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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评论 
 

中国法治建设：亮点与成就 
 

——解读《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常纪文  
 

  2 月 28 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白皮书对新中国法治建设近 60
年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总结了经验、成就，分析了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以后的发展和完善方向。 
  作为参与起草的学者之一，本人认为，作为新中国首部法治建设白皮书，具有很多亮点，值

得关注。一是重申了“宪法和法律至上”、反对人治的法治思想。二是理顺了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

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三是全面反映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既包括定性描

述和用数字表述的定量分析，还列出了我国立法的清单，用事实说话，避免了说空话和套话的现

象。四是坚持了开门建设、民主建设和科学建设的中国法治建设原则，即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符

合科学发展观，既坚持本国的基本国情，反映中国的民生问题和民意，还要适度地参考和借鉴国

外的经验，使域外的经验本土化。五是明确了人权的范围，对生命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平

等权、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劳动者权益等的法律保障成就作了全面的总结。六是对资源节

约、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行政责任追究、建设责任政府、司法公正、国际法治交流合作等

国际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并没有采取回避态度，而是设置很大的篇幅来阐述和分析。七是坚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既总结成就，也反映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及与国外相比存在的不足。这种做

法，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的自信。 
  从历史和发展的观点来考察，中国法治建设的脉络很清晰，即由注重巩固新生政权到注重保

护国家权力的顺利运行，到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立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再到并重地保护国

家权力、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民个人权益。可以看出，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具有阶段性和连

续性的特点。最近几年，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关注环境保护、劳动就业、医疗、

养老、教育、住房等民生问题，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及促进国际合作、增加中国

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总的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通过宪法和法律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
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1999 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自此，中国的法治建设揭开了历史新篇章。目前，中国坚持把依法治国

的基本方略的落实放在制度建设和增强全社会的法治观念上。 
  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经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

政相结合的道路，依法执政的能力显著增强。 
  三是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目前，中国的《宪法》和《立法

法》建立了统一而又分层的科学立法体制，维护了国家的法制统一。在立法过程中，坚持科学立

法，发扬民主，集中民智，反映民意。在这种立法体制和模式下，符合中国国情的，由宪法及宪

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七个法律部门和法

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立法三个层级的法律规范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四是人权，包括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基本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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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法制环境，包括民事立法、市场主体立法、市场管理立法、

宏观调控立法、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环境资源保护立法、对外经贸合作立法，正在不断改善。 
  六是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 
  七是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公众监督、新闻媒体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

机制不断得到完善，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的行使得到了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