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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

思维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思维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博大

精深的思想体系，具有时代性、

实践性、创新性和系统化四个显

著的特征。其中，创新性是本质

性特征。它表现为四个方面：思

维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

实践创新。

一、寻找治国理政新的逻辑

起点，正确处理关涉法治的根本

性关系，坚持思维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以底线思维和法治思维为

支点，重新阐述了决定法治方向

和命运的十大关系：一是党和法

的关系；二是政治和法治的关

系；三是民主和专政的关系；四

是经济和法治的关系；五是发展

和安全的关系；六是改革和法治

的关系；七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

国的关系；八是维稳和维权的关

系；九是社会秩序和社会活力的

关系；十是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

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对每一组

关系的精彩阐述，都名言金句迭

出，哲理意味深厚，思想蕴含深

刻。

二、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

四个理论领域的重大突破。

第一，从“法制”到“法

治”。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

大报告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表述为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但是，在宪法上完成这

一字之改，却是在党的十九大

之后。2018年3月修宪的时候，

在宪法序言中将“健全社会主义

法制”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

治”。“法制”和“法治”，在

学理上有四方面重大区别。

其一，“法制”注重的是立

法，而“法治”注重的是法律的

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

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

威也在于实施。”“法制”是静

态的，而“法治”是动态的。

其二，“法制”在任何历史

形态当中都存在，而“法治”是

法制发展到高级阶段以后才出现

的。人类进入到文明时代有两大

标志：一是必须有文字，有文字

才能传承。二是必须有法制。刑

起于兵，法源于礼。法律是人类

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任何

社会形态都需要法律制度，奴隶

社会有法制，封建社会有法制，

资本主义社会有法制，社会主义

社会当然也有法制。但是“法

治”是法制发展到近代以后才出

现的，它需要具备两个基础：第

一个是市场经济，第二个是民主

政治。我们今天要建设的社会主

义法治，就是高级形态的法治。

其三，“法制”可以没有价

值观的要求，而“法治”却有明

确的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说，

制定出来的“恶法”，有时候也

被认为是“法制”，这种“法

制”被称作“形式法治”。“法

制”往往避免不了恶法的产生。

“法制”也通常处理不好权力和

法律之间的关系，容易产生权大

还是法大的问题。但“法治”

则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

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总

括法治价值观的概念“良法善

治”。“良法”中的“良”是立

法中的价值观，“善治”中的

“善”是法治实施中的价值观。

以公平正义为追求和以维护人民

权益为目的的法治才是现代法

治。

其四，“法制”没有约束

公权力的功能，法律往往成为权

力的工具，而“法治”独特的功

能就在于约束公权力。习近平总

书记特别重视这个功能。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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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子里”。从“法制”到“法

治”，这一字之改，预示着我们

党对法治本质的认识实现了一次

历史性的飞跃。

第二，从“依法治国”到

“全面依法治国”。“全面”这

两个字有多重含义，“五位一

体”的总体布局，要以法治为轨

道，这是第一个含义；“四个全

面”的战略布局，要以法治为基

础和保障，这是第二个含义；治

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都

要以法治为基本方式，这是第三

个含义。但是它最本质的含义是

在第四方面，即对治国理政范围

的重大调整。过去讲依法治国，

是限定在国家领域。党的十八大

之后，全面依法治国发生的最大

变化，就是把从严治党纳入到全

面依法治国的范畴当中，把党内

法规体系纳入到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之中。这是因为习近平总

书记发现了治国理政新的逻辑起

点，“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

从严”，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依

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思

想。

第三，从“有法可依、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到“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是邓小平同志最

早概括的，是在董必武同志1956

年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基础上增加了另外八个字，

被称作“新时期法制建设的总方

针”。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要“全面推进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

守法”。“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解决

的是立法和执法问题，而“全面

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全民守法”则增加了司法

和守法两个重要环节，实现了

法治全过程、全链条的衔接，

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理论

创新。

第四，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到“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

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复句表述，

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二者是递进关系。“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习

近平总书记的原创性贡献，是所

有理论创新当中最具有原创性、

最具有基础性的贡献。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概念，现

已上升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范

畴。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法律体系形

成以后，全面依法治国再往哪个

方向走？下一个里程碑是什么？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回答。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原创性地提

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这个概念，提出要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转

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国

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些都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大原始创新。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蕴含的

原创性理论并不局限于这四个方

面，现在可以梳理出来的理论创

新点已有百余处，需要逐项挖掘

整理和学习研究。

三、制度创新是习近平法治

思想原创性贡献的重要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创

新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最活跃的时

期，一系列全新的制度相继诞

生：一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形成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二是设

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实

现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

领导，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

治化，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

体系；三是第五次修宪，设立国

家监察委员会，重构国家权力体

系和监督制度，实现对所有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四是设立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建立以合宪性审查为重要

依托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五是

建立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的宪

法宣誓制度；六是建立国家荣誉

体系和颁授制度；七是推进军事

政策制度重大变革；八是推进以

执法体制改革为重要内容的行政

制度建设；九是推进以司法体制

改革为重点的政法改革；十是以

编纂民法典为标志，推进形成

“立改废释纂”五位一体的立法

体制机制等。

四、“十一个坚持”是思维

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

践创新的统一体，目的在于实践

创新，集中回答了怎样实行全面

依法治国这个根本问题

“十一个坚持”深刻阐明了

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重要

地位、工作布局、重点任务、重

大关系、重要保障，是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规律的深刻

总结，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理论和实践新境界。■

（选摘自《民主与法制》周

刊，文/徐显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