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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我国
社会发展展望

周文彰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标志，我国

进入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阶段。“法治

化”将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主题词。据不完

全统计，全会决定提出的法治化有：国家和

社会生活法治化、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公

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

化、公共安全法治化、社会治理法治化、把

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基层治理法治化。此

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深入推进，将使各级政府成为职能科学、权责法

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法治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一系列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基层治理法治化，公民将享有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

则公平；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将不受侵犯。

随着法治文化、法治精神、法治意识在全社会逐步普及，特别是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在全社会广泛运用，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将逐步成为社会风尚，自觉守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将逐步成为全民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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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机构、职责、权限、程序、责任法

定化，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法治化

就是理性化。随着法治化在社会生活各个方

面的全面实施，社会各领域的非理性将越来

越少，理性将越来越强，我国社会发展将出

现一系列令人期待的新格局和新趋势。

展望一：依法治国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意味着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

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

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国家各项

管理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将越来越直

接、越来越及时，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将越

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

展望二：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深

入推进，将使各级政府成为职能科学、权责

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

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法定职责将使各种行

政不作为、懒政、怠政得到有效克服，使失

职、渎职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法无授权不

可为”原则和权力清单制度、公正文明执法

的严格规范，将会有效禁止行政机关在法外

设定权力，消除乱作为。所有这些，将大幅

度提高政府威望，密切政府和人民群众关

系；将大幅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减少社会

不和谐因素。

展望三：法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

点。随着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强化，特别

是对政府内部权力制约的加强，政务全面公

开，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将会有效防止权力滥

用，有效遏制权力腐败；干部清正、政府清

廉、政治清明，将带给全社会一派风清气正。

展望四：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

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将使试图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思想越来越

少，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

将成为历史，宪法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将使

人人对宪法法律怀有敬畏之心，无法无天、

胆大妄为的社会怪相将日益减少。

展望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

度逐步完善，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

制度逐步建立，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逐

步清理，企业社会责任逐步增强，一个以保

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

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的市场经济

新秩序将逐步形成，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

作用将逐步得到发挥，经济活力将进一步增

强，经济发展将更加有序，假冒伪劣产品将

逐步减少。

展望六：法治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一系列法律的制定和

实施，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基层治理法治

化，公民将享有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

公平；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

等各项权利将不受侵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法律制度建设，将使公共服务得到加强和规

范，公民在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

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扶贫、慈善、社

会救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

益保护等方面，将获得越来越完善的法律法

规保障。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将在全社会得

到增强。人民将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

由、承担应尽的义务；减损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现象不会

随意发生。

展望七：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推进，将使

基层法治机构和法治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基

层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得到改善，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强化，基层干部法治

观念、法治为民意识、依法办事能力得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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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我国基层社会将更加稳定和谐幸福。

展望八：随着法治文化、法治精神、法

治意识在全社会逐步普及，特别是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在全社会广泛运用，学法尊法守

法用法将逐步成为社会风尚，自觉守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将逐步成为全民的行

为方式。利益表达、依法维权、纠纷化解、

救济救助等机制的健全，以及把信访纳入法

治化轨道，将有效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

律规定和程序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通过调

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将会

得到有效预防和及时化解，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将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上访将逐步减少乃至消失。

展望九：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

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帮教

特殊人群、预防违法犯罪的机制和制度化渠

道，将使各类社会组织逐步增加、壮大，在

社会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好的作用；行业协会

商会类社会组织将进一步发挥行业自律和专

业服务功能。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行为导

引、规则约束、权益维护作用也将得到进一

步发挥。

展望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

境和自然资源，强化生产者环境资源保护的

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将使开发

行为越来越受到有效约束—绿色发展、循

环发展、低碳发展将越来越成为发展的新常

态；土壤、水、大气及海洋生态环境等越来

越得到有效保护；坚实的生态文明建设举措

将使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越来越成

为全民的新福祉。

展望十一：一系列大力度的司法改革，

将使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不断

完善—司法行为得到规范，司法活动得到

监督；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以及冤假错

案将大大减少，司法公信力将逐步提高；人

民群众将会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在司法公正的引领下，一个充满公平

正义的理想社会将大踏步向我们走来；生活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群众将普遍感受到安

全、信服、尊严。　　　

展望十二：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进程也

将是全社会道德水平提升的进程。法治体现

道德理念，法律对道德建设有巨大的促进作

用；同时，道德滋养法治精神，道德对法治

文化具有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借助法治进程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

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将会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

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总之，在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下，我国将

能更好地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

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

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

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

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

上述展望的依据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决定的部署和要求。正如大家所知，部署

和现实、要求和行为之间，有一段很长的路

要走；而且，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

情，决定了展望所描绘的未来现实和行为，

也将是很不平衡的。但这不影响我们对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前景的信心，法治的理性社会

一定会成为美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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