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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实践行动纲领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的法学解读

姚建宗*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预定议程后胜利闭幕。全会通过了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十八

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从法学视角观

察，这个报告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历史方位、思想理论基础、战略构思、实践策略、制度完

善、文化支撑，强调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

绿色发展方向，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全球视野，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

设的根本保障力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新形象，是一部规划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

治建设实践行动纲领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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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党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和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中如期召开并

圆满闭幕了。这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即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的“关键时期”，所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重要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

报告 ( 以下简称《报告》 ) 。报告全面总结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了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战略安排。① 《报告》也始终贯穿着 “法治中国”的主

题，显现着“法治思维”的逻辑，回荡着“法治精神”的主旋律，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法治建设的实践行动纲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历史方位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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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不仅将依法治国作为 “治国方略”，而且在十八大之后将建设 “法治国家”进一步提升为建设

“法治中国”，十九大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行了崭新的历史定位，并在此基础上描绘

和勾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宏伟蓝图。
十九大《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世界

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

一系列深刻变化，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② 具体说来，这些重大成就，包括 “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

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

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

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共产党统筹推进全面落

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胜利完

成“十二五”规划，顺利实施 “十三五”规划，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了新局面。 《报告》指出，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革是深层次

的和根本性的。这些历史性的成就和变革，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③

这个“新时代”的到来“意味深长”: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

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光明前景。”④ 另一方面，“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

代。”⑤ 再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

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

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

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⑥

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当然也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方位。具体来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并大力推进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断取得重要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的五年，伴随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

伐。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的制度建设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党内民主更加广泛，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全面展开，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发展，民族宗教工作创新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行政体制改革、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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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有效实施。”⑦ 尽管如此，《报告》依然清醒地认识到: “我

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

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
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 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 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

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

安全面临新情况; 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 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

节。”⑧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历史方位，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

的历史逻辑，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确定法治建设实践行动纲领的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

《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各项事业的发展，认真研究和解答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回答在

新时代我们应该“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

体说，就是要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

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根据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

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等方面作

出深刻的理论分析和可行的政策指导，以利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这个重大时

代课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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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

全新的视野、思想解放的勇气、理论创新的胆识，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艰辛的理论探索中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是: ( 1)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2)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 4)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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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党

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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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一流军队; ( 7)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8)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大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而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居于重要突出地位。⑨

在思想渊源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报告》全面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基本方略”，即: ( 1) “坚持党对

一切工作的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 (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 ( 3)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 4)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 5)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 6)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 7) “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 ( 8)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 9)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10) “坚

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 11)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 12) “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

统一”; ( 13)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14)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瑏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显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理论逻辑; 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实践逻辑。这无

疑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战略构思与实践策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进行了战略设计，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了 “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 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

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 20 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

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

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目前，前两个目标已经实现。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 “到

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

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瑏瑡

因此，十九大《报告》指出: “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按照十六

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突出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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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瑏瑢

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从 2020 年到 2050 年的三十年的两个阶段安排。第一个阶段为 2020 年到

2035 年，总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体指标为 “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

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社会文明程度达到

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 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

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生态环境

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瑏瑣 第二个阶段为 2035 年到 2050 年，总目标是 “把我国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体指标是 “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

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

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瑏瑤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程度的重要指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战略构思也包含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部

署之中。这个战略构思延续了中共十八大的思路，十八大提出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在民主法治方面的新要求与具体目标为 “人民民主不断扩

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发挥。依法治国基

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瑏瑥 十九大

《报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所设定的战略布局就是，在 2020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中“法治政府”得到“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从 2020 年到 2035 年的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第一阶段，“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要 “基本建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也要“基本实现”; 在此基础上，从 2035 年到 2050 年的第二阶段的目标就是要 “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法治建设方面显然也就是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一定要“建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一定要“实现”。
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前提下，从“法治政府”的“基本建成”，进到“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的 “基本建成”，再进到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 “建成”; 从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实

现”，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十九大 《报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所作出的战略构思。
同时，中共十九大《报告》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实践策略作出了清晰的阐

述，这就是: 在“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的前提下，( 1) “依法治国、依

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 2)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 3) “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相结合”; ( 4)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瑏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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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战略与策略的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法治建设

实践规划了清晰的路线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具体任务也更加明确、实践针对性也

更强。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制度完善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指导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理念。十九大 《报告》将

新发展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方略之一，指出: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

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瑏瑧

这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所作出的科学判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权利确认和权利保障

与救济方面，在公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方面，完善法治的制度架构，提升法律制度与法律体系的品质与

质量。以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在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下大力推进

经济领域的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完善承包土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期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三十年，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支持革命

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力度，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深化改革振兴东北等老

工业基地等，努力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努力实现社会公平; 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

为重点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

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

格市场化改革，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

代财政制度与预算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遵循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扩大对外对内开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通过改革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必

须始终坚持法治原则，做到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所要求的“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使法治既成为改革的有力保障又成为改革的规范引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继续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九大 《报告》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就是要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权益、大力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完善的制度体系来保

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

度模式，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推

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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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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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伟大实践。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规律的

体现，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规律的体现。瑏瑨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

必须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法院、检察院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与时俱进地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充分保证党领导人民

有效治理国家; 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 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人权法治保

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

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中国共产党必须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构建决策科

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增强民主意识，发扬民主

作风，接受人民监督，当好人民公仆，努力践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 “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和毛泽

东主席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加强人民当家作主

的制度保障，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

行使国家权力，支持和保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充分发挥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委会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在法治原则之下深

化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使各级党政部门机构设置更加合理高效、权力界限明确、责任清晰，简

政放权、高效服务，不断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十九大 《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强

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全面从严治军，依法治军，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提高国

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依法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不断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

关的制度与机制。《报告》特别强调“要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积极作为，团结

带领香港、澳门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促和谐，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序推进民主，维护社会稳

定，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瑏瑩 《报告》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现代化建设中，必须继续坚持用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来处理台湾问题，坚决反对和制

止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文化支撑

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人类社会物质性的制度与组织的文明发展始终都是以精神性的价值观念与

文化为先导和支撑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建设，要真正形成独特的中

国模式、成为中国经验，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建设的 “道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建设的 “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建设的 “理论”上，

具有真正的“自信”，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建设的模式真正成为十九大 《报告》
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不断发展，可以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

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实践行动纲领

瑏瑨
瑏瑩

参见注①，第 3 版。
同注①，第 4－5 版。



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的选择，从而为解

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就必须大力加强 “文化”培育和养成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兴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来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建设。
为此，十九大《报告》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瑐瑠 所以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与文

化创造的活力，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文化支

撑，一方面是要大力培育和涵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体包括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

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熔铸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所创造的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包括作为人类文明之精华与公理的价值与文化成分和文化因素; 另一

方面是要大力培育和涵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十九大 《报告》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必须首先牢牢地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

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决定着文化前进方向

和发展道路，为此就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入人心，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就必须深化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必须大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中国人

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
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

习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

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努力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

家观、文化观，通过继续深入实施新世纪以来一直未曾中断的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大力推进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全社会公民的社会

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和奉献意识。瑐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行法治建设，必须高度重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培育和涵

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高度重视和吸收中国历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和吸收人类文明

基本共识的文化因素，高度重视和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社会先进的文化成分，培育和创造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将这些众多的文化成分和文化养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深厚而

长久的文化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法治建设实践也不断地创造和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基础夯实

法治关涉到每一个公民的真实生活与切身利益，全体人民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推动者

与实践参与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重要的支持力量，全体人民在真实的生活中所型构的社

会及其状况乃是法治的真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法治建设必须在不断地夯实其主体基础

和社会基础的过程中发展进步。
十九大《报告》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的角度将人的问题、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放在

21

法制与社会发展

瑐瑠
瑐瑡

同注①，第 4 版。
参见注①，第 4 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非常重要地位，要求 “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

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

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不断迈进。”瑐瑢 中共中央要求党和国家不断地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

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瑐瑣 为此，中国共产党十九大 《报

告》紧紧抓住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人民群众特别关注和期盼的问题，提出了改革、发展和完善的

政策思路，这些措施的落实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重要主题，法治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必须充分反映并且有效回应广大人民的这

些现实诉求。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出要大力推进教育公平，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发展，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努力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

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同时，要完善我国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实

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能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

多接受高等教育，大力提高国民素质。《报告》提出要“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大规模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畅通和拓展就业创业渠道; 完

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鼓励勤

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不断拓宽居民

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加强社会保障体

系建设方面，十九大 《报告》明确提出了 “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
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并进一步具体化为 “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完善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完善失业、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

台。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

服务体系。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残疾康复服务。”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

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瑐瑤 同时，《报告》要求 “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

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任务，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

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瑐瑥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共十九大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

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食品安全战

略，坚持中西医并重，支持社会办医，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十九大 《报告》强调，要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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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瑐瑦 要加强预防和

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
《报告》特别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

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报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还明确地提出了要 “加强农村基层

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 “自治”作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强化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并使之与 “法治”和 “德治”相结

合，这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夯实自身社会基础的重要举措。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绿色发展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不仅延续了十八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和政策思路，而且大大地拓展了生

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深入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措施。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意义与政策思路进一步阐释为 “建设生态

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

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

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瑐瑧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

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瑐瑨

在思想认识和理论提升上，中共十九大 《报告》在十八大报告的基础上更为明显地展现了这样

几个方面的创新: 首先是将十八大提出的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进一步上升为 “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由“制度”到“体制”、由“建设”到“改革”、由“加强”到“加快”，彰显出中国共

产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对于人类整体、对于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性

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其次是将十八大提出的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

远大计”这一认识，进一步上升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就从把自然单纯地作为人类的利用对象上升

为自然是与人类同等重要且不能分离的两类生命存在、“人与自然”实质上是“生命共同体”的前所

未有的认识高度，这恰恰与中共十八大提出而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文献及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

重要讲话中一直延续下来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了思想认识、理论主张、政策实践的完美互动

与呼应。再次是十九大《报告》将十八大提出的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具有引领性和弹性的目

标，直接确定为“建设美丽中国”的明确而刚性的目标，不仅将 “建设美丽中国”纳入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基本方略”之一的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

中，而且将其纳入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两个阶段安排的指标体系之中，即从 2020 年到 2035 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从 2035 年到 2050 年的第二阶

段，就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然就要实现 “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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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认识升华和理论层次跃升的基础上，中共十九大明确指出 “我们要建设

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出了大力“推进绿色发展”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针对

“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提出了一系列政

策措施。瑐瑩

应该说，中共十九大《报告》“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不仅是针对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要求的，而且也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理论与

实践的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法治建设也必须坚持绿色发展，大力加强有关生态文明

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行政执法与环境司法等法治实践，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水平。

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全球视野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的大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正越来越以一种高度自信的态

度积极参与重大国际事务处置，履行国际义务，加入全球治理之中。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

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

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展开阐释“合作共赢”的内涵时首次提出了 “要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重要的国际场合发表重要演讲，

一再阐释其含义并向全世界呼吁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在 2017 年也先后将中国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作为 “一带一路”合作指导原则的 “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明确纳入

其有关决议之中，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些新理念新思想的重要性。中共十九大不仅延续了

十八大的思想和政策思路，而且更加清晰明确地提出了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主张，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化时代对于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而

且表明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纳入到了自身所承担的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国

际义务与人类普遍责任之中，这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法治建设必须努力参与到以 “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旨的全球治理变革之中，参与到“国际法治”、“全球法治”的建设之中。
十九大《报告》特别地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党的主旨和历史使命做了非同寻常的明确宣示和阐述，

即“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

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瑑瑠 在此基础上，《报告》进一步明确，“中国将高举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

关系。”瑑瑡 十九大《报告》清晰地描绘了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形象: 一个保有 “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报告》也勾画了建构这样的 “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基本要求和条件，即: ( 1) 各个国家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要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

权政治，坚定地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的新路; ( 2) 各个国家要坚持以对话

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共同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

主义; ( 3) 各个国家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 4) 各个国家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之间的平等为

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实践行动纲领

瑐瑩
瑑瑠
瑑瑡

参见注①，第 4 版。
同注①，第 5 版。
同注①，第 5 版。



前提，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 5) 各个

国家要坚持环境友好，共同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瑑瑢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始终坚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努力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中国将积极发展全球伙

伴关系，扩大同各个国家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

国关系框架; 中国将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

系; 中国将始终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 中国将加强

同各个国家的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

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

展新动力; 中国将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 中国

坚决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报告》明确指出，中国

将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

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中国

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瑑瑣

十九大《报告》对于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与含义的阐释，以及围绕 “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宣示，不仅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背景之下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表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法治建设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而且同样是人类

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事业的一部分，这就一方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开放了国际空

间、拓展了全球视野，另一方面也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纳入到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

建设之中，成为全球治理中良法善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事实的必然反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

现实与未来的内在需要，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努力

探索社会发展的“中国模式”的必然要求。
中共十九大《报告》以中国共产党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事业的高度自觉

与勇于担当，自觉地投入改革创新、革故鼎新的伟大斗争之中，并以自我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深入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涵之一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而且还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居于首位的 “基本方略”。瑑瑤 而为了有效地实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事业“一切工作的领导”，就必须不断地加强党的建设、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因此十九大《报告》特别地提出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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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要求“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

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

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

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瑑瑥 《报告》同时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即: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

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

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瑑瑦

为此，《报告》将以党的建设为核心的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

水平”的重大政策与实践举措分解为: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必须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坚持党管

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选好人

用好人，努力建设好高素质专业化的党的干部队伍;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持之

以恒正风肃纪; 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

清明，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巩固反

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

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

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制定国家监察法，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

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 增强党的政治领导本

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和驾驭风险本领，

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
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经过将近 40 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验证，在不同

历史阶段都予以归纳、概括、总结和提炼，并通过相应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的政治报告形式展现出这种探索所获得的集体智慧结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将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党和国家的治国方略的理论共识与实践要旨，定型为 “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在中国领导和执政的基

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综合认识与理论总结。因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而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当然地就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根本保障;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也当然地成为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

党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自身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最为重要的基本路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党的建设法治化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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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新形象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实践行动纲领，规划了未

来 30 年中国法治建设的蓝图，其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更加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法治建设的新形象。
十九大《报告》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新颖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瑑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跟随这个时代的主要

矛盾的转化，跟上人民的需求。为此，《报告》要求包括法治建设在内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同时，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这个新时代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不仅要以这个新思想为指导，而且要为丰富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思想

养分与理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此也就必须确立新目标、开拓新领域、产出新思想新

理论。
十九大《报告》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深刻性。在这个纲领性文件中，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地将 “全面依法治国”定性为“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对

法治在思想认识、理论总结和政策实践上的一次重大飞跃。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 “中央全面依

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要求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

作，维护宪法权威; 要求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要求建

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要求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

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求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

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

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培育和涵养; 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城市治理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乡村治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瑑瑨 这些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更加深刻和深入，更加突出法治实践的重点，更加强

调对法治的实质性内涵建设。
十九大《报告》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全面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及其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应

该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在中国执政的规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总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并统筹推进，战略布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并协调推进。无论是 “统筹推进”还是 “协调推进”，在实

质上都必须将其置于同等重要地位而不能区分出重要性程度的差别，在实践展开上可能有策略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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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但不能有时间上的先后而应该是同时推进，而且在实质内容上这 “五位一体”与 “四个全面”
都包含着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策略上，十九大 《报告》展

现的思路就是在遵循“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的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始终强调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始

终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很明显，既然是“共同推进”、“一体建

设”，既然是要“结合”、要“有机统一”，那就表明这些领域、环节、方面、因素之间是彼此缠绕、
相互渗透的，是彼此包含、相互作用的，并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程度，但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

党和执政党，所以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居于最高地位。
十九大《报告》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前瞻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从新中国成立时 “站起来”、改革开放之后 “富起来”向 “强起来”的转变，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就是在本世纪中叶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而且要

“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这表明，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不仅要充分地展现其“中国”属性、形成“中国”模式，而且中国的法治必须与 “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匹配，也就是说，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目

标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状态，而是要建设 “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 “法治强国”，更要为

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提供 “中国经验”和 “中国智慧”，这就是十九大 《报告》对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出的前瞻性目标。
十九大《报告》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理性与自信。不论是对于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较于中国共产党历次全

会报告，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地提出要保持 “定力”，即: “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

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要 “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

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

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瑑瑩 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来说，就是要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定奉法强国的理想信念，以足够强大的 “前进定力”，以坚

忍不拔、努力负重前行的毅力，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不断取得进步。十九大 《报告》对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 2020 年、2035 年、2050 年各个阶段所要达到的目标的设计，也体现

了这种尽可能贴近中国历史与现实实际的理性与自信，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 “定力”。

结 语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描绘了新的蓝图、制定了

新的实践行动纲领，但这蓝图的变现、纲领的落实，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与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有很多疑难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全党和全国人民共

同以认真、严肃、负责的态度和行动加以深入思考和厘清，也有很多需要中国共产党全党和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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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加理性而积极的态度加以深刻反思并纠正和改变的陈规与偏见。而这毫无疑问需要中国共产党全

党和全国人民以真正的自信来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

面临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共十九大 《报告》将 “全面依法治国”明确地定性为 “国家治理的

一场深刻革命”，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毫无疑问还走在革命成功的路上，所以，对于作为当代中

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全党和全体中国人民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借用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

者孙中山先生的名言来时时自我警醒: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successfully concluded
after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scheduled agenda． The meeting approved the report of the General Secre-
tary Xi Jinping on behalf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entitled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Ｒespects and Strive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this report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to plan and formulate
the program of practical action of the building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which includes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basis，strategic conception，

practical strategy，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and cultural support． In addition，for the building of the rule of
law in a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report emphasizesits social basis，points out the
green development direction，shows the global vision，further define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and establi-
shes a new image．

Key Words: New Er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uilding of the Ｒule of Law; the
Program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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