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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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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宪法宣传日

习近平法治思想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法治建设



一、2024年宪法宣传日

2024年12月4日是我国第十一个国家

宪法日，主题为“大力弘扬宪法精神，推

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

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

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一、2024年宪法宣传日

宪法规定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哪些？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

（1）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监督权，议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

的自由等。

（2）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

（3）社会经济权利和文化教育权利。

（4）保障妇女的权利，保护婚姻、家庭、母亲、

儿童和老人，保护华侨、归侨、侨眷的合法正当

权利等。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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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
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工作会议

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
化改革的重要方面专门部署，强
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
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们党的历
史上第一次专题研究、专门部署
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央全会。

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写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八个明确”，把坚持全面
依法治国写入“十四个坚持”基
本方略，明确提出新时代全面依
法治国新任务。

专题研究宪法修改，审议通过关
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决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
会，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
制度和工作机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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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要部署。

备注：内容援引自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

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
全国依法治国工作中的指
导地位。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重大意义

重大意义

理论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
义法治理论新境界，是马克思主
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实践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论述了全面依
法治国的战略布局、重点任务、重
要保障，为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
指明了方向、路径和重点。

时代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全
面依法治国必须长期坚持的
指导思想。

世界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维护国际法治
秩序贡献了新智慧，为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政治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阐明了
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
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必须遵
循的政治准绳。

备注：部分内容援引自张文显在“民主与法制社”学习强国号发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丰富内涵

备注：内容援引自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
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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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

工程，对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具有示范带动作用。

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的重点任务

要正确处理政治和法治的关系，正确处理改革

和法治的关系，正确处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的关系，正确处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关系。

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阐明的重大关系

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坚强有力的保障体系，包括政治

保障、制度保障、思想保障、组织保障、人才保障、

运行保障、科技保障等，人才保障具有决定意义。

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全面依法治国向哪里走、

走什么路作出深刻论述，指明了前进方向。

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指明的政治方向

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的战略定位

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加快推进重要领域、新兴领域、

涉外领域立法。

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确立的工作布局

备注：内容援引自周占华在“民主与法制时报”学习强国号发布的《深刻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



三、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法治建设

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决定》第九部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主要内容如下：

⚫ 深化立法领域改革

➢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制度体系，建立宪法实施情况报告制度。

➢ 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

➢ 统筹立改废释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完善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制度，提高立法质量。

➢ 健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法规衔接协调机制。

➢ 建设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信息平台。

⚫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 推进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促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 完善重大决策、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机制。

➢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完善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机制。

➢ 完善行政处罚等领域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推动行政执法标准跨区域衔接。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

➢ 健全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完善行政裁决制度。

➢ 完善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健全垂直管理机构和地方协作配合机制。

➢ 稳妥推进人口小县机构优化。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优化事业单位结构布局，强化公益性。



三、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法治建设

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九部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主要内容如下：

⚫ 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

➢ 健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监察权、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

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运行。

➢ 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

➢ 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改革，健全国家执行体制，强化当事人、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对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

➢ 坚持正确人权观，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完善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纠正等工作机制，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

制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制度，依法查处利用职权徇私枉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犯罪行为。

⚫ 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

➢ 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化律师制度、公证体制、仲裁制度、调解制度、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

➢ 改进法治宣传教育，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院校教育培养机制。

⚫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
➢ 建立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法治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

➢ 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和法治实施体系，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

➢ 完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依法约定管辖、选择适用域外法等司法审判制度。

➢ 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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