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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2017年8月19日在第十二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上的讲话。*

法治中国的希望在青年*

王乐泉 中国法学会会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首先要把人做好，然后才可能成为合格的法治人才。青年法治人

才要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早立志向、有正确的价值观，要努力做到德法兼修、明法

笃行，打牢法学知识功底，加强道德修养，培养法治精神，而且一辈子都要坚守。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改革的拥护

者、实践者、奉献者、保护者，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为世界法治

文明提供中国样本。

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

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在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正确解读中国现实、回答中国问题，提炼标识性学

术概念，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学术话语体系，努力以中国智慧、中国实

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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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基

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的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全面依法治国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的新征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青年朋友们今天的长征路，就

是必须将改革进行到底，就是必须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今天的青年是无比幸运的

一代，又是责任重大的一代。全面依法治国为青年成长进步创造了良好条件，法治中

国建设的艰巨任务为青年大展身手提供了广阔舞台。在青年朋友身上，我们看到了当

代法治青年投身法治中国建设的热情和抱负，感受到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自强

不息的意志品格和甘于奉献的思想境界。

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法治中国的希望在青年

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青年工作，时刻关注青年成长。

毛泽东同志曾生动地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

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邓小平同志指出，青年一代的成长，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

发达的希望所在。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广大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青春之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

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

源不断的强大力量。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

梦想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在座的各位青年朋友们，大多三四十岁，还有不少二十多岁的90后，再过三年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各位风华正茂、年富力强；再过三十多年到新中国成立百年之

际、全面建成法治中国之时，很多人也就60来岁。也就是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建成法治中国，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这是青年成功成才的重要历史

机遇期。青年精力旺盛、思想活跃、勇于开拓，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熟悉现代科技应

用。展望未来，青年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青年注定会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中

坚力量。法治中国的希望在青年身上，奉法强国的重任在青年肩上。环顾世界，没有

一个国家能像当今中国这样，以一种目标明确、说到做到、只争朝夕的方式推进改

革。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改

革的拥护者、实践者、奉献者、保护者，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为

世界法治文明提供中国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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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法治人才要坚持德法兼修

道德之于社会、之于个人，都具有基础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

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做人做事第一位的就是崇德修

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首先要把人做好，然后才可能成为合格的法治人才。青年法

治人才要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早立志向、有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是要努力做到德法

兼修、明法笃行，打牢法学知识功底，加强道德修养，培养法治精神，而且一辈子都

要坚守。要树立与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认准自己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历史

定位，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勇于担当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要

立志干大事，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多作贡献，而不是当大官、求大名、图大利。

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做马克思主义法学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实践者。

建设法治中国，离不开法学家队伍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法学家精神的世代传承。

今天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共议法治中国建设，探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路径。老一辈

法学家要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毫无保留地培养提携年轻人，充分发挥好“传帮带”作

用。中青年法学家要做品德言行、学术研究的榜样。获得“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荣

誉称号的同志，在这方面更是责无旁贷，有责任、有义务做德法兼修的楷模。获奖新

秀要珍惜荣誉和机会，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力争产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工作在

法治实践、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广大青年法学法律工作者，要善于向老中青三代法学家

学习，深刻领会所处时代背景，做好本职工作，不断提升自我。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理论是重要引领。要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加强法治及其

相关领域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对复杂现实进行深入分析、作出科学总结，提炼规律性

认识，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支撑。要

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体现

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正

确解读中国现实、回答中国问题，提炼标识性学术概念，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

野的学术话语体系，努力以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贡献。

三、努力为青年法治人才成长创造条件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法治人才培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人才培养

上不去，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和政府高度重视青年人才培养，特别是去年以来，在科研项目资金管理、职称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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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流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包括法治人才在内的专业

人才成长营造了更宽松的氛围、创造了更有利的机会、提供了更符合学术规律和特点

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专门谈到了法治人才的重要作

用，就如何做好法治人才培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并对青年法治人才的成长提出了具

体要求。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团结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中国法学会要充

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善于把高校和法治实践部门这两大法治人才培养阵地紧密结合起

来，为青年法治人才成长创造更好条件。

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全面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抓好对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

特别是青年法治人才的思想政治引领。要组织引领各研究会、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开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成果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健全不良学风治理机制，加大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力度。中国法学会组织的评奖评优，要认真考察候选人的学术

道德、学术作风以及个人品德，推荐单位也要切实负起责任。要加强“中国法治人才

库”建设，鼓励支持青年法治人才参与课题研究、法治咨询、司法改革、法治评估等

工作，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在科研工作和法治实践中锻炼成长。要贯彻落实好党和政府

科研激励政策，研究出台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为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创造良好条件。要

继续推动高校和法治实践部门的双向交流，形成长效机制，纳入晋升考核指标。要建

立完善法治研究智库联盟，整合高校与实践部门的研究力量，调动青年法治人才的积

极性，集中力量联合攻坚，为法治中国建设建言献策，在法治实践中创造性成长。

同志们、青年朋友们，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百花争艳、千帆竞流的时代，在新的

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正是用人之际，随时需要大家挺身而出、献计献策，时代不会埋

没人才，是人才在哪里都会闪闪发光。更何况互联网络的便捷、数据信息的发达、人

工智能的应用，为每个人成功成才提供了无限可能。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

长的路。再高的山，再长的路，只要锲而不舍前进，就有实现理想目标的那一天。

再过几个月，党的十九大就要在北京召开了，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珍惜和把握大好机遇，勇于担当、奋力开拓，励志勤

学、加强磨炼，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

智慧和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责任编辑：余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