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总体现代
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世界上的发
达国家无一例外都走上了法治道路。一
些国家即使经济上曾经发达过，因为最
终没有解决好人治、法治问题，结果落
入各种陷阱。 因此，现代化国家必定是
法治国家， 现代化强国必定是法治强
国。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努力
探索如何从中国国情出发，实现中国法
治现代化。

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史上，中国
共产党人首次探索出了在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如何推翻三座大山、把旧中国
逐步向社会主义法治过渡的新民主主
义法治道路。

不论是马克思依据巴黎公社历史
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理论，还是列宁开辟的十月革命道路，

其法治理论都是针对如何在资本主义
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设计
的。 但近代中国恰恰不是一个资本主
义社会， 如何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国家引向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
列宁主义没有阐述。 以毛泽东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
义法学史上， 第一次提出了针对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结束旧法制 、建
立新的人民民主法制， 迈向社会主义
法治的新民主主义法治理论。 毛泽东
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
章中对此作了论述。

第一，新民主主义法治理论确立了
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从客观上来
讲， 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因
为它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但是，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并不是建立资本主
义共和国， 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

这一特殊性质的社会具有过渡性，它的
目的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这样，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
主义社会。中国新民主主义法治是走向
社会主义法治的过渡。

第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是
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政体是实行民主
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
制度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社
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
济的领导力量； 没收地主的土地， 分
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把土地变为
农民的私产； 允许一定程度的富农经
济的存在； 在这个阶段， 一般还不是
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 但在 “耕者有
其田” 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
作经济， 则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不
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 不禁
止 “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的资本主义
生产的发展。

第四，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文化制
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
反封建的文化制度。 这种文化，只能由
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
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
不能领导了的。

新民主主义法治理论初步解决了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道路和
途径，初步确立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
基本目标，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式法治现
代化的基本内容并明确了其社会主义
发展方向，提出了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
式法治现代化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内
容。 新民主主义法治理论，不仅指引了
党在革命时期领导的根据地的法治建
设，也奠定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前的
新中国法制建设，开启了中国式法治现
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简单照搬马克思、列
宁等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理
论，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
的国体理论，两者相同的是：均为共产
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都走社会主
义道路。 但不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
人民，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统一
战线力量。

第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简单照搬苏联的人
民代表大会两院制（联盟院和民族院），

而是实行没有两院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 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
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设立自治机
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

第三，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和坚持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 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
是不同的。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总结“文革”经验教训，拨乱反
正，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提出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胡
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坚持科学执政、民
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党的八大提出的加
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方针得
以恢复和发展。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总结“文革”经验教训，提出了
“两个不改变”（即必须使民主制度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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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制建设指导思想；

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方针； 提出了要一
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
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要把
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
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
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

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领导核心作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
治国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
经济；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提出了要坚持民主执政、依法
执政和科学执政；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
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要建
设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内容的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在“两个大局”的新情况下，提
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解决了
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

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在法治实践中形成了以 “十一个坚持”

为核心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使中国进入
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 这“十一个
坚持”是：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依宪治国、依
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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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
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
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十一个坚持”从历史
和现实相贯通、 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
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
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
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顺应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
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
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
和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道路的百年探索， 给我们留下了宝贵
的经验。 第一，必须坚持党对中国法治
现代化事业的全面领导， 这是根本保
证；第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理
论中国化的方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既不全盘苏化，也不全盘西
化， 在当下必须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
思想， 保证中国法治现代化正确的政
治方向； 第三， 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
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
经济制度，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的经济基础。

我们深信，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
经开通， 中国共产党人的法治理论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丰富
和发展，为人类社会开辟出不同于西方
的另一条法治现代化道路。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

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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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柏台 （1899-1935）， 中国共产党
早期优秀党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司法部长、 检察长、 第一部红色宪法起
草人。 1922年5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
习， 后被派至苏联伯力省法院当审判员，

积累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基础和
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 1931年， 梁柏台奉
命回国， 奔赴中央苏区， 参加红色政权建
设。 他与毛泽东等参加 “一苏大会” 和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筹备工作， 为中华苏维
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和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作出了重
要贡献。

在中央苏区， 梁柏台在担任宪法起草
委员会委员、 法令起草委员会主任、 “二
苏大会” 秘书长和法令委员会主任期间，

起草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 《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 《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司法程序》 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 为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
担任中央司法委员会委员、 中央司法人民
委员部副部长、 部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 最高法庭
（院） 委员、 临时检察长等职务期间， 他
整合和完善司法体系， 与董必武、 何叔衡
等同志一起构建了以司法行政制度、 审判
制度、 检察制度、 监狱制度为核心内容的
人民司法基本框架， 开拓出一条人民司法
保卫红色政权的新道路。 毛泽东高度评价
梁柏台的工作成效， “中华苏维埃司法机
关在苏维埃领土之内， 起了镇压反革命的
伟大作用”。

在中央苏区， 梁柏台主持司法行政、

内务工作， 领导审判、 检察等工作， 呕心
沥血， 事无巨细均审慎细致， 实事求是且
公正无私， 极为注重调查研究， 对工作严
肃认真， 一丝不苟。 革命政权需要革命法
制来捍卫 ， 在开创人民司法体系的过程
中， 他结合苏区实际， 构建了四级两审终
审制度、 审判合议制和人民陪审员制、 辩
护制度、 审判人员回避制度、 上诉制度、

死刑复核制、 巡回法庭、 人民调解制度和
国家公诉制度等一系列具体司法制度， 同
时十分注重司法人才培养、 司法工作的群
众参与和法制宣传。

1935年3月， 梁柏台在一次突围中不幸负伤被捕， 后被杀害。

梁柏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制建设的重要领导者、 组织者和参与
者， 梁柏台的法制主张和实践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和法制
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值得总结和发展。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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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法治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 郝铁川

成果介绍

《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丛书》专题笔谈之十七 | 中国共产党百年法律思想探究

■ 专家点评

该专题系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法
律思想史， 主体包含十个部分。 第一至三
部分阐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法治思想与实践； 第四部分总结
“文革” 十年民主法治建设领域的沉痛教
训； 第五部分阐释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法治思想与实践； 第
六部分阐释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的法治思想与实践； 第七部分
阐释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的法治思想与实践； 第八至第九部分
阐释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的法治思想与实践； 第十部分总结中
国共产党百年法治思想的基本经验。 这些
基本经验包括： 既不能全盘苏化， 也不能
全盘西化， 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法
治的经济基础 ； 中国法治的关键是抓住
“关键的少数人”；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人
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中国共
产党百年法律思想史回答和解决了如何把
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
道路这一重大问题， 为发展中国家的法治
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权保障法治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法治思想史从一个
角度来看就是为中国人民权利奋斗不
止的历史 。 在领导人民争取自由解
放、 实现当家作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斗争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
义人权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开创
了既符合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又具有鲜
明的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之路。 从大
革命时期开始， 中国共产党就将改善
民生 、 保障人民生存权作为重要任
务。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并实施了
土地法， 不仅让农民在政治上翻身 ，

而且在经济上分到田地， 获得基本生
存权利。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
产党制定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条例细
则， 实行了 “减租减息” 政策。 解放

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了
《中国土地法大纲 》 等文件 ， 在拥
有 1 亿多人口的解放区开展土地改
革， 实行耕者有其田， 消灭了封建
生产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人权保障法治使
人民产生了极大的革命热情和捍卫
人权果实的决心 。 以淮海战役为
例， 第一， 解放区千万支前民工补
足了解放军兵力不足的缺陷。 按惯
例， 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
超过总人口的 12%， 但在此次战争
中 ， 平均每一个解放军战士背后 ，

就有 9 个民工在保障作战 。 第二 ，

老百姓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自发修铁
路、 保运输、 供补给。 据不完全统
计， 铁路工人和后方人民群众共抢

修铁桥 68 座 、 涵洞 228 座 ， 修复
铁路 220 里 。 东从黄海 ， 西至运
河， 南到陇海路， 北达胶济路的主
要交通干线全部畅通， 有力支援解
放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

人民为什么如此勇于支前？ 这
是因为中国产党领导的山东根据地
一贯奉行人权保障原则。 这里产生
了历史上第一部 《人权保障条例》，

人民群众享有了选举 、 罢免 、 言
论、 集会等权利。 1941 年前后， 山
东抗日根据地有统计的 71 个县政
府中 ， 民选县长占 94% 、 区长占
80%、 乡长占 70%。 抗战后山东解
放区又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 ，

满足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 “耕者有
其田” 的渴望。 1947 至 1949 年沂

蒙山区遭遇严重自然灾害， 华东局
号召 “不荒掉一亩地， 不饿死一口
人”， 发放救济粮 4500 万公斤， 贷
款 14 亿元 ， 帮助群众渡过难关 。

这些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制度
变革 ， 给人民带来具体实在的利
益， 坚定了人民跟着共产党走的信
心和决心。

尊重、 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
的光荣历史传统， 是人民选择中国
共产党的重要原因。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 历史性
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描绘了共
同富裕的蓝图， 开创了中国人权保
障事业的新时代。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

究生）

便民利民的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

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

交通不便，司法专门人才缺乏，律师制
度没有建立，当事人法律意识薄弱。 这
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
边区法制建设， 目标是推动和配合革
命政治， 进行社会改革， 实现移风易
俗，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

追求自由、平等价值，建立人民政权 。

法制建设伴随着民主政治、 婚姻自由
和土地改革，通过法律思想革新，实现
法律原则和制度创新， 在司法为民的
思想指导下，产生了便民、利民的 “马
锡五审判方式”。

首先， 民主政治建设为陕甘宁边
区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4年
5月至10月， 陕甘宁边区接待了中外
记者参观团， 美联社记者史坦因问毛
泽东： “你以什么权利在这里指导政

府和军队 ？” 毛泽东回答 ： “靠人
民的信任， 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
义的各政府之下的8600万人民的信
任 。” １９４５年７月5日毛泽东和黄炎
培进行了历史周期率的对话， 毛泽
东提出 ：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 ，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 这条新路 ，

就是民主 。”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
会的参议员一律由选民直接选举产
生 ， 选举中贯彻 “三三制原则 ” ，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 规定 ：

“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
体进行选举联盟， 并在候选名单中
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 以便
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
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
理 。 ” 1941年陕甘宁边区普选中 ，

共产党员当选乡参议员者平均占三

分之一 ， 有些地方还低于三分之
一。 在各级各类政权中， 共产党员
只占三分之一， 民主党派占三分之
一， 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一。 共产
党对政权的领导， 主要通过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实现。

其次， 保障人权是革命根据地
法制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 1941年
2月制定的 《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
财权条例》 规定： “保障边区一切
抗日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及依法之使
用及收益自由权 （包括土地 、 房
屋 、 债权及一切资财 ）” “边区人
民之财产、 住宅 , 除因公益有特别
法令规定外， 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
得非法征收 、 查封 、 侵入或搜捕 ”

“人民利益如受损害时 ， 有用任何
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

权。” 革命歌曲 《解放区的天》， 对
民主、 法治的成果进行了形象的描
述： “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 解
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最后，司法实践中，黄克功案的
判决，彻底消除了“唯成分论”和“唯
功绩论”的错误倾向，成为人民法制
建设的里程碑。 毛泽东在给雷经天
的信中强调，黄克功的行为“如为赦
免，便无以教育党 ，无以教育红军 ，

无以教育革命者， 并无以教育做一
个普通的人”。 共产党员、革命干部
绝无超越法律的特权。 “马锡五审判
方式”强调深入实地 ，查明真相 ；就
地审判， 并指导下级司法机关的工
作；调解与审判结合，彻底化解矛盾
纠纷。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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