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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张文显

实现国家工作法治化，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主线。2007年，党的十七

大首次提出“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的目标任

务，并将其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十八大以

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十五年来，党领导人

民持续推进国家工作法治化，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国家工作的许多方面

尚未达到法制化，而距离法治化更有很远的路程，无

论是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尤

其是与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战略需求相对照，尚存在许多短板、弱项和不适应

之处。

因此，党的二十大发出“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

作法治化”的前进号令。这既是未来五年实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目标任务的应有

之义，也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工作部署的预期成效和检验标准。

一、深刻把握“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核心

要义

“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这一命题内涵丰富、

意义深刻。总体而言，“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就

是把国家各方面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坚持以法治的

理念、法治的思维、法治的程序、法治的方式、法治的

机制开展工作，坚持依法执政、依法立法、依法行政、

依规依法监察、依法公正司法，坚持法定职责必须

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在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

节都增强合宪性合法性、减少违法性违规性。

具体而言，“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意味着：

第一，把国家改革、开放、发展、安全等具有全局

性的各项工作，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军队建设等具有主干性的

各项事业均纳入法治轨道，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二，把政党治理、政府治理、军队治理、社会治

理、经济治理、互联网治理、新兴科技治理、公共卫生

治理、生态治理等，“一国两制”、港澳治理、外交事务

等国家治理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把国家和地方的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

专门法治工作纳入法治轨道，依法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精准普法，使专门法治工作成为国家各方

面工作法治化的样板与范式，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

进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建设。

第四，统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综合考虑和运用国

际国内两类规则，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

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

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应对气候

变化治理机制、联合国维和行动等，秉持全人类共同

价值，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民主化、

公正化、共赢化。

总之，要在国家各方面工作中，即在治国理政各

个领域，实现法律规范全覆盖、依法治理全链条、良

法善治全方位，使法治成为国家工作的崇高理念、坚

定信仰、常规思维和基本方式，成为引领、规范和保

障国家各方面工作的“轨道”，通过国家各方面工作

法治化推进和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二、好认真做好“全面推进””的重点工作

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是一个系统工

程，总括党的二十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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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

2025年）》，其要务在于：

一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治

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

机统一，坚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法律文化，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保证

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导向

和路径指向。

二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宪执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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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

施的制度体系，完善和加强备案与合宪性审查，切实

维护宪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完

善重大决策程序制度，保证各级党政机关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三要加快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围绕尊重和保障人

权、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既充满活力又安

定有序的包容性社会秩序，统筹立改废释纂，不断提

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时效性，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特别是要

加强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

文明、防范风险、涉外法治等重要领域立法，健全国

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填补立法空白点、补强立

法薄弱点；同时要加强以公序良俗为核心的社会规

范体系和以算法为核心的科技伦理规范体系建设，

努力为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提供更高质量、更高

水平的制度供给。

四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

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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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共

同推进”“一体建设”，增强法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

同性，为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创造良好环境。

五要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

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加

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以科学立法保

证良法善治，以严格执法维护法律权威，以公正司法

保障公平正义，以全民守法提振社会文明。加强党

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确保我们党既依

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

规依法全面领导、有效执政，推动国家机关在高质量

法治体系平台上，正确行使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

司法权等国家权力。

六要依据宪法法律严格监督一切国家机关和武

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以宪

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并着

力把“中国之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中国之治”的治

理效能。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关键在

人，要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各级领导

干部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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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稳定、塑造安全、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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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

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

（摘自：《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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