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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罗干要求，各级政法部门要紧密联系实际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
效果。
特别要紧密联系思想实际，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结合起来，同巩固和扩大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成果结合起来，使广大政法干警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紧密联系规范
执法行为专项整改活动的实际，进一步促进公正执法；紧密联系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实际，推
进政法工作的改革创新；紧密联系执法活动的实际，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
斗争，广泛开展平安建设，全面推进政法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顺利实施“十一五”规划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周永康在研讨班结束时强调，各级政法部
门要把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把提高认识放在首位，
切实增强学习的自觉性；要坚持领导带头，充分发挥表率作用；要紧密联系实际，解决认识上和工作
上存在的问题；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的落实；要加强长效机制建设，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教育制度化；要正确把握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确保教育活动取得实际效果。
　　中央政法委委员肖扬、贾春旺、许永跃、王胜俊、吴爱英出席了研讨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党委政法委书记、政工部门负责人和中央政法各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研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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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罗干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讨班上的讲话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1．中国古代法治理念主要
有哪些内容?2．近代西方法治理念主要包括哪些内容?3．当代西方法治理念的主要内容是什么?4．中
国近代法治理念有哪些变化?5．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6．我国当代法治
理念的形成经历了哪些阶段?7．毛泽东法治思想主要有哪些内容?8．邓小平法治思想主要有哪些内
容?9．“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关系是什么?10．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对推进社会
法治化有哪些重要作用?11．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人类依法治国遗产的合理吸收?二 社会主
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1．�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当包括哪些内容?3．什么
是“法律至上”原则?4．应当怎样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5．严格依法办事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6．如
何理解法的正当性与强制性的关系?7．所谓“西方法治精神”是指什么?8．什么是法治的本土资源?9
．怎样理解法与政治的关系?10．怎样理解法与道德的关系?11．怎样理解法与正义的关系?12．怎样理
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3．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政法工作有哪些基本要求?14．怎样培养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依法治国1．什么是依法治国?2．依法治国主要包括哪些内容?3．什
么是依法治国的主体?4．什么是依法治国的对象?5．依法治国的主要原则有哪些?6．怎样理解社会主
义法治的民主内核?7．为什么说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8．怎样理解政治体制改革与法
治的关系?9．为什么说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10．为什么说树立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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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法治时代的真正开始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以，中国当代法治理念的形成也主要是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现在这一段时间里。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当代的法治理念。
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
力的改变而改变”。
其后，法治理念在中国迅速传播，学法、守法、执法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但在治国理论上，仍然存在着是要讲“法治”还是要讲“人治”的争论，争论的结果认为还是应当讲
法治。
讲法治并不是轻视人的作用，而是要求人的行为服从法律。
　　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围绕“依法治国”法治实践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依法治国”方针。
1986年9月邓小平在论及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
1989年9月26日江泽民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论及人治与法治的问题时指出“绝不能以党代法”，“
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
其间，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也围绕法治问题展开了探讨，并广泛地涉及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
、法律宣传等诸多环节。
　　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以后，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使人们思想进一步解放，法学
研究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法治理念也得到了极大拓展。
这一阶段人们的法治理念主要是在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的启导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
法律关系问题进行思考。
从理论上达成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经济，公开、公平、公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发展市场
经济必须依靠法治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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