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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28日电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作出的战略

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

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

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

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

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

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

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

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

加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

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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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

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

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我们党高度重视法治建设。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

和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

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

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

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

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

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

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

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

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

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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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强烈；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

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

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

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

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

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

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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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

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

本经验。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题中应有之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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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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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

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必须坚持

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

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

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

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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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

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

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

国团结统一。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

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

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

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

必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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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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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使法律为人民所掌

握、所遵守、所运用。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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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尊严、权威，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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