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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的领导与实行法治的统一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李林  
 

  编者按 为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把握

主要内容，深入研究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本版从今天起开设“专家学者学习研讨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等栏目，敬请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从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党的领导与依法

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等方面，高屋建瓴而又深刻地阐明了坚持党的领导与实行法治相统一的重要

观点，为我们在历史新起点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开创政法工作新局面，提

出了更高要求，指明了前进方向。 
  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与实行法治的关系 
  如何理解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既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说其是老话

题，是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决定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立国、建国以后，如何对

待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法治与党的

领导、与党的政策往往被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理解，主张法治被视为否定党的领导，法院、检察

院坚持依法独立办案被视为“向党闹独立”，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坚持依法办事被视为以法律压

党，以致“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了“彻底砸烂公检法”等破坏法制、践踏民主的悲剧。 
  改革开放以后，党在民主法制领域拨乱反正，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的基本方针，规定了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党的政策与法律相辅相成的

基本关系……尤其是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后，党又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提出了要坚持

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坚持领导立法、带头守法和保证执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等一系列加强党和国家法治建设的新原则、新理念、新举措，较好地解释

和理顺了执政党与法律、党的政策与宪法法律、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党的领导与司法办案等重

大关系，引领、保障和推动了我国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 
  说其是常说常新的话题，是因为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面前，以往解释

党的领导与法治关系的某些理论观点，需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法治建设实践尤其是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从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高度作出新解释。人民群众对于严格

执法和公正司法的新期待，需要站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整体意志的立场做出新的回应。社会上

一些借实行法治否定党的领导、歪曲党的政策、否定司法的人民性、政治性等沉渣泛起的错误观

点，需要用科学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观、法治观、司法观作出新的应对。当前政法队伍

中某些新生力量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国情不甚了解，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艰

难历程不够熟悉，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精神实质把握不到位，对西方法治理论本质局限性的认

识不够深刻，需要用与时俱进的观点、方法和话语来进一步阐明“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问题。 
  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本质上是一致的 
  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党

的政策与法律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国情，也是

中国的基本法治国情。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民主政治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而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政治与法治的统一，坚持民主与

集中、民主与法治的统一。这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关系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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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主要是路线

方针政策的领导以及对立法的领导，而宪法、法律和法规则是党领导立法的主要成果，是成熟定

型的党的政策的规范化、条文化和法律化。从执政党的决策来看，党要求必须坚持民主决策、科

学决策和依法决策，把党的改革发展的基本政策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载入宪法，

或者制定为法律法规。例如，1982 年宪法实施以来，我国四次修改宪法，其中多数内容都是党的

重大方针政策的宪法化。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从法制到法治的改革，行政执法体制

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等，总体上都是在党的基本政策指导

下启动和展开的。从国家立法过程来看，立法法规定了党领导立法的基本原则，立法工作必须坚

持党的领导，把党的改革发展重大决策与立法紧密结合起来，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紧密结合起

来。通过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等多种法定途径，把党的正确政策主张与通过民主立法过程

形成的人民意志统一起来，制定为国家法律法规，表现为具有国家强制力并要求全社会一体遵行

的行为规范。因此，从根本上说，党的政策与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是统一的、一致的。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无法(或者少法)可依而不

得不主要依靠政策办事，向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必须全面依法办事的历史性转变过程。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党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建设，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一体推进的新形势下，党的基本路线和大政方针政策经过 30 多年探索实践

已经成熟稳定并不断完善。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政策与宪法法律的关系时，应当坚持宪法法律至

上的原则，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没有特殊原因不允许党的政策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由于某

些特殊原因，党的重大政策与宪法法律规定暂时不一致时，应当尽快修改完善宪法法律，或者尽

快修改完善党的政策，尽可能消弭两者之间的裂隙甚至矛盾。当党的政策需要全社会贯彻实施时，

应当在不断实践发展、总结经验、完善升华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使之法律化法规化，

特别重要的政策还应当尽快宪法化。 
  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的统一性 
  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否与坚持党的领导相矛盾?理论与实践

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么，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与法院、检察院依法

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相互统一、彼此一致的关系。 
  首先，宪法与法律是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相统一并上升为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宪法和法律

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条文化、规范化和法律化，这在立法层面上落实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保证了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内在统一性和一致性。在这个前提

下和基础上，实行依法治国，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依法独立公正

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就是依照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履行司法职责，因此从宪法和法律层面来看，

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是统一的、一致的。 
  其次，服从法律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背景下，在全

面推进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努力建设法治中国新的法治环境和社会条件

下，党作为执政党，它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的大多数内

容、要求和做法，已经通过国家宪法和宪法性法律、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社会法、刑法等

法律形式得到体现。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

方针政策和主张，大多数已经通过国家立法程序得到法律化和法规化。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检

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权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法

院、检察院越是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履行职责、定分止争、案结事了、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法官、检察官越是“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铁面无私，秉公

执法”，就越是体现了党的宗旨，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就是从根本上坚持了党的领导。 
  第三，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也带领人民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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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活动。它支持和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实质上就是巩固党领导和执政的

合法性、权威性基础，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尊重司法规律和司法属性，切实有效地坚

持和维护党的领导。正如立法机关通过集体行使立法权的制度设计实现民主的核心价值，行政权

通过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制度设计实现效率的核心价值的原理一样，司法机关是通过依法独立行使

审判权、检察权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公正的核心价值。没有审判和检察独立，就没有真正的公正司

法，这是人类政治文明有益经验反复证明了的司法规律。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审判独立、检察独立，

与坚持党的领导在理论逻辑上是有机统一的，在司法制度设计中是完全一致的，在司法实践中是

互动发展的。从这种一致性的立场和逻辑出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作为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

要支持政法系统各单位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第四，党通过坚持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和司法。通过各级

党委政法委以及法院、检察院党组织的坚强领导，通过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织的有力支持和民主

监督，通过政法队伍中广大共产党员的政治忠诚和在公正司法方面的模范带头作用，完全能够保

证审判独立、检察独立与坚持党的领导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从政法战线和政法工作的角度来看，

政法工作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为由，来对抗、否定或者弱化党对政

法工作的领导，而应当按照宪法和法治精神，根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的要求，从以下四个方面做

到“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一是努力实施好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切

实做到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二是既要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不动摇，又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政

法工作的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政法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党委政法委要明确职能定位，善于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

用。四是政法工作要自觉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权威性，确保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得到统一

正确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