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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年来，在人们心目中，改革，就是解放思想敢于突破陈规，就是放开手脚打

破条条框框。正因如此，“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

革”，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为改革划定“法治边界”时，

给世界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决策中，在推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被视为“鸟之两翼”“车

之双轮”，成为上下贯通的“姊妹篇”，推动我们的事业滚滚向前。 

  循此回望，一条治国理政的主线，清晰可见。2012 年 12 月，履新不到一个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庄严宣示，“依法治

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2013 年 3 月，刚刚当选国家主

席，习近平向全国人民郑重宣誓，“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两个场景，一

种态度：尊重法律、厉行法治，是必须把握好的施政之要。基于 30 多年的法治实践，

经过两年多的法治探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集理论和实践之大成，绘就全面依法治

国新蓝图，为法治中国建设标定新的里程碑。 

  全面依法治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国家治

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昭告“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彰显法治权威；

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发挥法治力量；告诫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完善法治实践；要求“领导

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塑造法治信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依法

治国，开阔了法治的格局、丰富了法治的内涵、拓展了法治的外延，让全面依法治国

成为治国理政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新境界。 



  将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重大战略布局的一环，标志着依法治国按下“快进键”、

进入“快车道”。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

国相结合等，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回答法治统一性的问题；“五大法治体系”“三个

共同推进”“三个一体建设”，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回答法治协调性的问题；“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参与主体的角度，回答法治系统性的问

题。特别是回答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既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也强调社会主义法

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对法治认识的不断深化，正

是执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 

  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到当前中国发展的棋局中，才能体会这一战略部署的重大现实

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无不以法治

为框架、用法治作支撑、由法治来贯穿。从简政放权不断深入，到民生事业逐渐完善；

从经济改革大刀阔斧，到党的建设抓铁有痕，法治都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果把治国比

喻成一本大书，那么法治就是大纲，纲立文顺、纲举目张。治理体系中，法治体系成

为关键一环；治理能力中，依法治国成为重要内容，法治的引领和规范，确保我国社

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在更大的坐标系中审视，一个鲜明的感受是，无论是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历程中，

还是在中国现代化百年征途上，或是世界社会主义几百年演进中，全面依法治国的战

略举措，都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探索。将依法治国提升到“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

谋”的高度，将目标设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立足点是坚持中国道路、完善中国制度。作为治国

重器，全面依法治国书写的是法治史的新篇章，开启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战略举措，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

党相辅相成，共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提供基本动力、基本保障、基本

支撑。法治是框架和轨道，也是理念和方法。重大改革需要于法有据，改革成果需要

法治固化，全面依法治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稳定性、规范性；依法治国首先要依规

治党，依规治党才能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本质一致、辩证统一。

没有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在法治确定为党治国理政基本方式

的今天，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只有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

的，全社会都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把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

落实到改革发展的大棋局，法治才能成为中国前进的坚强保障，从而实现经济发展、

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 

  “法者，治之端也。”要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要走好中国道路、实

现长治久安，就必须落实好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沿着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法

治中国，我们一定能在“四个全面”相互激荡的伟大进程中，绘就民族复兴的宏伟蓝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