
不是别的什么法治。要让法治更好与中国式现代化
相适应、相协调，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保障作用，必须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从我国基本国情出
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
想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坚强思
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

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
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指引我们坚定文化自信、
增强法治自信，着力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是顺应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
论创新成果，适应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实践所需。新时代以来，习近平
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出强大的真理力
量和实践伟力，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
指南。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
确道路。新时代以来，法治中国建设不断迈上更高
水平，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
升的事实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
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
求的，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党
的领导。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
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
才能有序推进。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要增强自信、保持
定力。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
重要保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七个聚焦”的分领域改革目标，其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是重要内容，并对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出专章部署。要紧紧围
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总抓手，在
继续完善法律规范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基础上，重点
加强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建
设，从法治上为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
列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

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推进法治领域
改革

改革越向纵深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越向前推进，
法治保障越要有力有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
定》提出：“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
革”。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
定》精神，更加主动地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落实
好“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重
要部署，把稳方向、突出实效、全力攻坚，更好把社会

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重要保障。

实现科学立法。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科学立法
是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的关键环节。必须深化立法领域改革，健全保证宪
法全面实施制度体系，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
外领域立法，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不同地区围绕环境
保护、发展协作等共同问题推进地方立法的需要，探
索区域协同立法。健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法规衔
接协调机制，提高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
性，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推动严格执法。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当
前，我国法治体系建设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一个
重要表现是法治实施体系还不够高效。必须聚焦高
效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要推进政府机构、职
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促进政务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
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
改革，通过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机制、完善行政处
罚等领域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等改革举措，做到严
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同时注重情理法结合，实现行
政执法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确保公正司法。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不公、司法腐败会严重侵蚀
法治的公信力。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一方
面社会利益矛盾更加复杂多样，一方面人民群众对
公平、正义的诉求也更加强烈。必须强化制约监督，
着力破除妨碍公正司法的体制机制障碍，健全公正
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落实和
完善司法责任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
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权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
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

促进全民守法。法治的根基在人民，人民权益
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突出
标本兼治，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要健全公
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
社会氛围，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
追求和自觉行动。要改进法治宣传教育，让法治走
到人民群众身边，增强人民群众对法律的内心拥护
和真诚信仰，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
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不断夯实法治
的根基、增强法治的力量，使法治更加有效地保障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

（转自《人民日报》，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