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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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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
键在于树立法律权威、尊重和保护人权、维护公平正义。 
 [关键词]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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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全国政法机关按照中央部署深入开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胡锦涛总书
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是要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
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在法治国家
建设中，加强法治理念教育和健全完善法律制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内涵 
“理念”是哲学范畴的一种抽象概念，包括信念、思想和观念，是指导人们行动的指南。
法治理念是人们对法律的功能、作用以及法律的实施所持有的信念和观念，是立法、司
法、执法、守法等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和主导价值追求。法治理念的产生与确立，与其存
在的社会制度、历史传统、法律文化和价值观相适应。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逐步形成并提出的。新中国法治发展大致经历了
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1956年，这一阶段最显著的成就是制定了建国后第一部
宪法，奠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基本经济制度。在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董必武提
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建设八字方针，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法治
理念。第二个阶段是1957年反右到“文革”结束，是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徘徊和破坏期。第
三个阶段是“文革”结束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恢复与重
建时期。邓小平高度重视民主法制建设，继承并发展了董必武法制思想，提出“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的总方针。
第四个阶段是1997年以后。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
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要“依法执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根本改变。2005年
底，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我国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以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
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从“八字”方针到依法治国再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
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法治的追求从制度探索上升到理念价值，体现了法治理论的又一重大创
新。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
的领导五个方面。这一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实践的现代法治理念。它既有包容一切先进的法治理念的进步性，又有立足现
实、强调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性，符合中国的国情，是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重
大创新。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摆脱人治走向法
治，树立和维护法律的权威，才是我们正确的治国之路、治国方向。执法为民是中国共产
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的必然要求。执
法为民的理念要求政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立足本职，为人民用好权，执好法，要充分地尊



重和保障人权。公平正义是古今中外一切法治的基本价值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这些内容都充分吸纳和反映了人类法治文明的核心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具有先进
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又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之上的，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经验和教训
的科学总结，与我们国家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相吻合。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政
治属性的生动体现。党的领导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的必
然和人民的选择，其法理基础由宪法奠定。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政法工
作做得好不好，政法干警工作成效大不大，最终要看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成效。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法工作服务大局，就是要围绕保障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
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
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注入了动力，指明了方
向。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灵魂 
法治不仅包括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而且要确立一种文明的法律观念或法律信仰。正如胡
锦涛同志指出的：“理念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既要积极加强法制建设，又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制度是主体，理念
是灵魂。当前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着诸多困扰，其中最突出的是人们的法治理念、法治观念
对法治运作的阻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理性法治文化
的支撑，是立法和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键要做到： 
1.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依法治国的关键是要树立宪法和法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
活中真正享有最高权威。“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在
各方面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然而，由于缺乏理念方面的培育，使得相对完备的
法律明显缺乏其应有的至上权威。执法实践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权大于法、违法行政
等现象长期存在，令而不止，刑而不惧。在对待权力与法律的问题上，人们也常常是崇拜
权力而不崇尚法律，遵从权力而不遵守法律，追求权力而不维护法律。树立法律权威除通
过立法建立具有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法律制度，通过执法、司法和守法
保证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外，更要彻底摒弃观念上
的法律虚无主义与法律工具主义思想，不能把法律仅仅视为统治国家和控制社会的手段之
一，而应重视法律本身所蕴涵的价值目标，形成全社会崇尚法律的氛围。全党同志特别是
领导干部更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要求，牢固树立法治
理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2.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法治永恒的价值追求。我国历经几
千年封建专制统治，法律被看作是统治工具，义务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人民的权利和利
益一直得不到重视。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标志着公民权利保障
新时代的开启。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于党执政治国的全过程，也是执法为民的核心价值。
尊重和保障人权要求我们要转变以往重政权轻民权、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观念，以权
利约束权力，增强以人为本、文明执法的意识。 
3.维护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准
则。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实现生产力的发
展和人民共同富裕的高度统一，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结构深刻变
迁，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矛盾开始大量涌现，解
决这些问题重要的是要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逐步建立起依靠法律保障公平的机制
与规则。社会主义立法要体现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使正义的要求法律化、制
度化。社会主义司法要尽可能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对于政法机关及广大干警而言，树立
公平正义理念，需要正确把握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合法合理，二是平等对待，三是及时
高效，四是程序公正。 
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
上，必将给我国法治实践活动与法学研究带来深刻影响。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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