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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C_9A_E4_B8_BB_E4_c36_50630.htm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

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

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

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

从中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思想为指导，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

神实质和基本规律，系统地反映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

明发展方向的核心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 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的核心和精髓 胡锦涛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

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这是我们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特别是中

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的经验，借鉴现代法治理论

合理成份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理念。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

的特点和要求。我们只有全面把握这一核心理念，才能理解

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内涵。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

价值取向 法治有两项最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制订得良好的

法律，二是这种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所谓“良好的法律”

，就是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律。所谓“普遍的服从”，



就是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得到全面的实现。现代法

治既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机制

。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

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

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

标志，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社会公平问题日

益凸显出来。高度重视、科学分析、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对

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减少社会风险和动荡，至关重要

。解决公正问题要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

，坚持依法、及时、合理解决的原则，采用教育、协商、调

解、司法等方法。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逐步建立并从法律上保障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

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发展的机会。社会主义立法要体

现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使正义的要求法律化、

制度化，使实现正义的途径程序化、公开化。社会主义司法

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由于我

国封建传统的影响，人们在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实体

公正、轻程序公正的观念，特别是在执法环节，一些执法人

员片面追求事实真相，重口供、轻证据，违反法定程序，甚

至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提倡和强调实

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全面的公正观念。 尊重和保障人

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 人权是人之作为人都应该享有

的权利，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

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确认。人权来源于人的理性、尊严

和价值。基本人权则是当代国际社会所确认的一切人所应当



共同具备的权利。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之所以

被宣布或确认为权利，不仅是因为它们经常面临着被侵犯、

被否定的危险，需要社会道德的支持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

，而且是因为人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和动力。现代法律

就是保护人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和强制力量。 正是人权体现了

现代法律的精神，正是人权保障奠定了现代法律的合理性基

础。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就是

为了争取和实现人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开

放的时代，随着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

分配制度不断完善，社会利益多元化和社会矛盾复杂化的趋

势日益明显，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要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就必须突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树立尊重

和保障人权的观念，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

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视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困难问

题，把工作重点从调整对立的阶级关系转移到承认和保护社

会利益多元化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等权利义务关系上来，转变重政权轻民权的观念，克服“防

民”思想，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和依法执政的能力。当前，在

刑事司法领域，一些执法人员还存在着重打击犯罪、轻人权

保障的观念，习惯于有罪推定，忽视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功

能。因此，我们必须着力提倡打击与保护并重的观念，增强

以人为本、文明执法的意识 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

要求 任何社会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都要求有一定的权威

，而法治社会的政府权威是置于法律权威之下的权威。宪法



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否真正享有最高权威则是

一个国家是否实现法治的关键。在现代法治国家，有的宣布

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的宣布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都把树立法律权威作为实现法

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立法建立具有客观

性、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法律制度。如果法律可以

随时随需而改，因人因地而异，那就根本没有法治可言。另

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执法、司法和守法保证任何个人、

组织和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特别是国家权力

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严格依法办事，违法必究，有效地防止任

何人或组织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社会主义法制的基

本原则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

实质内涵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我国宪法

第五条对法律权威的基本要求做了明确的规定：“国家维护

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

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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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树立法律权

威的观念，要特别强调维护法制统一、反对地方和部门保护

主义，反对把个人或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律工具主义 监

督制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机制 法治的意义就在于，既能

充分地利用国家权力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又能防止国家权

力的滥用和腐败，保证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权力，

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社会主义法治防

止权力滥用和保证权力正确行使的基本措施就是建立结构合



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

机制，把决策、执行等环节的权力全部纳入监督制约机制之

中，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运行。任何权力不

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实行法治就是要对国家

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国家权力的异化。在我国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

民的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我们还要努力拓宽民主

监督的渠道，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把民主监督、党组织

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

约的方法和途径是多样的，最重要的是保证各个监督系统的

整体协调和依法进行，必须实现监督工作的法制化，健全监

督法制。要树立权力接受监督制约的观念，必须全面贯彻分

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反对重配合、轻

制约的做法，反对排斥监督的司法专横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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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