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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到全面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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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通过

  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一纲领具

有党章性质、起党章作用，是党的历史上制定的第一部法规。

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制定

  1928年12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制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

一部成文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从法律上肯定了农民

拥有分配土地的权利，为以后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

经验。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通过

  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这是第一部由劳动人民制定、确保人

民民主制度的根本法，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

政的伟大纲领。

1938年：“党内法规”概念首次提出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党内法规”的概念，并通过

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

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党内法规，首次对党的各级组织的权力运行

提出具体规范。

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通过

  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正式发表。这是抗日战争时期陕

甘宁边区具有根本法性质的施政纲领，全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

抗日的基本路线和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方针。施政纲领的贯

彻施行，对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抗日民主政权，起到了积

极作用。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其主要内

容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

地制度”。土地法大纲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仅对保障解

放战争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立法和

土改运动提供了历史经验。

1949年：《共同纲领》面世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央人民政

府的成立以及组建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奠定了宪

制基础和法理依据。

1950年：婚姻法出台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婚

姻法，废除了封建婚姻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新中国

制定的第一部法律，被誉为“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根本大法”。

1954年：“五四宪法”诞生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

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五四宪法”。“五四宪

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

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五四宪法”的制定开启了我国社会主

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新纪元。

1978年：“十六字方针”提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作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决定，提

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开辟了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新时期。

1979年：一日通过七法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天之内通过了7部法

律，即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人

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就是新

中国法治史上著名的“一日七法”。

1982年：“八二宪法”诞生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全面修订后的宪

法，即“八二宪法”。这部宪法深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

面经验，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

主法制建设的新要求，确立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路线方针

政策，把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定为国家的根本任务，

就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一系列规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1985年：“一五”普法启动

  1985年11月2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了《关

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规定从1986年起，用五年左右

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中，普遍进行

一次普及法律常识的教育。全民普法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和影响

深远的法治启蒙运动，是一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文明的生活方式的

宣传教育运动。

1989年：行政诉讼法通过

  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行政诉讼法，建立“民

告官”的法律制度。行政诉讼法有利于依法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

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

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纳入宪法，使依法治国成为党

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建

设和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2002年：“依法执政”提出

  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依法执政”概念。2004年9

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

能力建设的决定》，把加强依法执政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并就依法执政的内涵作出科学规定。这

表明我们党开启了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有机结合的治国理政新

境界。

2004年：“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提出

  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一

次明确提出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

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职能基本到位。

2007年：物权法通过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历经八次审议的

物权法。物权法明确规定了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权利“一体承认、平

等保护”的原则，是规范民事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是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体系中起基础作用。

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

  2011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

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

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法律

体系。

2012年：“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

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2013年：党内法规制定规划发布

  201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

纲要(2013-2017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编制中央党内法

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随后，中共中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内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集中清理。

2014年：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提出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依法治

国的总目标和总蓝图、路线图、施工图。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专

题研究、专门部署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央全会，在我国法治史上具有重大

的里程碑意义。全会还决定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

2015年：司改路线图出炉

  2015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为进一步深

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绘就了路线图和时间表。

2016年：首次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召开

  2016年12月，首次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对党内法

规制度建设作出全面部署。会议

要求，要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

筹推进、一体建设，推动党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国理政的

实际效能。

2017年：对全面依法治国提出新任务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对过去5年法治建设历史性成就进行了

深入总结，对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了新任务，描绘了到2035

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宏伟蓝图，为全面依法

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强国指明了前进方

向、基本任务、实践路径。

2018年：宪法修正案通过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

案，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这次修宪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次修宪，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

2018年：国家领导人首次进行宪法宣誓

  2018年3月17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

面对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面对13亿多全国人民，庄严进行宪

法宣誓，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进行宪

法宣誓，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依宪治

国、依宪执政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为全体国家工作人员作出

了表率。

2018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2018年8月24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党中

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有利于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

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有利于强化党中央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方面的领导，有利于更加有力地推动党中央决

策部署贯彻落实。

2019年：《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印发

  2019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阐明了政

法工作的性质、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原则等重大问题。出台条例是

提高党领导政法工作法治化、制度化水平的内在要求，是推进依法治

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重要举措，是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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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之义。

2020年：民法典通过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法典，这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长期实

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

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

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

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

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

2020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召开

  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召开，明确了习近平法

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进程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

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创造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

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顺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

求，科学回答了21世纪中国法治进程面临的“世纪课题”，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

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新飞跃。

2020年：首个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发布

  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

中共中央发布《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这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第一个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专门规划，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的纲领性文件，是“十四五”时期建设法治中国的总蓝图。

2021年：“八五”普法规划发布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

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规划明确普法重点

内容，要求突出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引导全社会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图① 译自俄文稿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

文版本首页。                 （资料图片）

  图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的《井冈山土地法》。  王建军 摄

  图③ 河北阜平县易家庄的农民在墙上书写《中国土地法大纲》全文。 （资料图片）

  图④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王建军 摄

  图⑤ 1953年3月22日，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宣传贯彻婚姻法游园大会。这是两名青年在观

看宣传小册子。                              新华社发

  图⑥ 1954年9月，首都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

新华社记者 张瑞华 摄  

  图⑦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会议公报。           新华社发

  图⑧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经全面修改后的宪法，这是我国现行

宪法。                                 （资料图片）

  图⑨ 1986年6月，福建省龙岩市文化馆等单位开展法制宣传。         新华社发

  图⑩ 1999年3月15

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

修正草案。         （资料图片）

  图┩┩刀刀道道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是代表投票表决宪法修正案草案。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图┩┩刀刀盗盗 2020年12月3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当地齐福小学与学生一起迎接我

国第七个国家宪法日的到来。                          吉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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