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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理论创新，扎实做好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研究和“三进”
工作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马怀德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全面总结了我们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从十三个方面总结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将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概括为“十个坚持”，其中

第三个就是坚持理论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新时代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

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党运
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全面依法治国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根本性

变革，正是因为有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正确指导。 
    作为法学教育的主阵地，高校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做好习
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一是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工作。发挥高校人才密集学科齐全等优势，创新体制机制，借
助中国法学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等平台，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阐释工作，注重习近

平法治思想的学科化总结、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催生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精品力作，繁

荣法学研究。 
    二是大力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三进”工作。“进教材”是基本要求，要在用好马工程重点
教材《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基础上，编好、选好其他辅助教材，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有机融入到

专业教材中；“进课堂”是关键环节，要丰富教学形式，通过专业实践课、研讨课、案例课、现

场课教学活动，增加课程互动性、启发性，不断创新探索，积累经验，提升教学质量，最终实现

“进头脑”这一根本目的。 
    三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针
对法学学科体系不够健全、结构不合理、新兴学科、学科交叉融合不够、学科知识含量有待扩充

等问题，加快构建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