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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

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

中运行。依法治国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标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

人治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来讲，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法治问题

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并不断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

发，为更好地治国理政，做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

习近平同志强调：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

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我们党要

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

好，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党员干部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对于法治建设既可以起到关键

推动作用，也可以起到破坏作用。“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

培育和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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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一项极为关键的重要工作。

长春市委党校作为教育培训党员干部的主渠道、主阵地，对

于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员干部的积极作用，

进行了认真的思考。2014年组织编写了《法律维度》一书，在党

员干部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获得了第二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创

新教材奖。今天，经市委党校集体策划，由党校法学资深教授祁

铁华编写了《法治时空》一书。这本书是《法律维度》的姊妹

篇，旨在运用润物无声的思想力量，进一步宣传法治思想，弘扬

法治观念，以期影响和带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把对法治的尊崇和

对法律的敬畏化成谋划工作的法治思维、处理问题的法治方式，

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正能量。

本书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注重将法律、党内法规

与案例相衔接，深入阐释了党的纪律、规矩和法律法规等内容。

特别是，本书能紧扣现实，密切结合党员干部群体现状实际，通

过案例警示、法律评判和理论阐述等方法，深入剖析了当前一些

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淡薄，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知法犯法等社会

现象，即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也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法治不彰，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希望本书能够给广大党员

干部以启迪和警示，深刻领会当前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清

醒认识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准确把握自身角色定位，在个人成

长进步的道路上，凝聚法治的信仰和力量，扬帆远航！

2015年11月3日　　　　　

（杨子明现任中共长春市委副书记、长春市委党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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