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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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
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
的党内法规体系。

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这就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
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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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目标、五个体系、六大任务”划定依法治国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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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很长，我看得很慢，看
到公正、公平、正义这样的字眼
时，我便按捺不住地激动。尤其
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来
自四中全会的顶层声音，也是对
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普通老百
姓都希望得到的承诺。

过去5年，为了维护公民最基
本的姓名权益，我选择了用法律
作为武器。回头看，步步心酸。10月
21日，“吴文荣姓名侵权案”在济宁
中院开庭。虽然打官司的过程很
煎熬，但我很幸运能够亲身感受
越来越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四
中全会对于司法公正的阐述，给
了我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心。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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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钢

“公报最大亮点就是对
法治体系进行了新的诠释。”
国家行政学院政府法治咨询
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杨伟东教授表示，全会公报
中提出的“五大法治体系”是
最新的提法，“‘五大体系’中

的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
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
保障体系以前就有，但这里
首次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了
依法治国中‘法’的内涵。”

杨伟东表示，正如公报
中所说，依法治国“既要求党
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
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

党”，这表明了对党内法规体
系建设的重视。

杨伟东的这一观点得到了
山东省委党校政法教研室教授
张杰的认同。“公报实际赋予了

‘法’新的内涵。”在张杰看来，公
报将“法治”做了中国化的解读，
表明中国的法治是区别于西方
法治的。

““五五个个体体系系””赋赋予予““法法””新新内内涵涵
公报对“法治”做了中国化的解读

杨伟东

国家行政学院

政府法治咨询研究中心主任

本报记者 高扩

10月23日，为期四天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在京闭幕，会后
发布了全会公报。

公报提到，出席这次全会
的有中央委员199人，候补中央
委员164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
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党的十
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
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
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
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
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作为一名法律学者，山东
社科院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于
向阳看过公报后表示，党的中
央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
题，不仅体现了法治的地位，
更体现了党的执政理念的重
大转变，就是依法执政、依宪
执政。

“这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
总目标。”于向阳说，总目标本

身有诸多突破性的表述，以前
的讲法是“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现在提出
的是“全面推进”。如何全面推
进？首先，是在制度层面建设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其次，是在治理层面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法律体系
建成之后，更进一步就是构建
法治体系。由“法律体系”到

“法治体系”，虽是一字之差，
意义却完全不同。

这个法治体系包括五个

方面，就是“完备的法律规范
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
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
法规体系”。“值得注意的是，
党内法规体系首次囊括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
来。”于向阳说。

全会还确定了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六大任务。于向
阳认为，加强宪法实施被放
在第一位，是一大亮点，可见
本届政府正在积极努力树立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的
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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