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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并将其纳入“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提出坚持依法治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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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规划纲要，统
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
合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
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全面依法治国
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全面依法治国
实践取得重大进展。



（一）关于科学立法

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



截至2021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现行有效法律286件、行政法规
600余件、地方性法规1万余件。

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
宣誓制度、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制度等一系
列法律规定，保证宪法实施的法律制
度不断健全。



2020年，根据我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关于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的决定》。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并列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明确由香港
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制定和实施香港国安
法，有力巩固和拓展了“一国两制”的法治基础、
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必将为香港发展创造更加安
全、稳定、和谐、便利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确
保“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2020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
“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
典的实施必将对法治建设的各个领域
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立法工作中，始终坚持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一是规范立法程序，保证科学立法。

二是扩大立法参与，体现立法民主。

三是加强备案审查，维护法制统一。



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监
督权，通过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听取和审议
专项报告、开展专题咨询和专题调研、加强规范性
文件备案审查等形式，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督实
效，确保宪法、法律全面有效实施，确保行政权、
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依法行使，确保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二）关于严格执法

近年来，党和政府积极推进
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



一是简政放权激发了市场和社会的活力。
二是政务公开全面推进，保证政府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
三是为保障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将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
定为重大决策程序。

四是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效果显著。



（三）关于公正司法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围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

一是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推开，人员分类管理改
革全面完成。

二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稳步推进。
三是司法公正性进一步增强，收容教育制度被废

止，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不断健全。
四是刑罚执行机制日趋完善，减刑、假释、暂予

监外执行得到有力规范。
五是便民利民服务管理制度措施不断丰富，立案

登记制全面施行。



（四）关于全民守法

全民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基础
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守法和法
治社会建设迈出新步伐。

一是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二是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
三是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

化解综合机制更加健全。



（五）关于人权法治保障

法治是人权得以实现的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党和政府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置于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开启
了中国人权法治化建设的新时代。

一是不断完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
二是注重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权、生存权等

基本权利。
三是有效提升人权司法保障水平。



（六）关于知识产权法治保护

中国已建立起适应中国国情、
符合国际规则、门类齐全的知识
产权法律制度。



一是持续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二是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显著

提升。
三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显著加强。
四是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

制，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



（七）关于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
一体”的总体布局。



一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二是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渐趋完备。
三是环境监督执法力度持续加大。
四是环境司法专门化持续推进，

建立并完善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五是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不

断进步。



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在“十四五”时期，法治规划的重点任务，
包括：

一是继续推进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建设。

二是强化涉外法治建设。

三是强化绿色发展的法治保障。

四是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

五是增强对科技创新的法治回应。



希望继续加强与香港法学法律界
密切联系，在开展基本法课题研究、
举办学术会议、开展学术交流、培养
青年研究人才等多个方面展开合作，
加强两地互动，为香港法学法律工作
者发挥自身才干投身国家发展大局、
参与国家法治建设创造更多机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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