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参考资料

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

完备，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

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全面依法治国、怎样

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为

“十一个坚持”。

一、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党

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高度统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依法治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

领导，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全面依

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要坚持党领导立

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

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通

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坚持依法治国和依

规治党有机统一，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

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

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健全社会公平正

义法治保障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

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把体现

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



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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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

尽的义务。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依法治国必

须走对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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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当

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我们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

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但决不照抄照搬

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走西方所谓“宪政”、“三权鼎立”、“司

法独立”的路子。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

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四、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

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党领导人

民制定宪法法律，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要在宪法

法律范围内活动。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更好发挥宪法作为

国家根本大法的作用。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

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

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都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

的职责。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

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坚持依宪治国、依



宪执政，就包括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

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政体不动摇。

五、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法治体

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只有全面依法治国才能有效

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才能最大限

度凝聚社会共识。在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

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上，要更加重视法治、厉行法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

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坚持改革与法治相伴而生、同

步推进，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坚持依法

治军从严治军，使全军官兵信仰法治、坚守法治。坚持依法

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

六、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

现形式。全面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

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

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要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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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坚持依法治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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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依法治国是一



个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更加注

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

政是一个有机整体，关键在于党要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

要坚持依法行政。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辅相成,

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

点，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对法治国家、法治社

会建设具有示范带动作用，要率先突破。

八、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

民守法。紧紧抓住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加强重点领域、

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提高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

立法水平，进一步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理顺行政执法体制，

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公平正义是司

法的灵魂和生命，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加

强司法制约监督，提高司法办案质量和效率。加大全民普法

力度，培育树牢人民群众规则意识，使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

基本准则。坚持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类

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解

决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九、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法治是国家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

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



险，综合利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开展斗争，坚决维护

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

法规体系，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用规则说话，靠规则行

事，依法维护我国企业和公民海外合法权益。积极推动形成

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规则体系，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

者、推动者、引领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十、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全面依

法治国，必须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

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推进

法治专门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法律服务

队伍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要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

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作为法律服务人员从业的基本要

求，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依法依规诚信执业，认真履行社会

责任。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及

后备力量。

十一、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

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

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带头尊崇法治、

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

风险的能力，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把法治素养和依



法履职情况纳入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让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为和必备素质。

这“十一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

向, 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必须遵循的政治准绳；深刻阐明了

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地位，明确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职

责使命；深刻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明确了法治

中国建设的前进方向；深刻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

务，明确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

刻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关系，明确了必须正确把握的

重大理论问题和科学方法论；深刻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

要保障，明确了领导干部和人才队伍在推动全面依法治国中

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