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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法治之维

刘 风景

【提 要 】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 可为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 、 引 领社会全面

进步 、 实现 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强 大的精神力 量 , 是我们 党和 国 家 的 一项 战略任务 。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法治 不 可缺位 ＾ 法治是核心价值观形成 的基本要素 ,

是核心价值观践行的制度保障 , 是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推动 力 量 。 把法治 作为 核心价值来

追求 , 实现科学立法 、 严格执法 、 公正 司 法 、 全 民 守 法 ,
不仅是建设中 国特 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 系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 家的题中之义 ,
还会强有力 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建设 。

【关键词 】 核心价值现 法治 法治理论 社会主义法治 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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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

“

倡导富强 、 民主 、

一
、 、

／入 “

文明 、 和谐 , 倡导 自 由 、 平等 、 公正、 法治 ,
—

、 法 ＞口疋核七、价值 5Ｕｉｆ－成的

倡导爱国 、 敬业 、 诚信 、 友善 , 积极培育社会胃＊

主义核心价值观 。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在语义上 , 与
“

倡导
”

相搭配的事物 , 往
容 ,

往是美好的 , 因而 , 有价值 ( 好的 ) 是倡导的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 、

―

培育什么循公民 的重大 雌条件 。

‘‘

倡导
”

法治 , 即鮮着法治有着特
问题 。

”？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定的价值规定性 , 是值得珍视的好东西 。

－般
＾

而言 , 法治是指所有 的权威机构 , 包括立法 、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纖麵大歸神力量 , ＾撤 、 雕及難机娜醒从于某些原则 。

我们党和 ＿細
－

项麟條 。 細ｍ翻：

这些酬－膽＃作絲达了法軸各种特性 ,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 ’ 从理论上研究
如正义原则 、 道德原则、 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

法治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作用 , 具
的观念 , 它意味着对个人的最高价值和尊严的

尊重 。 法治的内容是 ： 对立法权的限制 ； 反对
家 ,

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 ； 获得法律咨询 、 帮
主义核心价值观之类的重大问题 , 为全面推进

助和保护 的充分与平等的机会 ； 对个人和 团体
依法治国建言献策 。

① 习近平 ： 《青年要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人民 日

报 》 2 0 1 4 年 5 月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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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权利和 自 由 的正 当保护 ；
以及在法律面前也是相互融合 、 相辅相成 的 。 可 以说 , 法治贯

人人平等 。

① 如果某个国家法律制度缺乏这些基穿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体以及其他要素之

本特性和重要内容 , 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

法中 , 并与其他核心价值紧密连接 , 形成
一

个完

治
”

。 法治是政治文 明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标志 , 整而融贯的核心价值体系 。

凝结着社会治理的人类智慧和成功经验 。 法治 、第三 , 社会共识的搭建平 台 。 在正常情况

依法治 国 , 不同于且超越于法制 、 以法治 国 。 下 , 特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下共同的社会

从建构的角度看 , 法治对于核心价值观形成发实践 , 总能形成某种
“

价值共识
”

和多数人共

挥着重要作用 。同确信的价值准则 。

“

事实上 , 法律的规则是在

第一 , 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 。 经过科学提人们共同意愿基础上制定的 。 它是实施疏导的

炼与概括 , 法治 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

建筑
’

；
它是积极有力 的力量 , 正如规范运河

有机组成部分 , 是反映 中 国社会价值取 向 的
一 流向的航道 ； 它将规定了堤岸 内 河水 的流 向 ,

个最根本 、 最集中 的价值观 。 党的十八届 四 中指挥着洪流在堤岸里流动 。

”② 作为核心价值观

全会明确提出 , 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 , 建设社会要素的法治 , 凝聚着全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 ,

主义法治体系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 。 依法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内在要求 , 是全体人民

治国 , 是坚持和发展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价值判断的
“

最大公约数
”

。

“

法律意识形态乃

要求和重要保障 , 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是从法律规章体系的角度 , 就社会群体的期望 、

能力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目标和价值观所作的陈述 。

”③ 当下 , 中 国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 国梦 , 全面深化改巳形成了必须健全法治体系 、 依 法治 国 的 共

革 、 完善和发展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提高识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伟大事业扎实推

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 必须全面推进依法进 。 在科学立法 、 严格执法 、 公正司法 、 全民

治国 。 在中 国 , 将法治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守法的具体法治实践中 , 法治保障公 民权利 、

值观 , 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限制 国 家权力 的功 能 日 益彰显 , 全社会接受 、

的必然要求 。 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比作一 认可 、 热爱 、 奉行法治的价值观念将越来越坚

座大厦 , 那么 , 法治就好 比砖瓦 、 钢 筋 、 水泥实稳固 。

之类的建筑材料 。 离开法治 , 整个的核心价值第四 , 稳定持久的社会观念 。 核心价值观 ,

观就是残缺的 , 乃至无以存在 。 还有 , 在社会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 关系 国家长治久安 ,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 , 法治 以相对独立的形态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长期稳定 、 广泛认可 、 日

而存在 , 与其他部分之间有着不同的 内在规定常践行的核心价值体系 。

“

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

性 , 并承担着特殊的职能 , 是独
一

无二的
“

特律制度的制度 , 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

定物
”

, 不能缺少 、 不可替代 。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
”

。

④ 不 因领导

第二 , 贯穿渗透的粘合机制 。 法治 不仅是人的改变而改变 ,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独立构件 , 也是渗透于的改变而改变的法律制度 , 如将核心价值观的

其中 的 贯穿性机制 。 法治是实现富强 、 民主、

内容制度化 、 法律化 , 会使核心价值观与该法

文明 、 和谐的有力保障 , 而法治 的建设与发展


则需要市场经济 、 民 主政治 、 发达文 明 、 和谐① ［英］ 戴维 ． ｗ ？ 沃克 ： 《牛津法律大辞典 》 ,
李双元等译 ,

社会作为社会条件 。 法治是爱国 、 敬业 、 诚信 、法
＾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士■坐从亡 山 ／口 拉
② ［美 ］ 约翰 ？ 杜威 ： 《公众及其问题 》 , 本书翻译组译 , 复旦

友善的有力保障 , 通过遣贝 和惩罚违 身道德的大学出版社 2 0 1 5 年版 , 第 5 7 页 。

行为 , 为公民个人层次行为提供价值导 向 。 而③ ［美］ 迈克尔
． Ｅ ■ 泰格 ：

《法律与资本主义兴起 》 ,
纪琨译 ,

法治的实现 , 有赖于爱国 、 敬业 、 诚信 、 友 善上海辞书出祖謝年版 ’ 第 2 5 8 页。

价值观提伴尊法守法的道德 十壤 伊治 ＿ 同 雇
④ ■＃

引叫禹正来译 ,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1卿 年版 ,

“

作者致中文版

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的 自 由 、 平等 、 公正之间 ,前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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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制度一道都具有稳定性 , 在很长的时间段内于一般意义上的法律 。 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持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 进而言之 , 在一个能够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 , 法治对其他核心价值观

有效地保障公民权利 、 制约 国家权力 的社会 , 的建设也起到保障促进的作用 。 富强 、 民主、

法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 法治及其体现的核心文明 、 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 目 标 , 自 由 、 平

价值更具稳定性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 由 良等 、 公正 、 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 爱国 、

法的确认与保障 ,
且得到严格而公正的 实施 ,

敬业 、 诚信 、 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

必将深入人心 、 广为奉行 , 具有长存不坠的生法治是中华民族共 同精神家园的守护者 ,
三个

命力 。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 都需要运用法治手段

第五 , 位居核心的特殊存在 。 人们追求 的来保障和推进 。

美好事物是多种多样的 , 它们各 自 的地位和份第
一

, 利用法治实现国家价值 目标 。 法是

量是不同 的 , 整个社会价值呈现为
“

核心——社会的制度形式 , 与其他社会现象有着密切联

边缘
”

的结构体系 。 作为核心价值观要素的法 系 。

“

法律几乎从政治 、 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每
一

治是当代 中国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 它居于社会 个部分穿过
”

。

② 法在保障 、 指引 、 推动社会主

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的
‘‘

核心
”

部分 。 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 、 民主政治 、 精神文明 、 和谐社会

义核心价值观是由 1 2 个要素所构成 的有机整 等方面能够产生积极影响和巨大作用 。 习近平

体 , 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的关键部 指出 ：

“

要推动我 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 不

分 , 它在核心价值观体系 中也居 于重要地位 。
断开拓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

“

成功国家最重麵特征就是法治 , 而成功国家 前景 ,
就必须全赚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

与失败国家最大的差别也在法治方面。 因此 ,

从法治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 。

”③

法治应该成为每个政府的首要任务 。

”￥ 法治兴
“

富强 、 民主 、 文明 、 和谐
”

, 是我 国社
＾
主义

細家兴 , 法治衰则国家衰 。 总结古往今来世
ｓａ— ’

界各国治理的成败得失 , 使法治的重要性不断心— ■

提升 ,

“

法治即为善治
”

已被人们所广泛接受 。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 , 对其他层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建设的不断推进 , 麟 ■价值理念
,
有■作用 。 富 民

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中 的 地位将 越来 越
强 ’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

态 , 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 , 也是国

总之 , 社会主义核德值細職与鼓
■

都离不开法治。 可 以说 , 法治是社会 主义核＊＾
法

＾  1 5 ？
价值观建设＿成要素 、 制度支撑 , ｍｍ , 法

治的发展与完善 , 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ｆ 5 ｉ ？
颖中戊有之 义心 ’ 激：原 力工

作 , 促进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 , 最终实现国家

二 、 法治是核心价值观践行的富强 、 人民生活 富足 。 法治 已越来越成为经济

制度保障丰土钱励 歸力＊从＿練漏＊

要保障 ｏ

在当 代 中 国 , 富强 、 民 主、 文明 、 和谐 ,


°

自 由 、 平等 、 公正、 法治 , 爱国 、 敬业 、 诚信 、

① 冯兴元 、 毛寿龙编 ？
？

《经济 、 法律与公共政策的规则 》 , 秋

友善 , 都是需要用法律手段来维系 、 促进 , 备风等译 , 重庆大学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2 7 页 。

受重视的核心价值 。 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② ［美］ 詹姆斯 赫克曼等编 ： 《全球视野下的法治》 ’ 韻

、 认估加ｔ
ｖ＋和 士 冲组电梯由法 仙Ｔ 曰 此 ｍ钧等译 , 清华大学出版社 2 0 1 4 年版 ’ 第 2 6 页 。

也、价值观过程中 , 法律发挥着重要的工具作用 。

③ 习近平 ： 《关于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进而言之 , 法治之
“

法
”

须是
“

良法
”

, 它有别问题的决定 〉 的说明 》
, 《人民 日报 》 2 0 1 4 年 1 0 月 2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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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 。 我们追求的同 , 但相互联系 、 彼此依存 。 自 由是指人的意

民主是人民民主 , 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 当家作志 自 由 、 存在和发展的 自 由 , 是人类社会的美

主 。 国家的主权 , 不在政府而在人民 。

“

法治的好向往 。

“

法律与 自 由 , 关系密切不待言喻 ,

价值在于削弱专断权力 ,
确保 良序社会和谐并因 为法律既可以被用作暴政的工具 , 像许多时

受到问责的有原则的管理 。

”① 宪法法律必须对代的许多社会曾 经有过的情形
一样 ；

也可 以 用

一切授予政府 的权力 , 以及这些权力 的分配 、 来使
一个 民主社会视为理想生活重要因素的基

取得和行使方式有明 确的规定 , 并确保政府权本 自 由发生效应 。

”④ 以 良法为前提的法治 , 可

力的行使是在服从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进行 ；
以 防止专制独裁 、 权力滥用 , 排除妨碍 自 由实

政府的权力尽管强而有力 , 但必须限于公 民权现的外部制 约 , 确认有助 于 自 由 实现的各种

利范围之外 ； 司法或专 门机构必须有能力 对政条件 。

府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独立审查 。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 的基本 属 性 。 我 国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

文 明
”

主要 《宪法 》 第 3 3 条第 2 款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指精神文明 , 包括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两公民在法律面前
一

律平等 。

”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

个方面 , 它是与野蛮 、 愚昧相对立的 。

“

立法者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 , 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

必须用尽可能好的思想来鼓舞国 民 , 并且尽可围 内活动 , 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

能消灭愚昧
”

。

？ 法律本身 即是人类文 明 的载体利 、 履行职责或义务 , 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

与成果 , 特别是法治具体特点 的价值规定性 , 的特权 。 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统
一

、 尊严 、 权威 ,

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晶 。 董必武指 出 ：

“

人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 , 决不允许任何人

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 , 说到文 明 , 法律要算
一

以任何借 口 任何形式 以言代法 、 以权压法 、 徇

项 , 虽不是唯
一

的
一

项 , 但也是主要的
一

项 。

”③私枉法 。 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 , 加大监

法治是人类文 明进步 的重要标志 , 是治 国理政督力度 , 做到有权必有责 、 用权受监督 、 违法

的基本方式 。 厉行法治 , 可 为精神文明建设提必追究 , 坚决纠正有法不依 、 执法不严、 违法

供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 。不究现象 。

倡导和谐 , 旨在建设
一

个人与人 、 人与社公正即社会公平和正义 , 它 以人 的解放 、

会 、 人与 自然相和谐的社会 。 在一个尊重和保人的 自 由平等权利的获得为前提 , 是 国家 、 社

障人权 、 实行法治的社会 , 可 以 消 除恐怖暴力会应然的根本价值准则 。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

等野蛮现象 , 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关系 , 促进但它本身是脆弱的 。

“

正义的人跟不正义的人相

经济社会和谐稳定 、 持续健康发展 。 和谐与法比 , 总是处处吃亏 。

”⑤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遭

治相互依存 , 只有在
一个实行民主 、 奉行法治遇很多困难 , 必须通过法治加 以特别地维护 。

的社会 , 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 法治是定纷止争在立法上 , 要把公正 、 公平 、 公开贯穿立法全

的有效手段 , 它可 以有效地化解社会纠纷 , 避过程 , 使法律成为正义的文本载体 ； 在执法上 ,

免矛盾激化 , 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要体现公开公正原则 , 将抽象的正义转变为具

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 , 总 目标是建设中 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 。 ？［英］ 约瑟夫
．

拉兹 ：
《公共领域中的伦理学 》 , 葛 四友主

作为社会价值取 向 的法治 , 持续地 向前发展 ,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 ｏ ｉ ｓ年版 , 第 4 3 9 页 。

必然主动地与
“

富强 、 民 主 、 文明 、 和谐 的
② 柏拉图 ： 《 法律篇 》 ’

张智 仁 、 何勤华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一＿？＿ 2 0 0 1年版 , 第 
8 7页 。

国家价值 目标相对接 , 并转化为更高层次的核 ③ 董必武 ：
《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 》 , 法律出版社 1 9 8 6 年版 ,

心价值。第 5 2 0 页 。

第二 , 利用法治实现社会价值取向 。 法治④ ‘

八 卞 样Ａ 曰 丁
、

丄 人 从 ／人汰文出版社 2 0 1 4 年版 , 英文版序第 2 页 。

与 自 由 、 平＃ 、 Ａ 正一样 , 同属 于社ｚ？的价值 ⑤ 柏拉图 ： 《理想国 》 , 郭斌和 、 张竹明译 , 商务印书馆 1 9 8 6

取向 , 它们各 自分立 , 内容与实现方式都不相年版 , 第 2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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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社会关系 ； 在司法上 , 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价值目标 、 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 个人层面的

体制和司法权力 运行机制 , 规范司法行为 , 加价值准则充分地体现出来 , 指明 了我们为之奋

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 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
一 斗的 国家理想 、 社会愿景 、 个人期待 , 并采用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 司法公正对社有效的机制与方法予以保障与实现 , 将理想化

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 司法不公对社会公为行动 、 蓝图化为现实 。

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
—

、 、、

第三 , 糊法治实现个人价值准则 。

“

爱
二、 法治

,
核心价值观建设的

国 、 敬业 、 诚信 、 友善
”

, 是公 民基本道德规 5虽劲动力

范 , 入 心
絲题德值細要素 , 搬治作为核

法 ｉｉａ把国家或社■价值
心价值来追求 , 不仅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 , 还会强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ＪＪＳ建设 。 法治 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史 , 也是核

德值观建设不断升级的过程 ； 祖 , 随着社

ｒ＾！？
0

姓义核心髓碰湖錄 , 它職会主义

？
法治建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 法治要在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 ( 、价值观的过程 中有所作为 ’

2 2 5 7 ＾＾ 5 2 2 2

＇

ａ其 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也至关重要 。 只有进一步

？Ｓｍ
推进法治建设 , 实现科学立法 、 严格执法 、 公

正确 , 因而应予 3 定 、 保护 ；
或者是邪恶 、 错巧社 ＋部亩 士 ＋＃香如味片

, ｏ－
, 4 1 ,＋正 习法 、 全民守法 , 才能更好地为培育和践打

误 , 因而应予否定 、 制裁 。 法的标准具有 比较、

、

／ 松 、 仏估
■

她 油山 Ａｔｌ玄 ？
二＃

ＢＨ 曰 灿分她姊 ｉＸ ,曰 虫 沾 ？／社会主乂核也、价值观做出它 自身应有的贝献 。

明显的客观性 , 什么仃为是正当的 , 什么仃为站松 ,
、 仏估沛 ！法 士＾ｔ ＾Ａ ＢＥ 且 ＝Ｐ ＢｔＪ

,
Ｂ

是不正当的
；
什么行为是可做的 , 什么 行为帛

就—■■日 ’■■手段 ’

？ 2 2＿ ？ 法律法规是推广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保
不可做的 , 在法侓规范 中有明确的规定 。 法律 1

Ｗ, 4？Ａ ｌ ｖＶＡ ｒ ＋ｍ ＾Ｗ ｎＨ , ＩＢＨｈ证 。 要把社会主乂核 ＇ Ｌｉ
、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 、

＝
利 观 ＇ｕ、和是非

依法执政 、 依法行政实践中 , 落实到立法 、 执

＿ｎ
法 、 司法 、 普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 , 赚律

法与道德虽相辅相成、 联系密切 , 但 匕们／ｒＡ  4 ＾ｒｒ
ｒ
ａｐ＂ ＂

ｒｆｒ Ｊｉ
Ｗ

； 1 1 3Ｉ
ｉ

ｙ
ｌ )

－

、 ／
Ａ

的权威来增强人们、育和践仃社》主乂核七、价

Ｓ二值观的 自觉性。 厉行法治 , 严格执法 , 公正司

ｉ
法 , 捍卫宪法和法律尊严 , 维护社会公平正

物质利益方面 ) 有关 。 对人类生活中更多 、 更故食认么 於仏七

大的领域 , 法律驗似魏鮮及 。

“

法＿ｆ

°

？ 3ｓｉ＾ 5 2 ｉ
道德代表着不同 的规范性命令 , 然而它们控制

的领域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 。 从另－个角度来 ｉ 5 ＾＾ 2
看 , 道德巾有魏舰針法律體細 ；＾卜

細关辦找力貞膽賴帛 , 絲发挥法

的 , 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
Ｌ,？ｆ 1 2

道德判幌 响的 。 但是 , 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
Ｌ

度仍然是存在的 , 其 目 的就在于强化和促使人
环境 。

1

们对－个健全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德删的对于正在迈人法治社＝的中 国而 目 , 当下

遵守
”

。

② 并不是所有的
“

道德的法律强制
”

都


是正当的 , 道德有其固有的调整范围 , 某些道
？［？］《 自

鉋布她吐法丈俱晡咅进 Ａ
2 0 0 8％  9 8 Ｍ ．

？谀地法佯小侍魄息进八 。

② ［美］
Ｅ

？

博登海默 ： 《法理学 ：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 邓

法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层面的正来译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 9 9 9 年版 , 第 3 7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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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治状况并非完善 , 还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 。 用 ,
以保障公民和组织的权利和 自 由 。

法治建设是由 问题倒逼而产生 , 又在不断解决第三 , 公正司法 ,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问题 中持续地推进 , 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法治落实于化解纷争的过程之中 。 司法体制是社会

国家 。公平正义 、 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 , 人 民群众对

第一 , 科学立法 ,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公正有着很高的期待 。 这些年来 , 人民群

制度化 、 法律化 。 法有恶法与 良法之分 , 良法众对司法不公 的意见 比较集中 , 司法公信力不

是法治的前提 。

“

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 , 已足 。 虽然各方面都做出 了积极的努力 , 但司法

经不是有没有 , 而是好不好 、 管用不管用 、 能不严格 、 不规范 、 不公正的问题仍然存在 , 办

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 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 , 不关系案 、 人情案 、 金钱案的现象时有发生 , 造

是什么法都能治好 国 ； 越是强调法治 , 越是要成了恶劣影响 , 损害了 司法权威 。 司法体制改

提高立法质量 。

”①
良法有实质标准与形式标革的直接动机 ,

就是围绕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

准。 良法的实质标准 , 包括法律应保护 自 由 、 强烈的问题 , 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期待 。 司法

维护平等 、 体现公平正义 、 制约 国家权力 、 尊活动必须以正确的价值 目标做引 导 , 才能有效

重和保障人权等 , 这是法治的灵魂 。 良法的形地保障人权、 化解纠纷 、 维护社会秩序 。 公正

式标准是指法律制度在形式上所具有的优 良品是司法的本质要求和终极价值准则 。 通过司法

质 , 包括逻辑严谨、 简明扼要 、 明确 易懂 、 不体制改革 , 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

溯及既往 等 。 建 设 中 国 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机制 , 规范司法行为 , 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

系 , 必须坚持立法先行 , 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动作用 , 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 。 要恪守平正义 。

以 民为本 、 立法为 民理念 , 贯彻社会主义核心第四 , 全民守法 ,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 , 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 、 反映融人人们的 日 常生活 。 习近平指出 ：

“

要利用各

人民意志 、 得到人民拥护 。 要做好法律的立改种时机和场合 , 形成有利 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废释工作 ,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现到法律文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 , 使核心

本之中 , 形成有利 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价值观的 影响像空气
一样无所不在 、 无时不

心价值观 的法律保 障 。 通过 民 主科学 的方法有 。

”② 法律是人们在 日 常生活 、 生产 、 交往 中

制定法律 , 保证法 律准确地反 映社会 中绝大反复实践的行为准则 , 人们可以不知不觉地达

多数人的 意志 ；
通过违宪审查制度 , 及 时地到对法的认同 , 被法所同化 , 形成守法的习惯 。

对违反宪法 、 上位法规定 的法律法规进行修通过法的遵守 , 可提高公民 的法律意识 、 权利

改或废止 。意识 、 义务观念 、 责任感 、 遵守法律和纪律的

第二 , 严格执法 ,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性 。

“

必须竭尽全力使法接近人 民 , 巩固群

贯彻于法治政府建设之中 。 执法必须从属 于立众的法律意识 , 使人 民能够理解 、 了解和评价

法 , 执法活动 的依据是 巳有的法律规定 。 严格自 己 的法律 , 能够 自愿遵守 自 己 的义务和禁令 ,

执法 , 是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基本要求 , 是维忠实地行使 自 己的权利 。 法应该成为生活 的因

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 , 是提升执法公信素 、 实际行为 的尺度 、 人民心灵的力量 。

”③ 转

力的重要途径 。 目 前 , 我们 的执法制度还不够化为法治的理念和规则 、 机制 的社会主义核心

完善 , 有法不依 、 执法不严 、 违法不究等 问题

比较突 出 , 执法不规范 、 于公
正 、 不文 明 和不 ① 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

作为 、 乱作为等问题还时＃发生。 应推行地方编 》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 0 1 5 年版 , 第 4 3 页 。

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 清单制度 , 依法公
②

：
平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 外文出脈籠年版 ’ 第

开权力运行流程 。 严格执法要求国 家机关的活
③ ［俄 ］ 伊林 ． 亚 ． 伊林 ： 《法律意识的实质 》 , 徐晓晴译 , 清

动都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 , 以 限制权力 的滥华大学出版社 2 0 0 5 年版 , 第 1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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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 , 应当方便阐发、 容易传播 , 符合大众设的构成要素 、 制度保障和推动力量 。 法治既

化 、 通俗化要求 , 融人社会生活 , 让人们在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静态的构成要素 , 也是

践中感知它 、 领悟它 , 与 日 常生 活紧密联 系动态的实现机制 ； 既是建构的制度依托 , 也是

起来 。期望的实现 目标 。

一个社会 的法治状况直接影

综上 ,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 实现科学立法 、 响着人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 要结合推进国

严格执法 、 公正司法 、 全民守法 , 建成 中 国特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 , 结合全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 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面深化改革 、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 形成

是我们所追求的重要价值 目标 , 也是社会主义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

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抓手 。 依法治国 、 建设环境 。 当代中 国法学家应有为依法治 国提供理

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 需要论指导和学理支撑的强烈使命感 , 汲取中华法

几代人的艰苦努力 。 由于法治是核心价值观建律文化精华 , 借鉴国外法治成功经验 , 着力加

设的内在动力 , 随着法治的不断发展完善 , 培强法学基础理论研究 , 完善体现社会发展规律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宏大工程也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要从

将不断取得更大的成效 。中 国实践出发 , 科学地 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 、 如何运用法治方式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根本问题 , 积极推进法治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是一项

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 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 ｌｔ？

式 , 相互间取长补短 、 相互合作 。 其 中 , 法治

的贡献尤为突出 , 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ＣｏｒｅＶａｌｕｅ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 ｉｕＦｅｎｇｊ ｉｎｇ

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 ：Ａｓａｓｔｒａｔｅｇ ｉｃｔａｓｋｏ ｆｏｕｒ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ｕｌｔ ｉｖ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ｃｔ ｉｎｇ
ｏｎｃｏｒｅｓｏｃｉａｌ

？

ｉ ｓｔｖａｌｕｅｓｉｓａｓ ｔｒｏｎｇ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ｏｗｅｒｔｏ

ｐｒｏｍｏ ｔ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ｐｅｏｐ ｌｅ

,

ｌｅａｄａｌ ｌ

－

ｒｏｕ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 ｓ

,
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

ｊ
ｕｖｅｎａｔ ｉｏｎ．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ｓｈａｌｌｂｅｏｆｎｏａｂｓｅｎｃｅｔｏｃｕｌｔ
ｉｖａｔｅａｎｄａｃ ｔｏｎｔｈｅｖａｌ ｕｅｓ．Ｔｈｅｒｕ ｌｅｏｆｌａｗ ｉｓ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

ｉａｌｅ ｌｅ
？

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ｒｍｉｎｇｃｏ ｒｅｖａｌｕｅｓ
,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ｉｃ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ｏｆａ ｃｔｉｎｇｏｎｃｏｒｅｖａｌ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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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ｎｇｃｏ ｒｅｖａｌｕｅｓ．Ｐｕｒｓｕ ｉｎｇｔｈｅｒｕ ｌｅｏ ｆｌａｗａｓｃｏｒ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ｒｅａｌ ｉｚｉｎｇｔｈｅ

ｓｃ ｉｅｎｔ ｉｆｉｃ ｌｅｇｉｓ ｌａｔ ｉｏｎ
,

ｓ ｔｒｉｃ ｔ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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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ｍｐａｒｔ ｉａｌ

 ｊ
ｕｓ ｔｉｃｅ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 ｓａｌｌａｗ ａｂｉｄ ｉｎｇ

ｗｉ ｌ ｌ

ｎｏ ｔｏｎｌ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ｓｙｓ ｔｅｍ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ｍｗ ｉ ｔｈＣｈ
ｉ
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ｍｃｏｕｎｔｒｙ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ｒｕ

ｌｅｏｆｌａｗ
,
ｂｕｔａｌｓｏｐｒｏｍｏ ｔｅｔｈｅｂｕ ｉ ｌｄｉｎｇｏｆｃｏ ｒｅ

ｓｏｃ ｉａｌｉ ｓｔｖａｌ ｕｅｓ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 ｒｅｖａｌｕｅｓ
；
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 ａｗ

；ｔｈｅｒｕ ｌｅｏｆｌａｗｔｈｅｏ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ｙｕｎ

ｄｅｒｔｈｅ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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