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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7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法治社会

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 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 年）》全文如下。 

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法治社会建设是实现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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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把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确立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任务艰巨。

为加快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制定本纲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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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全社会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保障人民权

利，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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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坚实法治基础。 

（二）主要原则。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尊重和维护

宪法法律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

坚持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坚持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 

（三）总体目标。到 2025 年，“八五”普法规划实施完成，

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领域制度规范更加健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显著，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

形成符合国情、体现时代特征、人民群众满意的法治社会建设生

动局面，为 2035 年基本建成法治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二、推动全社会增强法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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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工程。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增强法治宣传

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

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使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原则。 

（四）维护宪法权威。深入宣传宪法，弘扬宪法精神，增强

宪法意识，推动形成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运用宪法的社会氛围。切实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

干部的宪法教育，组织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原原本本学习宪法文本。

全面落实宪法宣誓制度，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

进行宪法宣誓。持续开展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推动

“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制度化，实

现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 

（五）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

深入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广泛宣传

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人民群

众自觉尊崇、信仰和遵守法律。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让民

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积极组织疫病防治、野生动

物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活

动。引导全社会尊重司法裁判，维护司法权威。充分发挥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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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对全社会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落实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健全日常学法制度，强化法治培训，

完善考核评估机制，不断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全面落实《青少

年法治教育大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对教师

的法治教育培训，配齐配强法治课教师、法治辅导员队伍，完善

法治副校长制度，健全青少年参与法治实践机制。引导企业树立

合规意识，切实增强企业管理者和职工的法治观念。加强对社会

热点案（事）件的法治解读评论，传播法治正能量。运用新媒体

新技术普法，推进“智慧普法”平台建设。研究制定法治宣传教

育法。 

（六）健全普法责任制。坚持法治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

合。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2020 年年底前基本

实现国家机关普法责任制清单全覆盖，把案（事）件依法处理的

过程变成普法公开课。完善法官、检察官、行政复议人员、行政

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注重加强对诉讼参与人、行政

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宣讲。引导社会各方面

广泛参与立法，把立法过程变为宣传法律法规的过程。创新运用

多种形式，加强对新出台法律法规规章的解读。充分发挥法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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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队伍在普法宣传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为人民群众提供专业、精

准、高效的法治宣传。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引导报社、电台、

电视台、网站、融媒体中心等媒体自觉履行普法责任。培育壮大

普法志愿者队伍，形成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普法活动的实践格局。 

（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

播法治理念，恪守法治原则，注重对法治理念、法治思维的培育，

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引领、熏陶作用，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

的社会氛围。丰富法治文化产品，培育法治文化精品，扩大法治

文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利用重大纪念日、传统节日等契机开展

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组织各地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艺团体

开展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推动法治文化深入人心。大力加强法

治文化阵地建设，有效促进法治文化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地

方文化、行业文化、企业文化融合发展。2020 年年底前制定加强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 

三、健全社会领域制度规范 

加快建立健全社会领域法律制度，完善多层次多领域社会规

范，强化道德规范建设，深入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以良法促进

社会建设、保障社会善治。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2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