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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治遵循，从中

华民族共同体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鹏程

（梧州学院管理学院  广西梧州  543003）

摘　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国情条件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时代进程，创立了法治思想，全

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为重要的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成果。同志是法治思想

的主要创立者。本文对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治遵循，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分析，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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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渐进式和螺旋式

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依据时代变化，追求真理，开

拓实践，不断创新，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总之，

在理论意义上，确保了法治思想的指导地位；在实践意义上，

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宏观战略布局，从发展

意义上，从法治与人治协调性关系问题上提供了符合中国特

色的中国方案，进一步来说从文化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为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保障。

1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法治观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 以下简称“《决议》”) 指出 :“法治兴则国家兴，

法治衰则国家乱。”“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

是中国共产党法治观的一种新时代表达。中国共产党法治观

绝不只是新时代的法治话语和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实施法

治、厉行法治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法治观的形成发展过程。

中国共产党法治观的形成发展过程，是党矢志不渝建设法治

决心意志的彰显过程，也是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坚持推进马克

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法治观，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不断探索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过程中所形成和发展的法治基本观念，是对为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什么样的

社会主义法治的认知确立和价值判断，也是马克思主义法治

理论不断中国化过程中形成发展的法治观，“是指以毛泽东、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同志相关论述为标志的法

治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

制定了中国土地革命纲领———《中国土地法大纲》，使得

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就是人民利益的

坚决维护者 ; 领导筹备新中国的法制准备工作，制定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中国人民大宪章并起

着临时宪法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领导新中国

成立之后的上层建筑领域建设工作，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社会

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 年 )，

指明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基本制度等，具有划时代意义。

同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法治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法治理

论中国化成果。

2 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征，

强调党的领导作用是促进全面法治国家建设的根本保障，加

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作用，健康党的领导作用完全符合法国的

机构和工作机制，促进党的领导机构、法治和在法律保障框

架内有效落实党的指导方针。二、从维护发展中国家社会主

义的总目标和总体任务出发，强调必须发挥法治的基本、稳

定和长期作用，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确保强有力的法治保

障，以全面建设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国人民生殖的宏

伟梦想。三是以中国新社会在特色社会和社会主义领域的重

大矛盾为开端的新势头的开始，强调依法促进民主、在整个

法治进程中发展民主、积极响应人民在法治建设和促进共同

繁荣、维护社会正义和法治各个领域全面进程的重要性。其

目的是维护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础，促进高质量的发展，强

调社会经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依法平等保护包括国有、

私营和外国企业在内的各种所有制和所有权，利用立法和市

场的界限追求新的发展理念，建立新的发展结构，促进高质

量的发展，实现市场公平，建立国家，推动为人类命运建立

共同体，并强调促进国家和国际两级的法治和包容性。

3 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治举措

3.1 构建新时代中国对外的话语体系

演讲制度是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演讲在若

干历史和时间界限内互动的意识形态表现。在法治、计算机

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演讲制度具有道德吸引力和意识形态

渗透。证明一个国家尊严的最有效方法是审查和评估该国的

硬实力和软实力。言论制度属于软实力，国家的声音和言论

制度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影响反映或反映了国家的软

实力。尽管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但中国在国际声音

问题上的强弱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无数事实表明，在联合

国和多边国际论坛上，交流文字、交流文字和汇集文字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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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标准，隔离墙有可能被边缘化，隔离墙将不可避免地处

于嫉妒状态。当前，中国的对外话语权和言论体系不仅在中

国的总体国力方面，而且在全球和国际战略地位方面，都是

不相容和不相容的，在国际舆论领域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新

时期中国对外演讲制度必须尽快建设，完善中国的国际法。

中国在加强中华民族意识的同时，迫切需要向世界宣传中国

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将人类舒适的命运共

同体转变为人类自我宣称的命运共同体坚持建设共享，建设

一个普遍和平的世界；坚持合作和人人共享繁荣，建设人人

共享的繁荣世界；坚持知识共享，建立一个开放和包容各方

的世界；保持二氧化碳的绿色，创造一个干净美好的世界。

中国利用中国的方式来说明中国的奇迹，用中国的理论解释

中国的方式，用汉语表达自己的理论，并在了解世界的基础

上管理中国语言与世界观之间的关系。中国新的对外监管制

度的目标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规则，促进国际

社会在国际协定框架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加强国际交

流，加强治理框架内的国际和谐，实现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

的长期愿望。

3.2 发挥好先进法治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1．科学的立法文化是实现良法善治的提前和基础。马

克思主义认为，法的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强调法是

由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立法体

制，是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各项利益的立法，反映公正、

正义的法律价值。营造科学的立法文化，就是要进一步完善

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格局，坚

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基本原则，明确中央和

各级地方立法权，实现统一前提下的多元立法，形成人人参

与的立法环境，以制定出操作性好、质量高、不重复不冲突

的法律规范，确保良法善治。譬如，2020年通过的《民法典》

正是在中国当代科学的立法文化背景下诞生的，编纂《民法

典》是一项重大法治建设工程，在党的领导下，历经了长时

间的论证、研究、商议和修改，一部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民

法典》才得以通过。这对于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中国人

权事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有重大意义。2．良好

的司法文化是保障公正、正义法律价值的有力抓手。司法是

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良好的司法文化，对于促进

社会法治进步、保障人民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

定、打击不法行为都有重要作用。通过推进司法改革、加强

司法监督、保障司法独立、优化司法配置等各种方式，确保

司法的公信力，维护司法权威。譬如，中共十八大以来，依

法纠正的“聂树斌案”等冤案、错案，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修改了行政处罚法等举措，就是对司法公信力的有力维

护。同时，在社会营造良好的司法文化，增加群众对司法的

认同感，提升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的价值认同感。3．

良好的依法行政文化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在追求。“为民父

母行政”是中国传统的行政法治文化，坚持依法规范行政主

体的行政行为，依法明确权利范围，营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的行政法治文化，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保障。

3.3 党与法治系统构建的逻辑出发点——一切发展为了

人民

首先，“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

要求在法治系统工程构架中强化党的信仰、党的意志及其执

政能力。通过健全法治体系建设，可以从制度和法律上确保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永葆党的先进性。党领

导全面依法治国有助于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维

的治理效能。通过规范党的体制机制建设，净化党的肌体，

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根据国情、世情把握时代动向，高举科学

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其次，协调好“党”

与“法”的根本关系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法治系统工

程建设的有力抓手。在具体的法治实践中，治党本身就包含

着法治系统化建设的法治逻辑。一方面，依法治国需要党具

有先进思想和远大洞见，通过自身执政能力处理繁重冗杂的

治国理政任务，因此，“法”是党的领导制度化和规范化的

基础；另一方面，整个国家宏观的法治体系建设也涵盖了关

于党内法规的体系构建，培育和发展先进的党组织队伍，提

高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能力。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领导

小组，地方各级党委组织构建统筹场域内法治工作的决策协

调机构，增强法治中国建设的组织保障，借此巩固加强党对

法治中国建设的全面领导。

结束语

综上所述，纵观中国共产党先进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

与经验，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

到“强起来”的艰辛历程，党通过法治不断保障人民的利益，

赢得了民心，实现了社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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