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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 奋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编者按：在党的领导下统筹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和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高度关注

的重大问题。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奋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党和国家长

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引领新时代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取得新成就、开辟新境界。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高度重视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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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问题，早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就开创性地提

出和推动“平安浙江”和“法治浙江”建设。2004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建设

“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的战略决策。2006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

十一届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强调要把“法治浙江”与“平安浙江”结合起

来，做到相互促进。“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作为“平安浙江”和“法治浙江”的升级版、国家版，两

者从在浙江探索实践开始，就是同设计、同部署、同推进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

从党和国家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和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

建设（以下简称“两个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两个建设”发表

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和工作部署。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

国政法机关要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和谐稳定的社会

环境中顺利推进。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继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着力推

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要及时研究解决制约政法工作的突出问题，支持政法各单位依法履职，为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明确规定，政法机关应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开展

工作，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充分肯定了党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取得的成

效；充分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法治固根本、稳预期、

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能力显著增强取得的成效。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两个建设”紧密结合，不仅从全面依法治国角度深刻论述了平安中国建设的一系

列重大问题，而且从平安中国角度深刻阐释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有关重大问题。一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高度

重视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用法治

确保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

地、生物等诸多领域的安全，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既是建设更高水

平的平安中国的重要手段，也是衡量平安建设成效的主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①深刻指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形

势总体是好的，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凸显，党

风政风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大量矛盾和问题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相关”②，“我

们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③。强调“必须把依法治国摆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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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突出的位置，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

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

有序”④，“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

为社会治理优势，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

理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⑤，等等。

另一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高度重视从国家安全和平安中国建设角度，统筹把握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深刻论述了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一系列重大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问题。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

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从保

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⑥要全面研究全球

生物安全环境、形势和面临的挑战、风险，深入分析我国生物安全的基本状况和基础条件，系统规划国家生

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健全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

保障体系。强调“科技领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⑦要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

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自动驾驶、无人机、服务机器人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强调要

坚持依法管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应急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系统梳理和修订应急管理相

关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强调“国际国内环境越是复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任务越是繁重，越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政地位、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

长治久安”⑧。强调法治是平安建设的重要保障，“要更加重视法治、厉行法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

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坚持依法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⑨，等

等。

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和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紧密结合、相辅相成、高度统

一。在内容上，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离的“交叉关系”；在功能上，两者是相互补充、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的“互补关系”；在结构上，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相辅相成、相互保障、不可

或缺的“共存关系”；在价值目标上，它们都服务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两者是殊途同归的“共进关系”。

我们党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领导和推进“两个建设”，不断提升平安中国建设的法治

化水平，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小康》杂志2005年首次发布“中国平安小康指数”，得分为66.0分；2020年“中国平安小康指数”得分为9

8.2分，在各项小康指数得分中高居榜首。202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指

出，我国“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从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成效显著”。实

践证明，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平安”已成为亮丽的国家名片，国泰民安拥有更加坚

实牢固的基础，彰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领航“中国之治”的实践伟力。

以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

和统领新时代中国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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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和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

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健全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确

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

全”⑩，为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指明了方向。统筹发展和安全，既需要政治上的高度重

视，也需要法治上的制度保障，安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维稳和维权、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等问题，都需要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

（二）坚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既要牢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把安全发展融入高质

量发展全过程，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实现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

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的全方位之治；又要牢记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以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安全稳定、党和国

家长治久安。要依法保障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面对高发的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和安

全，打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

（三）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新征程上，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健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为安全发展织密法治之

网，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一是完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

设，推进公共安全法治化。二是确保国家安全法律贯彻实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三是建立健全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澳门长

期繁荣稳定，绝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切实在宪法和基

本法的轨道上推进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上统筹好发展和

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是统筹推进“两个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要求。

 

三、在党的领导下统筹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和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

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⑪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指出，

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



交织。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

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

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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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

内法规体系建设，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对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制约，确保执法司法公正廉洁高

效权威。

（一）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和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相辅相成。平安是法治的追求，法治是平安

的保障。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把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各项工作，充分纳入“法治中国建

设”的法治轨道，用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方式引领和保障平安中国建设，用良法善治促进更高水平、更

高质量的平安中国建设。

按照2020年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要求，应当着力从“四个更”上推进和实现平安中国建设的“更高水

平”：一是领域更宽广，突出“大平安”理念，把平安中国建设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经济安

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全方位之治；二是体制更完善，党的领导优势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不断深化拓展，全社会参与平安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显

著增强；三是成效更明显，既能更快更好解决突出问题，又能更有力更有效地从源头上进行预防，确保政治

更安全、社会更安定、人民更安宁、网络更安靖；四是人民更满意，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的关切和感受得到

有效回应，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良法才能善治，善治检验良法。《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绘制

了“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的阶段性蓝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规划》关于“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以及绝大多

数部署和安排，都与平安中国建设直接相关、深度契合。因此可以说，全面深入实施《规划》，既是建设良

法善治的法治中国的重要部署和有效举措，也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保障。

（二）加强党对统筹推进“两个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和良法善治的法治中

国，最根本的是要发挥党的领导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不断创新完善工作机制，有效统筹资

源力量，提升良法善治和共建共治共享水平，真正把政治优势转化为“两个建设”的具体实践和强大效能。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



责任。应当进一步加强党中央对“两个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集中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安排，更好发挥中

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以及中央政法委员会等机构的作用，切实做好“两个建设”的

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实现集中领导、高效决策、统一部署、协调推进。

各级党委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实践方面，

担负着重大的政治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要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支

持政法各单位依法履行职责”。地方各级党委法治建设和平安建设议事协调机构要加强对本地区法治建设、

平安建设的牵头抓总、运筹谋划、督促落实等工作。各级党委要将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同推

进、同督促、同考核、同奖惩。要落实推进本地区法治社会建设的领导责任，推动解决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

的重点难点问题。要进一步落实平安建设领导责任制，压实各级党委领导责任和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的

责任；健全各级平安建设协调机制，最大限度统筹资源力量，增强工作合力；推进基层党建与平安建设深度

融合，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平安建设。

政法机关在推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方面，担负着更加直接的政治责任和更加繁重的工

作任务。《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规定，政法工作应当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推动政法领域全

面深化改革，加强过硬队伍建设，深化智能化建设，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

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主要职责，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

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政法

综治工作放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局中来谋划，深入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坚持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加强基础建设，加快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平安建

设现代化水平，努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三）把法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在全面依法

治国背景下，平安国家应当是安全稳定、良法善治、国泰民安的法治国家；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自由、公平

正义、安定有序的法治社会；美好生活应当是安全环保、安居乐业、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要把法治建设和

社会建设，国家治理、依法治理和社会治理等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

中国和平安中国的基础。建设信仰法治、公平正义、保障权利、守法诚信、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

法治社会,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举措。《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

年）》强调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坚持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全面提

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依法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协调利益关系、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培育全社

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促进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加快对

社会安全体系的整体设计和战略规划，贯彻落实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的意见；

完善平安中国建设协调机制、责任分担机制,健全平安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等等。把平安中国建设的有

关原则、工作任务和机制建设等纳入法治社会建设中，有利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和推进更高水平的

平安中国建设。



（四）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深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法治理论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

是法治中国建设、同时也是平安中国建设的理论指导、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加

强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平安中国建设，应当不断深化对“两

个建设”的重大理论观点、重点制度机制、重大实践问题研究，努力创新和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我们

要加强对“平安”“安全”“人民幸福”“公平正义”“共同富裕”与“法治”“全面依法治国”“治国理

政”“良法善治”以及“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等核心概念的法理含义、价值追求、目标指向、重要功

能、相互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进一步夯实“两个建设”的政理和法理基础；加强对统筹推进平安中国

建设和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制度安排、领导体制、协调机制、法治保障等重大体制机制问题研究，进

一步完善“两个建设”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保障，充分彰显“中国之治”的时代特征和制度优势；加强对新时

代“更高水平”和“良法善治”的科学内涵和相互关系等重大实践问题研究，努力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形

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格局，充分展现“两个建设”分工负责、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政治功能、治理机制和实

践效能。

 

 

①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4年10月20

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86-87页。

② 习近平：《密织法律之网，强化法治之力》（2014年10月23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03页。

③《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5日，第

1版。

④ 习近平：《密织法律之网，强化法治之力》（2014年10月23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04页。

⑤ 《习近平在会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代表时强调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载《人民日报》2017年9月20日，第1版。

⑥ 参见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载《求是》202

0年第5期，第6页。

⑦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 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载《人民日报》2019

年1月22日，第1版。



⑧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

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第6页。

⑨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

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第10页。

⑩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载《求是》2021年第2期，第8页。

⑪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0月23日），载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页。

 

作者：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来源：《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与实践》专刊2022年第3期（《民主与法制》周刊2022年第10期）。

 

中国法学网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15号

最新作品 理论文章

学者文集 学部委员

荣誉奖项 热点视频

建言献策 对外交流

学术会议 法学教育
[官方微信]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

Copyright Reserved 2000-2021 中国法学网 

http://iolaw.cssn.cn/zxzp/
http://iolaw.cssn.cn/llwz/
http://iolaw.cssn.cn/grzl/
http://iolaw.cssn.cn/xbwy/
http://iolaw.cssn.cn/ryjx/
http://iolaw.cssn.cn/rdsp/
http://iolaw.cssn.cn/jyxc/
http://iolaw.cssn.cn/dwjl/
http://iolaw.cssn.cn/xshy/
http://iolaw.cssn.cn/fxjy/
https://www.cnzz.com/stat/website.php?web_id=1276136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