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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法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

就和成果。与此同时，国家治理能力和

制度现代化，依法治国推进。新中国成

立 70 多年以来，国家兴盛，同时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扩宽。通过对

法治建设的分析和研究，加强对法治

建设的引导与监督，完善法制体制。

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

1949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同纲领》标志着国民政府政权的彻

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

一定的基础。在 20 世纪 50 年代，通

过制定某些法律和条例，法制建设得

到了改善。1954 年宪法的诞生作为最

基本的法律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于 1975 年召开，高度重视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为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1982 年的宪法确立了法律的地位与

权威。十五大报告中，作为基本根基，

确认依法治国是我国发展法治建设的

保障。从《宪法修正案》到党的十六大，

再到十七大，创新了我国的法治理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

确针对法治建设做出了安排，并提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了一个依法治国

的新时代。

二、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建设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毫无疑

问，通往法治的道路也面临着曲折和

艰辛。我国的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而

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绩的

同时，也应该全面地改进完善。

（一）仍然缺乏法律意识。在公民

的法律意识方面，虽然增强了许多，但

仍然相对欠缺。社会法治理念对法治

建设具有指导和决定作用，目前，社会

对法治建设仍有一些片面的认识，人

民的法律意识普遍不强，许多违法行

为发生大多是因为公民的法律意识不

健全。

（二）依法行政水平有待进一步

提高。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存在着没有

实事求是的现象，他们嘴上说，纸上

写，墙上钉，却没有付诸行动。依法行

政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主要制约着政府工作人员的行

为，对工作的认可度有着很大的提

高。

三、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措施的几条建议

（一）普法教育宣传。宣传法律，强

化人们的法律意识，减少违法行为的

发生。同时，开展普法教育的政府部门

也能够更好发挥为人民服务的原则，

方便人民、造福人民，增强公民的法律

意识。

（二）完善政府职能，提高行政管

理水平。政府是我国重要的行政部门，

必须牢固树立新理念，坚持科学决策、

依法决策，提供优质服务，确保政府诚

信度。国家、政府、社会一体化，把国家

政府与法治社会结合起来，形成完整、

全面的治理体系，扩大公民影响力，确

保法治建设有序推进。

取得 法 治 建 设 成 就 的 同 时，加

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促进依法

治国创新型发展。针对我国法治建

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更

好地完善制度，建成强大的法治中

国。只有这样，全党和全国人民才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开辟

一 条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法 治 文 明 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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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更好地适应时代的潮流，我国把法治建设列为中国建设发展的重点，将依法治国与以

德治国相结合，更好地适应国情发展。虽然我国法治建设已经获得了许多的认可与好评，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本

文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以及所发生的问题入手进行分析，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

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现实问题研究
■ 孟 璐 雷峻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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