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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中国法治文明建设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发展的新道路。
在探索和发展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的历程中，我们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主要包

括：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赋予传统中华法治文明时代化现代化新内涵，坚持现

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道路和新体系，构建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格局和新形态，为

加快建设良法善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法理支撑，为推动世界法治文明

发展进步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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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内涵

法治文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是人类运用法律驾驭自我、改造世界的

精神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当代中国，
与 “法治文明”概念在外延上密切相关的是 “政治文明”“制度文明”这两个概念。
“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制度、政治观念和政治活动等的进步状态和政治发展

取得的成果。① “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制度化、法治化、程序化的集中体现。与

“法治文明”概念在内涵上比较接近的是 “法治文化”概念。在中国语境下，上述概

念的含义既有区别，又彼此融贯。
西方历史上，文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词产生于近代英国。１８世纪初，苏格兰的

民法开 始 与 英 国 的 普 通 法 融 合 起 来，产 生 了 “文 明”这 个 词，意 指 法 律 或 审 判。

１７５５年，世 界 第 一 部 英 语 词 典 《英 国 语 言 辞 典》（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把文明的基本含义解释为 “民法专家或罗马法教授”。可见，“文明”一

词从在西方近代产生时起，就与法律或法治有着内在而深刻的渊源。１９世纪以后，
文明主要指开化、文化、文雅等。英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梅因在 《古代

法》一书中，曾经对文明的法律意义做了回答。梅因提出：“一个国家文化的高低，
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大凡半开化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进化的

·９５·
① 参见李林：《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制度逻辑》，《中国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国家，民法多而刑法少。”① 可以说，人类法治文明的演化发展，既是催生西方 “文

明”一词的直接渊源和动因，又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尺。

法治与人类文明进程相伴相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曾说过：“人类进

入文明社 会 以 后，说 到 文 明，法 制 要 算 一 项，虽 不 是 唯 一 的 一 项，但 是 主 要 的 一

项。”②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法律进化和法治文明的发展史。回顾

人类文明史，从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 “同态复仇”，发展到财产刑、自由刑、

生命刑，从 “水审”“火审”的神明裁判发展到法官依法裁判，从 “罪刑擅断”发展

到 “罪刑法定”，从人与人的身份依附关系发展到契约法律关系，从专制独裁体制发

展到民主宪制 政 体，③ 从 人 治 走 向 法 治……都 记 载 并 标 识 了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进 步 的

历史。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 一。

中华法治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内涵丰富、源

远流长，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深厚的法治底蕴，是人类最灿烂的法治文

明之一。早在公元前２１世纪，中国就已经产生了早期习惯法。春秋战国时期，中国

开始制定成文法，出现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秦朝统一中国后，全国统一度量衡，

推行以法治国，形成了中华法系的雏形，后经过西汉和东汉以及三国、两晋、南北

朝长达八百多年的发展，到隋唐时期中华法系逐步成熟。在 《贞观律》基础上修订

而成的 《唐律疏议》，不仅创造了以礼法合一、法德并用、德主刑辅为主要特征的代

表性法典，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而且标志着中华法系走向鼎盛和完备。清

末以后，中华法系命运多舛、影响渐弱。从比较法视角来看，中华法系在世界主要

法系中自成一体、独树一帜，④ 曾经对世界法治文明，尤其是对东亚和南亚法律文

化产生过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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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李祖荫为 《古代法》中译本写的 “小引”部分 （梅因： 《古代法》，沈景一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
董必武：《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 《董必武政治法律文

集》，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２０页。
参见李林：《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依法治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张晋藩认为，中华法系具有十个主要特征：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法 自 君 出，权 尊 于

法；家族本位，伦理法治；天人合一，情理法统一；民 刑 不 分，重 刑 轻 民；司 法 行 政

不分，司法从属行政；刑讯逼供，罪从供定；援法 定 罪，类 推 裁 判；无 讼 是 求，调 处

息争；依法治官，明职课责。２０２２年９月２日，朱勇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

座第三十讲——— 《中华法系的形成与特征》中提出，中华法系在发生 发 展 过 程 中，形

成了体现民族精神、富有民族特色的六个基本特征：维系 “大一统”的国家格局，维

护 “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道德法律共同治理，价值规范相向而行；“民为邦本”的

民本主义法律原则；强化吏治，从严治官；维护家庭亲情，培育集体 意 识；崇 尚 和 谐

的基层社会法律治理。



中华法系作为传统中华法治文明的代表性、标志性成果，其 “出礼入刑、隆礼

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

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

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等，都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① 传

统中华法治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法治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

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的新内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现代化的法治文明。与传统中华法治文明相比较，当代中华法治文明是一

种具有 “现代性”和 “现代化”特征的法治文明。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既赓续传

统中华法治文明的内在精神和思想精华，更彰显２１世纪中华法治文明的时代性、创

新性和国际化、现代化等时代特征；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既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

法律文化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

进了中华法系从价值理念、文化底蕴、制度构建、治理经验等方面的时代性升 华、

现代性复兴，同时又赋予了传统中华法治文明全新的时代内涵，使古老的中华法系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其中，最关键的是坚持和凸显中华法治文明的现代化。为 此，

不仅要继续推进历史上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神血脉的现代化复兴，更要面向世

界和未来促进当代中国法治的现代化发展。

（二）包容性的法治文明。与当代西方法治文明相比，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是一

种具有 “民族性”和 “包容性”的法治文明。我国基于 “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和现

行宪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在统一的国家之内，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

不同社会制度性质法治共存的社会形态；在法治统一的宪法原则下，存在社会主义

法系② （中国内地）、大陆法系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英美法系 （香

港特别行政区）三种不同法系、四个不同法域 （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中国台湾

四地），呈现出国家领土、国家主权、国家宪法的完整统一性和一个主权国家中法治

文明多样性并存的现象。在比较法意义上，还表现在一个主权国家中具有某些 “混

合法系”（Ｍｉｘｅｄ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的法理特点。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凸显新

时代中国法治文明的民族性、开放性、包容性以及中国化、中国特色、中华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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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在１９６４年出版的 《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一书中认为，社

会主义法系有三个主要特点：（１）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以马克思主义为

理论指导，崇尚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因而它不同于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

义国家的各个法系。（２）在批判和继承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个新兴法系，从诞生起至今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３）在法典结构和司法组织等方面，
同大陆法系的传统相似较多，而同英美法系的差别显著。



特征，强调坚持从当代中国国 情 和 法 治 建 设 实 际 出 发，走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法 治 道 路，

借鉴包括西方两大法系的法治文明在内的人类法治文明成果，求同存异、包容互鉴

地融合世界法治文明，运用法治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法治文明

进步。其中，最关键的是坚持和体现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的民族性和包容性。现代

化中华法治文明，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同时面向世界和未来，兼收并蓄、包

容天下。它不仅深深扎根于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法 治 文 化，坚 守 法 治 文 明 的 “中 华 基 因”
“中华血脉”和 “中国底色”，而且以胸怀天下的开放包容态度，广泛吸纳一切人类

法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
（三）新时代的法治文明。与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

法治文明建设相比，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是一种具有 “新时代”和 “新阶段”特征

的法治文明。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新起点，立足社会新矛盾、坚持

时代新思想、着眼未来新目标，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愈来愈重视法治、布局法 治、

厉行法治，全力以赴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毫不动摇推动新时代法治现代化建设创新

发展。其中，最关键的是构建和彰显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的新形态。它以全新的理

念、思想和方法界定法治文明，运用古今中外的政治智慧设计法治文明，立足治国

理政战略全局创新法治文明，在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动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动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全方位、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二、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道路

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道路，具体讲就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开辟和拓展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中国式现代化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总

结新中国成立７０多年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

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② “独特的文化

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现代化

法治发展道路。
（一）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道路的历史和实践基础。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道

路，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自戊戌变法和清末修律起，不少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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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２０１５年２月２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

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５页。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论坚持全面依

法治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０５页。



人志士试图变法图强，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

议会 制、多 党 制、总 统 制 等 各 种 形 式”① 的 政 治 模 式，但 最 后 都 以 失 败 而 告 终。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

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② 中外历史反复

证明，照搬照抄别国的政治制度和法治模式，亦步亦趋照走别国的法治道路，都注

定不会成功。

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道路，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从

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像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呈现出来的

主要是自下而上社会演进模式，即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需要，经过一二百年

乃至二三百年内生演化，逐步实现法治化，政府对法治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而新

加坡、韩国、日本等一些亚洲国家，其法治发展过程 “呈现出来的主要是政府自上

而下在几十年时间快速推动法治化，政府对法治的推动作用很大”。③ 而在中国，要

在短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 化，就 必 须 采 取 自 上 而 下、自 下 而 上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形成政府和社会双向互动的合力，共同推进法治化。
（二）现 代 化 中 华 法 治 文 明 新 道 路 是 中 国 走 向 现 代 化 国 家 的 必 由 之 路。中 国

现 行 宪 法 把 法 治 建 设、文 明 建 设 和 现 代 化 建 设 紧 密 结 合 起 来 统 筹 安 排，明 确 提

出 现 代 化 国 家 建 设 的 目 标 是 “发 展 社 会 主 义 民 主，健 全 社 会 主 义 法 治……推 动

物 质 文 明、政 治 文 明、精 神 文 明、社 会 文 明、生 态 文 明 协 调 发 展，把 我 国 建 设

成 为 富 强 民 主 文 明 和 谐 美 丽 的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④ 现行宪法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法治文明国家、法治文明社会，提供了根本法律

依据和最高法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

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遍览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

人治问题的。”⑤ 推动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和法治文明全面发展，加快实现现代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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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６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４年９月５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第５２页。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２０１５年２月２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

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第３４页。
习近平：《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论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
习近平：《在中共 十 八 届 四 中 全 会 第 二 次 全 体 会 议 上 的 讲 话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第１２页。



家建设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坚持法治，毫不动摇反对人治，坚决铲除人治滋生的土

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发展道路，推动传统法制形态向

现代法治文明全面转型升级；必须加快法治现代化发展步伐，加强良法善治的法治

中国和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建设，“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促进各

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长期性的制度保障”。①
（三）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道路的核心要义和最本质特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

思想为引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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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从中国特色政治逻辑和法治逻辑的紧密结合上，集中彰显了现代化中

华法治文明新道路的核心要义。其中，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行动指南”。③ 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共同决定了法治体系的政治本

质，保证了法治发展的前进方向。
（四）学习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现代化中华

法治文明发展新路，“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

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

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④ 但绝不能盲目对标、照搬照抄。现代化法治文明建设必

须立足本国的历史文化国情和现实政治经济社会条件，走符合本国实际的法治发展

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

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

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⑤ 在我们这个十四亿多人口的发

展中大国建设法治文明，拓展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道路，建构现代化中华法治文

明新形态，建设现代化中华法治强国，同样如此。道路事关前途、决定命运。“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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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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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力法治保障》，《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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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国》，第１１１页。
习近平：《不断开辟当代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２０１８年５月４日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北京：外

文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７６页。



持和拓展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道 路 这 个 根 本 问 题 上，我 们 要 树 立 自 信、保 持 定

力。”① 建设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必须 “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法

治道路，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②

三、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体系

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体系内涵丰富，涉及法治文明建设的不 同 范 畴、层 面、

领域和环节，但在制度文明层 面，本 文 主 要 是 指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体 系。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建设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体系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

法治体系的主要目标任务，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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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明确设定法治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引导中国实现了从

新时期 “形成法律体系”，到新时代 “建设法治体系”转型升级的重大转变。这一历

史性转变，深刻反映了中国法治文明建设求真务实的实践特色，客观展现了开辟拓

展中国式现代化法治道路的阶段性特征。
（二）建设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体系的理论意义。明确提出 “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人类法治文明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不仅

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独创性。特别是，由中国共产党在中

国宪法和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领导地位和关键作用所决定，建设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

新体系，创造性地把国家法律和执政党党内法规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依规

治党、制度治党、从严治党有机统一起来，努力形成国家法律制度和党内法规制度

相辅相成，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得益彰的治国理政格局。用法治体系全链条、

全过程、系统化地规范权力、制 约 监 督 权 力，用 宪 法 法 律 和 制 度 体 系 的 “紧 箍 咒”

管住管好权力，是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体系从法学理论、法律制度到法治实践作

出的重大创造，是对人类法治文明贡献的中国智慧。
（三）建设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体系的实践意义。新时代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更加注重并确保宪法和国家法律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得到

全面贯彻和有效实施。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全面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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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论坚持全面依

法治国》，第１０６页。
习近平：《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求是》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论坚持全面依

法治国》，第１１２页。



立法，持续加快立法步伐，截至目前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２９３件，行政法规６００余

件，地方性法规１２０００余件，国家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执政党持续加强党内法规建

设，迄今共制定了３７１８部现行有效党内法规，比较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业 已

形成。

现代化法治文明是国家宪法和法律体系得到自觉遵守和有效实施的一种良好秩

序状态。宪法和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实践；宪法和法律的功效不在于文

本，而在于行动。为了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强立法生产的大量 “纸面和条文

上的法律”，切实变成行之有效的 “行动和生活中的法律”，必须更加重视宪法和法

律实施和实效，保证并提升法治实施效能，实现良法善治；必须努力健全法治体系，

完善法治实施机制，立足中国法治基本国情，遵循法治实践基本规律，把法治实施

的各个主要方面紧密联结起来，把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深入贯穿起来，尤须要把执

政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纳入整个法治体系做出统筹安排。

从根本上 讲，建 设 现 代 化 中 华 法 治 文 明 体 系，是 由 中 国 的 基 本 国 情 决 定 的。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是扎根中

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体系”。①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执政，

各民主党派参政，没有反对党，不是三权鼎立、多党轮流坐庄，我国法治体系要跟

这个制度相配套”。②

四、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格局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既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现代化中华法

治文明建设的一项宏大战略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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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法 治 兴 则 民 族 兴，法 治 强 则 国 家 强。中 共 十 八 大 以

来，中国坚定不移走现代化法治强国之路，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快建设良法善治

的法治中国，逐步形成了建设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的新格局。

一是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的顶层设计。执政党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加强对全面

依法治国的坚强领导，把全面 依 法 治 国 纳 入 “四 个 全 面”战 略 布 局 予 以 有 力 推 进，

在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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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

设》，《求是》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２０１５年２月２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

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第３５页。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 讲 话 （二 〇 一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第２２９页。



大决定，设立 中 央 全 面 依 法 治 国 委 员 会，召 开 中 央 全 面 依 法 治 国 工 作 会 议，制 定

“一规划、两纲要”① 和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等规范性文件，为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擘画了未来蓝图，为建设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指明了发展方向。

二是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的整体格局。坚持在全面推进 “五个文明”协调发展

的国家文明建设大格局中，深入推进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建设，使法治文明建设不

仅参与和融入国家文明建设体系，而且为国家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化、法治

化保障。与此同时，努力构建新时代法治道路、理论、体系、文化 “四位一体”的

法治发展格局，为全社会坚定 “四个自信”提供法理依据，为加强现代化中华法治

文明建设提供战略支撑，为全面依法治国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的建设方略。“抓住法治体系建设这个总抓手，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② 坚 持 宪 法 法 律 至 上，尊 重 和 保 障

人权，维护宪法权 威 和 尊 严，深 入 推 进 依 宪 治 国、依 宪 执 政；坚 持 “共 同 推 进、

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护法，奋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中国和法治中国；坚持统筹 推 进 国 内 法 治 和 涉 外 法 治，加 强 国 际 法 治 建 设，促 进

中华法治文 明 与 世 界 法 治 文 明 交 流 互 鉴，为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与 发 展 作 出 中 国 法 治

贡献。

四是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的重点突破。坚持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在改革

中不断完善法治，用改革方式为法治文明提供新动能，推动立法、执法、司法、守

法、护法持续协调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从推进司法改革、到实施政法改革，

再到深化法治领域改革，通过一系列 “自我革命”的政法改革和法治改革，不断破

除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发展遇到的观念藩篱和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提高全面依法治

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断增强法治文明建设的主动性、自觉性、创造性，

着力抓住法治体系这个 “骨干工程”，推进国家治理各领域的全面现代化，推动中国

现代化法治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五、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的世界意义

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创 造，

也是中国法治对世界法治文明进步的卓越贡献，是２１世纪人类法治文明在东方大国

产生的重大创新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世界意义。
（一）丰富了人类法治文明的理论内涵。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 “总结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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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法治实践规律，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① 不

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新飞跃，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新思想新

理念新举措，提出了法治文明的一系列原创性概念、判断、范畴、理论，如 “坚持

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良法善治的法

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等，不仅深刻推动了中国特色现代化法治理

论创新发展，而且极大丰富了人类法治文明的理论内涵。习近平法治思想 “给世界

奉献了一 种 全 新 的 法 治 理 论 体 系，为 发 展 中 国 家 建 设 法 治 现 代 化 提 供 了 中 国 经

验……已成为闪烁在人类政治文明灿烂星辰中的 ‘东方之光’”。②
（二）创新了人类法治文明的制度形态。把法治文明建设与制度文明建设紧密结

合起来，全面推进国家治理 和 社 会 文 明 的 制 度 化、法 治 化，持 续 推 进 “制 度 之 治”
“规则之治”和 “法律之治”，是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彰显 “中国之治”的重要特征

和显著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形成

了一套愈加成熟、愈加定型的中国式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当代

中国发展进步和现代化文明建设提供了充分制度保障。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坚持宪

法规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坚持在宪法框架下加

强和推进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有效保障国 家 治 理 体 系 的 系 统 性、规 范 性、协 调 性”，③ 充 分 彰 显 了

“中国制度之治”的显著优势，推动了人类法治文明制度新形态的创新发展，为人类

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样板，为世界法治文明的制度建设作出了中国

贡献。
（三）拓展了人类法治文明的道路选择。在现代化法治发展的模式借鉴和路径选

择上，中国既不能采行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那种由内部产生、用数百年

时间逐渐演化的法治发展模式，因为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等不起；也不能采行日

本、韩国等亚洲国家那种由政府主导照搬照抄西方法治、全盘移植速成的法治建构

模式。经过党领导人民共同努力，中国现代化法治道路创造了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法治现代化文明化的途径，为丰富人类法治文明增添了充满

活力的中国元素，为人类对多样性法治文明类型的探索和选择提供了中国方案。
（四）为人类文明互鉴提供中国经典范例。中华文明自古就有开放包容的传统，

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中华法治文明坚持弘扬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价值理念，尊重各国人民对其法治文明发展道路的自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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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

崇高目标。”①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潮流中，中国秉持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高擎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想旗帜，追随先辈法治文明的前进脚步，通过多种途径和形

式，例如，在法学研究、法学教育、法治文化交流、法治人才培养等领域，持续开

展双边和多边的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加强立法领域的比较研究、经验交流和学习

互鉴，以良法保障人类文明，推动全球善治；深化司法领域的国际合作，完善司法

协助体制，扩大司法协助覆盖面；共同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打击严重国际犯 罪；

不断加强法治领域的国际合作，义无反顾地推动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从走向世界、

融入世界到影响世界，为促进人类多样化法治文明的包容发展创造了中国经典，为

推动世界多样性法治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中国范例。
（五）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贡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

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

与者、推动者、引领者。”② 中国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在不断加强国

际法治建设进程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

的核心作用”。③ 对那些不公正不合理、不符合国际格局演变大势的国际规则、国际

机制，及时提出改革的方案，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中国法治力量。

〔责任编辑：李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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