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法:论执法为民,服务大局的法制理念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3/2021_2022__E8_A1_8C_

E6_94_BF_E6_B3_95__c67_293163.htm 行政法: 论执法为民,服

务大局的法制理念(行政法和法理结合)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

由“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

”这五个方面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因此，我们理解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仅要掌握它的内容，既缺一不可的五

个要件；而且要了解它的逻辑建构，即每个要件在整体中发

挥的特殊作用及五个要件共同组成的逻辑链条。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质，从而更

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方略项

：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它回答法治建设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处于什么地位。 法律在

国家出现的遥远古代就已经产生，但法治社会在资产阶级革

命以后才建立。在封建社会中，皇帝、国王或教皇是“替天

行道”者，是“天意”或“神意”的人间代表，因而具有无

上的权力，而法律不过是他们手中的工具，处于权力的从属

地位。这样的社会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资

产阶级革命是从反对封建特权的基点上出发的。所以资产阶

级提了“天赋人权”的观念，实质上是取消了“天意”的人

间代表，把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权利归还给了民众。这样的“

天赋人权”只有通过“社会契约”，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来实现，所以法权取代了王权，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这就是“法治社会”本质的特征。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

对“法治”的地位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法律制度建设本身



的滞后性，权大于法的状况长期存在，至今尚没有彻底改变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

为治国基本方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把这方略写进了宪法

。把依法治国提升到基本方略的地位，实质是否定法律以外

的所有特权，要求任何个人、组织和政党都必须在法律规定

的范围内活动，从而确立了法律无可挑战的尊严。按依法治

国这一基本方略，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将纳入法治化轨道，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的社会治理机制，最终建设法治社会。 依法治国

之所以成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是因为法治具有三个方面的基

本作用：其一，法治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形式，人民

的意志只有上升为法律的形式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其二，

法治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有效手段，只有把人们对社会发展规

律性的科学认识上升为法律，才能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其三，法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社会利益差别和利

益矛盾将长期存在，要使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并采取适当

的方法解决，必须依靠法律进行调整。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本质项：执法为民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

要确立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来自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

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一

）社会主义法治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民”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奴隶社会，

民就是指奴隶，是一个于“人”相对的概念；在封建社会，

民是指被统治对象，是于“官”相对的概念；在新中国成以

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人民”是指一种阶级划分，是一个与



“敌人”相对的概念；当前讲的“执法为民”中的“民”，

是指公民，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

等的，但在现实中不可能绝对地平等，必然存在着社会群体

之间的利益差别和量化对比。因此，法治建设过程中仍然经

常面对少数社会成员与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矛盾。执法为民

，就是在这种利益矛盾双方做出了一种选择，即在平等保障

全体公民利益的前提下，着重维护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 

（二）社会主义法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法制建设过程中

面对着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的关系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国家

利益于公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

相矛盾的若干情况。执法为民就是在努力兼顾国家与公民双

方利益的前提下，坚持向公民利益倾斜的原则。 （三）社会

主义法治要求执法者必须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执法者的

社会身份具有双重性，他们一方面是执法者，是公共利益的

代表；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是公民，必然具有个人的利益追

求。执法者在执法活动中经常面对自身利益与人民利益的矛

盾关系，只有正确处理这种矛盾，坚持克己奉公，才能公正

执法；否则，就会发生权力滥用和以权谋私。执法为民就是

要求我们的执法者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执法行为的唯一目的，

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利益。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价

值项：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价值追求，

是一切法律制度和执法活动产生的前提，没有对公平正义的

需求就没有法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法，在中国古老的象形

文字中代表一种能体现公平正义的神兽。“法”在古汉语中

与“常”、“理”通用，指“道理”、“常理”、“天理”

；另一方面又在典章制度意义上使用，与“律”、“法律”



、“法制”通解。拉丁文中“法”兼指“权利”、“正义”

、“公平”，欧洲大陆国家的语言中也具有相同的用法，而

“法律”则以另一类词来表示。这表示“法”就是公平正义

，而“法律”是公平正义的实现形式。 从现实的历史过程来

讲，社会产生了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就同时产生对公平正

义的追求，因此才需要有法。法的存在必须以“暴力”来维

护，然而绝对的暴力却不需要“法”。因此，维护公平正义

是法治的唯一目的。虽然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由

于人们、特别是统治阶级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不同，公平正义

的实现程度也不相同，但法律做为实现公平正义的手段这一

本质从未改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

政治保障和物质基础。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消除人们之

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一个矛盾凸显期

，社会生活中不能维护公平、彰显正义的现象大量存在，广

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要求不断增长。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的目的，就是努力维护公平正义，适应广大人民群

众对公平正义的现实要求和强烈愿望，实现社会和谐。 四、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使命项：服务大局 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

治的重要使命。对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的关系作

出的定位。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制度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

，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法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

的手段。法治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发展。

因此，法治建设必须为大局服务，为法治而法治的想法不具

有现实意义，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在执法实践中摆正法治建

设与大局的关系十分重要，要深入理解立法宗旨、准确把握



法律政策、正确适用法律规范、科学选择工作重点，都必须

把执法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背景下，坚持服务大局

的原则，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从而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

社会效果的统一，发挥检察工作服务大局的作用。 五、社会

主义法治理念保证项：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

法治的根本保证。要保障法治建设的顺利和有成效地发展，

需要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其中党的领导是具有决定作用

的关键。 民主、法治和政党，可以称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三大

支柱。专制被取缔之后，必然代之以民主，民主的实现形式

是法治。但是不可能每个公民都直接参加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因此需要有一种力量来代表民意。而这种力量不可能是某

个人，因为那样将回复到专制。所以代表民意的作用只能由

一个由若干职业政治家组成的政党来实现。当今世界上的法

治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在法治的建立和运

行中发挥着制定和提出法律议案、推动法律贯彻实施、监督

执法机构的执法行为的作用。这样就形成了民众选择政党、

政党领导制定法案、民众选择法律和监督政党这样个政治运

行机制。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我国的执政

党，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

党，只有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

来，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前进。 党的领导对于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党的

领导保证法治建设的政治方向。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

忠实代表，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法律，保证法律制度能够

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保证法律制度的社会

主义性质。二是党的领导保证政法队伍执法为民的政治本色



。党通过正确的思想理论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领导政法队

伍，同时也领导人民群众对政法队伍行使监督权利，不断提

高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执法能力。三是党的领导是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的核心力量。只有依靠党的领导，才能团结和动

员全国人民投身法治社会建设，排除各种干扰，惩治和预防

司法腐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和

谐社会。 这五个方面从不同侧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

基本特征，并且按照其内在的逻辑构成了一个思想体系，揭

示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法

治社会、怎样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检察机关践行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要以实现公平正义为主题，以依法

治国为中心，以执法为民为宗旨，以服务大局为职责，以党

的领导为根本保障，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执法能力，优

化执法环境，通过扎实的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和

谐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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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