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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法治文明的中国贡献与创新

◇付子堂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中国

共产党百年法治奋斗的实践探索及其取得的制度成

果，形成了系统性的创新，为世界法治文明提出了中

国主张，贡献了中国方案。

从机制创新看，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法治领导机制，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为法治的动

态实现提供了机制支撑，推动全面依法治国从理论

创新、顶层设计到实践部署迈上更高的历史新起

点。党领导下的法治，既包含宏大叙事，也包含具体

机制。具体机制支撑着法治的动态运行。中国法治

具体机制行之有效，契合党的法治理论，与实践融为

一体，在具体演进中接力生成，不断改进，逐步定型

为系统的机制创新，确保党的主张贯彻到依法治国

全过程和各方面，具体体现就是党领导立法、保证执

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从文本创新看，以法律法规等制度文本为载体，

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制度依据不断完善发

展，逐步形成了中国版的法律文本系统。党在百年

法治奋斗历程中，继承中华民族伟大的优秀法典传

统，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在实践中根据时代的

主题和认识的进步，探索和推进文本创新。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的法律文本整体化系统构建，紧紧围

绕党的中心工作，以宪法性文件为基础，全面构建党

在一个时期的制度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

党从局部执政转向全国范围执政，法制建设在探索

中继续创新发展。改革开放后，民主法制建设完成

了恢复与重建，开始进入全新的法治发展时期。

2020年《民法典》的颁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

设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石，开启了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基本形成后的法典化时代。

从话语创新看，中国共产党在以实践为导向的

法治实践探索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法治理论，

塑造出中国式的法治话语体系，成为人类法治文明

当中的独特表达和独特创造。新中国成立初期，董

必武第一次把法制基本要求简洁地概括为“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总结新中

国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论证了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十六字方

针”的完整提出，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2012年中共十八大正式提出“科学立法、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两次“十六字方针”的

接力，以话语方式展示了中国法治的进步。进入新

时代，中国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依法

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一体建设”等，成为党的法治宏观话语新表述。

从结构创新看，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作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总抓手，是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新突破，是中国法治实践不断深

化的必然结果，充分说明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

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从局部到整体、从

话语到法理，书写了中国法律史新的伟大篇章。全

面依法治国从理论创新到实践部署，迈上更高的历

史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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