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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国，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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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

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

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

变。 依法治国追求和坚持下列原则：（1）形式原则。（2）

价值原则， 依法治国是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维护国家安

定团结和长治久安的必要手段和途径，也是健全和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证。按照党的十五大报告，依法

治国的基本要件主要为：（1）人民群众是依法治国的主体；

（2）宪法和法律是治国的根本依据；（3）广大人民群众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管理国家和

社会事务；（4）内容范围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依法管理国家政治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5

）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

制度化、法律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实行依法治国必

须抓住几个方面的重点：（1）依法执政；（2）依法行政；

（3）司法改革和司法公正；（2）切实处理好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在实践中做到三者的有机统

一。二、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最基本的

要求。依法执政，是现代法治对执政方式的要求。依法执政

是防止执政党权力滥用和腐败的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我



国的执政党，其法律地位已在宪法中作了规定。1982年，党

的十二大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正式写入

党章。同年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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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宪法

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的

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

基本方略。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

方式，坚持依法执政。这些法律或党的文件的规定，为依法

执政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依据。 贯彻落实依法执政，首先要求

执政党始终保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和依法

执政的意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应该始终代表中

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2003年7月1日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

指出，“三个代青’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贯彻落实依法执政，还要求

党的执政活动本身制度化、法律化。执政党的活动主要有两

类：一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由于仅仅涉及党内事务，这应

由党章、党的纪律和党内政策来规范；二是执政活动，主要

涉及党和国家及社会的关系，这应由宪法和祛律来规范。依

法执政要求党进入国家政权组织、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的程

序和方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法律的程序、步骤

，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党的具体机构在法律上的地位

、权限及其参与管理的方式和程序等的合法化。执政活动的



法律化，既为执政党的执政活动提供合法性，同时也是对执

政党本身的必要约束。 贯彻落实依法执政、要求在依法执政

的实践中逐步强化执政责任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承

担自己行为的责任，是现代法治也是现代民主的基本要求。

责任政治促使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行为时更为理性，更不容

易受一时一事的情绪所左右，因而更能带来社会的长治久安

；对于执政党来说，责任政治有利于执政党居安思危，强化

内部监督管理，提高执政能力，更为有效地保证全党对“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价值的实践，有利于真正做到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做到顺民意、谋民利、

得民心。三、保障人权 在我国，保障人权是实施依法治国方

略的最重要价值目标之一。人权，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

会属性，人作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作为一种生命存

在，每个人都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而且在单纯的生物

性生存的意义上，所有人的需求都是同样重要的。作为社会

存在物，每个人在个性、精神、道德上都应享有独立与自主

，每个人都应该是目的，而不只是他人的手段，人人都应该

得到平等的尊重。立基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上的人

权，具有普遍性，不因人的国籍、民族、年龄、性别、职业

、社会地位、财产状况、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等的差异而不

同。 这种现代人权概念，从历史渊源看，萌生于西方的自然

法思想和自然权利理论。自古希腊时期起，西方思想史上就

涌现出一股自然法思想潮流。发源于自然主义哲学的自然正

义观念与斯多噶学派及中世纪的人格平等、本性自由观念相

互支撑，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至近代初期发展成为

一套完善的自然权利理论。自然权利理论从人的普遍本性出



发，将人作为人都拥有的平等、自利油主、自尊、自卫之类

的“本性”宣布为权利，也就是说，这些权利不依赖于任何

外在的权威，而仅仅与人的本性相关，只要是人，就应该享

有这些权利。因此，也可以称它们为人权。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