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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特约专稿

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

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贾敏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
第一个进行说明的问题就是“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决定》中明确提出实现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几个原则中第一个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一词
在《决定》中出现的频率也是最高的，这说明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
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因此，要理解“依法治国”，首先要在“党的领导”的范畴内来
思考。对于两者的关系，本文将分述之。

一、依法治国不是“去中共化”

自从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依法治国”这个主题以后，有些人又开始执迷于“党大还是法大”
的问题，好像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相互排斥、只能“二选一”似的。这显然是个伪命题，把党的
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但有些人总是破不了这个迷思。这与近年来西方对我国的
意识形态的攻击有关。近年来西方向中国社会植入了很多挑战中国政治制度的议题，比如“党
的执政合法性问题”“爱国不等于爱党爱政府”以及热门了一阵子的“法大还是党大”等。它们以
所谓“普世价值”为依托，或者对中国人的传统认知打擦边球，或者直接搞“诛心”的进攻，有时会
在局部舆论场显得蛮强势。它们的主要观点是，由中共来领导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是自相矛
盾的”，党被放在了“法律之上”。这种简单的标签式评论反映出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根深蒂固
的偏见，同时再次显示了西方对中国最大的期望就是这个国家能够“去中共化”。

意识形态分歧是西方对华政治偏见的主要来源之一，但不是全部。中共领导国家直接导致
了中国崛起，在西方制度解决许多国家的现实问题有些失效时，中共日趋成熟的执政能力构成
了中国最突出的竞争力，这让西方倍感压力。这一点也逐渐成为西方舆论不顾中国不断进步的
事实、总是愿意用老标准和成见妖魔化中国政治制度的主因。

二、党的领导与法治

“法治”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乃是程序意义上的法治，即法律规则对权力构成了刚性
约束，权力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运作，这是区分合法与非法的标志。由此，三权分立、有限政
府、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等都属于程序意义上的法治范畴。其二乃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即法
律的程序运作必须符合相应的价值规范，国家必须捍卫一系列共同信奉的最基本价值规范。由
此，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就具有不同的实质性法治。比如美国法治最基本的价值规范
就是“公平”，而德国法治最基本的价值乃是“人的尊严”；而在伊斯兰世界，法治最基本的价值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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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无疑与伊斯兰教的信仰有关。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法治建设，一方面，无疑要关注程序意义上的法治建设，这其

实也是中国近年来法治建设努力的基本方向，尤其是众所周知的司法改革运动更是将程序改革
置于整个改革的核心内容。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法治发展无疑也要关注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建
设，即中国的法治发展如何体现中国的基本价值规范，国家如何保障这些基本的价值规范能够
体现在法治之下权力的运作过程中。过去几十年的中国法治建设之所以引发争议，就在于这种
程序意义上的法治与实质意义上的法治的背离或紧张。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基本价值规范的承担者，因此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必须由中国共产党
来承担。中国共产党必然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积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党必须调整法
治建设方向，使得程序法治的建设符合实质法治的内在要求。所以，要理解中国的法治，必须理
解党在法治中的作用，由此形成党与法治相结合的“混合的法治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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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这个概念一方面将社会各项事业纳入法律规则的治
理之下，从而用法律的意志来取代个人意志，用法治来取代人治，这无疑符合西方法治模式的基
本要求，但这个概念同时融合了党的领导，使得法治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无疑是一个具有
中国特色的法治概念，但这个概念本身包含了法治内部程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张力。

三、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保障

党的领导确保依法治国方向正确，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从历史
上看，任何国家法治的确立都不是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建立起来的，任何国家法治的成功都不
是自然而然到来的，必须有一个坚定有力的领导核心进行集中部署。倘若一个国家处于群龙无
首、四分五裂的状态，她的法治要么是不健全的，要么是徒有法而令难行。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１３亿人口、情况极其复杂的大国进行法治建设，更需要有自上而下坚强统一的领导，统一部署、
统筹协调，形成举国上下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围，创造推进依法治国的必要条件。

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要”来的。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是空泛的口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和
人民的选择。２０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四分五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救亡图存成
为最紧迫的历史课题。当时的中国人想了很多办法，奉行各种主义的这个党、那个党都曾登上
过中国的历史舞台，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也都曾在中国试验过，但结果都行不
通。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
心。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在
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解决１３亿人民温饱问题和初步建成小康社会，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中华民族要走向繁荣富强，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中国共产
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今天的一切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领导，反
映了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必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
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
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庄严宣告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赋予了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使命。因此，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
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要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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