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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法治政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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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8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

“建设法治政府,政府严格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这是保障公民各方面权益的基本要求,是推

  温家宝总理的重要讲话,是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想,是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定位的十分重要的新

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十分重要的新论述。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丰富和发展法治理论,深化建设法治政府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治国的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提出,深刻而科学地概括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

  “依法行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一个政党取得政权后,应当把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宪

是党在夺取政权与执政时期的最大区别。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党治

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在8月27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

寓意深刻。 

     我们党在夺取政权与执政时期的最大区别,就是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式的不同。革命是用最激进

是夺权,运用暴力手段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而执政党存在的价值是保持住已有的政权,维持社会秩序,

  执政党与革命党相比,它与政权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党意味着没有取得国家政权,他们与国家政

着我们掌握着国家政权,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执政党不以摧毁现行制度与体制为目

政党的执政方式、活动方式须控制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范围内。一个政党取得政权后,须自觉转变执政意

法和法律,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具有自觉的执政意识的执政党转变,起始于建国之时。但真正自觉地转变并完成

后。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完成了向执政党的转变,其重要标志,就是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暴力革命,执政后手中握有高度集中的权力。这种历史情境既给党实现

党带来了历史的惯性——易于把过去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活动方式带入到执政活动中,产生了一些不合

上带来了不利的后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反思历史经验与挫折,对这些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

的执政方式和活动方式等方面产生了认识上的飞跃。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正式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治国方略。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

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坚持和

局角度,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历史和现实都说明,要坚持党

用,就需要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同时,我们的政治制度要求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

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

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所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

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而且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本身的十分重要的内容。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执政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其中突出的一

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基础上,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是

方式、活动方式全面而科学认识。适应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我们党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的方式；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的原则。这些表述比较集中地体

深刻认识。它表明,党已经摆脱了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明显的执政党自觉的执政意识,这

  进入21世纪,现代国家的法治建设应该成为党的中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10年,中国在经济制度建

政治制度方面确定明确的目标,强化其建设力度与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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