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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

力。”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与变革的历史性过程之中，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这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辩证关

系，坚持和运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

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正确处理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

的关系。”这为坚持和运用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法，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坚持和运用全面依法治国辩证法的重要意义

有助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统筹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全局，

着力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复杂矛盾运动规律，科学分析关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的重大问题及其辩证关

系，从而确立了协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坚持和运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法，就

是要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现实状况、基本目标、重点领域与历

史使命，准确把握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运动方向，妥善处理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各种重大关系问题。

这对于更加自觉地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方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有助于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逻辑。从全球角度看，一定社会、国度或地区的法治发展，不可避免

地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运动方向，必须从自身的条件和需要出发，努力实现法治的转型与变革。在中国

的社会条件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鲜明的历史与时代特征，蕴涵着深刻的内在

逻辑。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坚持和运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法，

就必须注重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来观察和认识全面依法治国面临的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于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深入思考和研究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全局及其目标选择；就必须注重运用发展的观点深入分析

在中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基础、客观现实和未来走向，从中把握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若

干重大法治关系问题，藉以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进程；就必须注重运用对立统一的基本规律和方法，

深入系统地分析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关系，从而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展示全面依法

治国的“中国逻辑”。

有助于深化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以

重大法治问题为导向，加强法治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法治领域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

可行性研究，悉心把握好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辩证关系，突出强调“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

误”。因此，坚持和运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法，就是要不断增强法治领域的辩证思维能力，恪守

法治发展的政治原则与政治定力，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彰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互

融通的国家治理智慧，促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内在统一于国家现代化的制度逻辑体系之中，坚定地实现

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

二、坚持和运用全面依法治国辩证法的重点内容



处理好政治和法治的关系。法治是一定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在世界

上从来都不存在超阶级、超政治的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

治”，“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他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正确处理政治与法治

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在当代中国，深入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处于全面领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坚持党的

领导。党的领导和全面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自觉坚持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最大政治优势所在，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开拓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诚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我们要继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

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个全方位的法治领域改革进程在中国大地上勃然兴起。

新时代法治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改革与法治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相伴而生。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像两个轮子，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力前行。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在深化全面依法

治国的实践中，正确处理好改革与法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应把握好以下具体要求：一是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二是有的重要改革举措，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

要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三是改革措施与现行法律有冲突，或者需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的，可以先行组织研

究论证，待法律修改后再推进；四是对于现行法律规定完善且具有可操作性，但实践中没有遵循法律规定

另搞一套的，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坚决予以纠正；五是对于不需要通过立法修改法律，属于内部工作机

制改革的，应当大胆探索，积极推进。时下，在改革与法治的辩证法引领下，全面依法治国正在呈现出“全

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崭新局面。

处理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中，法治与德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理政

方式，尽管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联系密切，往往起到相辅相成的社会功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

史与现实充分表明，“法安天下，德润人心”。进入新时代，要正确处理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辩

证关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这里，不仅要强

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之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全面依法治

国的各个环节，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道德认同与道德自觉，而且要引导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强化法治对道

德建设的促进作用，注重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依法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失德行为的

整治。

处理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

组成部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化制度化要求。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深

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内在机理。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

方式，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而坚持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就是“全面提高党依据宪法法律治

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

握治国理政的规律，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对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一体建设提出顶

层设计方案，展现出一幅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内在结合、有机协调的路线图。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正确处理好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辩证关系，“发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互补性作用，确保党既依据

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这为加强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坚持依



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行动指南。

三、坚持和运用全面依法治国辩证法的总体要求

第一，自觉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处理好全面依法治国辩证关系的重

要论述，鲜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光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是认识与揭示法的本质特征和

运动规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进入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依然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力量，是我

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全面依法治国重大辩证关系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自觉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我

们才能科学地把握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机理，不断增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

的能力和水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辩证关系的重要论述，至为重要的就是要深

刻理解这一重要论述所展示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要义，深刻理解这一重要论述对于马克思主义历

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创新性丰富和发展，深刻理解掌握和运用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对于准确认识中国法治

发展进程、揭示中国法治发展规律、着力回应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重要价值意义。

第二，着眼于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全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是一个极为宏大的社会工程，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在各个领域推进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

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构建一个以法治为基本依托的国家治理

体系，是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内在需要。因之，坚持和运用新

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法，必须注重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悉心观察和思考事关全面

依法治国根本性方向的内在矛盾运动。不仅要从法治发展的社会政治属性上确定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性质，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而且要坚持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不动摇，深入探寻全面依法治国

的动力源泉，法治发展要主动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充分发挥法治对于“改革的穿透力”的增强效能，使

“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不仅要深刻把握国家治理的方略选择，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法

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且要鲜明反映我们党坚持依法执政的法治需求，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

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与党内法规制度相互促进的基本格局。只有这样，才能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夯实

法治制度基础。

第三，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国情条件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

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他明确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

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

守成规。”坚持和运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法，固然要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经验和成果，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尤其要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

发，积极稳妥地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这一新表述准确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揭示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

治中国的基本社会条件。坚持和运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法，就必须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新变化，悉心把握新时代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历史方位，深入分析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在法治领域

中的具体表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然而，法治建设仍然带有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法治领域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法

治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和运用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法，必须从当代中国这个最大的法治实际出发，科学

确立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和推进方式，有力促进

法治建设措施的全面考量、有机协调、相互配合、整体协同、形成合力，深入推动新时代中国法治领域更

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新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