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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理论 1.什么是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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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因领导人看法

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规定表明，依法

治国是党领导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基本方略。依

法治国方略写入宪法，赋予依法治国方略以宪法地位，将加

速推进法治，使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获得宪法性的根本保障

。 2.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和社会主义法

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相一致的。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可以用

四句话来概括：“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 (一)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立法方面的要求。这是依

法治国的法律前提，也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有法可依是

指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需要法律调整的领域和方

面都有良好的法律可资依据和遵循。有法可依已不仅要求立

各种各样的法，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立的法是良好的法，即符

合人民的利益、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精神的法。如果所立的

法非常糟糕或者漏洞很多，不仅会给坏人提供为非作歹的机

会，还会使好人无从依法行事。从内容上说，社会主义法至



少要满足下列几个条件：(1)要做到真正反映和充分表达以工

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2)要做到以“三个

有利于”为根本标准，反映社会生活与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

。(3)要做到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各项人格尊严、人生自由、民

主权利、政治自由、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总之，社会

主义法在实质上应当实现人民性、合理性、公正性、合规律

性几个方面的深刻统一，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法的生命力与优

越性之所在。从形式方面说，社会主义法至少要满足下列几

个要求：(1)要具有稳定性与连续性，也就是说，为了保证社

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相对稳定，法律不能朝令夕改，频繁变

动，反复无常，而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2)要具有

内在的统一性与协调性，也就是说，整个法律体系应当是一

个以宪法为总纲的、根本精神一致的、各级各类法律法规内

在和谐的体系，这样有助于促进统一的、稳定的法律秩序的

形成。(3)要经由民主的、科学的立法程序制定，这是保障法

律科学性、民主性的程序基础。民主的、科学的立法程序有

助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立法，广泛集中

民意民智，避免立法工作单纯受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驱使

，或者完全依领导人个人的意志而立法。(4)要讲究立法技术

，注意借鉴历史上的和国外的立法经验，更要注意总结自己

的立法经验，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二)有法必依。有法必

依是指一切政党、国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都

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有法必依的具体

要求包括：(1)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执政党作

为国家的领导核心，能否做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能否依法决策和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能否实现的关键。加



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行并坚持依法治国，要求执政党不去

随意干预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更不能代替国家政权包办一

切，而是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与广大人民群

众一起严肃认真的监督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严格执法守法，

保证其充分、正确、合理地行使职权。全体党员，特别是各

级党员领导干部务必加强对法律和法学知识的学习，努力增

强法治意识，掌握和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

的本领，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全社会

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风气，为坚持依法治国打下坚实的思

想基础。(2)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

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是代表国家制定、执行和实施法律的

专门机关和人员。它们严格依法办事，是实行并坚持依法治

国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司法机

关，能否依法办事直接决定法律能否正确、有效实现，直接

影响政府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另一方面，国家机关严格依

法办事对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有着重要的示范、

导向和教化作用，有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带动

全社会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因此，国家权力机关、司

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都要严格依法办事，这样才能切实保

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又为人民群众树立守法的榜样

。(3)广大社会成员要依法办事。广大社会成员不但要自觉以

法律为行动指南，还要善于运用法律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

力和自由，勇于同一切破坏法律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维护法律的威严。这是依法治国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

是依法治国真正实现的重要标志。 (三)执法必严。依法治国

的关键是执法，难点和重点也在执法。执法必严，是指执法



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坚决维护法律的权

威和尊严。执法必严一是讲执法要严肃，即执法机关和执法

人员要本着对人民负责、忠实于法律的精神严肃认真地、一

丝不苟地执行法律。二是讲执法要严格，这又可具体化为五

项基本要求，即正确、合法、合理、公正、及时。所谓正确

，首先是指查清事实真象，事实认定正确，证据确实充分。

这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其次是指正确理解法律，准确适

用法律。这是执法的中心内容。再次是指实事求是，有错必

究。所谓合法，是指执法机关要依照法律规则、原则从事执

法活动，不得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更不得贪赃枉法；执法

过程要符合程序法的规定和要求；执法结果要符合实体法的

规则和精神。所谓合理，是指在正确、合法的前提下，执法

要符合公共道德和社会公益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实际

的需要。所谓公正，是指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各方

当事人一视同仁，同样的情况同样对待，同样的案件同样处

理。所谓及时，是指在保证执法正确、合法、公正的前提下

，要加快执法工作速度，提高执法工作效率，从而早日解决

社会纠纷，保证社会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 (四)违法必究

。违法必究，就是要严格追究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这是依法治国的必要保证，是法律威严的重要体现。违法不

究，不但会使受到侵犯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和救济，

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得不到恢复，而且还会损害

法律的威严，使法律失信于民。在追究法律责任时，专门的

国家机关应坚持下列基本原则：(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

律为准绳的原则，保证责任的认定客观、正确、合法。(2)坚

持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一切违法行为都要受



到法律追究，不得放纵任何人的违法行为，不得畸轻畸重

。(3)坚持责任与违法行为相称原则。法律责任的种类、轻重

应与违法行为的性质、危害程度相适应，既不能轻犯重罚，

也不能重犯轻罚。(4)坚持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

原则，保证办案工作正确、高效、合法进行。(5)坚持实事求

是、有错必究的原则。对于因各种主客观因素所造成的冤假

错案，要依法予以纠正，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当

前，在违法必究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坚决反对干部搞特权、

有责不究、重犯轻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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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